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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粮 蛋 白 、 能 量 水 平 对 哺 乳 母 猪 繁 殖 性 能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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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试验选用14头分娩日期相近的杜长大经产母猪，按体重、胎次随机分成2个处理，每个处理7个重复，1头1个重
复。在28d的试验期母猪自由采食和饮水。研究饲喂按NRC（1998）配制的高蛋白、高能量水平日粮（蛋白为18.50%和代谢
能为14.23MJ/kg）与按NRC（1988）配制的日粮（蛋白为17.10%和代谢能为13.19MJ/kg）对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分娩当
天、28d测定母猪背膘厚度、体重、采食量；分娩当天、21d、28d测定仔猪窝重；21d采取母猪乳样，分析乳固形物、乳蛋
白、乳脂成分。结果表明：高水平日粮对母猪采食量和失重有显著影响（P<0.05），对仔猪平均日增重和母猪乳成分没有显
著影响（P>0.05）。 
    关键词 蛋白；能量；繁殖性能；哺乳母猪 
    中图分类号 S828.9+9 

    哺乳母猪饲养是母猪饲养至关重要的环节，影响仔猪生产成本和母猪利用效率。而传统的饲养，母猪常采用低蛋白质低
能量水平的饲粮，加之哺乳期采食量较低（5kg以下），使得每日摄入的消化能和氨基酸不足，导致泌乳力降低，仔猪发育
慢，哺乳期母猪失重过高等。因此，现代母猪营养管理趋向对哺乳母猪的能量水平及食入量进行调整。鉴于此，我们在哺乳
期采用高能、高蛋白、高赖氨酸水平饲粮以及对哺乳母猪采取自由采食的饲喂方式与常规饲粮和饲喂方式进行比较，目的是
进一步探讨日粮不同营养水平对哺乳母猪及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为改善哺乳母猪生产性能及确定哺乳母猪营养需要提供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猪的选择与分组 
    选择胎次、产期接近的临产杜×长×大母猪20头，待母猪分娩后依据产仔数（保证差异不超过1～2头）、健康状况,从
中选出哺乳母猪14头，按胎次、体重随机分为2个处理，第1组为对照组，第2组为试验组，每个处理7个重复，1头1个重复。 
1.2 日粮组成与营养水平 
    试验用膨化双低菜籽经高温膨化加工生产。基础日粮由玉米、麦麸、大豆粕、鱼粉组成。对照日粮根据NRC（1988）标
准配制，试验日粮根据NRC（1998）标准配制 ，通过添加膨化大豆来提高日粮营养水平（见表1）。 

1.3 饲养管理 



 

 

 

 

    试验母猪饲养于半开放式圈舍,水泥地面，自然通风，保持舍内清洁干燥，圈舍内温度适宜，按照常规饲养管理进行。
试验母猪从分娩当天开始采食试验料，日喂2次，以吃净吃饱为原则，逐日每头称料，记录采食量。仔猪21d开始补料，各组
仔猪饲喂同种“安佑”颗粒料。 
1.4 检测指标 
1.4.1 母猪生产性能测定 
    测定分别于母猪分娩和断奶后24h内，定于当天下午2：00点空腹称重，记录体重；记录母猪的窝产仔数和出生窝重；记
录母猪每天的采食量。在距背中线4.5cm处，于第21d、第28d用超声波测膘仪测腰荐结合处、最后肋、肩脚部的背膘厚度。 
1.4.2 仔猪生长性能测定 
    仔猪出生24h内、21d和28d断奶时，每天让小猪饥饿2h时，于早上9：00点空腹称重。记录仔猪出生窝重和21、28日龄
仔猪窝重、仔猪成活率。 
1.4.3 奶样的采集与分析 
    于母猪分娩后21d左右每头母猪注射催产素20IU，约10min后采集奶样30ml。奶样于－20℃以下冷冻保存。用AOAC介绍
的方法测定乳固形物、蛋白质、乳脂的含量。 
1.5 数据处理 
    用EXCEL和SPSS11.5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蛋白、能量水平对哺乳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2） 

2.1.1 对采食量的影响 
    从表2中可看出，两组哺乳母猪日均采食量均超过5kg，对照组采食量较试验组低，组间差异极显著（P<0.01）。从表2
中还可看出，母猪采食的赖氨酸和蛋白质组间没有差异显著性（P>0.05），且低能量水平组由于采食量提高，赖氨酸和蛋白
质采食量有所提高。众所周知，日粮能量的改变大大影响采食量（NRC，1988），这说明哺乳母猪具有为能而食的能力。哺
乳期母猪的采食量均比试验组（高营养水平组）略低，这符合猪为能而食的原则，但是泌乳期2组采食量均不到5kg（张金枝
等，1998）。这与本试验结果不完全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本试验给哺乳母猪采取自由采食的饲喂方式，以及膨化大豆能量
高，饲料适口性和消化性好，能提高猪采食量（叶虎贲等，1996）。 
2.1.2 对猪背膘厚的变化和失重损失的影响 
    从表2中可看出，2组哺乳母猪在哺乳期体重损失差异显著（P<0.05）,且对照组体重损失比试验组损失大大降低。背膘
损失各处理间没有差异显著性（P>0.05)，但仍然有对照组比试验组减少的趋势。H.van den Brand et al.（2000）研究
表明，在21d的泌乳期，采食低饲养水平（代谢能33MJ/kg、蛋白790g/d）的哺乳母猪体重损失达到12.3kg，大大高于采食
高饲养水平（代谢能44MJ/kg、蛋白1 050g/d）的哺乳母猪7.0kg的体重损失；背膘变化各处理间没有变化。本试验与此结
果基本一致。张金枝等（1998）的试验表明，从哺乳期母猪的失重情况来看，高营养水平组（蛋白18％、代谢能
14.73MJ/kg）哺乳期失重18.9kg，低营养水平组（蛋白15％、代谢能13.30MJ/kg）哺乳期失重20.2kg，两者比较，高营养
水平组比低营养水平组少失重1.3kg。本试验与此结果相差较大，但基本的趋势一致。 
2.2 蛋白、能量水平对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3） 

2.2.1 对仔猪窝日增重的影响 
    从表3中可看出，本试验不同蛋白、能量营养水平的饲粮对仔猪各阶段窝重和窝日增重的影响不显著（P>0.05)。0～21
日龄窝平均日增重和21～28日龄窝平均日增重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P>0.05）。21日龄时,对照组窝重比初生增加
43.81kg；试验组窝重比初生增加仅38.32kg。21日龄对照组窝重比试验组窝重提高13.20％。28日龄时，对照组窝重比21
日龄窝重增加20.94kg；试验组窝重比21日龄窝重增加17.71kg。21～28日龄，对照组比试验组窝重提高14.47％。窝重和
窝日增重随日粮蛋白、能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本试验0～21日龄、21～28日龄窝平均日增重对照组比试验组分别提高
14.84%和18.58％。邵水龙等（1987）研究发现，当母猪哺乳期日采食的消化能和可消化蛋白质量已基本满足，再提高日粮
标准，并不能相应增加泌乳量，反而会造成饲料浪费。这与本试验的结果一致。 
2.2.2 对仔猪存活率的影响（见表4） 

    从表4中可看出，对照组与试验组的仔猪存活率差异不显著（P>0.05）。对照组0～21日龄、0～28日龄仔猪存活率分别

 

 



比试验组提高2.49％和2.60％，提高饲粮的营养水平对仔猪存活率有提高的趋势，但哺乳日粮的蛋白、能量水平对断奶前仔
猪各阶段的成活率影响不显著。 
2.3 蛋白、能量水平对猪乳成分的影响（见表5） 

    从表5可看出，对照组与试验组各乳成分影响差异不显著（P>0.05）。随着营养水平的提高，乳固形物、乳蛋白、乳脂
肪含量有上升的趋势。日粮赖氨酸与粗蛋白比例对第21d的乳中蛋白质、乳脂、固形物含量无显著影响（P>0.05）（高天
增，2004）。乳中干物质、总蛋白、脂肪含量不同日粮粗蛋白质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表明日粮粗蛋白水平的提高并未引起乳
成分的相应变化（王凤来，1999）。乳中干物质含量不受日粮蛋白摄入量的影响（J.P.McNamara 和 J.E.Pettigrew，
2002）。脂肪和蛋白的摄入量对乳蛋白含量具有相互作用，在低脂肪日粮的条件下，乳蛋白含量随着蛋白含量摄入的减少而
减少；而在高脂肪日粮（高能量水平）的条件下，没有此影响（J.P.McNamara.J.E.Pettigrew，2002）。本试验结果与此
具有一致性。 
3 讨论 
3.1 营养水平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即使对哺乳母猪采取自由采食的饲喂方式，也不能满足母猪对能量和营养的需要，从而导致身体贮备的动员，过多的体
重损失和体组织的动员将影响以后母猪的繁殖能力（King，1984）。为获得母猪最佳的长期繁殖效率，需最大限度地减少其
泌乳期失重。增加泌乳期的采食量是母猪饲喂方案中最重要的方面，应最大限度地提高母猪泌乳期的采食量。而传统的饲
养,母猪常采用低蛋白质、低能量水平的饲粮,加之哺乳期采食量较低（5kg以下）,使得每日摄入的消化能和氨基酸不足,导
致泌乳力降低,仔猪发育慢,哺乳期母猪失重过高等。大量试验结果表明，泌乳期间的总采食量与母猪的泌乳性能以及随后的
繁殖性能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选择特定的饲料原料来提供能量会直接影响母猪的繁殖性能。向日粮中添加脂肪可提高日
粮的能量含量，但会对以后的繁殖性能产生负面影响（Pettigrew和Moser，1991）。本试验结果表明，添加膨化大豆来提
高泌乳母猪蛋白和能量水平有提高母猪繁殖性能的趋势，这与周响艳等（2002）和H.van den Brand（2000）的结果一致。
添加膨化大豆来提高日粮蛋白和能量水平对母猪泌乳期自由采食量、母猪泌乳期体重损失影响差异显著，这和其它的研究结
果不一致。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膨化加工时高温高压可使大豆中脉酶和抗胰蛋白酶失活，增加适口性，从而提高采食量；同
时，膨化加工的物理作用也可使细胞壁破裂，使细胞内的脂肪和蛋白质等养分释放出来，更易被动物消化吸收，从而提高养
分消化吸收率。最近的研究证实，给猪饲喂膨化的谷物籽实，可将其生产性能和养分消化率提高5%～15％。这间接说明通过
添加膨化大豆来提高能量水平对母猪以后的繁殖性能具有积极的作用。 
    随着营养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泌乳期仔猪的增重情况并没有显著改善，这和周响艳（2002）及于桂阳（2002）结
果一致，而对母猪的奶成分也没有显著改善，这和王凤来（1999）、J.P.McNamara 和 J.E.Pettigrew（2002）的结果一
致。这可能是因为妊娠期的能量水平将影响到泌乳期的生产性能，与母猪前次怀孕时期采食的低蛋白日粮有关，而乳成分的
变化和泌乳力的强弱对仔猪的生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Nielsen Danielsen,1983)。 
3.2 能量与蛋白对母猪繁殖性能的互作关系 
    体重损失的构成因日粮所缺必需养分（能量或蛋白质）的不同以及被动员组织（脂肪或肌肉）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Brendemuhl，1987）。而且，对经产母猪而言，乳蛋白质中大约79%的赖氨酸来自日粮（Koehler，1996）。因此，乳蛋
白质中余下的21%赖氨酸则来自体内。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肌肉和其它组织中的体蛋白质是泌乳母猪获取氨基酸和能量的一
个重要来源。其中哺乳期日粮的营养水平对泌乳量起着决定作用。泌乳母猪的能量水平和赖氨酸水平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互作
用。随着能量摄入量的提高，赖氨酸摄入量提高的效应增加。随着能量和赖氨酸的添加，21d的窝重也随之增加，这可间接
说明母猪的产奶能力随之增强，但是一旦当母猪哺乳期日采食的消化能和可消化蛋白质量已基本满足，再提高日粮标准，并
不能相应增加泌乳量（Tokach，1992）。本试验也有相似的结果，即随着能量和赖氨酸添加比例的提高，仔猪的窝重和窝日
增重并未呈显著增加。 
4 小结 
    蛋白、代谢能水平分别为18.50 %和14.23MJ/kg的日粮比蛋白、代谢能水平分别为17.10%和13.195MJ/kg的日粮对哺
乳母猪与仔猪的体况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可提高哺乳母猪采食量，降低体重损失；可提高仔猪增重和存活率，但效果不显著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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