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粮能量浓度对10-28日龄肉鸭 
生长性能的影响及最佳成本配方模型 

罗国强 胡安正 陶青燕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给10～28日龄利加肉鸭饲喂代谢能（ME）为2 300～3 000kcal/kg不等的系列试验日粮。试验结果表
明，日粮能量浓度对试鸭的日增重有一定的影响，但绝对值差异不大。随着ME的提高，采食量下降、料肉比
（FCR）下降、饲料转化率提高，ME与FCR的关系可用函数关系Y（FCR）=aeb/x来表达，其中a=1.1463156，
b=2.1016161。根据函数推算结果、能量单位成本等指标，可以适时动态确定最佳成本配方模型。按照市场接受情
况，结合本次试验结果，2003年底西南地区10～28日龄肉鸭料ME水平设计在2 600～2 700kcal/kg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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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 的 
    大量的研究表明，鸭具有很强的采食量调节能力，能在较大的能量范围内调控其采食量而对生长速度无不良影
响。目前在肉鸭方面的试验多是以49或56日龄为出栏目标，且试验日粮的氨基酸水平均较高。但四川、重庆、云南
等西部地区，饲养肉鸭多为加工卤鸭，一般以26～32日龄、体重达1.75～2kg为出栏目标。在生产实际中肉鸭日粮
的氨基酸水平同公布的饲养标准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大多数养殖户常用饲料产品其氨基酸水平均比公布的饲养标准
要低。在较低的日粮氨基酸水平下，不同浓度的日粮能量水平是否对肉鸭的生产性能具有影响目前还不清楚。配方
技术难有固定模式，却影响甚至决定着各饲料企业的竞争力。目前各种配方软件已能方便快捷地设计出最低成本的
配方，但在生产实践中根据原料行情和原料快速检测化验值，以及畜禽水产品行情的适时动态设计出边际成本最佳
的配方更为重要。本试验就是研究在生产条件下，日粮ME浓度设置与肉鸭FCR的数量关系，对于在饲料原料价格或
畜产品价格波动时，确定合理的日粮ME水平，设计出最佳成本的配方，以使终端养殖户获得最大的养殖效益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设计 
    选择健康的10日龄利加肉鸭848只，按体重随机分成8个处理组，每处理组内设2个重复，每重复组53只。试鸭
按常规程序进行免疫。试验从2003年12月27日-2004年1月13日，共18d（10～28日龄）。 



    2．2 试验日粮 
    试验日粮（表1）的氨基酸水平依据抽测四川境内10家大型饲料生产厂家的肉鸭饲料中氨基酸的平均值，并结
合作者多次的试验结果确定，氨基酸模式参照《禽的营养需要》（NRC，1994）配制。采集2003年12月四川地区原
料价格及常规指标化验值，采用2003年版《中国饲料数据库》中原料的AA消化率数据，对小麦等原料设定限制量
后，以赖氨酸、蛋氨酸+胱氨酸等主要氨基酸需要量作为标准，用BRILL配方软件进行最低成本配方。各组的饲粮均
按配方统一生产成颗粒料。 
    2．3 饲养管理 
    试鸭采用网上平养，23h光照，自由采食、饮水，舍温10.90℃， 相对湿度83.0%。其它饲养管理以及免疫程
序、常规用药同集约化生产。 
    2．4 测定指标 
    测定试鸭的初、末体重、耗料量，计算日增重、FCR以及经济效益。 
    2．5 统计分析 
    结果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并采用Duncan法进行多重比较。 



    3 结果与讨论 
    3．1 从表2可见，试鸭试验期间生长正常，除2组外伤死亡一只，无啄羽、甩料现象。各处理组的出栏重较理
想，均达到市场接受的重量，其中4、5、6 组的FCR和市场上商品料结果相近。 
    经统计学分析，1、4、6、7处理组日增重组间差异均不显著(P>0.05)，2、3、8组间与上述4组组间差异显著
（P<0.05）。随ME的增加，各处理组的采食量降低，但加油脂的8组能提高采食量，各组间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P<0.05）。FCR逐步提高，除其中4、5、6组间，7、8组间差异不显著外（P>0.05），其它各组间差异均显著
（P<0.05）。 
    3.1.1 ME浓度对试鸭增重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日粮ME浓度在2 300～2 900kcal/kg范围内时，10～28日龄肉
鸭亦能自动调节采食量以保持适宜的能量摄入量，试鸭增重的绝对值变化不大，其最终出栏重均能达到上市要求。 
    3.1.2 ME对采食量和FCR的影响：本试验中，随着日粮ME的上升，试鸭的日采食量和FCR逐渐下降。从试验数据
特别是采食量的数据看来，处理3的增重可能存在一定的试验误差，因此处理3同处理2、5的检验差异需再次试验认
定。本试验中，随着ME的上升，试鸭的ME摄入量也略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添加油脂的高能量浓度处理组。这可能
是10～28日龄大小试鸭对采食量的调节能力还有一定的限制性，或者是添加油脂后产生的对采食量尤其是ME摄入量
的增加等因素出现的正效应。 
    3．2 ME设置水平与FCR的关系 
    采用曲线专家软件，将冬季西南地区10～28日龄利加肉鸭ME设置水平与FCR的关系拟合，得出函数关系为
Y=aeb/x，其中a=1.1463156，b=2.1016161，R值可达0.99，见图1。  

 

图1 ME与FCR的曲线关系图 

 

    3．3 日粮营养水平与经济效益关系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以每千卡ME单位成本、增重成本、净收入这三项指标来表达原料的价格与营养水平设置之
间的关系以4、5组较为合理。对饲料厂家而言，每千卡ME单位成本是非常有效的指标。以增重成本和净收入为指标
则均以4组最佳，但是考虑低档料的单位加工、运输费用再结合FCR来看却不一定是最令人满意的了。而营养水平提
高则增重成本也上升，养殖净收入反而下降。结合增重结果，4、5组水平设计即2 600～2 700kcal/kg较适宜，更
高或更低水平对厂家不合理或者不划算，且其使用效果也不符合养殖户的心理；从每只净收入来看，1～5组低成本



  

料都较满意，对饲养场和自配料用户来说，在如2003年这样的原料价格暴涨，而活鸭售价不高的情况下设计低营养
水平，使用一些低价原料还是可以考虑的。 

    4 结 论 
    4．1 当日粮ME浓度在2 300～2 900kcal/kg范围内时，肉鸭亦能自动调节采食量以保持适宜的能量摄入量，试
鸭增重的绝对值差异不大。 
    4．2 随着日粮ME浓度的上升，试鸭的日采食量和FCR逐渐下降。冬季西南地区10～28日龄利加肉鸭ME设置水平
与FCR的函数关系为Y=aeb/x，其中a=1.1463156，b=2.1016161，R值可达0.99。 
    4．3 产品的市场定位是饲料厂家尤其是新进入的厂家的重要难题。在原料价格高，而活鸭售价不高的情况下
设计合理的营养水平，使用一些低价原料可以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增加终端用户的养殖净收入，本试验条件下，
2003年12月份西南地区商品饲料ME水平设计在2 600～2 700kcal/kg之间较为适宜。 
    4．4 以ME单位成本为指标来表达原料价格及与营养水平设置之间的关系与以增重成本、净收入等实际养殖结
果为指标的判定结论相近，因此可以作为最佳成本配方的动态设计参数，利用配方软件优化配方和对原料实施价值
采购，以使厂家用户获得最大收益；同时采用曲线拟合换算出相应FCR也更有利于设计的饲料产品确定合理的市场
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