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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选用 !" 头配种日龄相近、其父母代繁殖性能无显著差异的大约克纯繁初产

母猪，研究妊娠和哺乳 #$%，! 个不同蛋白和能量水平的日粮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在保持日粮

的蛋能比基本不变的条件下，为妊娠和哺乳母猪分别设置 ! 个不同蛋白和能量水平的日粮。对妊

娠期母猪实行限饲，平均采食量为 #& ’()* + %，哺乳母猪自由采食。结果表明：妊娠日粮蛋白能量水

平对母猪产仔数、活仔数影响显著 （, -’& ’(）；对仔猪初生重、仔猪断奶前的平均日增重无显著影

响（,. ’& ’(）；经济效益随妊娠和哺乳日粮的蛋白能量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本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妊娠和哺乳日粮的蛋白能量水平对母猪繁殖性能有一定的改善和提

高，据此推荐初产母猪妊娠日粮较适宜的蛋白和能量水平分别为：/,，01& !2 3 0(& (2 ，45，

0#& (1 3 0#& 6$47 + )*；哺乳日粮的蛋白和能量水平分别为：/,，082 30$2，95，0#& 6$ 3 0!& 6#47 + )*。

但妊娠和哺乳日粮的最佳蛋白能量水平以及它们对母猪繁殖性能的互作效应方面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关键词 蛋白 能量 繁殖性能 妊娠 哺乳 母猪

中图分类号 :$0"; 8

试 验 研 究

日 粮 蛋 白 能 量 水 平 对 大 约 克 母 猪 繁 殖 性 能 的 影 响

周响艳 王继成 曾德年

最近 #’ 年来母猪的潜在生产力得到提高，主要

表现为多产性和繁殖年限提高。这导致了能量和氨基

酸需要量增加，尤其是泌乳期及妊娠和哺乳接合期。

因此母猪的最佳饲养策略应该是：!使泌乳期的营养

摄入量最大，以缩小巨大的营养需要与采食量之间的

差异；"调整妊娠期饲料供给，适应妊娠的特殊需要，

以便重建身体贮备和满足身体成熟的生长需要。这样

的策略将使体贮备变化最小并减少繁殖疾病，而营养

的作用日益提高，成为制约母猪繁殖的一个因素。当

然，还有许多影响因素，如环境、品种、管理等等，但最

容易被养猪生产者忽视又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营

养，而营养的缺乏是造成母猪潜在的和实际生产性能

之间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水平下，

挖掘现代高产母猪的遗传潜力以提高养猪的经济效

益，对其营养需要重新进行估计就显得尤为重要。为

此，本研究选择了从国外引进的繁殖性能较高的大约

克初产母猪，将其妊娠和泌乳期日粮的蛋白能量分别

设置 ! 个水平进行试验，分别考察参试母猪采食不同

的日粮后繁殖性能、经济效益、仔猪生长性能的变化

情况。

! 材料与方法

0& 0 试验动物与试验设计

在湖南省原种猪场选取血缘清楚、编号准确和配

种日期、体重接近的健康大约克纯繁初产妊娠母猪

!" 头，按单因子试验设计随机分为 ! 组，即试验组 0、

试验组 # 和对照组，每组 0# 头。试验期约为 " 个月，

即从 #’’’ 年 00 初 3 #’’0 年 1 月底。

0& # 饲粮组成与饲喂方式

参照 <=/（066$）《猪的营养需要》和本场近二年

来对新引进的大约克母猪的实际饲喂水平配制各试

验组日粮，在保持蛋白和能量之比基本不变的条件

下，为妊娠期和哺乳期日粮的蛋白和能量各设置 ! 个

水平：高能高蛋白、低能低蛋白和原用日粮。母猪妊娠

期和哺乳期，试验组 0 都喂低能低蛋白日粮，试验组 #
喂高能高蛋白日粮，对照组喂原用日粮。饲粮组成及

营养水平见表 0。! 组供试母猪配种前按本场的常规

饲养规程饲喂，即喂妊娠期原用日粮。配种后试验组

0 和试验组 # 妊娠母猪逐渐过度喂相应的妊娠试验

料，配种 0(% 后，试验组 0 和试验组 # 正式喂低能低

蛋白和高能高蛋白日粮，对照组仍喂原用妊娠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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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饲粮组成及营养成分

项目
妊娠日粮 哺乳日粮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玉米 #$ % &’( ’) &*( &) +,( &) &&( ") &"( -) &"( ")
麸皮 #$ % ," !!( + !* ,. !. ".
次粉 #$ % ) !+ ) ’ !+ !.( !
豆粕 #$ % +( ’ !+ !! * ". !’
鱼粉 #$ % / / / / ! "
玉米蛋白粉 #$ % / / / !( !" !( !" !( !"
0012 #$ % &( " + + + " +
石粉 #$ % .( *" .( *" .( *" !( .’ !( .’ !( .’
磷酸氢钙 #$ % !( ’ !( ’ !( ’ !( && !( && !( &&
鱼油 #$ % / .( + / / ,( + !( *
预混料 #$ % ! ! ! !( .) !( .) !( .)
03#45 6 78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统计分析

对所有数据用 2?2 软件进行分析和统计，采用

1<4 程序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 !( ! 对窝仔数的影响 #见表 , %

表 " 饲粮的必需氨基酸组成 #@8 6 8 %

项目
妊娠日粮 哺乳日粮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精氨酸 +( +’ +( ’& ’( .’ -( .. *( .& *( !’
组氨酸 !( ", !( "* !( ,. !( &+ !( +& !( +-
异亮氨酸 ,( ,+ ,( &. ,( &- &( .! &( ", &( !,
亮氨酸 &( +) &( +! &( &- )( ." )( -) )( &,
赖氨酸 &( .& &( && &( "& &( !. +( & &( ,
蛋氨酸 !( ", !( ,. !( ,! !( +- !( ’, !( ’!
苯丙氨酸 &( )& +( .! &( *, +( *’ ’( !’ +( ..
苏氨酸 ,( *. ,( )- ,( )) &( ,& &( +) &( &-
缬氨酸 ,( +! ,( +- ,( +. !.( ’& )( ," !!( +"

注：!$ 和 !( .)$ 预混料分别提供（每千克日粮中）A?!!! "..BC 和 !& &..BCD A0,! ’..BC 和 ! )..BC，A3’.BC 和

’’BC，AE,,( ,@8 和 &@8，AF!!( "@8 和 !( &@8，AF",( ’@8 和 ,( )@8，AF’!( "@8 和 !( "@8，AF!"!’!8 和 ".!8，烟

酸 !’@8 和 !’@8，泛酸 !"@8 和 !"@8，叶酸 .( &)@8 和 .( ’.@8，生物素 &@8 和 +( +@8，氯化胆碱 .( ,’8 和

.( ,’8，铜 ".@8 和 ".@8，铁 !".@8 和 !".@8，锰 &.@8 和 &.@8，锌 !&.@8 和 !&.@8，碘 .( ".@8 和 .( ".@8，及

硒 .( ,.@8 和 .( ,.@8，抗氧化剂 !!.@8，防霉剂 &".@8。

各组母猪妊娠 !+ G ).H 日喂量为 !( ).78，妊娠)! G
!.)H 日喂量为 "( +78。哺乳期各组母猪自由采食。

!( , 饲养管理

供试母猪饲养在同一舍内。配种前每圈 " 头，并

于配种半个月前进行药物驱虫。配种采用 "&I 内两次

与同一公猪自然交配，配后个体单圈限位栏饲养，日

喂 " 次 （上午 )J .. 和下午 ,J ..），圈内设饮水器自由饮

水。供试母猪在分娩前一周迁移至产仔舍。哺乳期间，

自由采食，分别在上午 )J .. 和下午 ,J .. 投料。母猪饲

养管理，均按常规饲养管理规程进行。试验期间设专

人负责喂料，并称重和记录每日耗料量及健康状况。

!( & 检测项目

!( &( ! 繁殖性能

记录各组母猪每窝的初生仔猪数、死胎、木乃伊

和初生活仔数、"! 日龄和 ") 日龄的活仔数；称重每

窝仔猪初生、"! 日龄和 ") 日龄个体重，并计算相应

的窝重。

!( &( " 饲料消耗

称量和记录每头供试母猪，从配种后 !+H 直至哺

乳 ") 日龄间的每天耗料量。

!( &( , 饲粮营养成分

按常规分析方法测定各饲粮的粗蛋白、钙、磷（见

表 !），用液相色谱分析各饲粮的必需氨基酸组成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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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响艳等：日粮蛋白能量水平对大约克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表 !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窝产仔数的影响结果 "头 #
项目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窝产仔数 &’ ( ) $’ *$+ $$’ , ) %’ --. $/’ ( ) %’ %%.

初生活仔数 *’ *0 ) %’ %&+ $/’ 0 ) %’ 0$. &’ 0 ) $’ &/.

%$ 日龄活仔 *’ *0 ) %’ /0+ &’ * ) $’ (&. &’ $$ ) $’ -&.

%, 日龄活仔 *’ (( ) $’ *(+ &’ 0 ) $’ %*. ,’ ,& ) $’ -&.

注：同行肩标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1 2/’ /0）。

从表 ! 可以看出，妊娠日粮蛋白能量水平对窝产

仔数影响较大 （1 2/’ /0），以高能高蛋白的试验组 %
窝产仔数最多 （$$’ , ) %’ %- 头），分别比试验组 $ 和

对照组多产仔 %0’ 0!3 和 $!’ (-3 ，多产活仔 !0’ (,3
和 $/’ 0%3 ，低能低蛋白的试验组 $ 产仔数、活仔数

最少，且与试验组 % 和对照组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1
2/’ /0）。

%’ $’ % 对窝增重的影响 "见表 ( #

表 (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窝增重的影响结果

项目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窝重
初生 $$’ %( ) %’ (%+ $0’ $* ) (’ !*. $!’ /* ) %’ !%.

%$ 日龄 !&’ 0- ) $/’ (,+ 0/’ // ) ,’ *%. (*’ &0 ) *’ 00.

%, 日龄 0(’ !* ) $%’ ,$+ *$’ /& ) ,’ &,. -*’ $( ) $/’ $$.

窝平均日增重
初生 4 %$ 日龄 $’ (% ) /’ ((+ $’ *( ) /’ %0. $’ *( ) /’ %*.

%$ 4 %, 日龄 %’ /* ) /’ 0-5 !’ /$ ) /’ ((6 %’ *( ) /’ 0$6

初生 4 %, 日龄 $’ 0! ) /’ (/5 %’ // ) /’ %$6 $’ &! ) /’ %,6

注：同行肩标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7 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1 2/’ /0），

大写字母不同者表示（1 2/’ /$）。

表 ( 结果表明，窝重和窝日增重随日粮蛋白能量

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窝重：初生、%$ 日龄和 %, 日龄窝重都以试验组 $
最低，且与试验组 % 和对照组间差异显著（1 2/’ /0），

试验组 % 略高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18 /’ /0）。初

生窝重，试验组 $ 比试验组 % 和对照组分别降低

%0’ &$3 和 $(’ //3 ；%$ 日龄窝重，试验组 $ 比试验组

% 和对照组分别降低 %/’ ,,3 和 $*’ (&3 ；%, 日龄窝

重，试验组 $ 比试验组 % 和对照组分别降低 %!’ 0%3
和 $&’ /%3 。

窝日增重：妊娠和哺乳日粮的蛋白能量水平对各

阶段的窝日增重影响显著 （1 2/’ /0）。初生 4 %$ 日

龄，试验组 $ 与试验组 % 和对照组间差异显著 （1
2/’ /0）且比它们分别降低了 $,’ !&3 和 $,’ 0&3 ；

%$ 4 %, 日龄、/ 4 %, 日龄，试验组 $ 与对照组和试验

组 % 间都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1 2/’ /$）7 且比它们分

别降低了 %(’ (03 、%/’ *!3 和 !$’ %!3 、%!’ ,3 ，试验

组 % 与对照组间差异不显著 （18 /’ /0）7 但试验组 %
窝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 ,’ &3 和 !’ 03 。

%’ $’ ! 对成活率的影响 "见表 0 #
成活率的计算公式为：初生成活率（3 ）9 初生窝

初生窝产仔数 : 初生窝产仔数 ; $//；

/ 4 %$ 日龄成活率 （3 ）9 %$ 日龄窝活仔数 : 初
生窝活仔数 ; $//；

/ 4 %, 日龄成活率 （3 ）9 %, 日龄窝活仔数 : 初
生窝活仔数 ; $//；

表 0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仔猪成活率的影响结果 "3 #

项目
成活率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初生 ,(’ ,! ) $&’ /, ,&’ -* ) $$’ 0$ &%’ /, ) ,’ %$
/ 4 %$ 日龄 &*’ ,( ) (’ !( &(’ /$ ) ,’ $0 &*’ $( ) 0’ &&
/ 4 %, 日龄 &(’ (! ) 0’ // &%’ 0& ) $/’ -/ &(’ ,- ) *’ &(

表 0 表明，妊娠和哺乳日粮的蛋白能量水平对断

奶前仔猪的成活率影响不显著（18 /’ /0）。初生仔猪

的成活率试验组 $ 较试验组 % 和对照组分别降低

0’ (/3 和 *’ ,*3 ，而 / 4 %$ 日龄、/ 4 %, 日龄的成活

率都是试验组 % 最低，且比试验组 $ 和对照组分别低

!’ &$3 、$’ &-3 和 !’ %%3 、%’ (/3 ；初生死亡率（包括

弱仔、死胎及木乃伊）试验组 $、试验组 % 和对照组分

别为 $0’ $*3 、$/’ !!3 和 *’ &%3 ，其中试验组 $ 分别

较试验组 % 和对照组提高了 (-’ ,03 和 &$’ 0(3 。这

表明低能低蛋白的妊娠日粮严重影响了初生仔猪的

成活率。

%’ $’ ( 对仔猪生长的影响 "见表 - #

表 -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仔猪生长的影响结果

项目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平均个体重（<=）
初生 $’ !& ) /’ $$ $’ (/ ) /’ $% $’ !, ) /’ $!
%$ 日龄 0’ $% ) /’ (% 0’ %- ) /’ -& 0’ !& ) /’ 0!
%, 日龄 *’ !$ ) /’ 0- *’ -& ) /’ -( *’ -% ) /’ -!
平均日增重 " = #
初生 4 %$ 日龄 $*,’ -, ) $,’ (& $,!’ ,$ ) %,’ $( $&/’ 0& ) %/’ &$
%$ 4 %, 日龄 !/&’ ,( ) (/’ -, !(*’ 0* ) $,’ &( !$,’ *% ) %*’ 0&
初生 4 %, 日龄 %$$’ (* ) %(’ $& %%(’ *0 ) $&’ 0! %%%’ -% ) $&’ */

从表 - 可得知，妊娠和哺乳日粮的蛋白和能量水

平对断奶前各阶段 （初生、%$ 日龄和 %, 日龄）的个体

重和日增重影响不显著（18 /’ /0）。

初生平均个体重试验组 % 比对照组和试验组 $
分别提高了 $(’ %,3 和 *’ $(3 ，但差异都不显著（18
/’ /0）；%$ 日龄平均个体重对照组比试验组 $ 和试验

组 % 分别提高了 0’ /&3 和 %’ (3 ，%, 日龄平均个体重

试验组 % 较对照组提高了 (’ &(3 。

仔猪平均日增重，初生 4 %$ 日龄对照组稍高于

试 验 组 $ 和 试 验 组 %（$&/’ 0&= 对 $*,’ -,= 和

$,!’ ,$=）；%$ 4 %, 日龄、/ 4 %, 日龄试验组 % 稍高于

对照组和试验组 $，但是差异都不显著（18 /’ /0）。

%’ %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母猪哺乳期采食量的影响

试 验 研 究



!"

从表 ! 可见，提高妊娠和哺乳日粮的蛋白能量水

平，增加了窝毛利，且试验组 "（妊娠和哺乳期高能高

蛋白）与试验组 #（妊娠和哺乳期低能低蛋白）之间差

异极显著 （$ %&’ &#）( 与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
&’ &*）。窝饲料成本试验组 " 较试验组 # 和对照组分

别增加 #&’ "&+ （*&’ &! 元）（$ %&’ &#）和 ,’ "-+
（#.’ * 元） / $) &’ &* 0，但窝毛利分别增加 "*’ ."+
（,.#’ &, 元） / $ %&’ &# 0 和 -’ *&+ （*’ .. 元） / $)
&’ &* 0，对照组较试验组多 ##1’ *1+ （"**’ ,- 元）（$
%&’ &#）。

! 讨论

,’ # 妊娠期营养水平与母猪繁殖性能的关系探讨

影响母猪繁殖性能的因素很多，如品种、胎次、环

境、遗传、营养等等。近十年来，遗传的选择和先进的

管理技术已培育出窝产仔数多和泌乳量高的现代母

猪，它们对营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能量和

氨基酸的需要量。本研究证明，提高初产妊娠母猪的

蛋白能量水平能改善母猪的繁殖性能，高能高蛋白的

试验组 " 产仔数、产活仔数、初生窝重和 "! 日龄窝重

都较低能低蛋白的试验组 # 和常规日粮的对照组有

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特别是产活仔数、窝日增重、

经济效益较试验组 # 有明显改善。这一研究结果表

明，在现有的饲养水平下，再降低妊娠日粮的蛋白能

量水平会给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在实际生产中，应根

据母猪品种、胎次、体况、遗传潜力等等因素来确定妊

娠日粮的饲喂策略。本研究结果证明，妊娠期低能低

蛋白日粮明显降低母猪的繁殖性能，这与前人的报道

母猪繁殖性能不受妊娠日粮的能量或氨基酸水平的

影响的结果不一致，但与郑小平（#111 0报道的结果较

一致。

,’ " 哺乳期营养水平与繁殖性能的关系探讨

离开母猪的管理就很难讨论母猪的营养。在考虑

环境和管理方法对泌乳母猪自由采食量的影响时，这

一点尤其重要。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母猪哺乳期内的自

由采食量。文献证明，泌乳期内的总采食量与母猪的

泌乳性能和以后的繁殖性能的关系呈现正相关。而现

代高产母猪在泌乳期内采食量较低，常常出现营养负

平衡，并导致泌乳期体重损失 （蛋白质和脂肪）过多，

最终影响母猪的繁殖性能，如断奶至发情的间隔延

长，受胎率下降，胚胎存活率降低等等。因此，在实际

生产中，泌乳母猪的蛋白和能量需要量较妊娠母猪要

高。本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泌乳母猪蛋白和能量水平

/见表 - 0。

表 -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母猪哺乳期采食量的影响结果

项目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平均日采食
饲粮 2’ ,1 3 &’ ,1 2’ "* 3 &’ .# 2’ *1 3 &’ *&
消化能 /45 0 **’ ." 3 2’ 1, *!’ .# 3 !’ 2& *1’ .- 3 .’ *"
粗蛋白 .-.’ #. 3 .&’ &. ---’ ., 3 ###’ "2 --*’ "* 3 !2’ "-
赖氨酸 #!’ && 3 #’ .& ""’ 1* 3 ,’ "1 #1’ -2 3 #’ &!

从表 - 可以看出，妊娠和哺乳期日粮的蛋白能量

水平对母猪哺乳期饲料采食量没有影响（$) &’ &*）。

泌乳母猪日采食饲料量和消化能的日摄入量，对照组

较 试 验 组 # 和 试 验 组 " 分 别 提 高 了 2’ **+ 和

!’ &&+ ，!’ #,+ 和 "’ ,*+ ；粗蛋白的日摄入量试验组

" 较试验组 # 提高了 #*’ &#+ ，但差异都不显著 （$)
&’ &*）。这表明，提高哺乳母猪日粮的蛋白能量水平没

有提高其哺乳期间的能量采食量( 各组消化能日摄入

量相近 / **’ ."45( *!’ .#45( *1’ .-450。妊娠期间摄入

原用日粮的对照组( 其哺乳期间的日采食量、蛋白和

消化能的日摄入量达最大。这说明妊娠和哺乳日粮的

蛋白能量水平对哺乳母猪自由采食量和蛋白能量摄

入量有交互作用，通过提高妊娠和哺乳日粮的营养水

平来增加哺乳期间的能量摄入量是不太可能。这与

56789:68 等（#11,）和 ;<76=8><7: 等（#11,）报道的结果

相一致。

"’ ,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见表 ! 0

表 ! 饲粮蛋白能量水平对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

注 #’ 同行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者（$ %&’ &*），大写字母不同者表示（$ %&’ &#）；

"’ 价格 /元 ? =@ 0 A 断奶仔猪 "&& 元 ? 头；玉米 #’ #*；豆粕 #’ 1!；进口鱼粉 2’ "；玉米蛋白粉 "’ !；乳猪料 "’ **；

,’ 平均每窝获毛利（元）B "! 日龄窝活仔数 C "&&。

项目 试验组 # 试验组 " 对照组
饲料成本 /元 0
妊娠期 "*1’ #! "--’ *# "-&’ 1.
哺乳期 #--’ 1 3 #*’ ! "&-’ .# 3 "1’ - #11’ #2 3 ""’ "&
乳猪期 ,’ !, *’ !- 2’ ,,
"! 日龄窝饲料成本 22&’ &1 3 #*’ !&D 21&’ 11 3 "1’ -&E 2-2’ 2, 3 ""’ "&E

平均每窝获毛利 /元 0 # &2-’ 1! 3 ,21’ "-D # 2&1’ &# 3 "21’ !,E # ,&,’ ,* 3 ,,.’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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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母猪的繁殖性能。这与张金枝等（!"""）、

余斌等 （!"""）、#$%&&’( )*++, - 报道的结果相一致。但

本研究中各组母猪妊娠期的营养水平不一致，而且母

猪所处的分娩环境相差较大，这都会影响到试验结

果。因此，是妊娠日粮蛋白能量水平，还是哺乳日粮蛋

白能量水平或者是两者的互作效应影响了繁殖性能

有待进一步的试验来验证。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提高泌乳母猪日粮蛋白和能

量水平对母猪泌乳期自由采食量影响不显著，各组间

平均日能量摄入量也相近，这表明通过提高日粮能量

含量来增加泌乳期总能量摄入量似乎不太可能，这与

./00)*++1 -报道的结果一致。

泌乳期仔猪生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初生个体

重、母猪泌乳潜力、窝产仔数的多少等等。本研究结果

表明，各组间断奶前仔猪日增重相近，与 2’34&’(
（*++5）报道的结果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仔猪初生个

体重各组间相近 ) *6 5+789 *6 :"789 *6 5;78 -。但窝重、

窝日增重都随日粮蛋白能量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各

组窝产仔数不一致本身就会影响窝重、窝日增重。这

与前人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如 2’3(4&’( )*++5 -、
<’=$0>?)*++; -、张金枝 （!"""）等在试验过程中都对

窝仔数进行了调整，即每窝仔数在同一个水平，这样

就减少了窝产仔数不一致带来的误差。此外，本研究

选用的是初产母猪，其本身的繁殖性能就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试验动物的数量（每组 *! 头）极有限，且只对

一胎母猪进行了试验；母猪本身的个体差异比较大，

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试验结果。因此本研究

结果只能说明日粮的蛋白和能量水平对繁殖性能影

响的一种趋势，而对母猪营养与繁殖性能的关系研究

必须进行大量的试验才能保证结果的重复性，这无疑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56 5 蛋白与能量对母猪繁殖性能的互作关系探讨

日粮能量浓度必须和蛋白质或氨基酸的含量挂

钩。如果初产母猪氨基酸摄入量过多，则其瘦肉沉积

增多，以后的体型会较大，维持需要和饲料消耗也较

大。而且，体蛋白的沉积也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最终

导致用于胎儿发育的能量减少，如果不通过提高能量

摄入量来弥补，则所生仔猪体内糖原含量较低，仔猪

弱小。本研究中高蛋白或高氨基酸摄入的试验组 ! 所

生仔猪与试验组 * 和对照组初生个体重无差异，这可

能与能量摄入量的提高有关。但对于妊娠母猪最佳的

蛋白与能量比有待研究。

泌乳母猪的能量水平和赖氨酸水平之间有着强

烈的相互作用，它们以一种互作方式影响生殖激素的

分泌及随后的繁殖性能。低能摄入水平时，提高赖氨

酸水平对促黄体素分泌无影响，然而随着能量摄入量

的增加，提高赖氨酸水平明显增强促黄体素的分泌。

因此，母猪只有在同时摄入较高水平的能量时才会对

较高的赖氨酸水平发生反应。在能量摄入量水平最低

时，将赖氨酸的每天摄入量从 +8 提高到 !18 对泌乳

量没有影响，但是，当同时提高日粮能量水平时，增高

日粮赖氨酸水平就大大提高了泌乳量。本研究虽没有

进行泌乳量的直接测定，但从 !* 日龄的窝重可以估

计出，因为在 !* 日龄之前，仔猪几乎全靠母乳作为唯

一营养来源，从一定程度上 !* 日龄的窝重可以反映

出泌乳量的多少。本研究结果已表明，!* 日龄窝重试

验组 ! 显著高于试验组 *，由此可推知，试验组 ! 母猪

!* 日龄的泌乳量可能较试验组 * 要多，这与 @’A
#3>B/$（!"""）报道的结果一致。而影响泌乳量的因素

很多，如窝仔数、母猪体况、母猪营养状况等等。本研

究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就是试验组 ! 与试验组 * 间

的窝仔数有显著的差异，这也是试验组 ! 泌乳量可能

较高而使其窝增重较大的原因之一。但是本研究没有

对母猪泌乳期间失重的成分进行测定，这也是我们现

有的实验条件无法作到的。而从母猪泌乳期动用脂肪

组织和肌肉组织的能力来看，我们不可将日粮的能量

含量和氨基酸含量分开来看待。

56 : 妊娠和泌乳期营养的互作效应

母猪的妊娠和泌乳是两种不同的生理活动，妊娠

期的主要体内代谢是生殖生理，泌乳期的主要体内代

谢是乳腺的分泌过程。从营养角度看，这两种生理活

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是不一样的。在满足基本的能量

和蛋白质总水平需要的基础上，妊娠母猪在妊娠期间

的营养与维生素的营养更密切，而在泌乳期间的营养

主要与氨基酸营养的关系更密切，但更重要的是所有

营养的平衡。在这些营养中，能量显得尤其重要，妊娠

期的能量水平将影响到泌乳期的生产能力，而泌乳期

的能量水平又影响到下一个妊娠期的生产性能。因

此，很难估计妊娠和泌乳期的能量需要量。而以前的

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个阶段，且母猪可动用体贮来缓

解短期的能量不足，所以，研究能量对母猪多胎性能

的影响已成为必然趋势。当设计母猪饲养方案时，应

充分考虑到繁殖周期各阶段的相互关系。当对日粮营

养物质的代谢和繁殖性能间的互作关系有了较好了

解后，就能制定有效的饲养方案改善母猪的繁殖性

能。 )责任编辑 赵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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