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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寡 糖 和 甘 露 寡 糖 对 仔 猪 生 产 适 宜 配 比 的 研 究

作者:宋小珍 瞿明仁 文 虹 期号：2006年第6期  

   

    摘 要 选择日龄相近、体重15～20kg的健康仔猪（杜长大）60头，随机分成10组，每组6头，分别饲喂不同配比的寡糖
日粮，测定各组仔猪的日增重、饲料转化率、死亡率和腹泻率。结果表明：①果寡糖与甘露寡糖能提高仔猪的日增重，其中
试验6组和8组仔猪日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22.31%（P<0.01）和19.23%（P<0.05）；②果寡糖与甘露寡糖能明显提高仔猪
的饲料转化率，试验6组与试验8组的料重比分别比对照组降低18.57%和20.85%；③不同配比果寡糖与甘露寡糖可不同程度
的降低仔猪腹泻，试验6组与试验8组腹泻率比对照组分别降低100%和83.33%。从仔猪的日增重，饲料转化率及腹泻率来
看，试验6组与试验8组可作为果寡糖和甘露寡糖在仔猪日粮中的适宜配比添加量。 
    关键词 仔猪；果寡糖；甘露寡糖；适宜组合；适宜添加量    
    中图分类号 S816.7 

    果寡糖(Fructooligosaccharides，FOS) 是蔗糖分子以β-1，2糖苷键结合几个（8个以下）D-果糖而形成的寡糖，应
用于饲料添加剂的主要有果寡三糖、果寡四糖和果寡五糖。甘露寡糖(Mannan  Oligosaccharides，MOS) 是几个甘露糖分
子或甘露糖与葡萄糖通过α-1，2、α-1，3、α-1，6糖苷键组成的寡糖，一般通过富含MOS的酵母细胞壁发酵获得。Van
（1995）认为，寡糖不能被动物消化，而是直接到达大肠，被大肠内的细菌选择性发酵利用，产生大量乳酸和琥珀酸等有机
酸、短链脂肪酸（SCFA）和抗菌素，这些消化产物能进一步被动物吸收或直接作用于动物体。大量研究表明，果寡糖和甘露
寡糖单独使用可以提高仔猪的生产性能。但是，目前对寡糖的研究还停留在研究单一寡糖对动物的饲养效果和作用机理上，
有关果寡糖和甘露寡糖的联合作用的研究与应用很少。本试验根据断奶仔猪的生理特点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科技发展
的趋势，提出在断奶仔猪饲料中添加果寡糖、甘露寡糖替代抗生素的最佳组合与比例的研究，为今后寡糖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添加剂的来源 
    果寡糖由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提供，含量为95%；甘露寡糖由北京中科院深蓝公司提供，含量为95%。 
1.2 试验动物及分组设计 
    试验动物是由江西省农科院试验猪场提供的杜长大三元杂交仔猪，选用胎次相同或相近，体重15~20kg健康的仔猪60
头，按初始体重相同或相近，公母一致的原则随机分成10组，每组6头仔猪（见表1）。试验开始后进入7d预试期，预试期内
完成编号、驱虫，正常疫防注射。预试开始分别饲喂不同的试验日粮，各组的基础日粮相同（不添加任何抗生素药物），其
营养水平根据NRC（1998版）仔猪的营养需要和试验需求设计配方，试验日粮及营养水平见表2。预试结束称重，并且组间体
重经统计检验差异不显著（P＞0.05），进入正式试验期,正式试验期为30d。 



 

 

 

 

1.3 饲养管理 
    试验猪各组条件一致，圈养在座北朝南，砖瓦结构，水泥地面，单列式猪舍中，分10栏饲养，由同一名饲养员负责日喂
3次，自由饮水，上下午打扫清理粪便及运动场地各一次。试验进行过程中观察仔猪精神状况，分别记录各组仔猪每天腹泻
次数，于试验结束时对仔猪进行个体称重，记录各组仔猪饲料消耗量。 
1.4 测定项目与方法 
1.4.1 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 
    分别于试验初和试验结束时的清晨对每头猪进行空腹称重，计算平均体重和平均日增重；同时于试验结束时称量各组猪
的饲料消耗量，计算各组试验猪的饲料转化率。 
1.4.2 死亡率及腹泻率 
    试验全期观察猪群的健康状况，记录各组试验猪的死亡数和腹泻数，试验结束时统计猪群的死亡率和腹泻率。 
    腹泻率=〔总腹泻次数/（试验猪头数×试验天数）〕×100% 
1.5 统计分析 
    利用SA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Duncans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日增重和料重比 
    各试验组猪的初始重、末重、日增重及饲料转化率的影响情况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试验 1、试验 3、试验 4组日增重比试验 10组(即对照组)略低，但差异不显著（P>0.05）；料重比
分别比对照组下降11.07%、9.45%、14.33%。试验2、试验5、试验7、试验9组日增重比试验10组（即对照组）有所提高，分
别提高6.15%、8.85%、2.69%、15.39%,但差异不显著（P>0.05）；料重比分别比对照组下降13.36%、15.64%、8.14%、
15.96%；试验6组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22.31%，差异极显著（P<0.01）；试验8组仔猪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19.23%，差异显
著（P<0.05）；试验 6组和试验 8组料重比分别比对照组下降18.57%和20.85%。 
2.2 死亡率和腹泻率 
    各试验组仔猪在试验期间的死亡及腹泻情况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除试验9组有1头死亡外，其它各组均无死亡。腹泻数除试验6组为0以外，其它各组均有不同程度的腹
泻，其中以试验1组最高为15次，腹泻率为8.33%；其次为对照组12次，腹泻率为6.67%，其它各组均低于对照组；试验2、
试验3、试验4、试验5、试验7、试验8、试验9组腹泻率分别比对照组下降75%、25%、17%、92%、92%、83%、17%。 
3 讨论与小结 
3.1 果寡糖与甘露寡糖能提高仔猪的日增重,在仔猪日粮中添加0.45%果寡糖+0.10%甘露寡糖组（试验8组）日增重比对照组
提高19.23%，差异显著（P<0.05）；添加0.30%果寡糖+0.15%甘露寡糖组（试验6组）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22.31%，差异极
显著（P<0.01），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Canada（1993）在仔猪饲料中添加 1.8g/kg的MOS，日增重提高
13.56％。试验1组（0.15%果寡糖+0.05%甘露寡糖）、试验 3组（0.15%果寡糖+0.15%甘露寡糖）、试验 4组（0.30%果寡
糖+0.05%甘露寡糖）日增重比试验10组(即对照组)略低，但差异不显著（P>0.05）,这可能与试验组仔猪比对照组采食量偏
小有关，这与前人报道的寡聚糖能提高仔猪的采食量结果相矛盾，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3.2 果寡糖与甘露寡糖都能明显提高仔猪的饲料转化率，试验6组与试验8组比对照组分别下降18.57%和20.85%。卢福庄等
（1999）在日粮中添加FOS（果寡糖）发现，仔猪日增重提高6.4％；单位增重的饲料消耗下降11.7％；饲料效率提高
10％。 
3.3 从腹泻情况来看，果寡糖与甘露寡糖不同组合对仔猪腹泻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试验9组有1头死亡，可能与低聚糖加入
过多反而提高腹泻率有关（Judith 和Spiegel等，1994），其它各组均无死亡。腹泻率试验6组与试验8组比对照组分别降
低100%和83%，这可能与寡聚糖能促进有益菌增殖，抑制有害菌繁殖有关。Morishita等（1993）在日粮中添加1%寡果糖，
结果肠道中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数量都有所增加，有益菌得到增殖。王亚军等（2000）报道，仔猪日粮中添加0.1％FOS，
提高断奶仔猪日增重19.88％（P<0.01）、降低料重比2.2％（P>0.05）、降低腹泻率46.7％，具体作用机理待进一步研
究。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从对仔猪生产性能（日增重、饲料转化率及腹泻率）影响上看，试验6组（0.30%果寡糖+0.15%甘露寡
糖）与试验8组（0.45%果寡糖+0.10%甘露寡糖）可作为果寡糖和甘露寡糖组合在仔猪日粮中的适宜添加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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