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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酵母培养物对绵羊生长性能和养分消化的影响。采用单因素设计,按体重完全随机

地分为
 

1个对照组、3个试验组;饲粮
 

YC
 

添加比例增加,ADG提高,YC添加2%时,F/G降低了

8.42%,添加
 

1%和
 

2%的YC,NDF
 

消化率分别增加
 

23.06%和
 

32.14%、ADF
 

消化率分别提高
 

31.3%和
 

47.15%
 

。
 

添加
 

1%~2%YC
 

可改变瘤胃发酵模式,促进生成丙酸,降低料重比,提高绵

羊增重和饲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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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yeast
 

cultures
 

(YC)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d
 

nutrient
 

digestion
 

in
 

sheep.
 

This
 

experiment
 

adopted
 

a
 

single
 

factor
 

design,
 

and
 

the
 

group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1
 

control
 

group
 

and
 

3
 

test
 

groups
 

according
 

to
 

body
 

weight.
 

The
 

addition
 

of
 

yeast
 

culture
 

in
 

the
 

diet
 

increased
 

the
 

ADG.
 

When
 

YC
 

was
 

added
 

2%,
 

F/G
 

decreased
 

by
 

8.42%.
 

With
 

the
 

addition
 

of
 

1%
 

and
 

2%
 

YC,
 

the
 

digestibility
 

of
 

NDF
 

increased
 

by
 

23.06%
 

and
 

32.14%,
 

and
 

the
 

digestibility
 

of
 

ADF
 

increased
 

by
 

31.3%
 

and
 

47.15%,
 

respectively.
 

Adding
 

1%~2%
 

YC
 

can
 

change
 

the
 

rumen
 

fermenta-
tion

 

mode,
 

promote
 

the
 

production
 

of
 

propionic
 

acid,
 

reduce
 

the
 

ratio
 

of
 

feed
 

to
 

weight,
 

and
 

improve
 

the
 

weight
 

gain
 

and
 

feed
 

efficiency
 

of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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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母细胞壁是酵母培养物中的主要成分之一,
其活性成分主要由R-葡聚糖、糖蛋白、甘露寡糖和

几丁质组成。β-葡聚糖在消化道中不可溶、不吸收、
无活性,占细胞总重的12%~14%。β-葡聚糖是葡

萄糖的聚合物,由D-葡萄糖通过β-D-1.3键的方式

结合,一部分是由高度分支的β-D-1.6键结合的聚

糖,不同于植物细胞壁中的β-1.4葡聚糖,其可以增

强机体免疫力,提高生产性能,尤其促进幼龄动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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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β-葡聚糖和甘露寡糖是酵母细胞壁的主要功

能。甘露寡糖有助于肠道有益菌的增殖,激活特异

性或非特异性的免疫应答,提高幼龄动物的免疫

功能。
  

1 材料与方法

于2022
 

年7月14日至11月16日分别在甘肃

民勤县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西北生

态环境资源研究所泉兰生态与农业综合实验站完成

生长性能测定、养分消化代谢饲养试验。酵母培养

物由西安鑫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生长性能测定和消化代谢试验采用单因素设

计,选用体况良好、体重相近的
 

60
 

只湖羊公羔(体
重20.70±2.82

 

kg
 

)进行生长性能测定、消化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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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按体重完全随机地分为
 

4
 

个处理组(
 

对照组
 

,0.5%YC,
 

1%YC
 

和
 

2%YC
 

)
 

,
 

每处理
 

15
 

个重

复。试验包括
 

7
 

d
 

过渡期,63
 

d
 

正试期;消化代谢试

验利用
 

32
 

只湖羊进行,每个处理8个重复。试验包

括
 

7
 

d
 

过渡期,14
 

d
 

正试期,5
 

d
 

样品采集期。
试验期间每天收集试验羊只粪便,称重记录,取

排粪量的10%按四分法取样,记录粪样重。一部分

粪样置于棕色瓶内并加入10%的盐酸固氮,充分混

匀于20°C保存,测定蛋白质含量;另一部分粪样于

65°C恒温干燥箱烘干保存,测定其他常规营养物质

含量。采样前一天向每只集尿桶中加入
 

20
 

mL
 

的

硫酸固氮,早饲前收集每只羊尿液,测量体积并记

录。将尿样混匀后,用2
 

层纱布过滤,取样比例1∶
10,将样品充分混匀于

 

20°C保存,测定尿氮含量。
试验期第19

 

d
 

和20
 

d,通过瘤胃瘘管分别采集

饲喂前、后
 

2、4、6、8
 

和12
 

h的瘤胃液经4层纱布过

滤,测定pH后分装4份于l0
 

mL
 

冻存管中置于80°
C冷冻保存,用于测定挥发性脂肪酸(Volatile

 

Fatty
 

Acid,
 

VFA)和瘤胃微生物。
生长性能试验结束后,即第

 

63
 

d
 

在晨饲前用颈

静脉穿刺术采集血液样品。血样采集使用
 

5mL
 

添

加
 

EDTAK2
 

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采集2mL,采集

后的血样现场进行血液常规指标的测定。在试验开

始的第1
 

d、2l
 

d、42
 

d和63
 

d晨饲前对试验羊空腹

进行称重,第l
 

d和第
 

63
 

d作为试验初始体重及末

体重。分别记录每处理每只羊的体重、喂料量及剩

余料量,用于计算干物质采食量(DMI、平均日增重

(ADG
 

)及料重比(
 

F/G)
 

,
 

2 结果与分析

2.1 酵母培养物不同添加量对绵羊生长性能的

影响

  由表1可知,整个试验期内初始体重、期末体

重、平均干物质采食量、平均日增重及料重比各组之

间差异均不显著(P>0.05);但与对照组相比,随着

酵母培养物添加量的增加FBW、DMI、ADG均增

加。当添加1%时,数值上达到最大,随着饲粮
 

YC
 

添加比例提高,ADG
 

有线性增加的趋势。F/G
 

随

着酵母培养物添加量的增加呈降低的趋势,当添加
 

2%时降低了8.42%(P<0.05)。添加
 

1%~2%
YC可提高绵羊增重,日增重由249

 

g/d
 

提高到
 

287
 

g/d,对照处理试验期绵羊增重15.68
 

kg,添加
 

1%
和

 

2%
 

的酵母培养物,试验期处理羊只分别增加
 

17.11
 

kg
 

和
 

17.94
 

kg,较对照处理活重分别提高
 

1.43
 

kg
 

和
 

2.26
 

kg。添加YC对绵羊育肥期采食

量无影响,添加
 

2%
 

的YC可提高饲料效率,料重比

由
 

5.58
 

下降到
 

5.11。
表1 酵母培养物不同添加量对绵羊生长性能的影响

        

kg 

项
 

目 对
 

照
0.5%

 

YC
1%

 

YC
2%

 

YC
初始体重IBW 20.41 20.77 21.79 19.99
末体重

 

FBW 36.09 36.24 38.90 37.93
干物质采食量DMI 1.41 1.45 1.46 1.45
平均日增重ADG 0.249 0.258 0.271 0.287

料重比F/G 5.58 5.50 5.50 5.11a

2.2 酵母培养物不同添加量对绵羊养分表观消化

率的影响

  由表2可知,各处理组之间DM
 

摄入量,DM、
OM、CP

 

表观消化率均无显著差异(P>0.05)。随
 

YC
 

添加量增加,NDF,
  

ADF
 

表观消化率而线性提

高的趋势,添加
 

1%和
 

2%的YC,NDF
 

消化率分别

增加
 

23.06%和
 

32.14%、ADF
 

消化率分别提高
 

31.3%和
 

47.15%
 

。与对照组相比,添加
 

2%时差

异显著(P<0.05)。
表2 酵母培养物不同添加量对绵羊养分表观消化率

                                                             

% 

项
 

目 对
 

照 0.5%
 

YC 1%
 

YC 2%
 

YC

DM采食量 1.71 1.78 1.87 1.86
DM消化率 66.12 64.39 66.12 66.73
CP消化率 68.92 69.35 69.88 71.00
OM消化率 64.05 62.40 62.13 62.24
NDF消化率 38.203 42.87ab 47.01ab 50.48b

ADF消化率 28.20
 

3 29.27
 

3 37.03ab 42.06b

2.3 酵母培养物不同添加量对绵羊瘤胃动态
 

pH
 

参数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处理组测定的瘤胃pH平均值分

别为6.09、6.02、6.28、6.21,
 

最大值分别为6.80、

7.02、7.02、6.99,最小值分别为5.25、5.64、5.67、

5.55,
 

差异均不显著(P>0.05)。但与对照组相

比,添加酵母培养物,瘤胃pH平均值、最大值、最小

值呈现升高趋势。酵母培养物添加量的增加,对瘤

胃
 

pH<5.80和
 

pH<5.60
 

持续时间和相对应的曲

线面积均无显著影响(P>0.05
 

)。
表3 

 

酵母培养物不同添加量对绵羊瘤胃动态
 

pH的影响

项目 对照 0.5%
 

YC 1%
 

YC 2%
 

YC

平均值 6.09 6.02 6.28 6.21
最大值 6.80 7.02 7.02 6.99
最小值 5.25 5.64 5.67 5.55

pH
 

<5.80
 

时间 283.38 39.17 175.38 133.17
pH

 

<5.60
 

时间、139.25 0.00 89.88 14.33
pH

 

<5.80
 

面积 1642.86 227.17 1017.18 772.37
pH

 

<5.60
 

面积 779.80 0.00 503.30 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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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酵母培养物不同添加量对绵羊瘤胃
 

pH
 

低于

不同阀值持续时间及曲线面积的影响

  瘤胃
 

pH
 

24
 

h
 

动态变化模式如图1
 

所示,当添

加不同量的酵母培养物时绵羊瘤胃
 

pH值随采食时

间的延长呈曲线变化。和对照组相比,试验组饲喂

前瘤胃液
 

pH
 

值均较高,采食后逐渐降低,绵羊采食

后3~6
 

h瘤胃液pH值最小;同一添加量不同时间

点
 

pH
 

值随着采食后时间延长逐渐降低,3~6
 

h
 

降

到最低值,随后逐渐上升,循环往复随采食时间呈现

周期性变化。不同处理同一时间点
 

pH值变化基本

同趋势为
 

CON
 

最低;1%和
 

2%均低于
 

0.5%处理

组。随着采食时间增加,瘤胃液pH 下降(上升)速
率和幅度均减小。

图1 酵母培养物不同添加量对绵羊瘤胃动态
 

pH
 

变化的影响

3 讨论

3.1 YC
 

可改善绵羊瘤胃发酵模式

育肥羊日增重、NDF和ADF消化率随饲粮YC
添加水平提高线性增加;添加1%和2%的YC

 

时,

NDF和
 

NDF消化率分别提高23.03%和32.14%。
 

随着YC添加水平提高,瘤胃pH、丙酸比例增加,

YC
 

添加量为1%和2%时,瘤胃
 

pH
 

相对于对照分

别提高
 

0.19
 

和
 

0.11,有利于瘤胃健康。乙/丙酸比

例随
 

YC
 

水平增加而下降,表明添加
 

YC
 

可改善瘤

胃发酵模式,提高绵羊能量利用效率。

3.2 不同
 

YC
 

来源对瘤胃发酵的影响

酵母培养物作为反刍动物饲料添加剂,在促进

反刍动物生长发育,提高饲草饲料利用率,提高机体

免疫力、抗病力、改善环境方面意义重大。酵母培养

物促进反刍动物瘤胃发酵使氨菌、蛋白质合成菌及

纤维菌等繁殖、分化和生长,大大提高饲草饲料消化

率及菌体蛋白合成率,具有营养和保健双重作用。

改善了饲料的适口性和消化率,通过刺激瘤胃纤维

素菌和乳酸菌的繁殖增长,改变了瘤胃发酵摸式,降

低了瘤胃氨浓度,提高了瘤胃微生物蛋白产量。添

加
 

1%~2%YC
 

可改善瘤胃发酵模式,促进生成丙

酸,提高绵羊增重和日增重,对照处理试验期绵羊增

重15.68
 

kg,添加
 

1%和
 

2%
 

的酵母培养物,试验期

处理羊只分别增加17.11
 

kg
 

和17.94
 

kg,较对照处

理活重分别提高
 

1.43
 

kg和2.26
 

kg。添加YC对

绵羊育肥期采食量无影响,添加2%
 

的YC可提高

饲料效率,料重比由5.58下降到5.11。可提高育

肥羊NDF和ADF消化率。添加
 

0.5%YC对养分

消化无显著影响。添加
 

1%的YC有提高瘤胃
 

pH
 

的趋势,平均
 

pH
 

由
 

6.09
 

提高到
 

6.28;
 

减少
 

pH
 

低

于
 

5.80
 

和
 

5.60
 

的持续时间,降低绵羊育肥阶段亚

急性瘤胃酸中毒的风险。YC添加不影响瘤胃总挥

发性脂肪酸浓度和乙酸比例,添加
 

1%~2%YC促

进瘤胃丙酸生成,添加
 

2%YC可显著提高瘤胃的丙

酸比例,持续提高瘤胃的能量效率,增强瘤胃的生物

活力,促进瘤胃的反刍功能、增强分解粗纤维的能

力。.优化肠道菌群平衡,使氨基酸直接到小肠,吸收

率更高,减少浪费;提高了蛋白质利用率。

4 结论

酵母培养物在促进反刍动物生长发育,提高饲

草饲料利用率,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病力、改善环境

方面有重要作用。在绵羊日粮中添加
 

1%~
 

2%
 

的

酵母培养物,可降低料重比,提高日增重和饲料效

率、NDF
 

和
 

ADF消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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