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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农 莎 能 羊 泌 乳 期 能

量 消 化 率 和 代 谢 率 的 测 定

金公亮 徐墨连 苏汉义 张光圣 田凤鸣 郭泰桓

(西北农学院畜牧兽 医 不)

莎能 (S o a a n n) 羊能量消化率和代谢率的测定
,

在国内未见报 导
,

特 别 是 在 泌乳

情况下的能量消化和代谢试验
,

在国外也极罕见
。

能量消化率和代谢率的测定
,

对制定我国奶 IL!羊的能量需要标准有重要意义
。

本试

验是在科学饲养试验的情况下
,

借助较简陋的设备条件进行能量消化代谢试验
。

羊上笼

后
,

当采食量趋于箱定而又无任何反常现象时即进行收粪和集尿
。

消化代谢试验时
,

试羊的 日粮与科学饲养试验完全一致
。

由于活动量减少
,

日粮仅

为饲养试验的 90 %
。

试验期
,

甲
、

乙两组各 5 头羊的体重均值差异不显著 ( P > 。
.

05 )
,

泌乳量差异也不显著 ( P > 0
.

05 )
。

试验结
1

热表明
:

甲乙两组羊的消化率相应 为 66
.

58

和 67
.

07
,

平均为 66
.

83
,

代谢率相应为 81
.

5 5和 81
.

20
,

平均为 8 1
.

38
。

净能的平均转化

率为
: 4 4

.

3 8 % ( 占G E ) ; 6 6
.

4一% ( 占D E ) ; 8 2
.

6 0乡石( 占M E )

消化代谢试验时
, E C H

,

为估测 值
, ,

与 I E的 10 %
,

所 测 得 的 M E m = 1 1 8 w “ . 7 “ ,

H l也为估测值
,

占 I E的 10 %
,

故得 N E n l 为 9 4一 99 w “ . 7 “ 。

一
、

试 验 料 材 和 方 法

( 一 ) 在两组 ( 甲组为西农习用日粮组
,

乙组为校正 日粮组 ) 科学饲养试验羊中
,

当泌乳量
、

体重和采食量相对稳定时
,

随机各取 5 头
,

置于铁制 90 x l s o x s o 的消化代

谢笼中
。

试羊稍可 自由活动
,

采食显和泌乳量
,

除个别不稳定而更换外
,

均极正常
。

提

供的青贮料
,

基木食尽
,

毛苔干
一

草打碎与混合精料混合全部食尽
。

甲
、

乙两组共 10 头羊

的干物质采食量见表 1
。

试验从 ] 9 81 年 7月 3日至 7 月 29 日止
,

在本院消化代谢试验室进行
。

予试期主要观察

试羊是否适应消化代谢试验
,

以及采食量是否正常
。

由于试验 日粮与科学饲养试验完全

一致 ( 见表 2 ) 因此予试期和正试期相应缩短为 3和 7 日
, 7天正试期中甲组干物质 日 平

均采食量为 2
.

02 1公斤
,

乙 组为 1
.

9 56 公斤
,

前者高于后者 65 克
,

差异显著 ( P < 0
.

05 )
。

( 二 ) 日粮及粪尿含热量均在本院饲养教研组分析室测定
。

甲组 日平均食 入 2
.

0 21

公斤干物质
,

含热值 8 ,

85 5大卡
。

乙组 .1 9 56 公斤
, 8 , 4 90 大卡

,

甲组较乙组高35 9大卡
,

差异极显著 ( P < O
。

01 )
,

日粮能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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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消化代谢试验 日粮干物质采食量 公斤
、

千物质

,廿一八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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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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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陌冲

表 2 每公升食入千物质中 C
·

P
、

纤维素含量及总食入星 单位
:

公斤

三业二倒三二尚应
爵…丫

口一
注

,

依据 《 陕西省常用饲料化学成份表 》 西农饲养教研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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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 粮 含 能 量

甲 纽 …
_一 -

-

—
-

一
~ -
一匀期 气

乙 组

饲料种类 }百
-
入灌蒙l石二异「瓜厂 }率亏脂

一

瓜蔽
一

一

五 {食
.

入
一

蔓 1二爪月不 i万
~

l
es

系( 石蒙
~

}丽 而

青贮玉米
{
2
.

3 1。

!
2 6

.

1

}
。

.

6 0 3

}
4 2 9 2

}
2
,

5 8 7

{
2

。

3 2 3

…
2 6

.

1

{
。

.

6 0 6

…
4 2 9 2

{
2

,

G 0 2

确
干章{

。
.

升J {
g

正一!一亨{
,。 3
;

一

…̀拍孚{石
.

3 2。

{
9 1

汤…咖玄{
一 4 0 3 6

一

{
`

,

17 ”

,

王
一

架
-

协刃 )赫{i二̀; )
一五砚压

一一

)百五
.

孚b{
一

~

砚;百i )ha )而弄{
4 4 3 ,

{
-

i瓜i;

i蓖蘸 {蔽}石晶
~

{ha {石瓜 J{ 菇厨
~

阵丽了…
一 i {i而 {而…

一

石
一

万砚
~

…
4 4 7 1

{i {茄;
落

~

飞子
-

}
.

屯俪于}一 {丽!— {濡厂
八砚一 {一 {嘛{— {飞洒`

共测定粪尿样各10 个
,

计算结果表明
:

甲组平均每头每 日由粪排 出的能量 为 2 ,

95 9

大卡
,

乙组相应为 2
,

7 98 大
, 一

卜
。

甲组平均每头每日由尿排出的能量为 20 2大 卡
,

乙 组 为

22 1大卡
。

甲组的粪能显著高于乙组 ( P < 0
.

0 1 )
。

尿能则甲乙两组均不显著 ( P > 0
.

0 5)
。

所测 各粪尿的热值见表 4
。

表 4 粪 尿 热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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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尿样 十 酸 ) x 热值 x 尿量

尿样 x 50

能量分配中 E C H
; 、

I刊 和 H F为估测值
。

从国内外发表的一些经典试验中
,
E C H

;

约

占G E的 7
.

8一 1 1
.

3 夕̀ ( G r e t e T h o r b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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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试验结果
,

甲
、

乙两组的消化率见表 5
。

表 5 甲
、

乙 两 组 的 平 均 消 化 率 单位
:

大卡

能能 的 分 配配 食入能 庄庄 粪 能 F EEE 消化能 D EEE 消化率 ( % )))

甲甲 组组 8
,

8 5 555 2 , 9 5 999 5
,

8 9 666 6 6 , 5 888

乙乙 组组 8
,

4 9 666 2
,

7 9 888 5 , 6 9 888 6 7 , 0 777

均均 值值值值 6 6
。

8 333

甲
、

乙两组平均每头何 日采食干物质帚
,

前者较后者多肠克
,

食入能多 3 59 大卡
,

但消化率基本一致
。

甲
、

乙两组的代谢率估测见表 6
,

其中 E C H
、

以占G E的 10 %计算
。

表 6 甲
、

乙 两 组 的 平 均 代 谢 率 单位
:

大卡

能的分配

甲 组

尿 能 U E 甲烷能 C H
` E !

’ 一 ” ’

板
’

瘾
’

斌
`

-

代谢率 ( % )

2 0 2 8 8 6 4
,

8 0 8 8 1
。

5 5

…、一.
1

.ǔ …乙 组

均 值

2 2 1 8 5 0 4 , 6 2 7 8 1
。

2 0

8 1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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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可见
,

虽然尿能乙组多于 甲组
,

但两组的代谢率基本一致
。

( 四 ) 消化代谢试验过程中
,

甲乙两组试羊的体重的均值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见表 7
。

表了 消 化 代 谢 试 验 羊 的 体 重 单位
:

公斤

甲甲 组组 乙 组组

羊羊 号
,,

始 重重 末 重重 平 均均 羊 号号 始 重重 末 重重 平 均均

444 6 777 6 1
。

4 111 6 0
。

4 777 6 0
。

9 444 4 8 3

………
6 6

·

8 222 6 0
。

6 777 6 3
。

7 555

444 9 555 7 0
。

2 555 7 4
。

7 555 7 2
。

5 000 4 9 666 6 6
。

9 555 7 1
。

7 111 6 9
。

3 333

555 2 666 6 9
。

3 888 7 4
。

6 333 7 2
。

0 111 5 2 888 6 2
。

8 888 6 8
。

1 333 6 5
。

5 000

555 0 333 6 3
。

8 333 6 0
。

5 00000 6 0
。

0 000 5 8 , 5 000 5 9
。

2 555

999 2 000 7 3
。

2 777 7 1
。

1 999 7 2
。

2 33333 5 5
。

0 000 5 5
。

8 3 555

刃刃厂厂 3 3 8
。

1 444 3 4 1
。

5 444 3 3 9
。

8 555 么XXX 3 1 3
。

3 222 3 1 4
。

0 111 3 1 3
。

6 6 555

XXXXX 6 7
。

6 333 6 8
。

3 111 6 7
。

9 777 XXX 6 2
。

6 666 6 2
。

S QQQ 6 2
。

7 333

( 五 ) 消化代谢试验过程中
,

所测得的乳 脂 率 为 2
.

95 %
,

故每公斤乳的 热 值 为

6 5 8千卡
。
N E l a c和 N Em 占N E的百分率参见表 8

。

表 8 产 乳 及 维 持 需 要
厂

单位
:
公斤

、

大卡
、

%

号旧 均 乳 量 N E N五l a c
N 五m羊一口力一组一

4 6 7 2
。

1 6 3 7 3 9 1 4 2 1 2 3 1 8

4 9 5 2
。

3 7 4 1 0 9 1 5 5 9 2 5 5 0

5 2 6 2
。

3 0 4 1 4 0 1 5 1 3 2 6 2 7

9 2 0

5 0 3

2
。

8 4

3
。

1 6

3 8 9 0

3 7 3 5

1 8 6 9 2 0 2 1

2 0 7 9 1 6 5 6

召 Z

。

…令
一碳

-

1 2
。

8 3 1 9 6 1 3 8 4 4 1 1 1 1 7 2

2
。

5 6 6 3 9 2 2 1 6 8 8 2 2 3 4

_…
N E`一 / N E

…
N Em / N E

{
3 8

·

” 。

{
_

…
3了

·

” `

1里 l二竺一

」
36

·

5 5

…
6 3

·

0 0

{
4 8

·

。。 …

…
5 5

·

6 6

…
{ …
… 4 3

.

。 ; } 5 6
.

9 6

0
.

4 1 9 1 9 5 2 7 6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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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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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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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X }

“
.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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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
,00 { 护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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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
,

甲组羊 日需净能 3
,

92 2 士 19 5大 卡
,

其 中 N E l a c
占 4 3

.

0 4%
,
N E m 占

5 6
.

9 6%
。

乙组羊相应为 3 , 7了7土 2 0 0大卡
,

而 N E l a e
占4 1

.

9 1%
,
N五m 占5 8

.

1 9%
。

甲乙

两组产乳量
,
N砚 ac 和 N E m 均不显着 ( P > 0

.

0 5 )
。

维持需要以不同的能量表示
,

见表

9
o

表9 维 持 需 要 的 不 同 能 量 表 示 法
,

单位
:

大卡

! 体 重 }
N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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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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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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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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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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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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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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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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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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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 可见
,

甲组的 N E m 二 94 W 。 · 7 “ ,

乙组为 99 w ” . 7 “ 。

( 六 ) 泌乳羊在消化代谢试验的条件下能量和干物质的需要 为
:

甲 组 平 均 产 乳

2
.

5 6 6公斤
,

日需 3 , 9 2 2大卡 N E ( 9选W
” · 7 “ + 奶量 丫 6 5 8 ) 和 2 , o Z x克D M ( 1 1 5 1克 D M +

奶量 x 3 3 9 ) ; 乙组相应为 3 7 7了大卡N E ( 9 9W “ 7 “ + 乳量 x 6 5 8 ) 和 1 9 5 0克 D M ( 1 1 3 5 克

D 入1 + 乳量 x 3 4 1 )
。

二
、

结 果 分 析 和 讨 论

( 一 ) 甲乙两组羊所采食的日粮基本平衡
,

D M 采 食量甲组较乙组多 65 克
,

但 平均

体重甲组大于乙组
,

前者为 67
.

盯公斤
一
,

后者为 6 2
.

73 公斤
。

所得消化率 甲乙两组分别为

右6
.

5 8和 6 7
.

0了,

故取其均值为 6 6
.

83 %作为泌乳期莎能羊的日粮消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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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代谢率甲乙两组分别为1 8
.

5 5 和1 8
.

20,

同样可以取其均值 8 1
.

38 % 作为莎能

羊的 日粮能量代谢毕
,

但 E C H
`

占食入能的 10 %为估测值
,

而非实测值
,

显然有一定 的

误差
,

有待进一步 测定
。

但按国内外实测的数值对比
, E C H

;

占食入能的 10 %
,

基本上

是符合的
,

因为在生产情况下
,

由于山羊的C H
`

排出量比牛和绵羊高 15 一35 %
。

1 9 8 2年将进一步用呼吸面罩法测热器
。

( 三 ) 所测得的 N D
n 9 4一 99 W

“ · 7 “ 与乳牛在舍饲状态下的能值 91 一 97 W “ · 7 “ 相一

致 ( 见W
、

J
、

w i l l e r 乳牛的营养和饲养中 1 9 7 9年 )
。

N E ln 的均值 9 7W ” · 7 “
作为莎能羊

在舍饲状态下的维持需要的重要参考数值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

因为羊上笼后仍稍可 自由

活动
。
9 7W o · 7 “ 比牛的均值 ( 9 4W 0 · 7 “ ) 要高

,

( 四 ) 求净能值首先要测知热增耗
,

本试验的热增耗 ( 体增热和发酵 热 ) 为 估 测

值
,

与实际显著有距离
,

但根据 lB
o x 比 r 的意见认为 H l的变化幅度较大

, `

约在 3 一 20 %

之间
,

同时受 日粮中蛋白质的影响较大
。

本试验 中蛋白质均长期控制在近年来关于反色

动物蛋白质营养理论的 13 ; ` ( 占日粮干物质 ) 以内
。

同时提供的干物质和能量只及维持

需要干物质和能量的 60 %
,

因此取占食入能的 10 %这一数值是否可以有待进一步研究
,

或者在设备条件较差的情况下
,

采用 M E m 和 M lE a c
也无不可

。

本试验所测得的平均

M E m = 1 18 W ” · 7 “ ,

这一数值基本上是可取的
,

或者说误差不会太大
。

三
、

结 论

一 通过泌乳摊莎能羊的测定
,

西农习用 日粮和佼正 日根的消化率具有实践意义
,

所测得的平均 消化率 6 6
.

83
,

对以消化能作为莎能羊的能量需要和进一步测定代谢 能 和

净能具有重要 的参考意义
。

二
、

E C H
`

和热增耗各占食入能的 10 %
,

这一 沽则数值
,

作为制定莎能羊泌乳 期的

能量需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同样在此基础上侧得的 N E m = 97 W “ · 7 “
为制定泌乳净

能需要提供了可能性
。

若以代谢能作为衡量泌乳能量需要的依据
,

则 M E m = 1 18 W “ · 7 “

较 N Em 二 97 W ” . 7 `

更为可靠
。

三
、

1 9 82年拟以进行呼吸西罩法测热试验
,

以测定在生产和维持条件下的 E C H
` ,

以校正 E CH
;

占食入能的 10 % 这一估测数值
。

由于热增耗的变化幅度太大
,

用 N E不如用

M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