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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瘤胃降解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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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试验旨在研究不同生长高度王草营养成分的动态变化及其在海南黑山羊瘤胃内的降解特性(王草分别

在株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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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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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和
03&A;

时刈割并制成样品!测定常规营养成分含量(选用安装有永久性瘤

胃瘘管的海南黑山羊
*

只!采用尼龙袋法评定其干物质"

6e

#'粗蛋白质"

]Q

#和中性洗涤纤维"

L6J

#的瘤胃降解率

和有效降解率(试验结果表明!王草主要营养成分随生长高度增加而变化!其中
]Q

随生长高度增加而降低!

46J

'

L6J

含量随生长高度增加而升高!

%(&A;

后粗饲料等级较低&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瘤胃降解率在
)(=

前增长较快!

)(

%

30=

逐渐趋于稳定!降解速率由低到高再降低&各个时间点的
6e

'

]Q

和
L6J

降解率随着生长高度的增加而

降低&王草
6e

'

]Q

和
L6J

的慢速降解部分在
%(&A;

时最高!降解速率在
%1&

或
%(&A;

时最高&王草主要营养成

分快速降解部分'潜在降解部分和有效降解率随生长高度而降低(综合考虑不同生长高度王草主要营养成分含

量'粗饲料等级和瘤胃降解特性!王草在生长高度低于
%(&A;

时具有较高的饲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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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家畜日粮由粗饲料和精料构成!其中粗饲

料占日粮比例约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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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是动物所需能量的

主要来源)

%

*

(牧草是反刍家畜的重要粗饲料来源!

对畜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受

,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事件影响!饲料原料的安全

性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牧草生产逐渐引

起人们的关注(另外!随着我国居民食物结构的改

变!对动物产品的需求剧增!养殖业发展迅速!导致

饲料用粮的缺口越来越大!充分利用牧草等粗饲料

资源!将有效地缓解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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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

营养价值的评价是动物能否高效利用的前提!牧草

营养成分含量和降解率是营养价值评定的重要指

标(目前评价反刍动物饲料降解率主要有体内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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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体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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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外法"

()?(#'+

#

*

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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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半体内法指尼龙袋法!其操作方法

简便'重复性好!能真实反映瘤胃的内环境!便于批

量操作!是国际通用的测定饲料瘤胃降解率的方法

之一(目前!国内应用尼龙袋法测定牧草的瘤胃降

解率在奶牛'肉牛'肉羊上研究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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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学者

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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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山羊关于热带地区

牧草瘤胃降解率的相关数据较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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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优质的热

带多年生禾本科牧草!具有产量高'茎叶柔嫩多汁'

适口性好等特点!是海南黑山羊重要的粗饲料来源!

目前主要利用方式是刈割后直接饲喂)

%&

*

(海南岛

水热资源丰富!王草生长速度快!若生长高度为
0;

时刈割利用!平均每年可以刈割
(

%

%&

次(王草在

人工刈割条件下难以开花结实!通过生育期判断其

营养价值较为困难!如何确定收获利用的最佳时期

是生产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植物不同生长高度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不同成熟程度!相应的营养成

分含量也存在差异!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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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生长高度来判断王草的营养价值还未见报道(本

试验以不同生长高度王草为试验材料!通过分析其

主要营养成分!并采用尼龙袋法研究了其在海南黑

山羊瘤胃内的降解特性!综合营养成分和瘤胃降解

情况提出王草适宜收获高度!为王草在海南黑山羊

生产中的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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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F#

!

材料与分组

试验材料为热研
)

号王草!种植于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热带畜牧研究中

心实验基地!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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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热带季风气候!气候特点是夏秋季节高温多雨!冬

春季节低温干旱!干湿季节明显&土壤为花岗岩发育

而成的砖红壤土!土壤质地较差!自动灌溉(试验选

择种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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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同一茬次同一地块内的王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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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留茬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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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高度选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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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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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刈割的

材料通过全自动铡草机切短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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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混匀

后采集样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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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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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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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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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
)(=

!置于空气中自然冷却!粉碎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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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筛制成样品!用于测定各种营养成分含量和瘤胃

降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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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降解试验

采用单因子试验设计!选用
*

只体重约
0&`

C

'

装有永久瘤胃瘘管的海南黑山羊作为
*

个重复!试

验于
0&%)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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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热带畜牧试验基地进行!预

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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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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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称取被测样品
1

C

左右放入尼龙袋中!分别将袋样

绑在
%

根约
%&A;

长的半软性塑料管上!将尼龙袋

送入瘤胃腹囊处!管的另一端固定在瘘管盖上(每

只羊瘤胃内放一根管!共
1

个样袋!每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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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尼龙

袋!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尼龙袋!直至水清为止(再将

尼龙袋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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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内!烘干至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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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指标

王草样品干物质"

6e

#'粗蛋白"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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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采用饲料常规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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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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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降解率和降解参数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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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饲料在瘤胃内的培养时间"

=

#!

A

表

示饲料在瘤胃内的有效降解率!

U

表示待测饲料的瘤

胃流通速率"

Y

%

=

#!本试验条件下数值取
&'&0

%

=

(

#F$

!

统计分析

采用
242/'&

软件和
:?A890&&*

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邓肯法(

!

!

结
!

果

!F#

!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营养成分和饲料相对值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的营养成分如表
*

所示!

6e

含 量 在
%0'&.Y

%

0%')&Y

&

]Q

含 量 在

1'/)Y

%

%%'/3Y

&

::

含量在
)'*.Y

%

.'03Y

&

L6J

含量在
)/'*%Y

%

30'&(Y

&

46J

含量在

0(_/0Y

%

).'(&Y

&

OJb

在
&'.3

%

%'01

(由上述

结果可以看出
6e

'

L6J

'

46J

含量随生长高度增

加而增加&

]Q

'

::

'

OJb

随生长高度增加而降低!特

别是在
%(&A;

后显著降低"

A

#

&'&1

#(另外!参照

粗饲料分级标准"表
0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粗饲料

等级随生长高度增加而降低!高于
%(&A;

后营养价

值较低(

!F!

!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在不同时间点
9L

的瘤胃

降解率和降解参数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的干物质瘤胃降解率和降解

参数如表
)

所示!随着瘤胃消化时间延长!不同生长

高度王草的
6e

降解率逐渐增加!

)(=

后降解率增

表
!

!

IH_

粗饲料分级标准

)3>B+!

!

IH_@2V1A6+

C

A3B21

;

713.43647

分级
g><9$S

R

,S<-"<V"

特级
QV$;8 % 0 * ) 1

OJb

%

Y

%

%'1% %'01

%

%'1& %'&*

%

%'0) &'(3

%

%'&0 &'31

%

&'(.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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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等$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瘤胃降解特性研究

书书书

表
!

!

不
同
生
长
高
度
王
草
营
养
成
分
含
量
和
饲
料
相
对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0
1
2
3
4
,
5
6
*
0

7
7

8
#
.
.
#
/
1
*
5
5
&
8
&
0
/

-

%
#
0
/
(
&
*

7

(
/
.

项
目

!
"
#
$

生
长
高
度
!

%
$

&
'
(
)
"
*
#
+

,

*
"

-
.

/
0
.

/
1
.

/
2
.

0
/
.

0
3
.

0
4
.

干
物
质
!

5
6
7

/
0
8
.
9
:
.
8
1
0

;
#

/
<
8
/
3
:
.
8
3
3

;

/
<
8
-
.
:
.
8
1
4

;

/
1
8
2
0
:
.
8
3
1

%

/
9
8
0
4
:
.
8
<
4

%

/
2
8
3
/
:
/
8
.
0

=

0
/
8
3
.
:
.
8
3
/

(

粗
蛋
白
!

5
>
&

/
/
8
-
4
:
/
8
1
2

(

/
/
8
3
/
:
/
8
9
<

(

-
8
<
9
:
/
8
2
4

=

2
8
0
3
:
/
8
1
<

%

9
8
2
.
:
.
8
4
4

;
#

9
8
4
-
:
.
8
3
1

#

1
8
-
3
:
.
8
4
-

?

粗
脂
肪
!

5
@
@

9
8
0
4
:
.
8
2
1

(

9
8
0
4
:
.
8
4
1

(

9
8
.
<
:
.
8
4
4

(

1
8
2
-
:
.
8
-
.

(

1
8
/
/
:
.
8
9
0

=

3
8
4
3
:
.
8
9
4

=
%

3
8
<
9
:
.
8
1
-

%

中
性
洗
涤
纤
维
!

5
A
6
B

3
-
8
<
/
:
3
8
3
1

#

1
9
8
/
9
:
1
8
2
<

;

9
0
8
/
0
:
3
8
/
4

%
;

9
3
8
1
2
:
3
8
<
.

%

9
2
8
/
3
:
4
8
-
1

=

4
/
8
<
/
:
3
8
/
0

(

4
0
8
.
2
:
9
8
/
1

(

酸
性
洗
涤
纤
维
!

5
C
6
B

0
2
8
-
0
:
<
8
3
-

?

<
0
8
/
/
:
1
8
.
<

;
#

<
3
8
/
3
:
3
8
3

;

<
9
8
<
/
:
<
8
1
0

%

<
2
8
4
2
:
1
8
1
1

=
%

3
.
8
9
3
:
9
8
1
<

=

3
9
8
2
.
:
9
8
0
9

(

饲
料
相
对
值

D
B
E

/
8
0
1
:
.
8
0
1

(

/
8
.
1
:
.
8
/
/

=

.
8
-
<
:
.
8
0
<

=

.
8
2
4
:
.
8
0
4

%

.
8
2
.
:
.
8
<
.

;

.
8
4
3
:
.
8
<
4

#

.
8
9
4
:
.
8
/
.

?

等
级

F
G
(
'
+
"

H

I
"
(
)
;
(
J
;

/
0

0
<

3
1

1

同
行
不
同
字
母
表
示
差
异
显
著

"

!

"

.
8
.
1

#
$
下
同

7
#
(
)
I
K
+
"
*
+
)
"
*
#
I
(
$
#
J
L
K

K
+
"
*
;
+
?
?
#
J
#
)
"
'
#
"
"
#
J
I
(
J
#
I
+

,

)
+
?
+
%
(
)
"
'

H

;
+
?
?
#
J
#
)
"
(
"
.
8
.
1
'
#
M
#
'
8
N
*
#
I
(
$
#
(
I
=
#
'
L
K

表
9

!

不
同
生
长
高
度
王
草
干
物
质
在
瘤
胃
内
的
降
解
率
和
降
解
参
数

"
#
$
%
&
9

!

"
(
&
8
:
)
*
0
#
%
1
8

;

)
#
/
&
8
1
&

7

8
#
1
#
$
*
%
*
/

;

#
0
1
1

;

0
#
)
*
+
1
&

7

8
#
1
#
/
*
,
0
,
5
6
*
0

7
7

8
#
.
.
#
/
1
*
5
5
&
8
&
0
/

-

%
#
0
/
(
&
*

7

(
/
.
*
0

7

,
#
/

项
目

!
"
#
$

生
长
高
度
!

%
$

&
'
(
)
"
*
#
+

,

*
"

-
.

/
0
.

/
1
.

/
2
.

0
/
.

0
3
.

0
4
.

降
解
率
!

5

6
#

,

J
(
;
(
=
+
'
+
"

H

9
*

3
3
8
-
.
:
1
8
3
.

(

<
1
8
3
.
:
<
8
-
4

=

<
<
8
1
4
:
9
8
.
2

=

0
-
8
<
2
:
1
8
<
9

%

0
3
8
/
1
:
<
8
.
0

;

/
2
8
3
4
:
3
8
1
0

#

/
.
8
1
<
:
0
8
3
4

?

/
0
*

3
9
8
3
2
:
2
8
-
<

(

3
.
8
.
4
:
3
8
9
-

=

3
.
8
2
0
:
4
8
<
9

=

<
2
8
-
3
:
9
8
1
<

=
%

<
.
8
/
/
:
<
8
9
2

;

0
3
8
-
0
:
/
8
9
-

#

/
9
8
2
9
:
/
8
<
-

?

0
3
*

1
3
8
.
2
:
3
8
4
9

(

3
4
8
.
3
:
3
8
9
3

=

3
2
8
/
3
:
3
8
0
3

=

3
3
8
4
3
:
3
8
1
2

%

<
1
8
-
9
:
1
8
.
/

;

0
2
8
3
.
:
3
8
3
/

#

0
.
8
9
1
:
0
8
9
-

?

3
2
*

1
9
8
0
<
:
1
8
.
2

(

3
-
8
.
1
:
4
8
0
3

=

1
.
8
3
<
:
1
8
.
2

%

3
2
8
.
4
:
0
8
2
1

%

3
.
8
-
9
:
<
8
<
0

;

<
<
8
0
/
:
/
8
2
9

#

0
1
8
3
1
:
.
8
1
/

?

4
0
*

9
.
8
0
1
:
3
8
<
0

(

1
9
8
/
-
:
0
8
2
2

=

1
<
8
.
1
:
4
8
2
4

=
%

1
/
8
<
4
:
0
8
2
9

%

3
0
8
9
3
:
3
8
9
3

;

<
3
8
3
-
:
<
8
1
<

#

0
4
8
1
<
:
1
8
2
.

?

降
解
参
数
!

5

6
#

,

J
(
;
(
"
+
L
)

O

(
J
(
$
#
"
#
J

(

3
.
8
<
2
:
3
8
9
3

(

<
/
8
9
2
:
<
8
.
4

=

0
0
8
/
.
:
3
8
1
-

%

/
2
8
0
.
:
<
8
4
2

;

/
4
8
<
1
:
<
8
3
/

;

/
0
8
<
1
:
/
8
0
9

#

1
8
0
2
:
0
8
3
3

?

=

0
.
8
4
-
:
3
8
9
3

#

0
1
8
-
.
:
0
8
<
4

;

<
.
8
/
3
:
1
8
.
1

=

<
<
8
/
1
:
1
8
.
4

(

0
2
8
<
3
:
<
8
<
4

=
%

0
0
8
0
.
:
/
8
2
/

#

0
1
8
/
3
:
.
8
4
4

;

(
P
=

9
/
8
/
2
:
3
8
1
2

(

1
4
8
1
-
:
3
8
0
/

=

1
0
8
0
3
:
<
8
/
-

%

1
/
8
<
9
:
3
8
/
2

%

3
1
8
9
-
:
9
8
-
1

;

<
3
8
1
1
:
0
8
/
.

#

<
.
8
3
0
:
<
8
4
9

?

%

!
"

5

!

*

#

.
8
.
<
9

#

.
8
.
<
/

#

.
8
.
2
.

(

.
8
.
4
<

(
=

.
8
.
3
4

;

.
8
.
9
.

%

.
8
.
3
3

;

@
6

1
<
8
2
0
:
0
8
.
3

(

3
4
8
3
9
:
<
8
4
-

=

3
9
8
0
/
:
4
8
4
<

=

<
4
8
-
0
:
0
8
0
.

%

<
/
8
.
9
:
9
8
0
3

;

0
2
8
-
<
:
0
8
<
9

#

/
4
8
.
1
:
0
8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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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幅度减小(各个时间点的
6e

降解率随着生长

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其中除了
.=

时
%0&

和
%1&A;

组之间!

%0=

时
%0&

'

%1&

和
%(&A;

组之间&

0)=

时

%0&

和
%1&A;

组之间!

)(=

时
%1&

和
%(&A;

组之

间!

30=

时
%0&

和
%1&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外

"

A

%

&_&1

#!其他时间点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的
6e

降解率均有显著差异"

A

#

&'&1

#(快速降解部分
<

随着生长高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A

#

&'&1

#!仅
%(&

和
0%&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 "

A

%

&'&1

#&慢速

降解部分
U

随着生长高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

的趋势!

%(&A;

组最高!

/&A;

组最低!除了
/&

和

0)&A;

组'

%0&

和
03&A;

组'

%1&

和
0%&A;

组之间

未达到显著水平外"

A

%

&'&1

#!其他生长高度之间

差异显著"

A

#

&'&1

#&潜在降解部分
<jU

随着生长

高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A

#

&'&1

#!仅
%1&

和
%(&

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 "

A

%

&'&1

#&

U

的降解速

率
%1&A;

组最高!

%0&A;

组最低!除了
/&

和
%0&

A;

组'

%1&

和
%(&A;

组'

0%&

和
03&A;

组之间未达

到显著水平外"

A

%

&'&1

#!其他生长高度之间差异

显著"

A

#

&'&1

#&有效降解率"

:6

#随着生长高度的

增加而显著降低"

A

#

&'&1

#!仅
%0&

和
%1&A;

组之

间未达到显著水平 "

A

%

&'&1

#(

!FG

!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在不同时间点
,5

的瘤胃

降解率和降解参数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的粗蛋白瘤胃降解率和降解

参数如表
1

所示!随着瘤胃消化时间延长!不同生长

高度王草的
]Q

降解率逐渐增加!

)(=

后降解率增

加幅度减小(各个时间点的
]Q

降解率随着生长高

度的增加而降低!其中除了
%0=

时
%0&

和
%1&A;

组'

0%&

和
0)&A;

组之间&

0)=

时
%0&

和
%1&A;

组

之间!

)(=

时
%0&

和
%1&A;

组'

0%&

和
0)&A;

组之

间!

30=

时
%0&

和
%1&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外

"

A

%

&_&1

#!其他时间点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的
]Q

降

解率均有显著差异"

A

#

&'&1

#(快速降解部分
<

随

着生长高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A

#

&'&1

#!仅
%(&

和
0%&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 "

A

%

&'&1

#&慢速

降解部分
U

随着生长高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

的趋势!

%(&A;

组最高!

03&A;

组最低!除了
/&

'

%1&

和
%(&A;

组'

%0&

和
0%&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

水平外"

A

%

&'&1

#!其他生长高度之间差异显著

"

A

#

&_&1

#&潜在降解部分
<jU

随着生长高度的增

加而显著降低"

A

#

&'&1

#&

U

的降解速率
%(&A;

组

最高!

/&A;

组最低!除了
/&

和
0%&A;

组'

%0&

和

0)&

和
03&A;

组'

%1&

和
%(&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

水平外"

A

%

&'&1

#!其他生长高度之间差异显著

"

A

#

&_&1

#&有效降解率
:6

随着生长高度的增加

而显著降低"

A

#

&'&1

#!

%0&

和
%1&A;

组'

0%&

和

0)&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 "

A

%

&'&1

#(

!F%

!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在不同时间点
O9H

的瘤胃

降解率和降解参数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的中性洗涤纤维瘤胃降解率

和降解参数如表
.

所示!随着瘤胃消化时间延长!不

同生长高度王草的
L6J

降解率逐渐增加!

)(=

后

降解率增加幅度减小(各个时间点的
L6J

降解率

随着生长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其中除了
.=

时
%0&

和
%1&A;

组之间'

%0=

时
%0&

和
%1&A;

组'

%(&

和

0%&A;

组之间&

0)=

时
%0&

和
%1&A;

组之间!

)(=

时
%0&

和
%1&A;

组之间!

30=

时
%0&

和
%1&A;

组'

%(&

和
0%&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外"

A

%

&_&1

#!其他时间点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的
L6J

降解

率均有显著差异"

A

#

&'&1

#(快速降解部分
<

随着

生长高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A

#

&'&1

#!仅
0%&

和

0)&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 "

A

%

&'&1

#&慢速降

解部分
U

随着生长高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

趋势!

%(&A;

组最高!

0)&A;

组最低!除了
/&

'

0)&

和
03&A;

组'

%1&

和
0%&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

平外"

A

%

&_&1

#!其他生长高度之间差异显著"

A

#

&'&1

#&潜在降解部分
<jU

随着生长高度的增加而

显著降低"

A

#

&'&1

#!其中
/&

和
%0&A;

组'

%1&

和

%(&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外"

A

%

&'&1

#&

U

的

降解速率
%1&A;

组最高!

%0&A;

组最低!除了
/&

和
%0&A;

组'

%(&

和
0)&A;

组'

0%&

和
03&A;

组之

间未达到显著水平外"

A

%

&'&1

#!其他生长高度之

间差异显著"

A

#

&'&1

#&有效降解率
:6

随着生长

高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A

#

&'&1

#!除了
%0&

和
%1&

A;

组'

0%&

和
0)&A;

组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 "

A

%

&'&1

#(

G

!

讨
!

论

GF#

!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营养成分动态变化

本研究中!不同生长高度王草营养成分的变化

规律与许多已报道结果类似!即随着生长时间的增

加!植物由幼嫩逐渐成熟直至老化!干物质'有机物

含量升高!粗蛋白含量逐渐下降!木质化程度逐渐增

高!纤维物质含量明显增高!适口性降低!整体营养

价值呈下降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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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黑麦随生育期延长!其产草量不断增加!粗

蛋白由
*%'3%Y

下降至
/'.&Y

!中性洗涤纤维由

*.'(/Y

上升至
.*'3(Y

!酸性洗涤纤维由
%3'1.Y

上升至
*.'*%Y

!饲用品质不断下降)

%/

*

(王草粗蛋

白随着株高的升高而降低!由
%)_/1Y

下降至

3_()Y

!变化趋势与本研究相同)

0&

*

(红三叶随着生

长年限的增加!粗蛋白含量降低'酸性洗涤纤维含量

增加!营养价值呈下降趋势)

0%

*

(高丹草随着生育期

的推后!粗蛋白含量迅速降低!而干草产量逐渐升

高)

00

*

(不同生长阶段紫羊茅各营养物质的含量差

异显著!随着生长阶段的推进粗蛋白含量呈下降趋

势!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呈升高趋

势)

0*

*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植物本身的物质积累和

化学成分含量存在一定的变化规律!选择合适的利

用时期非常重要(本研究中王草主要营养成分含量

与课题组前期研究工作中结果吻合)

0)

*

!而与其他研

究报道的结果略有差异)

0&

!

01

*

!营养成分含量的差异

可能与生长环境'水肥条件'刈割茬次等因素有关!

但这些差异均在正常范围以内(饲料相对值
OJb

是目前美国惟一广泛使用的粗饲料质量评定指数!

本研究中王草生长高度为
%(&A;

时
OJb

为
&'(3

!

等级为
*

级!营养价值较高&超过
%(&A;

后粗饲料

等级由
*

级降低为
)

级或者更低!营养价值明显降

低(根据粗蛋白等营养成分的变化规律和饲料相对

值!王草生长高度低于
%(&A;

时营养价值较高(

GF!

!

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瘤胃降解特性

牧草
6e

的瘤胃降解率是影响干物质采食量

的一个重要因素!反映牧草消化的难易程度!降解率

高的牧草其动物的采食量可能也相应提高(本研究

中不同生长高度王草的
6e

降解率差异较大!同一

时间点随着生长高度增加降解率逐渐降低(另外!

随着牧草在瘤胃中培养时间的增加!

6e

的降解率

逐渐增大!最终趋于稳定!符合粗饲料在瘤胃中降解

的普遍规律(有学者对不同牧草的瘤胃降解特性进

行了研究)

0.

*

!结果发现!

6e

降解率高的牧草
<

值

较高!接近
U

值或者大于
U

值!而
6e

降解率低的

牧草
<

值要远小于
U

值!本研究结果页符合这一规

律!即随着生长高度增加!

6e

的
<

值'潜在降解率

和有效降解率却随之降低(牧草瘤胃降解率降低与

其本身营养物质含量变化有关!而牧草收获时期决

定了牧草的品质!随着生长周期的推后!牧草饲用品

质下降!瘤胃降解率也随之降低(本研究中!不同生

长高度王草干物质瘤胃降解率均低于已报道的王草

干物质瘤胃降解率)

03

*

!可能与其采用的试验动物黄

牛的消化能力较强有关(生长高度
%(&A;

王草

6e

的瘤胃降解参数与已报道的同为狼尾草属牧草

的象草的结果接近)

0.

!

0(

*

(另外!本研究中生长高度

小于
%(&A;

王草的
6e

有效降解率与主要禾本科

粗饲料相比!高于玉米秸秆'羊草'披碱草'中华羊

茅'多叶老芒麦'紫羊茅!与玉米秸秆青贮'虎尾草接

近!低于全株玉米青贮'燕麦草'狗尾草等)

0*

!

0.

!

0/!*&

*

!

结果表明王草在适宜的生长高度收获利用!具有较

高的
6e

瘤胃降解率(

蛋白质是评价饲料营养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

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程度影响瘤胃微生物蛋白质的合

成和氮在动物体内的沉积!与动物产品的质量紧密

相关(牧草细胞壁中的纤维结构影响细胞内容物中

蛋白质的降解!因此
]Q

含量高低与其在瘤胃中降

解率的高低可能存在差异!化学分析方法不能准确

判断牧草
]Q

实际消化情况!通过瘤胃降解能对其

可利用性作出较准确的判断(有研究表明!牧草
]Q

含量高有利于
]Q

的降解!

]Q

的有效降解率与快速

降解部分呈极显著强的正相关)

)!1

*

(学者对肉羊饲

料营养成分与消化率相关性的研究表明!饲料
]Q

的消化率与饲料中
]Q

的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而

与中性洗涤纤维"

L6J

#呈极显著负相关)

*%

*

(紫羊

茅随着生长阶段的推进!

]Q

的瘤胃有效降解率呈明

显下降趋势!可能与纤维成分增加有关)

0*

*

(本研究

中!王草生长高度由低到高
]Q

在瘤胃内各时间点

的降解率'潜在降解率和
:6

随之降低!可能与
]Q

含量降低!纤维类物质增加有关!随着植物的成熟老

化!木质化程度加深影响氮的释放和分解!与上述研

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王草
]Q

的瘤胃降解率'有

效降解率高于已报道的王草和其他几种狼尾草属牧

草)

0)

!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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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率较准确的反映了饲料中纤维可利用程度!是评

价反刍动物粗饲料营养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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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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