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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试验旨在研究维生素U%d及其相互作用对肉仔鸡生长及组织维生素U%M浓度的影响&试验采用&S&
完全随机试验设计!将’L&只L日龄健康艾维茵雄性肉仔鸡称重后随机分为$P个处理组!每个处理组’个重复!每

个重复L只&其中!;U设&个添加水平!分别为$)""%’"""%$)"""和&)"""_f’XO日粮(;d设&个添加水平!

分 别为)""%$!)"%!)""和)"""_f’XO日粮!共构成$P个处理组&结果表明!日粮;U水平为’"""_f’XO时!血

清;U浓度趋于稳定!生长速度最快(日粮;U水平为&)"""_f’XO时!肝脏%肾脏 ;U浓度显著升高!;M浓度显

著下降!生长速度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日粮;U水平为$)"""_f’XO时!肝脏%肾脏 ;U浓度显著上升!同时对 ;M
产生明显的拮抗作用!引起血清%肾脏的;M浓度显著下降(日粮;U水平为$)""_f’XO时!血清%肝脏%肾脏 ;U
浓度及生长速度均呈明显的降低趋势&日粮;d水平在)""$)"""_f’XO内增加!对肉仔鸡生长性能无显著影响

"2$"R")#&日粮;U为$)"""_f’XO时!肉仔鸡;U有过量的可能(日粮;U为&)"""_f’XO时!肉仔鸡;U过

量(日粮;U为$)""_f’XO时!肉仔鸡 ;U有临界缺乏的可能&日粮 ;U与 ;d在对血清%肝脏 ;U浓度的影响

方面存在一定互作效应!主要表现在高剂量;d对过量;U有一定拮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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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粮 中 添 加 适 宜 剂 量 的 ;U%;d是 保 证 肉 仔

鸡健康生长的重要条件&目前!通常通过测定日粮

不同;U%;d 水 平 的 生 物 学 反 应 来 确 定 ;U%;d
的需要量!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虽然资料报道较多!但
结果不完全一致&动物血液及组织;U浓度也可用

来监测机体的;U营养状况及健康状况!为科学确

定;U的营养需要提供依据)$(!*&一些研究表明!维
生素U%d和M对动物的作用不仅与各自的添加量

有关!而且还与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比例密切

相关!如果比 例 不 当!同 样 会 对 动 物 产 生 不 良 的 影

响)’*&然而!目前多数研究主要注重单一的 ;U或

;d缺乏与 过 量 对 动 物 生 长 和 生 理 生 化 指 标 的 影

响&鉴此!本 试 验 旨 在 通 过 研 究 日 粮 不 同 水 平 的

;U%;d及 其 相 互 作 用 对 肉 仔 鸡 生 长 性 能 及 ;U%

;M代谢的影 响!探 讨 肉 仔 鸡 生 长 及 血 液 与 组 织 的

;U%;M代谢对日粮 ;U%;d水平变化的 敏 感 性!
为科学确定;U%;d的推荐需要量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试验动物及分组

试验采用&S&完全随机试验设计!将’L&只L
日龄健康艾维茵雄性肉仔鸡称重后随机分为$P个

处理组!每个处理组设’个重复!每个重复L只&在

基础日粮中 分 别 添 加 不 同 剂 量 的 ;U%;d构 成 试

验日粮&参照中国肉鸡饲养标准!根据课题的前期

研究 成 果 及 前 人 研 究 结 果)$!’*!;U设&个 添 加 水

平!分别为$)""%’"""%$)"""和&)"""_f’XO日

粮(;d设&个 添 加 水 平!分 别 为)""%$!)"%!)""
和)"""_f’XO日粮!共构成$P个处理组的试验日

粮&

!$"!饲养管理与基础日粮

肉仔鸡采用涂塑肉仔鸡笼饲养!试验期)周&自

动控温!自由饮水&试验的基础日粮除;U%;d按试

验设计添加外!其他营养成分均满足艾维茵肉仔鸡的

饲养标准&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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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3*81$!E/2=/-6A6/43404,A+6A614A81518-/@*3-38061A- !36+(0+<*3-6-"Y#

项目_A12- $$’周 ‘11X &$P周 ‘11X
日粮组成_4O+10614A-
玉米E/+4 )!Q#" )LQ%L
豆粕V/<*1342138 &"Q"" ’’QL"
葵籽油V,4@8/]1+/68 ’Q"" ’Q""
石粉T621-A/41 $Q$" $QL"
磷酸氢钙E3IFW& $Q%" $Q!)
食盐K3E8 "Q’# "Q’#
蛋氨酸 :1A.6/4641 "Q$% "Q"#
赖氨酸T<-641 "Q") "Q"’
微量元素预混剂 :641+38=+126B "Q)" "Q)"
维生素预混剂;6A3264=+126B "Q!" "Q!"
合计?/A38 $""Q"" $""Q""
营养水平K,A+614A81518-
代谢能 :M!:a$XO# $!Q#$ $!Q#L
粗蛋白质EF !$Q’# $LQ%%
钙E3 $Q"L $Q"’
总磷?/A38F "QP! "Q))
赖氨酸T<- $Q!) $Q$"
蛋氨酸 :1A "Q)& "Q’%

!!预混料可为每XO日粮提供 ?.1=+126B=+/5601-@/88/]64O@/+3X68/O+32/@@110!061A#%铁D1L"2O&锌[4L"2O&锰

:4L"2O&铜E,L2O&碘_"R’)2O&硒V1"R$)2O&;M$)_f&;G!R!2O&;9$$R)2O&;9!LR"2O&;9P!R)2O&;9$!
"R"$$2O&烟酸K67/A64673760&&2O&泛酸F34A/A.14673760$$2O&叶酸D/8673760"R%2O&生物素96/A64"R$$2O&胆碱E./(

8641))"2OQ

!$#!试样采集及测试项目

$Q’Q$!生产性能指标

试验开始后于!$’’)’&!日龄分别对每组鸡早

晨"L%""空腹称重"记录每组鸡的体重’采食量"计

算L$!$’!!$’)’’P$&!日龄及整个试验期L$&!
日龄阶段的试验鸡平均日增重及料肉比(

$Q’Q!!血清’肝脏’肾脏的;U’;M浓度

试验进行至&!日龄"早晨"L%""于每个重复随

机 抽 取!只 鸡"每 个 处 理 组 共P只"翅 静 脉 采 血

$"2T于普通采血管中"在&Z下’"""+$264离心

制备血清">!"Z冷冻保存备用(于每个重复随机

选取$只采血后的鸡屠宰"每个处理组共选取’只"
取肝’肾">!"Z保存(;U’;M浓度采用荧光法在

荧光分光光度计上测定(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试验所测数据均采用VUV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d,4734氏法进行多重比较(数据用平均值\标准

差表示"以2#"R")!差异显著#"2#"R"$!差 异 极

显著#和2$"R")!差异不显著#作为差异显著性判

断标准(

"!结!果

"$!!肉仔鸡生长性能

由表!可知"在生长前期!L$!$0"!!$’)0#"
日粮;U的 添 加 剂 量 对 肉 仔 鸡 日 增 重 无 明 显 影 响

!2$"R")#(在 生 长 后 期!’P$&!0#"日 粮 ;U的

添加剂量对肉仔鸡日增重有一定影响!2$"R")#&

’"""与$)"""_f$XO;U 组 肉 仔 鸡 日 增 重 较 高"

$)""_f$XO;U 组’&)"""_f$XO ;U 组 与

’"""_f$XO;U 组 相 比 有 降 低 的 趋 势 !2$
"R")#(在生长全期!L$&!0#"日粮 ;U的 添 加 剂

量对肉仔鸡日增重虽无显著影响!2$"R")#"但从

总趋势看与生长后期相似(在L$!$’!!$’)’’P$
&!0及整个试验 期L$&!0"日 粮 ;d的 添 加 水 平

及;U与 ;d的 交 互 作 用 对 肉 仔 鸡 日 增 重 均 无 明

显的影响(在试验L$!$"!!$’)’’P$&!0及整个

试验期L$&!0"日 粮 ;U’;d的 添 加 剂 量 及 其 交

互作用对肉仔鸡料肉比均无显著影响!2$"R")#(

!"$



!&期 冯永淼等!维生素U"d及其相互作用对肉仔鸡生长性能及组织维生素U"M浓度的影响

表"!(7!(E及其交互作用对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3*81!!M@@17A-/@_4A1+37A6/4*1A]114;U340;d/4O+/]A.=1+@/+2347164*+/681+-

组别

J+/,=-

添加水平

V,==81214A38

81518#_f$XO%

日增重

d3<O364#O$0%

!

料肉比

D//0$O364

!
;U ;d L$!$0 !!$’)0 ’P$&!0 L$&!0 L$!$0 !!$’)0 ’)$&!0 L$&!0

$ $)"" )"" &"QL&\’Q$" #’Q!%\&Q)$ LPQ#"\LQLL P!Q%%\&Q#! $QP"\"Q"#!Q""\"Q$$$Q%)\"Q"L$QLL\"Q")
! $!)" &$QL’\$QL) #!QL$\’QP! L#Q)&\)Q%P P’Q’P\!Q$’ $QP"\"Q$$!Q"P\"Q$&!Q"!\"Q"&$Q%!\"Q"%
’ !)"" &"Q)L\!Q#& #"Q")\&Q$# L’Q’"\’Q"’ P"Q%$\’Q!% $Q#"\"Q"#!Q$"\"Q"%!Q$%\"Q!"!Q"!\"Q$$
& )""" &$Q$%\’Q"% #!Q)!\$Q%P %"Q)#\PQ)$ P’QP"\!Q#$ $QP#\"Q"#!Q")\"Q"&!Q"#\"Q"P$Q%P\"Q"$
) ’""" )"" &"QLP\!QLL #)Q!#\"Q$" %#Q)’\’Q#& P)Q%P\"Q%& $QP’\"Q"&!Q"$\"Q"%!Q"#\"Q$&$Q%&\"Q’
P $!)" &$Q%%\"Q#) #’QP#\’Q)& %!Q$)\PQL) P&QP%\!Q#& $Q)L\"Q"&!Q")\"Q""!Q"P\"Q$&$Q%’\"Q"&
# !)"" &!Q$L\$Q#! #$QP$\)Q)$ %!Q"&\$$Q"$ P’Q%!\&Q## $QP"\"Q"P!Q")\"Q"#!Q"#\"Q!#$Q%’\"Q$"
L )""" &$Q)&\$Q!! #&Q$)\$QP# LLQ"%\!Q"L P’QL%\$Q$’ $QP!\"Q$"!Q"#\"Q$&!Q")\"Q’)$Q%)\"Q$L
% $)""" )"" &!Q’"\$Q)’ #’Q$L\LQ)" LPQ#L\&Q"& P’Q))\&Q$L $Q)P\"Q"P!Q"!\"Q"%!Q")\"Q"P$Q%"\"Q"’
$" $!)" &$QL!\$Q’) #’QLP\"Q%’ LLQ"$\’QL" P’QL#\$Q$L $Q)L\"Q"&$Q%L\"Q"%!Q"’\"Q"$$QL%\"Q")
$$ !)"" &"Q%’\!Q)$ #&QL#\"Q%! %’QL#\&Q$& P)Q$"\"Q)& $QP&\"Q"P$Q%P\"Q"#$Q%%\"Q$#$QL%\"Q"&
$! )""" &!Q’%\$Q!! #$Q&#\"Q’L %!Q)#\PQ!L P&Q"P\"Q%L $Q)%\"Q$’!Q"!\"Q$!!Q"$\"Q"L$Q%"\"Q"L
$’ &)""" )"" &$QL&\!QL! #’Q"$\)QL# LPQ%P\LQ&% P’Q’’\&Q&" $QP&\"Q$’!Q"&\"Q")!Q"#\"Q$$$Q%&\"Q"’
$& $!)" &!Q!&\"Q!& #’Q&’\’QL" %!Q)’\$QP) P&Q##\$QLL $Q)L\"Q"’!Q"’\"Q"L!Q"&\"Q$!$Q%!\"Q"#
$) !)"" &"Q&"\$Q"$ #&QL$\&QP# L’QP#\)Q)% P!QL!\$QP) $QP#\"Q"P!Q"&\"Q"L!Q$’\"Q!P$Q%#\"Q")
$P )""" &$Q!$\$Q$L #$Q"!\$QL" LPQ!#\&QL" P!Q$&\$Q&" $QP$\"Q"L!Q"L\"Q$$$Q%#\"Q"!$Q%!\"Q"#
主效应 :3N/+62=37A

;U

;d

2值

2(;38,1

$)"" &$Q$$ #!Q$# L#Q"’* P!Q#! $QP& !Q") !Q"P $Q%)
’""" &$QP& #’QPL %!Q&)3 P&QP! $QP$ !Q") !Q"P $Q%&
$)""" &$QLP #’Q’) %"Q’$3* P&Q$& $Q)% !Q"" !Q"! $QL%
&)""" &$Q&! #’Q"# L#Q’P3* P’Q!# $QP’ !Q") !Q") $Q%&
)"" &$Q&P #’QP% L%Q)" P’Q%P $QP$ !Q"! !Q"& $Q%$
$!)" &$Q%# #’Q&& %"Q"P P&Q$L $Q)% !Q"’ !Q"& $Q%!
!)"" &$Q"’ #!QL& LLQ!! P’Q$% $QP) !Q"& !Q$" $Q%)
)""" &$Q)L #!Q!% L%Q’# P’Q&’ $QP’ !Q"P !Q"! $Q%’
;U "QL! "QL$ "Q$" "Q’P "Q&$ "Q&$ "Q%! "Q’&
;d "Q#! "QL! "Q%" "QL$ "Q!" "QL! "QPL "Q)#

;US;d "Q%L "QLL "Q!P "Q%$ "QL# "Q%# "QL% "QL)

!!同列肩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2#"R")%&无肩标或肩标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2$"Q")%’下表同’

;38,1-]6A.06@@1+14A81AA1+-,=1+-7+6=A-2134-6O46@6734A06@@1+1471#2#"R")%&]6A./,A81AA1+/+]6A.-32181AA1+-,=1+-7+6=A-21344/

06@@1+1471#2$"R")%Q?.1-3213-*18/]Q

"$"!肉仔鸡肝!肾!血清(7浓度

表’的结果 表 明&$)""""&)"""_f$XO;U组

的肝脏;U浓度极显著高于$)"""’"""_f$XO;U
组#2#"R"$%&&)"""_f$XO;U 组 极 显 著 高 于

$)"""_f$XO;U组#2#"R"$%’’"""_f$XO;U
组与$)""_f$XO;U组相比有升高趋势&但二者之

间差 异 不 显 著#2$"R")%’日 粮 ;U 添 加 量 为

&)"""_f$XO时&肝中;U含量分别是$)"""’"""
和$)"""_f$XO组的$$"R#"’$R!’和’RP#倍’日粮

;U 含量对肾脏和血清 ;U 浓度的影响规律与其对

肝脏;U 浓度的影响相似&不同的是&$)"""_f$XO
;U 组与’"""_f$XO;U 组血清;U 浓度无显著差

异#2$"R")%’

日粮;d水 平 对 肝 脏 ;U浓 度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趋势#2$"R")%’)"""_f$XO;d组 的 肝 脏 ;U
浓度与)"""$!)"和!)""_f$XO;d组 相 比 有 降

低的趋势&说 明 高 剂 量 ;d 对 ;U 有 一 定 拮 抗 作

用’日粮;U";d交互作用对血清;U浓度有一定

的影响#2$"R")%’当日粮;U 水平为&)"""_f$XO
时&)""_f$XO;d组的血清 ;U浓度最高&与 其 他

;d组相比有明 显 的 增 加 趋 势&肝 脏 ;U浓 度 也 有

相似的变 化 规 律&进 一 步 说 明 日 粮 高 剂 量 ;d 对

;U的拮抗作用’

"$#!肉仔鸡肝!肾!血清(9浓度

表’的 结 果 表 明&日 粮 ;U 水 平 在$)""$
&)"""_f$XO范 围 内&肝 脏"血 清"肾 脏 的 ;M浓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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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日 粮 ;U 添 加 量 的 增 加 呈 不 同 程 度 的 降 低!

&)"""_f"XO组的肝脏#肾脏#血清 ;M浓度极显著

低于$)""#’"""和$)"""_f"XO组$2#"R"$%&

$)"""_f"XO组 肾 脏#血 清 ;M 浓 度 极 显 著 低 于

’"""#$)""_f"XO组$2#"R"$%!日 粮 ;d水 平

及日粮 ;U#;d交互作用对肝脏#肾 脏 及 血 清 ;M
含量均无显著影响$2$"R")%!

表#!(7!(E交互作用对肝!肾!血液中(7!(9浓度的影响

?3*81’!M@@17A-/@_4A1+37A6/4*1A]114;U340;d/4;U340;M7/4714A+3A6/4-648651+&X6041<340-1+,2/@*+/681+-

组别

J+/,=-

添加水平

V,==81214A38

81518$_f"XO%

肝;U浓度

T651+;U

肾;U浓度

G6041<;U

血清;U浓度

V1+,2;U

肝;M浓度

T651+;M

肾;M浓度

G6041<;M

血清;M浓度

V1+,2;M

;U ;d $,O"O% $,O"O% $,O"0T% $,O"O% $,O"O% $,O"0T%

$ $)"" )"" PQ!)\$QL! !Q""\"Q)& )&Q%&\"Q$& $$Q%%\!Q"L $PQ#%\$Q") $)$Q!!\!’Q$’
! $!)" )Q)’\"Q&) $Q%)\"QP" P)Q)"\"Q$& $!Q!P\!Q&’ $PQ)$\$QL$ $#’Q%L\P’Q$P
’ !)"" PQ$%\"QP& $QL"\"Q)" )&QP#\"Q$’ $$Q$L\!QLP $#QP%\$Q%P $LLQ%)\P"Q"%
& )""" )Q’#\$QPL $QP!\"Q’! )PQ!P\"Q$P $’Q!L\’Q$& $)QL)\!QL$ !"’Q’#\$""Q!’
) ’""" )"" $%Q%%\)Q%$ !Q"#\"Q)’ P)Q%%\"Q"L %Q!’\"QP$ $LQP"\)Q)& !$%QPL\)LQ$’
P $!)" !"Q$’\!Q)L $Q#%\"Q’# PLQPL\"Q$! %Q#’\$Q!’ $#Q#$\!QP’ $L$Q&#\&%Q#"
# !)"" !$Q%L\$Q%& !Q")\"Q&% P%Q""\"Q!$ %Q&%\$QL& $LQL&\’Q!L $L#Q%$\&%Q#’
L )""" !"Q)L\&Q)) $Q%)\"Q’) )#QL)\"Q") $"Q"’\"Q)P !$Q$"\!Q)) $&)Q$#\&#Q""
% $)""" )"" $#’Q#%\’!Q)’ PQ)"\!Q)! PLQ%#\"Q$L $"QL!\’Q)) $’Q’)\!Q$L $!PQP!\&LQ%!
$" $!)" $P&Q%P\!%Q"$ PQL#\!Q") PPQ$L\"Q"P #Q#)\$QP" $!QP"\$Q%" $$"Q&$\!’QL&
$$ !)"" $%#Q#&\’$Q&) ’Q%&\"Q#& #$QPP\"Q$& #Q%)\$Q&’ $)Q$P\$Q&# $&#Q$P\!&Q&)
$! )""" $PPQ$’\!#Q’& )Q%"\$QP% LLQ!’\"Q!) $$Q)L\"Q%) $!QL"\$Q’! $P!Q%’\&"Q%"
$’ &)""" )"" PL$Q%L\$$"Q%’’$Q!!\LQL$ $$!QL)\"Q!# LQ!"\"Q#$ %QLP\$Q)" $$$QL’\’PQ%’
$& $!)" )%’Q""\&!Q%’ !%Q)"\LQ&) LPQ!"\"Q!) $"Q&#\$Q&# $$QL#\!Q"’ %$Q"’\!%Q’L
$) !)"" P$LQ#&\$#LQ!&!!QL!\"Q%$ L%Q!P\"Q!’ PQ&$\’Q$% $$Q#!\)Q%$ $!PQ&L\)&QLL
$P )""" )$#QP&\&Q%’ ’$Q)P\$"Q$# LLQ!!\"Q$$ PQ##\’Q%P $"Q")\&QLP $""QLL\!’Q’L
主效应 :3N/+62=37A

;U

$)"" )QL’7 $QL)E )LQ")7 $!Q$L3 $PQP!3 $L"QP$3

’""" !"QP#7 $Q%#E P)Q#%*7 %QP!3 $%Q"#3 $L)Q!P3

$)""" $#)QP)* )QL"* #’Q#P* %Q’&3 $’Q&L* $’PQ#L*

&)""" P"$Q#)3 ’"Q’&3 %!Q)L3 #QP%* $"QL#7 $"PQ#’7

;d

!)"" $#LQ))! $"Q&&! #’Q$’ $"Q!! $&QP) $)!Q’%
$!)" $%)Q%" $"Q"’ #$Q## $"Q"$ $&QP# $’#Q’L
!)"" $#&Q$$ #Q’" #"Q&! LQ#P $)QP% $P’Q$!
)""" $&PQ)" $"Q"’ #&QL’ $"Q’$ $&Q%) $)’Q&’

2值

2(;38,1

;U "Q"" "Q"" "Q"" "Q"" "Q"" !"Q""
;d "Q$& "QL# "Q%" "Q&! "Q## "Q&)

;US;d "Q!P "Q%% "Q$" "Q)! "Q%! "Q!&

#!讨!论

;U与其他脂 溶 性 维 生 素 相 比&其 中 毒 范 围 较

窄&过 多 摄 入 则 引 起 鸡 的 生 长 速 度 减 慢&体 重 降

低’&(!本试验 综 合 肉 仔 鸡 的 生 长 性 能 结 果 可 以 看

出&在 生 长 后 期 $’)$&!0%&高 剂 量 ;U 组

$&)"""_f"XO%与低 剂 量 ;U组$$)""_f"XO%肉

仔鸡的生长速 度 均 有 明 显 的 降 低 趋 势)中 剂 量 ;U
组$’"""_f"XO%生长速度最快!在生长 全 期$L$
&!0%&日粮;U的添加剂量对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

响虽不显著&但变化趋势与生长后期相似!有研究

指出&当日粮;U水平过低或过高时&超出机体的调

节潜力范围&血浆#肝脏的;U水平就会发生相应变

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机体;U营养状况’$(!

$"$



!&期 冯永淼等!维生素U"d及其相互作用对肉仔鸡生长性能及组织维生素U"M浓度的影响

J+114等#)$研 究 表 明%日 粮 ;U 缺 乏 可 引 起 血 浆

;U浓度低于正常水平&而日粮 ;U高于正常水平%
虽然肝脏;U水平显著增加%但并不会引起机体血

浆;U水平 显 著 变 化’J1+837.等#P$研 究 发 现%肾

脏在血浆;U的内稳恒中也起重要作用’本试验综

合血清"肝脏及肾脏;U浓度的结果得出%日粮;U
水平为’"""_f(XO时%血清;U浓度趋于稳定&日
粮;U水 平 为$)"""_f(XO时%血 清"肝 脏"肾 脏

;U浓度与$)""_f(XO组相比显著上升%与’"""_f(XO
组相比%肝脏"肾脏 ;U浓度显著升高%而血清 ;U
浓度并没有 明 显 升 高%这 进 一 步 证 实 了 肝 脏"肾 脏

;U浓度对日粮 ;U水 平 的 反 映 较 血 清 敏 感%同 时

也说明了肉仔 鸡 体 内 存 在 内 稳 恒 机 制%使 血 清 ;U
浓度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相对稳定%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相似’U*,+A/等##$的试验结果表明%饲喂含 ;U
&)"""_f(XO的日粮%鸡 血 浆 和 肝 脏 的 ;M含 量 显

著下降’本试验结果表明%日粮;U水平为$)"""_f(XO
时%肾"血清;M浓度显著的降低%&)"""_f(XO时%
血清"肝脏"肾脏的 ;M含量均大幅度 下 降%进 一 步

说明 ;U对 ;M存在明显的拮抗作用’因此%从肉

仔鸡生长性能的角度与;U";M代谢的角度综合考

虑%日粮 ;U浓 度 为$)"""_f(XO时%肉 仔 鸡 ;U
有 临 界 过 量 的 可 能& 当 日 粮 ;U 达

&)"""_f(XO时%提示肉仔鸡;U过量’
研究指出%日粮 ;U供给不足%缺乏不严重%肝

储备仍然在)#O(O湿 重 以 上%可 通 过 调 节 机 制 补

偿%肝脏;U储备动员释放充足的;U到血浆%维持

血浆的;U水平处于正常的内稳恒点%从而满足组

织对 ;U 的 适 宜 需 要#L$’本 试 验 结 果 得 出%日 粮

;U水平为$)""_f(XO时%血清"肝脏的 ;U浓度

与’"""_f(XO组 相 比 有 下 降 的 趋 势%而 且 肝 脏

;U浓度下降至很低的水平))RL’#O(O*%提示日粮

;U水平为$)""_f(XO对肉仔鸡可能处于临界缺

乏状态%日粮;U水平为’"""_f(XO时%肉仔鸡的

;U营养状况较好%与生长性能结果相吻合’
日粮;d的 缺 乏 或 过 量 同 样 会 引 起 肉 仔 鸡 的

生长受阻’目前关于 ;d的需要量报道不是很多%
且结果也 不 完 全 一 致’这 可 能 是 有 许 多 因 素 影 响

;d的 需 要 量%如 日 光 照 射"日 粮 的 钙 磷 水 平";U
水平"持续期等’本试验结果得出日粮 ;d的添加

剂量在)""$)"""_f(XO内增加%对肉仔鸡生长性

能无明显 的 影 响’关 于 ;U与 ;d在 动 物 体 内 的

相互作用%一些研究结果指出%二者的相互作用与其

在日粮中的添加量有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高剂

量;U对;d的 拮 抗 作 用%引 起 与 钙"磷 代 谢 有 关

的生理生 化 指 标 发 生 改 变%导 致 骨 骼 发 育 受 阻#%$’
此外%高 剂 量 的 ;d 对 ;U 也 有 弱 的 拮 抗 作 用’

;d大量摄 入%可 抑 制 ;U的 吸 收%因 此%过 量 ;d
可减缓过量;U的毒性作用#$"$’本试验结果得出%
日 粮 ;U 水 平 增 加 至 &)"""_f(XO 时%添 加

)"""_f(XO;d的 肉 仔 鸡 血 清"肝 脏 ;U 浓 度 与

)""_f(XO;d组相比有明显的降低趋势%说明高剂

量;d对过 量 ;U 有 一 定 拮 抗 作 用%也 说 明 日 粮

;U与;d在对血清和肝脏;U浓度的影响方面存

在一定互作效应%但其影响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

讨’

%!结!论

在本试验条件下%初步得出!

, 日粮;U水平为’"""_f(XO时%血清 ;U
浓度 趋 于 稳 定%生 长 速 度 最 快&日 粮 ;U 水 平 为

&)"""_f(XO时%肝 脏"肾 脏 ;U 浓 度 显 著 升 高%

;M浓度显著下降%生长速度有下降的趋势%提示日

粮;U过量&日粮 ;U水平为$)"""_f(XO时%肝

脏"肾脏;U浓度显著上升%同时对;M产生明显的

拮抗作用%引起血清"肾脏的 ;M浓度 显 著 下 降%提

示;U有过量的可能’日粮;U 水平为$)""_f(XO
时%血清"肝脏"肾脏 ;U浓度及生长速度均呈明显

的降低趋势%提示;U有缺乏的可能’

- 日粮 ;d 水 平 在)""$)"""_f(XO内 增

加%对肉仔鸡生长性能无显著的影响’

. 日粮;U与;d在对血清"肝脏;U浓度的

影响方 面 存 在 一 定 互 作 效 应%主 要 表 现 在 高 剂 量

;d对过量;U有一定拮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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