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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平肌醇对黑白花奶牛乳成分的影响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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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 40 头黑白花奶牛为实验动物, 随机分成 3 个试验组和 1 个对照组, 各试验组分别添加 0. 1, 0. 2,

0. 3 gö(头·d)肌醇, 研究其对奶牛产奶量、采食量以及乳成份的影响。结果表明: 试验Ê 组中产奶量、采食量、乳脂、

乳蛋白、乳糖、无脂固形物和总固形物的增加量最大, 分别为 3. 76 kgöd, 3. 36 kgöd, 0. 90 gökg, 0. 91 gökg,

0. 73 gökg, 1. 04 gökg 和 1. 00 gökg。证明在奶牛日粮中添加 0. 2 gö(头·d)肌醇对提高产奶量, 采食量以及乳成份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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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醇具有B 族维生素的某些生理功能, 这一观

点被普遍认同。已有许多研究证明它的用途极为广

泛[1 ] , 但在饲料工业中, 肌醇的使用范围极为狭窄,

仅用作水产动物的促生长剂, 如大鳞、大马哈鱼、鳗

鲡等均有应用[2, 3 ]。为探索肌醇对家畜的作用, 扩大

肌醇在饲料工业中的使用范围, 本试验选用黑白花

奶牛为试验对象, 研究肌醇对其产奶量、采食量和乳

成份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①时间与地点: 1999203221～ 04220, 在西北农

业大学畜牧站奶牛场进行; ②试验动物: 40 头黑白

花奶牛, 年龄 4 岁左右, 健康无病, 体重、产奶量、采

食量相近, 且均处于产奶高峰期; ③肌醇: 从麸皮自

行提取。其工艺流程为: 麸皮→酸浸泡→过滤→滤液

加石灰乳中和沉淀分离出菲汀→菲汀水解→石灰乳

中和→过滤→滤液用→活性炭脱色→浓缩→二次脱

色→结晶→干燥[4 ]。

1. 2　方　法

①分组方法: 40 头牛随机分成 4 组, 每组 10

头。包括 3 个试验组和 1 个对照组; ②饲喂方法: 每

头牛单独饲喂, 饲养管理条件一致。试验É , Ê , Ë 组

在日粮中分别添加 0. 1, 0. 2, 0. 3 gö(头·d)肌醇, 每

天早晨 1 次饲喂; ③取样方法: 按个体每天取 1 次奶

样, 奶样为每天 3 次奶的混合样, 取样量 50 mL ; ④

数据统计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中的 F 检验和平均数

多重比较中的L SR 法 (最小显著极差法)。

1. 3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① 日 粮 组 成: 玉 米 594. 1 gökg, 麦 麸

165. 1 gökg, 菜籽饼 68. 8 gökg, 鱼粉 20. 6 gökg, 豆

饼 130. 7 gökg, 食盐 3. 0 gökg, 矿物质添加 剂

3. 5 gökg, 赖氨酸 4. 0 gökg, 蛋氨酸 0. 5 gökg, 碳酸

钙 8. 6 gökg, 胆碱 0. 5 gökg, 抗菌素 0. 2 gökg; ②营

养 水 平: D E 13. 40 M Jökg, CP 167. 2 gökg,

CF 33. 1 gökg, Ca 5. 0 gökg, P 4. 5 gökg, L ys 11. 1

gökg,M et 3. 2 gökg, T h r 7. 4 gökg, T rp 2. 3 gökg,

Ile 6. 9 gökg。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水平肌醇对黑白花奶牛产奶量和采食量

的影响

在整个试验期, 每天对各组牛的产奶量和采食

量进行统计, 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见: 添加肌醇对产奶量和采食量均有

改善作用, 并且试验Ê 组的变化明显高于其余各组,

其产奶量和采食量分别比对照组增加了 3. 76 和

3. 36 kgöd。

根据 F 检验, 试验Ê 组的的产奶量和采食量与

其余各组差异显著, 试验É 和试验Ë 的产奶量和采

食量差异不显著。这表明添加 0. 2 gö(头·d)肌醇对

产奶量和采食量的改善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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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水平肌醇对黑白花奶牛乳成份的影响

用M ilk2SCAN 104 乳品分析仪测定奶样中乳

脂、乳蛋白、乳糖、无脂固形物和总固形物的含量, 计

算整个试验期各种乳成份的增加量, 结果见表 2。

表 1　不同水平肌醇对黑白花奶牛产奶量和采食量的影响

Table 1　D ifferen t levels of inoses effected m ilk yield and food consump tion on black2w h ite dairy cow s kgöd

类　别
Category

试验组É
Group 1

试验组Ê
Group 2

试验组Ë
Group 3

对照组
Constrast

产奶量
M ilk yield

24. 52a
(0. 2124)

26. 62b
(0. 3812)

24. 44a
(0. 4241)

22. 86c
(0. 3418)

采食量
Food consump tion

21. 91A
(0. 3014)

23. 54B
(0. 3537)

21. 86A
(0. 4016)

20. 18C
(0. 2217)

　　注: ①对产奶量和采食量分别进行比较; ②相同字母之间差异不显著, 不同字母之间差异显著; ③括号中数字为相应数字的标准差。

Note: ①M ilk yield and food consump tion is respectively contrasted; ②D ifference is no t obvious among sam e letters, but difference is clear among

different letters; ③D igit in brackets is standard deviation.

表 2　不同水平肌醇对黑白花奶牛乳成份的影响

Table 2　D ifferen t levels of inoses effected m ilk composition on black2w h ite dairy cow s gökg

组别
Group

乳脂
M ilkfat

乳蛋白
M ilkp ro tein

乳　糖
M ilksuger

无脂固形
No fat so lidity

总固形物
Total so lidity

É 0. 42B
(0. 4268)

0. 35F
(0. 3216)

0. 36 I
(0. 2157)

0. 38L
(0. 5211)

0. 49O
(0. 0249)

Ê 0. 90A
(0. 4356)

0. 91E
(0. 4821)

0. 73H
(0. 3246)

1. 04K
(0. 4106)

1. 00N
(0. 2688)

Ë 0. 28C
(0. 5111)

0. 31F
(0. 4528)

0. 35 I
(0. 4949)

0. 40L
(0. 5017)

0. 45O
(0. 2566)

对　照
Constrast

0. 01D
(0. 3021)

0. 02G
(0. 4922)

- 0. 02J
(0. 4266)

0. 01M
(0. 1719)

0. 01P
(0. 4247)

　　注: ①各组的同一种乳成份之间进行比较; ②同一字母之间差异不显著, 不同字母之间差异极显著; ③括号中数字为相应平均数的标准差。

Note: ①Sam e m ilk composi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 s is contrasted; ②D ifference is no t obvious among sam e letters, but difference is very clear

among different letters; ③D igit in brackets is standard deviation.

　　由表 2 可知: 试验Ê 组各种乳成份的增加量明

显优于其余试验组, 而对照组各种乳成份基本不变。

经过 F 检验发现, 各组中乳脂的增加量差异极

显著; 试验Ê 中乳蛋白、乳糖、无脂固形物和总固形

物的增加量与其余各组差异极显著, 而试验É 组和

试验Ë 组中乳蛋白、乳糖、无脂固形物和总固形物的

增加量差异不显著。因而添加 0. 2 gö(头·d)肌醇对

提高乳成份效果最好。

3　讨　论

3. 1　肌醇对奶牛产奶量和采食量的影响

　　试验表明: 3 个试验组的产奶量和采食量均有

明显地提高。证明肌醇有多种维生素的生理功能, 它

可调节奶牛体内的新陈代谢, 促进乳的合成与分泌;

也有利于提高饲料中养分的消化、吸收和利用, 其味

略甜, 可改善饲料适口性, 故能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和

采食量。

3. 2　肌醇对乳脂的影响

肌醇可提高牛奶中乳脂的含量, 这是由于肌醇

在牛体内起到了VB 3, VB 5 和胆碱的某些生理功能。

VB 3 对乳脂有改善作用; VB 5 在脂肪代谢中起重要

作用, 可以改善乳脂率; 胆碱是构成卵磷脂的成分并

参与脂肪代谢, 有利于提高产乳性能和乳脂率[2, 5 ]。

3. 3　肌醇对乳蛋白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肌醇显著提高了牛奶中乳蛋白

的含量, 原因是肌醇在牛体内起到了 VB 1, VB 2,

VB 3, VB 5, VB 6 和VB 12的某些生理作用。日粮中添

加VB 1 可促进体内蛋白质合成; VB 2 可参与体内蛋

白质氧化代谢; VB 3 能提高乳蛋白含量; VB 5 与机体

内蛋白质代谢密切相关; VB 6 可调节乳中多种氨基

酸的含量; VB 12 对乳蛋白含量有一定增加作

用[2, 5～ 9 ]。

3. 4　肌醇对乳糖的影响

肌醇可提高牛奶中乳糖含量。其主要原因是肌

醇起到VB 1, VB 2, VB 5, VB 6 的某些生理功能。VB 1

可参与体内糖类的合成, 从而提高乳糖含量; VB 2 参

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 提高饲料利用率; VB 5 与碳水

化合物的代谢有关; VB 6 可促进糖类物质的吸收。它

们对乳糖含量的高低起着综合调节作用[5～ 7, 10 ]。

3. 5　肌醇对总固形物和无脂固形物的影响

乳中固形物主要包括乳脂、乳蛋白、乳糖、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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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等物质。由于肌醇起到了VB 族的某些生理功能,

在试验中提高了乳脂、乳蛋白、乳糖的含量, 进而改

变了总固形物和无脂固形物的含量。

3. 6　肌醇添加量对奶牛产奶量、采食量和乳成份

的影响

肌醇具有B 族维生素的某些生理功能, 可改善

试验组的产奶量、采食量和乳成份, 添加量以

0. 2 gö(头·d) 最合适, 如果添加量过多或过少都不

利于奶牛体内的新陈代谢。原因是当体内肌醇含量

过少时, 影响到某些代谢途径中关键酶或辅基的合

成, 进而影响这些关键酶的活性; 肌醇含量过多时,

导致体内代谢紊乱, 不利于改善产奶量、采食量和乳

成份。

综上所述, 肌醇对奶牛的产奶量、采食量和乳成

份均有改善作用, 但详细机制有待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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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effect of differen t levels of inoses on m ilk composition

of black2w hite dairy cow s

SUN Chao, GAO J ing-hui, ZHANGW en - j in
(College of A nim al S cience and V eterinary M ed icine, N orthw est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re and F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ina)

Abstract: Fo rty black2w h ite dairy cow s w ere used as experim en tal an im als. T hey w ere divided in to th ree

experim en tal group s and a con trast group. T he experim en tal group s w ere added respectively 0. 1, 0. 2, 0. 3 gö
(one·d) inose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 t levels of inoses on m ilk yield, food consump tion and m ilk

composition. T he results show ed: the increasing degrees of m ilk yield, food consump tion and m ilkfat,

m ilkp ro tein, m ilk suger, nonfat so lidity, to tal so lidity in the second experim en tal group w ere the biggest, 3. 76

kgöd, 3. 36 kgöd, 0. 90 gökg, 0. 91gökg, 0. 73 gökgöd, 1. 04 gökg, 1. 00 gökg, respectively. It p roved that

adding 0. 2 gö(one·d) inoses in the diets fo r dairy cow s w as best fo r p romoting m ilk yield, food consump tion

and m ilk composition.

Key words: inoses; m ilk yield; food consump tion; m ilk composition; dairy 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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