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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试验选用216只4～10周龄的扬州鹅为试验素材，随机分为6组，每组36只。日粮中黑麦草、苜蓿和小麦麸配比后
所占比例分别为14％、16％、18％、20％、22％和24％的6种试验日粮。比较不同日粮对10周龄仔鹅生长发育的影响。 结
果表明：试验鹅4周龄前各处理之间体重无显著差异（P>0.05），但随着日龄的增长，各处理组体重之间的差异逐渐显出，
18％组生长最佳。从纤维组分的不同比例看，NDF/ADF值在2.39~2.52之间，试验鹅的生长性能强于其它组。在仔鹅生长发
育过程中，摄食的营养物质首先满足增重的需要，再满足羽毛生长的需要。另外，供试鹅的采食量在第6周时已基本确定，
且以后基本维持这个采食量到试验结束即第10周龄。各组第7、第10周龄屠宰性能的各项指标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第5、6组各项指标有低于其它组的趋势。 
    关键词 苜蓿；黑麦草；小麦麸；仔鹅；生产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35 
Study on Effect of Alfalfa, Ryegrass and Wheat Middlings Contents
in Dietary on Performance in Goslings
Xu Jinqian,  Zhou Xiuli
Abstract Two hundred and sixteen YangZhou goslings of 4~10 week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animals, 
which were allocated at random to 6 groups of thirty-six each. The ryegrass, alfalfa and wheat 
middlings contents in treatments were 14%, 16%, 18%, 20%, 22% and 24% separately. The trial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ietary on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body weight between six groups before 4 week-old
（P>0.05）. With the increasing day, the difference was obvious slowly, 18% content in the dietary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goslings. Seen from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fiber components, the 
performance of goslings was stronger when the proportion of NDF and ADF was 2.39 to 2.52. In the 
growth, the intake nutriment satisfied body weight gain firstly, then fulfill the feather growth. In 
addition, food intake was confined basically at 6 weeks age, and maintained the tendency to the final 
experi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laughter indices between 7 week-old and 10 week-
old（P>0.05），but the indices of group 5 and 6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s. 
Key words Alfalfa；Ryegrass；Wheat middlings；Gosling；Performance 

    鹅是一种以草食为主的水禽，具有耐粗饲、耗料少、投入低、效益高等优点，凡是有草地和水源的地方都可以饲养。鹅
的觅食能力很强，可以充分利用盐碱荒地、沟渠河滩、荒山坡地以及收获后的田间进行放牧。或种植优良的牧草喂鹅，每天
每只鹅只要补喂少量的精饲料。发展耗粮少的种草养鹅业，无疑是畜牧业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它既能带动种植业的发展，
又能优化农业畜牧业结构。与其它草食畜禽品种相比，易形成产业，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现阶段，我国的养鹅业总体上依然是以千家万户的副业性生产为主，一般饲养数量不大，没有形成规模生产，且大多以
放牧为主，辅之以适当补饲。精饲料还是用原料及其副产品，配合饲料数量较少，质量也不高，且饲养管理技术及卫生防疫
措施较差，因而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养鹅业的发展。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加强鹅的科学研究，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养鹅产业
化、规模化和企业化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动物 选取相同日龄的体质健壮、体重均一的3周龄扬州鹅雏鹅216只，随机分成6组，每组36只，公母各半。试
验鹅整个试验期间均采用地面垫料平养，试验料为拌湿料，每日定时饲喂，自由饮水，适时清洁鹅舍环境。 
1.1.2 日粮主要粗纤维源 试验用的苜蓿草粉是将购自北京中牧草业有限公司的苜蓿草的整个植株（成熟晚期）粉碎自制所
得。黑麦草草粉是从扬州大学试验农牧场田间刈割、晒干、粉碎后自制，它是拔节初期的多花黑麦草整个植株经晒干后制成
的草粉。 
1.2 试验日粮设计 
    试验日粮主要是结合现有鹅的营养需要量有关资料，并参考美国NRC（1994）[1]标准以及前苏联标准中鹅的营养需要
量进行配制。各日粮中代谢能和粗蛋白质含量相等，粗纤维水平为70g/kg，由苜蓿、黑麦草和小麦麸提供。6种试验日粮处
理及营养水平见表1。各组日粮中不同含量苜蓿、黑麦草和小麦麸配合后所占比例依次为14％、16％、18％、20％、22％和
24％。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日粮对4~10周龄仔鹅体重的影响 
    各组仔鹅不同周龄的体重情况见表2。由表2可知，不同组鹅的第3、4周龄体重差异不显著（P>0.05）。随着日龄的增
长，各组体重之间的差异逐渐显出。第5组和第6组第5周龄的体重低于其它4组。其中，第6组与第1、2组和第4组相比差异均
达到显著水平（P<0.05），与18％的第3组相比差异达极显著水平（P<0.01）；第5组与第3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P<0.01），而与其它各组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第3组体重达到最大值，为1 304.53g；第5组和第6组在第6周
龄仍与第3组差异极显著（P<0.01），而第6组和第4组差异显著（P<0.05），其余各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各组第7
周龄之间的差异表现与第5周龄基本一致；在第8周龄，第6组仍与第3、第4组差异显著（P<0.05）；各组在第9周龄和第10
周龄差异均不显著（P>0.05），第3组自始自终体重为最大值，试验结束时已达2 717.50g。 

    从图1中可以清晰的看出，4～10周龄仔鹅随着日龄的增长，各组体重呈直线上升。第5组和第6组的生长曲线始终处于其
它组的下方，而第3组则始终位于其它组的上方。 
    由表3结合体重表可知，7周龄时各组体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第6组与第1、2、4组相比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P<0.05），同周龄胸羽长度的测定显示第5、6组与其它组差异极显著（P<0.01），第2组与第3组差异显著（P<0.05）。
10周龄仔鹅体重不同组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P<0.05），但同周龄胸羽长度测定各组之间仍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第3组
的羽毛长度平均为2.29cm，与第5组和第6组比均达显著水平（P<0.05），其它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2.2 不同日粮对4～10周龄仔鹅采食量的影响 
    整个试验期各组仔鹅进食饲料量如表4所示。各组进食干物质总量顺序依次为：6组﹤5组﹤4组﹤1组﹤2组﹤3组。24%
的第6组，在各组中采食量为最低，其次为22％的第5组，而所占比例小于20％的组采食量均有所提高。图2的6种日粮处理，
虽然日粮中苜蓿、黑麦草和小麦麸含量不同，但都有个共同趋势：即各组在前3周的采食量逐渐增长，随后，也就是从第6周
开始同一处理每周采食饲料量基本保持不变。换言之，就是在第6周龄时就基本确定了各处理组鹅的采食量，且以后基本维
持这个采食量到试验结束即第10周龄。 

2.3 不同日粮对10周龄仔鹅体尺指标的影响 

    从表5中可以看出，不同日粮对10周龄仔鹅体型结构中的胸宽、胸深、胸骨长等几项指标影响甚小，各组之间差异均不
显著（P>0.05）,但对体斜长和胫长两项指标却有影响。其中第5组和第6组的体斜长均与第3组差异极显著（P<0.01），第1
组、第4组与第3组差异显著（P<0.05）；而胫长指标中，除了第6组和第1组与第3组差异显著外（P<0.05），其余各项指标
之间差异均不显著（P>0.05）。 

3 讨论 
    许多研究报道，将草粉或其它高纤维饲料添加到日粮中对鹅生长性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高了生产性能。Lu（1990）
用10％～60％的稻谷壳粉代替日粮饲喂罗曼仔鹅和中国鹅，结果表明：随添加水平提高，饲料能量浓度下降，鹅采食量增
加，饲料利用率降低，但不同组鹅体重没有显著差异[3]。Timmer（1993）在鹅日粮中添加草粉的试验表明，4周龄前添加
0％～15％、5～6周龄添加30％草粉对生长、屠宰性能无显著影响，但减少胴体脂肪的沉积[4]。Ningsanond（1990）认
为，日粮中添加25％豇豆粉不影响鹅的生长性能和胴体品质[5]。Chen用苜蓿粉、大麦糠作为主要日粮纤维源饲养4～10周
龄仔鹅，大麦糠组鹅日增重高于苜蓿草粉组，但饲料转化率、采食量和腹脂重无差异[2]。Sable（1992）对5～12周龄肉鹅
日粮加0、100、200、300g/kg稻子豆粉，达到200g/kg时仍不影响鹅活重、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6]。也有研究认为日粮中
添加20％苜蓿草粉严重抑制仔鹅的生长，造成了饲料的浪费（王健，2002）[7]。 
    在本试验中，各组试验初期体重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随着日龄的增长，各组体重之间的差异逐渐显出，特别是
22％和24％组，在整个试验期间体重一直低于其它各组。第5周龄时，22％和24％组与18％的第3组相比降低了16.20％和



13.29％，差异经检验分别为极显著水平（P<0.01）和显著水平（P<0.05），此生长趋势一直维持到试验结束。第9周龄和
第10周龄各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22％和24％组体重仍然低于其它各处理组。可能由于采食的饲料体积增加
有限，进食的代谢能随之减少，所以体重也随之下降。本研究中当日粮中草粉或高纤维饲料所占比例达到20％时仔鹅生长并
未受到严重影响，可能由于日粮中添加的草粉来源不同所致。由此可见，日粮中苜蓿、黑麦草和小麦麸含量为18％的组有利
于仔鹅生长性能的发挥，提高了生长的速度。 
    目前对纤维研究的一个趋势是把粗纤维加以细分，对各组分进行相应的研究，并注重其不同组分之间的配比。已有人把
粗纤维的研究提高到了木质素/纤维素之间比例的水平上，日粮中淀粉/粗纤维的比例问题也逐渐有人注意。本试验对纤维组
分ADF和NDF进行了测定，各试验组NDF/ADF的比例依次为2.92、2.22、2.39、2.52、1.76和1.92。对NDF/ADF的适宜比
例，众多研究结果不相一致，研究结果表明NDF/ADF的比例均在1.48～3.16之间。而本试验发现当NDF/ADF的比例在2.39～
2.52之间时，试验日粮促进了仔鹅的生长发育。 
采食量是畜牧生产中的一项重要指标。采食量大，则进食饲料中用于维持部分的比例下降，饲料的生产净利用率上升。家禽
特别是鸡具有因能而食的能力，在日粮中添加高纤维含量饲料后，家禽可以在代谢能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控制采食量的增
减，而使ME进食基本一致[8]。然而鹅消化道中缺乏成熟的嗉囊，仅是在食道基部有一稍加膨大的纺锤部[9]，一次进食量不
多，鹅主要靠增加饲料食糜在消化道中的过速，提高采食频率，增加采食量。随着日粮中苜蓿、黑麦草和小麦麸含量的增
加，同体积日粮的代谢能浓度下降。本试验采用的苜蓿草粉是一种容重较大，CF含量较高的饲料，应该是鹅比较适合的一种
日粮，但试验结果说明苜蓿草粉并未产生理想的作用。本试验第10周龄时，22%和24%组的采食量仅是18%组的80.03%和
83.70%，而且是以减缓生长为代价的。本试验的结果已经证实了此结论：22％和24％组进食均低于其它各组，可能是由于日
粮中苜蓿、黑麦草和小麦麸配合后所占比例超过20％后，不仅加重消化道负荷，而且肠管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影响了肠
对纤维的消化，从而导致仔鹅不能通过调节进食而使进食代谢能减少[10]，也可能由于日粮纤维吸水后，体积较大，需要有
充分的胃容积来接纳这些饲料，消化道主要在容积上不能适应日粮体积的改变，因而影响了采食量的摄入，鹅体重也随之下
降。由此提示提供日粮中草粉或其它高纤维饲料在日粮中所占的比例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另外还需注意不同草粉间
的合理搭配，否则将会严重影响仔鹅生长潜力的充分发挥。Holder等（1975）试验发现虽然苜蓿可作为一种良好的日粮蛋白
质源，但它含有的皂甙会产生有害作用[10]。所以苜蓿草粉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鹅采食干物质量，至于草粉的收获季节
是否与采食量有关则须作进一步研究。 
    本试验发现，7周龄时仔鹅的体重和胸羽长度之间存在差异性，而10周龄时仔鹅的体重之间无差异，胸羽之间仍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由此表明在扬州鹅仔鹅生长发育过程中，摄食的营养物质首先满足增重的需要，再满足羽毛生长的需要。本试
验还发现，6个不同的日粮处理的共同趋势是各组在前3周的采食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从第6周龄开始同一处理每周采食饲
料量基本保持不变。也就是在试验的第6周就基本确定了各组试验鹅的采食量，且以后基本维持这个采食量到试验结束即第
10周龄。此结果与Mary H.Sterenson用意大利鹅试验结果基本一致[11]。可能是鹅的胃肠道在第6周龄时就已发育比较完善
的缘故，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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