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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鸡 饲 料 的 代 谢 能 值 测 定

方 法 中 若 干 问 题 的 建 议
�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牡研究所 张子仪

水北农学院动物苦养研究室 林友丈

禽类伺料中的有效能量一般采用代谢能 可能引起���测值的变异
。

值表示
，
但是在代谢能值的测定 方 法 中 存 另一方面随着集约化饲养业规模的不断

在 着 许 多 悬 而 未 决 的间题
。

用古典的方 扩大及饲料工业的迅速发展
，
在快速

、

精确

法测出的代谢能值因 测 试 条 件 不 同而 变 评定饲料的有效能值的测试手段方面也提出

异 较 大
。 ⑨ 在 先 进国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了新的要求

。

为此
，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

历 史 已 近 ��年⑥，
但尚无统一标准方案可 角度提出过种种方案�

。

如以�
����， ���

、

循
。

随着我国伺料工业的发展
，
建立饲料法 ���等为稳定物质的指示剂法 �

模拟动物消

规
，

确定监测细则迫在眉睫
，
其中以有效能值 化代谢过程的离体法以及以排空

、

准确饲喂

的测定尤为重要
，
它不仅影响饲养标准的制 为主要手段的排空快速测定法等

。

但共同的

定
，
也影响饲料本身的合理配制和利用

。

为 问题是都未能解决在测试过程中引入的生物

此
，
作者等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对喂给 学试验误差
。

量
、
试验动物的体重

、

类别
、

饲粮的类型
、

晚近引人注目的是加拿大�
、
�

、
�������

喂饲方法
、

环境温度
、

饲料通过消化道的速 �氏提出的真代谢能 ���� �测定 方 案
，

度
、

内源能值的变异等影响代谢能值的因素 �计算方法见式五 �
，
他的基本假设是

�

进行了系统研究之后 ①��，
制定了对试验 �

。

由排泄物排泄出的能量是食入能量

动物以 �� 小 时排空处理
、

准确投喂
、

局部 的线性函数 �

手术缝合集粪器等为主要特点的快速测定方 �
�

代谢性粪能 �����如胆汁
、

消化液

案
。
现整理如下并提出一些建议

，
以期通过 及肠粘膜脱落的细胞和内源性尿能��

���的

今后的工作
，
不断改进提高

。

损失量不受食入饲料的性质和数量的影响 ，

前人工作简介 �
�

当食入量为零时回归直线�轴的截

家禽生命活动过程的代谢产物除体热和 距与由同一试验同体重的绝食试验鸡测得的

气体外
。

其余可见部分包括少量分泌物与消 ��� � ���值相似
。

化道表皮脱落物由粪尿中排出
。

但排泄物中 而澳大利亚的�
。
� ������氏�⑩⑩以及

的能量
，
并非全部来自饲料本身

。
而一部分 美国一些�学者则对此持批判态度

，
其论点

是来自内源性代谢产物
。

为此迄今表示家禽 是
�

代谢能的指标又称为表观代谢能 ����
，
计 �

�

不同饥饿期���不同试验鸡之间的内

算方法见式三 �
。

但是影响���测 值 的因 源能排泄量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素很多
，
如试验用鸡的种类

。
喂食量

、

环境 �
�

日粮组成对内源能排泄量有影响
，

温度
，
基础饲料的搭配比例

，
日粮中的蛋白 如饲料中的中性洗涤纤维含量 �����与其

水平
，
纤维水平以及其他测试条件等等都有 ��� � ���量���的关系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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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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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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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吴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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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①�����， 三氧化二铬

，
系一种不被动物吸收 而且无稀的化合物

。

②���， 酸不溶灰分 �人��� ��������� 人止 �的 略写
，
系伺料中所含不溶于��盐酸的无机成分

。

③���， ������比��
�皿�
���

����一种有机稳定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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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 ���量还受其它种种因素
，

如环境温度
、

饥饿鸡的予处理条件等的影响
。

在此基础上�
�����氏提出了以训 练 迅

速采食为主要手段的快速代谢能测定法
。

两者的立论虽然不同
，

但所提出的方案

的共同弱点是
，
都没有解决如何 排 除 内 源

性排泄物的能量对代谢能测值的干扰问题
。

作者认为以动物为试验对象所产生的个体间

的测值差异
，
应该是绝对的

。

不可能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完全一致
。

为此
，
对生物

学方法的则值只能争取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

相对精确和稳定
，
�������氏法简易

、

快速
，

有其可取之处
，

但如上述种种原因
，
目前世

界各国最广泛采用 的 仍 属 于 ���体系
，

�������氏虽曾提出过用���值换 算 ���

值的系数或公式
，
但这些公式以后被 人，������

⑧��������⑧ 、
�������⑩及作者等⑧⑩的工 作

证实并不实用于所有饲料
。

建议案及其生物学试验根据

一
、

关于鸡饲料代谢能值表示方法的选

择

动物对饲料营养成分的利用尽管保持着

动态平衡
，
但在某一代谢试验期间却很少是

绝对平衡
，
为此

，
有些学者主张

，
根据饲料

氮在动物体内的沉积量
，
以所排出的含氮化

合物的形式的热值进行校正
，
正平衡时对代

谢能值来说应加以扣除
。

反之
，

当负平衡时

则应给以补足
。

于是提出了氮校 正 代 谢 能

�五��� �
、

氮校正真 代谢能��人��
��等项指

标
。
�计算方法及涵义见式二一式五及图一 �

�常规全收药法 �
�� �天平均
日采食盆

何料中
的能量

�� �天平均
日排泄物盈

排泄物
中的能 量

���二

�� �天平均日采食量

�入��� � ��� � ���
一 �

。
��� ��

二
、 · · 、 、

一�式二

� � � � � �

……式三

��� � � ��

、

���

�一一 �� �

一�
�士 � �士 �

���� ����

凶一 各种禽类饲料代谢能值涵义示意图

理论上���
�
应是比较完善的

。

但如上

�排空法 �

项所述在侧试手段上
，
对 ��� � � �� 的校

正存在着许多未解决的间题
，

在校正过程又

会引进误差
，
况且氮校正与不校正所差无几

，

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与 ���� 的关系

为强正相关 �� � �
�

����
。
�������与�������

虽然通过�
，

���例试验证实
�

���� 二 �
。
���� �

。

������… …式六

但事实上氮校正值受不同发育阶段生理

条 件 的 影 响
，

强求用同一公式校正
，
等于

不校正
，
对此问题在����年全国 畜 禽 营 养

研 究会 第 二届年会的专题讨论中认为
�

从

目前国情出发
，
建议仍采用表观代谢能值

，

一���
��

、 饲料 中 � 规定时间 内
采粮量

‘ ’

能值 的排泄物皿
排泄物
的能值

规定时间 内的
内源物排 出量

内稼物
能位

��� �

—
采食量

���� 二 真代谢能道 一 �
。
��� �喂食鸡的��一对照空腹鸡的�� �

” ’ ‘ ’ “ ’ · · ·

… …式四

· ’ · · · · · · · · ·

一式五

注 � ���� � � �
。
��� ��，

�
�

��二 每克供试饲料对应的笼平衡的克数 ，

�� ����
、

鸡排泄物 中每克笼以构成相对应的尿酸 形式的姗烧热值 �千卡 �



但测试手段则采用排空法， 不进行氮校正
，

用���表示
。

建议案 �排 空法 �

采食 。 �

暴鳌
一

琴雀路
， 又 排，物 。 值

计算方法见式七 �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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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七
采食�

二
、

关于喂给量与喂给方法

为了提高代谢能测值的可信程度
，
在执

行代谢试验时
，

尽可能加大喂给量是增加测

值精度的重要措施之一
。

在采取的手段上可

以大致分为三类
�

�一 �任意采食 ��� ������� �

任意采食符合鸡的正常生理条件
，
但从

鸡的采食习性观察
， 二有挑食

、

抛洒之癖
，
就

一

仃可能在采食中引起量的或质的误差
。

特别

是对一些适 口性差的鸡饲料几乎不可能使试

验动物食入规定的量
。

往往使试验中途报废
。

�二 �诱饲

此法系�
������氏极积推荐的 方 法

。

主

张将规定的供试饲料
，

制成颗粒饲料
，
通过饥

饿—诱饲训练
，
使其在一小时内食尽规定

的词料量
。

此法对适 口性差的饲料仍很难达

到规定的采食量
。

另一方面在试验前需要训

练采食步骤
。

从总的时间看仍有可能使试验

日数拖长
。

�三 �强饲

此法系�������氏所推荐
，
并设计有强

饲器
。

可将任何饲料直接定量地送入嗦囊中
、

强饲法解决了适 口性较差的饲料的投喂手段

问题
。

但无疑会给试验动物以应激
，
有时也

会拖长排空时间
，
同时

，
饲强量不能过多

，

超量会引起呕吐
，
导致试验报废

。

�建议案�

根据饲料类型可以区别对待
，
如谷实类

，

糠鼓类等适口性较好的饲料可以采用诱饲
，

也可以采用强饲 � 对粗饲料等适口性差的饲

料则宜采用强词
。

根据作者等的试 验④用强

饲与自由采食测得的真代谢能 值 无 显 著差

别
。

一般强饲配合饲料��克以下不致发生呕

吐现象
，
对粗料也可以达到��克水平

。

据喂

给量水平试验
，
强制给食量在��

、
��

、

��克之

间没有发现在真代谢能测值上的 显 著 性 差

异
。 ②

为此建议对�
�

�公斤以上的成年 公 鸡强

饲量每次应为��克或以上
，
对 �

�

�公斤左右

的育成公鸡
，
每次强饲量 以��一��克为宜

。

粗料宜为��克左右
。

三
、

关于排空处理和排泄物收集时间

试验鸡的排空处理时间和排泄物收集时

间直接影响到代谢能的测值
。

根据绝食试验

鸡的消化道中的残留食糜量测定 结果⑦ �

在

强饲玉米
、

豆饼
、

叶粉后不论饲料类型如何
，

经过��
、

��或��小时后都发现仍然有一定量

的干物质残留于消化道的各部位中
。

如以强

饲时的喂给干物质量作为���计算
，
则在��小

时后玉米
，
豆饼

，
在消化道各部位的总残留干

物质量分别为��
�

�和��
�

�
。

显然按文献报导

的仅以��小时排空处理是不可能 全 部 排 空

的
。

另从��小时排空处理 的 残 留 干物质量

看
，
精料型的玉米

、

豆饼虽然���以上排出

�残留干物质量分别为�
�

��和�
�

�� �
，

但

粗料型的叶粉则残 留 干 物 质 量 较 大
，
达

��
�

��
。

用五月龄小公鸡测定的结果
，
在饲

料间的规律与成年公鸡基本一致
，
但小公鸡

比成年公鸡的排空速度快
，
自由采食和诱食

比强饲时排空速度快
，
同样时间内的总残留

量亦少
。

�画连�
鉴于内源性排泄物的量受种种条件的影

响
，
而内源性排泄物的能量又是干扰代谢能

测值的因素
，
为此

，

建议如下
�

�一�用成年公鸡以强饲方式测定能量饲

料
、

蛋白质饲料时最少需��小时
，
在测定粗

料时
，
则��小时仍嫌不够

，
尚有延长的必要

。

但建议与能量饲料
、

蛋白质饲料同样处理
。



�二�用小公鸡测定时可适当缩短排空期

和收集期
，
如由��小时减少到��小时

，
但需

经过排空速度测定试验决定
。

�三�在试验前采用喂给同一饲料
、
同一

喂量的方法
，
使试验鸡消化道中的前期残留

物质与空腹处理物质大休近似
，

借以缩小或

补正内源性排泄物能量的变异带来的误差，

即在不可能全部排空的条件下
，
用前后期残

留量相冲的办法
，
一方面可以减少前期饲料

质量对测值的影响
，
同时也可以通过喂给相

等干物质量来减少排出不匀而形成的内源性

排泄物能量的变异对代谢能测值的影响
。

表一 试 脸 日 吸 安 排

测 定 第 一 次 侧 定 � 下 次 洲 定

预 ， 期 排 空 期
�
强 饲 � 收 集 期 …

时 间 � � �天
� ��小时 � �一��分钟 � ��小时 �� 小 时

次定一第同测

处 理

喂全价配合
饲料 �排空
前最近一顿 饥 俄 喂被侧料 收集排泄物

喂全价配合
饲料 �排空
前最近一顿

饲侧�被喂料饲侧被�喂料

计时从强饲结束时算起
，
如用诱饲或自

由采食方式饲喂时则应从撤槽开始计时
。

四
、

关于测试环境温度条件

环境温度对鸡的采食量⑤ 、

饮水 量⑤。 、

饲料利用率⑩ 、

日增重珍产卵性能以及基础代

谢⑩ 等均有一定影响
。

不同生理状态的鸡有

着不同的环境温度适中区
，
高于或低于适中

区都有可能影响基础代谢
、

能量需要乃至对

���测值的影响⑩ ，
据报导⑩ �

夏季测值比

冬季测值高
。

用成年公鸡测定的玉米
、

槐叶

类型 日粮的���值的结果
�

夏季与冬季测

值低于秋季测值③ 。

在人工气候室条件下
，

高温������℃�
、

低温��一��℃�
、

及适温

���一��℃�对表观代谢能测 值 的 影 响不显

著， 而真代谢能的测定结果则 以 低 温 组最

高
，
高温与适温 组 差 异 不 显 著⑤� 。

由此

可见如果以真代谢能值表示鸡饲料的有效能

值时
，
应在确定的温度条件下进行

。

若用表

观代谢能值表示时
，
对测定时的环境温度条

件似可适当放宽
。

�痊亘萎�
以表观代谢能表示时

，
测定环境条件建

议控制在适温即�����℃范围内为宜
。

五
、

关于试验用鸡的条件

作者等的试验证明②⑩�����月 龄 的蛋

用来亨公鸡
，
�� �月龄的来亨小公鸡

，
或

�� �月龄的肉鸡都可以作为试验用鸡
，
用

五种类型饲料验证的结果
，

在三种类型的试

验鸡之间的测值无显著差别
。

�红赓�
对试验用动物的要求条件应是

�

�一�成年公鸡或体重在 �
�

�公斤以上 的

肉鸡
，
要求强壮

，
在短期测试期间不致因应

激而发生异常或疾病 �

�二�能采食或接受相当量的饲料
，
可避

免因喂给量不够而带来误差，

�三�经过挑选
，
淘汰掉一 些 怪 癖

，

挑

食
、

以及不适应代谢试验环境条件的个体
，

而保留可以连用多次的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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