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验研究

不同蛋白水平全价颗粒饲料对育肥公羊
育肥效果对比研究

杨伟刚1,黄科吉2,牟永铎2,陈 华1,赵欢庆1,曹丽娟1,董 伟1,*

(1.武威市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甘肃
 

武威
 

733000;2.张义镇人民政府)

摘 要:本研究主要探讨不同蛋白水平全价颗粒饲料对育肥公羊育肥效果对比。选择体重20
 

kg
左右公羊共计120只(湖羊、澳湖杂交羊、欧拉羊、湖藏杂交羊、萨湖杂交羊各24只),每一个品种公

羊随机平均分为3组,分别饲喂蛋白含量12.96%(LP组)、15.04
 

%(MP组)、17.04
 

%(HP组)的

全价颗粒饲料,饲喂105
 

d,研究体重、养殖效益、体尺相关性等指标。结果显示:湖羊、澳湖、萨湖

MP组和HP组羊日增重显著高于LP组(P<0.01),湖藏杂交羊3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欧
拉羊日增重HP组显著高于其他2组(P<0.05),澳湖、萨湖羊增重速度最快,日增重达到300

 

g以

上;湖羊、澳湖、萨湖、湖藏 MP组和HP组羊料重比显著低于LP组(P<0.01),欧拉羊3组差异均

显著(P>0.05),不同品种羊 MP组日养殖效益均优于 HP组;湖羊、澳湖、萨湖、湖藏羊体重与各

体尺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欧拉羊体重与体长呈极显著相关(P<0.01),体重与胸围、
体长呈显著相关(P<0.05)。
关键词:全价颗粒饲料;育肥;日增重;料重比;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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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fattening
 

effects
 

of
 

complete-price
 

pellet
 

feeds
 

with
 

different
 

protein
 

levels
 

on
 

fattening
 

rams.
 

We
 

selected
 

a
 

total
 

of
 

120
 

rams
 

weighing
 

about
 

20
 

kg
 

(24
 

each
 

from
 

Hu
 

sheep,
 

Aohu
 

hybrid
 

sheep,
 

Euler
 

sheep,
 

Huzang
 

hybrid
 

sheep,
 

and
 

Sahu
 

hybrid
 

sheep).
 

Rams
 

of
 

each
 

bree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and
 

fed
 

respectively
 

full-price
 

pellet
 

feed
 

with
 

protein
 

content
 

of
 

12.96%
 

(LP
 

group),
 

15.04%
 

(MP
 

group),
 

and
 

17.04%
 

(HP
 

group).
 

We
 

fed
 

for
 

105
 

days
 

and
 

studied
 

indicators
 

such
 

as
 

body
 

weight,
 

breeding
 

efficiency,
 

and
 

body
 

size
 

correlation.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daily
 

weight
 

gain
 

of
 

sheep
 

in
 

the
 

MP
 

group
 

and
 

HP
 

group
 

of
 

Hu
 

sheep,
 

Aohu,
 

and
 

Sahu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P
 

group
 

(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Hu-Tibetan
 

hybrid
 

sheep
 

(P>0.05).
 

The
 

daily
 

weight
 

gain
 

of
 

Euler
 

sheep
 

in
 

the
 

HP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wo
 

groups
 

(P<0.05).
 

Aohu
 

and
 

Sahu
 

sheep
 

gain
 

weight
 

the
 

fastest,
 

with
 

a
 

daily
 

weight
 

gain
 

of
 

more
 

than
 

300g.
 

The
 

feed
 

weight
 

ratio
 

of
 

sheep
 

in
 

Huyang,
 

Aohu,
 

Sahu
 

and
 

Huzang
 

MP
 

groups
 

and
 

HP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LP
 

group
 

(P<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Euler
 

sheep
 

(P>0.05).
 

The
 

daily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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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of
 

MP
 

group
 

of
 

different
 

breeds
 

of
 

shee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HP
 

group.
 

There
 

was
 

a
 

highly
 

significant
 

posi-

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body
 

size
 

of
 

Hu
 

sheep,
 

Aohu,
 

Sahu
 

and
 

Huzang
 

sheep(P <0.01).
 

The
 

weight
 

of
 

Euler
 

sheep
 

was
 

high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ody
 

length(P<0.01),
 

and
 

the
 

weight
 

was
 

significantly
 

cor-

related
 

with
 

chest
 

circumference
 

and
 

body
 

length(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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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全价颗粒饲料在动物生产中的研

究较多,特别是在禽、猪、奶牛等动物育肥过程中研

究应用较为广泛。全价颗粒饲料具有营养均衡、适
口性好、能促进反刍动物瘤胃发育、加快生长速度等

优点,且由于颗粒饲料制作工艺原因,保证了其运

输、储藏过程中不容易发生霉变。随着肉羊饲养趋

向于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饲喂全价颗粒饲料能够较

大的提高饲养人员劳动效率,因此,开展全价颗粒饲

料在肉羊集中育肥中的研究应用很有必要。本实验

通过研究不同蛋白水平全价颗粒饲料对不同品种育

肥公羊育肥效果研究,以期为集约化肉羊饲养技术

提供更多参考依据,提升产业发展效益。

1 不同蛋白水平饲料育肥公羊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选择体重20
 

kg左右、健康无病的5个不同品

种断奶公羔羊共计120只(湖羊24只,澳湖杂交羊

24只,欧拉羊24只,湖藏杂交羊24只,萨湖杂交羊

24只),称量初始体重,打耳号,登记后作为试验

对象。

1.2 试验设计

选取5个不同品种体重在20
 

kg左右的公羊共

计120只,每一个品种24只公羊随机分为3组,每
组8只分栏饲养,分别饲喂粗蛋白含量12.96%(LP
组)、15.04

 

%(MP组)、17.04
 

%(HP组)的全价颗

粒饲料,每次饲喂以料槽内基本无剩余料为准。预

试期结束后为第1d,然后每隔35
 

d早晨空腹称量试

验羊体重,测量体斜长、体高、胸围等相关指标,每天

称量全价颗粒饲料饲喂量以及剩余量,到第105
 

d
结束试验,准确记录各项数据。

1.3 饲养管理

由专人负责试验期内试验羊的饲养管理,饲养

条件保持一致,做到早、中、晚定时饲喂,定期按时完

成试验羊防疫、驱虫、健胃等保健措施,并对羊圈进

行消毒,全天保证供应充足清洁的饮水,每天观察羊

的健康状况。

1.4 试验饲料

试验用全价颗粒饲料配制根据体重和营养需

求,参考NRC绵羊需要量和我国肉羊饲养标准,饲
料原料成分和含量见表1。

表1 全价颗粒饲料原料成分和含量

组分(%) LP组 MP组 HP组

玉米
 

42.00
 

42.00
 

42.00
 

小麦麸 6.00
 

4.00
 

3.00
 

豆粕 8.00
 

12.00
 

17.00
  

棉籽粕
 

7.00
 

9.00
 

10.00
  

菜籽粕
 

5.00
 

7.00
 

7.00
  

玉米酒精糟
 

5.00
 

5.00
 

5.00
  

贝壳粉 1.50
 

1.50
 

1.50
  

食盐 0.50
 

0.50
 

0.50
  

预混料
 

l 1.00
 

1.00
 

1.00
  

玉米秸秆
 

24.00
 

18.00
 

13.00
  

合计
 

100 100 100
 

消化能
  

(MJ/kg) 12.05
 

12.21
 

12.37
  

粗蛋白
  

(%) 12.96
 

15.04
 

17.04
  

钙
  

(%) 0.74
 

0.75
 

0.75
  

磷
 

(%) 0.40
 

0.44
 

0.47
 

1.5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用Excel
 

2013进行整理和表格制作,
用SPSS

 

17.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不同蛋白水平饲料育肥公羊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试验组育肥公羊体重变化

由表2可知,各品种不同试验组公羊初始体重

差异不显著(P>0.05)。第35天,澳湖杂交羊体重

HP组显著高于LP组(P<0.05),其他各品种不同

试验组体重差异不显著。第70天,湖羊LP组体重

极显著低于 MP组、HP组(P<0.01);澳湖杂交羊

LP组体重显著低于 MP组(P<0.05)、极显著低于

HP组(P<0.01),HP组略高于 MP组,差异不显

著(P>0.05);萨湖杂交羊LP组体重极显著低于

MP组和HP组(P<0.01);湖藏杂交羊和欧拉羊体

重各蛋白组差异不显著(P>0.05)。第105天,湖
羊、澳湖杂交羊、萨湖杂交羊 HP组、MP组体重均

极显著高于LP组(P<0.01);湖藏杂交羊体重3个

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欧拉羊体重 HP组显

著高于LP组(P<0.05),MP组和LP组、HP组差

异均不显著(P>0.05)。育肥结束期,澳湖、萨湖杂

交羊 MP组体重均超过50
 

kg,且极显著高于LP组

(P<0.01),和HP组体重接近,差异不显著(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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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试验组公羊体重增长统计表
                           

kg

品种
第一天体重 第35天体重 第70天体重

 

第105天体重

LP组 MP组 HP组 LP组 MP组 HP组 LP组 MP组 HP组 LP组 MP组 HP组

湖羊
20.59±
1.18

20.98±
1.60

20.63±
1.85

27.45±
1.30

28.85±
2.05

29.34±
1.53

35.50±

2.20A
40.46±

1.23B
40.44±

1.80B
44.96±

2.52A
49.36±

1.03B
48.99±

0.75B

澳湖p
19.25±
0.92

20.26±
1.19

20.70±
1.69

30.13±

1.43a
32.16±

1.73ab
32.93±

1.42b
40.25±

1.31Aa
42.50±

1.71b
44.54±

1.46Bb
49.83±

0.55A
53.90±

1.84B
54.76±

1.55B

萨湖p
21.51±
1.53

20.34±
1.49

21.09±
2.48

30.75±
0.86

31.98±
1.14

32.91±
2.43

40.80±

0.88A
43.76±

1.14B
43.95±

3.34B
50.84±

1.29A
54.35±

0.75B
55.16±

2.40B

湖藏
20.73±
1.09

20.55±
2.21

20.88±
1.67

29.84±
1.45

30.12±
2.54

30.43±
1.32

41.65±
2.46

39.71±
3.54

42.14±
2.80

50.27±
1.82

50.66±
3.05

51.90±
2.49

欧拉羊
20.49±
1.75

20.38±
1.51

21.04±
1.51

29.62±
2.63

29.67±
1.94

30.63±
2.20

39.60±
3.29

40.02±
2.96

41.78±
2.90

47.60±

2.36a
48.82±

2.96ab
51.32±

3.34b

  注:肩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

显著,下表同。

2.2 不同试验组育肥公羊养殖效益

由表3可知,在日增重方面,湖羊、澳湖杂交羊、
萨湖杂交羊LP组均极显著低于MP组和HP组(P
<0.01);湖藏杂交羊3组差异不显著(P>0.05);
欧拉羊HP组显著高于MP组和LP组(P<0.05)。
在料重比方面,湖羊、澳湖杂交羊、萨湖杂交羊、湖藏

杂交羊LP组均极显著高于 MP组和 HP组(P<
0.01);欧拉羊3组之间均有显著差异(P<0.05)。

在日养殖效益方面,湖羊LP组和 HP组均显著低

于 MP组(P<0.05);澳湖杂交羊 HP组极显著低

于 MP组(P<0.01),显著低于LP组(P<0.05);
萨湖杂交羊MP组极显著高于LP组和HP组(P<
0.01);湖藏杂交羊LP组和 MP组极显著高于 HP
组(P<0.01);欧拉羊3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
0.05)。

                

表3 不同试验组公羊养殖效益统计表
                            

kg,元

品种 试验组 日增重 日采食量 料重比 日养殖效益

湖羊 LP组
0.23±

0.02A
1.69±

0.06A
7.34±

0.76A
2.55±

0.57a

MP组
 0.27±

0.01B
1.58±

0.08B
5.87±

0.23B
3.18±

0.29b

HP组
 0.27±

0.02B
1.47±

0.08C
5.47±

0.40B
2.58±

0.52a

澳湖 LP组
0.29±

0.01A
1.75±

0.05Aa
6.01±

0.34A
4.01±

0.35a

MP组
0.32±

0.01B
1.67±

0.05b
5.23±

0.22B
4.30±

0.35Aa

HP组
 0.33±

0.01B
1.62±

0.04Bb
4.99±

0.17B
3.58±

0.25Bb

萨湖 LP组
 0.28±

0.14A
1.80±

0.07Aa
6.44±

0.31A
3.59±

0.35A

MP组
0.32±

0.02B
1.71±

0.06b
5.28±

0.22B
4.31±

0.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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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品种 试验组 日增重 日采食量 料重比 日养殖效益

HP组
 0.32±

0.01B
1.65±

0.06Bb
5.10±

0.27B
3.79±

0.51A

湖藏 LP组
 0.28±

0.01

1.79±

0.09A
6.37±

0.31A
3.66±

0.32A

MP组
 0.29±

0.02

1.61±

0.07B
5.65±

0.33B
3.55±

0.51A

HP组
 0.30±

0.02

1.59±

0.04B
5.40±

0.37B
2.89±

0.50B

欧拉羊 LP组
 0.26±

0.01a
1.75±
0.04A

6.78±
0.31A

3.13±
0.28

MP组
 0.27±

0.01a
1.64±

0.06B
6.08±

0.46B
3.05±
0.48

HP组
0.29±

0.02b
1.58±

0.02B
5.51±

0.42C
2.73±
0.55

  注:料重比=日采食量÷日增重

  日养殖效益=日增重×商品羊市场价格-日采食量×全价颗粒饲料价格

2.3 不同试验组育肥期末公羊体尺结果

由表4可知,湖羊体长、胸围、提高体尺指标

MP组和HP组均极显著高于LP组(P<0.01);澳
湖杂交羊、湖藏杂交羊体尺指标 MP组和 HP组略

高于LP组,差异不显著(P>0.05);萨湖杂交羊体

长HP组显著高于LP组(P<0.05),MP组和其他

2个组差异不显著(P>0.05),而胸围和体高方面,

HP组和 MP组略高于 LP组,差异不显著(P>
0.05);欧拉羊体长LP组极显著低于其他2组(P<
0.01),胸围方面3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体高方面HP组显著高于LP组(P<0.05),MP组

和其他2组差异不显著(P>0.05)。
                  

表4 不同试验组公羊试验终期体尺统计表
                      

cm

品种 试验组 体长 胸围 体高

湖羊
LP组

 

76.05±4.59A 81.24±4.13A 68.38±3.51A

MP组
 

84.09±3.85B 86.54±1.90B 76.13±1.77B

HP组
 

83.54±3.57B 86.93±2.28B 75.86±1.89B

澳湖 LP组
 

84.42±1.91 85.90±1.99 76.58±2.31
MP组

 

86.88±2.53 87.88±2.91 79.44±2.70
HP组

 

86.86±2.74 88.94±2.75 79.48±2.81
萨湖 LP组

 

84.47±4.74a 93.60±3.37 81.65±2.86
MP组

 

86.73±1.77ab 95.79±3.45 83.59±2.12
HP组

 

88.89±1.69b 96.01±5.39 83.93±2.80
湖藏 LP组

 

79.16±2.20 97.81±3.10 75.21±2.95
MP组

 

80.40±2.89 98.94±4.00 75.76±3.64
HP组

 

81.70±2.88 99.25±4.14 78.02±2.72
欧拉羊 LP组

 

73.15±2.96A 97.43±3.41 71.94±2.41a

MP组
 

78.65±3.04B 98.65±3.33 75.96±2.57ab

HP组
 

79.85±3.41B 101.45±3.28 77.09±5.69b

2.4 不同品种羊试验终期体重和体尺相关性分析

由表5可知,不同品种羊体重和体尺变异系数

均小于10%,为弱变异。由表6可知,湖羊、澳湖杂

交羊、萨湖杂交羊、湖藏杂交羊体重与各体尺之间呈

极显著正相关(P<0.01),欧拉羊体重与体长呈极

显著相关(P<0.01),体重与胸围、体长呈显著相关

(P<0.05);湖羊、萨湖杂交羊相关程度从大到小为

胸围>体高>体长,澳湖杂交羊为体长>胸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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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湖藏杂交羊为胸围>体长>体高,欧拉羊为体长 >体高>胸围。
               

表5 不同品种公羊试验终期体重和体尺表型统计量
               

kg,cm

品种 体重 体长 胸围 体高

湖羊
 

47.77±2.56 81.23±5.37 84.90±3.86 73.45±4.39

CV(%) 5.36 6.60
 

4.55 5.98
澳湖

 

52.83±2.59 86.05±2.59 87.57±2.78 78.50±2.86

CV(%) 4.90
 

3.01 3.17 3.64
萨湖

 

53.45±2.47 86.70±3.47 95.14±4.14 83.05±2.70

CV(%) 4.62 4.00
 

4.35 3.25
藏湖

 

50.94±2.50 80.42±2.77 98.67±3.67 76.33±3.24

CV(%) 4.91 3.44 3.72 4.24
欧拉羊

 

49.24±3.27 77.22±4.23 99.18±3.63 74.80±4.33

CV(%) 6.64 5.48 3.66 5.79

  注:CV=
 

标准差÷平均值×100
表6 不同品种公羊试验终期体重和体尺表型相关系数

              

kg,cm

品种 性状 体重 体长 胸围 体高

湖羊
 

体重 1 - - -
体长

 

0.740** 1 - -
胸围 0.845** 0.640** 1 -
体高

 

0.803** 0.705** 0.722** 1
澳湖

 

体重 1 - - -
体长

 

0.699** 1 - -
胸围 0.694** 0.942** 1 -
体高

 

0.650** 0.785** 0.731** 1
萨湖 体重

 

1 - - -
体长

 

0.529** 1 - -
胸围

 

0.674** 0.280 1 -
体高 0.555** 0.602** 0.455* 1

湖藏 体重
 

1 - - -
体长

 

0.645** 1 - -
胸围 0.716** 0.804** 1 -
体高

 

0.518** 0.908** 0.753** 1
欧拉羊

 

体重
 

1 - - -
体长 0.564** 1 - -
胸围

 

0.453* 0.404 1 -
体高

 

0.454* 0.600** 0.251 1

  注:肩标**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表示差异显著(P<0.05)。

3 不同蛋白水平饲料育肥公羊效果讨论

3.1 不同试验组全价颗粒饲料对公羊生长的影响

因全价颗粒饲料加工工艺能改善饲料部分营养

物质的理化性质,提高适口性,进而提升采食量,增
加生长速度,研究结果显示,羊草通过制粒,能够改

善适口性,显著提高羊的日采食量、日增重和饲料中

干物质、NDF、
 

ADF的利用率,使饲料转化率提高。
王鹏等通过饲喂相同水平颗粒饲料对比得出,羔羊

自由采食颗粒饲料的生长速度明显高于60%、40%
采食颗粒饲料。有试验研究均表明,全价颗粒饲料

均能显著提高肉羊育肥日增重和生长速度,本试验

不同品种肉羊育肥日增重均能达到200g以上,增重

速度较快,日采食量平均达到1.65Kg。研究结果显

示,17%蛋白水平颗粒饲料补饲羔羊,平均日增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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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本试验研究证明,17.04%、15.04%蛋白水

平全价颗粒饲料饲喂不同品种公羊日增重均快于

12.96%蛋白水平组,澳湖、萨湖杂交羊日增重均达

到0.32Kg,增长速度较快。

3.2 不同试验组全价颗粒饲料对公羊养殖效益的

影响

  研究表明,全价颗粒饲料能够显著提高肉羊育

肥经济效益。研究对比得出颗粒化TMR的日粮对

肉羊养殖经济效益显著高于散状TMR和精粗分饲

的育肥方式,通过全价颗粒料饲喂能够显著提高肉

羊的生长速度,减少人工费用,提高养殖经济效益。
有研究结果表明,饲喂不同比例玉米秸秆全价颗粒

饲料对育肥绵羊的消化代谢具有显著影响,不同蛋

白源全混合颗粒饲料饲喂肉羊其饲料转化率均达到

6以上,显著提高养殖效益。本试验研究结果证明,
饲喂低蛋白水平全价颗粒饲料料重比均达到6以

上,MP组和HP组料重比显著低于LP组。养殖效

益因为蛋白饲料原价的增长,5个不同品种羊日养

殖效益均呈现 MP组高于其他2组,证明适度蛋白

水平全价颗粒饲料能够较好的提高养殖效益。

3.3 不同品种公羊试验终期体重和体尺相关性

分析

  体重和主要体尺指标均能很好的反应肉羊生长

发育状况,研究表明,湖羊6月龄体高、胸围、体长均

与体重呈正相关。无角欧拉羊胸围、体长、体高均与

体重成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96、0.834、

0.800,成年萨福克母羊体高、胸围对体重的相关程

度最大,相关系数分别为0.88、0.83。本试验研究

结果显示,湖羊、澳湖、萨湖、湖藏杂交羊胸围、体重、
体长均与体重成正相关,结果类似。

4 不同蛋白水平饲料育肥公羊对比试验

结论

  湖羊、澳湖、萨湖 MP组和HP组羊日增重显著

高于LP组,育肥终期体重也呈现相同结果,湖藏杂

交羊3组间差异不显著,欧拉羊日增重 HP组显著

高于其他2组,澳湖、萨湖羊增重速度最快,日增重

达到300g以上。湖羊、澳湖、萨湖、湖藏 MP组和

HP组羊料重比显著低于LP组,欧拉羊3组建差异

均显著。不同品种羊 MP组日养殖效益均优于 HP
组,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湖羊、澳湖、萨湖、湖
藏羊体重与各体尺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欧拉羊体

重与体长呈极显著相关,体重与胸围、体长呈显著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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