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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6只体质量 1．5 kg的艾维茵肉公鸡，随机等分 9个区组，重复 4次强饲粗蛋 

白(cP)含量为 8．0~296．9 g·kg 的 9种半合成饲粮，收集 48 h全部排泄物 ，测定饲粮及排 

泄物中粗蛋白和氨基酸含量 。回归分析 表明，排泄物中粗蛋白，总氨基酸 ，Asp，Glu，G／y，lie， 

Leu，Lys，Phe，Met．Tyr及 Va／含量 与饲 粮 中粗 蛋白含量呈 显著的 线性或 曲线回 归关系 

(P一0．099 4～0．000 6)，排泄物 中粗蛋 白、总氨基酸、诸氪基酸 的排泄量与饲粮 中相应养分 

含量呈显著的线性 回归关系(P—O～0 042 9)，表明可根据饲粮 中氨基酸音量估测排泄物中 

相应氨基酸含量 。 

[关键词]直丘璺基薹墼 E 螬；强饲；旦塑坌堑 回料桃 峰 
[中图分类号] $831．5；$816．1 5 [文献标识码j A ’ 

以可消化氨基酸(DAA)含量比总氨基酸含量为指标，配合日粮更能准确满足家禽的 

氨基酸需要 ，尤其 当日粮 中含有难消化、加工不当或含抗营养 因子的蛋白质饲料时，可消 

化氨基酸指标体系的优越性更 为突出 。常用饲料中可消化氨基酸含量受制因素多，致 

使公布的饲料氨基酸消化率差异大 ，限制可消化氨基酸体系在饲养实践中未能大面积推 

广应用[1]。准确测定排泄物中氨基酸含量是评价饲粮氨基酸消化率 ，度量动物氨基酸需要 

量的基础口 J 寻找更方便的方法估测排泄物中氨基酸含量 ，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回归 

分析法广泛应用于各种应用学科。饲料中氨基酸含量与其常规成分含量问的回归分析研 

究较多，依据这些回归公式可估测饲料中氨基酸含量 。家禽排泄物中氨基酸含量变化规律 

及其与饲料常规成分含量问关系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本试验系统研究了强饲 9种不同饲 

粮肉仔鸡氨基酸排泄量变化规律，并建立以饲粮粗蛋白(cP)或氨基酸含量估测排泄物 中 

氨基酸含量的回归公式 ，为饲料氨基酸消化率的测定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饲粮 共设计 9种半合成饲粮，分别是无氮饲粮(NFD)，NFD+33．9 g·kg 的 

15种合成氨基酸(AAs)，NFD+68．1 g·kg 合成氨基酸，NFD+32．0 g·kg 酶解酪蛋 

白(EHC)，NFD+64．0 g·kg-。EHC，以及含 I16．2，232．6，465．1和 697．7 g·kg 豆粕 

的半合成饲粮。9种饲粮粗蛋 白含量依次为 8．0，26．7，55．3，27．I，5I．4，50．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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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4及 296．9 g·kg一。氮校正 代谢能 (1 3．81 MJ／kg)、粗 纤维 (42．0 g·kg )、钙 

(10．0 g·kg_。)、有效磷(4．0 g·kg一)含量以及 11种维生素和 6种微量元素的添加量各 

饲粮均相同。 

试验动物与饲喂 体质量接近 1．5 kg的健康艾维茵肉公仔鸡 36只，随机等分 9个 

区组 ，每区组 4只。按 9×4因子设计试验 t分别强饲相应饲粮 ，每饲粮重复测定 4次(共 

16只)。试鸡肛门处缝制空心塑料瓶盖，以安装集粪袋。试验期间试鸡单笼喂养。绝食 

36 h，按每千克体质量 2O或 25 g干物质(DM)的标准分别预强饲前 5种或后 4种饲粮 ]。 

预强饲后绝食 48 h，然后正式强饲等量相应饲粮。绝食期间试鸡自由饮水。 

排泄物的收集与预处理 收集正式强饲后 48 h的全部排泄物。为防止 NHs挥发损 

失 和微生 物继续分解代谢，收集排泄 物后 每 100 g加人 3 mL稀 H。SO (体积分 数为 

l0 )和适量 甲醛。排泄物于 65～70~C恒温烘箱内干燥 ，烘干后取出，室温回潮 1 h，恒质 

量。粉碎后装袋密封，低温保存。 

化学分析 半微量凯氏法测定饲粮及排泄物中粗蛋白含量，酸水解法测定氨基酸含 

量 。 

资料处理 利用 SPSS软件包对所测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及回归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1 排泄物中粗蛋白及氨基酸含量变化规律 

本试 验所测排 泄物 干物质 中粗蛋 白含量为 556．9～950．9 g·kg-。，平均 747．0 

g·kg～，变异系数 1 3．19 ，所测 1 6种 氨基 酸总含量为 74．1～ 169．6 g·kg_。，平均 

11 6．9 g·kg～，变异系数 l8．74 ，Val和 Thr含量变异最小，Gly含量变异最大(表 1)。 

所测 16种氨基酸氮约 占排泄物总氮的 l5．64 ，饲粮对这一 比例无显著影响(P>O．05)， 

其余85 左右是以尿酸为主的非氨基酸氮。排泄物中Gly含量最高，为49．2 g·kg-。，占 

总氨基酸 42．o7 ，其次为Glu(含量 11．9 g·kg_。)，占总氨基酸 lO．15 

表 1 排泄 物中粗蛋 白和氨基酸台量 

成分 c 含量
~ kg- -) { 变瑟 成分 (g古量~kg- ) Xd： SD／‘) 变 敷 

粗蛋白ccP) 556．9~950 9 747．0_~98．5 13 19 亮氨酸(Leu) 2．781～7．969 5．I 71士1．222 z3 63 

总氨基酸(TAA>74．094～1 69．643 116．888~21．903 18 74 茌氨酸(Lys) 1 569~3．93 3 z．446_--0．659 zB 94 

丙氨酸(A[a】 2．689～7．61 7 4．807d：1 031 21 45 蛋彝酸(Met) 0．88B~2．1Bo 1．502X0．392 26 10 

精氨酸(Arg) z B59～7．072 4．5272：0 8l4 17．9B 苯丙氨酸(Phe) 1．862~5．04 3 3．184---_0．699 21 95 

天冬氨醴(Asp) 4．61 7～11 230 7．5882：1 575 22．07 晡彝酸(Pro) 2．843～6．520 4．747_4-1．072 22 58 

答氨醴(Glu) 6．936～1 7．255 11 B59~2．20t 18 56 丝氨酸c J 2．45B~7．1 6O 4．098~0．898 81．91 

甘氨酸(Gly) 21 342～g2．640 49．163士17．645 35．89 苏氨酸(Thr> 3．803~8 481 5．380士O 906 i6 B2 

组氨酸(His) 1．010~2．1 31 1．377~0．246 17 8B 酵氨酸cT_w) i．017～3．405 1．8232：O．607 33．30 

异亮氪酸(1ie) 2 400~5．551 3．8932：0．830 21 32 缎氨酸(VaD 3．147~7．568 5 3252：O 895 16 B1 

注：观测戎数n=36，下表同． 

2．2 排泄物中粗蛋白或氨基酸含量与饲粮中粗蛋白含量的关系 

最优 回归分析表明，饲粮中粗蛋白含量显著影响排泄物 中粗蛋白和氨基酸含量(表 

2)。排泄物中Asp，Glu，lie，Leu和 Phe含量随饲粮中粗蛋白和氨基酸含量的增加直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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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P=O．0201～O．000 7)，排泄物中粗蛋白，总氨基酸，Gly，Lys，Met，Tyr及 Val含量随 

饲粮 中粗蛋白含量变化呈二次或三次曲线变化(P=0．099 4～O．000 6)。排泄物中 Ala， 

Arg，His，Pro，Ser及 Thr含量与饲稂中粗萤白含量问无显著相关关系(P>0．10)，即这 6 

种氨基酸含量不受饲粮中粗蛋白含量的影响。 

表 2 排泄物中租蛋白或氨基酸台量与饲糟中租蛋白含量的回归关系 

洼：，表示排{世物中租蛋 白或氨基酸含量，z表示饲稚 中租蛋白含量， 

2．3 粗蛋白和氨基酸的排泄量与饲粮含量的关系 

回归分析表 明，粗蛋 白和氨基酸的排泄量随饲粮 中粗蛋 白和氨基酸含量直线增加 

(P O～0，042 9，表 3)。方差分析表明，强饲前 6种饲粮时，粗蛋白及氨基酸的排泄量无 

显著差异(P>0，05)。 

表 3 租蛋白和氨基酸的排泄量与饲粮含量闻的关系 

洼 ；1)回归方程中 代表饲丰良中与 y相对应的养分古量(mg·kg一 ) 

2)Syx为回归估计标 准谋f 

3)Pa·Pb分剂为回归模型 y=a+bx中4，b项的差异显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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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排泄物是畜禽采食养分的主要代谢去路之一_3 J，减少氨基酸排泄量可提高饲料中氨 

基酸利用率。回归分析表明，肉仔鸡粪便中氨基酸排泄量随饲料氨基酸采食量的增加而直 

线增加，据此回归方程可快速估测氨基酸排泄量，并计算饲料氨基酸消化率 。目前，在此方 

面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回归分析研究较少，本研究所得回归方程是否完全适用于其他类型 

的 日粮及实际饲养条件有待进一步探讨 

回归法是估测畜禽内源氨基酸排泄量的常用方法之一口]。本研究所得回归方程的截 

距值(式中a)即为内源氨基酸排泄量。动物采食饲粮中粗蛋白或氨基酸含量越低，随粪便 

排泄的粗蛋白或氨基酸中内源成分的比例越大，通过内源排泄量校正计算真消化率就愈 

显必要 。理论上讲 ，利用真可消化氨基酸 比表观可消化氨基酸指标配合 日粮的准确性更 

高 J。本研究所得结果亦可供估测 内源氨基酸排泄量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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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etary 

crude protein content and contents of crude 

protein and amino acids in broiler's excr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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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cretion of crude protein and amino acids was systemically determined 

after broiler chickens (BW 1．5 kg) were force-fed nine semi-synthetic experimenta1 

diets within 48 hou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cretion of crude protein and amino 

acids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intake of crude protein or am ino acids，and the 

excretion of amino acids could be estimated from its intake． 

Key words：broiler chicken；am ino acid；force—feeding,excretion；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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