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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旨在研究稻壳粉对生长肉兔生长性能、养分表观消化率和屠宰性能的影响。 试

验选择 ２８ 日龄的体重相近的新西兰兔 ６００ 只，随机分成 ５ 组，每组 ６ 个重复，每个重复 ２０ 只，公
母各占 １ ／ ２。 ５ 组肉兔分别饲喂添加 ０（对照组）、５％、１０％、１５％和 ２０％稻壳粉的试验饲粮。 预

试期 ７ ｄ，正试期 ３５ ｄ。 结果显示：饲粮中添加不同比例的稻壳粉对肉兔的平均日采食量无显著

影响（Ｐ＞０．０５），但随着饲粮中稻壳粉添加量的增加，肉兔的平均日增重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料
重比呈升高趋势。 １５％和 ２０％稻壳粉组肉兔的平均日增重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料重比

较对照组显著升高（Ｐ＜０．０５）。 饲粮中添加不同比例的稻壳粉对粗脂肪、粗纤维、中性洗涤纤维、
酸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木质素的表观消化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随着饲粮中稻壳粉添加

量的增加，饲粮能量、粗蛋白质的表观消化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 １５％和 ２０％稻壳粉组与对照

组相比显著下降（Ｐ＜０．０５）。 随着饲粮中稻壳粉添加量的增加，肉兔的屠宰性能呈下降趋势，其

中 ２０％稻壳粉组的全净膛重、半净膛重、全净膛率和半净膛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综

合本试验测定指标，生长肉兔饲粮中稻壳粉的添加量不宜超过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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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壳粉，又称砻糠，指稻谷经过脱壳后粉碎研

磨形成的粉，主要是由一些粗燥的厚壁细胞组成，
含大量的纤维素、木质素、二氧化硅，而脂肪和蛋

白质的含量较低［１］ 。 由于稻壳粉组成成分多为难

以消化吸收的纤维素，有效营养物质很少，因此不

宜直接用于饲料，需经过加工处理使纤维软化或

酵解，才可用于制作粗饲料［１］ 。 因其附加值低，过
去大部分稻壳被随意堆放丢弃，甚至直接焚烧，既
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资源［２－３］ 。 近年来，我国南

方地区兔配合饲料工业快速发展，对苜蓿等粗饲

料资源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南方地区优质粗饲料

资源短缺，寻找地方化便宜粗饲料资源成为兔饲

料企业的重要选择之一［４－５］ 。 众多研究发现纤维

素酶可以补充动物内源酶不足，可提高动物对粗

纤维的利用率，促进养分的消化，还可消除抗营养

因子［６］ 。 蔡景义等［７］研究发现，粉碎、膨化、膨胀、
调质和制粒等加工工艺可以促进纤维降解，提高

纤维消化率。 本实验室前期研究发现，稻壳粉经

过一定工艺的粉碎、添加复合酶制剂和配方设计

优化等营养调控措施，在饲粮中添加 ５％ ～ ８％的稻

壳粉替代苜蓿并没有降低肉兔的采食量和生长性

能，反而提高了肉兔的成活率，但其具体的营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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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仍未确定［８］ 。 本试验旨在研究稻壳粉对生长肉

兔生长性能、养分表观消化率和屠宰性能的影响，
进一步探讨肉兔饲粮中稻壳粉的适宜添加量，为
稻壳粉在兔配合饲料中的科学应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和试验动物

　 　 稻壳粉：由成都市花中花农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粉碎粒度小于 １４ 目；新西兰兔：由四川

省畜牧科学研究院种兔场提供。
１．２　 试验设计及饲养管理

　 　 选择健康、体重相近的 ２８ 日龄新西兰兔

６００ 只，随机分成 ５ 组，每组 ６ 个重复，每个重复

２０ 只，公母各占 １ ／ ２。 ５ 组试验肉兔分别饲喂稻壳

粉添加量为 ０（对照组）、５％、１０％、１５％和 ２０％的

试验饲粮。 预试期 ７ ｄ，正试期 ３５ ｄ。 各试验饲粮

参照项目组发明专利［８］添加 ２００ ｇ ／ ｔ 复合酶制剂，
复合酶制剂主要由纤维素酶、木聚糖酶、β－葡聚糖

酶、β－甘露聚糖酶和植酸酶等组成。 试验饲粮参

照 Ｄｅ Ｂｌａｓ 等［９］ 推荐的营养水平并结合本地饲料

资源设计，制成颗粒饲料（颗粒直径 ３ ｍｍ，长度

６ ～ ８ ｍｍ），其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１。 试验兔采

用金属笼饲养模式，对兔舍进行彻底冲洗和严格

消毒，饲养管理和免疫程序采用常规方法，自由采

食、自由饮水。 试验结束前 ６ 天，各组随机抽取 ６
只试验兔转移到代谢笼进行消化试验，连续 ５ ｄ 记

录采食量，采集每只试验兔全天的粪样，预处理后

４ ℃保存。 试验结束后，空腹 １２ ｈ，每组随机抽取

１６ 只试验兔（公母各占 １ ／ ２）进行屠宰，然后进行

屠宰性能测定。

表 １　 试验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ｅｔｓ （ａｉｒ⁃ｄｒｙ ｂａｓｉ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稻壳粉添加量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 ％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苜蓿草粉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ｍｅａｌ ３８．０ ３０．５ ２３．０ １５．５ ８．０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３．０
玉米 Ｃｏｒｎ １７．０ １６．５ １６．０ １５．５ １５．０
次粉 Ｗｈｅａｔ ｍｉｄｄｌｉｎｇ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全脂米糠 Ｆｕｌｌ ｆａｔ ｒｉｃｅ ｂｒａｎ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膨化大豆 Ｅｘｔｒｕｄｅ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稻壳粉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麸皮 Ｗｈｅａｔ ｂｒａｎ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２２．０ ２４．０
豆油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ｏｉｌ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８
氯化钠 ＮａＣｌ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磷酸氢钙 ＣａＨＰＯ４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石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预混料 Ｐｒｅｍｉｘ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２）

消化能 ＤＥ ／ （ＭＪ ／ ｋｇ） １０．５０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１０
粗蛋白质 ＣＰ １６．０４ １５．９５ １５．７５ １５．６２ １５．４２
粗纤维 ＣＦ １５．１５ １５．３１ １５．４８ １５．６５ １５．８６
中性洗涤纤维 ＮＤＦ ３１．５２ ３２．４２ ３３．２７ ３４．２０ ３５．２３
酸性洗涤纤维 ＡＤＦ １９．５８ １９．８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９５ ２１．５５
酸性洗涤木质素 ＡＤＬ ５．１５ ５．２１ ５．３８ ５．５６ ５．７８
钙 Ｃａ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７ １．１０ １．０８
总磷 ＴＰ ０．６３ ０．６２ ０．６４ ０．６５ ０．６１

　 　 １）预混料可为每千克饲粮提供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ｘ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 ｋｇ ｄｉｅｔｓ：Ｆｅ １００ ｍｇ，Ｃｕ ２０ ｍｇ，Ｚｎ ９０ ｍｇ，Ｍｎ
３０ ｍｇ，Ｍｇ １５０ ｍｇ，ＶＡ ４ ０００ ＩＵ，ＶＤ３ １ ０００ ＩＵ，ＶＥ ５０ ｍｇ，胆碱 ｃｈｏｌｉｎｅ １ ｇ。
　 　 ２）消化能为计算值，其余为实测值。 ＤＥ ｗａｓ 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０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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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１．３．１　 化学成分测定及方法

　 　 总能（ＧＥ）、干物质（ＤＭ）、粗蛋白质（ＣＰ）、粗
纤维（ＣＦ）、粗脂肪（ＥＥ）、粗灰分（Ａａｈ）、无氮浸出

物（ＮＦＥ）、中性洗涤纤维（ＮＤＦ）、酸性洗涤纤维

（ＡＤＦ）、酸性洗涤木质素（ＡＤＬ） 、钙（Ｃａ）和总磷

（ＴＰ）含量参照张丽英［１０］的方法进行测定。
１．３．２　 生长性能测定及方法

　 　 称量并记录试验正试期当天晨饲前空腹体重

和试验结束当天空腹时体重，统计试验兔在试验

期间的采食量，计算平均日增重（ＡＤＧ）、平均日采

食量（ＡＤＦＩ）和料重比（ Ｆ ／ Ｇ）。 记录试验中每组

死亡兔只数，计算死亡率，计算公式为：
死亡率（％）＝ （试验期间死亡兔只数 ／

初始兔只数）×１００。
１．３．３　 养分表观消化率测定及方法

　 　 根据饲粮和粪便中养分含量计算养分表观消

化率，计算公式如下：
某养分表观消化率（％）＝ ［（饲粮中该养分

含量－粪便中该养分含量） ／饲粮中

该养分含量］×１００。
１．３．４　 屠宰性能测定及方法

　 　 宰前活重为屠宰前停食（自由饮水）１２ ｈ 以上

活兔的体重；全净膛重为屠宰后除去血、皮、头、

尾、前脚（腕关节以下）、后脚（跗关节以下）和全

部内脏（含腹脂）的胴体重；半净膛重为在全净膛

重的基础上，保留心脏、肝脏、肾脏和腹脂在内的

胴体重；全净膛屠宰率为全净膛胴体重占宰前活

重的百分率；半净膛屠宰率为半净膛胴体重占宰

前活重的百分率。
１．４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进行简单处理后，再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差
异显著时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氏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用

平均值±标准差表示，Ｐ＜０．０５ 为差异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稻壳粉的化学组成

　 　 由表 ２ 可知，稻壳粉中干物质、粗脂肪、粗蛋

白质、无氮浸出物和粗灰分的含量分别为９０．７０％、
０．９２％、３．０５％、２７．８８％和 １５．５１％；稻壳粉中粗纤

维、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木质

素 的 含 量 分 别 为 ４３． ３４％、 ７０． ２５％、 ６０． ５４％ 和

１３．４０％；稻壳粉中钙和磷的含量分别为 ０． １４％、
０．０７％；稻壳粉的总能为 １３．２２ ＭＪ ／ ｋｇ。 由上可知，
稻壳粉中粗纤维、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
酸性洗涤木质素和粗灰分的含量较高，粗蛋白质

和粗脂肪的含量很低。

表 ２　 稻壳粉的化学组成（风干基础）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ｉｒ⁃ｄｒｙ ｂａｓｉ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干物质 ＤＭ ／ ％ ９０．７０ 磷 Ｐ ／ ％ ０．０７
粗脂肪 ＥＥ ／ ％ ０．９２ 粗纤维 ＣＦ ／ ％ ４３．３４
粗蛋白质 ＣＰ ／ ％ ３．０５ 中性洗涤纤维 ＮＤＦ ／ ％ ７０．２５
无氮浸出物 ＮＦＥ ／ ％ ２７．８８ 酸性洗涤纤维 ＡＤＦ ／ ％ ６０．５４
粗灰分 Ａｓｈ ／ ％ １５．５１ 木质素 ＡＤＬ ／ ％ １３．４０
钙 Ｃａ ／ ％ ０．１４ 总能 ＧＥ ／ （ＭＪ ／ ｋｇ） １３．２２

２．２　 稻壳粉对肉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饲粮不同比例的

稻壳粉对肉兔的平均日采食量无显著影响（ Ｐ ＞
０．０５）。 随着稻壳粉添加量的增加，肉兔的平均日

增重和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料重比呈升高趋势。
５％和 １０％稻壳粉组的平均日增重和料重比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而 １５％和 ２０％稻

壳粉组的平均日增重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料重比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由此可见，随

着稻壳粉添加量的增加，肉兔生长性能下降，成活

率升高。
２．３　 稻壳粉对生长肉兔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由表 ４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饲粮中添加 ５％、
１０％、１５％和 ２０％的稻壳粉对饲粮中粗脂肪、粗纤

维、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木质

素的表观消化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随着稻壳

粉添加量的增加，饲粮中能量和粗蛋白质的表观

消化率呈下降趋势，其中 １５％和 ２０％稻壳粉组显

１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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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５％和 １０％稻壳粉组 虽较对照组有所下降，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３　 稻壳粉对生长肉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ｅａｔ ｒａｂｂｉｔ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稻壳粉添加量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 ％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Ｐ 值

Ｐ⁃ｖａｌｕｅ

初始体重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８１２．４５±１６．７６ ８１７．２１±１５．２７ ８１５．４３±１６．９８ ８１１．６５±１５．６４ ８１６．９８±１７．２３ ０．６７５ ６

终末体重
Ｆｉｎａｌ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２ １９４．９５±６０．７６ａ ２ １８９．２１±５９．７６ａ ２ １６２．９３±５８．９８ａ ２ １１０．１５±５５．８９ａｂ ２ ０８３．９８±６３．２３ｂ ０．０４６ ５

平均日采食量
ＡＤＦＩ ／ （ｇ ／ ｄ） １２７．６２±２．７２ １２８．６０±２．８２ １２８．７３±３．０１ １２９．１３±２．９２ １３０．５０±３．１２ ０．５５９ ３

平均日增重
ＡＤＧ ／ （ｇ ／ ｄ） ３９．５０±１．３５ａ ３９．２０±１．４５ａ ３８．５０±１．４１ａｂ ３７．１０±１．３８ｂ ３６．２０±１．４７ｂ ０．０４１ ０

料重比 Ｆ ／ Ｇ ３．２３±０．１４ａ ３．２８±０．１５ａ ３．３４±０．１３ａｂ ３．４８±０．１６ｂ ３．６０±０．１８ｂ ０．０３６ ３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 ％ １１．６７ ８．３３ ５．８３ ５．００ ４．１７ ０．１８０ １
　 　 同行数据肩标相同字母或无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下表同。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ｒ 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表 ４　 稻壳粉对生长肉兔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ｏ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ｇｅｓ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ｅａｔ ｒａｂｂｉｔ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稻壳粉添加量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 ％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Ｐ 值

Ｐ⁃ｖａｌｕｅ

能量 Ｅｎｅｒｇｙ ５５．２５±２．３１ａ ５３．１６±２．０３ａ ５１．３６±２．５６ａｂ ５０．０２±２．０７ｂ ４８．１４±２．０９ｂ ０．０４２ ５
粗蛋白质 ＣＰ ７０．２６±３．２１ａ ６９．８７±３．５２ａ ６９．５４±２．５６ａｂ ６７．８４±２．７５ｂ ６７．３９±３．１２ｂ ０．０３５ ３
粗脂肪 ＥＥ ７８．５６±６．６２ ７８．９８±４．８５ ７９．０５±５．１０ ７９．５８±５．５５ ８０．０４±６．０１ ０．１２５ ２
粗纤维 ＣＦ １４．８５±１．５２ １５．０７±２．２３ １４．８５±２．０１ １４．４７±１．７５ １３．９８±２．２８ ０．１９６ ３
中性洗涤纤维 ＮＤＦ ３９．６５±４．２１ ３９．４５±５．０１ ３９．１２±４．２６ ３８．１５±３．９８ ３７．８９±４．６９ ０．２４１ ０
酸性洗涤纤维 ＡＤＦ １５．６７±２．１２ １６．１１±１．９８ １６．８９±３．２１ １５．７８±３．２４ １５．５１±２．７８ ０．３２１ ０
酸性洗涤木质素 ＡＤＬ ９．１５±１．２０ ９．０２±１．５２ ８．９７±２．０１ ８．８１±２．２１ ８．８７±１．７４ ０．２２６ ２

２．４　 稻壳粉对生长肉兔屠宰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５ 可知，随着稻壳粉添加量的增加，肉兔

的宰前活重、全净膛重、半净膛重、全净膛率和半

净膛率均呈下降趋势，其中 ５％、１０％和 １５％稻壳

粉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２０％稻壳粉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与 １５％稻壳粉组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稻壳粉的化学组成

　 　 稻壳粉营养价值虽然偏低，但是在我国南方

地区来源广、数量大、价格特别便宜，而且原料新

鲜霉菌毒素含量低、运输距离短，因而在南方地区

粗饲 料 价 格 高 涨 的 当 下， 开 发 利 用 潜 力 非 常

大［１，３，５］ 。 本试验测得稻壳粉的总能、干物质、粗脂

肪、粗蛋白质、无氮浸出物、粗灰分、粗纤维、中性

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木质素、钙和

磷含量分别为 ９０． ７０％、０． ９２％、３． ０５％、２７． ８８％、
１５．５１％、４３．３４％、７０．２５％、６０．５４％、１３．４０％、０．１４％
和０．０７％。 由此可知，稻壳粉在营养成分上属于粗

饲料范畴，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含量高，
酸性洗涤木质素含量一般，纤维在草食动物饲粮

中有较高的潜在应用价值；粗灰分含量较高，但是

钙、磷含量很低，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等物质，利
用价值不高，粗蛋白质和粗脂肪含量也很低。 由

于饲料原料的品种、产地、收获期、贮存方法和加

工方 法 等 不 同， 测 定 的 数 值 可 能 存 在 一 定 的

差异［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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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稻壳粉对生长肉兔屠宰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ｏｎ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ｅａｔ ｒａｂｂｉｔ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稻壳粉添加量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 ％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Ｐ 值

Ｐ⁃ｖａｌｕｅ

宰前活重
Ｌ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ｇ

２ １６０．４０±３２．５１ａ ２ １５１．６５±２８．６２ａ ２ １２５．５２±３４．２１ａ ２ ０７６．３２±３３．１２ａｂ ２ ０４５．１４±３５．２２ｂ ０．０４２ ２

半净膛重
Ｈａｌｆ ｃａｒｃａ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１ ２１５．２１±２４．５３ａ １ ２０８．９１±２３．２４ａ １ １８７．９２±２０．７０ａ １ １５１．３４±２２．６１ａｂ １ １２８．１５±２４．８２ｂ ０．０３６ ３

全净膛重
Ｆｕｌｌ ｃａｒｃａ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１ １０８．２７±２２．３２ａ １ ０９９．２０±２０．３６ａ １ ０７８．５４±１８．６５ａ １ ０４５．６２±２１．２４ａｂ １ ０２３．８１±２１．４６ｂ ０．０２６ １

半净膛率
Ｈａｌｆ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ｒａｔｅ ／ ％ ５６．２４±１．２２ａ ５６．１９±１．２８ａ ５５．８９±１．２４ａ ５５．４５±１．２７ａｂ ５５．１６±１．１８ｂ ０．０１９ ５

全净膛率
Ｆｕｌｌ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ｒａｔｅ ／ ％ ５１．３０±１．１３ａ ５１．０９±１．０５ａ ５０．７４±１．１２ａ ５０．３６±１．１０ａｂ ５０．０６±１．０２ｂ ０．０３４ ３

３．２　 稻壳粉在肉兔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饲粮养分消化率与饲粮的原料组成及营养水

平密切相关，特别是饲粮的木质素含量［１２］ 。 本试

验中，随着饲粮中稻壳粉添加量的增加，饲粮能

量、粗蛋白质、粗纤维、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

木质素的表观消化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 １５％
和 ２０％稻壳粉组的能量、粗蛋白质表观消化率较

对照组显著下降。 究其原因可能：一是稻壳粉粗

纤维和酸性洗涤木质素含量高，随着稻壳粉添加

量的增加，饲粮粗纤维和酸性洗涤木质素含量逐

渐升高，众多研究表明，饲粮酸性洗涤木质素含量

越高，饲料养分消化率越低［１３－１４］ ；二是饲粮粗纤维

含量高，食糜通过肠道速度加快，以致饲料在盲肠

内的滞留时间过短，影响大肠对粗纤维的消化，也
削弱 肠 道 对 其 他 营 养 物 质 的 消 化、 吸 收 和 利

用［１３－１４］ 。 肉兔的生长性能与饲粮营养水平和和养

分消化率相关，而死亡率与饲粮酸性洗涤木质素

含量相关［１４］ 。 本试验中，１０％稻壳组与对照组的

生长性能无显著差异，１５％和 ２０％稻壳组的生长

性能则较对照组显著下降，这与饲粮的营养水平

和养分表观消化率结果一致。 本试验中，１０％、
１５％和 ２０％稻壳粉组肉兔死亡率均较对照组下

降，这与饲粮的酸性洗涤木质素含量提高相关，众
多研究发现饲粮酸性洗涤木质素含量提高，腹泻

死亡降低［８］ ，也有研究表明混合使用不同纤维来

源有助于肉兔健康［１２］ 。 肉兔屠宰率与饲粮营养水

平存在一定关系，尤其是饲粮纤维水平，高纤维饲

粮可促进肠道发育，特别是肠道容积及重量，消化

道所占比重增加会导致屠宰率降低［９］ ，本试验结

果也验证了这一点。 肉兔生产者需要在降低饲料

成本，提高肉兔生长性能、健康水平和屠宰率之间

进行权衡。

４　 结　 论
　 　 稻壳粉在营养成分上属于粗饲料，饲粮中添

加 ５％ ～ １５％的稻壳粉对生长肉兔的养分表观消化

率和屠宰率并无显著影响，但可以降低死亡率。
综合考虑对生长性能和屠宰性能的影响，稻壳粉

在生长肉兔饲粮中的添加量不宜超过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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