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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脱磷作用!致使骨质疏松症!发生骨软症!有时!笼养

鸡疲劳症或下软壳蛋!不是钙不足!而是钙过量导致磷缺

乏的结果"
!"#"! 对镁的影响" 饲料中钙磷太多会降低日粮镁的利

用率!同时使骨镁#血清镁水平下降!结果导致骨组织钙化

不全!雏鸡患佝偻病和低镁血性抽搐!成年鸡发生骨软症!
产蛋率下降!蛋壳变薄"
!"$%& 对锰的影响" 钙#磷#锰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

系!摄入的钙#磷过量会抑制锰的吸收!会引起家禽软骨营

养障碍"
!%$%’ 对锌的影响" 高钙可影响锌的吸收!加剧锌缺乏" 钙

干扰锌的吸收和代谢!同时影响锌在体内分布!出现锌缺乏

症状$羽毛发育不良#关节肿大#长骨短粗#皮肤发生鳞屑"
!%$%( 对铁和铜的影响" 高钙影响铁和铜的吸收!从而引

起缺铁性贫血"
!%#%) 对脂肪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在日粮中加入一定

数量的脂肪能提高日粮利用率!促进畜禽生长!但脂肪中

的脂肪酸易与消化道内过多的钙形成不溶性盐!机体不能

吸收!使脂肪消化率降低!同时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一般情况下!很少考虑钙的毒性作用!除非用药错误

或添加过多的高钙矿物质而引起钙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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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母猪营养需要的角度$综述了妊娠和哺乳母猪的能量和氨基酸需要$概述了维生素及矿物质对改善母猪

繁殖性能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母猪%营养%繁殖

母猪的营养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其生产性能!如产仔数#
断奶后再发情# 有效利用年限! 而且关系到仔猪的生产性

能!尤其断奶前的增重和成活率" 随着现代育种技术的不断

应用和改进!母猪的潜在生产力不断提高!主要表现为多产

性和种用年限的提高" 母猪繁殖周期的各阶段是密切相关

的!某一阶段的营养会影响后一阶段乃至全程的生产性能"
现代品系的母猪具有初配年龄小#体型瘦#食欲差#繁殖力

高以及泌乳量大的特点! 如何制定出与这种高生产性能相

适应的饲喂方案!是种猪生产者尤为关注的问题"

* 能量需要

*!* 妊娠母猪

母猪在繁殖周期的各阶段 -发情%配种%妊娠%分

娩%哺乳.与营养密切相关" 某一阶段的营养会影响下一

阶段乃至全程的生产性能" 母猪生活状态影响其营养需

要" 妊娠#胚胎着床#胚胎发育#乳腺发育等生理阶段的营

养需要各不相同" 因此!对母猪也应该像对生长猪一样分

阶段饲养"

妊娠早期! 过度的能量水平会导致胚胎的死亡率增

高" 据报道!在妊娠期前 ! 周摄入高能量会增加胚胎死亡

率!减少分娩的活仔数!但这一结果并不十分肯定!因为高

采食量和胚胎存活间的关系的多变性部分是由于配种后

高采食量的安排是否适时" 催情到配种后 $/!青年母猪的

高采食量会明显降低血浆孕酮浓度和胚胎存活率!但在配

种当天降低采食量对胚胎成活率无明显影响"能量过高或

过低都对繁殖力有不良影响"即在配种前 ’#0!"/ 阶段!饲

喂高能量日粮!提高饲粮的能量水平!可促进母猪发情!增

加排卵数"在母猪妊娠前期限制能量水平能促进胎儿的生

长发育!对提高仔猪的初生重有益"对于青年母猪!进行短

期优饲!适当提高能量的采食量!有助于早日达到初情期!
而且还可以增加其排卵数!研究表明!初情期后 ’"/!喂给

青年母猪高能量饲料!可多产 !0% 个黄体"

许多研究表明!提高整个妊娠期内的采食量!会降低

哺乳期的自由采食量"由于妊娠期采食量与泌乳期采食量

呈负相关!因此!在妊娠期间!切忌过量饲喂" 妊娠期高采

食量以及相应哺乳期低采食量都会抑制黄体素-12.分泌

频率!延长初产母猪断奶至发情的时间间隔" 而母猪从妊

娠第 !#!)"/ 增加采食量可提高仔猪出生后的生长速度与

饲料转化率"
妊娠后期乳腺发育是妊娠的重要表现!它为哺乳作准

备!此阶段的营养影响乳腺发育"345/67 等-’88’.报道!妊

娠 9#/ 摄入能量过多会减少青年母猪乳腺中泌乳软组织

的数量"

妊娠母猪的能量需要量是其维持母体增重以及胎儿

对能量需要量的总和" 妊娠期间!代谢需要量在母猪的总

能量需要量中含 9#"!)#"" 因此!准确估测母猪体重对估

算母猪的能量需要量具有重要作用"
妊娠期间!母体增重的能量需要量约为母猪能量需要

量 ’#"!!""" 母猪增重的构成因胎次#体增重#采食量和

日粮组成而异" 就妊娠期内体增重达 $":; 的头胎母猪来

说!母体增重的 9#"是瘦肉!!#"是脂肪&瘦肉增长会对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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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期产奶量产生积极作用!而脂肪增长过多会对泌乳期采

食量产生负影响"妊娠期应该达到的母体增重量取决于泌

乳期失重的本质和数量!以及连续胎次提高的策略"
!!" 哺乳母猪

鉴于妊娠期采食量对泌乳期采食量利用效率产生的

负影响!常采取的策略是妊娠期低能量摄取量#泌乳期高

能量摄取量"泌乳母猪的能量需要量取决于体重#产奶量#
奶组成以及体重和体组成的变化"

研究表明!泌乳期间的总采食量与母猪的泌乳性能及

随后的繁殖性能呈正相关" 除总采食量外!泌乳期间采食

模式似乎对母猪的繁殖性能也产生重要影响"泌乳期间的

饲喂方案是最大限度地采食"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哺乳母

猪%尤其是初产母猪&损失过量的体重能严重影响其泌乳量

和随后的繁殖性能!包括断奶至发情间隔期延长!受胎率

和胚胎成活率降低等"’()*+,- 等认为!限制能量摄入量减

少了 ./ 的分泌并延长断奶至发情的时间间隔! 他提出!
泌乳期的采食量对于以后窝产仔数的重要性随着断奶日

龄的提前而越来越重要" 01*2* 报道!将初产母猪的采食

量由 3!#)4 "5 增至 #!#)4 "5!则第 ! 胎的平均窝产仔数可由

6"7! 头增至 66!! 头" 如果饲喂的太少!将会使母猪断奶后

再次发情的时间间隔延长"在泌乳期任一阶段限制采食量

即会减少排卵数!增加断奶至发情的时间间隔!但在泌乳

最后 6 周的采食的限饲母猪!其胚胎存活率等于仅在泌乳

最后 6 周限饲的母猪"
对自由采食的泌乳母猪而言!若日粮中添加 ##$6"#

的脂肪!使总采食量略有下降!但增加可代谢能摄取量"在

泌乳母猪的日粮中!添加脂肪主要是增加了猪奶的脂肪含

量和总能值!并且减少了母猪的体重损失!提高断奶窝重!
但可能对以后的繁殖性能会有负作用" 与高脂肪%6"#&日
粮相比!哺乳母猪饲喂低脂肪%$!8#&日粮增加了 ./ 的分

泌$’*29 等 6::#&"因此!增加日粮脂肪提供能量的比例就

会降低淀粉提供能量的比例!从而会对母猪的繁殖性能产

生负面影响"
卵泡成熟之前!母猪的代谢状况%受制于营养水平&是

决定母猪以后繁殖力的关键因素" ;<) 等%6::=&证实!断奶

前 6 周提高组织分解代谢水平使断奶后的排卵前卵泡较

小!而且!也会延缓卵母细胞核的成熟" >?@@*A%6::8&报道!
将头胎母猪的采食量减少 #"#B可使泌乳前 ! 周内的卵泡

发育完全停止"’*)*+,- 等报道!泌乳早期和泌乳中期的采

食量与母猪断奶后繁殖性能的相关性强于泌乳后期!但泌

乳期间母猪分解代谢状况存在差异"
" 蛋白质和氨基酸的需要

"!! 妊娠母猪

由于妊娠期蛋白质轻微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可在哺乳

期喂以超过推荐量的蛋白质水平加以补偿" 因此!在日常生

产管理中很少发生因蛋白质不足而降低母猪生产成绩的现

象" 对于良种猪而言!妊娠日粮的蛋白质和赖氨酸%.C,&水平

在 63!"#和 "!8#!并可维持良好的繁殖性能"

体重 6#")4 的母猪!妊娠期内蛋白质需要量为 !$$4 "5!
赖氨酸总需要量为 6"7#4 "5" 妊娠期间母猪的蛋白质需要量

逐渐增加! 据估计! 孕体及乳房内氮滞留量在妊娠中期为

!4 "5!而在妊娠后期则为 634 "5%D(E@*+ 等!6::#&"F*++?4A*G 等

%6::8&认为!妊娠母猪的赖氨酸需要量因能量摄取量的不同

而有明显的差异" 初产母猪的赖氨酸与代谢能$>H%关系为

!24 赖氨酸 ")I<6>H!老龄母猪为 6!$24 赖氨酸JI<@>H"当日

粮能够满足母猪对能量的需要时! 日粮赖氨酸水平达到

"!3#K"!8#即可满足母猪的需要"另外!可使用几种不同的

妊娠期日粮"妊娠母猪通常只饲喂 6 次"因此!不宜使用合

成氨基酸" L(G5 等%6::$&和 D*?@%6::8&报道!在妊娠期内饲

喂低蛋白质%%6$#&和低赖氨酸%%"!###&日粮可增加母猪的

脂肪沉积量!提高仔猪的出生体重!减少出生体重轻的仔

猪的百分比"

"!" 哺乳母猪

"!"!! 赖氨酸" 赖氨酸作为日粮第一限制性氨基酸!对

于改善母猪的繁殖性能具有重要意义"初产母猪哺乳期日

粮的赖氨酸水平从 "!8M增至 6!#6#! 下一窝产仔数从 6"
头增加到略多余 66 头%N<291*@@!6::#&" 而 OA?++(P%6::$&报
道!对于初产母猪在泌乳期间饲喂高赖氨酸的日粮!可增

加以后产次的窝产仔数" 对于高产经产母猪!当摄入赖氨

酸 864J5 时!以后各产次的窝产仔数增加 67! 头!但对于低

产母猪%断奶仔猪数少于 @" 头&##4J5 的赖氨酸摄入量可使

以后各产次的窝产仔数增加 "!Q 头"

经产母猪!哺乳期日粮中赖氨酸的每日需要量为 !"K
##4 %R(1P,+(PB6::$&!初 产 母 猪 为 8"4 %N<29E*@@B6::#&" 而

’?P4%6::6&研究认为B哺育 6" 头仔猪的母猪!其对可消化的

赖氨酸的需要量为 #!4J5" R(1P,+(P%6::$&报道!高产泌乳母

猪对赖氨酸的需要量为 #34J5"
’P<E*6::$ 年试验! 母猪以 $ 种赖氨酸水平自由采

食!结果断奶窝仔数不受日粮赖氨酸水平的影响!但增重

随赖氨酸水平的提高而线性增加" 此外!饲喂高水平赖氨

酸的母猪!泌乳期体重损失少"

此外! 能量与蛋白质具有互作效应" SA*P5*2-1@ 等

%6:Q=&报道!母猪体重下降是由于日粮的必需养分#能量和

蛋白质的缺乏及其组织#脂肪和肌肉的动员" 经产母猪的

奶蛋白中!=:#的赖氨酸来自于日粮 %)(I1@*A 等!6::8&!其

余 !6#来自内源性氨基酸" 研究结果表明!哺乳母猪肌肉

和其它组织的体蛋白是氨基酸和能量的重要来源" T()<I1
%6::!&报道!泌乳期赖氨酸与消化能摄入量的增加!赖氨酸

的需要量相应增加"因此!在配制高能哺乳日粮时!赖氨酸

的水平应相应提高" 新近研究表明!多产母猪其赖氨酸需

要量在 "7Q#$6!"##" 赖氨酸需要量随仔猪窝重的增加而

提高" !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3U"3U!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