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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动物干物质采食量预测模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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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准确估测反刍动物干物质采食量（ＤＭＩ）在动物营养学理论和生产实践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该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建立预测模型并不断完善的时期。动物营养学家提出了多种预

测反刍动物 ＤＭＩ的模型，尽管所建立的模型不同，但使用的变量、原理和评价方法是相近的。
本文综述了反刍动物采食量的影响因素、调控理论以及 ＤＭＩ预测模型的种类和评价方法，分析
了美国（ＮＲＣ，１９９６和 ２００１）、英国（ＡＦＲＣ，１９９３）、法国（ＩＮＲＡ，１９８９）和澳大利亚（ＣＳＩＲＯ，
２００７）等国家提出的ＤＭＩ预测模型特点，最后提出了探索和完善我国反刍动物ＤＭＩ预测模型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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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物质采食量（ＤＭＩ）在动物营养学理论和生
产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决定着维

持动物健康与生产所需要养分的数量［１］，而且也

是决定反刍家畜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参数。反

刍家畜 ＤＭＩ是动物营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近年
来该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建立预测模型并不断完

善的时期。

　　美国（ＮＲＣ，１９９６和２００１）［１－２］、英国（ＡＦＲＣ，
１９９３）［３］、法 国 （ＩＮＲＡ，１９８９）［４］、澳 大 利 亚
（ＣＳＩＲＯ，２００７）［５］等国家纷纷提出了反刍动物
ＤＭＩ的预测模型。虽然这些模型各具特点、形式
各异，使用的变量也不尽相同，但建立各种 ＤＭＩ预
测模型遵循的原理和采用的方法基本是相通的。

同时，他们也对各种模型在不同条件下的预测能

力和精确度进行评价。本文旨在综述影响采食量

的因素、采食量调控理论、ＤＭＩ预测模型的种类与
评价方法，并分析讨论国际上现行反刍动物 ＤＭＩ
预测模型的特点，以便为探索和完善我国反刍动

物 ＤＭＩ预测模型提供思路与方法。

１　反刍动物采食量的影响因素与调控理论
１．１　反刍动物采食量的影响因素
　　反刍动物的采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生物
和非生物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６］，其

采食量受饲料品质、动物因素、饲养管理和环境等

多种变量的影响（表 １），有时各种因素之间还存
在互作［２］。动物因素决定着反刍动物的瘤胃容积

和能量需要，年龄大的动物其瘤胃容积较大，消化

器官发育比较完全，因而其采食量也较大；生产水

平较高的动物对能量等营养水平的需求较高，因

而其采食量也相应较大。另外，饲料、环境和管理

等其他因素则通过与动物因素的互作影响动物的

食欲和代谢，影响其采食量。

１．２　反刍动物采食量调控理论
　　经过多年的研究，动物营养学家对上述各种
因素影响反刍动物采食量的效应已有了透彻的理

解，但其具体机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反刍

动物采食量调控理论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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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瘤 －网胃物理充盈度（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ｒｕｍｅｎ
ｆｉｌｌ）”理论
　　“瘤 －网胃物理充盈度”理论研究得比较深
入，有多种表述方式。该理论认为，物理因素与动

物的能量需要是影响采食量的主要因素。如若饲

粮的消化率低、能量含量低，物理因素（瘤胃充盈

度、食糜流通速率等）是控制反刍动物采食量的主

要因素；如若饲粮的消化率高、能量含量高，这时

动物的能量需要则上升为主要决定因素［１６］。

Ｗｅｓｔｏｎ［１７］认为，瘤胃功能和能量利用间的相互作

用，是通过神经中枢来调节采食量的。食糜贮存

在瘤胃内，使其产生饱觉信号，从而抑制采食；而

能量消耗可以产生饥饿信号，从而促进采食。Ａｌ
ｌｅｎ［１１］和 ＮＲＣ（２００１）［１］对该理论进行了总结，认
为瘤胃是调节采食量的主要位点。食糜通过填充

和膨胀作用占据瘤胃的空间，阻碍动物采食，同时

食糜还会刺激瘤胃和网胃胃壁上的张力感受器，

限制采食。研究表明，消化率低的饲粮在瘤胃中

被清除的速率较慢，它是限制动物采食的主要

因素［１］。

表１　影响反刍动物采食量的因素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

影响因素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效应 Ｅｆｆｅｃｔ 文献来源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动物因素 Ａｎｉｍ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品种 Ｂｒｅｅｄ
体脂含量 Ｂｏｄｙｆａ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品种不同，采食潜力不同

体脂含量过高，ＤＭＩ减少 ＮＲＣ（１９９６）［２］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母牛的采食量较大 Ｉｎｇｖａｒｔｓｅｎ等［７］

年龄 Ａｇｅ 大龄动物的采食量比幼龄动物大 ＮＲＣ（１９９６）［２］

生理状态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
产奶期：采食量增加

妊娠期：采食量降低

Ｒｏｓｅｌｅｒ等［８］

Ｉｎｇｖａｒｔｓｅｎ等［７］

躯体体积 Ｆｒａｍｅｓｉｚｅ 大体型牛采食量比小体型牛大 Ｆｏｘ等［９］

饲粮因素 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中性洗涤纤维含量 ＮＤＦ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ＤＦ含量越高，采食量越低 Ｐｏｐｐｉ［１０］

能量 Ｅｎｅｒｇｙ 能量越高，采食量越低 Ａｌｌｅｎ［１１］

含水量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含水量越高，ＤＭＩ越低 Ｅｓｔｒａｄａ等［１２］

环境因素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环境温度 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温度过高，采食量降低 Ｈｏｌｔｅｒ等［１３］

日照时间（季节）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ｏｎ） 日照时间长，则采食量增加 ＮＲＣ（１９９６）［２］

冰雹、泥泞等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ｄ，ｅｔｃ． 与环境温度互作，影响采食量 ＮＲＣ（１９９６）［２］

管理因素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饲喂方式 Ｆｅｅ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少喂勤添可提高采食量 Ｇｉｂｓｏｎ［１４］

饲料加工方式 Ｆｅ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粗料粉碎可使采食量增加

精料粉碎可使采食量降低
ＮＲＣ（２００１）［１］

添加剂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添加莫能菌素：降低采食量

添加拉沙里菌素：提高采食量

Ｆｏｘ等［９］

Ｍａｌｃｏｌｍ等［１５］

１．２．２　“代谢反馈调节（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理论

　　Ｉｌｌｉｕｓ等［１８］认为，饲料的物理因素对采食量的

限制机理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但是代谢因素对

采食量的反馈调节机理尚不清楚，于是他们提出

了“代谢反馈调节”理论。该理论认为，动物在不

同的生长阶段或者生理状态下具有相应最大的生

产潜力，并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饲粮中营养物质

来满足生产需要。当饲粮营养物质的吸收低于需

要、超过需要或者吸收营养物质的比例（代谢蛋白

质∶代谢能）不当时，机体将启动负代谢反馈调节
机制来调节采食量。

１．２．３　“氧消耗（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理论
　　Ｋｅｔｅｌａａｒｓ等［１９］认为，如果像“瘤 －网胃物理充
盈度”理论中描述那样，易消化饲粮的采食量由动

物的能量需要来决定，那么有机物质的采食量

（ＯＭＩ）应该是稳定的，不会随着有机物质消化率
（ＯＭＤ）的增加而变化。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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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ＭＩ随 ＯＭＤ的增加而增加，两者呈线性关系；另
外，他们还发现哺乳和冷应激将导致采食量增加，

妊娠期导致采食量下降。而这些结论都恰恰与

“瘤 －网胃物理充盈度”理论相悖，因此，Ｋｅｔｅｌａａｒｓ
等［２０］提出了“氧消耗”理论。该理论认为，动物并

不是尽最大能力采食饲料，而是根据氧利用程度

来控制能量的摄入量。

２　反刍动物 ＤＭＩ预测模型的种类与评价
方法

２．１　预测模型的种类
　　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将关注点聚焦到了精
准预测 ＤＭＩ方面。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
以精准预测反刍动物 ＤＭＩ是非常困难的。近年
来，人们希望通过建立预测模型的方法来精准预

测反刍动物 ＤＭＩ。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刍动
物ＤＭＩ预测模型可以分为机制模型和经验模型２
大类。机制模型是通过解释说明各种影响因素与

ＤＭＩ之间的生物学机理建立的预测模型，可以分
为“动态”和“静态”２种。“动态”机制模型描述了
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调控家畜 ＤＭＩ的短期机
理，有助于人们理解 ＤＭＩ的调控机理，但其预测价
值有限；“静态”机制模型则是基于动物采食饲粮

规律的长期事件，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机制模型需要更复杂的变量（如饲料的瘤胃
降解率、饲料在瘤胃内的存留时间等），这些变量

在实际生产中不易获得。Ｍａｄｓｅｎ等［２１］和 Ｓｔｅｎｓｉｇ
等［２２］根据饲料在瘤胃内的降解参数、饲料在瘤胃

存留的时间以及瘤胃容积的大小（ｒｕｍｅｎｐｏｏｌ
ｓｉｚｅ）建立了一种机制模型。但是这种机制模型需
要使用掏空瘤胃的方法来测定瘤胃容积的大小，

而且不同品种的牛或不同年龄的牛其瘤胃容积大

小也是不同的。因此，类似这种机制模型只能预

测某一品种在特定年龄段时的 ＤＭＩ。Ｆｉｓｈｅｒ等［２３］

和 Ｐｏｐｐｉ等［２４］整合了“瘤 －网胃物理充盈度”理论
和“代谢反馈调节”理论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机制模

型，这种模型需要输入物理变量（如采食速率、消

化速率等）和代谢变量（如蛋白质的沉积、产热量

和 ＡＴＰ的消耗量等）等。这种模型使用的变量更
多、更复杂，有助于理解 ＤＭＩ的调控机理，但在实
际生产中不宜使用。

　　经验模型是以前人大量的研究工作为基础，
应用各种影响 ＤＭＩ的变量与 ＤＭＩ的关系建立的

预测模型。这种模型不能说明 ＤＭＩ与各影响因素
间的因果关系，但其预测结果较精确［６，２５］。经验模

型有以下２种形式：１）一元或多元线性或非线性
回归直接预测 ＤＭＩ，这种模型将动物因素和饲粮
因素整合在一个方程式中，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

使用，超出适用范围会导致错误结果的产生［１６，２６］，

例如 ＮＲＣ（１９９６）的肉牛 ＤＭＩ模型和康奈尔净碳
水化合物 －蛋白质体系（ＣＮＣＰＳ）ＤＭＩ子模型。
２）充盈度单位模型，这种模型是整合了物理因子
和代谢因子而建立的。充盈度模型具有机制模型

的特点，每个具体指标（采食能力、充盈度价等）是

根据大量试验得出的经验数据。但该模型应用灵

活，在法国和北欧广泛使用［２６－２７］。

２．２　预测模型的评价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反刍动物 ＤＭＩ模型形式
各异，所用的参数也不同。在实际生产中，为判定

哪种模型更为实用，需要对预测模型的精确性和

准确性进行评价。

　　模型的精确度是反应模型优劣的常用指标，
可使用平均偏差（ｍｅａｎｂｉａｓ，预测值的平均值与观
测值的平均值之差）和均方预测误差（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ＭＳＰＥ）或均方根预测误差（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ＰＥ）来评价。通
过计算预测值与观测值之差的偏移程度可直观的

反映模型的精确性。这种评价方式需要根据平均

值落在９５％置信区间内的原则设定可接受的最大
范围。评价 ＤＭＩ模型的精确度时，ＤＭＩ预测值可
接受的最大范围设定为 －０．４～０．４ｋｇ／ｄ。
　　模型预测的准确度评价提倡采用对观察值和
预测值回归的办法进行。Ｚｈａｏ等［２８］认为，理想模

型的预测值与观测值的回归关系需满足以下条

件：１）高决定系数（Ｒ２＞０．７５）；２）截距为零（或者
与零之间无显著差异）；３）斜率为 １（或与 １之间
无显著差异）。模型的准确度预测也可以采用

ＭＳＰＥ、ＲＭＳＰＥ、相对预测误差（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ＲＰＥ）等指标来评价，评价原理如下：

ＭＳＰＥ＝［∑（Ａ－Ｐ）∧ ２］／ｎ。
　　Ｚｏｍ等［２９］对 ＭＳＰＥ做如下拆分：
ＭＳＰＥ＝（珚Ａ－珚Ｐ）２＋Ｓ２Ａ（１－ｂ）

２＋Ｓ２Ｐ（１－ｒ
２）。

　　式中：珚Ａ为观测值的平均值；珚Ｐ为预测值的平
均值；Ｓ２Ａ为观测值的方差；Ｓ

２
Ｐ为预测值的方差；ｂ

为观测值和预测值回归直线的斜率；ｒ为观测值与
预测值的相关系数。如果 ｂ＜１，动物实际 ＤＭ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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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模型会低估 ＤＭＩ；动物实际 ＤＭＩ高时，模型会
高估 ＤＭＩ。如果 ｂ＞１，模型预测效果与 ｂ＜１时
相反。

ＲＰＥ＝ＲＭＳＰＥ／Ａ＝槡ＭＳＰＥ／Ａ。
　　ＦｕｅｎｔｅｓＰｉｌａ等［３０］和 Ｚｏｍ等［２９］认为，ＲＰＥ≤
０．１，表明预测结果良好；０．１＜ＲＰＥ≤０．２，表明模
型的预测结果可接受；ＲＰＥ＞０．２，表明模型的预测
结果较差。

３　国际上现行 ＤＭＩ预测模型的分析和
讨论

　　世界各国已经陆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预测采
食量的模型，现行使用较广的模型有美国 ＮＲＣ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与 ＣＮＣＰＳ的 ＤＭＩ子模型、英国
ＡＦＲＣ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法国 ＩＮＲＡ的瘤胃充盈
度单位体系和澳大利亚 ＣＳＩＲＯ的 ＤＭＩ模型。
３．１　美国 ＣＮＣＰＳ的 ＤＭＩ子模型与 ＮＲＣ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
３．１．１　肉牛 ＤＭＩ预测模型
　　ＣＮＣＰＳ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已经基本上被 ＮＲＣ
（１９９６）接受［３１］。ＮＲＣ（１９９６）［２］提出的肉牛 ＤＭＩ
预测模型是根据动物的饥饿体重和饲料的净能值

建立的一个基础预测模型，再利用动物的品种、环

境因素和管理因素等变量对基础模型进行校正。

如下：

ＤＭＩ（ｋｇ／ｄ）＝｛［ＳＢＷ０．７５×（０．２４３５×ＮＥｍａ－
０．０４６６×ＮＥ２ｍａ－０．１１２８）］／ＮＥｍａ｝×
（ＢＡＦＡ×ＢＩ×ＡＤＴＶ×ＴＥＭＰ×ＭＵＤＩ）。

　　式中：ＳＢＷ为绝食体重；ＮＥｍａ为饲料的维持净
能；ＢＡＦＡ为体脂校正因子；ＢＩ为品种校正因子；
ＡＤＴＶ为添加剂校正因子；ＴＥＭＰ为温度校正因
子；ＭＵＤＩ为泥泞度校正因子。
　　Ｚｈａｏ等［２８］研究了 ＣＮＣＰＳ的 ＤＭＩ子模型预
测中国本地肉牛（晋南牛、鲁西牛）ＤＭＩ的效果。
结果发现，ＣＮＣＰＳ模型预测的 ＤＭＩ结果与实际观
测值间回归直线的决定系数（Ｒ２）大于０．７３，截距
与零无显著差异（Ｐ＝０．３２），斜率与 １差异显著
（Ｐ＜０．００１）。作者认为，用ＣＮＣＰＳ模型预测中国
本地牛 ＤＭＩ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Ｄｕ等［３２］研究了 ＣＮＣＰＳ的 ＤＭＩ子模型预测
中国本地杂交牛（西门塔尔 ×蒙古牛、利木赞 ×福
州牛）采食量的效果。结果发现，模型预测西门塔

尔 ×蒙古牛３组不同处理时，ＲＭＳＰＥ均较小，落在
－０．４～０．４ｋｇ／ｄ内的点分别为９３．３％、８０．０％和
７３．３％；预测利木赞 ×福州牛 ４组不同处理时，
ＲＭＳＰＥ均较小，落在 －０．４～０．４ｋｇ／ｄ内的点分
别为８６．７％、７３．３％、７３．３％和 ８０．０％。模型预
测值与实际观测值回归分析的 Ｒ２＝０．７９，截距与
零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且斜率与１之间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
３．１．２　奶牛 ＤＭＩ预测模型
　　ＮＲＣ（２００１）［１］认为，在泌乳牛配制饲粮常用
方法中，首要明确的是泌乳牛的营养需要量和

ＤＭＩ，然后才考虑饲粮原料的组成。考虑饲粮组成
因素的预测方程式最好用来评价饲喂效果，不是

用来预测实际生产中应该使用什么饲粮原料。因

此，ＮＲＣ（２００１）［１］提出的荷斯坦泌乳牛的 ＤＭＩ预
测模型仅仅包含了动物因素。如下：

ＤＭＩ（ｋｇ／ｄ）＝（０．３７２×ＦＣＭ＋０．０９６８×Ｗ０．７５）×
｛１－ｅ－［０．１９２×（ＷＯＬ＋３．６７）］｝。

　　式中：ＦＣＭ为４％校正乳产量；Ｗ０．７５为代谢体
重；ＷＯＬ为泌乳周龄；１－ｅ－［０．１９２×（ＷＯＬ＋３．６７）］为校正
泌乳早期 ＤＭＩ下降的校正项。
　　Ｆｏｘ等［３３］提出的 ＣＮＣＰＳ的 ＤＭＩ子模型与
ＮＲＣ（２００１）［１］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一样，只考虑了动
物因素。但随着泌乳周龄进一步细化，引入了产

后泌乳高峰期这一变量，并对 ＤＭＩ进行校正。
如下：

ＤＭＩ（ｋｇ／ｄ）＝（０．０１８５×Ｗ０．７５＋０．３０５×ＦＣＭ）×
１－ｅ－［（０．５６４－０．１２４×ＰＫＭＫ）×（ＷＯＬ＋Ｐ）］。

　　式中：ＦＣＭ为４％校正乳产量；Ｗ０．７５为代谢体
重；ＰＫＭＫ为产后泌乳高峰的月份（１、２、３），
ＰＫＭＫ为１或２时，Ｐ为２．３６，而 ＰＫＭＫ为３时，Ｐ
为３．６７。
　　Ｆｏｘ等［３３］将 ＣＮＣＰＳ的 ＤＭＩ子模型与 ＮＲＣ
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预测的阉牛、小母牛和泌乳期荷
斯坦奶牛 ＤＭＩ与实际的 ＤＭＩ进行了比较。结果
表明，预测阉牛的 ＤＭＩ时，ＮＲＣ和 ＣＮＣＰＳ预测模
型的预测偏差分别为 ６％和 ３％；预测小母牛的
ＤＭＩ时，ＮＲＣ和 ＣＮＣＰＳ预测模型的预测偏差分
别为０和 －４％；预测泌乳期奶牛的 ＤＭＩ时，ＮＲＣ
和 ＣＮＣＰＳ预测模型的预测偏差分别为 －５％和
６％，但 ＣＮＣＰＳ预测模型预测值的标准差较 ＮＲＣ
预测模型预测的标准差低１２％，说明 ＣＮＣＰＳ预测
模型的预测精度比 ＮＲＣ预测模型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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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英国 ＡＦＲＣ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
　　ＡＦＲＣ（１９９３）［３］预测泌乳期奶牛的 ＤＭＩ时只
考虑了精料和泌乳月份对 ＤＭＩ的影响。如下：
ＤＭＩ（ｋｇ／ｄ）＝０．０７６＋０．４０４×Ｃ＋０．０１３×Ｗ－

０．１２９×ｎ＋４．１２×ｌｇｎ＋０．１４×Ｙ。
　　式中：Ｃ为精料干物质；Ｗ为奶牛的实际体
重；ｎ为泌乳周数；Ｙ为产奶量。
　　与 ＮＲＣ（２００１）预测模型优先考虑动物因素
对ＤＭＩ的影响相反，ＡＦＲＣ更倾向于评价某种饲
料的饲喂效果，针对某一类饲料给出一个预测方

程。例如，青贮饲料的 ＤＭＩ预测方程如下：
ＳＤＭＩ（ｋｇ／ｄ）＝－３．７３－０．３８７×Ｃ＋１．４８６×
（Ｆ＋Ｐ）＋０．００６６×Ｗｎ＋０．０１３６×ＤＯＭＤ。

　　式中：Ｃ为精料干物质；Ｆ为每天乳脂的产量；
Ｐ为每天乳蛋白的产量；Ｗｎ为奶牛的实际体重；
ＤＯＭＤ为青贮饲料的可消化有机物质含量。
　　饲粮为精料加长草或短草的预测方程式
如下：

ＴＤＭＩ（ｇ／ｋｇＷ０．７５）＝２４．１＋１０６．５×
（ＭＥ／ＤＥ）＋０．３７×Ｃ。

　　式中：Ｃ为精料占饲粮的比例；ＭＥ为代谢能；
ＤＥ为消化能。
　　饲粮为精料加饲草颗粒的预测方程式如下：
ＴＤＭＩ（ｇ／ｋｇＷ０．７５）＝１１６．８－４６．６×（ＭＥ／ＤＥ）。
　　式中：ＭＥ为代谢能；ＤＥ为消化能。
３．３　法国 ＩＮＲＡ的瘤胃充盈度单位体系
　　ＩＮＲＡ（１９８９）［４］认为，ＤＭＩ虽然能预测，但非
真正的生理学含义，也不能准确预测青粗饲料的

ＤＭＩ，因为反刍动物对青粗饲料的摄取能力（ｆｅｅｄ
ｉｎｇｅｓｔｉｂｉｌｉｔｙ，参照牧草的最大 ＤＭＩ）依赖于动物本
身的采食能力（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从而提出了
充盈度单位体系。其内容规定为：参比青粗饲料

１ｋｇ干物质为１个充盈度单位（Ｆｕ）。参比牧草每
千克干物质含有１５０ｇ粗蛋白质、２５０ｇ粗纤维素、
有机物质消化率（以羊为测定动物）为７７％，其产奶
净能为６．７８ＭＪ、产肉净能为６．８８ＭＪ。参比牧草的
最大 ＤＭＩ对标准绵羊（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ｈｅｅｐ，１．５～４岁
阉割的特塞尔绵羊，平均体重为６０ｋｇ）为７５ｇ／ｋｇ
Ｗ０．７５，对标准肉牛（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ａｔｔｌｅ，１６～１８月龄的
阉牛，平均体重为 ４００ｋｇ）为９５ｇ／ｋｇＷ０．７５，对标

准产奶牛（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ａｃｔａｔｉｎｇｃｏｗ，第４产奶月龄时
４％脂肪矫正乳产量为２５ｋｇ／ｄ的产奶牛，平均体重
为６００ｋｇ）为１４０ｇ／ｋｇＷ０．７５。充盈度单位体系的

原理［２９，３５－３５］如下：

ＤＭＩ（ｋｇ／ｄ）＝ＩＣ／∑ｐＤＭｉＦＶｉ。
　　式中：ＩＣ为动物的采食能力；ｐＤＭｉ为第 ｉ个
原料在饲粮中所占的比例；ＦＶｉ为第 ｉ个原料的充
盈度价。

　　动物的采食能力是指在自由采食条件下，动
物摄入饲料的最大量。动物的采食能力取决于动

物的体重、生产性能等特征，与饲料的特性无关。

粗饲料的充盈度价与饲料的细胞壁成分有关，是

饲料本身的一种特性，与动物无关，和蛋白质、能

量一样具有可加性。该充盈度价是饲料摄取能力

倒数的函数，也可以通过饲料的有机质消化率计

算得出。精料的充盈度价取决于粗料充盈度价和

替代率，即

精料充盈度价（Ｆｕ／ｋｇ）＝替代率 ×粗料充盈度价。
　　Ｋｅａｄｙ等［３６］评价了应用充盈度单位模型预测

ＤＭＩ的精确度。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结果较实际
ＤＭＩ低２．８８ｋｇ／ｄ，ＭＳＰＥ达到 １０．８，表明预测结
果较差。作者认为原因在于：１）充盈度模型在建
立时使用了羊作为动物模型来估测奶牛的采食能

力；２）充盈度模型忽略了品种对采食能力的影响，
认为特定体重的奶牛具有唯一的采食能力；３）充
盈度模型使用了标准奶牛，即第 ４个泌乳月产奶
量为２５ｋｇ脂肪校正奶的奶牛；４）该模型没有考虑
产奶期和体况对 ＤＭＩ的影响。
　　Ｚｏｍ等［２９］根据充盈度模型的原理提出一个

新的预测奶牛 ＤＭＩ的模型。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
使用了动物年龄作为评价奶牛采食能力的指标，

而没有使用产奶量、体重等指标。Ｚｏｍ等［３７］评价

了该模型与其他 ５种模型的预测效果，结果表明
新模型比其他５个模型的预测效果都好。
３．４　澳大利亚 ＣＳＩＲＯ的 ＤＭＩ模型
　　ＣＳＩＲＯ（２００７）［５］认为，法国、美国等提出的预
测模型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估测 ＤＭＩ时都是
建立在代谢体重（Ｗ０．７５）基础上的，忽略了动物成

熟程度对 ＤＭＩ的影响。因此，ＣＳＩＲＯ体系使用了
标准参比体重（ＳＲＷ）、正常体重（Ｎ）、当前体重
（Ｗ）和体况因子（ＣＦ）等指标估测动物的潜在采
食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ａｋｅ）。其中，ＳＲＷ是指骨骼发育
完全、空腹体躯含脂率２５％，５级评分制的体况评
分为３分时的体重。Ｎ与 ＳＲＷ、初生重（Ｂ）和动
物的月龄（Ｔ）有关，其计算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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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ｋｇ）＝Ａ－（Ａ－Ｂ）×ｅｘｐ（－ｋ×Ｔ×Ａ－０．２７）。
　　式中：Ａ为标准参比体重；Ｂ为初生体重；Ｔ为
动物的月龄；试验动物为羊和牛时，ｋ值分别为
０．４７和０．３５。
　　ＣＦ与 Ｗ 和 Ｎ的比值（ＲＣ）有关。当 ＲＣ≤
１．０时，ＣＦ＝１．０；当 ＲＣ＞１．０时，ＣＦ＝ＲＣ（１．５－
ＲＣ）。
　　该体系还使用了牧草相对采食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
ｔａｋｅ）的概念，是指牧草可以满足采食潜力的程度，
其量值由牧草的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质所决定。而

动物的采食量等于潜在采食能力与饲草相对采食

量的乘积，即

动物的采食量（ｋｇ／ｄ）＝潜在采食能力 ×
饲草相对采食量。

　　有人比较了 ＣＳＩＲＯ、ＡＦＲＣ和 ＮＲＣ这３种山
羊ＤＭＩ预测模型发现，ＡＦＲＣ模型预测的精确度
最好，预测偏差为９１ｇ／ｄ，ＣＳＩＲＯ模型的预测偏差
为２５４．６ｇ／ｄ，ＮＲＣ模型的预测偏差为１６２ｇ／ｄ［３８］。
由此可见，尽管 ＣＳＩＲＯ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使用的变
量最多，考虑影响采食量的因素最全面，但预测结

果精确度却较差。

４　给我国建立反刍动物 ＤＭＩ预测模型
提出的建议

　　我国对反刍动物 ＤＭＩ模型的研究相对较晚，
提出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只包含了动物体重和日增重
等有限的指标［３９］，适用范围受限。但随着我国畜

牧业的发展，完善我国反刍动物 ＤＭＩ预测模型已
经势在必行。通过上文的分析，基于我国现阶段

的国情，作者认为，建立我国反刍动物 ＤＭＩ模型应
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１）选择一种采食量调控理
论作为基础，如“瘤 －网胃物理充盈度”理论；２）在
选定采食量调控理论的基础上，分别确定影响反

刍动物 ＤＭＩ的动物因素和饲料因素，建立相应的
基础模型；３）利用环境、管理等影响因子对基础模
型进行合理的校正；４）采用动物试验对建立的模
型进行精确度和准确度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模型

进行修正和完善。

５　小　结
　　反刍动物 ＤＭＩ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很难精
准预测。建立 ＤＭＩ预测模型是实现精准预测反刍
动物 ＤＭＩ的主要途径之一。世界各国营养学家提

出的 ＤＭＩ预测模型都有合理之处，但也都存在很
多缺陷。为完善反刍动物 ＤＭＩ预测模型，作者认
为应在以下２个方面努力：１）整合、发展现有模型
的优点；２）继续探索调节反刍动物 ＤＭＩ的生物学
机理。经过不懈的努力，精准预测反刍动物 ＤＭＩ
的夙愿终将会实现。

参考文献：

［１］　ＮＲＣ．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ａｉｒｙｃａｔｔｌｅ［Ｓ］．７ｔｈ
ｅ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２］　ＮＲＣ．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ｂｅｅｆｃａｔｔｌｅ［Ｓ］．７ｔｈ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３］　ＡＦＲＣ．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ｎ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ｍａｎｕ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ＦＲ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Ｓ］．Ｗ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ｄ，Ｕ．Ｋ．：ＣＡ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３．

［４］　ＩＮＲＡ．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ｆｅｅｄｔａｂｌｅｓ［Ｓ］．Ｐａｒｉｓ：ＪｏｈｎＬｉｂｂｅｙＥｕｒｏｔｅｘｔ，
１９８９．

［５］　ＣＳＩ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ｒｕｍｉ
ｎａｎｔｓ［Ｓ］．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ＶＩＣ３０６６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７．

［６］　龙瑞军，董世魁，王元素，等．反刍动物采食量的概
念与研究方法［Ｊ］．草业学报，２００３，１２（５）：８－１７．

［７］　ＩＮＧＶＡＲＴＳＥＮＫＬ，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ＨＲ，ＦＯＬＤＡＧＥＲ
Ｊ．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ｘ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ｎ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ｇｒｏｗｉｎｇｃａｔｔｌｅ［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ｃ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４２（１）：４０－４６．

［８］　ＲＯＳＥＬＥＲＤＫ，ＦＯＸＤＧ，ＰＥＬＬ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ｆｏｒｌａｃｔａｔｉｎｇ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ｄａｉｒｙｃｏｗ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８０（５）：８７８－８９３．

［９］　ＦＯＸＤＧ，ＳＮＩＦＦＥＮＣＪ，Ｏ′ＣＯＮＮＯＲＪＤ．Ａｄｊｕｓ
ｔｉｎｇ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ｂｅｅｆｃａｔｔｌｅ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９８８，６６（６）：１４７５－１４９５．

［１０］　ＰＯＰＰＩＤ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ｉｎ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ｆｏｏ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６，４７（４）：４８９－
５０４．

［１１］　ＡＬＬＥＮＭ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ｆｏｒａｇｅｓｂｙ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７４（１２）：３０６３－３０７５．

［１２］　ＥＳＴＲＡＤＡＪＩＣ，ＤＥＬＡＧＡＲＤＥＲ，ＦＡＶＥＲＤＩＮＰ，ｅｔ
ａｌ．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ｅ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ａｓｓｂｙｄａｉｒｙ
ｃｏｗｓｉ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ｂｕｔｎｏ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ａｔｅｒ

３５２



　
动　物　营　养　学　报 ２５卷

［Ｊ］．ＡｎｉｍａｌＦｅ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１４
（１）：５９－７４．

［１３］　ＨＯＬＴＥＲＪＢ，ＷＥＳＴＪＷ，ＭＣＧＩＬＬＡＲＤＭ Ｌ．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ｎｇａｄｌｉｂｉｔｕｍ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Ｈｏｌ
ｓｔｅｉｎｃｏｗ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８０
（９）：２１８８－２１９９．

［１４］　ＧＩＢＳＯＮＪＰ．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ｇｏｎ
ｍｉｌ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ｒｙｃａｔｔｌｅ：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Ｊ］．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９８４，３８（２）：
１８１－１８９．

［１５］　ＭＡＬＣＯＬＭＫＪ，ＢＲＡＮＩＮＥＭＥ，ＧＡＬＹＥＡＮＭ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ｏｎｏｐｈｏ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ｏｎ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ｅｅｄｌｏｔｃａｔｔｌｅ［Ｊ］．Ａｇｒｉ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９９２，１３
（７）：７－８，１２－１４，１６．

［１６］　ＦＯＲＢＥＳＪＭ．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ｏｄｉｎ
ｔａｋ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ｄａｉｒｙｃｏｗｓ［Ｊ］．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３，１０（２）：１４９－１５７．

［１７］　ＷＥＳＴＯＮＲＨ．Ｓｏｍ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ｔｏｆｏｒａｇ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ｙ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６，４７（２）：１７５－１９７．

［１８］　ＩＬＬＩＵＳＡＷ，ＪＥＳＳＯＰＮ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ｉｎｔａｋｅｉｎ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７４（１２）：３０５２－３０６２．

［１９］　ＫＥＴＥＬＡＡＲＳＪＪＭ Ｈ，ＴＯＬＫＡＭＰＢＪ．Ｔｏｗａｒｄａ
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１．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ｓ［Ｊ］．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２，３０（４）：２６９－２９６．

［２０］　ＫＥＴＥＬＡＡＲＳＪＪＭＨ，ＴＯＬＫＡＭＰＢＪ．Ｏｘｙｇｅｎ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ｏｗｉｎ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７４
（１２）：３０３６－３０５１．

［２１］　ＭＡＤＳＥＮＪ，ＳＴＥＮＳＩＧＴ，ＷＥＩＳＢＪＥＲＧＭ Ｒ，ｅｔ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ｉｌｌｏｆｆｅｅｄｓｔｕｆｆｓｉｎｔｈｅｒｕ
ｍｅｎｂｙｔｈｅｉｎｓａｃｃ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４，３９（１）：４３－４７．

［２２］　ＳＴＥＮＳＩＧＴ，ＷＥＩＳＢＪＥＲＧＭ Ｒ，ＭＡＤＳＥＮＪ，ｅｔ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ｃｃｏｄｅｇ
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ｓｓａｇｅｏｆＤＭｏｒＮＤＦ［Ｊ］．Ｌｉｖｅ
ｓｔ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４，３９（１）：４９－５２．

［２３］　ＦＩＳＨＥＲＤＳ，ＢＵＲＮＳＪＣ，ＰＯＮＤＫＲ．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ｄ
ｌｉｂｉｔｕｍ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ｂｙ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ｄｉ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７，１２６（４）：４０７－４１８．

［２４］　ＰＯＰＰＩＤＰ，ＧＩＬＬＭ，ＦＲＡＮＣＥＪ．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
ｒ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ａｋ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１６７（２）：１２９－

１４５．
［２５］　ＴＥＤＥＳＣＨＩＬＯ，ＦＯＸＤＧ，ＳＡＩＮＺＲＤ，ｅｔａｌ．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ｏｌａ，２００５，６２（１）：７６－９１．

［２６］　ＩＮＧＶＡＲＴＳＥＮＫＬ．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ｃａｔｔｌｅ［Ｊ］．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４，３９
（１）：１９－３８．

［２７］　ＦＡＶＥＲＤＩＮＰ，ＢＡＲＡＴＴＥＣ，ＤＥＬＡＧＡＲＤＥＲ，ｅｔａｌ．
Ｇｒａｚｅｌｎ：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ｅｒｂａｇｅ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ｍｉｌｋ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ａｚｉｎｇｄａｉｒｙｃｏｗｓ．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ａｋｅ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ｍｉｌ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Ｊ］．ＧｒａｓｓａｎｄＦｏｒａ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６６（１）：
２９－４４．

［２８］　ＺＨＡＯＪＳ，ＺＨＯＵＺＭ，ＲＥＮＬＰ，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ｄａｉｌ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ａ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ｌｌＮｅｔ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ｂｒｅｅｄｓｏｆｂｅｅｆｃａｔｔ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ｎｉｍａｌＦｅ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４２（３）：２３１－２４６．

［２９］　ＺＯＭ ＲＬＧ，ＡＮＤＲ?Ｇ，ＶＡＮＶＵＵＲＥＮＡＭ．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
ｂｙｄａｉｒｙｃｏｗｓ：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Ｊ］．Ｌｉｖｅ
ｓｔｏｃｋ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１４３（１）：４３－５７．

［３０］　ＦＵＥＮＴＥＳＰＩＬＡＪ，ＤＥＬＯＲＥＮＺＯＭ Ａ，ＢＥＥＤＥＤ
Ｋ，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ｉｍ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ｓ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ｌａｃｔａｔｉｎｇ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ｃｏｗ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７９（９）：１５６２－１５７１．

［３１］　赵金石．基于ＣＮＣＰＳ模型思路的中国肉牛、奶牛营
养动态模型的建立与应用［Ｄ］．博士学位论文．北
京：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０８：３－１９．

［３２］　ＤＵＪＰ，ＬＩＡＮＧＹ，ＸＩＮＨＳ，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ｉｌｙｇａ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ｎｅｔ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ｒｏｓｓ
ｂｒｅ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ｂｕｌｌｓｋｅｐｔｉｎ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ｆｅｅ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ｓｉ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３（１１）：１４４５－１４５４．

［３３］　ＦＯＸＤＧ，ＳＮＩＦＦＥＮＣＪ，Ｏ′ＣＯＮＮＯＲＪＤ，ｅｔａｌ．Ａ
ｎｅｔ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ｃａｔ
ｔｌｅｄｉｅｔｓ：Ⅲ．Ｃａｔｔｌ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ｉｅｔ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７０（１１）：
３５７８－３５９６．

［３４］　ＪＡＲＲＩＧＥＲ，ＤＥＭＡＲＱＵＩＬＬＹＣ，ＤＵＬＰＨＹＪＰ，ｅｔ
ａｌ．ＴｈｅＩＮＲＡ＂ｆｉｌｌｕｎｉ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ｏｌ
ｕｎｔａｒｙ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ｆｏｒ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ｄｉｅｔｓｉｎ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ｒｅ
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６，６３（６）：
１７３７－１７５８．

［３５］　ＪＯＵＶＥＮＭ，ＡＧＡＢＲＩＥＬＪ，ＢＡＵＭＯＮＴＲ．Ａ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

４５２



２期 丁耿芝等：反刍动物干物质采食量预测模型研究进展

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ｕｃｋｌｅｒｃｏ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ａｌｖｅｓｆｅｄｉｎｄｏｏｒｓｏｒａｔ
ｐａｓｔｕｒｅ［Ｊ］．ＡｎｉｍａｌＦｅ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１４３（１）：２５６－２７９．

［３６］　ＫＥＡＤＹＴＷＪ，ＭＡＹＮＥＣＳ，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ＤＪ．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
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ｌａｃｔａｔｉｎｇｄａｉｒｙｃａｔｔｌｅ［Ｊ］．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８９（２／３）：１２９－１３８．

［３７］　ＺＯＭ ＲＬＧ，ＡＮＤＲ?Ｇ，ＶＡＮＶＵＵＲＥＮＡＭ．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

ｂｙｄａｉｒｙｃｏｗｓ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Ｊ］．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１４３（１）：５８－６９．

［３８］　ＤＥＡＬＭＥＩＤＡ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ＩＡＭ，ＳＴＰＩＥＲＲＥＮ，ＤＥ
ＲＥＳＥＮＤＥＫＴ，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ｇａｉｎ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ｇｏａｔｓ［Ｊ］．
Ｓｍａｌｌ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９８（１／２／３）：９３－
９７．

［３９］　伊涛，熊本海．我国肉牛饲养标准与 ＮＲＣ肉牛营养
需要的比较分析［Ｊ］．饲料研究，２０１０，（４）：６８－７１．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Ｅｍａｉｌ：ｑｘｍｅｎｇ＠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编辑　姜　军）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ｉｎ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

ＤＩＮＧＧｅｎｇｚｈｉ　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
ｅｌｓ．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ｍａｄｅ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ｓｂｕｔｕｓｅ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ｋｉｎｄｓ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ＲＣ，１９９６ａｎｄ
２００１），ＵＫ（ＡＦＲＣ，１９９３），Ｆｒａｎｃｅ（ＩＮＲＡ，１９８９）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ＳＩＲＯ，２００７）ｗｅｒｅｂｒｉｅｆ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５（２）：２４８２５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ａｋｅ；ｍｏｄｅｌ；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５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