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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用仔鸡赖氨酸需要量的研究
’

1
.

赖氨酸水平对生产性能的影响

龚月生 姚清东 王 志有
(西北农业大学畜牧系

,

陕西 杨陵
·

7 1 2 10 0)

摘 哭 按出壳体重对等的原则
,

将海布罗混合健雏分成 4 组进行饲养试验
。

前后两期

各组处理为
:

I 组喂基础饲粮
,

I
,

I
,
vI 组分别添加 0

.

1 %
, 。

.

2写和 。
.

3 %的 L
一

赖氨酸
·

H C L
.

研究结果表明
,

在我国现行标准的能量和蛋白质条件下
,

赖氨酸水平对 2
,
4

,

8 周末体重

无显著影响
,

但 6 周末体重 I
,

I 组极 显著高于 I 组
,
w 组也显著高于 I 组

;
前期赖氨酸水平

以 1
.

1 8%为好
,

后期以 1
.

00 写为佳
.

若把后期细分为 5~ 6 和 7~ 8 周龄
,

则赖氨酸水平分别

为 1
.

0 0 %和 0
.

8 4%
.

关锐词 肉仔鸡
,

赖氨酸
,

增重
,

饲料转化率

中图分类号 5 8 3 1
·

5

赖氨酸为肉用仔鸡所必需的养分
。

在能量和蛋白质水平一定的情况下
,

鸡体蛋白质合

成的速度和效率直接取决于饲料中所含的赖氨酸数量和质量
。

因此
,

在生产上饲粮中适宜

的赖氨酸水平对提高肉仔鸡的生长速度
、

饲料转化率
、

屠体品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然而
,

由于我国肉鸡饲养业发展晚而快
,

对与之有关的饲粮适宜赖氨酸营养水平的研

究报道很少 [’]
。

我国现行肉用仔鸡饲养标准 (较好商品代 ) 中的 8 周龄期末体重仅为 1 80 0

g
,

远不能满足 目前生产的需要
。

结合我室近年来在 肉用仔鸡饲粮配方方面所进行的工

作
,

在能量和蛋白质水平完全按我国现行肉用仔鸡饲养标准前提下
,

特进行本次试验
,

以

期获得 8 周龄期末体重在 2 0 00 9 以上的饲粮赖氨酸适宜水平
,

为我国肉用仔鸡饲养标

准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提供基本素材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动物

试验于 1 9 9 2 年 4 月 19 日一 6 月 14 日在西北农业大学试验场进行
。

试鸡为海布罗

( H y br o) 商品代混合健雏
,

其种蛋来源于西安市华秦雁 肉鸡公 司
,

该公司父母代种鸡直接

从荷兰尤里布利特 ( E u r ib r id )公司引进
。

1
.

2 试验设计

试验分为 4 组
,

各组前后期饲粮延续
,

前期为 0 ~ 4 周龄
,

后期为 5一 8 周龄
。

I 组为基

础饲粮
,

I
,

l
,

VI 组分别在 其 前后 期基础饲粮中添加 0
.

1%
,

0
.

2 %
,

0
.

3 %的 L
一

赖氨酸

收稿日期
: 1 9 9 2

一 12
一

1 1
·

,

西北农业大学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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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组前
、

后 期 饲 粮 赖 氨 酸水平
。

依次为 1
.

02 %
: 0

.

84 %
,

1
.

10 %
:

。
.

9 2%
,

1
.

18 %
: 1

.

0 0写和 1
.

2 5 %
: 1

.

0 7%
.

试验共选用 2 10 只刚出壳雏鸡
,

其中 I
,

l

组各 5 2 只
,

,
,

W组各 5 3 只
。

1
.

3 基础饲粮组成与营养水平

前后期基础饲粮除赖氨酸外
,

其他所列指标均与我国现行肉用仔鸡饲养标准基本一

致
。

在前后期基础饲粮中均未添加任何生长促进剂类物质
。

前期浓缩饲料由豆饼
、

菜饼
、

骨粉
、

食盐
、

蛋氨酸
、

秦乐微量元素预混料和泰德维他组成
;后期浓缩料除上述组分外

,

另

有占饲粮 3 %的秘鲁鱼粉
。

两期基础饲粮由浓缩饲料
、

玉米
、

豆饼和豆油组成
,

其配比前期

分别为 35
.

0 %
,

58
.

8 %
,

6
.

2%和 0
.

0%
,

后期为 35
.

0%
,

61
.

0写
,

2
.

0 %和 2
.

0%
.

营养水平

详见表 1
.

表 l 荃础饲粮曹养水平

时 期

前 期

标 准

本试验

国标

N R C

本 品种

本试验

国 标

N R C

本 品种

M E

( k J / g )

C P

(% )

M e t卜+ C y s

( % )

C
a

(% )

1 2
.

1 2
.

1 3
.

1 2
-

0
.

84

0
.

8 4

1
.

0 0

1
。

0 0

1
.

0 0

(% )

0
。

4 5

0
。

4 5

0
。

4 5

aS l t

(% )

0
.

3 7

0
.

3 7

尹。一扁七6了、seOCù

0
.

93

0
。

8 7

0
。

7 1

0
.

68

0
.

7 2

0
.

8 2

l
。

0 0~ 1
.

10

0
.

9 0

0
.

9 0

0
.

9 0

0
.

9 0~ 1
.

0 0

…
ù.二几舀n二0̀均̀,妇

后 期 0
.

6 5

0
.

6 5

器
0

。

4 0

0
.

4 0

0
.

5 0

0
.

3 5

0
.

3万

蹂一姗刚.20L晰一川川.l00

.七00

…
O曰O峥0,二,二心̀

13133897一55553838

.

…
月̀,曰nJ几」,人ù .几ù .盖1几

注
:

1) 表中所列试验营养水平均为计算值
; 2) 本表所列 N R C 前期为 。~ 3 周龄

,

后期为 3~ 6 周岭
.

1
.

4 饲养管理

每组鸡前 3 周龄养于 自制的育雏笼内
,

每组一栏
,

每栏 l m
, ,

自动控温
,

自然通风
。

后

5 周龄在蛋鸡笼饲养 ( 5 门 /条 )
,

每门 2~ 3 只
,

不再加温
,

风扇通风
。

前后期均喂干粉料
,

采

食饮水 自由
,

实行 24 h 光照
。

每天记录采食量
、

温度及鸡只死亡情况等
。

防疫按常规生产

进行
。

1
.

5 称孟

出壳和 2 周末称各组全群重
,

并在每组随机抽查 10 只鸡个体重
.

4
,

6
,

8 周末以蛋鸡

笼 1 门为单位
,

称每门鸡合重
,

计算个体重
.

饲料消耗以组为单位
,

每日称料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体 重

试鸡各组出壳体重列于表 2
.

由表 2 可见
,

2 周末体重以 l 组为好
,

但与其他组间差别

甚小
。

4 周末体重 I , . 组较 I
, W组高

,

差异达 尸 < 0
.

1水准
。

6 周末体重 I
,

l 组极显著

高于 I 组 ( P < 0
.

01 )
,

w 组显著高于 I 组 (尸 < 0
.

0 5 )
,

其他各组差异不显著
。

8 周末体重各

组 间差异均不显著
,

但以 l 组最高
。

2
.

2 增 重

由表 3 可见
,

O~ 2 周龄增重组间没多大差异
; 3 ~ 4 周龄以 I

,

l 组高
,

VI 组最差 ;
前期

仍以 I
,

l 组居先
。

5 ~ 6 周龄 皿 组最高 ( 8 48 9 )
,

I 组最差 ; 而 7一 8 周则 以 I 组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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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29 )
,

I 组最差
; 后期却以 VI 组和 , 组领先

。

衰 2 试鸡期末体盆

项 目 出 壳 2周 4周 6周 8周

甘 4 5
.

7士 4
.

2 2 0 4
.

7士 23
.

0 64 5
.

7士 6 4
.

9 1 2 2 7
.

0士 15 6
.

o e 2 15 9
.

0士 2 7 5
.

0

1 44
.

1士 2
.

2 20 9
.

0士 35
.

2 6 8 8
.

2士 6 9
.

0 1 4 8 9
.

0士 15 4
.

0 a 2 1 3 1
.

0士 3 8 5
.

0

1 4 4
.

4士 2
.

7 2 16
.

3士 2 9
.

9 6 9 3
.

6士 8 6
.

3 1 5 4 2
.

0士 17 4
.

0 a 2 2 7 5
.

0士 2 5 3
.

0

N 4 3
.

9士 2
.

3 20 5
.

3士 2 7
.

5 6 3 7
.

5士 6 9
.

6 1 4 0 7
.

0士 1 6 8
.

0 b 2 2 2 5
.

0士 2 8 2
.

0

国标 一 2 3 0 6 5 0 1 2 0 0 1 8 0 0

N R C 一 3 1 0 8 2 5 1 5 6 0 2 2 9 0

本品种 一 2 9 0 9 0 0 1 6 2 0 2 5 5 0

注
: l’ ) a

) b ( P ) 0
.

0 5 )
, a ) e ( P ( 0

.

0 1 ,

b ) c ( P ( 0
.

0 5 )
。

.2 3 饲料消耗

由表 3 可知
,

o 一 2 周和 3一 4 周分别以 l
、

vI 组和 l 组饲料消耗少
,

5~ 6 周和 7 ~ 8J

分别以 I 组和 l 组少
,

全期以 I 组少 (4 4 85 9 /只 )
.

2
.

4 饲料转化率

由表 3 可见
,

o~ 2 周
、

3 ~ 4 周 和 前 期 饲 料 转 化 率 均 以 . 组最好
。

5~ 6 周
、

7一 8

周分别 以 I 组和 I 组最好
,

而后期则仍以 I 组最好
,

为 1
.

83
: 1

.

全期则以 I
,

l 组最好

(均为 2
.

12
: 1 )

,

4 组均不超过 2
.

20
: L

表 3 各期增 ,
、

饲料消耗与饲料转化率

项 目 处理 0~ 2周 3~ 4周 o~ 4周 5~ 6周 7~ 8周 5~ 8周 。 ~ 8周

增 重
(̀ /只 )

1 5 9 60 0 9 3 2 1 5 13 2 1 1 3

I

N

国标

N R C

本品种

1 6 8

1 7 2

1 6 1

1 9 0

2 7 0

2 5 ( )

4 79

4 78

4 33

4 20

5 15

6 10

64 4

6 5 0

5 9 4

6 1 0

7 8 5

8 6 0

80 1

84 8

76 9

5 50

7 35

7 20

6 4 2

73 3

8 18

60 0

73 0

73 0

1 4 4 3

1 5 8 1

1 5 8 7

1 1 5 0

1 4 6 5

1 4 5 0

2 0 8 7

2 2 3 1

2 1 8 1

1 7 6 0

2 2 5 0

2 3 1 0

2 6 3 9 4 8 1 2 11 7 0 3 3 2 7 4 4 4 8 5

I

,

VI

国标

N R C

本品种

2 5 8

2 6 3

2 5 9

3 2 0

3 6 5

3 8 5

1 0 8 9

9 1 4

9 4 0

8 2 0

8 9 0

1 1 0 5

1 34 7

1 17 7

1 19 9

1 14 0

1 25 5

1 4 90

1 5 9 7

1 8 4 3

1 7 18

1 33 0

1 58 5

1 57 0

1 5 9 7

1 7 1 8

1 8 0 0

1 9 6 0

2 0 9 2

1 99 0

3 19 4

3 56 1

3 5 17

3 2 90

3 6 75

3 5 60

4 5 4 1

4 7 3 8

4 7 1 6

4 4 3 0

4 9 3 0

5 0 5 0

饲料转化串
(g / g )

2
.

0 2 2
.

7 0

,̀月O,̀,几.立匕」

…
0̀弓̀ǹ

00,i,曰月了nōit0只ù0aoō卜连
`

……
八̀,且几̀,工,人心̀

1人ǹ

八Jl几UO工阮」亡dō七月卜n舀
.

…1̀,且
I

I

N

国标

N R C

本品种

1
.

6 5

1
.

5 4

2
.

15

2
.

2 7

1
。

9 1

2
.

17

1
.

9 5

2
.

0 0

2
.

1 7

2
.

2 3

2
.

4 2

2
.

18 :: :
`

::

1
.

8 3

2
.

4 9

2
.

33

2
.

20

3
.

2 7

3
.

8 7

2
.

1 6

2
。

2 1

2
.

2 5

2
.

2 1

2
.

8 6

2
。

5 1

2
.

1 2

2
.

1 7

2
.

1 9

注
:

各标准均以出壳体重 4 0 9 参与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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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 论

各组鸡 2周末体重均未达到我国现行肉用仔鸡较好商品代体重标准 [J l
,

与 N R C 仁
z〕和

本品种标准 3[] 差距更大
。

其主要原因在于本试验鸡饲养密度过高 (试验为 52 只 / m
, ,

要求

为 30 一 40 只 /m
Z
)和槽位不够而采食量过低

。

4 周末体重 I
,

班组虽较国标高
,

仍与 N R C

和本品种标准差距大
,

也与饲养密度高有关 (试验 3 周密度为要求的 2倍 )
,

同时与 2 周末

体重轻有关
。

前期由于密度过高和前两周采食量过低
,

以及自制育雏笼饲料浪费较大
,

故饲料转化

率普遍偏低
,

. 组也只有 1
.

81
: l ; 而后期 4 组均较好

,

优于上述 3 标准
。

前期赖氨酸水平 1
.

10 %和 1
.

18 %两组体增重一致
,

但 后 者 饲 料 转 化 率 优于前者

l(
.

8 1 , 2
.

08 )
,

故此
,

推荐 1
.

18 %水平为海布罗肉仔鸡赖氨酸需要量
。

此水平较我国现行

标准同期赖氨酸水平 1
.

09 %高 0
.

09 个百分点
;
与 N R C O~ 3 周龄要求 (1

.

20 % )基本一

致
,

较 尤 里 布 利 特 公 司 推 荐 的 1
.

25 %水平低 0
.

07 个百分点
。

若以赖蛋比 ( L ys g / 10 。

g C )P 计
,

则本试验所得结果比上述 3标准均高
。

5 ~ 6周龄赖氨酸 1
.

00 %组体增重最高
,

饲

料转化率也较好
,

故推荐 1
.

00 %为该期海布罗鸡赖氨酸需要量
。

而 7~ 8周龄则以 0
.

84 %水

平组体增重和饲料转化率为最好
,

建议用此量
。

若 后 期 仍 沿 用 国 标 阶段划分
,

仍建议

用 1
.

0 0%赖氨酸水平
。

在本试验中
,

I 组鸡 7 ~ 8周龄增重为 9 32 9
,

居各组之首
;
饲料转化率也最好

,

表现出

明显的代偿生长
。

同时
,

其他各组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代偿生长
。

从组织学角度看
,

体重增

加是因细胞数量的增加或细胞体积的增大引起
。

但在动物饲养前期
,

即使是某一种营养素

不足或环境条件不适
,

将会影响动物生长 (增重 )
,

主要是影响细胞体积的增大
。

而一旦后

期条件充足
,

那些体小细胞迅速增大
,

且不再需过多的增值细胞数
,

故表现出增重超常和

饲料转化率高的代偿性生长
。

4 结 论

本试验以体增重和饲料转化率为主要观测指标
,

可得如下结论
:

海布罗肉仔鸡前期 (0 ~ 4局龄 )赖氨酸需要量为 1
.

18 %
,

赖蛋比为 6
.

21 % ; 5 ~ 6周龄和

7~ 8周龄赖氨酸需要量和赖蛋比分别为 1
.

00 %
,

5
.

10 %和 0
.

84 %
,

4
.

29 %
.

海布罗肉仔鸡后期代偿生长作用表现非常强烈
。

我国现行肉用仔鸡饲养标准中各期体重预期指标偏低
,

需要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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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y b r o m i x e d s t a r t e r s w e r e d i v i e d e d i n t o 4 g r o u p s t o e a r r y o u t f e e d i n g t r i a l s
.

T h e t r e a t m e n t o f e a e h g r o u p i n t h e f o r m e r a n d l a t t e r t w o b a t e h e s w a s a s f o l l o w s :
g r o u p

1 w a s f e d w i t h t h e b a s a l d ie t s
,

g r o u p s l , 一 a n d VI w e r e f e d w i t h t h e b a s a l d i e t s e o n -

t a i n i n g 0
.

1%
,

0
.

2% a n d 0
.

3% o f L
一

l y s i n e
.

H C L
.

R e s u l t s i n d i e a t e d t h a t u n d e r t h e e u r -

r e n t s t a n d a r d s o f e n e r g y a n d p r o t e i n i n C h i n a ,

l y s i n e l e v e l h a d n o s ig n i f i e a n t e f f e e t u p o n

e h i e k b o d y w e ig h t a t t h e e n d o f Z
,

4
,

8 w e e k s ; b u t a t t h e e n d o f 8 w e e k s ,

b o d y w e i g h t i n

g r o u p 1 a n d , w a s e x t r e m e l y h ig h e r t h a n t h a t i n g r o u p 1
.

5 0 ,

b o d y w e i g h t i n g r o u p

VI is a l s o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h ig h e r t h a n t h a t i n g r o u p I
.

I n t h e f o r m e r s t a g e ,

i t i s b e t t e r t o

h a v e l y s i n e l e v e l o f 1
.

18 %
, a n d i n t h e l a t t e r s t a g e , t h e l y s i n e l e v e l o f 1

.

0 0% 15 t h e

b e s t
.

I f t h e e h i e k e n s i n t h e l a t t e r s t a g e a n d di v id e d i n t o s~ 6 w e e k
一 o ld a n d 7一 8 w e e k

-

o ld g r o u p s ,
t h e l y s i n e l e v e l e a n b e 1

.

0 0%
a n d 0

.

8 4 %
r e s p e e t iv e l y

.

K , y w o r d s b r o i l e r ,

l y s i n e ,

w e i g h t g a i n
,

f e e d e o n v e r s i o n e f f i e e n e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