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猪甸料营养价值爵定方法的衬希

强 子 仪

圃镜着青粗阂料喂猪的简题
，
在青粗铜

料的营养价值部定工作上进行了大 量 的 工

作
。
据不完全较静

，
仅青粗阂料的化学成分

分析工作一项巳进行了二千五百种次以上
。

儿年来随着朗料营养价值部定工作的开展与

深入
，

逐渐威党到翠从化学成分上来判断勾

料的营养价值是不够的
，

所以又在可消化性
、

生产效果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阴题
。
近年来不

少翠位巳先后用猪开展了欲青粗甸料为主要

对象的消化率测定工作
，
与此同时

，
为了解决

当前生产上的迫切需要
，
有些翠位根据有关

研究查料分析补算后敬表了国产铜料的铜料

翠位
水
近似值

，
通过上述一果列的工作

，

煞希

在开辟新铜料来源上或在提高铜料利用率理孚

方面
，
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

但应敲指出
，

在我国目前所广泛采用的
、

亦即国际简沿用的各种阂料营养价值静定方

法都是各有缺点的
。
儿年来我们曾在这方面

做过一些摸索工作
，

现就清化率的测定及阂

料翠位的声生方法咫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

专鹉者共同甜榆研究
。

失一 目前活用的淆化斌晚般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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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二 按常法测定叶算的褚对玉米心

中粗趁堆的消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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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消化率测定方法中存在的固硬

按照沿用的方案是粽合雨次 歌 输 桔 果

�兄表一�来分析推算某一阂料中所含各项

成分消化率的
。
如以京郊土种猪对机磨玉米

心中粗徽推的消化率测定桔果 �晃表二�为

例来歌明
�

在侧定玉米心的消化率以前
，
用

匙 表列数字系九 日平均数

事先配制的一种基础 日粮 〔亦称基础嗣料�

通过第一就骇
，
即通过侧定基础 日粮的总盒

入量与基础 日粮的可消化量
，
求得其消化率

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
。
然后在第二就肪以百

分之八十的基础 日粮配合百分之二十的玉米

心
�

袒角备阂养后
，
再进行第二次献骇

。
通

过化学分析及平均每 日喂量得知
，
在百分之

八十的基础 日粮中合粗撇雄三百六十六点二

克
·
又通过第书

就墩得知
，
从雨者中消化了

系指苏联目前沿用的以燕麦为标准的铜料琴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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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粗做推量为二百七十三点二克
� 用基础 从上述几个假投中可以看出

，
这种方案

日量中所含粗徽雄量三百六十六点二克乘以 是以一种永恒不变的观点去看待阂料的可消

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即等于从基础 日粮中消化 化性的
。
这种方案不仅忽略了有机体是扰一

、

的粗徽雄量
，

萧算桔果是二百三十六点二克
� 的整体

，
同时也忽略了适 口性的良否

，
外界环

因此从总消化量二百七十三点二克中减去二 境条件
，
日粮中各项成分的比例等等对猪消

百三十六点二克的数字�即三十七克�，应孩就 化生理的影响
。
几年来我们曾在这方面进行

是从一百五十一点八克玉来心中所消化的粗 了一些探索 希望找到一个近似的规律
，

但

搬推
。
由此推输玉米心的粗擞推消化率���为

�
履次献教拮果都失欺了

。
例如在侧定粗徽推

��
�

。�消化量�令 ���
�

��盒入量� 含量较高的甸料—花生壳粉的消化李时
，

一��
�

���消化率� 以粗徽推合量为百分之十一的 日粮为基础阂

上述沿用方案中是有以下儿个假没的
�

料搭配时
，
侧得其有机物消化率为百分之十

�一�第二献输中用百分之 二 十 的 玉米 二点六， 以粗徽椎含量为百分之十七的 日粮

心置换基础 日粮后
，
日粮的营养水平是降低 搭配时

，
侧得其有机物消化率变为百分之十

了
，

但在此歌赚毅豁中是假投 日粮的营养水 六点七
，
雨者相差了百分之四点一

。
此外为了

平变动后
，

基础 日粮的消化率仍和第一献髓 寻找一种比救适合的基础阂料的配合方案
，

时一样保持不变的
。

曾以雨种不同营养水平的较完善的 日粮为基

�二�在第二就麟中由于日 粮 中添 加了 础阂料
，
测定了同一 近似营养水卒 日粮的清

主米心
，
日粮枯楷变粗了

，
适 口性亦有所降 化率

，

桔果�见表三�指出
，
在高营养水平的

低
，
在此献敏毅爵中是假定它对基础 日粮消 基础阎料搭配下

，
比低水平基础甸料搭配下

化率没有影响的
。 �

所测得的数字仍有偏低的倾向 �干物胃消化

�三�假投基础 日粮中所含 各 种 营 养物 率相差百分之五
，
有机物消化率相差百分之

胃 �如蛋白资粗徽雄等�与侧定阂料中所含 九�
。
由此可兑

，
通过雨次献骇中所采用的简

各种营养物置是孤立的
、

互不相干的
。

接推算法来侧定消化率时
，

基础铜料的营养

�四�假毅将献教动物畏期 阂 养在 搜 集 水平以及 日粮粘请
，

适 口性的改变
�

显然都

粪便的雏子或固定猪圈内
，

以规定的 日粮所 在影响着消化率的测定拮果
。

测得的献墩桔果可以符合于生产实践中所表 此外为了探肘同一基础侗料在消化献墩

砚的规律
二

过程中消化率的变动范圃
，

我们翻定猪对薯

夹三 在不同蓄养水平的荃础桐料搭配下所测得同一日粮渭化率的比较

被 ����� 日 粮 消 化 率 ���

于 物 臀 一 有 机 物 粗蛋白臀 粗 脂 肪 相 擞 推 一撅氮浸出物

的一一

��肥����拍别弱 皿����高水平基础铜料路配

低水平基础酮料搭配

高水平基础阂料
�
每公斤豹相当于 土

�

� 峋料取位
，
含蛋白资 场�

低水平基础甸料
�
每公斤的相当于 认 � 阂料翠位

，
含蛋 曰鬓 砚�

被侧 日粮
�
每公�录玲勺相当于 � �� 阂料翠位

，
合蛋自胃 招�

����‘卜



糠的消化率时督在贰歇桔束后对基础淘料的

消化率进行了复查
，

拮果 �免表四�指出有

机物消化率增加了百分之六
，
粗蛋白胃消化

率增加了百分之三
，
粗脂肪消化李增加了百

脚四 同相腻肺绪在渭化敲脸前后

对同一荃础峋料消化率的变化

甚础桐料消化率���
测 定 时 网

鲁葛
粗脂

咖“ 黔纂
第 二 武 瀚 前

第 二 献 瀚 后 ��…嚣

�四�为了避免消化就输中所要求的繁玻

条件对献输猪的影响
，
采用外指示剂的办法

�如在 日粮中添加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一的三

氧化二路为指示剂�来测定消化率
，

是一项

既筒便而又趣济的办法� 其优点是
�

�可以在生产条件下进行消化率的测定

工作，

。 可以节省在搜集粪便时所 需 要 的 人
力

、
物力

、
时简等�

�可以避免因斌输动物对消化献翰条件

的不适应
、

不替惯所带来的影响
。

根据我们最近探索青粗甸料类型 日粮的

对比就骇桔果
�

干物置
、

有机物消化率与常

法所侧值儿乎艇差别
， 蛋白真

、

脂肪
、

旅氮

浸出物
、

被推各项成分的消化率
，

其测值一

般相差百分之二到 百分之七�兄表五�
，
如果

夹五 用常法与外指示剂法测定不同

类型日粮的渭化献眺对比桔果

浏���� ��

一书一一机一咫��一有一

又

手女暴繁垫
厂

仁重燮竺望夔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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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雨闺���采弄�疾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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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十五
，
粗曦推消化率增加了百分之九

，

嫉氮浸出物消化率增加了百分之五
。

上述各种境象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还

没有找到完全妥当的解释
。

但是 通 过 这 些

事实可以看出
，
按照沿用的简接爵算的消化

贰墩法来侧定某一翠独阂料的消化率时是有

缺陷的
�

而这些缺陷还很难用折衷办法或修

正办法来加以解决
。
目前我国在这一研究工

作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
，

空白亦较多
。
为了

能更好地配合当前以青粗阂料为主癸展养猪

中的阂料部价简题
，

在尚未能提出完善的消

化率侧定方案以前
，

我们的意觅是
�

�一�桔合生产实践
，
稠查总拮为摹众所

公认的典型 日粮
，
分地区

、
分类型

、

分季节

地首先着手典型 日粮的消化率侧定工作
�

用

以直接指导生产
。

�二�根据需要
，
如必镇研究某一翠个阂

料的消化率时
，
最好以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日

粮为基砒阂料 �如冀中的甘薯藤粉
、

谷糠
、

玉米类型
，
川西的若糠

、

大麦类型
，
湘中的

栽培青阂料
、

米糠
、

碎米类型等�进行献教
，

以期使献输桔果能较近似地反映出生产实际

上的情况
。

�三�献赚猪的月龄历史品种应力求符合

生产对象
，
如被测定的阂料或 日粮是用来喂

架子猪的
，
那么就耽动物便应鼓选用相应月

龄的架子猪来进行就软
。

干 物 鬓

有 机 物

蛋 白 贸

脂 肪

擞 推

熬 氮 浸 出 物

各为六头献麟猪的平均数
。

指示剂法采用三 日随机取样的棍合类样
�

适当增加随机取样的次数及献教猪数
，
那么

从理输上来豁还会获得更符合于实际的献骇

桔果
。

另从筒翠
、

省事及上述各 种 优 点 来

看
，
这一方法是有其实用意义的

。

二 苏联祠料单位的引用固皿

“
阂料翠位

”
是比较各种阂料生产能的一

种标准尺度
，
一般是根据阂料可消化营养成

分的含量群算得出
，

其优点是筒覃方便
，
但

就其本胃来葫
，

与德国鼓尔钠氏 �一九�
一

匕�

的淀粉价有着同样的缺点
。
近十年来苏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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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全苏列宁农巢科学院畜牧部尸，第三十五
次会瑛 �一九五一�的精种指导下

，
在拟定

新的闷料营养价值静定方法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工作
，

并提出了各种不同方案
，
目前的阂

料翠位仅是在尚未定希之前哲时沿用罢了
。

在苏联
，
阂料翠位的定义是

�

一公斤中

等燕麦为一个甸料翠位
，

并规定一个酮料翠

位的总营养物炙可以在成年圈牛休内沉积体

脂肪一百五十克
。
例如通过消化献教资料静

算得知
，
大豆每公斤可沉积体脂肪二百一十

一点七克
，
那么用一百五十除

，

即得知每公斤

大豆相当于一点三五个阂料翠位
，
余类推

。 ‘

从阂料翠位的产生方法来看
�

它基本上

是脱胎于凯尔钠氏的淀粉价
。

凯氏的方法是

按肥育牛时每百克可消化蛋白矍沉积体脂二

十三点五克
，

每百克可渭化脂肪沉积体脂四

十七点四至五十九点八克
，

每百克可消化炭

水化合物沉积体脂二十四点八克
，
然后根据

日粮或铜料中粗娥推含量从总沉积体脂数中

扣除不同系数 �如铜料中粗跋推合量为百分

之十六以上时
，
每食一公斤粗徽雄扣沉积体

脂一百四十三克
，
粗淤推含量分别为百分之

十四
、

十二
、

十
、

八
、

六
、

四
、

四以下时
，

分别扣

徐沉积体脂数为一百三十一克
、

一百一十九

克
、

一百零七克
、

九十五克
、

八十三克
、

七十

二克
、

六十克�
，
再除以二百四十八即得淀粉

价的数宇
� 如除以一百五十即得每公斤阂料

翠位的数量
。
这里应孩指出

，
凯尔钠氏测定营

养物贸的生产效能时是用面筋蛋白代表蛋白

鬓
，
用花生油代表脂肪

，
用淀粉和蔗精代表

炭水化合物进行的
。

凯氏直接确定淀粉价的

阂料仅有十六种
，
大部分是根据化学成分及

平均消化率群算得来
。

铜料翠位的产生亦基

本上根据了这些原���
。

因此我们在引用铜料

翠位的寮料时便有可能登生以下一些朋题
�

�一�以成年圈牛所侧得的铜料翠位的生

产效能是否符合于我国猪的情况�

�二�凯尔袖氏在薛定铜料营养价值时所

用的钝营养物胃�如面筋
、

花生油
、

淀粉等�

是否符合于我国当前养猪桨中大量采用的青

粗阂料中所含各种营养素的情况了

�三�不同产地的同名铜料或握过不同加

工处理后的同名铜料
，

在生产效能的表砚上

是否近似了

�四�不同青粗阂料中的粗徽 推 胃 量 不

同
，
是否应等同看待

，

一律按含量的高低扣

除同一系数了

上述所举儿个简题都是有待于研究解决

的
，
特别是在粗徽推含量较高的闹料上简题

便更多一些
。
例如根据近年来国内的研究查

料
，
牛对棉蛤壳有机物的消化率为百分之六

十
，
粗搬推消化率为百分之五十九

� 而猪对

棉耸壳粉有机物的消化率仅为百分之八
，

粗

徽推消化率仅为百分之五
。

由此可兄牛与猪

之简在清化性能上是存在着相当差界的
。
另

一方面青铜料与粗阂料中所含粗徽推在置量

上及可消化性上亦是有区别的
。
如磐糠中的

粗徽推大部分由木寮素及矽酸情成
，

其消化

率仅百分之十七
，

而青铜料中的粗徽推���主

要由撇推素
、
半徽推素

、

五碳酷等横成
，

一

般消化率可店百分之四十到 五 十
。
由 此 可

兑
�

如果把青铜料与批壳类中的粗娥推的营

养价值等同看待
，
便可能产生较大的改差

。

此外
，
引用加工付产品如数皮

、

米糠以

及油爵类的查料时
，
由于加工方法

、
程序

、

出粉率
、

出油率等条件不同
，

其营养成分亦

有相当出入
。

如苏联阿尔明尼亚共和国所产

玉米皮
，
其粗戮推含量为百分之八点七

，
而

北京产的玉米皮
，
其粗徽推含量���为百分之

十三点八
。
特别是近年来

，

由于粮食加工及

抽料加工技术的不断革新
�

出粉率由过去的

百分之八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
�

油鲜类中

的殡脂率从过去的百分之十左右降低到了百

分之五以下
，
作为付产品来歌

�

其营养价值

显然也有所不同了
。

为了明确这些简题
，
我

溯将手头的消化献歇资料折算成苏联闹料翠

����年



窦六 根据文献资料及根据渭化拭脆折抹不同类型日粗的桐料军位对此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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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与引用�

�

么托迈教授
，
及瓦�

�

波波夫院士

所登表的资料进行了对比�兑表六�
，

桔果登

现一般引用资料所得桔果似有偏低的倾向
。

若以查对苏联查料爵算的枯果为一百
，
与根

据消化献骇所求得的桔果比较
，

一般相差百

分之十左右
，
个别的也有相差达 百分之六十

以上的
。
据过去我俨，接触到的国营农牧爆的

实际工作者反映
，
在引用苏联寮料配制阂料

时有吃不尽的情况
，
是否原因会登生在这里

。

总之
，
从上面所介貂的情况来看

，
产生

铜料翠位的方法本身是存在一些简题的
。

究

竟应蔽怎么办
，

也是一个国际简还没有解决

的简题
。
在还未能提出完善的方案以前沿用

为大家所熟替的
、
以生产效能为指标的燕麦

铜料翠位制
，
就砚时来靓仍然有其一定的参

考价值
。
但是在引用国外的查料时别应考虑

到我国约料的特点
，
家畜对象

，
以及 日粮桔

祷
、
粗成等因素所引起的改差

。
同时还应献

指出阂料翠位仅是一种衡量某种阂料生产效

能的指标
，
更确切一些藕

，

也可以靓是一种热

能的指标而不是阂料的总营养价值
。

静定某

种阂料的营养价值时
，
一方面需要考虑采用

筒翠易行
、
便于广大实际生产工作者所理解

的办法
，
但如要全面而完善地表示出某种阂

料的营养价值时
，
只用一种指标还是不够的

。

如铜料的适 口性
，
蛋白熨的含量与胃量

，
胡

蠢 卜素的含量
，
各种矿物黄的含量

，

微量元

素的合量以及矿物资中酸性元素与碱性元素

的比例等等
，
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简接地和

阂料的生产效能指标—阂料翠位速系着
�

因此把某一铜料的阂料翠位孤立地
、

艳对地

理解作永恒不变的数字也是不妥当的
。

我国地域广圈阂料种类繁多
，
在阂料营

养价值的部定工作方面须要作的事还很多
，

爵多查料还需要逐步积累
，
因此正确地对待

静定方法固超就显得更为重要
。
在我俩还未

能完全具备自己的查料以前来部定铜料营养

价值时
，
除了引用国外参考查料外还应桔合

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粽合部定
。
我酒韶为可

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一�总拮霉众在实际阂养上的樱骇及对

各种例料的部价
，
如几斤所喂阂 料 填 一 斤

料� 哪些阂料和哪些雨料搭配最好� 什么约

料忌碑什么阂料� 哪些铜料是上膘的
，
哪些

铜料是刮油的或瘦猪的� 等等
。

�二�根据国内已有的查料如化学成分
、

消化率以及铜养贰墩拮果等反复 推 敲 分析

后
，
加以粽合郭定

。

�三�有条件的科学研究翠位除了应着手

探索部定方法上存在的简题外
，
有爵划

、
有

步骤
、
有分工地大力开展典型 日粮俏化率的

侧定工作亦是必粗的途径
。

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