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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对青年牛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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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 30 头青年牛随机等分为 3 组
,

在其日粮中添加 。 ,

10
.

1 及 19
.

9 m g k/ g 的锌
,

使日粮中锌的含量分别达到 82
.

。 ,

91
.

6 及 1 01
.

2 m g k/ 9
.

结果发现
,
3 组牛的采食量

、

体尺指

标
、

血液中钙及主要微量元紊含量均无明显变化 (尸> 0
.

0 5 )
。

与含 10 1
.

2 m g k/ g 锌的 日粮相

比
,

日粮中含 91
.

6 m g / k g 锌时
,

日增重及饲料转化率分别提高 31
.

6%和 32
.

8% (尸 < 。
.

05 )
。

关键词 锌
,

青年牛
,

生长发育
,

饲料利用

中图分类号 5 8 16
.

72

自 R a 、 、 il n ( 18 6 9) 仁’ 〕
首次发现锌是曲霉菌生长的必需因子之后

,

有研究表明 zj[
,

动物体

内 2 0 0 多种酶中含有 锌
,

并有 3 00 多种酶的活性与锌有关
,

锌通过调节这些酶的活性来影

响动物体内的物质合成与代谢及多种生命活动
。

国内外就猪
、

鸡的锌营等研究报道较多
,

但对反当动物
,

特别是对生长奶牛的锌营养研究很少
。

本试验研究了两个补锌水平对青年

奶牛生长发育的影响
,

同时测定了各种微量元素的实际采食水平
,

旨在为我国生长奶牛微

量元素的营养学研究和微量元素补饲方案的制订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L l 试验材料

本试验在队西省陇县白牛寺奶牛场进行
。

将其提供的 30 头 7~ 5] 月龄 健康黑 日花青

年牛随机分组
,

每组 10 头
。

经统计分析
,

正试期开始时各组试验牛的体重和体尺 (体高
、

体

长
、

胸围及胸宽 )无明显差异 ( P > 0
.

0 5 )
。

L Z 试验方法

各组牛栓系饲养于固定槽位
,

待试牛熟悉其槽位后
,

开始进入试验期
。

试验分为预试

期 ( 10 d) 和正试期 ( 47 d )
。

据估算生长奶牛 日粮中锌的实际含量约能满足需要量的 75 %
,

因此
,

按需要量的 o
,

25 %及 50 %设 3 个补锌水平 (表 1 )
。

试验期内
,

各组牛定量采食相应

精料
,

每夭饲喂 3次
,

青贮玉米和铡短麦秸 自由采食
。

每次饲喂完后
,

所有试牛放入同一运

动场 自由运动
,

并在运动场自由饮水
.

整个试验期内
,

3 组牛由 1 人按 同一饲养程序饲养

管理
。

表 1 各组牛补锌 t 及日粮实际含锌 t

组别
补 Z n

so 二 7 H
:
0

( m g /h )

补锌
( m g /h )

补锌
( m g / k g )

日粮 急锌
(厅 g / k g )

1 0 0 0 8 2
.

0

1 2 7 7 5 9
.

8 10
.

1 9 1
.

6

百 5 5 4 1 19
.

7 1 9
.

9 1 0 1
.

2

收稿 日期
: 19 9 5一 0 8

一 3 1

,

现在北京市双桥农场奶牛场工作 (北京市朝阳区
,

10 0 0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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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观测项 目及方法

体尺体重
.

正试开始及结束
,

空腹测量每头牛的体尺及体重
。

采食童 试验中期连续 s d 称测各牛的青贮玉米及麦秸的实际采食量
。

限量饲喂精

料
,

每组每头牛平均给料量相同
.

血液指标 试验结束时每组随机选 6 头牛采取颈静脉血液 (加抗凝剂 )
,

分析血液中

C a ,

Z n ,

C u ,

F e ,

M n
的含量

。

饲料养分含童 在试验前
、

中
、

后期各采适量各类饲料样品
,

3 期样 品分类混匀后带

回
,

以备分析
。

化学分析方法 饲料中粗蛋 白质用 V S
一

K T
一

P 自动定氮仪
,

饲 料及 血液 中 C a ,

P
,

微

量元素含量用 日立 1 80
一

80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添加锌对饲料及养分采食 t 的影响

锌的不同添加量对各类饲料的采食量 (表 2) 及 日粮干物质中诸养分含量 (表 3) 无明

显影响
.

日粮中除蛋白质和磷的水平较好外
,

其余养分的实际采食水平均超过 标准要

求 aj[
,

尤以粗纤维和 F e ,

C u ,

M n
含量的超标最为明显

。

丧 2 各组牛饲料干物质食人 t k g / h

组别 精饲料 育贮玉米 麦秸 日粮

2
.

7 8

2
.

7 8

2
.

7 8

1
.

5 3士 0
.

3 3

1
.

5 9士 0
.

2 7

1
.

5 8士 0
.

3 4

1
.

6 3士 0
.

38

1
.

6 1士 0
.

3 3

1
.

6 5士 0
.

4 5

5
.

9 4士 0
.

8 8

5
.

9 8士 0
.

78

6
.

0 1士 0
.

9 6

农 3 各组牛 B粮干物质中的养分含 t

组别
C P

( % )

E E

( 肠 )

C R

( % )

C
a

( % )

P

( 肠 )

Z n

( m g / k g )

F e

( m g /k g )

C u

( m g / k g )

1 3
.

4 0

1 3
.

3 7 ::
2 3

.

7 8

2 3
.

8 2 :}:: :{::
1 1 3

.

3 1 1
.

2 7 2 3
.

8 7 1
.

5 5 0
.

3 3

9 1
.

6

10 1
.

2

7 36
.

2 9

74 2
.

5 6

73 8
.

1 8

20
.

6 0

2 0
.

5 9

2 0
.

4 7

( m g / k g

12 6
.

2 6

1 2 6
.

1 8

1 2 5
。

6 2

2
.

2 添加锌对青年牛生长发育及饲料转化率的影响

表 4 各组牛体尺
、

体 , 及饲料转化率比较

项 目 1 1 百 P

体重 ( k g ) 2 5 9
.

2士 4 9
.

1 2 6 0
.

4士 5 3
.

1 2 6 8
.

6士 5 7
.

9 ( 0
.

0 5

日增重 (g ) 8 7 6
.

6 0士 1 9 4
.

6,卜 9 9 1
.

4 9士 2 7 7
.

2 2“ 75 3
.

2 9士 2 1 7
.

9 5
`

< 0
.

0 5

增重 /干物质采食 t 0
.

1 4 8士 0
.

0 3 3̀ 0
.

1 6 6士 0
.

0 3 0 .` 0
.

1 2 5士 0
.

0 3 6
`

< 0
.

0 5

体高 ( e m ) 1 1 6
.

8士 5
.

9 1 14
.

5士 7
.

2 11 6
.

0士 7
.

2 > 0
.

0 5

体长 ( e m ) 1 2 2
.

2士 8
.

4 12 5
.

2士 8
.

6 12 3
.

4士 8
.

8 > 0
.

0 5

脚围 ( e m ) 1 5 1
.

0士 9
.

4 14 7
.

6士 1 0
.

4 15 2
.

5士 1 2
.

5 > 0
.

0 5

胸宽 ( e m ) 2 9
.

7士 2
.

8 2 8
.

9士 2
.

9 2 9
.

8士 2
.

7 > 0
.

0 5

表 4 可见
,

第 l 组试牛的日增重及饲料转化率 比第 砚 组分别提高 3 1
.

6%及 3 2
.

8%

( P < 0
.

0 5 )
,

而 I , I 组间及 I
,

, 组间无明显不同 (尸> 0
.

0 5 )
。

说明补充 10
.

1 m g k/ g 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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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试牛的生长发育较好
,

补充量高于此值时反而不刊于生 民牛的增重及饲料的有效利用
。

2
.

3 添加锌对血液中钙及微里元素含轰的影响

随着青年牛食入锌量的增加
,

血不 甲 C a ,

Z n 及 C 。 的含量有增加的趋势 (表 5 )
,

但差

异均不显著 ( P > 。
.

05 ) ; 血液中 F e ,

M
。 灼含量亦无明显差别 ( P > 。

.

0 5 )
.

表明试验 日粮中

含锌量不影响血液中上述矿物元素的含量
。

农 5 各组 牛血液中矿物元案含 t m g / L

组别 C
a

Z n F
e

C
。

1 8 8
.

3 3士 1 1
.

63 2
.

4 8士 0
.

4 3 35 0
.

0 6士 2 1
.

9 0 0
.

1 8士 ( )
.

1 9 0
.

8 3士 1 0
.

4 8 3
·

3 1士 o
·

64 3 36
·

6 7士 3 9
J

7 3 0
·

2 1考0
·

贾 1 0 1
.

3 9士 1 0
.

4 8 3
.

8 9士 1
.

6 3 34 一}
.

2 8士 4 9
.

7 7 0
.

2 4 士 0
.

0
.

0 5 0士 0
.

00 1

0
.

0 4 2士 0
.

0 1 1

0
.

0 5 9士 0
.

0 17

八̀q̀改.

000

3 讨 论

3
.

1 锌对反当动物采食 t 的影响

饲料缺锌或饲料中锌不易被畜禽吸收时
,

动物的食欲和采食量下降
,

消化机能减弱
,

生长变缓
〔 ,

’
2 〕 。

锌不足 (8 m g / k g ) 的犊牛 日粮 中添加 25 ~ 60 m g / k g 锌时
,

可提高采食

量闭
。

以蛋氨酸锌的形式给奶牛添加 6
.

20 m g / k g 或 6 0 m g k/ g 的锌
,

采食量无 明显变

化
〔幻 。

本试验中分别添加 。
,

10
.

1 及 19
.

9 m g / k g 锌
,

3 组青年牛对各类饲料的采食量无明

显不同
,

与前人的试拉结果一致
。

表明正常饲养条件下
,

补充锌不影响奶牛的采食量
。

3
.

2 锌对青年牛生长发育的影响

动物体内多种生化反应均离不开锌
,

缺锌时核糖核酸的降解增加
.

蛋白质的合成减

少
,

动物生长缓慢 21[
.

缺锌日粮中添加锌
,

可改善牛的增重率和繁殖表现 .3[
` 〕

。

肥育杂交牛

日粮中补充 25 m g k/ g 锌
,

可提高日增重和饲料利用率
,

并使肉质得到改善困
.

与补充谷维

素 ( 5 0 m g / h )相比
,

给羔羊每夭补充 100 m g 锌
,

可明显提高日增重 ( P < 0
.

01 )卿
。

本试验

中发现补充 10
.

1 m g / k g 锌可提高生长奶牛的日增重和饲料利用率
。

表明奶牛 日粮中含

91
.

6 m g / k g 时
,

增重率及饲料转化率较好
.

3
.

3 血液中 C 。 ,

Z n ,

F e ,

C u 及 M n 的浓度

2一 8 周龄犊牛每周口服一次含 500 m g z n CI
:

的溶液
,

连服 4 周
,

可增加血液中锌的

含量
,

但血液中 C a ,

F e 及 C u
的含量不变田

.

给罗姆尼阉羊每周补充 12 9 Z n O
,

连补 12

周
,

最初血锌 由 0
.

5 m g / L 增至 2
.

6 m g / L
,

以后逐渐降至 0
.

7 m g / L
,

与对照组无明显不

同 (尸> 0
.

0 5 ) [,]
。

本试验中随锌的食入量的增加
,

血锌趋于增加
,

其他微量元素含量无明

显变化
,

这与前人的报道相吻合
,

但血钙含量趋于增加
,

与锌
、

钙拮抗原理相悖
,

其原因尚

待进一步探讨
。

4 结 论

l) 不缺乏锌的 日粮中补锌不影响青年牛的饲料及各种养分采食量
。

2) 日粮中含 91
.

6 m g / k g 锌时
,

青年牛的生长发育显著高于含 101
.

2 m g / k g
,

即添加

10
.

1 m g / k g 的锌
,

可促进青年牛的生长和饲料的有效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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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测定表明
,

生长奶牛 习用 日粮中粗蛋白质和磷的水平基本符合要求
,

粗纤维
、

钙及主要微量元素含量均不同程度地超过标准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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