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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脱毒 90%以上，并清除了辛、辣、酸味。

2.4 氨处理法

每 100 份碎菜籽饼加浓度为 7%的稀氨水 22

份，均匀喷洒在菜籽饼中，闷盖 3～5 h 后，放在蒸

笼中蒸 40～50 min，然后蒸炒，也可以晒干，但效果

较差。

脱毒菜籽饼仍有毒物残留，喂牛每天用量限制

在日粮的 10%～15%为宜。

摘要 为研究脂肪酶对芦花鸡生产性能的影响，选取 1日龄的芦花鸡 900只，随机平均分为 6组，每组 3个

重复。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日粮上分别添加 100、300、500 g/t脂肪酶，试验中期将处理组 4、5分别在基础日粮上

降低 125.4 kJ和 209.0 kJ，在试验后期恢复到基础日粮水平。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处理组 3的 31～60日龄

芦花鸡的日均采食量显著提高（ ＜0.05），各处理组 61～90日龄平均日增重均显著提高（ ＜0.05）。试验表明饲

料中添加脂肪酶的可以明显提高芦花鸡生产性能，最佳添加量为 300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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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酶又称甘油三酯水解酶，广泛存在于动植

物和微生物体内，在脂质代谢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作为一种重要的饲用酶制剂添加在饲料中可以

促进幼龄动物内源酶的分泌[1-2]，为动物体生长和繁

殖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3]。由于脂肪酶结构和性

质的多样性、稳定性较差、底物不溶于水、提纯困

难，以及生产成本较高等问题，其在饲料中的应用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在饲料

中添加一定量的脂肪酶可以提高畜禽的脂肪消化

率，特别是可显著提高含脂量高的饲料中的脂肪消

化率[4]，如全脂米糠、高油玉米、干苜蓿粉、血饼、饼

粕等，还可提高能量饲料原料的表观消化能[5]，加快

猪、禽的增重速度及饲料利用率，并减少粪便排泄

量[6]；但也有相反作用的报道[7]。

本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在不同能量日粮中

添加脂肪酶对芦花鸡生产性能的影响，为脂肪酶在

家禽生产中的合理应用提供试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脂肪酶活力≥6 000 U/g，采购于夏盛实业酶制剂

有限公司；试验所需大豆油为金龙鱼大豆油。

1.2 试验设计与日粮组成

本试验在南京市乐和家禽养殖有限公司芦花

鸡养殖基地进行，选取 900羽健康、体质量相近的 1

日龄芦花鸡苗，随机分为 6个处理组，每组 3 个重

复，每个重复 50羽，公母各半。处理组 1为空白对

照组，不添加脂肪酶，处理组 2、3、4、5、6在处理组 1

基础上分别添加脂肪酶 100、300、300、300、500 g/t

进行饲喂。当试验鸡生长到 30日龄时，在饲喂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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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表 2 日粮中添加脂肪酶对芦花鸡不同生长阶段生产性能的影响 1）

1）同行标注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0.05），同行无标注字母或标注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0.05）。

日龄 指标 处理组 1 处理组 2 处理组 3 处理组 4 处理组 5 处理组 6

1日龄 BW/g 32.52±0.57 32.41±0.62 32.4±0.48 32.15±0.68 32.28±0.48 32.55±0.61

1～30

日龄

ADFI/（g/d） 22.08±0.91 24.46±0.37 23.53±0.36 21.41±0.57 23.71±0.92 21.72±0.64ab

ADG/（g/d） 12.81±0.90 11.47±0.78 12.85±0.96 11.15±0.81 12.86±0.89 13.06±0.73

FCR 1.75±0.10 2.18±0.14 1.87±0.12 1.97±0.16 1.89±0.15 1.69±0.11

30日龄 BW/g 416.66±26.92 376.67±23.38 418±28.46 366.67±24.03 418.33±27.18 424.33±22.21

30～60

日龄

ADFI/（g/d） 47.32±1.25a 51.12±0.93b 53.18±0.81b 47.55±1.18a 46.38±1.35a 50.91±1.22b

ADG/（g/d） 20.41±1.54 19.34±2.14 21.58±1.67 16.77±1.27 16.82±0.98 17.86±1.71

FCR 2.37±0.17 2.81±0.31 2.55±0.23 2.91±0.19 2.81±0.19 2.96±0.23

60日龄 BW/g 1 028.67±71.35 957.2±67.17 1 065.51±78.27 869.83±61.47 923.02±54.31 923.33±72.79

60～90

日龄

ADFI/（g/d） 62.83±5.92bc 54.03±1.51a 67.51±3.58c 59.86±6.22ab 66.15±2.98c 59.40±6.04ab

ADG/（g/d） 8.98±2.12a 12.66±4.41b 14.17±1.13b 15.21±3.93b 12.58±3.04b 15.05±2.97b

FCR 7.23±1.24c 4.69±0.65ab 4.79±0.21ab 4.09±0.31a 5.48±0.46b 4.07±0.83a

90日龄 BW/g 1298.17±194.65 1336.83±97.23 1490.67±190.64 1326.01±196.07 1300.33±189.23 1411.83±180.21

基础上，分别对处理组 4和处理组 5的日粮能量降

低 125.4 kJ和 209.0 kJ进行试验饲喂 30 d，之后恢

复到基础日粮。基础日粮组成与营养水平见表 1。

1.3 饲养管理

本次试验鸡采用笼养方式，自由采食和饮水，

分群预饲 5 d后开始试验。采用整舍育雏，暖风炉

控温，进雏时舍温 34 ℃，以后每周降 2 ℃，直到26

℃为止。相关饲养操作及免疫程序按照鸡场常规程

序进行。

1.4 测定指标与方法

试验期间每天记录喂料量和采食量，记录病死

率和鸡的精神状态。分别在鸡 1、30、60和 90日龄

时，对全部试验鸡进行空腹称重并统计采食量，以

计算体质量（BW）、日增质量（ADG）、日均采食量

（ADFI）、料重比（FCR）等指标。

1.5 检测项目和数据处理

用 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各项指标均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表

示，＜0.05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 2可知，日粮中添加脂肪酶对芦花鸡各个

日龄阶段体质量（BW）均无显著影响。在 1～30日

龄的雏鸡日粮中添加脂肪酶对芦花鸡的 BW、AD-

FI、ADG和 FCR均无显著影响；在 30～60日龄的

芦花鸡基础日粮中添加脂肪酶均能显著提高鸡只

ADFI（ ＜0.05），其中处理组 3效果最佳，而对处理

组 4、5 降低日粮能量后则不明显（ ＞0.05）；在

60～90日龄的芦花鸡日粮中添加脂肪酶可以显著

提高鸡只的 ADG（ ＜0.05），在恢复使用基础日粮

饲喂的处理组 4、5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从全期来

看，处理组 3的效果最佳，60～90日龄时处理组 6

的 FCR最低，效果较好。当日粮中能量降低时，处理

组 4、5的 ADFI显著低于处理组 3（ ＜0.05）。说明

日粮中的脂类物质含量对脂肪酶作用的发挥有显

著影响。在基础日粮饲喂的基础上，脂肪酶发挥作

用的最佳阶段为 30～90日龄。

3 讨 论

脂肪酶可以补充幼龄家禽生长阶段内源消化

酶不足的缺点，提高饲料中脂肪的消化率，缓解营

配比 /%

前期

（1～30 d）

中期

（31～60 d）

后期

（61～90 d）

基础日粮 基础日粮 降 125.4 kJ 降 209.0 kJ 基础日粮

玉米 59.00 64.10 64.10 64.10 69.28

豆粕 34.85 29.21 29.21 29.21 23.67

麸皮 - - 0.4 0.7 -

豆油 2.0 2.6 2.2 1.9 3.0

蛋氨酸 0.15 0.09 0.09 0.09 0.05

预混料 4 4 4 4 4

营养成分

代谢能 /（MJ/kg） 2.90 2.98 2.95 2.93 3.05

粗蛋白 /% 20.08 18.02 18.07 18.11 16.00

赖氨酸/% 1.02 0.90 0.90 0.90 0.78

蛋氨酸/% 0.486 0.400 0.404 0.400 0.340

钙/% 1.00 0.90 0.90 0.90 0.80

总磷/% 0.45 0.40 0.40 0.4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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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季节怎样防范猪痢的产生

出现过猪痢的猪场，要做好无害化处理、消毒、疾病防控、环境调控、减少应激等工作以防止病菌

感染，然后就要从仔猪体质着手，提高仔猪饲养水平，在断奶仔猪饲料中添加植物抗病营养素，填补仔

猪免疫空白，增强仔猪体质，提高仔猪免疫力和抗病力等。目前仔猪价格上涨，市场上仔猪供不应求，

但是仔猪的出售率并没有提升很高，很大的原因是仔猪腹泻，防控仔猪腹泻，要重视抗病和营养。

来源：中国猪网

养应激，促进家禽生长。在畜禽日粮中适量添加脂

肪酶，能够部分释放饲料脂类中的中链脂肪酸，这

些中链脂肪酸对一些消化道有害菌的生长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并起到类似抗生素的作用，杀死肠

道细菌，从而提高畜禽抗病力。有研究表明，饲料中

添加脂肪酶，可提高动物对饲料中脂肪和油脂的利

用率，增加和改进饲料的香味和风味，改进家畜的

食欲，并对局部炎症有一定的治疗功效[8]；Dierick等[9]

在模拟体外试验中发现，适量添加脂肪酶能够部分

释放中链脂肪酸，这些中链脂肪酸对一些消化道有

害菌的生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起到类似抗生

素的作用。而饲料中添加的油脂可以延长食糜在家

禽肠道的停留时间，进而提高饲料的养分利用率，

促进肉鸡较快的生长发育。

本次试验在基础日粮中添加脂肪酶显著提高

了芦花鸡的 ADG、ADFI，降低 FCR。综合观察发现

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300 g/t浓度的脂肪酶饲养效果

最好，这可能是因为该浓度的外源脂肪酶有效地补

充了幼禽体内内源酶的不足，提高了幼禽消化脂肪

的能力，刺激了家禽生长过程中内源消化酶的分

泌。在试验中期降低日粮中能量后，试验鸡仍然可

以保持与对照组同样的生长速度，并在恢复基础日

粮后取得较好的生长效果，这可能是由于脂肪酶分

解了饲粮中的脂类物质，有效缓解幼禽营养应激，

促进家禽生长。其更深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和探讨。

4 结 论

随着饲料工业的发展，脂类作为高能量营养素

已广泛添加到畜禽日粮中，发挥优化饲料外观、减

少粉尘、提高饲粮能值、提供动物必需脂肪酸含量

及改善饲料适口性等作用。家禽尤其是雏禽胰腺脂

肪酶分泌量不足是限制禽类利用饲粮中脂肪的重

要原因之一。目前在饲料中添加外源酶制剂是提高

饲粮利用率的有效手段。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脂肪

酶不仅可以有效提高肉鸡对油脂的利用率，补充幼

禽内源消化酶的不足，还可以减少由日粮碳水化合

物合成体脂的能量消耗，缓解家禽生产应激，且安

全无毒副作用，在家禽生产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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