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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性生长条件对 肉鸡胸肉
、

腿 肉重量及

肠道重量与长度的影响

曹兵海
‘

品于 明 袁建敏 聂 伟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

北京

摘 要 研究了补偿性生长条件 孵化后第
, ,

周投喂蛋 白质水平为 写
, ,

以及 的 日粮

对 肉鸡胸 肉
、

腿 肉重量及肠道长度和重量 的影响
。

在前 周 的任何一周限饲低蛋 白质 日粮
,

提高腿 肉
,

胸肉 一
,

特别是在第
,

周投喂蛋 白质 一 的 日粮时增产幅度大于第 周
,

并且有增加肠

道的重量和长度的趋势
。

结果表明
,

早期限饲低蛋白质 日粮还有增加胸肉和腿肉重量的效果
,

该效果在第
,

周供给 一 蛋 白质 日粮时差异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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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者最近有关补偿性生长的研究川表明
,

当商品代肉鸡在孵化后前 周 的任何一周 自

由采食 日粮的蛋 白质含量低于 川标准时
,

特别是在第 或者第 周把 日粮蛋 白质含量降

低到 一 时
,

饲料效率得到明显改善
。

虽然不明白补偿性生长的机制
,

但可 以推断前期

限制
、

后期恢复养分采食量的这种补偿性生长方法
,

在肉鸡 的生理 以及养分 的吸收
、

代谢利用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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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兵海
,

博士
,

研究方向为氮化合物和脂肪酸的代谢利用及其与畜禽产品品质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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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上有不 同于常规饲喂法之处
,

这种营养性
、

生理性的差异有可能 由组织的发育速度表现出

来
,

作为其结果可能造成组织重量以及肠道消化
、

吸收性能的不同
。

肉鸡肌肉组织的发育特性因部位而异
。

如
,

在胸肌中
,

深胸肌在孵化后前 周生长速度很

快
,

之后随着周龄的增加逐渐下降
,

而浅胸肌与深胸肌不太一样
,

其重量在孵化 周之后加速

增加
,

腿部肌肉的生长规律则与浅胸肌类似川
。

因此
,

假如补偿性生长就是难于提高胭体的产

量川
,

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诸如胸肌
、

腿部肌肉的重量
。

胸 肉和腿肉这 个部位的肌 肉

重量之和 占肉鸡全身肌 肉的 以上
,

也是很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
。

本试验在前面研究川基础之上
,

分析 了补偿性生长条件对 肉鸡胸肌和腿部肌 肉的重量以

及肠道的长度和重量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

实验使用 了 只 日龄体重为 的艾维茵商品代 肉鸡
。

对照组 个重复
,

各重复配

置 只肉鸡
,

在孵化后 的 周 自由采食蛋 白质水平为 的对照饲料
。

另 个组按

因子安排
,

即 个蛋 白质水平
, ,

和 个限饲阶段 第
, ,

周
,

每组 个重

复
,

各重复配置 只 肉鸡
。

公母混合饲养
。

饲料

饲料 的组成见曹兵海等 的报道
。

以玉米
、

豆粕为主原料
,

配制 了代谢能均为
·

一 ’、

粗蛋 白质含量分别为
, ,

和 的 种饲料
,

把粗蛋 白质含量 的饲料作

为对照饲料
。

在 限饲 阶段结束后 的 周龄 以及 一 周龄
,

供给蛋 白质及代谢能分别为
, · 一 ’以及

, · 一 ’
的标准饲料

,

这 种饲料的矿物质
、

维生素

水平高于 川的推荐值
,

氨基酸水平与 川相 同
。

饲喂方法

接受限饲的鸡
,

在第 一 周龄只有 周的时间采食 种实验饲料
,

其他 周均 自由采食

与对照组 同样的饲料
,

在 周龄以及 一 周龄所有鸡 自由采食相应 的标准饲料
。

整个实验

期间 自由饮水
。

日龄结束实验
。

采样

实验结束时
,

从各组随机抽取母鸡 只
,

颈部放血
、

脱毛
。

在采样的部位处理方法如下

左侧浅胸肌 以下简称浅胸肌 首先沿腹 中线切开并去掉皮肤
,

然后沿胸骨棱
、

胸骨后外

侧突
、

锁骨外面到肪骨 处切开取下
。

左侧深胸肌 以下简称深胸肌 取出浅胸肌后
,

再沿胸骨棱
、

胸骨体
、

鸟咏骨下部
、

锁骨
、

脓

骨切开取出
。

左侧带皮
、

带骨腿肉 以下简称腿 肉 部位始 自股骨上端
、

终于胫骨 含排骨 末端
,

包括缝

匠肌
、

浅臀肌
、

中臀肌
、

副臀肌
、

半腔肌
、

股二头肌
、

股 回头肌
、

第二
、

三
、

四趾穿孔屈肌
、

长排骨肌

和短排骨肌
。

肠道 自十二指肠起始部到直肠末端
。

去掉附着在肠道上的胰腺
、

脂肪
、

盲肠
、

输尿管后
,

把

一端固定在事先用蒸馏水润湿的玻璃板上
,

然后轻拉另一端成直线
,

待肠道恢复形状
、

不再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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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时
,

量取总长度和十二指肠的长度
。

最后剪开肠管
,

用蒸馏水冲洗掉内容物
,

并用干净纱布吸

去附着在肠道 内
、

外壁上的水分后称重
。

记录项 目

记录浅胸肌
、

深胸肌
、

腿 肉
、

肠道的重量和十二指肠
、

总肠道的长度
。

把从肠道总长度减去

十二指肠的长度后 的长度定为
“

十二指肠 以下 ”的肠道的长度
。

统计分析

对实验结果采用 的复级差法进行方差分析后
,

利用 统计 检验平均值间

差异的显著性
。

结果与讨论

前期限制
、

后期恢复养分的采食量可 以得到补偿性生长
,

结果提高饲料效率
,

这 已经有研

究证明 ,
‘ 〕。

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观测到饲料效率和胭体产量以外的其他的性能
,

譬如可食部位

内组织的产量与补偿性生长条件的关系
。

本文基于对补偿性生长饲喂条件下 肉鸡的生理
、

养分的吸收
、

代谢等机制与通常饲喂条件

下有不同之处
,

这种不同点会影响具有不同性质的肌肉的发育
,

从而影响可食部分的产量这一

假设
,

研究了补偿性生长条件对胸肌
、

腿 肉重量 的影响
,

并且直观测定 了补偿性生长条件对肠

道的长度和重量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在前 周的任何一周采取补偿生长的方法能提高腿 肉和浅胸肌的重量
,

特别是

在第
、

周使用 蛋 白质 日粮时增重幅度大于第 周
,

并且有增加肠道的重量和长

度的趋势
。

补偿性生长条件对腿 肉
、

浅胸肌
、

深胸肌以及胸肌重量的影响 表
,

在第
、 、

周
,

只要

投喂低蛋 白质 日粮
,

腿 肉
、

浅胸肌以及胸肌的重量就有增加的趋势
。

其中就腿 肉产量而言
,

在第
,

周投 喂 蛋 白质 日粮 时 比对照组分 别多生产
,

尸
,

在第 周投 喂
,

蛋 白质 日粮时分别多生产 及
。

浅胸肌和胸肌重量的差异显著

性变化完全相同
,

在第
,

周投喂蛋 白质 的 日粮及在第 周投喂蛋 白质 的 日粮时
,

分别 比对照组增重 及 尸
。

深胸肌的重量并没有因为限饲阶段和 日粮蛋 白质

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

几乎是一个恒定的值
。

因此胸肌重量随浅胸肌重量的变化而变化
,

反过来

说
,

浅胸肌重量的增加意味着胸 肉的增产
。

农文协川报道
,

肉鸡 的浅胸肌和深胸肌在 周龄 以前发育迅速
,

以后深胸肌发育减缓
、

但

浅胸肌仍保持较高的发育速度 腿 肉在 周龄前发育速度缓慢
,

之后加速发育
,

处于发育速度

缓慢期的组织在营养受到限制
、

接受养分分配时处于劣势
,

也就是发育速度较快的组织优先利

用养分
,

当营养受到严重限制时
,

甚至动员 已蓄积的养分供发育速度快的组织利用
。

由此可 以

看出
,

本研究前 周的限饲时期以及恢复营养采食量的实验后期 一 周龄 基本与浅胸肌和

腿部肌 肉的发育缓慢期以及加速发育期 周龄 以后 相吻合
,

前期的限饲对本来处于养分蓄

积劣势的浅胸肌和腿部肌肉的发育产生 了某些作用
,

这些作用加上后期的快速发育
,

或许是提

高浅胸肌和腿 肉重量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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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饲
阶段

日粮蛋 白

质水平

表 补偿性生长条件对腿 肉
、

浅胸肌
、

深胸肌孟 的影响

腿肉 浅胸肌 深胸肌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胸肌
‘

第 周

第 周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第 周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月‘﹃六六乙汽卜,只︸八热曰连‘亡八巴工‘甘一城乃了乃了叮‘一了月了乃矛︺︹乃︸︻了丹了连
通

庄工连几座工连
工

吐
工

连工曰︺内匕口乃内卜目八污八乃乙八乙,目,曰工﹄︺

等于浅胸肌与深胸肌的和
。

同一限饲阶段同列的不同字母之间有显著差异 尸 。
。

由于限饲提高饲料效率
,

饲料效率的改善与肠道的消化
、

吸收性能有关
。

因此
,

测定了肠道

的长度和重量 表
。

十二指肠 的长度不因限饲阶段和 日粮蛋 白质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

但这不

能完全证明限饲不影响消化酶的分泌量和活性
。

十二指肠 以下 的肠道 空肠起始部到直肠末

端 和肠道的总长度在任何一个限饲阶段没有因为限饲蛋 白质的采食量产生显著差异
,

但都有

增长的趋势
。

由于十二指肠 的长度没有变化
,

所 以长度的增加实际就是十二指肠 以下肠道长度

的增加
。

总肠道的重量在任何限饲阶段 因投喂低蛋 白质 日粮表现增加的倾向
,

其中
,

第 周投

喂蛋 白质
,

日粮时 尸
,

第 和第 周投喂蛋 白质 日粮时 尸
,

都

比对照组增加 以上
。

表 补偿性生长条件对肠道长度及孟 的影响

限饲

阶段

日粮蛋 白

质水平 肠道 肠道

第 周 士

士

士

士

自只︸﹃口︵匕八乙︹践︸八︺曰,上月︺月曰自

第 周

第 周

十二指肠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十二指肠 以下
‘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二 等于肠道总长减去十二指肠长度
。

同一限饲阶段同列 的不同字母之间有显著差异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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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鸡和鸭的肠道发育进行的研究表明
,

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主要取决于肠道 内壁的面积
,

面积越大
,

吸收能力越强困
。

用食物纤维改善白鼠肠道环境的研究表明
,

肠道重量 的增加一般

都伴有肠壁 和 重量的增加川
。

进而证明
,

鸡肠壁 和 重量的增加实际就

是肠壁细胞数量的增加
,

细胞数量增加的结果是提高消化
、

吸收能力川
。

本研究 中
,

十二指肠 以下肠道的长度在限饲组 比对照组长
,

由此可 以推断增加

的长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肠道 内壁的面积
。

另一方面
,

限饲组肠道重量的增加也可能起因于

肠壁细胞数量的增加
。

因此
,

本研究中限饲组肠道长度和重量的增加有可能提高了消化
、

吸收

能力
。

综合起来看
,

限饲组胸 肉
、

腿 肉产量的提高也许与消化吸收能力的增强有某种联系
。

研究结果表明
,

利用补偿性生长提高胸 肉和腿 肉产量的可能性
,

特别是对于 以生产分割肉

为 目的的养殖企业来说
,

这意味着经营效益的改善
。

假如大规模饲养条件下仍能得到类似于本

实验的结果
,

那么
,

肉鸡饲养
、

加工业将从改善饲料效率和提高胸 肉
、

腿 肉产量两方面获益
。

然

而
,

本研究是小群体实验
,

只对公母混养下 的母鸡进行了研究
,

今后需要通过进行消化吸收
、

代

谢利用等研究搞清补偿性生长的机制
,

还需要在规模
、

性别
、

肉质
、

经济效果等方面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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