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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确立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模式 ,分别选用 0 ,14 ,28 ,42 日龄的 Arbor Acres 公母

肉仔鸡各 6 只 ,颈骨错位致死后分离羽毛和胴体 ,将胴体和羽毛分别加工处理 ,测定其粗蛋白质及各种氨基酸含量 ,

并将各种氨基酸含量表示为占粗蛋白质百分比的形式。结果表明 ,性别对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没有

影响 ( P > 0 . 05) ;除胴体蛋白中天冬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赖氨酸、色氨酸和羽毛蛋白中天冬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胱

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外 ,日龄对胴体和羽毛蛋白其他氨基酸组成模式均有显著影响 ( P < 0 . 05) ,胴体蛋白

中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胱氨酸、蛋氨酸、亮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组氨酸、精氨酸、脯氨酸和羽毛蛋白中苏氨酸、

甘氨酸、丙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精氨酸和脯氨酸组成模式在 14 ,28 和 42 日龄间均无显著差异 ( P > 0. 05) 。而胴

体蛋白中缬氨酸、异亮氨酸和羽毛蛋白中蛋氨酸、赖氨酸、组氨酸和色氨酸组成模式在不同日龄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P < 0. 05) 。综合考虑认为 ,以 14 ,28 和 42 日龄的平均值作为确立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氨基酸模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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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x male and six female Arbor Acres birds were selected to be killed by cervical dislocation

at 0 ,14 ,28 and 42 day ,respectively. Af ter carcass and feather were separated and t reated respectively ,crude

protein and amino acid content s in carcass and feat her were determined and various Amino acid content s

were expressed as t he percentage of crude protein. The result s of statistics showed t hat sex had no effect on

amino acid p rofile of carcass and feat her p rotein. Except Asp , Gly ,Ala ,L ys , Trp of carcass and Asp ,Ser ,

Glu ,Cys ,Val , Ile ,Leu of feat her ,ot her amino acids of carcass and feat her were influenced by age ( P <

0 . 05) , but differences were not observed in Thr ,Ser , Glu ,Cys ,Met ,Leu , His ,Arg , Tyr ,Phe ,Pro of carcass

and Thr , Gly ,Ala , Tyr ,Phe ,Arg ,Pro of feat her among 14 ,28 ,and 42 day2old ( P > 0 . 05) . There were signif2
icant differences in Val , Ile of carcass and Met ,L ys , His , Trp of feat her between various days ( P < 0 . 05) . In

view of the above result s ,amino acid p rofiles of carcass and feat her of broiler chickens could be decided ac2
cording to t he mean of 14 ,28 ,42 day2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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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生长主要表现为体成分绝对量的变化 ,特

别是体蛋白和体脂绝对量的增加。禽类活体蛋白绝

对量的增加包括胴体蛋白沉积和羽毛蛋白沉积两部

分。其中羽毛蛋白在活体总蛋白中所占比例不容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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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且羽毛蛋白为角蛋白 ,其氨基酸组成和胴体蛋白

的氨基酸组成也大不相同[125 ] 。羽毛蛋白中赖氨酸

含量低 ,胱氨酸含量高 ,胴体蛋白则相反。随着禽类

的生长 ,羽毛蛋白占活体总蛋白的比例随之变化。

Emmans[3 ] 提出 ,在计算氨基酸需要量时必须考虑

这一点。用析因法估计肉仔鸡的氨基酸需要量时主

要基于两个假设 : (1)氨基酸需要主要由维持需要和

生长需要两部分组成 ; (2)不同年龄和质量的肉仔鸡

其蛋白质沉积只是数量上的增加 ,而组成蛋白质的

氨基酸模式不发生变化 ,即用于生长的氨基酸需要

可由沉积蛋白质的数量和质量来估计。事实上 ,假

设 (1) 基本成立。对于假设 (2) , Hurwitz 等[6 ] 认为

也是基本成立的。原因有二 :一是羽毛蛋白含量随

年龄变化不大 ;二是尽管内脏器官的氨基酸组成会

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但它占胴体蛋白的比例很小 ,

对整个胴体蛋白的氨基酸组成影响不大。

本研究对不同日龄、羽速自别雌雄的现代 Ar2
bor Acres 肉用仔鸡的胴体和羽毛氨基酸组成进行

测定 ,以期对假设 (2) 进行进一步验证 ,从而确立胴

体和羽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模式。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

选用北京华都家禽育种公司的 1 日龄 Arbor

Acres 肉仔鸡健雏 240 只 ,公母各半。按性别将试

验鸡各自分为 6 组 ,每组的 20 只鸡代表一个重复 ,

置于一个单元笼内饲养。按育种公司提供的爱拔益

加肉仔鸡营养推荐量分 2 个阶段配制试验鸡饲粮 ,

自动控温舍内饲养至 42 日龄。饲养期内采用 24 h/ d

光照 ,自由采食和饮水 ,按常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

1. 2 　肉仔鸡脱脂胴体和羽毛样品的制备

分别在 0 ,14 ,28 ,42 日龄 ,结合饲养鸡的群体质

量 ,按性别每重复选取 1 只接近平均质量的公鸡或

母鸡 ,称其质量后采用颈骨错位法致死 ,立即冷冻 ,

以免体液流失。取冷冻后的试鸡 ,于 70～80 ℃热水

中烫后拔毛 ,去羽胴体用毛巾拭干表面水分后开膛 ,

取胃肠道 ,排除内容物后再放回腹腔 ,将全胴体剁

碎 ,用绞肉机连绞 3 遍 ,混匀后取足够量的初样高速

捣碎混匀 ,取次样 200 g 于 105 ℃烘箱中灭菌 15

min ,然后在 65 ℃下干燥 ,经充分回潮后粉碎过 40

目筛 (φ= 0. 35 mm)制成风干样品 ,取风干样品按粗

脂肪测定的方法 ( GB/ T 6433 - 1994) [7 ] 脱脂制成脱

脂样品 ,以备检测粗蛋白和氨基酸含量。湿羽置于

称过质量的棉布袋中 ,在 25 ℃下鼓风干燥 24 h ,称

质量 ,剪刀剪碎后再用万能粉碎机粉碎制成羽毛样

品以备分析。

1. 3 　测定指标及方法

羽毛和胴体脱脂样品中粗蛋白质含量测定用凯

式自动定氮仪 ;色氨酸含量测定采用分光光度计法

( GB/ T 15400 - 1994) [7 ] ;含硫氨基酸 (蛋氨酸和胱

氨酸) 采用先甲酸处理 ,再盐酸水解 ,最后上氨基酸

自动分析仪的方法测定 ( GB/ T 15399 - 1994) [7 ] ,其

余 15 种氨基酸采用真空状态下盐酸水解后再上氨

基酸自动分析仪的方法测定 ( GB/ T 18246 -

2000) [7 ] 。并将氨基酸含量表示为占粗蛋白质百分

比的形式。

1. 4 　数据处理

对同日龄公母鸡胴体和羽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

采用 SPSS10. 0 统计软件包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观

察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若性别差异不显著 ,再对不

同日龄公母鸡的数据采用 SPSS10. 0 统计软件包的

ANOVA 程序进行方差分析 ,并进行 Duncans’多重

比较 ,显著水平设为 P < 0 . 05。

2 　结果与分析

2. 1 　性别对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氨基酸组成模

式的影响

从表 1 ,2 可以看出 ,同日龄公母鸡间胴体和羽

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模式 t2检验差异均不显著

( P > 0 . 05) ,说明性别对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氨

基酸组成模式没有影响。

2. 2 　日龄对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氨基酸组成模

式的影响

对不同日龄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氨基酸组成

模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 (表 1 ,2) 表明 ,胴体蛋白中

天冬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赖氨酸、色氨酸和羽毛蛋

白中天冬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胱氨酸、缬氨酸、异

亮氨酸、亮氨酸组成模式不受日龄的影响 ( P >

0 . 05) ;胴体蛋白中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胱氨酸、

蛋氨酸、亮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组氨酸、精氨酸、

脯氨酸和羽毛蛋白中苏氨酸、甘氨酸、丙氨酸、酪氨

酸、苯丙氨酸、精氨酸和脯氨酸组成模式在 14 ,28 和

42 日龄间差异均不显著 ( P > 0 . 05) ,但与 0 日龄比

较差异显著 ( P < 0 . 05) ;胴体蛋白中缬氨酸、异亮氨

酸和羽毛蛋白中蛋氨酸、赖氨酸、组氨酸和色氨酸组

成模式在 0 , 14 , 28 , 42 日龄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P < 0 . 05) ,胴体蛋白中缬氨酸、异亮氨酸和羽毛蛋

白中组氨酸、色氨酸组成模式随日龄的增长而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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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而羽毛蛋白中蛋氨酸和赖氨酸组成模式随日 龄的增长出现先上升而后又显著下降的趋势。
表 1 　不同日龄肉仔鸡胴体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模式

Table 1 　Analytical comparison for amino acid profiles of feather2f ree carcass protein in

broiler chickens between different ages %

氨基酸
Amino acid

0 日龄 0 day2age 14 日龄 14 day2age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Average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Average

天冬氨酸 Asp 7. 96 ±0. 07 7. 85 ±0. 37 7. 90 ±0. 17 a 8. 22 ±0. 03 8. 17 ±0. 05 8. 17 ±0. 04 a

苏氨酸 Thr 4. 04 ±0. 01 4. 01 ±0. 10 4. 03 ±0. 05 a 3. 90 ±0. 02 3. 91 ±0. 01 3. 91 ±0. 01 b

丝氨酸 Ser 4. 02 ±0. 11 3. 89 ±0. 21 3. 95 ±0. 11 a 3. 56 ±0. 01 3. 57 ±0. 02 3. 56 ±0. 01 b

谷氨酸 Glu 9. 12 ±0. 16 8. 77 ±0. 21 8. 95 ±0. 14 a 12. 69 ±0. 18 12. 68 ±0. 13 12. 68 ±0. 10 b

甘氨酸 Gly 7. 34 ±0. 25 7. 63 ±0. 03 7. 48 ±0. 13 a 7. 76 ±0. 11 7. 44 ±0. 15 7. 60 ±0. 10 a

丙氨酸 Ala 6. 36 ±0. 12 6. 34 ±0. 01 6. 35 ±0. 06 a 6. 47 ±0. 02 6. 40 ±0. 13 6. 43 ±0. 06 a

胱氨酸 Cys 1. 38 ±0. 01 1. 33 ±0. 03 1. 35 ±0. 02 a 1. 02 ±0. 02 1. 00 ±0. 02 1. 01 ±0. 02 b

缬氨酸 Val 5. 59 ±0. 07 5. 37 ±0. 14 5. 48 ±0. 08 a 5. 27 ±0. 02 5. 15 ±0. 06 5. 21 ±0. 04 b

蛋氨酸 Met 2. 15 ±0. 02 2. 15 ±0. 01 2. 15 ±0. 10 a 2. 22 ±0. 02 2. 24 ±0. 03 2. 23 ±0. 02 b

异亮氨酸 Ile 4. 58 ±0. 04 4. 41 ±0. 09 4. 50 ±0. 06 a 4. 30 ±0. 09 4. 34 ±0. 07 4. 32 ±0. 05 b

亮氨酸 Leu 8. 06 ±0. 09 7. 80 ±0. 11 7. 93 ±0. 08 a 7. 47 ±0. 04 7. 40 ±0. 02 7. 44 ±0. 03 b

酪氨酸 Tyr 3. 17 ±0. 08 3. 17 ±0. 10 3. 17 ±0. 06 a 2. 62 ±0. 02 2. 62 ±0. 02 2. 62 ±0. 01 b

苯丙氨酸 Phe 4. 31 ±0. 06 4. 12 ±0. 13 4. 22 ±0. 07 a 3. 77 ±0. 08 3. 75 ±0. 08 3. 76 ±0. 05 b

赖氨酸 Lys 6. 92 ±0. 05 6. 80 ±0. 15 6. 86 ±0. 08 a 6. 82 ±0. 07 6. 89 ±0. 07 6. 86 ±0. 05 a

组氨酸 His 2. 42 ±0. 02 2. 40 ±0. 08 2. 41 ±0. 04 a 2. 69 ±0. 06 2. 72 ±0. 04 2. 70 ±0. 03 b

精氨酸 Arg 5. 95 ±0. 11 5. 81 ±0. 10 5. 88 ±0. 07 a 6. 16 ±0. 04 6. 20 ±0. 05 6. 18 ±0. 03 b

脯氨酸 Pro 6. 13 ±0. 19 6. 45 ±0. 01 6. 29 ±0. 11 b 5. 73 ±0. 13 5. 90 ±0. 29 5. 82 ±0. 15 a

色氨酸 Trp 1. 09 ±0. 11 0. 97 ±0. 03 1. 03 ±0. 06 a 0. 94 ±0. 01 0. 94 ±0. 04 0. 94 ±0. 01 a

氨基酸
Amino acid

28 日龄 28 day2age 42 日龄 42 day2age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Average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Average

天冬氨酸 Asp 8. 13 ±0. 06 8. 09 ±0. 15 8. 11 ±0. 08 a 7. 97 ±0. 06 8. 02 ±0. 13 8. 00 ±0. 07 a

苏氨酸 Thr 3. 93 ±0. 05 3. 85 ±0. 07 3. 89 ±0. 04 b 3. 82 ±0. 05 3. 85 ±0. 05 3. 83 ±0. 03 b

丝氨酸 Ser 3. 49 ±0. 07 3. 45 ±0. 11 3. 47 ±0. 06 b 3. 44 ±0. 08 3. 54 ±0. 06 3. 49 ±0. 05 b

谷氨酸 Glu 12. 75 ±0. 15 12. 74 ±0. 16 12. 74 ±0. 10 b 12. 73 ±0. 08 12. 71 ±0. 16 12. 72 ±0. 08 b

甘氨酸 Gly 7. 66 ±0. 08 7. 52 ±0. 11 7. 59 ±0. 07 a 7. 72 ±0. 12 7. 73 ±0. 12 7. 72 ±0. 08 a

丙氨酸 Ala 6. 44 ±0. 11 6. 57 ±0. 03 6. 50 ±0. 06 a 6. 38 ±0. 07 6. 36 ±0. 06 6. 37 ±0. 04 a

胱氨酸 Cys 1. 01 ±0. 03 1. 03 ±0. 03 1. 02 ±0. 02 b 1. 00 ±0. 02 1. 00 ±0. 01 1. 00 ±0. 01 b

缬氨酸 Val 4. 65 ±0. 09 4. 76 ±0. 07 4. 70 ±0. 06 c 4. 30 ±0. 06 4. 21 ±0. 09 4. 25 ±0. 05 d

蛋氨酸 Met 2. 26 ±0. 04 2. 28 ±0. 04 2. 27 ±0. 03 b 2. 24 ±0. 02 2. 25 ±0. 02 2. 24 ±0. 02 b

异亮氨酸 Ile 4. 12 ±0. 13 4. 13 ±0. 06 4. 13 ±0. 07 c 3. 80 ±0. 05 3. 95 ±0. 09 3. 88 ±0. 06 d

亮氨酸 Leu 7. 43 ±0. 03 7. 42 ±0. 02 7. 42 ±0. 02 b 7. 38 ±0. 02 7. 39 ±0. 03 7. 39 ±0. 02 b

酪氨酸 Tyr 2. 60 ±0. 01 2. 56 ±0. 06 2. 58 ±0. 03 b 2. 55 ±0. 05 2. 57 ±0. 03 2. 56 ±0. 03 b

苯丙氨酸 Phe 3. 76 ±0. 05 3. 74 ±0. 02 3. 75 ±0. 02 b 3. 62 ±0. 02 3. 71 ±0. 10 3. 66 ±0. 05 b

赖氨酸 Lys 6. 93 ±0. 06 6. 76 ±0. 13 6. 85 ±0. 07 a 6. 81 ±0. 05 6. 81 ±0. 06 6. 81 ±0. 04 a

组氨酸 His 2. 64 ±0. 05 2. 64 ±0. 07 2. 64 ±0. 04 b 2. 61 ±0. 01 2. 63 ±0. 03 2. 62 ±0. 02 b

精氨酸 Arg 6. 17 ±0. 08 6. 17 ±0. 08 6. 16 ±0. 05 b 6. 17 ±0. 05 6. 16 ±0. 05 6. 16 ±0. 03 b

脯氨酸 Pro 5. 94 ±0. 17 6. 16 ±0. 21 6. 05 ±0. 13 ab 5. 96 ±0. 07 5. 65 ±0. 20 5. 80 ±0. 12 a

色氨酸 Trp 0. 93 ±0. 02 0. 93 ±0. 02 0. 93 ±0. 03 a 0. 90 ±0. 04 0. 98 ±0. 03 0. 94 ±0. 03 a

　　注 :表中数据为 �X + S E。同一日龄两个性别比较 ,标有“3 ”者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 05) ;同一行 4 个日龄的平均值之间比较 ,标有相同小

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 05) 。表 2 同。

Note :Data in table 1 expressed �X + S E a. 3 showed t he difference was remarkably significant ( P < 0 . 05) between data f rom different gen2

ders in same age. Mean data wit h t he different letters between different ages in t he same line indicated t he difference was remarkably

significant ( P < 0 . 05) , and mean data wit h t he same letters indicated t he difference was not remarkable ( P > 0 . 05) .

　　0 日龄时 ,胴体蛋白部分氨基酸的组成与其他

日龄相比差异较大 ,这可能是受剩余卵黄的影响。

Scot t 等[8 ] 、王和民等[9 ] 报道 ,初生肉仔鸡的剩余卵

黄质量约 5～7 g ,占初生质量的 10 %。但其氨基酸

组成对初生仔鸡胴体蛋白的氨基酸组成影响有多大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胴体蛋白中缬氨酸和异亮氨酸

组成模式随日龄的增长而显著下降的原因尚不清

楚。禽类羽毛按结构分为正羽、绒羽和毛羽 3 种。

周林爱等[ 10 ]对 5 种禽类羽毛的氨基酸组分和含量

进行了分析 ,发现不同禽类、不同羽种的氨基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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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差异。0 日龄的肉仔鸡羽毛为绒羽 ,这可能

是其与其他日龄的部分氨基酸组成模式出现显著差

异的原因。Fisher 等[11 ] 曾将不同日龄羽毛氨基酸

的差异归因于方法学 ,如水解或取样 ;研究还发现 ,

同一根羽毛的不同部分角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有所不

同 ;羽毛的蛋氨酸含量随日龄增长而降低 ,苏氨酸、

异亮氨酸和缬氨酸与之相反。本研究也发现羽毛中

个别氨基酸组成模式有随日龄增长而变化的趋势 ,

如组氨酸和色氨酸组成模式随日龄增长而显著下

降 ,蛋氨酸和赖氨酸组成模式在 14 日龄后随日龄增

长显著下降。

表 2 　不同日龄肉仔鸡羽毛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模式

Table 2 　Analytical comparison for amino acid profiles of feather protein in broiler

chickens between different ages %

氨基酸
Amino acid

0 日龄 0 day2age 14 日龄 14 day2age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Average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Average

天冬氨酸 Asp 6. 50 ±0. 15 6. 84 ±0. 17 6. 67 ±0. 12 a 6. 89 ±0. 21 7. 22 ±0. 16 7. 06 ±0. 14 a

苏氨酸 Thr 4. 31 ±0. 03 4. 24 ±0. 08 4. 28 ±0. 04 a 4. 65 ±0. 05 4. 68 ±0. 03 4. 66 ±0. 03 b

丝氨酸 Ser 9. 20 ±0. 06 9. 21 ±0. 27 9. 20 ±0. 13 a 9. 31 ±0. 27 9. 26 ±0. 10 9. 29 ±0. 13 a

谷氨酸 Glu 8. 54 ±0. 12 8. 46 ±0. 13 8. 50 ±0. 08 a 8. 80 ±0. 03 8. 70 ±0. 14 8. 75 ±0. 07 a

甘氨酸 Gly 6. 96 ±0. 07 6. 88 ±0. 06 6. 92 ±0. 04 a 6. 68 ±0. 10 6. 63 ±0. 11 6. 65 ±0. 07 b

丙氨酸 Ala 3. 97 ±0. 20 3. 46 ±0. 08 3. 71 ±0. 14 a 4. 45 ±0. 12 4. 61 ±0. 03 4. 53 ±0. 06 b

胱氨酸 Cys 6. 69 ±0. 06 6. 65 ±0. 06 6. 67 ±0. 04 a 6. 71 ±0. 02 6. 71 ±0. 04 6. 71 ±0. 02 a

缬氨酸 Val 7. 40 ±0. 15 7. 36 ±0. 17 7. 38 ±0. 10 a 7. 34 ±0. 19 7. 45 ±0. 16 7. 39 ±0. 12 a

蛋氨酸 Met 0. 39 ±0. 02 0. 35 ±0. 01 0. 37 ±0. 01 a 0. 76 ±0. 01 0. 74 ±0. 02 0. 75 ±0. 01 d

异亮氨酸 Ile 5. 14 ±0. 06 5. 09 ±0. 02 5. 12 ±0. 03 a 5. 09 ±0. 07 5. 17 ±0. 06 5. 13 ±0. 05 a

亮氨酸 Leu 8. 76 ±0. 10 8. 48 ±0. 06 8. 62 ±0. 07 a 8. 36 ±0. 16 8. 63 ±0. 19 8. 50 ±0. 13 a

酪氨酸 Tyr 3. 43 ±0. 08 3. 44 ±0. 10 3. 43 ±0. 06 a 3. 23 ±0. 03 3. 22 ±0. 04 3. 23 ±0. 02 b

苯丙氨酸 Phe 4. 69 ±0. 12 4. 67 ±0. 15 4. 68 ±0. 09 a 4. 30 ±0. 13 4. 30 ±0. 07 4. 30 ±0. 07 b

赖氨酸 Lys 1. 90 ±0. 05 1. 89 ±0. 09 1. 89 ±0. 05 a 2. 51 ±0. 05 2. 51 ±0. 05 2. 51 ±0. 03 d

组氨酸 His 1. 72 ±0. 10 1. 76 ±0. 13 1. 74 ±0. 08 a 1. 37 ±0. 12 1. 44 ±0. 10 1. 41 ±0. 07 b

精氨酸 Arg 8. 15 ±0. 05 8. 04 ±0. 08 8. 10 ±0. 05 a 7. 26 ±0. 04 7. 27 ±0. 03 7. 26 ±0. 02 b

脯氨酸 Pro 9. 01 ±0. 09 8. 99 ±0. 11 9. 00 ±0. 07 a 8. 64 ±0. 13 8. 86 ±0. 10 8. 75 ±0. 09 ab

色氨酸 Trp 0. 68 ±0. 01 0. 68 ±0. 04 0. 68 ±0. 01a 0. 51 ±0. 01 0. 51 ±0. 03 0. 51 ±0. 01 b

氨基酸
Amino acid

28 日龄 28 day2age 42 日龄 42 day2age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Average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Average

天冬氨酸 Asp 6. 95 ±0. 09 6. 51 ±0. 20 6. 73 ±0. 15 a 7. 15 ±0. 13 6. 82 ±0. 09 6. 98 ±0. 10 a

苏氨酸 Thr 4. 68 ±0. 01 4. 66 ±0. 02 4. 67 ±0. 01 b 4. 69 ±0. 03 4. 72 ±0. 02 4. 71 ±0. 02b

丝氨酸 Ser 9. 48 ±0. 18 9. 36 ±0. 05 9. 42 ±0. 09 a 9. 43 ±0. 18 9. 37 ±0. 15 9. 40 ±0. 11 a

谷氨酸 Glu 8. 61 ±0. 17 8. 72 ±0. 17 8. 66 ±0. 11 a 8. 72 ±0. 11 8. 77 ±0. 09 8. 75 ±0. 07 a

甘氨酸 Gly 6. 52 ±0. 07 6. 61 ±0. 05 6. 57 ±0. 04 b 6. 55 ±0. 07 6. 49 ±0. 08 6. 52 ±0. 05 b

丙氨酸 Ala 4. 34 ±0. 08 4. 20 ±0. 05 4. 27 ±0. 05 b 4. 49 ±0. 08 4. 29 ±0. 06 4. 39 ±0. 06 b

胱氨酸 Cys 6. 73 ±0. 03 6. 76 ±0. 03 6. 74 ±0. 02 a 6. 74 ±0. 03 6. 72 ±0. 03 6. 73 ±0. 02 a

缬氨酸 Val 7. 55 ±0. 21 7. 44 ±0. 19 7. 50 ±0. 13 a 7. 35 ±0. 09 7. 44 ±0. 16 7. 40 ±0. 09 a

蛋氨酸 Met 0. 67 ±0. 03 0. 67 ±0. 03 0. 67 ±0. 02 c 0. 48 ±0. 01 0. 49 ±0. 01 0. 48 ±0. 01 b

异亮氨酸 Ile 5. 11 ±0. 04 5. 09 ±0. 04 5. 10 ±0. 03 a 5. 17 ±0. 04 5. 18 ±0. 03 5. 17 ±0. 02 a

亮氨酸 Leu 8. 50 ±0. 05 8. 38 ±0. 09 8. 44 ±0. 05 a 8. 48 ±0. 09 8. 50 ±0. 10 8. 49 ±0. 06 a

酪氨酸 Tyr 3. 26 ±0. 04 3. 29 ±0. 06 3. 27 ±0. 03 b 3. 20 ±0. 07 3. 17 ±0. 04 3. 18 ±0. 04 b

苯丙氨酸 Phe 4. 31 ±0. 05 4. 30 ±0. 04 4. 31 ±0. 03 b 4. 29 ±0. 06 4. 32 ±0. 05 4. 30 ±0. 04 b

赖氨酸 Lys 2. 31 ±0. 02 2. 35 ±0. 03 2. 32 ±0. 02 c 2. 20 ±0. 03 2. 18 ±0. 03 2. 19 ±0. 02 b

组氨酸 His 1. 10 ±0. 05 1. 11 ±0. 03 1. 10 ±0. 03 c 0. 86 ±0. 08 0. 85 ±0. 06 0. 85 ±0. 05 d

精氨酸 Arg 7. 21 ±0. 02 7. 20 ±0. 02 7. 21 ±0. 01 b 7. 23 ±0. 05 7. 19 ±0. 05 7. 21 ±0. 03 b

脯氨酸 Pro 8. 72 ±0. 16 8. 66 ±0. 13 8. 69 ±0. 10b c 8. 72 ±0. 20 8. 95 ±0. 15 8. 83 ±0. 12 ab

色氨酸 Trp 0. 43 ±0. 01 0. 42 ±0. 01 0. 43 ±0. 01 c 0. 32 ±0. 02 0. 31 ±0. 03 0. 31 ±0. 01 d

2. 3 　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模式的

确定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 ,除 0 日龄剩余卵黄的影响

外 ,基本上可认为 14 ,28 ,42 日龄肉仔鸡的胴体和羽

毛蛋白除个别氨基酸外 ,在氨基酸组成模式上差异

不显著 ,因此可将 14 ,28 ,42 日龄的平均值作为胴体

和羽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模式。由表 3 可以看出 ,

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模式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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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胴体蛋白中谷氨酸、蛋氨酸、赖氨酸、组氨酸和

色氨酸值基本是羽毛中的 2 倍 ,而羽毛蛋白中丝氨

酸、胱氨酸、缬氨酸和脯氨酸值较高 ,这充分反映了

肌蛋白与角蛋白的化学结构特性。
表 3 　肉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模式

Table 3 　Amino acid profiles of carcass and feather protein in broiler chickens %

氨基酸
Amino acid

胴体 Carcass 羽毛 Feat her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Mean 公鸡 Male 母鸡 Female 平均 Mean

　天冬氨酸 Asp 8. 09 ±0. 04 8. 09 ±0. 06 8. 09 ±0. 04 7. 00 ±0. 09 6. 85 ±0. 12 6. 92 ±0. 07

　苏氨酸 Thr 3. 88 ±0. 03 3. 87 ±0. 03 3. 88 ±0. 02 4. 67 ±0. 02 4. 69 ±0. 01 4. 68 ±0. 01

　丝氨酸 Ser 3. 49 ±0. 04 3. 52 ±0. 04 3. 51 ±0. 03 9. 41 ±0. 11 9. 33 ±0. 06 9. 37 ±0. 06

　谷氨酸 Glu 12. 72 ±0. 10 12. 71 ±0. 09 12. 71 ±0. 07 8. 71 ±0. 07 8. 73 ±0. 07 8. 72 ±0. 05

　甘氨酸 Gly 7. 71 ±0. 06 7. 56 ±0. 08 7. 64 ±0. 05 6. 58 ±0. 05 6. 57 ±0. 05 6. 58 ±0. 03

　丙氨酸 Ala 6. 43 ±0. 04 6. 44 ±0. 05 6. 43 ±0. 03 4. 43 ±0. 05 4. 37 ±0. 06 4. 40 ±0. 04

　胱氨酸 Cys 1. 01 ±0. 01 1. 01 ±0. 01 1. 01 ±0. 01 6. 72 ±0. 01 6. 73 ±0. 02 6. 73 ±0. 01

　缬氨酸 Val 4. 74 ±0. 13 4. 70 ±0. 12 4. 72 ±0. 09 7. 42 ±0. 10 7. 44 ±0. 09 7. 43 ±0. 06

　蛋氨酸 Met 2. 24 ±0. 02 2. 26 ±0. 02 2. 25 ±0. 01 0. 64 ±0. 04 0. 63 ±0. 03 0. 63 ±0. 02

　异亮氨酸 Ile 4. 07 ±0. 08 4. 14 ±0. 06 4. 11 ±0. 05 5. 12 ±0. 03 5. 14 ±0. 03 5. 13 ±0. 02

　亮氨酸 Leu 7. 43 ±0. 02 7. 40 ±0. 01 7. 42 ±0. 01 8. 45 ±0. 06 8. 50 ±0. 08 8. 48 ±0. 05

　酪氨酸 Tyr 2. 59 ±0. 02 2. 58 ±0. 02 2. 59 ±0. 02 3. 23 ±0. 03 3. 23 ±0. 03 3. 23 ±0. 02

　苯丙氨酸 Phe 3. 71 ±0. 04 3. 73 ±0. 04 3. 72 ±0. 03 4. 30 ±0. 05 4. 31 ±0. 03 4. 30 ±0. 03

　赖氨酸 Lys 6. 86 ±0. 04 6. 82 ±0. 05 6. 84 ±0. 03 2. 34 ±0. 04 2. 34 ±0. 05 2. 34 ±0. 03

　组氨酸 His 2. 64 ±0. 02 2. 66 ±0. 03 2. 65 ±0. 02 1. 11 ±0. 08 1. 13 ±0. 08 1. 12 ±0. 06

　精氨酸 Arg 6. 17 ±0. 03 6. 16 ±0. 03 6. 16 ±0. 02 7. 23 ±0. 02 7. 22 ±0. 02 7. 23 ±0. 01

　脯氨酸 Pro 5. 87 ±0. 07 5. 90 ±0. 14 5. 89 ±0. 08 8. 69 ±0. 09 8. 82 ±0. 07 8. 76 ±0. 06

　色氨酸 Trp 0. 92 ±0. 01 0. 94 ±0. 02 0. 93 ±0. 01 0. 42 ±0. 04 0. 41 ±0. 04 0. 41 ±0. 03

3 　讨　论

对于肉用仔鸡胴体和羽毛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

模式 ,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研究。Hurwitz 等[6 ] 和 Li

等[12 ]分别确立了肉仔鸡和泰和丝毛乌骨鸡的胴体

和羽毛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模式 ,与本研究建立的模

式相比 , Hurwitz 等建立的模式值大多数偏高 ,Li 等

建立的模式值大多数偏低。原因在于 Hurwitz 等建

立的胴体和羽毛蛋白氨基酸组成模式分别引用

Scot t 等 (1969 年) 以及 Block 和 Wiess (1956 年) 的

数据 ,那时的肉仔鸡与当代根据羽速自别雌雄的肉

仔鸡在遗传特性、生产性能、羽毛生长等方面存在较

大差异 ;而泰和丝毛鸟骨鸡是中国的地方乌鸡品种 ,

其皮肤、肌肉、骨骼均为黑色 ,羽毛呈丝毛状 ,生长缓

慢 ,其在生长速度、躯体成分、羽毛性状、消化生理和

生活习性 ,及其对饲料营养利用和需要等方面均有

其自身的特点 ,这可能是导致 3 种模式不同的原因。

另外 ,本研究中胴体蛋白的缬氨酸、异亮氨酸和羽毛

蛋白的蛋氨酸、赖氨酸、组氨酸、色氨酸组成模式在

14 ,28 和 42 日龄间呈显著下降 ,依其 14 ,28 ,42 等 3

个日龄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组成模式 ,也可能会造成

偏差。但本研究选用世界最常见的、饲养量较大的

Arbor Acres 肉用仔鸡作为白羽肉鸡的典型代表确

立其胴体和羽毛蛋白氨基酸模式 ,这为解析当代肉

仔鸡氨基酸的生长需要 ,以及建立理想蛋白氨基酸

模型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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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1 cm。

在肉鸡生产中 ,胫长曾作为衡量肉鸡生长速度

的指标 ,对于雉科禽类来说 ,胫长与体重间一般存在

着较大程度的相关[11 ] 。本试验结果表明 ,体重与胫

长的相关程度是藏鸡体重与各个体尺性状中最高

的 ,其相关系数为 0. 763 5 ,且在最优回归方程中胫

长的系数和主成分分析中胫长的贡献率也最高 ,进

一步说明胫长是与藏鸡体重高度相关的重要性状。

因此 ,选育肉用藏鸡可以通过对胫长性状的高强度

选育 ,达到迅速提高体重的目的。胸围、胸宽也是影

响藏鸡体重的主要性状之一 ,与体重的相关系数较

大 ,且在最优回归方程和主成分分析中的贡献率仅

次于胫长 ,这与藏鸡体型轻小且近似椭圆型的特征

是相一致的。仙居鸡体尺指标的相关系数为

0. 424～0. 885[ 12 ] ,本研究显示在藏鸡群体内也有相

似的相关关系。

主成分分析是育种学、医学、经济学上常用的一

种多元统计方法 ,它通过对众多观测变量的分析 ,找

出较少的综合变量来代替原来的变量信息 ,以更好

地反应事物本质。张学余等[13 ] 对我国 11 个地方鸡

品种的体尺、体重和生态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表明 ,

3 个主成分可以包含 12 项指标 88. 65 %的信息量。

本试验用相关、回归及主成分分析法 ,分析了藏鸡体

重与体尺性状之间的密切程度和消长关系 ,结果表

明体重和体尺 8 项指标可以用 5 个主成分描述 ,这

5 个指标包含了 90. 27 %的信息量。第 1 主成分就

包含了 60. 02 %的信息量 ,最大决定因素是体重 ,而

其他因素的系数均为正值 ,这说明体重与胫长、胸围

等体尺性状指标正向相关 ,与相关分析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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