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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中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生长性能、养分
消化率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杨昕涧，陈书琴，陈东里，杜红方，解祥学+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519060)

摘要：本试验旨在研究日粮中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生长性能、养分消化率及育肥经济效益的影响。试验选用30

头体重为(427±8)kg的法系夏洛莱牛，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slo组和s20组)，每组10头，其中对照组饲喂基

础日粮，slo组、s20组在饲喂基础日粮的同时分别添加10 g／(头·d)和20 g／(头·d)活性酵母产品。结果表明：

s20组日增重最高，达到1．25 kg／d，显著高出对照组40．70％(P<o．05)，slo组日增重比对照组高25．58％(P>0．05)；

s20组耗料增重比最低，达到6．80：1，对照组最高，为12．18：1；s20组瘤胃内羧甲基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活性相较对

照组显著提高，其中，中性洗涤纤维(NDF)和酸性洗涤纤维(ADF)表观消化率分别显著高出对照组12．13％和8．72％

(P<o．05)，slo组NDF和ADF表观消化率分别比对照组高6．35％和2．91％(P>o．05)。综上可知，日粮中添加活

性酵母产品可显著降低育肥牛耗料增重比，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在本试验条件下，日粮中添加20 g／(头·d)

活性酵母产品的增重效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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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肉牛业的发展得到重视，中央财

政投入逐年增加。截至2015年，我国肉牛存栏量为

10 817．3万头，牛肉产量达到700．1万t，肉牛产业

已取得较大突破⋯。但我国肉牛生产水平低下，饲

料转化率低等问题制约了肉牛养殖的可持续发展【2I。

肉牛作为反刍动物，主要依靠瘤胃中微生物发酵将

粗饲料中纤维降解成为挥发性脂肪酸(vFA)、甲

烷和co，等，为其提供机体生长与生产所需的能量、

蛋白合成所需的碳架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3】。但

瘤胃发酵能力有限，反刍动物对于日粮利用率较低，

这不仅影响肉牛的生长性能，也造成了资源浪费。

因此，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肉牛健康、快速生长，

提升肉牛生产水平是肉牛养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添加活性酵母具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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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动物日粮利用率、改善生产性能的作用[4。5I，但

也有研究效果不一致的报道【6】，这可能是由于菌种

及添加方式不同所致‘”。选择反刍专用菌及确定合

理的添加量是活性酵母在反刍动物中应用的关键，

本文在肉牛日粮中添加新型活性酵母，拟探究其对

肉牛生长性能、日粮养分消化率和育肥经济效益的

影响，为活性酵母在肉牛上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处理 试验于2016年11月9曰一

2017年1月8日在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产学研试验基地进行，选用30头体重为(427±8)

kg的法系夏洛莱牛，随机分为3组，分别为对照组、

slo组、s20组，每组10头。试验期为60 d。对照

组饲喂基础日粮，slo组在基础日粮中添加10 g／

(头·d)活性酵母产品，s20组添加20 g／(头·d)

活性酵母产品，活性酵母产品由广东溢多利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2试验目粮及饲养管理试验基础日粮由精料和

粗料组成，粗料为象草青贮，精料按100％比例提

前配制后，饲喂前与粗料按6：4比例混匀投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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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组成及营养成分含量见表1。

所有试验牛只均栓系式喂养，采用全混合日粮

(TMR)方式饲喂，于每日08：00、14：00分2次饲

喂，自由饮水，每次饲喂前将已分装好的活性酵母

与100 g左右精料混合均匀，投喂给试验组牛只，

对照组投喂等量精料，待牛采食完毕投喂试验基础

日粮。

表1 日粮组成及营养成分(干物质基础) ％

项目 含量

原料组成

玉米

麸皮

豆粕

玉米酒精糟DDGS

小苏打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象草青贮

合计

营养成分

粗蛋白

中性洗涤纤维

酸性洗涤纤维

钙

磷

28．68

8．16

9．66

10．92

O．54

O．66

O．30

1．08

40．00

100．00

lO．98

54．95

28．44

O．50

0．30

疰；①赖黼为每千克鳓限姑供t维生素A 2 400 Iu，维生素D扔Iu，维生素E l∞IU．

铜10噶，铁51曜，锌30蜒，锰20 rng，锌30曜，硒0．1醒，钴0．1 Tng

1．3测定指标及方法

1．3．1饲料样品试验期间每周采集投喂基础日粮，

测定其干物质(DM)含量、粗蛋白(cP)、中性

洗涤纤维(NDF)、酸性洗涤纤维(ADF)、钙(ca)

和磷(P)。DM采用常压烘干减量法进行测定；

cP采用凯氏定氮法利用Foss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Kjeltec 8400)进行测定；NDF和ADF参照van

soest等[81的方法采用ANKoM 2000i全自动纤维分

析仪测定．ca含量的测定采用乙二胺四乙酸(EDTA)

络合滴定法；P含量的测定采用钒钼黄比色法。

1．3．2生长性能试验期间每2周连续2 d测定1次

采食量，记录每日投料量与剩料量，并采集投料与

剩料样品，测定DM含量后计算DM采食量：

DM采食量=投料量×投料DM含量一剩料

量×剩料DM含量

采用地磅称重，于试验开始前称重，记录肉牛

sei棼懿ee蘸懿疆R畦歉聪秘l镑gy。鹈攀攘鞴

初始重，在试验结束后称重，记录肉牛终体重。计

算肉牛平均日增重：

日增重=终体重一初始重／试验天数

试验结束后，通过DM采食量与平均日增重，

计算耗料增重比。

1．3．3 酶活力测定 在试验结束当日晨饲前，每组

随机挑选3头牛用胃管式瘤胃液采样器采集瘤胃液，

测定羧甲基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微晶纤维素酶活

力，采用DNs还原糖分析法测定。酶活单位(Iu)

定义为每分钟每毫升酶液作用于底物生成的还原糖

量(¨m01)。

1．3．4 消化试验 试验结束前最后4 d进行消化试

验。每组随机挑选3头牛，准确记录每天投料量和

剩料量，采用全收粪法收集粪便。混合每天收集粪样，

混匀，称重，取总粪重的4％加入1／4粪重的10％

稀硫酸，混合均匀，65℃烘干，回潮，制成风干样

以备分析，测定粪样DM、cP、NDF、ADF，方法

同1．3．1。计算日粮养分全消化道表观消化率：

某养分消化率(％)=100×(食入养分量一粪

中养分量)／食入养分量

1．3．5 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计算肉

牛育肥利润：

禾听闰(元／d)=(总增重(k)×活撇(元蚀)一
饲料费用支出(元)一添加剂支出(元))／试验期

1．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通过Excel初步整理后，

采用sAs软件中GLM过程进行统计分析，Duncants

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以平均值表示，显著性水平

为P<0．05。

2试验结果

2．1 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生长性能的影响 由表2

可知，各处理组的初始体重与终体重均无显著差异

(P>o．05)，s20组日增重最高，达到1．25 kg／d，

显著高于对照组40．70％(P<o．05)。slo组的日增

重比对照组高25．58％(P>o．05)。对照组DM采食

量显著高于2个活性酵母产品添加组(p<o．05)。

s20组的耗料增重比最低，为6．80：1，对照组最高，

为12．18：1，2组间差异显著(P<o．05)。

2．2 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瘤胃内纤维素分解相关

酶活性的影响 由表3可知，活性酵母产品添加组

羧甲基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均高于对照组。其中，

s20组羧甲基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活性相比对照组

一119～ 中国象徽系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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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日粮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生长性能的影响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P<0．05)，含有相同小写字母或无字母代表

差异不显著(尸>0．05)。下表同

表3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瘤胃内纤维分解相关酶

活性的影响 U

显著提高(P<o．05)，slo组的木聚糖酶活性相比

对照组显著提高(P<o．05)，而其微晶纤维素酶

和羧甲基纤维素酶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变化

(P>o．05)。

2．3 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日粮养分表观消化率的

影响 由表4可知，与对照组相比，活性酵母产

品添加组的DM和cP表观消化率较高，但2个

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o．05)。s20组NDF和

ADF的表观消化率分别较对照组高12．13％和8．72％

(P<o．05)。slo组的NDF和ADF表观消化率分

别比对照组高6．35％和2．91％(P>o．05)。

表4 日粮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日粮养分表观

消化率的影响 ％

2．4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经济效益的影响 根据市

场实际情况，所用饲料按每千克DM折算价格为1．36

元／kg，活牛市场价格为25元／kg。由表5可知，

对照组总DM采食量显著高于活性酵母产品添加组

(P<o．05)，s20组试验全期增重最高，对照组试

验全期总增重最低。slo组和s20组的增重价值分

中固亳教系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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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1 635．00元／头和1 880．83元／头，对照组仅

为1 195．00元／头。扣除饲料及添加剂成本，试验

期间s20组利润最高，达18．32元／(头·d)，对

照组最低，为6．75元／(头·d)，slo组每头利润

为14．89元／(头·d)。

表5 日粮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育肥经济效益的影响

3讨论

活性酵母产品是一种成分复杂的微生态制剂，

它是由细胞外代谢产物、酵母细胞及变性培养基组

成的混合物，其代谢产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

寡糖、小分子肽、醇类、酯类及其他一些重要的辅

助因子，可改善饲料适口性和促进动物对日粮的消

化吸收p。⋯。闰晓刚””研究表明，在颗粒精料日粮

基础上，每日在鲜奶中添加20 g酵母培养物可提高

犊牛平均DM采食量和平均日增重。本研究结果表

明，日粮中添加新型活性酵母产品提高了肉牛平均

日增重与饲料转化率，但其采食量并未提高。这可

能与菌剂类型、添加量、试验动物种类及动物所处

阶段不同有关。

肉牛瘤胃内饲料主要依靠微生物分泌的各种酶

对其进行分解。微生物所产生的酶活性决定了瘤胃

微生物对饲料的分解程度。微晶纤维素酶是能有效

分解微晶纤维素的一种外切口一葡聚糖酶；羧甲基

纤维素是一类作用于线性纤维素分子链内B一1，4

糖苷键，产生纤维素糊精、纤维二糖和葡萄糖的内

一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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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葡聚糖酶；木聚糖代表一组可水解木聚糖底物生

成木糖的酶类，是包括外切口一1，4木聚糖酶、外

切卢一1，4木聚糖酶和卢一木糖苷酶等多组分的多

酶复合体。纤维素分解是在多种纤维素酶系协同作

用下完成，酶活性的高低直接影响瘤胃微生物对饲

料的分解效率。作为一种耗氧菌，酵母菌可消耗瘤

胃内氧气形成厌氧环境利于瘤胃发酵，同时其可显

著刺激瘤胃中纤维分解菌和乳酸利用菌的增殖，提

高瘤胃内纤维分解相关酶的活性，进而提高瘤胃纤

维利用率”2。1⋯，使得日粮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率提

升，从而改善动物的生长性能”51“。耿春银”51研究

发现，在育肥牛基础曰粮中按o．8 g／头的比例添加

活性酵母，饲料转化率较对照组提高了6．3％。景小

平等”71发现，目粮中添加活性酵母可提高粗饲料(苜

蓿颖粒、玉米秸秆青贮、黑麦干草)NDF和ADF

在肉牛瘤胃的快速降解比例，提高其有效降解率。

本试验中，添加活性酵母产品不显著改变微晶纤维

素酶活性，但可显著提高羧甲基纤维素酶和木聚糖

酶活性。添加水平为20 g／(头·d)活性酵母产品

组显著提高了肉牛饲料转化率，且羧甲基纤维素酶

和木聚糖酶的活性均显著提高，其NDF和ADF表

观消化率相较于对照组显著提高，与上述试验结果

一致。

肉牛育肥经济效益是肉牛养殖的关键指标，耿

春银”引研究发现，活性干酵母和酵母培养物均可提

高育肥牛经济效益，活性干酵母主要通过提高肉牛

育肥末重、平均DM采食量及平均日增重的方式改

善育肥牛增重效益，但对饲料转化率没有显著影响。

仇武松等”剐研究结果表明，湖羊增重效益的获得是

通过日粮转化率的提升实现，而对DM采食量没有

显著影响。本试验结果表明，添加活性酵母产品显

著改善了育肥牛经济效益，但肉牛增重效益的提高，

主要通过饲料转化率及日粮纤维消化率的提升获得，

与景小平等””、仇武松等”剐研究结果一致。与耿春

银”51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试验动物品种、

阶段及所用活性酵母产品类型及添加量有关。

4结论

肉牛日粮中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可显著改善肉牛生

长性能，提高日增重，提高瘤胃内纤维降解酶活性，

从而提升饲料转化率，降低饲养成本，显著提高肉牛

Seie雅e辞a鼗锺髓浊nolo鐾y。鹣攀菝臻

育肥经济效益。本试验条件下，添加水平为20 g／(头·d)

新型活性酵母产品时效果最佳，增重效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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