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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仔猪代谢特点的研究

丁晓明
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 南京

,

摘要 分析活 重 一 丹麦长 白仔猪 头次 的平衡试验资料发现
,

当沉积于

体脂 的能量 时
,

其沉积能与代谢能的比值
,

尸 和沉

积氮与可消化氮的比道
,

尸 均极显著地低于 时的比值
。

当 时
, ,

·

’ , 一
‘

, ·

莎 时
, 。

·

一 十 , ,

为了避免因 而 导致

代谢效率 下降
,

日粮 中
,

的量必 需超过
, 。

·

‘ 。

犯 时沉积养分 的数据不宜与 时的数据一起进行统计处理
。

关键词 仔猪 能量 代谢效率

国内外许多代谢试验表明
,

仔猪尤其在 活重以内
,

有优先沉积体蛋白质的特点
。

当

日粮中氮源充足时
,

即使能量为正平衡
,

也会发生分解体脂以沉积较多体蛋白质现象
,

即当沉

积能
,

下同 为正值时
,

会出现沉积于体蛋白的能
,

下同、大于
,

而沉积于体脂的

能
,

下同 为负值
。

这种现象虽然早有报道
,

但对它的深人研究分析却较少见
。

为负

值时仔猪的代谢有什么特点
,

对生产实际有什么影响
,

吃时所得数据能否与 为正值时的

数据合并统计 一些国外文献就是这样做的
,

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

本文的 日的即在研究与仔

猪这一代谢特点有关的一些问题
。

材料和方
一

法

用 组代谢试验的资料进行分析
。

组资料分别来源于 ①
“

生长猪能量代

谢研究
”

②
“

一 活重丹麦 长白猪维持和生长的能量和蛋 白质需要

量
”

③丁晓明
,

等
“

生长公猪维持能量需要的研究
” 。

其中除 ③为生长公

猪外
,

其余均为阉仔猪
。

由于在 一 活重范围内公猪与阉猪的代谢差异 尚不显著
,

故合

并统计
。

所用饲粮分别为 ①由不同谷物和蛋白质饲料组成 种饲粮 ②高低两个营养水平的

饲粮 ③丹麦商品饲料
。

组资料中 的猪几乎全部集中在 一 活重范围内 没有

大于 和小于 的猪 出现
。

为迸免种质和活重差异 可能产生的衫响
,

只选用

艺。一 活重丹麦长 白猪的资料 以 的资料全部采用
,

共计 头次
一

平初试验
,

其中

扎 的 头次
,

的 次
,

而
,

全部为正值
。

将以
一

资料按
,

和 卞 二 分别进行均数和各种口归统们
,

分析 比较

各种指标的异同和特点
。

收稿日期 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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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代谢效率

比较 和 时能量和氮的消化率与转化效率
,

结果见表
。

其中
,

八
,

两者基本相同
。 、

和

两者差异极显著
。

这说明仔猪在 时
,

其能量和氮的消化率并没有发生

变化
,

而被吸收养分的代谢效率却大大降低
。

的仔猪 由体表散失的热 占 的

以上
,

只占 的
,

几乎只有 时的
。

沉积能与代谢能的关系

为进一掌握 和 时 和 的关系
,

进行了回归分析
,

得出以下两个

公式
, , , 一 , ,

, , , ” 一 , 石 ,

根据丁晓明 的生长猪维持能量需要与
“ 成 比例的提法

,

本文均采用
“

当

时
, 一 ,

因 。 ,

故 二
·

一 。
· 〕。

,
·

, ·
一

· 。

此处 为维持所需代谢能
,

为可供生产用的

转为 的效率
。

一般随年龄
、

体重的变化而改变
,

但在 一 范围内接近于常

数
。 。 是常数

。

因此对照公式 可以认为
、 ,

后者与丁晓明 年提出的
”

·

“
基本相同

。

时的情况 比较复杂
,

值的大小不但与 有关
,

而

受 日粮中 含量等因素的影响
,

故不能用公式 求得 和 、值
。

公式 和 中
。 ” 和 的关系见图

。

时仔猪 的转化

效率明显低于 猪的转化效率
。

但若用全部资料进行统计时
,

由于 的数据较

的多
, “

·

”“

与
”

·

”
的关系线与 时很接近

。

实际上既掩盖了

时的特殊性
,

又低估了 时的实际效率
,

因而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

时的代谢效率和能氮比例

和 的临界线为 二 。

研究 时的代谢状况可以了解由

转为 时的转变情况
。

从 与
、

的回归关系中可获 时 和 的关

系
。

用全部资料统计
,

得
·

” 公 一 。

当

为 时
·

”
·

” 一 。

此时
”,

和
“ ”

的关系见 飞
。

此线与 时的线接近平行
,

说明此时 的转化效率已经下降
。

这与 转化为

的效率小于转为 的效率有关
。

为防止仔猪代谢效率下降并导致饲料转化效率下降
,

应设法使 大于 。
。

根据营养学的

概念和回归分析
,

的大小取决于 和
,

而 主要受 和 的影响
。

因此
,

的大小也与 和 关系最为密切
。

其回归式为
·

” 一 ” 一 ” , 二

根据公式
,

当 时
, 。

·

’ 。 ‘ 卜 ,

本文所用资料 中
“

·

的范围为 一 只 则相应的
“ ”,

和其他值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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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和 时的各种代谢效率
亡 ,

切

指 标

一 总能
, 一 消化能

, 一 代谢能
, 一 沉积能

,

一 体表散失的能 一 摄入氮
, 一 消化氮

, 一 沉积氮

表 时
。 ’

和 “
等的相应值

。占 ￡ 爪 。 。 二 。 。 。 乙哭

、 、

二
、 ”

”

,

一

” , ‘ 乙

” ,

的平均值为

日 , “ 侧 ” ,

气吻

图 值不同时

与
“

·

’

的回归关系

训

‘

勺

表 表明
, “

·

,

愈小
,

达到 所需的 愈大
。

因此它们的关系可以用

指数方程来表示

妻 时
” 石 ”

·

‘ ,

或
“ , “滩

为避免仔猪分解体脂以积聚体蛋白
,

从而使饲料转化效率下降
,

日粮提供的 值应超

公式
、

的计算值
。

本文所用资料中 的猪的
“ ,

平均值为
,

。乃 为
,

故
, 火 ”, ”‘ “ ,

小于公式 的值
。

时

的平均值为
,

内
’

为
,

故
。 ” ”咭 ‘ ,

大

于公式 的值
。

由于公式 只是样本群的代表线
,

实际上有一部分猪虽然
“

值大于公

式 的
、

的相应值
,

仍可能小于零
。

据分析
,

为使大部分 一 仔猪不致出现
,

入 ”

应大干
“

·

’ “ 。

结论

心 乡、一 六亏重仔猪当能量为正平衡而体脂为负平衡时
,

其代谢能 尸
一

, 可消

化氮 尸
‘

的代谢效率显著低于 为正时的对应值
。

② 和
“ ”

的回归式

尺 时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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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

一
·

,

时
,

·

一
·

”

二 时 的转化效率已大大低于 时的对应值
。

③为了避免 。一 仔猪因动用体脂合成体蛋白而造成饲料效率下降
,

日粮中提供的
·

必需超过
、 ·

“
·

“ , , 。

④对平衡试验进行统计分析时
,

不宜将 和 时的
、 、 、 、

等数值合并在一起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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