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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秸秆青贮饲料作为反刍动物基础日粮时, 其营养成分难以充分满足肉牛肥育过程中的养分需

求, 必须提供一定量的补充饲料 (精料补充料)。为此, 研究提出了 2 种补饲方案, 并进行了生产性饲喂试验。试

验结果表明, 应用 2 种补饲方案可使肉牛的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 9148◊ 和 38179◊ , 饲料转化率分别提高

719◊ 和 36143◊ , 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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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h ile en silage becom es elem en t ra t ion of rum inan t, it s nu trit ional ingredien t can

no t suff icien t ly sa t isfy the nu trit ional requ irem en ts of beef cat t le’s fa t ten ing. T he

supp lem en ta l feed is necessary. Tw o reason supp lem en ta l feed schem es fo r beef cat t le have

been pu t fo rw ard. A t the sam e t im e, feeding experim en t has been done on the b reeding farm

of X ingsheng in Shunyi, Beijing.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app lica t ion of tw o reason

supp lem en ta l feed schem es has respect ively advanced 9148% and 38179% of daily m ean gain

and 719% and 36143% of feed conversion eff iciency fo r beef cat t le. Econom y benefit is

obvio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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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作为反刍家畜饲料有很多限制因素, 为了改善其营养价值和饲喂特性, 通常利用

青贮技术来加工调制玉米秸秆, 但玉米秸秆青贮饲料的品质较牧草青贮饲料和高淀粉青贮饲

料 (如全株玉米青贮饲料)差[1, 2 ]。生产中如果只简单地用玉米秸秆青贮饲料替代牧草青贮饲料

和高淀粉青贮饲料, 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肉牛增重水平和饲料转化率的降低。为了不降低甚至提

高肉牛的增重水平和饲料转化率, 使玉米秸秆青贮饲料得到有效利用, 以玉米秸秆青贮饲料为

基础日粮的合理补饲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试验研究旨在验证笔者提出的以玉米秸

秆青贮饲料为基础日粮肥育肉牛的合理补饲方案的实际应用效果。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2000 年 3- 5 月在北京市顺义县兴盛养殖场进行。

111　试验动物

从 300 头由东北购入的杂种架子牛中选择品种、年龄、体重 (450～ 550 kg) 相近者 57 头。

按配对原则随机分为 3 组, 每组 19 头, 分别为对照组、试验 1 组和试验 2 组。

112　日粮方案

3 组牛的日粮均由精料补充料、基础日粮和副料组成, 各试验组的日粮方案见表 1, 各种饲

料给量完全相同。3 种精料补充料的具体配方及成本见表 2。

表 1　牛的日粮方案

组　别 精料补充料 基础日粮 副　料

对照组 养殖厂常规配方

试验 1 组 1 号配方

试验 2 组 2 号配方

普通玉米秸秆青贮饲料

玉米面、秸秆青贮饲料①

白酒糟、啤酒糟和

湿玉米皮

　　　注: ①制作玉米秸秆青贮饲料时加入 3◊ 的玉米面。

表 2　精料补充料配方及成本

配方名称
原料比例ö◊

玉米 棉籽饼 玉米皮 石粉 食盐 小苏打

添加剂ö

(gõ (头·日) - 1)

成本ö

(元õkg- 1)

养殖场常规配方 47 30 20 1 1 1 50 01873

1 号配方 60 26 11 1 1 1 50 01870

2 号配方 57 30 10 1 1 1 0 01877

　　注: 计算各配方成本时玉米、棉籽饼、玉米皮、石粉、食盐、小苏打和添加剂的单价分别为 0184, 1100, 0180, 0120, 0134,

1130 和 3180 元õkg- 1。

113　饲养管理

3 组牛饲养环境和管理方法完全相同, 每天上槽饲喂 2 次, 喂完饮水。上午的饲喂时间为

06∶30, 下午饲喂时间 15∶30, 其余时间在棚舍外栓系。日粮中的各种饲料在饲喂前按比例混

合均匀, 上槽时自由采食。

114　测定项目及测定方法

体重及日增重　试验开始和结束时分别称量牛的体重。称重均在早晨饲喂饮水前进行, 连

续 2 d, 取其平均值。用地秤称重。

采食量　采食量的测定每 10 d 进行 1 次, 以组为单位, 每次连续测定 2 d。精料补充料的

饲喂量每天按定量严格控制。

饲料转化率　根据试验期间牛的平均日增重和采食量进行计算, 本试验中主要计算精料

补充料的转化率。计算公式为

饲料转化率=
平均日增重

平均日精料补充料耗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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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1　体重及日增重

表 3　牛平均体重及日增重 kg

组　别 平均始重 平均末重 平均日增重

试验 1 组 535134 583158 1127

试验 2 组 540161 601163 1161

对照组 540158 584158 1116

表 4　饲料转化率

组　别
平匀日增

重ökg

平均日精料补充

料耗量ökg

饲料转

化率

试验 1 组 1127 4104 01314

试验 2 组 1161 4106① 01397

对照组 1116 3199 01291

　　　注: ①包括制做基础日粮时加入的玉米面。

经过 38 d 的试验后, 牛的体重及平

均日增重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见, 试验期间, 试验 1 组较

对照组每天多增重 0111 kg, 增加

9148◊ ; 试验 2 组比对照组每天多增重

0145 kg, 增加 38179◊ ; 试验 2 组比试验

1 组每天多增重 0134 kg, 增加 26177◊ 。

212　饲料转化率

根据式 (1) 计算的饲料转化率结果

见表 4。

由表 4 可见, 试验 1 组每 kg 增重需

要的精料补充料量比对照组少 0126

kg, 饲料转化率提高了 719◊ ; 试验 2 组

每 kg 增重的精料补充料耗量比对照组

少 0192 kg, 饲料转化率提高了 36143◊ ; 试验 2 组每 kg 增重的精料补充料耗量比试验 1 组少

0166 kg, 饲料转化率提高了 26143◊ 。

213　经济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分析以头平均日赢利 (平均每头牛每天的盈利)来说明, 计算公式为

头平均日赢利= 日增重收入- 日饲料成本- 日其他成本 (2)

其中日饲料成本是根据平均每头牛的日采食量来确定的。表 5 列出了平均每头牛的日采食量

及成本, 表 6 是在此基础上根据式 (2)计算的经济效益。

表 5　平均每头牛日采食量及成本

组　别
采食量ökg

精料补充料 青贮玉米秸秆 白酒糟 啤酒糟 湿玉米皮
饲料成本ö元

试验 1 组 4104 11129 7173 6152 5165 6158

试验 2 组 4106 10148 7117 6104 5124 6141

对照组 3199 11115 7163 6143 5157 6134

表 6　平均每头牛的收入、成本及头平均日盈利 元

组　号 日增重收入① 日饲料成本 日其他成本② 头平均日盈利

试验 1 组 9114 6158 1116 1140

试验 2 组 11159 6141 1116 4102

对照组 8135 6134 1116 0185

　　注: ①活牛售价以 712 元õkg- 1计。②其他成本包括人工成本和水电、折旧成本等, 人工成本按每人管理 40

头牛计, 月工资 800 元; 其余按每头牛每天 015 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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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见, 试验 1 组和试验 2 组的饲料成本与对照组相比分别增加了 0124 和 0107 元,

试验 1 组比试验 2 组多 0117 元。

由表 6 可见, 试验 1 组、试验 2 组和对照组每头牛每天赢利分别为 1140, 4102 和 0185 元。

试验 1 组比对照组多赢利 0155 元, 提高 64171◊ , 试验 2 组比对照组多赢利 3117 元, 提高

372194◊ ; 试验 2 组比试验 1 组多赢利 2162 元, 提高 187114◊ 。

3　结　论

1)以玉米秸秆青贮饲料作为肉牛肥育的基础日粮时, 采用配方 1 的补饲方案, 试验组与对

照组相比日增重增加 0111 kg, 提高了 9148◊ ; 每 kg 增重减少精料补充料消耗 0126 kg, 饲料

转化率提高 719◊ ; 每头牛每天可多获纯利 0155 元, 经济效益提高 64171◊ 。

2)以玉米面秸秆青贮饲料作为肉牛肥育基础日粮时, 采用配方 2 的补饲方案, 试验组与对

照组相比日增重增加 0145 kg, 提高 38179◊ ; 每 kg 增重减少精料补充料消耗 0192 kg, 饲料转

化率提高 36143◊ ; 每头牛每天可多获纯利 3117 元, 经济效益提高 372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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