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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低
”

菜籽粕对蛋鸡生长发育

及靶器官的影响
`

高玉鹏 薛雅蓉
( 陕西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

陕西杨睦 71 2 1 0 0)

摘 要 选 7周龄 60 0 只罗曼蛋鸡随机均分5组
.

试验3组分别饲喂 10 %
,

15 %
,

20 %
“

双低
”

菜籽粕日粮
,

对照 2组分别饲喂全豆粕
、

8 %普通菜籽粕 日粮
,

试期 13 周 (8 ~ 20 周龄鸡 )
.

结果表

明
,

10 %
,

15 %
“

双低
”

菜籽粕 日粮对蛋鸡生长发育
、

饲料增重比
、

甲状腺及血清 T
, ,

T
. ,

T S H
,

T
。 ,

T
M
浓度

、

肝脏及血浆 C H E
,

G O T
,

G D T
,

A K P 活性无不良影响 (尸> 0
.

0 5 ) ;

20 %
“

双低
”

菜

籽粕 日粮组鸡表现明显的生长抑制 (尸 < 0
.

0 5)
.

甲状腺肿大 44
.

2 % (尸 < 0
.

0 1 )
,

T
:

下降1 6
.

3沁

(尸 < 。
.

0 5 )
,

T
。
上升54

.

5% (尸 < 。
.

0 1 )
,

肝出血明显
,

血浆中 G ly l
, ,

GO T 升高 (尸 < 。
.

0 5 )
.

关键词
“

双低
”

菜籽粕 口粮
,

蛋鸡
,

生长发育
,

靶器官

中图分类号 5 8 3 1
.

5

低芥酸
、

低硫试的
“
双低

”

菜籽粕作为新的畜禽蛋白质饲料
,

氨基酸组成较均衡
,

特别

是豆粕
、

棉粕中缺乏的含硫氨基酸和苏氨酸较丰富川
。

近年来
,

国外学者对此在家禽 日粮

中的应用研究较系统深入
〔 ,

· ’ 〕 ,

但不同水平
“
双低

”

菜籽粕 日粮对蛋鸡生长发育及主要靶器

官— 甲状腺
、

肝脏的影响结果不一
〔 ,

,
`

, ’ 〕 ,

对血清 T
3 ,

T
; ,

T S H
,

T
。 ,

T M
浓度变化 尚未定

论 [ ,
· `〕 ,

对血浆中 G o T
,

G P T
,

A K P
,

e H E 活性影响未见报道 [`
·
’ 〕

。

国内关于
“
双低

”

菜籽粕

的饲用研究尚属空白
。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日粮水平
“
双低

”

菜籽粕对蛋鸡生长发育以及

甲状腺
、

肝脏功能的影响
,

为
“
双低

”

菜籽粕在家禽饲粮中的合理配用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L l 试验材料
“
双低

”

菜籽粕由陕西 省经济作物研究所提供
,

硫贰分析结果为 2
.

46 m g / g ;
普通菜籽

粕 由陕西省扶风县油脂厂提供
,

硫贰含量为 2 6
.

0 0 m g / 9
.

两种类型粕均为常规预压浸提

法去油的副产品
。

将 6 00 只 7周龄罗曼蛋鸡随机均分 5组 (每组 2重复 )
,

其中试验 3组
,

对照 2

组
,

采用半重叠小群体 (每笼 12 只鸡 ) 自由采食饲养
。

试期鸡为 8~ 20 周龄
。

1
.

2 试验设计

根据鸡不同生长期分为 8~ 14 周龄和 15 ~ 2 0周龄两种类型 日粮
,

同类型不同组别日粮

的主要营养成份相同
。

3个试验组
“
双低

”

菜籽粕比例分别为 10 肠
,

15 %
,

20 % ; 2个对照组分

别为豆粕蛋白 日粮和含 8%普通菜籽粕 日粮 (见表 1 )
。

其营养水平为
:
8~ 14 周龄的 M E

,

C P
,

P
,

C a ,

M e t + e y s ,

M e t
,

L y s
分别为 1 1

.

7 2 M J / k g 和 1 6
.

0%
,

0
.

3 7%
,

0
.

8 0%
, 0

.

6 3%
,

收稿日期
:
19 9 5

一 0 9
一

2 0

.

陕西省农业重点科技推广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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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2 %
,

0
.

6 4% ; 1 5~ 2 0周龄分别为 1 1
.

5 1 M J / k g 和 1 5
.

0 %
,

0
.

3 5%
,

0
.

7 0%
,

0
.

4 6%
,

0
.

2 5 %
,

0
.

51 %
.

以上营养水平中
,

M E 参照鸡营养标准
,

其他为测定值
。

表 1 日粮组成 写

8 ~ 14周龄 15 ~ 20周龄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

6 7
。

7 0

2
。

0 5

1
.

8 0

20 0 0

6 3
.

4 0

13
.

5 4

1 4
.

0 0

6 5
.

0 0

9
.

5 2

9
.

1 0

0一片ù00魂00只一0
.

…
ō朽ù亡JJ,仁口斑七1几oǹ00月,,几O甘0

.

…
仁UOJ月了八Uù七,且6 1

.

5 0

1 6
.

0 9

1 7
.

7 0

6 3
。

7 0

1 1
.

4 4

1 2
.

3 0

0工b00七曰4ō00.

…
亡口J,亡口0一b口̀0000亡曰,rd

且

0.

…
J,只ù月了眨」民ó,二01̀d00片O曰O户0.

…
3Q甘1106

. .二,几米数粕玉麦豆

双低菜杆粕

普通菜籽粕

首指粉

8
.

0 0 8
.

0 0

60OJO

:

一.二. .几00 00

:
弓̀ù .几

07030505

:{:: ::
oo00

:
粉粉骨石

蛋氮酸

赖氮酸

2
.

0 0

1
.

1 0

0
.

1 2

0
.

1 3

0
.

10

0
。

1 0

2
。

0 0

l
。

1 0

0
.

0 7

0
.

0 8

0
.

1 6

0
。

1 0

0
.

1 3

0
。

1 3

2
.

10

1
.

0 4

0
.

1 1

0
.

13

0
.

1 0

U
。

1 2

乙 0 0

l
。

0 6

0
.

0 9

0
.

10

0
.

1 6

U
。

I U

0
.

1 2

U
.

1 0

注
.

每组 日粮另加食盐 0
.

4 %
,

徽 t 元素添加剂。
.

8%
,

多维 家2 0 9 / 1 0 0 k .g

1
.

3 试验方法

采食与称重 记录每 日采食量
,

称试验初与每周末体重
。

血 桨晦 ,.l 定 分别 在 13
,

18 周 龄每 组 随机选 10 只鸡 用金 氏法 测 定谷 草转 氨酶

( G O T )
、

谷丙转氨酶 ( G P T )
、

碱性磷酸酶 ( A K P )
、

胆碱脂酶 ( C H E )
。

血清激素浏定 利用 1 3
,

18 周龄测定酶的 50 只鸡 (每组 10 只 )采血
,

用双抗体放射免疫

法 测定甲状腺素 ( T
.
)

、

三碘甲腺原氨酸 ( T
3
)

、

促甲状腺激素 ( T S H )
、

甲状腺球蛋白 ( T
c
)

、

甲状腺微粒体 ( T M )
,

其中测定 T : ,

T
.

的药盒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提供
。

T S H
,

T
。 ,

T M

的药盒由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

屠宰 2 0周龄将测定血液生化指标的 50 只鸡空腹称重屠宰
。

病理观寨 称甲状腺
、

肝脏重量
,

并取少许样制片镜检
。

统计分析 用方差分析原理统计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

2 试验结果

2
.

1
“

双低
”

菜籽粕对蛋鸡生长发育的影响

表 2 不同
“
双低

”

菜籽粕水平对鸡生长发育的影响

组别
期末体盆

( g )

试期增 !
( g )

解积采食
( g /只 )

6 2 3 5
.

6 2 5 0t

6 2 2护

6 0 9 5`

6 1 7 0t

饲料增重 比
饲 料成本
(元 /只 )

93366329.9.9.910
l

“
双低

”
粕 10 %

2
“
双低

.

粕 15 %

3
一

双低
”
粕20 %

4 全豆帕 日浪
5 普通菜杆帕 8%

1 7 2 6士 6 6
.

1 7 2 1士 3 9 .

1 6 1 8士 8 1`

1 7 4 7士 9 5
.

17 5 6士 5.0

1 2 3 5士 5 2
.

1 2 3 1士 4 3 .

1 16 3士 7 4`

1 2 49士 6 3 .

1 2 75士 4 3 .

3
.

16
.

3
.

6 0 .

3
.

8 4`

3
.

4 9
e

3
.

1 5
亡 9

.

9 7

注
:

饲料单价以陕西省1 9 95年8月份平均市价计
, 不同角号者表示差异显著

,

小写字母表示 尸< 0
.

05
,

下同
.

从表 2可 见
, “
双低

”

菜籽粕占 日粮的 10 %
,

15 %时
,

鸡的生长发育正常
,

个体 累积采食

量
、

饲料效率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 P > 0
.

0 5 )
。

饲料成本明显低于全豆粕 日粮组
,

但占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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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的 % 2 0
,

鸡生长发育速度下降 ( P < 。
.

05 )
,

饲料效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 p < 。
.

05 )
。

分析生

长鸡每周增重变化的特点可知
,

高水平
“
双低

”

菜籽粕 (占 20 % ) 日粮可引起蛋鸡生长抑制
。

2
.

2 “

双低
”
菜籽粕对甲状腺及其功能的影响

表 3 不同
“

双低
”

菜籽饼水平对鸡甲状腺及其功能的影响

组别
甲状腺重

( rn g / 1 0 0 9 Bw t )

1 8
.

4士 5
.

2 ^

1 7
.

9士 3
.

2 4
.

8士 5
. ::

1 7
.

2士 4
.

6 ^

1 7
.

5士 3
.

5 ^

( m m o l /L )

4
.

2士 0
.

6’

4
.

3士 O
.

8’

3
.

6士 0
.

9卜

4
.

3士 0
.

4’

4
.

0士 0
.

3 .

( m rn o ! / L
J

18
.

4士 7
.

4 .

2 0
.

6士 6
.

4 .

2 1
.

9士 5
.

2 .

19
.

6士 3
.

3 .

1 9
.

9士 4
.

1
.

血清激素

T S l l

( rn m o l / L )

T `

( % )

T M

( % )

2
.

0 6士 0
.

3 7 .

2
.

4 1士 0
.

4 6 .

2
.

0 7士 0
.

2 2
.

2
.

2 3士 0
.

2 3 .

2
.

3 5士 0
.

4 6
.

0
.

2 2士 0
.

0 8 ^

0
.

2 0士 0
.

1 4 ^

0
.

3 4士 0
.

1 0 B

0
.

2 2士 0
.

0 9 ^

0
.

2 4士 0
.

1 5 ^

0
.

4 2士 0
.

1 7 .

0
.

4 3士 0
.

1 9 .

0
.

3 9士 0
.

2 0 .

0
.

4 1士 0
.

2 1
.

0
.

3 7士 0
.

1 8
.

注
:

大写字母表示 尸 < 。
.

01 . B w t :

体重
,

下同
.

表 3表明
,

10 %
,

15 %
“

双 低
”

菜籽粕 日粮组鸡 甲状腺肿大不明显 ( P > 0
.

0 5 )
,

组织病理

检查表明血清 T
3 ,

T
; ,

T S H
,

T
。 ,

T M
的浓度变化未见异常

; 20 %
“

双低
”

菜籽粕组与全豆粕

蛋 白日粮组 比较
,

鸡 甲状腺肿大 4 4
.

2% ( P < 0
.

01 )
,

血清 T
3

下降 16
.

3% ( P < 。
.

05 )
,

T
。
上

升 5 4
.

5 % ( P < 0
.

0 1 )
。

病理镜检发现腺泡扩张较严重
,

间质毛细血管充血
,

并 出现点状出

血
。

可见
,

日粮高水平
“
双低

”

菜籽粕使鸡 甲状腺肿大
、

组织损伤
、

功能异常
.

2
.

3 “

双低
”

菜籽粕对肝脏及其功能的影响

日粮中含 10 %
,

15 %
“
双低

”

菜籽粕时
,

鸡肝脏及其功能未见异常 (表 4 ) ; 含 20 %时
,

肝

未肿大
,

无脂肪肝形成
,

但出血发生率明显 ( P < 0
.

0 5 )
,

肝细胞索紊乱
,

血浆转氮酶 ( G P T
,

G O T )的活性 与与对照组比较分别升高 24
.

8% ( P < 0
.

0 1) 和 n
.

4% ( P < 0
.

0 5 )
。

说明超量

饲喂
“

双低
”

菜籽粕会导致肝损伤而引起功能异常
。

表 4 不同双低饼水平对鸡肝及其功能影响

组别
肝 重

( g / 10 0 9 B w t )

血清醉 (活性单位 d/ t)

C H E G O T G P T

2
.

68士 0
.

3 3 .

2
.

4 3士 0
.

7 3 .

2
.

38士 0
.

6 7
.

2
.

4 6士 0
.

33 .

2
.

3 3士 0
.

4 6
.

3 5
.

5士 1 0
.

6 .

3 2
.

3士 1 5
.

4
.

3 6
.

4士 1 7
.

6 .

3 3
.

4士 7
.

8
.

3 1
.

3士 1 6
.

2
.

4 4
.

3士 1 1
.

4 ^

4 5
.

4士 10
.

6 ^

5 0
.

3士 1 1
.

6 .

4 0
.

3土 7
.

8 ^

4 6
.

4士 9
.

6 ^

3 1 8士 5 3
.

3 1 2士 4 2
.

34 3士 5 3`

3 0 8士 7 6
.

3 2 2士 6 4 .

A K P

2 0
.

5士 5
.

8
.

2 1
.

5士 6
.

7
.

2 0
.

4士 1 0
.

6
.

2 0
.

6士 7
.

9
.

2 3
.

4士 1 0
.

3 .

3 讨 论

3
.

1 高水平
“

双低
”

菜籽粕阻碍蛋鸡生长的致因分析

S c h o en [’j 认为
, “
双低

”

菜籽粕在生长鸡 日粮中超过 17 %
,

则 表现 生长抑 制
; 而

lE w in g e r 田报道达 20 %时仍不影响生长发育
。

本试验表明
,

占日粮 20 %则表现生长抑制
,

这可能与被测
“
双低

”

菜籽粕营养障碍因子的含量差异有关
。

国外学者研究认为
,

菜籽粕引

起鸡生长抑制的主要障碍因素是硫贰
。

王 和民等 「8
’

报道
,

日粮中普通菜籽粕占 8 %时鸡不

表现生长抑制
。

本试验以此设一对照组
,

结果相同
,

经测定该组 日粮中含硫贰 2
.

08 m g / g
,

高于引起蛋鸡生长抑制的 20 %
“
双低

”

菜籽粕 日粮组的硫贰含量 (0
.

49 m g / g )
。

可见
,

生长

抑制效应的产生并非完全与硫试含量成正相关
,

可能为诸多抗营养因素 (如单宁
、

植酸
、

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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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碱等 )抑制作用的共同表现
。

单宁既可与蛋白质形成不溶性络合物
,

又可与多种金属离

子发生沉淀作用
,

还可纯化消化酶
。

lC a n id in n
等图认为

,

饲料中单宁含量在 。
.

5% 以上即

明显抑制鸡的生长
; 植酸能和多种二价阳离子鳌合而降低其利用率

。

O 心 e ll[
, 。 2
报道

,

日粮

中植酸盐达 。
.

5%
,

会 降低 鸡 的 生 长速 度
。

本试验 20 写
“

双低
”

菜籽 粕 组饲 粮 中单宁含

量达 0
.

6 %
,

植酸盐接近 0
.

5%
,

其他试验组相同成分含量较低
,

可视为发生生长抑制的原

因之一
。

3
.

2 引起甲状腺肿大的代谢特征分析

本试验中高水平
“
双低

”

菜籽粕 日粮引起鸡 甲状腺肿大
.

和 aC m p b e n 等:s[ 的研究结果

一致
,

但与 S。 h o n e
等

〔`〕
的结论有异

。

这可能与试验条件及原料品质有关
。

然何物为 甲状腺

肿大 的主要致因 ? V a n e tt e nF
, 〕
研究认为

,

菜籽粕引起甲状腺肿大主要取决于 日粮中硫贰分

解产物—
口恶哇烷硫酮 ( O Z T ) 的含量

。

20 %
“
双低

”

菜籽粕 日粮试验组中 O Z T 的含量仅为

8% 普通菜籽粕对照组的 15/
,

但前者肿大而后者其反
,

其致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P a p a s
等

〔7二报道
,

甲状腺参与体内代谢主要是依靠 T
`

脱碘产生的活性 T
3

来完成
,

而

脱碘强度受血清中 T S H 的浓度控制
; 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具 自体免疫性 炎症表现为血清

T M
与 T

。

浓度交替或补充性上升
。

C a m p b e ll 等川报道
,

菜籽粕 引起甲状腺肿大
,

未见其功

能 T
3 ,

T
4

异常
。

但 rF i e d
r i 。h 等 3[] 认为

,

甲状腺肿大伴随血清 T
3

浓度下降
,

T
`

升高
,

T S H 浓

度变化尚未定论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适量饲喂
“
双低

”

菜籽粕 (占 日粮 10 %
,

15 % )
,

鸡甲状腺

肿大程度很小
,

未超出机体正常代谢的代偿能 力
,

不伴随其功能异常
; 超量饲喂

“

双低
”

菜

籽粕 (占日粮 2 0% )
,

鸡 甲状腺肿大较严重
,

超出机体正常代谢的代偿能 力
,

则伴随有功能

异常
,

血清 T
3

浓度下降即说明了甲状腺参 与体内代谢的强度减弱
,

T
。
上升则提示 甲状腺

功能亢进或具 自体免疫性炎症
,

导致鸡生长发育受阻
。

由此可见
, “
双低

”

菜籽粕对蛋鸡生

长期的营养障碍效应表现为机体代谢代偿性非链索反应与非代偿性链索反应两种形式
。

今后
,

能否通过降低
“
双低

”

菜籽粕营养障碍因子含量或切断其产生代谢负效应的途

径
,

来提高它在 日粮中占有水平
,

是利用这一新型蛋白质饲料资源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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