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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鸽营养需要量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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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肉鸽营养价值丰富，是一种优质的高蛋白质、低脂肪肉食来源。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

水平提高，肉鸽的需要量和饲养量迅速增加，现已成为继鸡、鸭、鹅之后的第四大类家禽品种。
但肉鸽的规模化生产仍面临诸多问题，如种鸽和乳鸽尚无饲养标准、鸽乳成分不清等，导致其营

养无法精准供给，生产效率低下。 本文综述了种鸽和乳鸽的代谢能、粗蛋白质和氨基酸等营养

需要量研究进展，为肉鸽饲粮的精准配制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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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禽肉产品品质的要求逐渐增加。 乳鸽肉质鲜

美、富含氨基酸，且具有合理的脂肪酸构成和较高

的药用价值，是一种高蛋白质、低脂肪的禽肉产

品［１－２］ 。 近年来肉鸽产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继

鸡、鸭、鹅之后的第四类家禽品种［３］ 。 据统计我国

现存栏种鸽约 ４ ２００ 万对，年出栏乳鸽 ６．８ 亿只，
生产总量占世界的 ８０％以上［４］ 。
　 　 与其他家禽不同，乳鸽自出壳到 ２８ 日龄上

市，主要以种鸽分泌的鸽乳作为营养物质来源，肉
鸽养殖面临的主要技术难题是乳鸽严重依赖种鸽

的哺育。 因此，探明肉鸽的营养需要量，是开展精

准饲养和发挥其生产潜力的重要前提［５］ 。 本文主

要论述了种鸽的营养需要量、鸽乳营养成分及乳

鸽的营养需要量等最新研究进展，为肉鸽生产性

能的提高及乳鸽的人工哺育技术开发提供数据

参考。

１　 种鸽的营养需要量
１．１　 种鸽代谢能和粗蛋白质的需要量

　 　 饲粮粗蛋白质及代谢能水平不仅影响种鸽自

身的体重变化，还与其产蛋周期、鸽乳分泌和乳鸽

的成活率等密切相关，进而影响种鸽的生产水平

和效益［６］ 。 因此，探明种鸽的营养需要量对提高

其生产效率至关重要。
　 　 依据种鸽和乳鸽的生产性能等表现，汇总了

种鸽适宜的粗蛋白质和代谢能需要量，详见表 １。
卜柱等［７］研究表明，饲粮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５．５％、
代谢能水平为 １２．５ ＭＪ ／ ｋｇ 时，种鸽的生产性能和

乳鸽生长性能较高。 也有研究表明，种鸽饲粮粗

蛋白质水平为 １２．５％、代谢能水平为 １１．７２ ＭＪ ／ ｋｇ
时，其哺育的乳鸽增重较快［８］ 。 吴红等［９］ 研究表

明，在代谢能水平为 １１．８５ ＭＪ ／ ｋｇ 情况下，种鸽饲

喂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６．１６％的饲粮比饲喂粗蛋白

质水平为 １１．７９％的饲粮其产蛋周期更短，乳鸽的

生长更好；这与王修启等［１０－１１］ 采用“５０％颗粒料＋
５０％原粮”混合饲粮，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６．０％、代
谢能水平为 １２．０１％时的饲喂效果相一致。 王峰

等［１２］研究表明，采用“４０％颗粒料＋６０％原粮”混

合饲粮饲喂种鸽，饲粮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７．０％、代
谢能水平为 １２． ３９ ＭＪ ／ ｋｇ 时，乳鸽的生长性能更

好，饲料转化率较高。 高春起等［１３］采用“５０％颗粒

料＋５０％原粮”混合饲粮饲喂种鸽，当饲粮粗蛋白

质水平为 １８．０％、代谢能水平为 １２．１３ ＭＪ ／ ｋｇ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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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鸽的生长性能、屠宰性能、肉品质和种鸽的繁殖

性能均较好，建议“２＋４”饲喂模式下种鸽饲粮的粗

蛋白质水平为 １８．０％。 然而，随着种鸽饲粮粗蛋

白质水平的提高，种鸽的繁殖性能反而会下降，这
与有研究表明过高的粗蛋白质水平降低种鸡繁殖

性能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１４－１５］ 。 综上，种鸽饲粮适

宜的代谢能水平为 １１．８０ ～ １２．５６ ＭＪ ／ ｋｇ，粗蛋白质

水平为 １５．５％ ～ ２２．０％。 可见，各研究所获得的代

谢能和粗蛋白质需要量范围跨度较大，这可能与

不同研究采用的肉鸽饲喂模式（“２＋２”、“２＋３”和

“２＋４”等）、饲料原料组成、气候条件、指标判定依

据和饲养周期等不同有关［１３，１６］ 。 因此，在实际配

制饲粮时，应根据种鸽的饲喂模式、饲料原料的组

成等作相应的调整，确保饲粮代谢能和粗蛋白质

水平能够满足其营养需要。

表 １　 种鸽的粗蛋白质和代谢能需要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ｉｇｅｏｎｓ （Ｃｏｌｕｍｂａ ｌｉｖｉａ）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年龄
Ｙｅａｒ ｏｆ
ａｇｅ

试验周期
Ｔｅ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 ｄ

饲喂模式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粗蛋白质水平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 ／ ％

表观代谢能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 （ＭＪ ／ ｋｇ）

试验结果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文献来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杂交王鸽
Ｈｙｂｒｉｄ ｋｉｎｇ
ｐｉｇｅｏｎ

２ 年龄 １８０ “２＋２” １３．５、１４．５、１５．５、
１６．５

１１．３０、１１．７０、
１２．１０、１２．５０

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５．５％、表观代谢能

水平为 １２．５０ ＭＪ ／ ｋｇ 时，
连续 ４ 窝平均产蛋 ９．７ 枚，

开产蛋鸽比例达 ６０％

卜柱等［７］

美国王鸽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ｋｉｎｇ
ｐｉｇｅｏｎ

１ 年龄 ７０ “２＋２”

１２．５０、１２．５６、
１３．８６、１３．９０、
１４．０２、１５．４１、
１５．４４、１５．５９

１１．７２、
１２．３５、
１２．９８

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２．５０％、
表观代谢能水平为
１１．７２ ＭＪ ／ ｋｇ 时乳鸽
平均日增重为 １７．４ ｇ，

料重比为 ２．６３

余有成
等［８］

杂交王鸽
Ｈｙｂｒｉｄ ｋｉｎｇ
ｐｉｇｅｏｎ

２ 年龄 ６０ “２＋２”
１１．７９、１４．２２、
１４．２９、１６．１６、

１６．１８

１１．８２、１１．８５、
１１．８６、１１．８７、
１２．５１、１２．５２、

１３．３１

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６．１６％、表观代谢能

水平为 １１．８６ ＭＪ ／ ｋｇ 时
３０ 日龄乳鸽平均

体重为 ５１７ ｇ，种鸽生产
周期为 ３７．４ ｄ

吴红等［９］

美国白羽王鸽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ｈｉｔｅ ｄｏｖｅ

— ２１ “２＋４” １６．０、１７．０、
１８．０

１２．０１、１２．１３、
１２．２５

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６．０％、表观代谢能

水平为 １２．０１ ＭＪ ／ ｋｇ 时
乳鸽死亡率为 ４．３％，

种鸽产蛋间隔为 ２２．８ ｄ

王修启
等［１０－１１］

杂交王鸽
Ｈｙｂｒｉｄ ｋｉｎｇ
ｐｉｇｅｏｎ

— ６０ “２＋３” １５．０、１６．０、
１７．０ １２．３９、１２．８１

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７．０％、
表观代谢能水平为

１２．３９ ＭＪ ／ ｋｇ 时 １～ ２１
日龄乳鸽的平均日增重高达

２２．７３ ｇ，料重比为 ３．５５

王峰等［１２］

美国白羽王鸽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ｈｉｔｅ ｄｏｖｅ

３ 年龄 ４５ “２＋４”
１５．０、１６．０、
１７．０、１８．０、

１９．０
１２．１３

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８．０％、表观代谢能

水平为 １２．１３ ＭＪ ／ ｋｇ 时
乳鸽的生长性能
提高，种鸽产蛋
间隔为 ３５．２ ｄ

高春起
等［１３］

　 　 饲喂模式“２＋２”、“２＋３”和“２＋４”分别表示 １ 对种鸽哺喂 ２、３ 或 ４ 只乳鸽；“—”表示未知。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２＋２”， “２＋３” ａｎｄ “２＋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２， ３ ｏｒ ４ ｙｏｕｎｇ ｐｉｇｅ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ｂｙ １ ｐａｉｒ 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ｉ⁃
ｇｅ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ｍｅ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１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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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种鸽氨基酸的需要量

　 　 与其他家禽相类似，种鸽需从饲粮摄取赖氨

酸、蛋氨酸、色氨酸和苏氨酸等必需氨基酸，以维

持自身代谢和生产需要［１７］ 。 有关种鸽对饲粮氨基

酸需要量的研究较少，在种鸽饲粮配制中，多参照

鸡的氨基酸饲养标准。 蛋氨酸与亮氨酸作为必需

氨基酸，具有提高动物免疫和抗氧化的能力，也具

有调控乳蛋白质合成的作用，影响成年动物及其

子代的生长发育［１８－２０］ 。 研究表明，饲粮添加适量

的亮氨酸可促进动物肌肉蛋白质的合成，表明亮

氨酸、蛋氨酸等在促进动物生长发育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２１－２５］ 。 傅喆［２６］研究表明，在饲粮粗蛋白质

水平为 １６％的情况下，添加 ０．４５％的亮氨酸能显

著降低种鸽在孵化期和哺育期的体重损失，提高

鸽乳蛋白质的合成，并可增加乳鸽的平均日增重。
此外，饲粮添加 ０．３０％蛋氨酸或 ０． ３０％蛋氨酸二

肽，均可显著降低种鸽的体重损失和乳鸽死亡率，
增加乳鸽的平均日增重和屠宰性能，且蛋氨酸二

肽的效果优于单体蛋氨酸。 哺乳动物上的研究也

表明，饲粮添加合成氨基酸能显著增加哺乳动物

的泌乳能力，提高子代的生长性能［２７－２８］ 。 因此，在
配制种鸽饲粮时，应根据原料中的氨基酸水平，补
充合成氨基酸，从而降低其在哺育期的体重损失，
提高鸽乳产量，进而改善乳鸽的生长状况。 但种

鸽的氨基酸需要量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从而

保证氨基酸的供给平衡，并确保低蛋白质饲粮在

种鸽上的应用和推广。
１．３　 种鸽对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的需要量

　 　 关于种鸽对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的需要量的

研究较少，只对钙磷的需要量进行了初步探索。
赵万里［２９］研究表明，繁殖期种鸽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６％ ～ １８％、代谢能水平为 １１． ７２ ～ １２． １４ ＭＪ ／ ｋｇ
时，钙、磷含量分别为 １．５％ ～ ２．０％、０．６５％较为适

宜。 也有研究表明，当代谢能水平为１１．８６ ＭＪ ／ ｋｇ、
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６．１６％时，饲粮添加 １．０９％的钙

和 ０．６８％的磷为最佳［９］ 。 钙水平过高会引起种鸽

拉稀等现象，过低引起种鸽繁殖性能下降，出现破

壳蛋和软壳蛋等。 Ｅｌ⁃Ｋｈａｌｅｋ 等［３０］ 在种鸽饲粮中

添加不同的微量元素（锌、铜、锰和硒），提高了种

鸽空肠的绒毛高度，但不影响其器官重量、肠道

ｐＨ 和换羽等。 总之，种鸽对饲粮钙、磷的需要量

分别为 １．５％ ～ ２．０％和 ０．６５％ ～ ０．７０％，对其他矿物

质元素的需要量尚不清楚。

２　 乳鸽的营养需要量
　 　 肉鸽作为晚成鸟，其生长和繁殖有别于其他

家禽。 雏鸽出壳后不具备独立采食能力，需要种

鸽嗉囊分泌的鸽乳哺喂才能存活［３１］ 。 １ 周龄以下

的乳鸽完全依靠种鸽哺育，１ ～ ２ 周龄的乳鸽食物

来源主要为鸽乳和饲料的混合物，２ 周龄直到上市

逐步从种鸽初步消化的饲料转变为自主采食。 目

前乳鸽通常采用的养殖方式是：从出壳到上市，乳
鸽生长全过程由双亲种鸽喂养，导致种鸽繁殖周

期较长，生产效率低下。 不少养殖户试图通过乳

鸽人工育肥减轻种鸽生产负担，以此提高其生产

效率。 但由于缺乏乳鸽的营养需求参数，无法精

确配制乳鸽代乳料，而采用小鸡料或乳猪料代替，
导致乳鸽生长速度较慢且成活率低。 因此，解析

鸽乳的全组分及其含量、探究乳鸽的营养需要量，
并在此基础上研制人工辅助育雏技术，有利于提

高种鸽生产效率和优质乳鸽生产。
２．１　 鸽乳的合成及其营养组成

　 　 家鸽的嗉囊具有存储食物和分泌鸽乳的功

能［３２－３３］ 。 在孵化行为的诱导下，公、母种鸽嗉囊上

皮细胞在鸽胚孵化第 ８ 天左右均开始增生，到第

１８ 天时嗉囊厚度和重量分别增加 ４．１ 和 ３．５ 倍，嗉
囊黏膜重量增加约 １０ 倍［３４］ ；同时，血流量增加，蛋
白质合成量迅速增加并富集脂滴，最终脱落到嗉

囊腔中形成呈奶酪样油性的乳白色鸽乳［３２－３３，３５］ 。
在哺育期种鸽嗉囊上皮以 ４ ｈ 为 １ 个周期快速增

生并脱落形成鸽乳；嗉囊分泌功能随着哺喂时间

的延长而衰退，嗉囊黏膜上皮增生逐渐减弱，厚度

减小，最后嗉囊黏膜层恢复至休产期的水平；哺育

期的第 １ ～ ７ 天是产乳高峰期，到第 ２５ ～ ２８ 天鸽乳

停止分泌［３２－３３］ 。 鸽乳可为乳鸽的生长发育提供全

面的营养，其分泌量及组成直接影响乳鸽的生长

发育。 因此，为了配制营养全价的乳鸽代乳料，提
高人工育雏水平，前提应精确解析鸽乳的营养成

分组成及其所占比例。
　 　 研究表明，鸽乳通常由 ５５％ ～ ６０％的蛋白质、
３２％ ～ ３６％的脂肪、９％ ～ １０％的粗灰分、１％ ～ ３％的

碳水 化 合 物 及 少 量 的 矿 物 质 和 维 生 素 组 成

（表 ２ ） ［３２，３６－３８］ 。 鸽 乳 中 含 量 最 高 的 脂 肪 酸 是

Ｃ１８ ∶１（ｎ⁃９），约占总脂肪酸的 ４１． ２６％，Ｃ１６ ∶０ 次

之，约占 １６．６７％，各种脂肪酸含量差异较大。 而

氨基酸中含量最多的为谷氨酸，约占鸽乳含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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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７％；含量较少的氨基酸为蛋氨酸和组氨酸，分
别占鸽乳含量的 ０．３７％和 ０．６３％。 与哺乳动物的

乳蛋白质组成不同，鸽乳中 ９０％为酪蛋白，同时含

有少量 β－角蛋白、免疫球蛋白 Ａ（ ＩｇＡ）和免疫球

蛋白 Ｇ（ ＩｇＧ）以及表皮生长因子（ＥＧＦ）等活性物

质［３２，３９－４０］ 。 因此，在配制鸽乳代乳料时，应严格根

据鸽乳的组成和含量进行配制。 目前虽已知鸽乳

的常规营养物质含量，但对于鸽乳的精确组分、关
键活性成分及其含量尚不清楚，鸽乳配制质量不

高，人工哺育乳鸽的死亡率较高。 因此，需借助蛋

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现代分析技术，解析鸽乳

全组分、筛查鸽乳中关键的生物活性因子，精确配

制人工鸽乳、确保乳鸽可获得全面的营养。

表 ２　 鸽乳的营养成分组成及含量（干物质基础）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ｉｇｅｏｎ ｃｒｏｐ ｍｉｌｋ （ＤＭ ｂａｓｉｓ） ［３２，３６－３８］ ％

成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成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常规成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矿物质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粗蛋白质 ＣＰ ５５～ ６０ 钙 Ｃａ ０．８１
脂肪 Ｆａｔ ３２～ ３６ 钾 Ｋ ０．６２
粗灰分 Ａｓｈ ９～ １０ 镁 Ｍｇ ０．０８
碳水化合物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１～ ３ 钠 Ｎａ ０．５４
脂肪酸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铁 Ｆｅ ０．０４
Ｃ１４∶０ ０．４９ 氨基酸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Ｃ１６∶０ １６．６７ 精氨酸 Ａｒｇ ２．２１
Ｃ１６∶１（ｎ⁃９） ７．９０ 甘氨酸 Ｇｌｙ １．４０
Ｃ１８∶０ １２．１３ 丝氨酸 Ｓｅｒ １．３３
Ｃ１８∶１（ｎ⁃９） ４１．２６ 组氨酸 Ｈｉｓ ０．６３
Ｃ１８∶２（ｎ⁃６） １３．８１ 异亮氨酸 Ｉｌｅ １．４７
Ｃ１８∶３（ｎ⁃３） ０．７８ 亮氨酸 Ｌｅｕ ３．０２
Ｃ２０∶０ ２．９９ 赖氨酸 Ｌｙｓ ２．３４
Ｃ２０∶１（ｎ⁃９） ２．０６ 蛋氨酸 Ｍｅｔ ０．３７
Ｃ２０∶２（ｎ⁃６） ０．２６ 苯丙氨酸 Ｐｈｅ １．６５
Ｃ２０∶３（ｎ⁃６） 微量 酪氨酸 Ｔｙｒ １．２２
Ｃ２０∶４（ｎ⁃６） ０．４５ 苏氨酸 Ｔｈｒ １．２３
Ｃ２０∶５（ｎ⁃３） 微量 缬氨酸 Ｖａｌ １．６８
Ｃ２２∶０ ０．５９ 天冬氨酸 Ａｓｐ ３．１８
Ｃ２２∶１（ｎ⁃９） 微量 丙氨酸 Ａｌａ １．９５
Ｃ２２∶４（ｎ⁃６） ０．１１ 脯氨酸 Ｐｒｏ ０．９５
Ｃ２２∶５（ｎ⁃６） 微量 谷氨酸 Ｇｌｕ ４．４７
Ｃ２２∶５（ｎ⁃３） 微量

Ｃ２２∶６（ｎ⁃３） ０．２３
Ｃ２４∶０ ０．３４

２．２　 乳鸽代谢能和粗蛋白质需要量

　 　 许多学者在测定自然鸽乳中常规营养物质含

量的基础上，配制乳鸽饲料，并通过人工哺育方法

探究了 １ ～ ３０ 日龄乳鸽的最佳营养需要量。 陈丹

等［４１］研究表明，代乳料中粗蛋白质水平为 ２０．０％、
代谢能水平为 １３．３９ ＭＪ ／ ｋｇ 时，１４ ～ ３３ 日龄美国白

羽王乳鸽的平均日增重达 １７．６ ｇ，料重比为 ２．５４。
顾拥建等［４２］采用人工饲喂方法探究了杂交王乳鸽

的代谢能和粗蛋白质需要量，表明在粗蛋白质水

平为 １８．０％、代谢能水平为 １２．６ ＭＪ ／ ｋｇ 时，乳鸽的

饲养成本最经济，乳鸽增重效果明显优于种鸽哺

喂方式。 谢青梅等［４３］发现，１ ～ １０ 日龄的乳鸽饲喂

粗 蛋 白 质 水 平 为 ５３． ３％、 代 谢 能 水 平 为

１５．３８ ＭＪ ／ ｋｇ的人工代乳料效果较好，平均日增重

为 １８．０ ｇ，比自然育雏低２．８ ｇ。 而胡文娥等［４４］ 采

用代谢能水平为１２．９４ ＭＪ ／ ｋｇ、粗蛋白质水平为

２０．０％的代乳料饲喂 １４ ～ ２８ 日龄的美国银王乳

鸽，增重最快，这与艾国良等［４５］饲喂粗蛋白质水平

３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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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０．０％、代谢能水平为 １３．４８ ＭＪ ／ ｋｇ 时研究结果

相一致。 也有研究表明，美国白羽王乳鸽育肥期

（２２ ～ ３０ 日龄）饲喂全价颗粒料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８．０％、代谢能水平为 １２．５６ ＭＪ ／ ｋｇ 时，其饲料转

化率较高，平均日增重可达 ６．４ ｇ［４６］ 。
　 　 综 上， 乳 鸽 在 代 谢 能 水 平 为 １２． ３３ ～
１３．４８ ＭＪ ／ ｋｇ、粗蛋白质水平为 １８．０％ ～ ２４．６％时，
增重较快。 但各研究所获得的粗蛋白质和代谢能

水平差异较大，这可能与不同研究制作代乳料的

原料组成、哺喂技术、哺育量及乳鸽的品种等差异

有关。 因此，在制作鸽乳代乳料时，应根据乳鸽的

品种、地域、原料的组成等进行调整，同时应尽快

确定乳鸽粗蛋白质和代谢能的需要量，确保人工

代乳料可满足乳鸽的营养需要量。
２．３　 乳鸽对氨基酸的需要量

　 　 自然鸽乳中约有 １７．０％的粗蛋白质是以游离

氨基酸的形式存在［３９］ 。 有研究表明，哺育期第 １ ～
３ 天的鸽乳中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的比例

约为 ４８∶５２，这一比例有利于乳鸽对氮的利用及其

生长发育［４７］ ；其中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含量较高，约
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３７．８％，含量较少的是蛋氨酸

和组氨酸；哺育期 ３ ｄ 后鸽乳中的谷氨酸、天冬氨

酸和蛋氨酸的含量迅速下降，其他氨基酸含量变

化较小［３８，４７－４８］ 。 实际生产中，在孵化期第 １８ 天时

（正常孵化时间）放入人工孵出的乳鸽死亡率明显

低于孵化期第 １７ 和 １９ 天放入人工孵出的乳鸽，这
与 １ ～ ３ 日龄乳鸽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密不可分。
蛋氨酸和赖氨酸作为鸡、鸭和鹅等家禽玉米豆粕

型饲粮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４９］ ，添加蛋氨酸或赖

氨酸均可影响家禽的生长、肠道发育和肉品质

等［５０－５４］ 。 我们的最新研究表明，种鸽饲粮中添加

蛋氨酸可显著降低乳鸽的死亡率，并增加其平均

日增重和屠宰性能，这可能与饲粮添加蛋氨酸显

著增加鸽乳中的蛋氨酸含量有关；此外，种鸽饲粮

添加亮氨酸也可显著改善乳鸽的生长，这可能与

亮氨酸利于嗉囊中鸽乳蛋白质的合成，进而更好

地满足其对氨基酸的需要量有关［２６］ 。 对于哪些是

乳鸽的限制性氨基酸，具体需要量是多少等，均需

进一步研究确定。
２．４　 乳鸽对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的需要量

　 　 鸽乳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如钙、磷、钠
和钾等［５５］ 。 Ｓａｌｅｓ 等［３６］ 研究表明，１ ～ ３ ｄ 鸽乳中

钙、钾、镁、钠和铁的含量分别为 ０． ８１％、０． ６２％、

０．０８％、０．５４％和 ０．０４％。 曾秋凤等［３８］ 研究表明，
１ ～ ３ ｄ 的鸽乳中，钙和磷含量分别为 １． ３４％ 和

１．０４％，钠含量为 ０．７９％；４ ～ ６ ｄ 时钙含量升高至

１．５２％，而磷和钠的含量分别下降至 ０． ８５％ 和

０．３１％。 但不同试验测定的 １ ～ ３ ｄ 鸽乳中钙的含

量差别较大（０．８１％ ｖｓ． １．３４％），这可能与选用的

肉鸽品种和日龄不同有关。 庞丰丰［５６］采用钙和磷

含量分别为 １．４５％和 １．６４％的人工乳鸽代乳料，饲
喂 １ ～ ７ 日龄的乳鸽，其成活率为 １００％，日增重为

９．８９ ｇ，比自然哺育的乳鸽日增重低 １０ ｇ 左右［４３］ ，
可能是由于饲粮磷含量过高抑制了乳鸽的发育，
具体原因未知。 此外，鸽乳中含有维生素 Ａ、维生

素 Ｂ２ 及 维 生 素 Ｃ， 其 中 维 生 素 Ｂ２ 的 含 量 约

１．８１ μｇ ／ ｇ，但缺乏维生素 Ｂ１
［５７］ 。 在肉鸽养殖过

程中，除了需要在饲粮中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也可通过补充保健砂，满足其对微量元素和维生

素的需要［５８］ 。
２．５　 乳鸽对其他营养物质的需要量

　 　 乳鸽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物质除蛋白质、氨基

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元素外，还有脂肪和其他活性

因子。 鸽乳中除了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外，脂类

约占干物质的 ３０％。 因此，保证乳鸽充足的脂类

供给至关重要。 饲粮添加油脂可促进乳鸽的肠道

形态发育，并提高其代谢率［５９］ 。 鸽乳脂肪中含有

一定比例的磷脂质（８％）、中性脂肪（８０％）和糖脂

（１２％），在种鸽泌乳的第 １ ～ ５ 天内，中性脂肪作为

鸽乳脂肪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含量随泌乳时间延

伸而缓慢下降，而磷脂质和糖脂的含量显著增

加［６０］ 。 张晓昀等［４７］研究表明，泌乳前期种鸽鸽乳

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约占总脂肪的 ７３％，其中油

酸含量最高（约占总脂肪的 ４３％）；随哺育期的延

长，鸽乳中亚油酸和棕榈酸含量有上升趋势，而棕

榈油酸、硬脂酸和油酸含量逐渐下降。
　 　 此外，Ｅｎｇｂｅｒｇ 等［６１］从自然鸽乳中分离提纯出

大 量 ＩｇＡ （ １． ４５ ｍｇ ／ ｍＬ ） 和 少 量 ＩｇＧ
（０．３４ ｍｇ ／ ｍＬ）。 同样，也有研究表明，鸽初乳中

ＥＧＦ 的含量达 ０．６１ ～ ４．８０ ｐｇ ／ ｍｇ，这与在猪初乳中

测定的含量相类似［４７，６２］ 。 乳中富含免疫球蛋白和

ＥＧＦ，有利于提高其抗病力和成活率，这与乳鸽早

期生长速度快、抗病力强的特点相一致［６３］ 。 因此，
在配制早期人工鸽乳时，除了应满足粗蛋白质、脂
类、矿物质元素及其维生素外，应保证鸽乳中添加

足够的免疫球蛋白和生物活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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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结与展望
　 　 我国作为最大的肉鸽养殖及消费国，肉鸽的

需求量稳步提升。 近年来，虽有些研究者在种鸽

和乳鸽的代谢能和粗蛋白质营养需要量方面开展

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研究方法、品种、环境因素等

问题制约，现有的粗蛋白质和代谢能需要量参考

范围较大，尚未形成统一的肉鸽饲养标准，肉鸽对

氨基酸、脂肪酸、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等的需要量研

究更是鲜见报道。 因此，肉鸽的营养需要量研究

尚处在探究阶段。 在种鸽的营养需要量研究方

面，应充分考虑不同饲养模式、品种、饲养环境、饲
料原料种类等对其营养需要量的影响，同时在判

定指标方面，应着重关注种鸽的生产性能、产蛋间

隔、鸽乳分泌量和乳鸽生长性能等指标；在乳鸽的

营养需要量研究方面，除了关注常规营养物质需

要量外，应借助现有的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现

代分析技术，充分解析鸽乳的全组分，筛查鸽乳中

关键的生物活性因子，研制营养全面的人工鸽乳，
进而提高乳鸽成活率及其生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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