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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度合肥市农业重点项目“肉鹅集约化饲养关键技术研究”的部分研究内容 

    摘 要 选择3年龄产蛋种鹅224只（四川白鹅），成年皖西白鹅公鹅56只，随机分为2组，每组4个重复，每个重复28只
四川白鹅配7只公鹅，两组试验基础日粮相同，只是试验组在对照组日粮的基础上前期17d添加0.3%的小肽，后期45d添加
0.3%的小肽和0.05%神经肽（NPY），正试期62d。结果表明：①种鹅产蛋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7.50%
（P>0.05）、2.40%（P>0.05）和4.25%（P>0.05），试验后期种鹅产蛋增长率比前期低；种蛋破损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
全期分别比对照组低13.85%（P>0.05）、57.14%（P<0.05）和47.19%（P>0.05）；每枚蛋重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
比对照组低2.34%（P<0.01）、3.44%（P<0.01）和3.14%（P<0.01）；种鹅采食量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
高2.69%（P<0.01）、7.50%（P<0.01）和6.18%（P<0.01）；料蛋比前期试验组比对照组低2.50%（P>0.05），后期和全
期比对照组高9.20%（P<0.01）和5.32%（P<0.05）；②受精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6.52%
（P<0.05）、5.68%（P>0.05）和6.45%（P<0.05）；入孵蛋孵化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8.92%
（P<0.01）、9.77%（P<0.01）和9.45%（P<0.01）；健雏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6.31%（P<0.01）、
6.53%（P<0.01）和6.41%（P<0.01）；③试验组碱性磷酸酶比对照组低1.87%（P>0.05）；试验组总蛋白、钙、磷、尿
酸、葡萄糖和甘油三酯分别比对照组高17.35%（P>0.05）、12.3%（P>0.05）、34.13%（P>0.05）、10.90%（P>0.05）、
2.35%（P>0.05）和93.83%（P<0.05）；T3、T4试验组比对照组分别高35.26%（P>0.05）和27.41%（P<0.05）；胰岛素
和孕酮试验组比对照组分别低18.01%（P>0.05）和19.94%（P>0.05）；整个试验期间试验组种鹅比对照组多获利444.3
元，每只种鹅多获利3.97元。 
    关键词 肽制剂；种鹅；繁殖性能；生化指标；激素水平 
    中图分类号 S816.7 

    Brantl等(1979)发现生物活性肽以来,生物活性肽的研究已有20多年的历史。其分子量小于0.6万,结构从简单的二肽到
较大的环状分子,由2～5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构象松散,生物功能多样。传统观念认为蛋白质营养实质上是氨基酸的营养,蛋
白质必须被消化成游离氨基酸之后才可被动物吸收利用。尤其是人们日益重视环保的情况下,试图以氨基酸代替粗蛋白以减
少动物氮排泄量。然而新近研究表明,单体氨基酸能够取代完整蛋白的数量是有限的,直接吸收较大分子的肽也是非常必要
的。因而可通过肽类的添加来优化和降低蛋白水平。生物活性肽(Biologi-callyActivePeptides,BAPs)是对生物机体的生
命活动有裨益或具有生理作用的肽类。其中神经肽Y(NeuropeptideY,NPY)是1982年由Tatemoto首次从猪脑中分离得到,是
由36个氨基酸组成的活性多肽,由于结构中富含酪氨酸,故称为神经肽酪氨酸(NPY)。NPY具有促进动物采食,影响激素分泌、
心血管功能、调节体温、生物节律、性行为及情绪等各种生物功能,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小肽能提高蛋禽的产蛋率
和产蛋量，提高动物对矿物元素的吸收和利用，并能影响激素分泌。本试验就种鹅日粮添加饲用小肽和神经肽对其繁殖性能
和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进行初步探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肽制剂 
1.1.1 小肽 商品名金蛋白，武汉新华扬生物有限公司生产。 
1.1.2 神经肽（NPY） 商品名宝力精-u，本品每千克含25gNPY。 
1.2 试验鹅及分组 
    选择3年龄产蛋种鹅224只（四川白鹅），成年皖西白鹅公鹅56只，随机分为2组，每组4个重复，每个重复28只四川白
鹅配7只公鹅，每个重复为1圈，试验预试21d，进行微调直至各组种鹅产蛋差异不显著，正试期62d。 
1.3 试验日粮 
    两组试验基础日粮相同，只是试验组在对照组日粮的基础上：前期17d添加0.3%的小肽，后期45d添加0.3%的小肽和
0.05%神经肽（NPY），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成分详见表1。 

1.4 饲养管理 
    本试验种鹅舍为开放式鹅舍，每圈均设有陆上运动场和水面运动场，每圈舍内、陆地运动场、水面运动场面积分别为
14m2、14m2、20m2。每圈舍内设有一喂料盆，产蛋窝，陆地运动场上设一盆长流水自由饮水，每天喂料两次，光照采用人
工补光至16h；按常规程序免疫。孵化条件：采用依爱牌全自动孵化机,1～28日温度37.8℃恒温孵化,出雏温度36.7℃。自
动翻蛋,湿度：1～28日为60%～65%，出雏期为75%。9日龄后每日喷水凉蛋2次。 
1.5 测定指标与日常记录 



 

 

 

 

    每天按重复记录产蛋数、蛋重、采食量、不合格蛋数、观察鹅群活动、采食、粪便情况；每10～12d孵化一次种蛋（与
鹅场同步），测定受精率、孵化率、健雏率。在试验中每个重复随机抽出2只母鹅进行翅下静脉采血，每只采10ml，3 
000r/min离心分离出血清-20℃保存待测。血清测定的生化指标有：葡萄糖、总蛋白、甘油三脂、尿酸、钙、磷和碱性磷酸
酶；血清生化指标由美国贝克曼CX-7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血清测定的激素有：胰岛素（Ins）、三碘甲腺原氨酸
（T3）、甲状腺素（T4）和孕酮（P4），以上指标均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使用仪器是合肥众成机电公司DFM-96型10管放
射免疫γ计数器，T3、T4、P4试剂盒购自天津协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Ins试剂盒购自北京海军放免中心。 
1.6 分析统计 
    试验数据采用t检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肽制剂对种鹅产蛋性能的影响 

    由表2可知，种鹅产蛋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7.50%（P>0.05）、2.40%（P>0.05）和4.25%
（P>0.05），试验后期种鹅产蛋增长率比前期低；种蛋破损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低13.85%
（P>0.05）、57.14%（P<0.05）和47.19%（P>0.05）；每枚蛋重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低2.34%
（P<0.01）、3.44%（P<0.01）和3.14%（P<0.01）；种鹅采食量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2.69%
（P<0.01）、7.50%（P<0.01）和6.18%（P<0.01）；料蛋比前期试验组比对照组低2.50%（P>0.05），后期和全期比对照
组高9.20%（P<0.01）和5.32%（P<0.05）。 
2.2 肽制剂对种鹅蛋孵化的影响 

    从表3可知，受精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6.52%（P<0.05）、5.68%（P>0.05）和6.45
（P<0.05）；入孵蛋孵化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8.92%（P<0.01）、9.77%（P<0.01）和9.45%
（P<0.01）；健雏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分别比对照组高6.31%（P<0.01）、6.53%（P<0.01）和6.41%（P< 
0.01）。 
2.3 肽制剂对种鹅血清生化指标和激素水平的影响 

    由表4可知，试验组碱性磷酸酶比对照组低1.87%（P>0.05）；试验组总蛋白、钙、磷、尿酸、葡萄糖和甘油三酯分别
比对照组高17.35%（P>0.05）、12.3%（P>0.05）、34.13%（P>0.05）、10.90%（P>0.05）、2.35%（P>0.05）和
93.83%（P<0.05）。 

    由表5可知，T3、T4试验组比对照组分别高35.26%（P>0.05）和27.41%（P<0.05）；胰岛素和孕酮试验组比对照组分
别低18.01%（P>0.05）和19.94%（P>0.05）。 
2.4 两组经济效益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整个试验期间试验组种鹅比对照组多获利444.3元，每只种鹅多获利3.97元。 
3 讨论 
3.1 肽制剂对种鹅繁殖性能的影响 
    种鹅产蛋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都比对照组高，但试验后期种鹅产蛋增长率比前期低。本次试验组前期日粮中添加
了饲用小肽，而后期日粮中还添加了神经肽（NPY），这说明了饲用小肽对种鹅产蛋性能起到了一定的正效应，而神经肽没
有起到正效应。施用晖等在产蛋鸡饲粮中添加大分子酪蛋白水解物,使蛋鸡血浆中的二、三肽含量和较大分子肽的种类和数
量发生改变,并使蛋鸡的产蛋率显著提高。神经肽没有起到正效应可能与NPY抑制了子宫颈的收缩反应有关。 
    种鹅采食量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都比对照组高，差异极显著（P<0.01），后期采食量大于前期。动物中枢注射NPY
可提高采食量在鼠、鸡、猪得到证实,将NPY注射到大鼠与绵羊大脑脑室和室旁核内,其采食量、饮水量大大提高且进食时间
缩短,而皮下相同剂量注射NPY,其采食量不受影响,这表明NPY在中枢神经系统水平上调节动物采食且特异刺激动物对碳水化
合物的采食。本次试验中试验组种鹅后期采食量大于前期与后期日粮中添加NPY有关。 
本次试验中种蛋的受精率、入孵蛋孵化率和健雏率试验组前期、后期和全期都比对照组高，且前后期上述指标变化不大。 
3.2 肽制剂对种鹅血清生化指标和激素水平的作用 
    试验组碱性磷酸酶比对照组低（P<0.05），总蛋白、钙、磷、尿酸、葡萄糖和甘油三酯都比对照组高。 
    施用辉等(1996)试验证明，在蛋鸡日粮中添加小肽制品后。血浆中铁锌的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蛋壳强度提高。Ｚａｍ
ｂｏｎｉｎｏ等报道，在鲈鱼苗日粮中添加小肽后，能极大地减少骨骼的畸形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小肽制品中含有具有金属
结合性的小肽，能够促进钙、铁、铜和锌的被动转运过程在体内的储留。 矿物质熬合肽在小肠中按质子梯度进行主动传
输，可以有效地提高矿物质利用率。试验组种鹅血清中钙、磷水平的提高正是由于全期日粮中含有小肽的结果。血清中钙、
磷含量提高，说明肽制剂促进了种鹅对日粮中钙、磷的吸收，这样提高了种蛋壳的强度，减少了蛋的破损；血清中总蛋白的
提高增加了种鹅的免疫力，尿酸、血糖升高说明种鹅机体异化作用增加，增加了氮的排出，降低了日粮能量、蛋白质的利用
率。 
    肽制剂组种鹅血清中三碘甲腺原氨酸（T3）、甲状腺素（T4）都有所提高。而胰岛素、孕酮都有所降低。 
    Malren(1995)分别报道，NPY可影响T4（甲状腺素）、GH（生长激素）及PRL（催乳素）的分泌,这表明NPY与机体生长
发育有关。Thackery(1986)报道,NPY可刺激动物释放T4并增强T4的作用效果。而Grundit等(1984)报道，NPY与儿茶酚胺
神经纤维共存于甲状腺,NPY没有改变基础或去甲肾上腺素诱导的T4分泌,但NPY能增加异丙肾上腺素、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和
血管活性肠肽诱导的碘甲腺原氨酸的释放,关于NPY对T4释放的影响的报道不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次试验中NPY可刺激
种鹅释放T4。 
    Holst等(1989)报道NPY对猪胰高血糖素分泌有抑制作用，对胰岛素分泌有较弱的抑制作用。Stephens(1995)报道，下
丘脑NPY能增加血浆中胰岛素的水平，大剂量NPY能刺激狗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分泌。Ahren等(1991)又指出低剂量NPY能减
少胰腺血液量并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高剂量NPY还可抑制胰岛素分泌。由此可见，NPY对不同动物胰岛的作用不尽相同，似
乎由种属差异所致，但也不能排除试验误差。本次试验中NPY对种鹅胰岛素分泌有抑制作用。Kannan等的试验表明，甲状腺
激素T4可促进十二指肠绒毛和十二指肠上皮的形成，T3可调节鸡苹果酸脱氢酶的生成。胰岛素是家禽促生长、调节脂肪代谢
重要的激素，胰岛素浓度降低，导致血糖浓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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