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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3 头带有瘤胃和真胃痿管的肉牛 (375 ±25kg) 饲喂全羊草以满足其维持需要 ,设计 3 个对比试验 ,每

一试验均向瘤胃内持续灌注高乙酸摩尔比 (75 %) 的混合 V FA。试验一 : 真胃每天持续灌注 100g、250g 和

400g 的葡萄糖 ;试验二 :真胃每天持续灌注 200g、300g 和 400 酪蛋白 ;试验三 :真胃每天持续灌注葡萄糖和

酪蛋白的混合物分别为 250g ±200g , 250g + 300g 以及 250g + 400g。连续 7 天持续灌注后用农大 KB - 1 型

呼吸测热室测定产热和能氮平衡。试验结果表明 , ①试验一、二、三均能明显降低代谢产热率 ( HP/ M E , P

< 0. 05) ,增加能量沉积效率 ( Kf 值 , P < 0. 05) ,并促进体脂肪和体蛋白的沉积 ( P < 0. 05) 。试验一和试验二

的 HP/ M E 和 Kf 值十分接近 ,表明在降低代谢产热率和提高 Kf 值方面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混合物的

效果是一样的。但从体组织沉积的组成来看 , 灌注酪蛋白肉牛沉积的蛋白质质量比灌注葡萄糖时高

68. 47 %。②试验三的 HP/ M E 比试验一下降了 4. 53 个百分点 ( P < 0. 05) ,比试验二下降了 5. 17 个百分点

( P < 0. 05) ; Kf 值比试验一提高了 4. 78 个百分点 ,比试验二提高了 4. 56 个百分点 ,表明真胃灌注葡萄糖和

酪蛋白混合物的效果要优于单独灌注其中之一。本试验条件下 ,在降低 HP/ M E ,增加 Kf 值方面 ,真胃单独

灌注 250g 葡萄糖和 300g 酪蛋白以及 250g 葡萄糖与 200g 酪蛋白匹配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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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a 3 comparative feeding experimental design , t hree steers (375 ±25kg) fed a mainte2
nance diet of 100 % Chinese wildrye hay were int ra - rumen inf used wit h V FA mixt ures t hat supplyed

above 0. 3 times maintenance feeding level and containing acetic ,p ropionic and but yric acids in t he molar

p roportion of 75 ,15 and 10. In experiment 1 ,t hree levels of glucose (100 ,250 and 400g/ day) were contin2
uously inf used into t he abomasum ; In experiment 2 , t hree levels of casein (100 , 300 and 400g/ day) were

continuously inf used into t he abomasum ; In experiment 3 ,t hree levels of glucose and casein mixt ure (250 +

200 ,250 + 300 and 250 + 400g/ day) were continuously inf used into t he abomasum. Heat p roduction ,energy

and nit rogen balance were evaluated in respiration double chamber (BAU KB - 1) . The result s were

showed :t he int ra - abomasum inf usion of glucose ,casein and t heir mixt ure a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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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 P < 0. 05) , increased Kf ( P < 0. 05) and p rompted t he body fat and p rotein deposition ( P < 0. 05)

.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of HP/ M E and Kf between inf usion of glucose and casein alone , which

demonst rated t hat int ra - abomasum inf usion of glucose and casein alone had similar effect s on HP/ M E

and Kf . But t he body p rotein deposition wit h inf usion of casein was 68. 4 percent higher t han t hat wit h

inf usion of glucose . Compared t he inf usion of glucose and casein mixt ure wit h t he inf usion of glucose or

casein alone , HP/ M E decreased by 4. 53 percent unit s ( P < 0. 05) or 4. 56 percent unit s ( P < 0. 05) ; Kf in2
creased by 4. 78 percent unit s ( P < 0. 05) or 5. 17 percent unit s ( P < 0. 05) . It implied t hat t he result s of

int ra - abomasum inf usion of glucose and casein mixt ure was more superior t han int ra - abomasum inf u2
sion of eit her of t hem alone . In t his st udy , t he op timum inf usion levels were 250g/ day glucose , 300g/ day

casein alone as well as 250g/ day plus 200g/ day glucose casein mixt ure .

Key word : beef cat tle ;glucose and casein inf usion ;high acetic acid molar p roportion ;manip ulation of

energy conversion

反刍动物以粗饲料为主或瘤胃发酵产生高比例乙酸时 , 往往造成葡萄糖及生糖前体 (丙酸和生糖氨基

酸) 的供应不足 ,可导致乙酸合成长链脂肪过程中供氢体 NADPH 和 FAD H2 的缺乏 ,而 NADPH 和 FAD H2

的生成又主要依靠葡萄糖氧化分解的磷酸戊糖途径 ,以致累积的乙酸氧化分解释放能量 ,造成乙酸在合成体

脂方面较低利用效率 (Mackea 和 Lobley , 1985 ;冯仰廉 , 1995) 。J anes 等 (1985) 研究发现 ,绵羊饲喂干草时

小肠中可吸收的葡萄糖量只有 7g/ 天 , 但体内每天必需合成 80～120g 葡萄糖才能满足生理需要。Leng

(1970) 发现当分别从瘤胃、真胃和颈动脉灌注葡萄糖时 ,葡萄糖的 Kf 值依次为 54. 5 % ,71. 5 % ,72. 9 %。因

此在以粗饲料为主时 ,通过降低日粮中精饲料淀粉和蛋白质在瘤胃的降解率 ,增加后段消化道可吸收的葡萄

糖和氨基酸的数量 , 促使在高比例乙酸条件下的乙酸氧化供能与合成体脂之间的持续分配流动向着后者进

行 ,以达到提高 V FA 转化效率的目的。

目前 ,国内外 Oldham (1984) 和 Orskov (1990) 等有关反刍动物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的研究主要是

对泌乳动物的乳产量和奶成分的影响 , 但对肉用反刍动物粗饲料 V FA 用于体增重效率的营养调控研究较

少。本文旨在维持饲养水平的基础上 ,瘤胃灌注高比例乙酸的混合 V FA ,通过真胃灌注不同水平的葡萄糖和

酪蛋白的综合营养调控手段研究 V FA 用于增重效率及体组织沉积的规律 , 为小肠可消化碳水化合物和小

肠蛋白质的营养调控提供应用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 3 头带有瘤胃和真胃瘘管的成年阉牛 ,年龄 2～2. 5 岁 ,体重 350～400kg。

1. 2 试验日粮 全部由羊草组成 ,其营养价值见表 1 ,满足试验牛的维持需要。

1. 3 试验设计

采用对比试验设计 ,共分 3 个试验 ,每个试验均向 3 头为一组的阉牛瘤胃灌注混合 V FA ,其间乙酸、丙

酸和丁酸摩尔比为 75 : 15 : 10 ,混合 V FA 和羊草基础日粮提供 1. 3 倍的维持需要 ,其中 V FA 提供维持以上

的 0. 3 倍维持需要。

试验一 ,真胃灌注三种水平的葡萄糖 (g/ 天) ,分别为 100 ,250 和 400 ;所含的能量 (MJ / 天)分别是 1. 62、

4. 03 和 6. 44。

试验二 ,真胃灌注三种水平的酪蛋白 (g/ 天) ,分别为 200 , 300 和 400 ;所含能量 (MJ / 天) 分别为 4. 05、

6. 07 和 8. 10 ;蛋白量 (g/ 天)分别为 166. 3、249. 4 和 332. 5。

试验三 ,真胃灌注 250g 葡萄糖分别与三种酪蛋白水平组合 ,即分别为 250g 葡萄糖 + 200g 酪蛋白 ,250g

葡萄糖 + 300g 酪蛋白以及 250g 葡萄糖 + 400g 酪蛋白 ;所含的能量 (MJ / 天) 分别为 8. 08、10. 1 和 12. 13 ;蛋

白量 (g/ 天)分别为 166. 3、249. 4 和 332. 5。



表 1 羊草的营养价值
Table 1. T he n ut ri t i ve v al ue of Chi nese w i l d ry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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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 6. 5 7. 14 70. 12 41. 41 0. 32 0. 20

GE(MJ / kg) M E(MJ / kg) CP NDF ADF Ca P

由于试验二、三真胃灌注酪蛋白后 ,试验牛能量

摄入比未灌注者高 8MJ /天。因此 ,调整试验二、三阉

牛的采食量 ,每天补充 8MJ 总能 ,并进行测热试验。

1. 4 饲养管理

瘤胃 V FA 灌注、真胃葡萄糖和酪蛋白灌注以及测热均在农大 KB - 1 型大型呼吸测热室中进行 ,连续 7

天灌注后 ,连续测热和采样各 3 天。试验前两天早晨连续空腹称重 ,以两天体重的平均值确定维持水平羊草

供给量 ,每天 8 :00 和 16 :0 饲喂两次。

1. 5 瘤胃 VFA、真胃葡萄糖和酪蛋白的灌注方法

瘤胃灌注所用硬质乙烯管内径 3. 5mm ,外径 5. 5mm。通过痿管盖伸入瘤胃内 50cm ,管的胃内端是一膨

大的 60 ×25mm2 的带孔聚乙烯管 ,并用尼龙布罩住所有的小孔 ,以使灌注液缓慢地释放到瘤胃液液相中 ,而

且避免了因瘤胃蠕动造成食糜堵塞小孔。通过调节蠕动泵转子的转速和耐磨硅胶管径的大少保持恒定的灌

注速度 ,保证 24 小时持续灌注 7000ml 混合的 V FA 稀释液和 7000ml 缓冲液。

真胃灌注用乙烯管内径为 5mm ,外径为 7mm ,伸入胃内 5～7cm ,为避免体重较大的动物卧倒时压住乙

烯管 ,阻断液体的流动 ,可选择同样孔径的合金管代替乙烯管。将三个水平的酪蛋白溶解在 80 ℃热水中 ,加

少量 Na2 CO3 促进酪蛋白溶解。每天 24 小时持续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稀释溶液 4000ml 、二者混合液亦为

4000ml 。

2 结果与讨论

2. 1 真胃灌注三种不同水平的葡萄糖对高乙酸摩尔比 VFA 增重效率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 ,真胃灌注葡萄糖显著提高 D E 和 M E ( P < 0. 05) ,各灌注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见表 2。真胃灌注葡萄糖产热明显下降 ( P < 0. 05) ,灌注 250g 和 400g 的产热显著低于灌注 100g 的产热 ( P <

0. 05) ,但 250g 和 400g 两组值之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真胃灌注葡萄糖显著降低了 HP/ M E ( P < 0. 05) ,

灌注 250g 和 400g 两组 HP/ M E 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但两组显著高于灌注 100g 组 ( P < 0. 05) 。

经回归分析 ,HP/ M E ( Y , %)与灌注葡萄糖水平 ( X ,g/ 天)呈曲线负相关 :

Y = 78. 860 - 1. 708 lnX (r = - 0. 941 ,n = 4)

真胃灌注葡萄糖使平均 Kf 值比未灌注者增加了 14. 05 个百分点 ( P < 0. 01) ; 灌注 250g 和 400g 的 Kf

值高于灌注 100g 者的 Kf 值 ( P < 0. 05) ,但 250g 与 400g 灌注组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经回归分析 ,真胃灌

注葡萄糖 ( X ,g/ 天)与 Kf ( Y , %)之间呈曲线正相关 :

Y = 38. 474 + 1. 912 1nX (r = 0. 916 ,n = 4)

由表 2 可见 ,真胃灌注葡萄糖量超过 250g 时 ,则 HP/ M E 不再下降 , Kf 值不再升高 ,而 100g 和 250g 葡

萄糖只占总代谢能的 2. 7 %和 6. 5 %。虽然葡萄糖在中间代谢过程中也有热损失 , 但 Kf 值却分别提高了

25 %和 53 % ,表明进入小肠的大量葡萄糖主要是提供 NADPH ,从而提高了乙酸转化为体脂肪的效率。

真胃灌注葡萄糖与不灌注相比 ,体脂肪沉积量显著增加 ( P < 0. 05) ,平均日增加达 172. 41g。随着真胃葡

萄糖灌注量的增加 ,体蛋白沉积量也随之增加 ,日灌注 250g 组和 400g 组的体蛋白沉积量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和 100g 组 ( P < 0. 01) ,而 400g 组和 250g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瘤胃内灌注高乙酸比例的混合 V FA ,由于丙酸比例较低 ,合成的葡萄糖量也较少 ,满足不了肥育牛对葡

萄糖和 NADPH 的需求 , 肉牛动用部分体蛋白和饲料蛋白通过糖异生合成葡葡糖 , 从而造成尿氮排出量的

增加和氮沉积量的下降。增加真胃葡萄糖灌注量 ,不但可以提供 NADPH 以提高乙酸转为体脂肪的效率 ,而

且可以减少机体动用体蛋白分解用于糖异生的量 ,因而体蛋白沉积量增加。该研究结果与 Mackae 和 Lobely

(1986)的研究结果一致 ,说明真胃灌注葡萄糖可以降低生糖氨基酸转化为葡萄糖的量 ,而使体蛋白沉积量增

加 ,提高了蛋白质的转化效率。

2. 2 真胃灌注三种不同水平的酪蛋白对高乙酸摩尔比的 VFA 增重效率的影响



表 2 不同水平的葡萄糖在 1. 3 倍维持需要时对能量平衡及能量转化效率的影响

Table 2. T he ef f ects of di f f erent i nf usion levels of gl ucose at 1. 3 f eedi ng level on energy bal ance an d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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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体重 BW0 .75 (kg)

羊草消化能 GE of hay (MJ / day)

灌注 V FA 能 Energy inf used V FA (MJ / day)

灌注葡萄糖能 Energy inf used glucose

粪能 Fecal energy (MJ / day)

尿能 U rinary energy (MJ / day)

CH4 能 Met hane energy (MJ / day)

D E (MJ / day)

M E (MJ / day)

HP (MJ / day)

HP/ M E ( %)

N Eg (MJ / day)

Kf ( %)

体脂肪沉积 Body fat deposition (g/ day)

体蛋白沉积 Body protein deposition (g/ day)

葡萄糖真胃灌注量 Abomasal inf usion levels of glucose (g/ day)

100 250 400 0

084. 10

109. 42

011. 87

004. 03

052. 20

005. 01

006. 44

073. 12a

061. 67a

040. 81b

066. 17b

020. 86b

052. 85b

442. 53a

125. 06b

083. 98

110. 48

011. 87

001. 62

052. 45

004. 89

006. 48

071. 52a

060. 15a

044. 04a

073. 12a

016. 11a

043. 18a

365. 55a

066. 31a

084. 25

107. 40

011. 87

006. 44

054. 45

005. 24

006. 08

071. 26a

059. 94a

041. 88b

069. 84b

018. 08b

049. 74b

359. 77a

158. 38b

083. 46

108. 36

011. 87

053. 66

004. 04

005. 81

066. 57b

056. 98b

047. 05c

082. 60c

009. 67c

034. 54c

216. 87b

054. 13a

表 3 不同水平的酪蛋白在 1. 3 倍维持需要时对能量平衡及能量转化效率的影响
Table 3. T he ef f ects of dif f erent i nf usion levels of casei n at 1. 3 f eedi ng level on energy bal ance an d conversion

200 300 400 0

酪蛋白真胃灌注量 Abomasal inf usion levels of casein (g/ day)

083. 46

115. 36

011. 87

054. 25

005. 78

006. 84

072. 98a

060. 36a

048. 24c

079. 92b

012. 12b

035. 20c

267. 94c

061. 69c

083. 95

109. 78

011. 87

008. 10

053. 20

005. 78

007. 02

076. 55b

063. 75b

045. 87b

071. 95a

017. 38a

044. 36b

297. 37b

212. 75ab

084. 77

111. 56

011. 87

006. 07

052. 87

005. 56

006. 84

076. 63b

064. 23b

044. 36ab

069. 06a

019. 87a

050. 34a

361. 78a

230. 31b

084. 65

110. 17

011. 87

004. 05

052. 32

005. 12

006. 76

073. 57a

061. 49a

043. 12a

070. 13a

018. 57a

051. 74a

357. 27a

183. 19a

代谢体重 BW0 .75 (kg)

羊草消化能 GE of hay (MJ / day)

灌注 V FA 能 Energy inf used V FA (MJ / day)

灌注酪蛋白能 Energy inf used casein (MJ / day)

粪能 Fecal energy (MJ / day)

尿能 U rinary energy (MJ / day)

CH4 能 Met hane energy (MJ / day)

D E (MJ / day)

M E (MJ / day)

HP (MJ / day)

HP/ M E ( %)

N Eg (MJ / day)

Kf ( %)

体脂肪沉积 Body fat deposition (g/ day)

体蛋白沉积 Body protein deposition (g/ day)

真胃灌注 300g/ 天和 400g/ 天的酪蛋白的总 M E 显著高于对照组和 200g 组 ( P < 0. 05) , 其中 300g 和

400g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见表 3。真胃灌注酪蛋白与未灌注相比 , 产热值显著下降 ( P < 0. 05) ,

400g 组的产热值明显高于 200g 组 ( P < 0. 05) ,而 300g 组与 200g 组和 400g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真胃灌注酪蛋白与未灌注相比 , HP/ M E 显著降低 ( P < 0. 05) ,但 200g , 300g 和 400g 三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

Kf 值极显著增加 ( P < 0. 01) ,其中 200g 和 300g 组的 Kf 值显著高于 400g 组 ( P < 0. 05) 。与未灌注相比 ,真

胃灌注酪蛋白 ,体蛋白、体脂肪沉积量极显著地增加 ( P < 0. 01) ,在三个灌注水平之间 ,灌注 200g 和 300g 酪

蛋白的体脂肪沉积量显著高于 400g 的灌注结果 ( P < 0. 05) ; 灌注 300g 酪蛋白的体蛋白沉积量显著高于灌

注 200g 的体蛋白沉积量 ( P < 0. 05) ;但灌注量超过 300g/ 天时 ,体蛋白、体脂肪沉积量不再增加 ( 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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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体重 BW0 .75 (kg)

羊草消化能 GE of hay (MJ / day)

灌注 V FA 能 Energy inf used V FA (MJ / day)

灌注葡萄糖 + 酪蛋白能 Energy inf used glucose + casein (MJ / day)

粪能 Fecal energy (MJ / day)

尿能 U rinary energy (MJ / day)

CH4 能 Met hane energy (MJ / day)

D E (MJ / day)

M E (MJ / day)

HP (MJ / day)

HP/ M E ( %)

N Eg (MJ / day)

Kf ( %)

体脂肪沉积 Body fat deposition (g/ day)

体蛋白沉积 Body protein deposition (g/ day)

Ⅰ(250 + 200) Ⅱ(250 + 300) Ⅲ(250 + 400) 0 (对照)

真胃灌注葡萄糖 + 酪蛋白
Abomasal inf usion levels of glucose and casein (g/ day)

085. 89

114. 42

011. 87

008. 08

54. 25a

006. 12a

007. 18

080. 12a

066. 82a

040. 57a

060. 72a

026. 25a

059. 30a

504. 68a

259. 50a

086. 40

115. 20

011. 87

010. 10

055. 88a

006. 74ab

007. 98

081. 49a

066. 77a

042. 45ab

063. 58a

024. 32a

053. 72ab

457. 69a

257. 19a

084. 45

124. 41

011. 87

081. 33b

005. 64a

007. 43

074. 95b

061. 88b

048. 87c

078. 98c

013. 01c

034. 88c

287. 21b

066. 00b

085. 00

113. 78

011. 87

012. 13

059. 83b

007. 55b

007. 85

076. 95b

062. 75b

044. 76b

071. 33b

017. 99b

047. 09b

281. 78b

259. 74a

表 4 葡萄糖和酪蛋白的不同匹配在 1. 3 倍维持需要时对能量平衡及能量转化效率的影响

Table 4. T he ef f ects of di f f erent i nf usion levels of gl ucose an d casei n m i x t u re

at 1. 3 f eedi ng level on energy bal ance an d conversion

本试验条件下 ,灌注 300g/ 天酪蛋白时 ,体蛋白和体脂肪沉积量最大。

MacRae 等 (1986) 用绵羊饲喂秋季收获的禾本科牧草 , 真胃灌注 30g/ 天的酪蛋白 , Kf 值提高了

42. 5 %。李爱科等 (1991) 用血包被豆粕饲喂采食粗饲料日粮的肉用阉牛 , Kf 值提高了 27. 6 % ,与本试验的

结果一致。真胃内灌注酪蛋白可以增加小肠可吸收氨基酸的数量和质量 (因酪蛋白中含有较高比例的赖氨

酸、亮氨酸等必需氨基酸) ,因而提高了体蛋白质合成 ;同时 ,一部分生糖氨基酸经糖异生作用合成葡萄糖 ,而

供给乙酸合成长链脂肪酸时所需的 NADPH ,体脂肪沉积量也相应增加。

从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对体组织沉积的总量来看 , 灌注 250～400g 葡萄糖与灌注 300g、400g 酪蛋

白的效果基本相似。但从体组织沉积的组成可以看出 ,灌注酪蛋白时肥育肉牛相对以沉积蛋白质为主 ,而灌

注葡萄糖则以脂肪沉积为主 ,前者蛋白质的沉积占体组织沉积总量的 38. 14 % ,而后者只占 22. 65 % ,前者比

后者高 15. 94 个百分点 ( P < 0. 05) 。真胃灌注葡萄糖和真胃灌注酪蛋白相比 ,HP、HP/ M E 和 Kf 值没有差异

( P > 0. 05) 。因此 ,通过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的营养调控方法 ,可使高乙酸比例的混合 V FA 转化为体增

重的效率得到提高。从灌注量分析 ,真胃灌注 200g 酪蛋白与灌注 250g 葡萄糖在增重方面的效果一致。

2. 3 真胃灌注三种不同水平的葡萄糖和酪蛋白混合物对高乙酸比例 VFA 增重效率的影响

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 , Ⅰ组和 Ⅱ组的 D E 和 M E 显著高于 Ⅲ组 ( P < 0. 05) , 见表 4 , 这主要由于 Ⅰ

组、Ⅱ组粪能以及 Ⅰ组的尿能明显低于 Ⅲ组和对照组 ( P < 0. 05) ,表明当真胃葡萄糖与酪蛋白混合物灌注量

达到 650g/ 天时 ,肥育阉牛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能力降低 ,部分葡萄糖和酪蛋白从粪中排出 ,同时尿 N 也增加 ,

致使 Ⅲ组的 D E 和 M E 值低于 Ⅰ、Ⅱ组。

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与不灌注者相比 , HP 和 HP/ M E 显著降低 ( P < 0. 05) , Ⅰ组的 HP 显著低于

Ⅲ组 ( P < 0. 05) , 但 Ⅱ和与 Ⅰ组、与 Ⅲ组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Ⅰ、Ⅱ组的 HP/ M E 显著低于 Ⅲ组 ( P

< 0. 05) ,但 Ⅰ、Ⅱ组之间差异不显著。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 , Kf 值明显增加 ( P < 0. 01) ,使 Kf 值高达

59. 3 % , Ⅰ组显著高于 Ⅲ组 ( P < 0. 05) , Ⅱ组与 Ⅰ组、与 Ⅲ组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经回归分析 , Kf 值与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量之间存在曲线相关 ,回归方程为 :

Kf ( %) = 40. 008 + 2. 107 1nX (r = 0. 863 ,n = 4) ,X 为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量 (g/ 天) 。

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的平均 Kf 值和 N Eg 值分别比单独灌注酪蛋白时高 4. 56 个百分点 ( P



< 0. 05) 和 4. 2MJ / 天 ( P < 0. 05) ; 分别比单独灌注葡萄糖时高 4. 73 个百分点 ( P < 0. 05) 和 4. 50MJ / 天 ( P

< 0. 05) 。单独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时 ,二者的 Kf 值和 N Eg 十分接近。真胃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的混合物

时 , 体蛋白沉积量占整个体组织沉积量分别比单独灌注葡萄糖和酪蛋白时高 16. 15 ( P < 0. 05) 和 1. 45 个百

分点 ( P > 0. 05) 。

3 小结

① 通过真胃灌注葡萄糖、酪蛋白及二者混合物的营养调控手段 , 显著降低了高乙酸比例条件下的

HP/ M E , 明显提高了 Kf 值和氮的转化效率 , 为生产实践中通过增加后段消化道可消化碳水化合物和蛋白

质的营养调控提供了应用依据。

② 在本试验条件下 ,在降低 HP/ M E、提高 Kf 值和 RN / DN 方面 ,以日灌注 250g 葡萄糖、300g 酪蛋

白以及 250g 葡萄糖和 200g 酪蛋白的匹配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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