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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旨在研究冬季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蛋鸡生产性能和蛋品质的影响。选取５２５
只的健康海蓝褐蛋鸡，随机分为５个处理，每个处理５个重复，每个重复２１只鸡。对照组饲喂基
础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为 ８０００ＩＵ／ｋｇ）；试验组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分别为 １０５００、１３０００、
１５５００和１８０００ＩＵ／ｋｇ，其他维生素水平与对照组一致。试验期４２ｄ。结果显示：１）与对照组相
比，试验组蛋鸡的产蛋量和产蛋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料蛋比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并且随着
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的增加，３个指标均呈二次函数规律变化（Ｐ＜０．０５）；但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
对蛋鸡采食量、蛋重和破蛋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２）随着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的增加，蛋壳
硬度呈线性和二次函数规律变化（Ｐ＜０．０５），蛋壳比重呈二次函数规律变化（Ｐ＜０．０５）；但饲粮
维生素 Ａ水平对蛋形指数、蛋壳厚度、蛋白高度、蛋黄颜色、哈氏单位、蛋黄比重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３）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鸡蛋成分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由此可见，冬季饲粮维
生素 Ａ水平为１０５００～１５５００ＩＵ／ｋｇ时可以获得较好的生产性能和蛋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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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Ａ是蛋鸡生产需要的重要脂溶性维生
素之一，具有维持组织上皮细胞、抗应激、提高免

疫力等功能［１］。ＮＲＣ（１９９４）蛋鸡产蛋期维生素 Ａ
的建议需要量为１５００ＩＵ／ｋｇ，ＮＹ／Ｔ３３—２００４推
荐产蛋鸡的维生素 Ａ需要量为８０００ＩＵ／ｋｇ，许多
研究表明这个添加量并不能使蛋鸡获得最好的生

产性能［２］，尤其是当蛋鸡处于应激状态时。应激

状态下，蛋鸡的生产性能会受到影响，蛋鸡对维生

素 Ａ等营养物质的需要量会增加［３］。目前对于热

应激状态下蛋鸡维生素 Ａ的适宜添加量已有报
道，在热应激状态下饲粮添加９０００ＩＵ／ｋｇ的维生
素 Ａ能较好改善蛋鸡的生产性能［４］。但对于冷应

激的报道较少，北方冬天温度较低（一般在４℃以
下），而当外界温度降到或低于４℃时，即可引起

家禽发生冷应激［５］。有研究表明，冬季北方海兰

褐蛋种鸡适宜的维生素Ｅ添加量为１６０ｍｇ／ｋｇ［６］，
但对于北方冬季海兰褐蛋鸡中维生素 Ａ的适宜添
加量的研究未见报道，因此，本试验旨在从生产性

能和蛋品质方面探讨冬季蛋鸡产蛋期饲粮维生素

Ａ的适宜添加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产蛋鸡由潍坊紫鸢牧业有限公司提供；维生
素由潍坊亨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　试验设计及饲粮
　　选取５２５只健康的海蓝褐蛋鸡，随机分为５个
处理，每个处理５个重复，每个重复２１只鸡。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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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饲喂基础饲粮，按我国《鸡饲养标准》推荐量供

给，维生素 Ａ水平为 ８０００ＩＵ／ｋｇ；试验组在标准
推荐量基础上依次增加２５００ＩＵ／ｋｇ维生素 Ａ，即
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分别为１０５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５５００
和１８０００ＩＵ／ｋｇ，其他维生素水平与对照组一致。
基础饲粮参照 ＮＲＣ（１９９４）蛋鸡标准配制，其组成
及营养水见表１。

表１　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干物质基础）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ｄｉｅｔ（ＤＭｂａｓｉ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玉米 Ｃｏｒｎ ６２．００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ｍｅａｌ ２５．００
豆油 Ｓｏｙｂｅａｎｏｉｌ １．５０
石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８．５０
磷酸氢钙 ＣａＨＰＯ４ ０．９０
鱼粉 Ｆｉｓｈｍｅａｌ ０．８８
食盐 ＮａＣｌ ０．２２
预混料 Ｐｒｅｍｉｘ１） １．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２）

代谢能 ＭＥ／（ＭＪ／ｋｇ） １１．２０
粗蛋白质 ＣＰ １６．８０
钙 Ｃａ ３．４０
总磷 ＴＰ ０．５５
食盐 ＮａＣｌ ０．１１
赖氨酸 Ｌｙｓ ０．７６
蛋氨酸 Ｍｅｔ ０．２４
色氨酸 Ｔｒｙ ０．１７

　　１）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 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ｘ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ｋｇｏｆｔｈｅｄｉｅｔ：ＶＡ８０００ＩＵ，ＶＤ３４２００ＩＵ，ＶＥ
３０ＩＵ，ＶＫ３４．５ｍｇ，ＶＢ１２．３ｍｇ，ＶＢ２８．８ｍｇ，ＶＢ５７ｍｇ，
ＶＢ６４．０ｍｇ，ＶＢ１２０．０１６ｍｇ，烟酰胺 ｎｉａｃｉｎ３０ｍｇ，氯化胆
碱 ｃｈｏｌｉｎｅ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５００ｍｇ，生物素 ｂｉｏｔｉｎ０．２ｍｇ，叶酸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０．２５ｍｇ，Ｍｎ８０ｍｇ，Ｆｅ５８ｍｇ，Ｚｎ８０ｍｇ，Ｃｕ８ｍｇ，Ｉ
０．６ｍｇ，Ｓｅ０．３ｍｇ。
　　２）代谢能为计算值，其余为实测值。ＭＥｗａｓ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
ｅｄｖａｌｕ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１．３　饲养管理
　　在正式试验前，饲喂鸡场饲粮，收集２周的基
础数据，然后换各自试验饲粮。试验期４２ｄ，在冬
季进行试验。试验鸡采用舍内笼养，自由采食和

饮水，按正常程序防疫和鸡舍消毒。光照１６ｈ／ｄ，
光照强度为１５ｌｘ。

１．４　检测指标及方法
１．４．１　生产性能
　　于正试期第１天０５：３０将料槽里面的饲料全
部清除干净，然后饲喂试验饲粮。每周统计周采

食量。每天上、下午各捡蛋 １次，以重复为单位，
记录产蛋数、蛋重、破损蛋数。计算试验蛋鸡在每

周的蛋重、产蛋率、破蛋率和料蛋比。

１．４．２　蛋品质
　　每期试验分别于试验的第 ０、２１和 ４２天时，
每个重复取１０枚鸡蛋，其中５枚用于测定鸡蛋的
蛋壳厚度、蛋黄颜色、蛋形指数、总蛋重、蛋黄重

等，其余５枚用于测定鸡蛋全蛋中的粗蛋白质、粗
脂肪和干物质含量。

　　蛋壳厚度：用螺旋测微仪测量蛋的钝端、中端
和锐端 ３处的蛋壳厚度，取其平均值作为蛋壳
厚度。

　　蛋黄颜色：用罗氏比色扇测定。
　　蛋形指数：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鸡蛋的纵径
和横径，计算纵径／横径的比值。
蛋黄比重（％）＝（蛋黄重／总蛋重）×１００；
蛋白比重（％）＝（蛋白重／总蛋重）×１００；
蛋壳比重（％）＝（蛋壳重／总蛋重）×１００。

　　粗蛋白质含量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粗脂肪
含量测定采用索氏抽提法，干物质含量测定采用

直接干燥法，粗灰分含量测定采用 ＧＢ／Ｔ６４３８—
２００７的方法。

有机物含量（％）＝１００－粗灰分含量；
碳水化合物含量（％）＝１００－粗蛋白质含量 －
粗脂肪含量 －水分含量 －粗灰分含量。

１．５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ＳＡＳ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
用 Ｄｕｎｃａｎ氏法多重比较，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２可见，在 饲 粮 维 生 素 Ａ水 平 为
８０００ＩＵ／ｋｇ基础上，增加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可以
显著提高蛋鸡的产蛋量和产蛋率（Ｐ＜０．０５），降低
料蛋比（Ｐ＜０．０５），并且随着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
的增加 ３个指标均呈二次函数规律变化（Ｐ＜
０．０５）。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蛋鸡采食量、蛋重和
破蛋率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

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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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饲粮维生素Ａ水平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ｌｅｖｅｌ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ａｙｉｎｇｈｅｎｓ

维生素Ａ水平
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ｌｅｖｅｌ／
（ＩＵ／ｋｇ）

采食量

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
（ｇ／ｄ）

产蛋量

Ｅｇ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ｄ）

料蛋比

Ｆｅｅｄｔｏ
ｅｇｇ

产蛋率

Ｌａｙｉｎｇｒａｔｅ／
％

蛋重

Ｅｇｇｗｅｉｇｈｔ／
ｇ

破蛋率

Ｒａｔｅｏｆｂｒｏｋｅｎ
ｅｇｇｓ／％

８０００ １０７．４１ ４０．２４ｂ ２．６７４ａ ６７．２３ｂ ５９．７４ １．２５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７．９７ ４４．７２ａ ２．４１３ｂ ７４．７８ａ ５９．７９ １．３１
１３０００ １０８．９５ ４５．５４ａ ２．４０３ｂ ７４．８２ａ ６０．８６ １．４６
１５５００ １０９．１９ ４５．７８ａ ２．４０５ｂ ７６．１１ａ ６０．２４ １．９８
１８０００ １０６．２６ ４４．１９ａ ２．４１３ｂ ７３．１８ａ ６０．４０ １．１３
ＳＥＭ ２．４０６ １．４１２ ０．０７９ ２．３４４ ０．４１８ ０．０８６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线性 Ｌｉｎｅａｒ ０．８８８６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６５５ ０．１１９６ ０．１９３７ ０．７９２７
二次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０．６９４０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３４１ ０．２８３４ ０．７１９６

　　同列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或无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下表同。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ａｍｅｏｒｎｏ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蛋鸡蛋品质的影响
　　由表３可见，随着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的增加，
蛋壳硬度呈线性和二次函数规律变化（Ｐ＜０．０５），
蛋壳比重呈二次函数规律变化（Ｐ＜０．０５）。饲粮
维生素 Ａ水平对蛋形指数、蛋壳厚度、蛋白高度、
蛋黄颜色、哈氏单位、蛋黄比重无显著影响（Ｐ＞
０．０５）。与我国《鸡饲养标准》（ＮＹ／Ｔ３３—２００４）

推荐量（８０００ＩＵ／ｋｇ）相比，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为
１０５００和 １５５００ＩＵ／ｋｇ时，蛋 壳 硬 度 提 高 了
６．９１％（Ｐ＜０．０５）和 １．１７％（Ｐ＞０．０５），蛋壳比
重提高了 ０．２３％（Ｐ＞０．０５）和 ０．１４％（Ｐ＞
０．０５）；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为１８０００ＩＵ／ｋｇ时，蛋
壳硬度降低了３．６５％（Ｐ＜０．０５），蛋壳比重降低
了２．０８％（Ｐ＜０．０５）。

表３　饲粮维生素Ａ水平对蛋鸡蛋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ｌｅｖｅｌｏｎｅｇ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ｙｉｎｇｈｅｎｓ

维生素Ａ水平
ＶｉｔａｍｉｎＡ
ｌｅｖｅｌ／
（ＩＵ／ｋｇ）

蛋形指数

（纵径／横径）
Ｅｇｇ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蛋壳厚度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μｍ

蛋壳硬度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ｋｇ／ｃｍ２）

蛋白高度

Ａｌｂｕｍｅ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ｍ

蛋黄颜色

Ｙｏｌｋｃｏｌｏｒ
哈氏单位

Ｈａｕｇｈｕｎｉｔ

蛋黄比重

Ｙｏｌ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蛋壳比重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８０００ １．３２ ３３０．４４ ４．２７８ｂ ６．０１ ７．０８ ７９．７８ ２７．０８ １０．９５ａ

１０５００ １．３２ ３３３．８２ ４．５７３ａ ５．９２ ７．１４ ７９．６９ ２６．４３ １０．９７ａ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２ ３２１．３３ ４．１２１ｃ ６．０３ ６．８８ ７９．３３ ２６．５９ １０．７７ｂ

１５５００ １．３２ ３２９．４５ ４．３２８ｂ ６．０３ ７．１４ ７９．７０ ２６．５６ １０．９７ａ

１８０００ １．３２ ３２２．５６ ４．１２１ｃ ６．０４ ６．９４ ７９．４４ ２６．４６ １０．７２ｂ

ＳＥＭ ０．０１２ ６．１９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９８ ０．２１２ １．８３８ ０．３５６ ０．１４０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线性 Ｌｉｎｅａｒ ０．９１３４ ０．０８４９ ０．０１１２ ０．７８２９ ０．２７１７ ０．８３３１ ０．７５６９ ０．０７２０
二次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０．４８６７ ０．１８９２ ０．０４０３ ０．８９６７ ０．３６０３ ０．９７６６ ０．６８８９ ０．０３７８

２．３　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鸡蛋成分的影响
　　由表４和表５可见，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鸡

蛋成分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下表中蛋成分均
为去壳鸡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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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饲粮维生素Ａ水平对鸡蛋成分的影响（干物质基础）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ｌｅｖｅｌ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ｅｇｇｓ（ＤＭｂａｓｉｓ） ％

维生素Ａ水平
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ｌｅｖｅｌ／
（ＩＵ／ｋｇ）

干物质

ＤＭ
粗蛋白质

ＣＰ
粗脂肪

ＥＥ
粗灰分

ＣＡ
有机物

ＯＭ
碳水化合物

ＣＨＯ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２．１５ ３２ ５．６ ９４．４ １０．１０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１．９６ ３３ ５．５ ９４．５ ９．７７
１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２．３２ ３３ ５．５ ９４．５ ９．６７
１５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２．４３ ３２ ５．６ ９４．４ ９．７９
１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３．０４ ３２ ５．４ ９４．６ ９．７７
ＳＥＭ ０．５３７ ０．５ ０．１ ０．１１ ０．７６１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线性 Ｌｉｎｅａｒ ０．１８３ ０．４ ０．４ ０．３９ ０．７９１
二次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０．３３４ ０．４ ０．７ ０．７０ ０．９２７

　　碳水化合物为计算值，其余均为实测值，下表同。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ｗａｓ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表５　饲粮维生素Ａ水平对鸡蛋成分的影响（鲜蛋基础）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ｌｅｖｅｌ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ｅｇｇｓ（ｆｒｅｓｈｅｇｇｂａｓｉｓ） ％

维生素Ａ水平
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ｌｅｖｅｌ／
（ＩＵ／ｋｇ）

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粗蛋白质

ＣＰ
粗脂肪

ＥＥ
粗灰分

ＣＡ
有机物

ＯＭ
碳水化合物

ＣＨＯ

８０００ ７６．８ １２ ７．５ １．３ ２２ ２．３４
１０５００ ７６．９ １２ ７．６ １．３ ２２ ２．２６
１３０００ ７７．１ １２ ７．５ １．３ ２２ ２．２１
１５５００ ７６．９ １２ ７．４ １．３ ２２ ２．２６
１８０００ ７６．９ １２ ７．３ １．３ ２２ ２．２６
ＳＥＭ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 ０．１ ０．１７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线性 Ｌｉｎｅａｒ ０．５５ ０．４ ０．４ ０．３ ０．７ ０．７６
二次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０．３３ ０．４ ０．６ ０．６ ０．４ ０．８９

３　讨　论
３．１　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维生素 Ａ是动物生长过程中必需的营养元
素，它具有抗应激、提高免疫力的能力，并对动物

的繁殖性能起到重要作用［７］，本试验中的饲粮维

生素 Ａ水平是在 ＮＹ／Ｔ３３—２００４推荐量的基础
上继续增加。本试验中，海兰褐蛋鸡饲粮在

８０００ＩＵ／ｋｇ的基础上继续添加维生素 Ａ可以提高
蛋鸡的产蛋率、产蛋量，降低料蛋比，这与邵元库

等［８］、Ｋｕｃｕｋ等［９］及 Ｓｔｅｅｎｆｅｉｄｔ等［１０］的研究结果一

致，但也有研究发现饲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 β－胡
萝卜素（０、１．５０、６．７５、１５．００ｍｇ／ｋｇ）对蛋鸡产蛋

率、料蛋比差异不显著。

　　本试验是在冬天进行的，温度较低，蛋鸡可能
会产生应激，当蛋鸡处于应激状态时，用于生产的

营养物质含量减少，而产生的一些异常代谢物会

危害机体健康，维生素作为养分利用调节剂，有利

于抑制异常代谢，减缓生产性能的下降，甚至可以

提高生产性能［１１］。本试验中，蛋鸡饲粮中的维生

素 Ａ可能会作为养分调节剂消耗掉，使得饲粮中
用于维持正常的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的维生素 Ａ
水平降低，而在８０００ＩＵ／ｋｇ的基础上增加维生素
Ａ既能起到抗应激的作用，又能满足海兰褐蛋鸡
正常的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需要。这可能就是饲

粮中添加维生素 Ａ之后蛋鸡生产性能较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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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能提高的原因。

３．２　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蛋鸡蛋品质的影响
　　本试验中，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只影响了蛋鸡
的蛋壳质量，对其他指标没有影响。维生素 Ａ不
仅具有抗应激的作用，而且具有维持上皮细胞完

整的功能［７］。当蛋鸡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较低时，
会破坏上皮组织的完整性，使上皮组织干燥和过

度角化，上皮组织易受细菌感染，进而影响生殖器

官各上皮细胞的分泌功能［１２］，使蛋壳质量下降。

本试验中部分维生素 Ａ用于抗寒冷应激，可能会
影响蛋鸡生殖器官上皮细胞正常的分泌功能，进

而降低了鸡蛋的蛋壳质量。在 ８０００ＩＵ／ｋｇ的基
础上继续添加维生素Ａ，避免了低水平的维生素Ａ
对上皮组织的影响，从而相应地改善了鸡蛋的蛋

壳质量。

　　钙、磷是影响蛋鸡蛋壳质量最重要的营养因
素［１２］，维生素 Ｄ能促进动物对钙的吸收［７］，所以

适宜的维生素 Ｄ水平可以保证蛋鸡的蛋壳质量。
维生素 Ａ和维生素 Ｄ都是脂溶性维生素，它们具
有相同的吸收途径，所以两者之间存在拮抗关

系［１３］。汪秀娟［１４］也指出维生素 Ａ对维持黏膜上
皮细胞的正常结构起着重要作用，从而间接影响

维生素 Ｄ的吸收与合成。本试验中，当添加
１８０００ＩＵ／ｋｇ的维生素 Ａ时，高水平的维生素 Ａ
可能抑制了蛋鸡对维生素 Ｄ的吸收，这可能是饲
粮中添加１８０００ＩＵ／ｋｇ的维生素 Ａ降低了鸡蛋的
蛋壳厚度和蛋壳比重的原因。

３．３　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对鸡蛋成分的影响
　　由本试验可看出，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在
８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ＩＵ／ｋｇ内时对鸡蛋的常规成分没有
显著影响，本试验中的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都在我
国《鸡饲养标准》推荐量之上，并且未出现极高的

添加水平，既能满足蛋鸡生产需要，也未引起蛋鸡

维生素 Ａ中毒，所以并未改变鸡蛋的常规成分。

４　结　论
　　① 冬季蛋鸡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为 １０５００～
１５５００ＩＵ／ｋｇ时可以获得较好的生产性能，且对蛋
品质有一定改善作用，但不会影响鸡蛋的常规营

养成分。

　　② 综合考虑国家相关规定和成本因素，冬季
在非应激状态下蛋鸡饲粮维生素 Ａ水平为
１０５００ＩＵ／ｋｇ就可满足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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