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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全收粪（尿）法，进行消化代谢试验，研 究 生 长 猪 饲 粮 中 分 别 或 同 时 添 加 半 胱 胺 和 酵 母 铬 对 饲 粮 养 分

的消化利用率影响。结果表明：生长猪饲粮中分别或同时添加半胱胺和酵母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饲粮干物质、

无氮浸出物、粗蛋白质、总能、粗脂肪、粗纤维、钙和总磷等养分的表观消化吸收率，提高了氮的沉积率和表观生物

学价值（Ｐ＞０．０５）；酵母铬和半胱胺二者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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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胱胺（ＣＳ）是 动 物 体 内 的 生 理 活 性 物 质。研

究表明半胱 胺 的 活 性 基 团 可 对 生 长 抑 素（ＳＳ）进 行

化学修饰，使其失去免疫活性和生物活性，从而特异

性地耗竭内源性生长抑素，解除生长抑素对生长激

素、胰岛素样 生 长 因 子（ＩＧＦｓ）和 胰 岛 素 的 抑 制 作

用，有利生长激素和多种促生长激素等的分泌，使胰

腺、胃肠道等器官相应的活动加强，消化液的分泌增

加，从而增强 机 体 的 消 化 吸 收、合 成 代 谢 和 氮 的 沉

积，促进动物生长，改善 动 物 生 产 性 能［１－２］。铬 的 主

要生理功 能 可 能 是 作 为 葡 萄 糖 耐 量 因 子（ＧＴＦ）的

组成成分，葡萄糖耐量因子具有协同和增强胰岛素

活性的功效，进而影响糖、脂类、蛋白质和核酸的代

谢，改变物质代谢的沉积和利用方向［３］。

本试验采用全收粪（尿）法，进行消化代谢试验，

研究生长猪饲粮中分别或同时添加半胱胺和酵母铬

对饲粮养分的消化利用率影响，为其在养猪生产中

的应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用半胱胺为半胱胺盐酸盐（含半胱胺质量

分数为３０％），抗 氧 化 包 囊 处 理；酵 母 铬 产 品，含 铬

量为１　０００ｍｇ／ｋｇ。

基础饲 粮 参 照１９９８年 ＮＲＣ推 荐 的 生 长 猪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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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需要量进行配制，其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

表１。
表１　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基础饲粮组成 质量分数 营养组成 营养水平

玉米／％ ６７．００ 消化能／ＭＪ·ｋｇ－１　 １３．１４
麸皮／％ ７．３０ 粗蛋白质／％ １６．４４
豆粕／％ １９．４０ 粗脂肪／％ ３．０８
鱼粉／％ ３．００ 粗纤维／％ ２．９９
石粉／％ ０．７０ 钙／％ ０．７３

磷酸氢钙／％ １．００ 总磷／％ ０．６５
食盐／％ ０．３０ 赖氨酸／％ １．０６

赖氨酸／％ ０．３０ 蛋氨酸／％ ０．２８
预混料／％ １．００ 蛋氨酸＋胱氨酸／％ ０．５５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　试验动物与分组

消化代谢试验在广西大学畜牧试验站进行。从

广 西 畜 牧 研 究 所 猪 场 购 买 ８ 头 体 重 为

（２４．４±２．４）ｋｇ、健康 状 况 良 好 的，经 驱 虫、免 疫 注

射后的杜×长×大三元杂交去势公猪，分成对照组

（基础饲粮）、酵母铬组（基础饲粮＋２００μｇ／ｋｇ的 酵

母铬）、半 胱 胺 组（基 础 饲 粮＋１２０ｍｇ／ｋｇ的 半 胱

胺）和酵母铬、半胱胺复合组（基础饲粮＋２００μｇ／ｋｇ
的酵母铬＋１２０ｍｇ／ｋｇ的 半 胱 胺），进 行 消 化 代 谢

试验。

１．３　试验方法［４］

试验期间将动物置于消化代谢笼内，每笼１头，

每组２头。每 天 上 午８：３０和 下 午１６：００各 投 料

１次，湿拌料，并随时注意喂水。待猪适应后开始试

验，试验分两期进行，每期试验持续１２天。前７天

预饲，确定采食量及排粪规律，后５天为正试期。从

预饲期的第５天开始定量饲喂，饲喂量为自由采食

量的８０％左右。正 试 期 内 每 天 准 确 记 录 每 头 猪 的

采食量、排粪 量 和 尿 量。每 天 取 粪 量 的５０％，并 加

入相当于鲜粪重２５％的体积分数１０％酒石酸溶液，

使之与粪样均匀混合，５天后将同一头猪的粪样 均

匀混合后置于６５～７０℃烘箱中烘干，取出室温下回

潮，制成风干样。粉碎过４０目筛，贮存于样品封口

袋中，供干物质及其他养分测定用。每天取其尿量

的１０％，并按每１　０００ｍｌ尿 样 加 入５ｍｌ浓 硫 酸 以

防氨氮损失，并加数滴甲苯防腐，立即送实验室，并

置４℃冰箱下保 存。试 验 结 束，将 每１头 猪 的５天

全部尿样混合摇匀后，取一定量供测定尿氮量之用。

１．４　常规成分测定

按国家标 准 ＧＢ／Ｔ　６４３２～３７—９４分 析 饲 粮 和

粪样品中的养分含量，测定项目有干物质、总能、粗

蛋白质、粗脂肪、粗纤维、粗灰分、钙、总磷；计算无氮

浸出物，无氮浸出物＝（干物质－粗蛋白质－粗脂肪

－粗纤维－粗灰分）。能量用自动氧弹量热器（美国

伊利诺州Ｐａｒｒ公司１２６１型）测定；凯氏定氮法测定

尿氮。各组饲粮各养分表观消化率、氮的沉积率和

蛋白质生物学价值按以下公式计算［５］：

饲粮养分表观消化率 ＝ ［（食入饲料某养分量－
粪中某养分量）÷食入饲料某养分量］×１００％ ，

氮沉积率 ＝ ［食 入 氮－（粪 氮＋尿 氮）÷食 入

氮］×１００％ ，

蛋白质表观生 物 学 价 值＝ ［食 入 氮－（粪 氮＋
尿氮）÷（食入氮－粪氮）］×１００％ 。

１．５　数据处理和分析

试验数据先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整理和初步计

算，再用ＳＰＳＳ１３．０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统计软件进行方差

分析，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法 进 行 多 重 比 较；结 果 用“平

均数±标准误差”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半胱胺和酵母铬对生长猪饲粮养分表观消化

率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与对照组相比，酵母铬组、半胱胺

组及酵母铬、半胱胺复合组无氮浸出物表观消化率

分别提高０．９７％、０．５５％和１．３０％，粗蛋白质表观

消化率分别提高１．０７％、０．１０％和２．７４％，总能表

观消化率分别提高１．４３％、０．３５％和２．３７％；但统

计分析试验各组之间各养分的表观消化率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酵 母 铬 组 及 酵 母 铬、半 胱 胺 复 合 组

钙和总磷的表观吸收率略高于对照组，而半胱胺组

则略低 于 对 照 组；统 计 分 析 组 间 差 异 也 均 不 显 著

（Ｐ＞０．０５）。

由此可见，生长猪饲粮中分别或同时添加酵母

铬和半胱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提高饲粮养分表观消

化率的趋势，而且两者同时添加对提高养分消化率

的效果优于单独添加。

２．２　半胱胺和酵母铬对氮沉积率和氮表观生物学

价值的影响

由表３可知，与对照组比较，酵母铬组、半胱胺

组及酵 母 铬、半 胱 胺 复 合 组 中 氮 沉 积 率 分 别 提 高

５．７９％、２．５１％和９．１７％，但 统 计 分 析 组 间 差 异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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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 著（Ｐ＞０．０５）；表 观 生 物 学 价 值 分 别 提 高

４．８５％、２．５９％和６．４２％，统 计 分 析 组 间 差 异 也 均

不显著（Ｐ＞０．０５）。

由此可见，生长猪饲粮中分别或同时添加酵母

铬和半胱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氮沉积率和表观生

物学价值，且两者同时添加的的效果优于单独添加。
表２　半胱胺和酵母铬对生长猪饲粮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项　目 对照组 酵母铬组 半胱胺组 酵母铬、半胱胺复合组

无氮浸出物／％ ８６．９０±２．７６　 ８７．７４±０．３６　 ８７．３８±０．５６　 ８８．０３±０．９４
总能／％ ８０．２８±２．３６　 ８１．４３±１．１８　 ８０．５６±０．９１　 ８２．１８±１．４９

粗蛋白质／％ ７８．１６±３．２７　 ７９．００±０．９５　 ７８．２４±０．７８　 ８０．３０±１．８３
粗脂肪／％ ６３．４７±４．７６　 ６５．０１±１．９０　 ６２．５９±２．０８　 ６６．６１±３．６１
粗纤维／％ ４６．０８±４．１９　 ４４．８８±３．８０　 ４３．０２±６．５８　 ４８．３２±２．８９
粗灰分／％ ５４．０９±４．９６　 ５４．５０±７．２１　 ５１．５４±５．０９　 ５５．５４±４．３８

钙／％ ６６．９１±４．６７　 ６７．４０±２．３５　 ６６．８３±２．７３　 ６９．２３±１．３９
总磷／％ ４３．４５±８．６７　 ４４．６３±３．５１　 ４１．３９±０．６６　 ４４．７２±３．６０

　　注：同一行肩标中，小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表３　半胱胺和酵母铬对氮沉积率和蛋白质生物学价值的影响

项　目 对照组 酵母铬组 半胱胺组 酵母铬、半胱胺复合组

氮沉积率／％　　　　 ５４．２０±６．５３　 ５７．３４±１．９７　 ５５．５６±２．０５　 ５９．１７±３．４７
蛋白质生物学价值／％ ６９．２１±５．４１　 ７２．５７±１．６３　 ７１．００±１．９３　 ７３．６５±２．６６

３　讨论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长抑素（ＳＳ）以多种方式参

与机体内分泌、胃肠道及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但主

要以抑制性为主。ＳＳ对胰腺、胃肠道的分泌及运动

吸收等活动都有抑制作用。半胱胺主要是通过降低

ＳＳ生物活性，解除ＳＳ对机体多种促生长激素的抑

制作用。一旦ＳＳ被半胱胺所耗竭，胰腺、胃肠道等

器官相应的活动就会加强，消化液的分泌增加，使机

体的消化吸收和合成代谢增强，氮的沉积增加，提高

各种营养物质的消化代谢率，从而促进动物生长，改

善胴体品质［１－２，６］。

铬主要通过葡萄糖耐量因子协同和增强胰岛素

的活性，进而影响糖、脂类、蛋白质和核酸的代谢，

促进氨基酸的吸收和核蛋白中ＲＮＡ的合成；铬可

与生长激素相互协同，饲粮添加铬可使血液中生长

激素浓度升高，进而改善动物蛋白质营养，提高胴

体品质。另据报道，饲粮补铬可提高氮的吸收和干

物质等养分的消化率［７－８］。

４　小结

本试验结果表明，生长猪饲粮中添加半胱胺和

酵母铬对饲粮无氮浸出物、总能、粗蛋白质等养分的

表观消化率及氮沉积率、蛋白质表观生物学价值均

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从而提高了饲粮养分的消化

利用率；其结果与生产性能的改善与文献［６］的结果

相一致。半胱胺和酵母铬二者同时添加较单独添加

效果好。可见，饲粮中半胱胺和酵母铬可能具有一

定协同作用，有关效果及其机理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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