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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体外法评定科威 4 1 8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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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威 41 8 是作者通过特殊工艺研制而成的牛羊高蛋白复合添加剂
,

其中含有尿

素
、

营养保护剂
、

酶及多种徽量无家等
.

体外试验表明
,

以豆饼
、

尿素及科威 4 18 作为氮素饲料

时
,

埃养 s h 的培养液中 N H :
N 浓度依次为 一4

.

5
,

2 5
.

7 及 2 2
.

3 m g
·

( 1 0 0 m L )
一 ’ ( p ( 0

.

0 1 ) ;

知
, 。

i Z h 的 N H :
N 浓度依次为 7

.

3
,

1 1
.

4 及 1 3
.

3 m g
·

( 1 0 0 m L )
一 ’ ( P < 0

.

0 5 ) ;

真蛋白氮浓

度依次为 3 8
.

6
.

2 9
.

8 及 3 5
.

4 m g
·

( i o o m L 犷
’ ( p < 0

.

0 5 ) ,基质风干物消化率依次为 5 4
.

9 7%
,

6 1
.

4 4 %及 6 4
.

9 1 % ( P < 0
.

0 1 )
。

关键词 体外发醉
,

豆饼
,

尿家
,

添加剂

中图分类号 5 8 1 6
.

1 5
.

5 81 6
.

7

畜牧业中以非蛋白氮 (N P N )作为反色动物氮素饲料 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

尿素以其含

氮量高
、

价格低而在牛羊饲养中倍受青睐
。

但是
,

由于瘤 胃微生物脉酶的高活性
,

致使尿素

在瘤胃中分解速度过快
,

因而尿素的利用率很低
,

甚至引起中毒 l[]
.

近年来
,

国内外学者就

降低尿素分解速度
,

以及合理配备其他养分以促进尿素利用等方面
,

做了大量工作 〔卜川
。

我国 目前有多种高效的 N P N 产品
,

用于饲养或正在推广饲用
,

但已有产品在成本
,

尤其

在全面改善或优化整体代谢等方面仍有不足
。

我们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 [,1
,

开发研制出科威 4 1 8
.

试验表明
,

科威 4 18 代替奶畜 日

粮中的豆饼
,

不仅可显著降低饲料成本
,

而且还可明显增加产奶量和饲料转化率 10t
,

” 〕
.

为

了给科威 4 18 的科学研究及推广提供理论参考
,

本试验以尿素和豆饼为对照
,

采用体外发

酵法〔 7 ,系统评定该添加剂的营养价值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饲料

试验用饲料为豆饼
、

尿素
、

科威 4 18 及干草粉与玉米粉 ( 1 :

l) 的混合物
,

实测风干物

中粗蛋白质 ( C P )浓度依次为 4 3
.

6 8 %
,

2 8 7
.

9 5 %
,

2 0 1
.

6 0 %及 一2
.

2 0 %
.

1
.

2 体外发酵法

人工唾液 按 M e D o u g a l l ( 1 9 4 8 )的配方配制
.

底物 按底物总重量及 C P 含量相等的原则
,

主要氮素饲料为 3 组底物 (表 1 )
,

每组

设 4 个重复
。

收稿 H期
:

1 9 9 3一 0 7
一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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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实际底物组成及养分含 t

底物组成 (砂 总底物养分含量 ( %)

玉米粉 +干草粉 豆饼 尿素 科威 4 1N 8P N占总氮 底物 C P含量

科威 4 18组

3
.

5 9 6 4

3
。

73 3 0

3
.

9 65 5

0
。

5 5 1 1

0

0

0

0
。

0 12 8

0

0

0

0
。

05 4 7

10
。

32

10
。

9 8

3 1
.

5 0

3 1
。

5 4

3 1
。

5 0

组组饼素立尿

培养操作过程 事先准确称量各种底物 (表 1)
,

并完全装入相应发酵瓶 ( 2 5 0 m L 三

角瓶 )
。

宰杀黄牛后迅速采集过滤瘤胃液
,

并用 已预热 ( 38
.

5℃ )的人工唾液稀释 ( 1
:

1
,

V /

V )
。

然后
,

向装有底物的发酵瓶内接种 10 0
.

0 m L 稀释后的瘤胃液
,

通入 C O
:

气体
,

塞好

备有排气管的塞子后置于恒温培养箱内
,

厌氧并恒温 ( 38
.

5士。
.

5℃ )培养 12 h
.

采样 培养 3 h 和 12 h
,

用注射器各准确吸取充分摇匀的培养液 10
.

0 m L
,

低温保

存供分析
。

培养 12 h 后
,

用孔径为 41 拜m 的尼龙袋完全过滤所有培养液
,

以差量法测定

培养底物的风干物消化率
.

1
.

3 分析方法

分析 N H
3
N 浓度

,

用农化 M g O 弱碱蒸馏法
; 总氮浓度

,

用传统半微量凯氏定氮法
;
真

蛋白氮 ( T P N )浓度
,

用 C u S O
`

沉淀法
。

培养结束时将培养残渣全部转移至尼龙袋内
,

小心

冲洗装残渣的尼龙袋后
,

在 80 ℃下烘干 12 h
,

恒重
,

计算风干物消化率
.

资料统计用常规

方差分析法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培养液中 N H
3
N 浓度

培养 3 h 时培养液 中 N H
3
N 浓度 (表 2)

,

以豆饼组最低
,

尿素组最高
,

三组间差异极

显著 (尸 < 0
.

0 1 )
。

说明科威 4 18 中 N P N 分解速度明显低于尿素
,

即科威 4 18 中对 N P N 的

保护处理是有效的
。

这一结果与前人用其他方法保护尿素对尿素分解速度的影响是一致

的 [̀
·

8
·
’ 〕

.

表 2 培养不同时间培养液中各种氮紊浓度 mg
·

( 1 00
n 1L )

一 ’

组别
N H

,
N

总氮 N A N

科威 41 8 组

1 4
.

s c 士 0
.

0 1

2 8
.

7 ^ 士 0
.

0 2

2 2
.

3 . 士 0
.

0 2

7
.

3亡士 0
.

0 1

1 1
.

4`士 0
.

0 1

13
.

3 .

士 0
.

0 1

4 8
.

5
. ` 士 0

.

0 4

4 5
.

3伙 士 0
.

0 1

5 1
.

2 .

士 0
.

0 3

4 1
.

7 ^ 士 0
.

0 4

3 3
.

1 . 士 0
.

0 1

3 3
.

8 ^ 士 0
.

0 3

3 8
.

6 ^ 士 0
.

0 3

2 9
.

8 . 士 0
.

0 2

3 5
.

4 ^ 士 0
.

0 2

组组饼萦豆尿

注
: a ,

b
, c 及 A

,

B
,

C 表示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尸 < 0
.

05 或 尸 < 。
.

0 1 )
.

培养 12 h 时
,

培养液中 N H
3
N 浓度以科威 4 18 组最高

,

豆饼组最低
,

三组间差异显著

(尸 < 0
.

05 或 P < 0
.

0 1 )
。

说明与尿素相比
,

科威 4 18 中 N P N 的分解速度变慢
,

且 N P N 的

分解多集中于进食后期
,

这样就达到了 N H
:

平稳释放的目的
,

为 N P N 的充分利用提供了

可能叫
。

体外试验中
,

含保护尿 素的日粮及常规 日粮
,

6 h 时培养液 中 N H
3
N 浓度最高

,

6 h 以后趋于平稳
;
而含尿素的 日粮

,

3 h 时培养液中 N H
。
浓度最高图

。

本试验 中
,

12 h 培

养液中 N H
3
N 浓度均低于 3 h

,

说明各种氮素饲料的分解高峰均 在 12 h 以前
,

与上述结

果具有可 比性
,

也表明微生物 已将大部分 N H
3
N 用于合成微生物蛋白 ( M C P )

。

因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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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为恒态发酵
,

所分解的 N H
3 N 只能通过微生物的摄取而流失

。

2
.

2 培养液中总氮
、

N A N 及 T P N 浓度

培养 12 h 培养液中总氮浓度 (见表 2 )
,

以尿素组最低
,

科威 4 18 组最高 ( P < 0
.

0 5 )
,

豆饼组与尿素组或科威 4 18 组差异不明显 (尸 > 0
.

0 5 )
。

说明用科威 41 8 或尿素代替豆饼
,

饲料总氮含量均能保持一致
.

科威 4 18 组总氮浓度显著高于尿素组 (尸 < 0
.

0 5) 的结果
,

与

培养 12 h 时科威 41 8 组 N H
3
N 浓度显著高于尿素组 (尸 < 0

.

05 )的结果是一致的
,

同时说

明科威 4 18 组的微生物活力可能高于尿素组
,

这样可使底物 (尤其是干草 )中蛋白质更多

地降解而进入培养液中
。

N A N 和 T P N 浓度均以尿素组最低 (尸 < 。
.

05 或 尸 < 0
.

0 1 )
,

豆饼组和科威 4 18 组最

高
,

且两组间无明显不同 (尸 < 0
.

0 5 )
。

表明
,

科威 4 18 组的微生物活力最高
,

微生物对已分

解的 N H
:

摄取量增加
,

故而使培养液中 T P N 浓度升高
,

即有更多的 M C P 可流向真胃
,

供

反当动物机体所利用
。

豆饼组培养液中 T P N 浓度比尿素组高的原因
,

可能是豆饼降解而

直接增加了过滤培养液中的 T P N
.

从 T P N 浓度这一指标来看
,

科威 4 18 的蛋 白质营养价

值与豆饼相似
,

在实际饲养时
,

科威 4 18 取代豆饼不会降低 M C P 的合成量
,

而且还可 明

显提高饲料转化率 10[ 〕 ,

即该添加剂可 以作为豆饼的代用品
.

过去的试验表明
,

培养基质或

日粮等氮时
,

不 同方法保护尿素可降低 N H
3

的释 放量
,

提高 N A N 和 M c P 的合成

量
〔`

· ’ ·
, 〕

.

本试验表明
,

科威 4 18 代替尿素时
,

N A N 转化率提高 15
.

2 % (尸 < 0
.

0 5 )
,

T P N 转

化率提高 20
.

7 % ( P < 0
.

05 )
,

这一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
。

2
.

3 风干物消化率

1 2 h 培养结束时
,

豆饼组
、

尿素组及科威 4 18 组 培 养 底 物 的 风 干 物消化率依次

为 54
.

97 士 1
.

2 3 %
,

61
.

4 4 % 士 2
.

6 7%及 64
.

91 %士 1
.

75 %
,

其中后两组极显著高于豆饼组

(尸 < 0
.

0 1 )
,

科威 4 18 组显著高于尿素组 ( P < 0
.

0 5 )
。

说明用尿素或科威 4 18 代替豆饼可

极显著地提高日粮 (基质 )的风干物消化率
。

研究资料表明
,

M C P 合成量在一定范围内随

瘤胃液中 N H
3
N 浓度的升高而增加

,

但超过这一范围时
,

N H
3
N 浓度的增加对 M C P 合成

不利
,

一般认为瘤 胃液中 N H
3
N 浓度为 8

.

5 ~ 13
.

8 m g
·

( 1 00 m L )
一 `

时
,

M C P 的合成量

最大 l2[ 〕
。

本试验所用的豆饼为熟豆饼
,

因此
,

培养液中 N H
3
N 浓度 (尤其是后期 )较低

,

这

样可能因 N H
3

的不足而限制了微生物的生长
,

继而影响了培养底物的消化
。

作者认为
,

科

威 4 18 组培养液中适宜的 N H
3
N 浓度

,

以及科威 4 18 中所含的酶制剂和多种微量元素等

共同决定了科威 4 18 组底物的高消化率
。

试验表 明
,

轻 甲基脉代替尿素时
,

瘤 胃中干物质消化率降低
〔幻 ;
缓释尿素复合物代替

尿素时日粮干物质消化率提高川
。

本试验结果与前者结果相反
,

与后者相同
,

这些差异可

能与基质中天然蛋白质饲料
、

试验方法及条件等不同有关
。

3 结 论

1 )科威 4 18 作为主要氮素饲料时
,

培养液中 T P N 浓度可达到豆饼时的水平
,

而风干

物消化率明显高于尿素组或豆饼组
。

2) 科威 4 18 中所含的微量元素
,

可改善奶牛本身的代谢状况
,

并补充奶牛生产所需的

有关微量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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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说 明
,

科威 4 18 对反当动物的营养价值优于尿素或豆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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