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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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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安装永久性瘤胃瘘管的甘肃高山细毛羊羯羊"

"

岁半&平均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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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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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方设计

研究饲粮中的红豆草单宁含量对绵羊养分消化率及氮利用的影响'试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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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饲粮中的单宁含量未显著影响干物质&有机物质&磷&中性洗涤纤维和酸

性洗涤纤维的消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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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影响钙消化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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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粮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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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粮对蛋白质的保护

效果最好!其尿氮排出量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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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氮存留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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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合单宁#含量对饲粮蛋白质的保护效果较好'

关键词!绵羊%单宁%缩合单宁%红豆草%营养素%消化利用

中图分类号!

85#9

"

85"92$#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99!9,9%

#

#((,

$

($!($.9!('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9#((#$.

#%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

=#((%!"!9#(##

#%甘肃省教育厅项目"

("1>!(.

#%中央

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资助项目"

#(('!"!('

#

作者简介!张晓庆"

",'5!

#!女!甘肃永昌人!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反刍动物营养研究!

:!?@AB

$

CD@E

*

F

G

"$'

!

HAE@2IJ?

"

通讯作者!李发弟!

:!?@AB

$

BAK-

!*

H@L&M-L&IE

())*+,-.)/011213.1,*1,214021).21

"

!"#$%

&

'()*+)'))

,

#-).

#

50

6

.172

8

*-,292:2,

6

.)

;<,=2*1,-01>?,2:2@0,2.1.);2,=.

8

*1214A**

B

72*,-

=N/<O>A@J!

G

AE

*

"

!

#

!

PQRJE

*

"

!

PQ;@!-A

"

!

$

"

!

STUAL!

V

LM

"

!

R:6M!DM

%

!

N/W=DME

*

!BA

"

"

"/0+11&

2

&+

3

!)(4$1-"(&)"&$)56&",)+1+

27

!

8$)9:!

2

'(":1#:'$1;)(<&'9(#

7

!

=$)>,+:'$(('(

!

0,()$

%

#/8'$991$)5?&9&$'",@)9#(#:#&

!

0,()&9&!"$5&4

7

+

3

!

2

'(":1#:'$1-"(&)"&9

!

A+,,+#("(("(

!

0,()$

%

$/8$)9:B&&5C)

2

()&&'6&",)+1+

27

?&9&$'",0&)#&'

!

=$)>,+:'$((($

!

0,()$

%

%/0+11&

2

&+

3

!)(4$1%&#&'()$'

7

!

8$)9:!

2

'(":1#:'$1;)(<&'9(#

7

!

=$)>,+:'$(('(

!

0,()$

#

C9-,=0+,

$

XDYMMNA

*

D 7JLEZ@AE;AEM![JJB[MZDMYH

"

JEM@E-@D@BK

\

M@YHJB-@E-@]MY@

*

MBA]M

[MA

*

DZJK#%)

*

#

KAZZM-[AZD

^

MY?@EMEZYL?MEKAHZLB@[MYMLHM-ZJHZL-

\

ZDMMKKMIZHJKZ@EEAEIJE!

ZMEZAE8@AEKJAE

"

D)+E'

7

",(9<("((

3

+1($

#

D@

\

JE@

^̂

@YMEZ-A

*

MHZA_ABAZ

\

JKELZYAMEZH@E-LZABAC@ZAJEJK

EAZYJ

*

ME

"

<

#

AEHDMM

^

-AMZH&SAZD@$+$P@ZAEH

G

L@YM-MHA

*

E

!

ZDMMF

^

MYA?MEZ[@H-A]A-M-AEZJ

ZDYMM

^

MYAJ-H

!

M@ID

^

D@HMJK",-@

\

H

!

ZDM[DJBMMF

^

MYA?MEZB@HZM-.'-@

\

H&XDMZ@EEAEIJEZMEZH

[MYM(2((

*

(

)

*

3"

-Y

\

?@ZZMY

"

67

#

JK-AMZ/

"

ZDMIJEZYJB

#!

"2'(

*

(

)

*

3"

67JK-AMZ0

!

@E-

$2%(

*

(

)

*

3"

67JK-AMZ1

!

YMH

^

MIZA]MB

\

&1JYYMH

^

JE-AE

*

B

\

!

ZDMIJE-MEHM-Z@EEAEIJEZMEZH[MYM

(2((

*

(

)

*

3"

67JK-AMZ/

!

"2.#

*

(

)

*

3"

67JK-AMZ0

!

@E-$2($

*

(

)

*

3"

67JK-AMZ1&XDM

YMHLBZHHDJ[M-ZD@ZZDMZ@EEAEIJEZMEZHAE8@AEKJAED@

\

@?JE

*

ZDYMM-AMZHD@]MEJHA

*

EAKAI@EZ

"

.

#

(2(.

#

MKKMIZJEZDM-A

*

MHZA_ABAZ

\

JK67

!

JY

*

@EAI?@ZZMY

"

W7

#!

^

DJH

^

DJYLH

"

`

#!

EMLZY@B-M!

ZMY

*

MEZKA_MY

"

<6;

#

@E-@IA--MZMY

*

MEZKA_MY

"

/6;

#

JK-AMZH

!

_LZZDMYM[@H@-MIYM@HAE

*

ZME-MEI

\

ZJ[@Y-HZDM-A

*

MHZA_ABAZ

\

JKI@BIAL?

"

1@

#"

.4(2(5'

#

&1J?

^

@YM-[AZD-AMZ/@E-0

!

-AMZ1



!

$

期 张晓庆等$红豆草单宁含量对绵羊养分消化率及氮利用的影响

HDJ[M-ZDM_MZZMYMKKMIZJE

^

YJZMAE

^

YJZMIZAE

*

!

ZDMHA

*

EAKAI@EZB

\

BJ[MY

"

.

$

(2(.

#

MFIYMZAJEJKLYA!

E@Y

\

EAZYJ

*

ME@E-ZDMHA

*

EAKAI@EZB

\

DA

*

DMY

"

.

$

(2("

#

YMZMEZAJEJK<&XDMYMKJYM

!

LE-MYZDAHMF

^

MY!

A?MEZIJE-AZAJE

!

ZDM

^

YMKMY@_BMMKKMIZJEZDM

^

YJZMAE

^

YJZMIZAJE[@HKJLE-@Z$2%(

*

(

)

*

3"

67

Z@EEAE

"

$2($

*

(

)

*

3"

67IJE-MEHM-Z@EEAE

#

JK-AMZ&

D*

6

E.=>-

$

HDMM

^

%

Z@EEAE

%

IJE-MEHM-Z@EEAE

%

8@AEKJAE

"

D)+E'

7

",(9<("((

3

+1($

#

D@

\

%

ELZYAMEZH

%

-A!

*

MHZAJE@E-LZABAC@ZAJE

!!

反刍动物食入氮约有
#(a

"

.(a

可能排放到

环境中'即使高产奶牛!也只有不到
#(a

的进食蛋

白质转化为畜产品)

"!#

*

'因此!通过饲粮调控提高进

食氮的利用率&减少氮向环境的排放!是当前反刍动

物营养学中倍受关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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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广泛采用物

理或化学方法"甲醛&单宁等#对蛋白质进行保护'

S@E

*

等)

.

*报道!苜蓿和红豆草以干草或青贮形式

混合贮藏时!苜蓿的营养价值较单独贮藏时有明显

改善'红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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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高浓度

的单宁!这是它不同于苜蓿的最大优点'单宁具有

保护蛋白质不在瘤胃内降解&改善氮沉积的作用'

研究表明!反刍动物采食含单宁饲草后!降低了可溶

性蛋白质在瘤胃内的降解率!使过瘤胃蛋白数量增

加!从而提高家畜利用蛋白质的效率'同时!还能减

少瘤胃中的泡沫!防止臌胀病的发生'但单宁是抗

营养因子!可使蛋白质和金属离子形成沉淀!与消化

道中消化酶结合形成无活性复合物!并可损伤小肠

黏膜!因而影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及矿物元

素的生物学有效性'单宁对单胃动物的不良影响尤

为敏感!含量达
(2#a

"

(2.a

时就会明显抑制雏鸡

生长)

9

*

'国外现代牧草育种中也把适宜的单宁含量

作为育种目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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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已认识到单宁对饲料蛋白质具有保护

作用!但具体应用方法和剂量仍不明确'为此!试验

拟以红豆草作单宁来源!研究绵羊饲粮中单宁含量

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氮利用的影响!以初步筛选出

反刍动物饲粮中适宜的单宁"包括缩合单宁#含量!

从而提高家畜对优质蛋白质饲料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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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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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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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

只安装永久性瘤胃瘘管的羯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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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半!平均体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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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试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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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方设

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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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分
$

期进行!每期
",-

"预试期
"(-

!

正试期
,-

#!全期共
.'-

!每期试验结束时羊只在预

试期间歇
"(-

后开始下一期试验'

$

种饲粮处理的

消化能&粗蛋白质&钙&磷浓度及精粗比"

%9b.%

#相

同'依据尼龙袋法测定经单宁酸处理的大豆粕蛋白

质降解率的结果设计饲粮中的红豆草单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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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豆草干草替代对照饲粮"

/

#中部分或全部苜蓿

颗粒%基础饲粮"

/

#与试验饲粮"

0

&

1

#的红豆草单

宁含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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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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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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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缩合单宁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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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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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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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饲粮

!!

试验用红豆草干草系由当年的盛花期青草晒

制%其它饲料均从饲料公司购入'对饲料原料的粗

蛋白质&钙&磷含量及红豆草干草的单宁含量进行测

定后!参照中国美利奴绵羊饲养标准中日增质量
.(

*

育成公羊能量&蛋白质推荐量的
"2.

倍配制饲粮

配方"表
#

#'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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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羊饲养管理

!!

将试羊置于消化代谢笼中个体饲养'日饲喂量

约为体质量的
$a

"平均
(29%)

*

风干饲料#%日喂
#

次"

(5

$

$(

和
"'

$

((

#!先粗后精%每次喂后自由饮水

半小时'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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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及测试指标

!!

采用全收粪&尿法进行消化代谢试验)

,

*

!收集期

.-

'准确称量与记录每天的投料量和余料量%采集

具代表性的精&粗料样!分别混匀&缩分&粉碎"过
%(

目筛#后!按配方比例制成
$

种饲粮样品!备测常规

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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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降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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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5 #(&.,

粗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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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定时"

(5

$

((

#测粪&尿量!并记录'按日排

粪量的一定比例取粪样!在
9.

"

'(d

烘干至恒质

量&回潮&再称重后制成半干样!备测%另取日排粪量

的
#a

置广口瓶中!加
"(a N

#

8W

%

溶液浸没粪样!

冷藏!备测粪中氮'按日排尿量的
"(a

"

#(a

取尿

样"视排尿量的多少而定#!置塑料瓶中!加酸!冷藏!

备测尿
<

'

FG&

!

测定项目及分析方法

!!

参照,饲料分析及饲料质量检测技术-

)

"(

*测定

饲粮和粪样中干物质"

67

#&钙"

1@

#&磷"

`

#&灰分

"

/HD

#&酸性洗涤纤维"

/6;

#和中性洗涤纤维

"

<6;

#含量'参照
;JBAE!1AJI@BZML

比色法和丁醇
!

盐酸法分别测定红豆草干草中的总单宁和缩合单宁

含量)

""

*

'用尼龙袋法测定饲粮蛋白质降解率'

FG'

!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用
8̀ 88"(2(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拉丁方方差

分析!结果用
7M@Ee86

表示!差异显著时用
XLY!

)M

\

法做多重比较'

!

!

结果与分析

!GF

!

饲粮中单宁含量对干物质%有机物质的表观消

化的影响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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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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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W7

的采食量"

67Q

&

W7Q

#&粪中排出量"

67;

&

W7;

#&消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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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7

#与消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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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76

#差异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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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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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饲粮中单宁含量对中性洗涤纤维与酸性洗涤

纤维的表观消化的影响

!!

如表
%

所示!各处理
/6;

与
<6;

的食入量

"

/6;Q

&

<6;Q

#&粪中排出量"

/6;;

&

<6;;

#&消化

量"

6/6;

&

6<6;

#与消化率"

/6;6

&

<6;6

#差异

均不显著"

.

#

(2(.

#'

!G%

!

饲粮中单宁含量对氮的表观消化和存留的影响

!!

表
.

显示!各饲粮
<

食入量"

<Q

#间差异不显著

"

.

#

(2(.

#%饲粮
/

粪
<

排出量"

<;

#呈现低于
0

&

1

的趋势"

.4(2(',

#%饲粮
1

的
<

消化量"

6<

#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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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试验处理对
7L

%

ML

表观消化的影响

/09:*%

!

())*+,-.),=*0,I*1,-.10

BB

0=*1,>2

8

*-,292:2,

6

.)7L01>ML

处 理

XYM@Z?MEZ

67

食入量
67Q

+

"

*

(

-

3"

#

粪排出量
67;

+

"

*

(

-

3"

#

消化量
667

+

"

*

(

-

3"

#

消化率

676

+

a

/ .'.&#$e9#&"( "5"&"$e#"&', $,$&'9e%#&5% 95&.#e"&##

0 .''&(5e9#&$" ",(&((e"9&%( $5'&(5e%'&"9 9'&("e"&$#

1 .'%&$(e9#&(" "5,&(%e"'&#" $5.&#9e.'&(( 99&,"e$&."

.

值
.]@BLM (&''. (&95' (&'#$ (&9#$

处 理

XYM@Z?MEZ

W7

食入量
W7Q

+

"

*

(

-

3"

#

粪排出量
W7;

+

"

*

(

-

3"

#

消化量
6W7

+

"

*

(

-

3"

#

消化率

W76

+

a

/ .%"&$"e.5&%. ".'&%.e",&,# $5$&59e%(&"% '(&,%e"&"5

0 .''&',e%&.( "99&$.e".&5, $'5&""e%%&9" 9,&$,e"&#,

1 .%#&%#e.5&.' "9.&'5e"9&#5 $'9&9%e.$&%$ 9,&#,e$&#9

.

值
.]@BLM (&%9( (&9$, (&'%9 (&.,#

同一列数字肩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

(2("

#!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2(.

#!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

差异不显著"

.

#

(2(.

#!以下同

7M@EH[AZD-AKKMYMEZHL

^

MYHIYA

^

ZH

"

BJ[MYI@HMBMZZMYHKJYZDM(2(.BM]MB

!

I@

^

AZ@BBMZZMYHKJYZDM(2("BM]MB

#

-AKKMYHA

*

EAKAI@EZB

\

_M!

Z[MMEZYM@Z?MEZ

*

YJL

^

H

!

ZDMH@?M@H_MBJ[

表
$

!

试验处理对
;7N

%

C7N

表观消化的影响

/09:*$

!

())*+,-.),=*0,I*1,-.10

BB

0=*1,>2

8

*-,292:2,

6

.);7N01>C7N

处 理

XYM@Z?MEZ

/6;

食入量
/6;Q

+

"

*

(

-

3"

#

粪排出量
/6;;

+

"

*

(

-

3"

#

消化量
6/6;

+

"

*

(

-

3"

#

消化率

/6;6

+

a

/ "9'&"5e"5&(9 5%&(%e"(&,# 5$&"%e5&9, %,&'5e#&#.

0 "9'&$9e"5&(' ,$&$9e5&%" '$&5"e""&.$ %$&,'e#&,,

1 "9'&'$e"5&"" ,$&%9e"(&'5 '%&#'e"5&,# %$&,$e'&.,

.

值
.]@BLM (&,5" (&%(( (&%#( (&$$.

处 理

XYM@Z?MEZ

<6;

食入量
<6;Q

+

"

*

(

-

3"

#

粪排出量
6<;;

+

"

*

(

-

3"

#

消化量
6<6;

+

"

*

(

-

3"

#

消化率

<6;6

+

a

/ #$9&9#e#.&.. "(.&,,e,&.$ "$(&9#e"9&%( ..&"%e"&#5

0 #$#&9"e#9&"" ""%&(%e"#&'$ ""5&.'e,&(5 ."&#%e.&#'

1 #$$&,9e#%&., ""5&.%e"$&%( "".&%$e#"&,( %,&"%e.&$5

.

值
.]@BLM (&95$ (&#$" (&$5% (&$9,

表
&

!

试验处理对
;

表观消化和存留的影响

/09:*&

!

())*+,-.),=*0,I*1,-.10

BB

0=*1,>2

8

*-,292:2,

6

01>=*,*1,2.1.);

处理

XYM@Z?MEZ

食入量

<Q

+"

*

(

-

3"

#

粪排出量

<;

+"

*

(

-

3"

#

尿排出量

T<

+"

*

(

-

3"

#

氮消化量

6<

+"

*

(

-

3"

#

氮消化率

<6

+

a

氮存留量

<f

+

*

氮存留率

<f:

+

a

/ 5&((e(&59 "&.(e(&(5

%&'(e(&$(

@

9&.(e(&',

_

5"&"#e"&%(

@

"&5(e(&.(

##&#"e%&#(

0

0 '&5,e(&5% "&'%e(&"(

%&%.e(&9.

@

9&($e(&,%

_

''&'"e$&,(

_

"&'"e(&,.

#"&"$e$&99

0

1 5&%"e"&($ "&9'e(&##

$&#"e"&(#

_

9&'%e(&,$

@

5(&(%e$&$'

@

$&.$e"&$%

%(&9,e$&$$

/

.

值
.]@BLM (&.%5 (&(', (&(%" (&($" (&(%. (&(.$ (&((5

,.$



畜
!

牧
!

兽
!

医
!

学
!

报
%(

卷
!

著高于
/

&

0

"

.

$

(2(.

#!其尿
<

排出量"

T<

#显著

低于
/

&

0

处理"

.4(2("9

!

.4(2($(

#!

<

消化率

"

<6

#显著高于
0

"

.4(2(#"

#!

<

存留量"

<f

#呈现

高于
/

&

0

处理的趋势"

.4(2(.$

#!

<

存留率

"

<f:

#显著高于
/

&

0

处理"

.

$

(2("

#%

0

处理氮消

化率显著"

.4(2("5

#低于
/

!但其
<

存留量和
<

存留率与饲粮
/

接近"

.

#

(2(.

#'显然!

1

处理产

生了明显的蛋白质保护效果'

!G$

!

饲粮中单宁含量对钙%磷的表观消化的影响

!!

由表
9

看出!处理间
1@

食入量"

1/Q

#的差异不

显著"

.

#

(2(.

#%

1

处理
`

食入量"

Q̀

#显著高于
/

&

0

"

.

$

(2(.

#!其粪
1@

&

`

排出量"

1/;

&

;̀

#有高于

/

&

0

处理的趋势"

.4(2(,"

!

.4(2",9

#!而
1@

消

化量"

61/

#及消化率"

1/6

#均有低于
/

&

0

处理的

趋势"

.4(2(,.

!

.4(2(5'

#%各处理间
`

消化量

"

6̀

#及消化率"

6̀

#的差异不显著"

.

#

(2(.

#'

表
'

!

试验处理对
30

%

O

表观消化的影响

/09:*'

!

())*+,-.),=*0,I*1,-.10

BB

0=*1,>2

8

*-,292:2,

6

.)3001>O

处 理

XYM@Z?MEZ

1@

食入量
1/Q

+

"

*

(

-

3"

#

粪排出量
1/;

+

"

*

(

-

3"

#

消化量
61/

+

"

*

(

-

3"

#

消化率

1/6

+

a

/ #&.'e(&#9 "&,.e(&#% (&9%e(&"" #%&'#e$&"(

0 #&.$e(&#5 #&("e(&"$ (&.5e(&#' ##&((e5&5#

1 #&9(e(&#( #&('e(&"( (&.#e(&$# ",&"9e"(&$,

.

值
.]@BLM (&'#( (&(," (&(,. (&(5'

处 理

XYM@Z?MEZ

`

食入量
Q̀

+

"

*

(

-

3"

#

粪排出量
;̀

+

"

*

(

-

3"

#

消化量
6̀

+

"

*

(

-

3"

#

消化率

6̀

+

a

/

"&9(e(&"5

_

"&#(e(&(' (&%(e(&"9 #%&.'e5&(#

0

"&9(e(&",

_

"&#"e(&(' (&$,e(&"# #%&",e.&$.

1

"&'$e(&""

@

"&$$e(&". (&$,e(&". ##&."e'&(9

.

值
.]@BLM (&(%. (&",9 (&,., (&'9,

%

!

讨
!

论

%GF

!

饲粮红豆草单宁水平对
7L

%

ML

和纤维物质

消化的影响

!!

试验饲粮中所含红豆草单宁未影响饲粮的适口

性!处理间
67Q

与
W7Q

极相近%随红豆草单宁水平

提高!

67

和
W7

消化量与消化率的绝对值仅略下

降!与报道的一些体外试验结果不尽一致'

0LYEH

等对多变小冠花的
9

个无性繁殖系试验表明!小叶

的总酚和单宁含量与其体外干物质消化率"

Qg6!

76

#均呈负相关"

.

$

(2("

#!二者对
Qg676

的影

响分别为
.,a

和
$(a

)

"#

*

'

hD@C@@B

等对含单宁

(2(9a67

"

.25a67

的饲粮进行体外产气法和尼

龙袋法试验!查明
.25a67

单宁会降低饲料
67

的降解率!减少体外发酵产气量!并使氮的溶解性下

降)

"$

*

'本试验饲粮的最高单宁含量明显低于此报

道中引起
67

降解率下降的单宁浓度!可能是与其

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

7MY)MB

等)

"%

*研究表明!与完全采食
?,:9"+

F

G

$11()$

叶"不含单宁#的羯山羊相比!完全采食

H:&'":9)(

2

'$

树叶"富含单宁#羯山羊的
676

&

W76

&

<6;6

和
<6

都显著较低'

OJEC@

*

@<MZJ

等)

".

*用
(a

&

.(a

和
"((a

水 平 的
0$&9$1

F

()&$

E'$"#&+9$

"缩合单宁含量
92$(a

#干草饲喂绵羊后

发现!

0$&9$1

F

()&$E'$"#&+9$

水平未影响
67

&

W7

和
1̀

的消化率!但
<6;

!

/6;

的消化率与饲粮中

单宁含量呈线性负相关!而半纤维素消化率与之呈

二次相关'

7@))@Y

等研究发现!采食富含单宁的

灰栎树"

H:&'":9()"$)$

#叶"含单宁
%"

*

(

)

*

3"

67

#牛瘤胃的脲酶&羧甲基纤维酶&谷氨酰脱氨酶

的活力!明显低于采食
0&1#(9$:9'$1(9

叶和
I&)5'+G

"$1$4:9,$4(1#+)((

叶"单宁含量相应为
(2(

和
.29

*

(

)

*

3"

67

#的
#

组牛)

"9

*

'

7@))@Y

在这里提到的

羧甲基纤维酶是纤维素分解酶家族中的一种!即葡

聚糖内切酶'在本试验中!饲粮
/

的
/6;

的消化

率比饲粮
0

和
1

分别高
.25"

和
.25.

个百分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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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消化率比饲粮
0

和
1

分别高
$2,

和
92(

个

百分点!虽然统计结果差异不显著!但仍可看出红豆

草中单宁对纤维物质的消化率有影响!同上述结果

相似'

%G!

!

饲粮红豆草单宁水平对氮消化和利用的影响

!!

试验结果说明!饲粮
1

减少尿氮排出和提高氮

利用的效果显著!与文献报道一致%而饲粮
0

却未

降低尿氮排出量!也未提高饲粮氮的利用率!原因不

明'据报道!影响单宁与蛋白质作用的主要因素是

单宁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即消化率与单宁对蛋白

质结合能力成反比)

"'

*

%

8?AZD

等研究指出!缩合单

宁具有高的蛋白质结合能力!单宁
!

蛋白质复合物在

瘤胃条件下稳定!低浓度单宁"

%

$a

#对反刍动物营

养和健康有益!而高浓度"

$a

"

".a

#能降低消化

率!甚至降低采食量)

'

*

'徐载春等试验表明!给绵羊

饲喂由
$(a

&

"((a

刺槐叶粉组成的颗粒料"刺槐叶

粉提供的单宁含量为
(29$a

和
#2"a

#!其粗蛋白质

消化率由
#,2.a

下降到
"'295a

)

"5

*

'本试验处理

对氮的消化也有明显影响!但并非随饲粮中红豆草

单宁水平提高而有规律地变化!与测出的饲粮尼龙

袋蛋白质降解率"表
#

#相悖'这可能是试验分组太

少所致'

%G%

!

饲粮红豆草单宁水平对钙%磷消化的影响

!!

本试验结果显示!饲粮中较高含量 "

$2%(

*

(

)

*

3"

67

#的单宁有降低
1@

表观消化吸收的趋

势!而对
`

则无显著影响!基本与前人报道一致'

单宁分子内有多个邻位酚羟基!可在不同
^

N

值条

件下与重金属离子络合形成沉淀'各种碱族和碱土

族金属离子都能使单宁的溶解度降低'狄莹研究表

明!金属离子一般并未与单宁发生络合反应!而是静

电作用)

",

*

'但
1@

#i例外!它在溶液中形成羟基络

合物
1@

"

WN

#

i

!然后同单宁分子发生络合反应!产

物沉淀于含钙的矿物表面!单宁分子含有大量的

!WN

和
!1WWN

基团!造成了矿物表面的亲水性)

#(

*

'

1@BAFZJ

等对人进行的研究也发现!食物中的单宁影

响人体对钙&铁离子的吸收)

#"

*

'显然!磷的消化未

受影响是因为它属于非金属元素的缘故'

$

!

结
!

论

$GF

!

本试验
0

&

1

饲粮中的红豆草单宁含量对

67

&

W7

&

`

&

<6;

&

/6;

的消化吸收未产生显著影

响"

.

#

(2(.

#%但有降低其
1@

消化率的趋势"

.4

(2(5'

#'

$G!

!

本试验含红豆草单宁
$2%(

*

(

)

*

3"

67

的饲

粮对蛋白质的保护效果较好!其氮存留率极显著"

.

$

(2("

#高于含
"2'(

*

(

)

*

3"

67

单宁和不含红豆

草单宁的饲粮'

$G%

!

应按红豆草干草中缩合单宁含量"不超过

$a

#确定其在绵羊饲粮中的适宜比例!使用本试验

的红豆草干草应不高于饲粮的
"5a

"风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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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情快递

老挝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

#((,

年
#

月
#9

日!老挝
hN/70WT<N:T/<O0WT<hNWT/<O

博士向
WQ:

通报了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疫情始于
#((,

年
"

月
$(

日!于
#

月
,

日确诊'此次疫情是临床发病!病原是
N.<"

高致病性禽

流感病毒!依靠临床检测&实验室检测和尸体剖检作出诊断!国家动物卫生中心的"国家实验室#

fM@B!ZA?M

1̀f

和快速检测结果均为阳性'疫区位于丰沙里省
hDJL@

地区的
0@E7ML@E

*

hDJL@

村!易感动物为放养

的家禽!

#((,

年
"

月底开始发病并死亡!呈高致死率'本次疫情共涉及
$$"%

只易感禽!其中
'$(

例病例全

部死亡!销毁
#.5%

只'感染来源尚不清楚!疫情始于庆祝阴历新年期间!可能与家禽和家禽产品的运输有

关'老挝采取的控制措施有扑杀&检疫&国内限制移运&染疫场区消毒和浸洗+喷雾!并禁止免疫!未对动物进

行治疗'老挝上一次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是
#((5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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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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