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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麦草粉大体积日粮对杜洛克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吕廷伟①　王爱国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摘　要　本试验为研究以青刈黑麦为纤维原料的大体积日粮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而设计。以消化试验测

定青刈黑麦草粉的数据为基础, 配制粗纤维含量依次为 3. 65% , 7. 69% 和 11. 9% 3 种日粮处理, 其主要营养

物质日采食量相同。不同日粮处理对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出生窝重、21 d 窝重、断奶窝重和断奶仔数的影响

均不显著。从仔猪 21 d 窝增重来看, 处理 2 组比对照组和处理 1 组约高 10%。处理 2 组仔猪的生后生长速度

相对提高。总之, 青刈黑麦草粉大体积日粮粗纤维水平在 12% 左右时, 对繁殖性能无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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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eeding tria l w as conducted to determ ine the effect of feeding fo rage rye

hay2based diets on the rep roduct ive perfo rm ance of D u roc sow s. T h ree diets w ere fo rm u la ted

on the basis of m ajo r nu trien ts con ten ts of fo rage rye hay m easu red by the digest ib le t ria l.

T he crude fib re con ten ts w ere 3. 65% ( con tro l ) , 7. 69% ( trea tm en t 1 ) and 11. 90%

(trea tm en t 2) respect ively in these th ree diets. T he daily feed in take of the m ain nu trien ts

w as almo st the sam e fo r the th ree diets. T 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 t d iets w ere no t

sign iff ican t ly differen t on to ta l num ber of p ig lets bo rn, num ber of p ig lets bo rn alive, the

lit ter w eigh t a t farrow ing , lit ter w eigh t a t 21 d after farrow ing, lit ter w eigh t a t w ean ing and

the num ber of p ig lets w eaned. T he value of the lit ter w eigh t gain at 21 d in trea tm en t 2

group w as 10% h igher than that in con tro l and trea tm en t 1 group. T he lit ter w eigh t gain in

trea tm en t 2 w as rela t ively imp roved. It cou ld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w as no negat ive effect

on the rep roduct ive perfo rm ance fo r sow s if the crude fib re level w as increased to abou t 12%

in the diet con ta in ing fo rage rye hay.

Key words　D u roc sow s; fo rage rye; bu lky diets; rep roduct ive perfo rm ance

盛花期青刈黑麦含粗纤维 37. 21% , 消化能 3. 50 M Jõkg- 1 (干物质, 下同) , 粗蛋白

10. 47% ; 在最佳刈割期 (04226) 刈割的青刈黑麦含粗纤维 30. 57% , 消化能 5. 20 M Jõkg - 1, 粗

蛋白 15163% , 营养含量接近于苜蓿草粉[1 ]。从粗纤维含量来看, 青刈黑麦是母猪大体积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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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原料, 而且消化能值较高, 能节约部分精料, 降低成本, 预期推广价值很大。本试验将根

据试验条件在前人对大体积日粮的研究成果[2～ 9 ]以及消化试验的基础上, 从营养与生产相结

合的角度研究以盛花期黑麦干草为基础的大体积日粮对杜洛克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为在生

产中添加黑麦草粉提供一定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取北京杜洛克原种猪场的母猪 36 头, 按胎次和配种日期随机分

为 3 组, 每组 12 头, 每 2 头用 1 个圈饲养。试验期为 1998209—1999203。

1. 2　试验日粮的配制

3 种不同密度的日粮配方如表 1 所示, 对照组和处理 1 组及处理 2 组的日粮密度依次为:

(1. 57±0. 01) mLõg - 1, (2. 67±0. 04) mLõg - 1和 (3. 37±0. 03) mLõg- 1。处理 1, 2 组含有提供

大量粗纤维成分的盛花期黑麦草粉, 其消化能为 3. 53 M Jõkg - 1。3 种日粮提供相等的每日消

化能、可消化粗蛋白[10 ]、钙、有效磷、可消化赖氨酸[11 ]。各种矿物元素和维生素调整为每天提供

相同的叶酸、维生素B 12、维生素B 6、Fe、Cu、Zn、M n。这些日粮的主要营养成分含量达到了美国

N RC (1998)第 10 版的最低妊娠母猪营养需要标准 (配种体重 200 kg, 预期增重 35 kg, 预期产

仔数 12) [12 ]。

1. 3　试验动物的饲养管理　

母猪发情后间隔 12 h 用同一头公猪配种 2 次。配种后第 2 天, 同一胎次母猪每 2 头放在

一圈饲养, 面积为 2. 93 m ×2. 66 m , 圈舍为密闭式双列, 自然光照。试验日粮从配种后的第 2

天到妊娠 105 d 饲喂, 每天上午 9: 00 和下午 14: 30 各喂日采食量的 50% , 每种日粮都以潮拌

料形式饲喂, 以保证猪不挑食。后期消化试验猪饲喂时和大群一起喂, 以免造成别的猪应激反

应。进入产房后喂泌乳日粮。试验猪通过鸭嘴式饮水器自由饮水。泌乳期间所有母猪自由采

食泌乳日粮 (表 1) , 分娩后对仔猪进行超前免疫、剪牙、称重、打耳号。每窝仔猪多于 10 头时,

把仔猪调给同一处理的母猪 (分娩后 3 d 内完成寄养) , 仔猪 1 周时提供正大 851 作为开食料。

哺乳期为 28 d。其他饲养管理程序按北京杜洛克原种猪场原有程序进行。在分娩前 45 d, 15 d

各注射 1 次大肠杆菌三价苗; 断奶前注射猪瘟苗 2 头份, 丹毒、肺疫疫苗各 1 头份; 分娩随后对

仔猪进行超前免疫, 每头注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 2 头份。分娩前后 1 周在母猪泌乳料中加入痢

菌净 (1 gõkg - 1)、磺胺五甲氧嘧啶 (0. 11 gõkg- 1)。

1. 4　测量指标

试验期记录妊娠期、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初生窝重、21 d 窝重、断奶窝重、断奶仔猪数、断

奶后 1 周发情比例、仔猪的个体重 (每周 1 次)及仔猪数。

1. 5　统计方法

采用 SA S 软件包 (6. 12 版本)中的GLM 模块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母猪的繁殖性能和仔

猪生长速度受日粮处理、胎次、亲本血缘的影响, 其模型为:

y ij k l= Λ+ T i+ P ij + B ik + eijk l

式中: y ij k l为性状观测值; Λ为群体均值; T I 为日粮 i 处理效应值; P ij为日粮 i 处理内第 j 胎效

应; B ik为日粮 i 处理内第 k 亲本血缘效应; eij k l为随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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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母猪妊娠与泌乳期日粮的组成及营养含量 w ö%

项　　目　　　　　
妊 娠 期 日 粮

对照 处理 1 处理 2
泌乳期日粮

日粮组成 玉米 79. 00 68. 65 59. 77 65. 56

豆粕 16. 00 11. 59 8. 01 16. 00

膨化大豆 - - - 9. 00

鱼粉 - - - 2. 00

麸皮 - - - 4. 00

草粉 - 15. 62 28. 61 -

磷酸氢钙 0. 05 - - 1. 30

石粉 0. 95 0. 69 0. 48 0. 80

食盐 - - - 0. 34

罗氏预混① 4 3. 49 3. 05 1. 00

赖氨酸 - 0. 05 0. 09 -

营养成分含量 消化能ö(M Jõkg- 1) 13. 38 11. 86 10. 60 13. 63

(计算值) 粗蛋白 13. 75 12. 58 11. 60 17. 70

可消化粗蛋白 11. 39 9. 86 8. 61 -

粗纤维 2. 08 7. 50 12 -

钙 0. 77 0. 67 0. 59 0. 81

总磷 0. 61 0. 55 0. 50 0. 63

有效磷 0. 44 0. 39 0. 34 -

有效赖氨酸 0. 49 0. 42 0. 37 0. 97 (赖氨酸)

有效蛋氨酸 0. 21 0. 18 0. 15 0. 57 (蛋+ 胱)

有效色氨酸 0. 13 0. 10 0. 08 -

有效苏氨酸 0. 41 0. 33 0. 27 -

采食量ö(kgõd- 1) 2. 04 2. 36 2. 69 　　自由采食

①罗氏预混料: 妊娠母猪 5140

2　结果与分析

2. 1　母猪的繁殖性能

经统计结果表明 (表 2) , 不同日粮处理对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初生窝重、21 d 窝重、断奶

窝重和断奶活仔数的影响均不显著。从 21 d 的仔猪窝增重来看, 对照组 (CF, 3. 65% )、处理 1

组 (CF, 7. 69% )和处理 2 组 (CF, 11. 9% )分别为: 18. 31, 18. 09 和 21. 77 kg。说明母猪的泌乳

性能以处理 2 组 (CF, 11. 9% )最好。另外, 对照组 (CF, 3. 65% )、处理 1 组 (CF, 7. 69% )和处理

2 组 (CF, 11. 9% ) 的断奶成活率分别为: (73. 46±6. 00) % , (66. 50±6. 00) % 和 (71100±

6100) % , 差异不显著。断奶后 1 周发情的头数占总头数的比例分别为 72173% , 60100% 和

63164% , 对照组、处理 1 组和处理 2 组的母猪的妊娠期依次为 116120±0155, 115142±0162

和 115136±0154, 妊娠期依次缩短但差异不显著, 处理 1 组和处理 2 组妊娠期分别比对照组

缩短 0. 78 d 和 0. 8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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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猪繁殖性能的最小二乘均数 X ±S E

性　状　　 对照组 (CF , 3. 65% ) 处理 1 组 (CF , 7. 69% ) 处理 2 组 (CF, 11. 9% )

总产仔数 9. 55±1. 27 (11) 9. 76±1. 35 (12) 9. 38±1. 23 (11)

产活仔数 8. 20±1. 27 (11) 8. 76±1. 35 (12) 8. 37±1. 19 (11)

初生窝重ökg 13. 90±1. 76 (11) 13. 26±1. 87 (12) 13. 95±1. 71 (11)

21 d 窝重ökg 32. 21±5. 99 (11) 31. 35±6. 60 (10) 35. 72±5. 81 (11)

断奶窝重ökg 42. 62±7. 46 (11) 39. 50±8. 23 (10) 42. 31±7. 24 (11)

断奶头数 5. 71±1. 01 (11) 4. 97±1. 11 (10) 5. 27±0. 98 (11)

统计结果表明, 亲本血缘和胎次对母猪繁殖性能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2. 2　仔猪窝重

图 1　仔猪窝重变化

仔猪窝重在前 3 周以处理 2 组

( CF, 11. 9% ) 最 高, 对 照 组 ( CF,

3165% ) 次之, 处理 1 组 (CF, 7. 69% )

最低 (图 1)。到第 4 周断奶时, 处理 2

组 ( CF, 1119% ) 和 对 照 组 ( CF,

3165% ) 差异不大, 处理 1 组 (CF,

7169% )仍最低。不同日粮处理对每周

仔猪窝重的影响均不显著。

2. 3　仔猪生长速度

试验仔猪的生长速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仔猪的生长速度 X ±S E

体重 m ökg　　　 对照组 (CF , 3. 65% ) 处理 1 组 (CF , 7. 69% ) 处理 2 组 (CF, 11. 9% )

初生 1. 50±0. 09 (11) 1. 40±0. 09 (12) 1. 54±0. 08 (11)

7 日龄 2. 69±0. 22 (11) 2. 61±0. 24 (10) 2. 77±0. 21 (11)

14 日龄 4. 00±0. 34 (11) 3. 96±0. 38 (10) 4. 35±0. 33 (11)

21 日龄 5. 56±0. 50 (11) 5. 23±0. 55 (10) 6. 14±0. 49 (11)

断奶 7. 64±0. 59 (11) 7. 44±0. 65 (10) 7. 90±0. 57 (11)

结果表明, 不同日粮处理对初生、7 日龄、14 日龄、21 日龄和断奶仔猪个体重的影响均不

显著。从 21 d 的仔猪个体增重来看, 对照组 (CF, 3. 65% )、处理 1 组 (CF, 7. 69% ) 和处理 2 组

(CF, 11. 9% ) 分别为: 4. 06, 3. 83 和 4. 6 kg。从 28 d 的仔猪个体增重来看, 对照组 (CF,

3165% )、处理 1 组 (CF, 7. 69% )和处理 2 组 (CF, 11. 9% )分别为: 6. 14, 6. 04 和 6. 36 kg。可见

哺乳期间处理 2 组 (CF, 11. 9% )仔猪生长速度最快, 对照组 (CF, 3165% )次之、处理 1 组 (CF,

7169% )最慢。

统计结果表明, 亲本血缘和胎次对仔猪生长性能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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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3. 1　讨论

3. 1. 1　繁殖性能　3 种日粮的设计基本按每日提供相同的每日主要营养物质的采食量设计,

不同试验组中各主要可消化营养成分摄入量不会影响母猪的繁殖性能。

不同试验组母猪繁殖性能比较　本试验在 Everts[7 ]的试验基础上, 把CF 水平加大以后,

发现各日粮处理对母猪的繁殖性能的影响没达到显著水平, 这也许是样本小导致误差较大掩

盖了日粮处理效应。但性状的最小二乘均值显著性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P < 0. 000 1)。如产

活仔数, 处理 1 组和处理 2 组分别比对照组低 0. 37 头和 0. 36 头, 统计分析表明, 不同血缘是

引起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实际上, 对照组亲本是加系杜洛克公猪和匈美系杜洛克母猪所占的

比例较大。因产仔数的遗传力较低, 不同系间的杂交优势较大。经过剔除血缘影响以后, 对照

组、处理 1 组和处理 2 组的最小二乘均值分别为 8. 20 头、8. 76 头和 8. 37 头。由此可见, 大体

积日粮对母猪的产仔数没有不利影响。从仔猪 21 日龄窝增重来看, 处理 2 组比对照组和处理

1 组约高 10% , 这是在母猪体况、泌乳期采食量变化没有显著差异的基础上的取得的, 这可能

是由于母猪对泌乳料的利用效率提高的原因。处理 2 组的断奶窝重与对照组相差不大, 与最后

1 周对照组即时窝增重速度加快有关, 可见处理 2 组母猪的泌乳力高是窝重提高的原因。处理

1 组繁殖性状与对照组差异不大, 这与 Everts[7 ]的结果相似。

3. 1. 2　仔猪生长速度　对照组、处理 1 组和处理 2 的出生至 28 日龄断奶时的平均个体日增

重分别为: 219. 29, 215. 71, 227. 00 g。处理 2 组的日增重较对照组和处理 1 组高, 这与M atte

等[8 ]10% 的粗纤维含量日粮处理母猪所生仔猪生长速度较快的结果相似。从仔猪的即时生长

速度来看, 20 日龄内处理 2 组猪的生长速度最快, 处理 2 组仔猪的生长速度较大与本试验组

母猪泌乳量大有关。哺乳最后 1 周对照组和处理 1 组即时生长速度超过处理 2 组, 这种趋势是

否在断奶后仍然存在, 即大体积日粮是否影响断奶后仔猪的生长速度, 有待进一步研究。

3. 2　结论

以青刈黑麦干草粉为基础配制妊娠母猪大体积日粮以 12% 左右的粗纤维水平为好, 一定

程度上能提高母猪的泌乳力及仔猪的生后生长速度。7. 5% 的粗纤维水平对母猪的繁殖性能影

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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