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保健

生 产 性 能、提 高 产 蛋 率、受 精 率 和 孵 化 率

等，所以说维生素在种鸡生产的整个过程

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种

鸡饲料营养中必须添加维生素。 另外，这

三种维生素由于吸收方式相似，在体内的

吸收转化有协同作用，因此一般市场上所

出售的产品均为三者的组合，即脂溶性维

生素的黄金搭档。

在以上三种维生素中，A 和 E 又有营

养维生素之称，两者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

力。 也就是说它们容易被机体的氧自由基

氧化。 在鸡群生长过程中，尤其是产蛋期

生长代谢非常旺盛，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

基，如果进入机体的 A 和 E 被用于参与氧

化还原反应，即被氧自由基氧化将造成营

养的巨大浪费。 因此许多产品中加入了抗

氧化能 力 更 强 的 维 生 素 C 来 维 持 A 和 E
的稳定。

4 VC 的作用

VC 又称 L-抗坏血酸，是一种水溶性

维生素， 广泛存在于各类新鲜果蔬内，VC
作 用 非 常 广 泛，概 括 起 来 包 括：促 进 胶 原

合成，缺乏时，胶原合成障碍，从而导致坏

血 病；促 进 神 经 递 质 合 成；促 进 类 固 醇 羟

化；促进有机物或毒物羟化进而发挥解毒

功能；促进抗体合成，高浓度的 VC 有助于

食物蛋白质中的胱氨酸还原为半胱氨酸，

进而合成抗体；促进铁的吸收，VC 能使难

以 吸 收 的 三 价 铁 还 原 为 易 于 吸 收 的 二 价

铁，从 而 促 进 了 铁 的 吸 收；促 进 四 氢 叶 酸

形成，因此能够促进生长；清除自由基，是

机体氧化还原库中的重要成分。

鸡群患有传染病时，在常规药物中添

加 VC，可 强 化 药 物 的 功 能，缩 短 病 程，促

进痊愈。 雏鸡每日添喂 VC100 毫克，可促

进 生 长 发 育， 提 高 成 活 率。 当 舍 温 高 于

32℃时，鸡 只 采 食 减 少、产 蛋 率 下 降 ,在 饮

水中添加 VC，可以缓解热应激，提高生产

性 能。 蛋 鸡 患 腹 泻 等 疾 病 时， 每 日 添 加

VC300 毫 克，可 改 善 卵 巢 代 谢 功 能，提 高

产蛋率。

上 面 我 们 分 别 叙 述 了 各 种 维 生 素 的

重要作用，通过实践证明在种鸡养殖过程

中，添加维生素不仅可以改善由于管理不

健全，引起的雏鸡发育不齐，死淘率过高；

鸡群免疫后效价过低或均匀度差，诱使疾

病频发；产蛋高峰上不去或产蛋率突然下

降，高 峰 维 持 时 间 短；种 蛋 孵 化 率 低 等 问

题。 同时还可以尽量减少以下应激因素：

饲料中的营养成分发生明显变化，如饲料

组 成 突 然 改 变、很 高 比 例 的 棉 籽 饼、有 饲

料 霉 变；供 水 系 统 发 生 障 碍，造 成 长 时 间

供水不足或缺水；饲养员或作业操作程序

发 生 较 大 的 变 动； 鸡 群 受 突 然 声 响 的 刺

激，因 人 或 动 物 的 干 扰 而 受 到 惊 吓；光 照

程序或光照强度的突然变化； 免疫断喙；

密度过大等，对鸡群的伤害。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增 加 脂 溶 性 维 生 素

A、D、E 及水溶性维生 素 C 的 含 量 有 助 于

充分发挥鸡群的生产性能，即提高雏鸡成

活 率、促 进 生 长 发 育、增 强 鸡 体 体 质 和 抗

病 能 力、免 疫 后 效 价 较 高，减 少 疾 病 的 发

生；提高产蛋期的产蛋率、受精率、蛋壳质

量，延 长 产 蛋 高 峰 维 持 时 间；对 强 制 换 羽

鸡群还可以缩短开产时间、缩短重新达到

产蛋高峰的时间、提高种蛋的受精率及子

代的健雏率。 总而言之，适度的营养调控，

即 适 度 的 添 加 多 种 维 生 素 可 以 提 高 种 鸡

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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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蛋鸡饲料原料应用现状

1.1 饲料原料分类

常规饲料，通常指的是饲料中常

用的饲料原料如玉米、豆粕（饼）等。

非常规饲料，指在传统动物饲养

中 未 作 为 主 要 饲 料 使 用 过 以 及 商 品

日粮中一般不用的饲料。

1.2 饲料原料现状

饲 料 原 料 玉 米 、 豆 粕 畜 禽 用 量

大，资源短缺，饲料价格居高不下；优

质能量饲料紧缺，糠麸等副产品相对

较多；优质蛋白质饲料缺乏，棉、菜籽

粕等杂粕相对较多；非常规饲料资源

丰富；其开发利用有很大前景。

2 非常规饲料原料简介

2.1 非常规饲料概念

是指在配方中较少使用、或者对

营 养 特 性 和 饲 用 价 值 了 解 较 少 的 那

些饲料原料。 非常规饲料原料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不同地域不同畜禽日粮

所使用的饲料原料是不同的，在某一

地区或某一日粮是非常规饲料原料，

在 另 一 地 区 或 另 一 种 日 粮 中 可 能 是

常规饲料原料。

非 常 规 饲 料 原 料 是 区 别 于 传 统

日 粮 习 惯 使 用 的 原 料 或 典 型 配 方 所

使用原料的一类饲料原料。

2.2 非常规饲料原料来源

主 要 来 源 于 农 副 产 品 和 食 品 工

业副产品，是重要的饲料资源。

2.3 非常规饲料原料种类

按营养特性分类有：非常规能量

饲 料 小 麦、糠 麸 类；非 常 规 植 物 蛋 白

饲料棉籽粕、菜籽粕、花生粕、芝麻粕

等；非 常 规 动 物 蛋 白 饲 料 鱼 粉 、肉 骨

粉、 血 粉、猪 毛 水 解 粉、羽 毛 粉 及 蚕

蛹等；食品工业副产品如糖蜜、糖渣、

酒糟、豆渣、粉渣、葡萄渣等。

2.4 非常规饲料原料特性

非常规饲料原料来源广泛，成分

复杂，它们共同特点主要包括如下八

个 方 面： 与 相 应 的 常 规 饲 料 原 料 比

较，一般的非常规饲料原料营养价值

较 低，营 养 成 分 不 平 衡 ；大 多 数 非 常

规 饲 料 原 料 含 有 多 种 抗 营 养 因 子 或

毒物，不经过处理不能直接使用或必

须限制用量；大多数非常规饲料原料

适 口 性 差，饲 用 价 值 较 低 ，限 制 了 它

的使用；有许多非常规饲料原料体积

大，比重轻，营养浓度低，在生长肥育

动物日粮中使用受到限制；大多数非

常规饲料原料的营养成分变异很大，

质 量 不 稳 定，受 到 产 地 来 源 、加 工 处

理 以 及 贮 存 条 件 等 多 方 面 因 素 的 影

响；与 常 规 饲 料 原 料 比 较 ，由 于 研 究

数据的缺乏，大多数非常规饲料原料

的营养价值评定不太准确，没有较为

可靠的饲料数据库，增加了日粮配方

设计的难度；部分植物性非常规饲料

季 节 性 强，不 能 常 年 供 应 ，比 如 菊 花

粕、辣 椒 粕 等；有 些 非 常 规 饲 料 原 料

掺 杂、掺 假 情 况 严 重，部 分 加 工 副 产

品变质问题突出。

3 非常规饲料原料的合理利用

饲 料 酶 制 剂 具 有 调 整 含 有 非 常

规 饲 料 原 料 日 粮 的 整 体 营 养 价 值 的

作用。 选用品质优良、质量稳定的酶

制 剂 能 起 到 改 善 日 粮 的 营 养 价 值 和

调节营养平衡的作用。 所使用的酶制

剂的种类要有针对性；酶制剂的配比

要合理；酶制剂的活性要合适。

通过适当的加工处理，改善非常

规饲料原料的物理性状，改善适口性

和消化率，提高其在日粮中的使用比

例。 例如，通过发酵、粉碎、膨化或微

波处理，可以改善某些劣质饲料的适

口性，通过添加酶制对某些动物性蛋

白原料进行前处理，可以提高它们的

消化率。

含 有 抗 营 养 因 子 或 毒 物 的 饲 料

原料。 通过使用某些添加剂或加工处

理，使抗营养因子饨化或脱毒。 例如，

在 含 有 非 淀 粉 多 糖 的 非 常 规 饲 料 原

料及其副产品的日粮中，使用 β-葡聚

糖酶、木聚糖酶、纤维素酶等。 在含有

植酸水平高的日粮中， 使用植酸酶，

在含有棉酚的棉籽粕日粮中，添加硫

酸亚铁等。

用新的非常规饲料原料时，有条

件 最 好 能 直 接 分 析 或 评 定 饲 料 成 分

和能量价值，特别是可利用营养的含

量。 例如，有效能值、有效赖氨酸、有

效磷等。 或者选用或参考可靠的饲料

数据。

配方设计时，根据非常规饲料原

料的营养浓度体积和有害成分含量，

确定在日粮中的最大用量。 例如种用

畜禽蛋鸡、蛋鸭可以适当提高低营养

浓度和大体积饲料原料的用量。

4 常见的蛋鸡用非常规饲料资源

4.1 棉籽饼粕

4.1.1 概况

棉籽榨油后副产品；棉籽饼粕的

饲 用 价 值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决 于 游 离

棉酚的含量。 硫酸亚铁－石灰水浸泡

法，对 棉 籽 饼 有 去 毒 作 用 ，游 离 棉 酚

含量高的去毒 85%左右，含量低的去

毒 60%~70%。 液体、旋风分离法去腺

体，棉籽蛋白粉，使棉酚含量在 0.02%
左 右 ； 棉 籽 饼 酵 母 脱 毒 技 术 ， 脱 毒

90%； 生物脱毒法酚含量在 0.01%左

右；应限量饲喂。

4.1.2 营养特性

蛋白质含量可从 22％到 50％；其

氨基酸组成特点是赖氨酸不足 , 为大

豆粕含量的 50％；精氨酸含量却很高,
赖氨酸与精氨酸的比例为 100∶270 以

上, 远远超出了 100∶120 的理想比值；

蛋氨酸含量也较低。 所以在实际饲用

时, 一般要与含精氨酸少的饲料 （如

菜籽饼粕）配伍使用。 另外需要添加

合成蛋氨酸。

4.1.3 饲用价值

家 禽 对 游 离 棉 酚 的 敏 感 性 比 猪

低，一般蛋鸡育成饲料中可用至 9％，

产蛋鸡可用至 6％， 蛋鸡饲料中游离

棉 酚 的 含 量 若 在 120~200ppm 以 下 ，

则不会影响产蛋率。 但如要避免蛋黄

在贮存期间脱色， 则应限制在 60ppm
以下，否则鸡蛋在贮存期间蛋白及蛋

黄可能变成粉红色或暗红色。

4.2 菜籽饼粕

4.2.1 概况

菜 籽 饼 粕 的 蛋 白 一 般 在 30％~
37％，氨基酸组 成 中，赖 氨 酸 低，但 蛋

氨酸及色氨酸则较高，可供平衡氨基

酸用。 矿物质中钙、磷均高，但所含磷

65％属植酸态，利用率低。菜籽粕含有

多 种 不 良 成 分 ，如 芥 酸 、硫 配 糖 体 与

芥 子 酶、单 宁 等 ，使 用 上 应 注 意 其 含

量与限制。 加热、高压，加铁、加水或

乙醇提取，发酵中和等方法除菜籽饼

毒。

4.2.2 饲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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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主推技术模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农业部制定

了《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

目 工 作 方 案 (2018-2020 年 )》，整 合 中 央 投

资专项，重点支持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 全国畜牧总站在全国共

收集了 29 个省 239 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典型技术模式，经专家筛选评审，总结提

炼出种养结合、清洁回用及达标排放 3 个

方面 9 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主推技术模

式。
一、种养结合

1. 粪污全量还田模式

对养殖场产生的粪便、粪水和污水集

中收集，全部进入氧化塘贮存，氧化塘分为

敞开式和覆膜式两类，粪污通过氧化塘贮

存进行无害化处理，在施肥季节进行农田

利用。
主要优点：粪污收集、处理、贮存设施

建设成本低，处理利用费用也较低；粪便、
粪水和污水全量收集，养分利用率高。

主要不足：粪污贮存周期一般要达到

半年以上，需要足够的土地建设氧化塘贮

存设施；施肥期较集中，需配套专业化的搅

拌设备、施肥机械、农田施用管网等；粪污

长距离运输费用高，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施

用。
适用范围：适用于猪场水泡粪工艺或

奶牛场的自动刮粪回冲工艺，粪污的总固

体含量小于 15%；需要与粪污养分量相配

套的农田。
2. 粪便堆肥利用模式（条垛式、槽式、

筒仓式、高（低）架发酵床、异位发酵床）
以生猪、肉牛、蛋鸡、肉鸡和羊规模养

殖场的固体粪便为主，经好氧堆肥无害化

处理后，就地农田利用或生产有机肥。
主要优点：好氧发酵温度高，粪便无害

化处理较彻底，发酵周期短；堆肥处理提高

粪便的附加值。
主要不足：好氧堆肥过程易产生大量

的臭气。
适用范围：适用于只有固体粪便、无污

水产生的家禽养殖场或羊场等。
3. 粪水肥料化利用模式

养殖场产生的粪水经氧化塘处理储存

后，在农田需肥和灌溉期间，将无害化处理

的粪水与灌溉用水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
进行水肥一体化施用。

主要优点：粪水进行氧化塘无害化处

理后，为农田提供有机肥水资源，解决粪水

处理压力。
主要不足：要有一定容积的贮存设施，

周边配套一定农田面积；需配套建设粪水

输送管网或购置粪水运输车辆。
适用范围：适用于周围配套有一定面

积农田的畜禽养殖场，在农田作物灌溉施

肥期间进行水肥一体化施用。
4. 粪污能源化利用模式 （含沼渣、沼

液、沼气）

以专业生产可再生能源为主要 目 的，
依托专门的畜禽粪污处理企业， 收集周边

养殖场粪便和粪水， 投资建设大型沼气工

程，进行厌氧发酵，沼气发电上网或提纯生

物天然气，沼渣生产有机肥农田利用，沼液

农田利用或深度处理达标排放。
主要优点： 对养殖场的粪便和粪水集

中统一处理， 减少小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的投资；专业化运行，能源化利用效率

高。
主要不足：一次性投资高；能源产品利

用难度大；沼液产生量大集中，处理成本较

高，需配套后续处理利用工艺。
适用范围： 适用于大型规模养殖场或

养殖密集区， 具备沼气发电上网或生物天

然气进入管网条件， 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政

策予以保障。
二、清洁回用

1. 粪便基质化利用模式

以畜禽粪污、 菌渣及农作物秸秆等为

原料，进行堆肥发酵，生产基质盘和基质土

应用于栽培果菜。
主要优点： 畜 禽 粪 污、食

用菌废弃菌渣、农作 物 秸 秆 三

者 结 合 ，科 学 循 环 利 用 ，实 现

农业生产链零废弃、零 污 染 的

生态循环生产，形成 一 个 有 机

循环农业综合经济体 系，提 高

资源综合利用率。
主要不足： 生 产 链 较 长，

精细化技术程度高，要 求 生 产

者的整体素质高，培 训 期 实 习

期较长。
适用范围：该 模 式 既 适 用

大中型生态农业企业，又 适 合

小型农村家庭生态农 场，同 时

适合小型农村家庭农 场 分 工、
联合经营。

2. 粪便垫料化利用模式

基 于 奶 牛 粪 便 纤 维 素 含

量 高 、质 地 松 软 的 特 点 ，将 奶

牛粪污固液分离后，固 体 粪 便

进 行 好 氧 发 酵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回用作为牛床垫料，污 水 贮 存

后作为肥料进行农田利用。
主要优点：牛 粪 替 代 沙 子

和土作为垫料，减少 粪 污 后 续

处理难度。
主要不足：作 为 垫 料 如 无

害化处理不彻底，可 能 存 在 一

定的生物安全风险。
适用范围：适 用 于 规 模 奶

牛场。
3. 粪 便 饲 料 化 利 用 模 式

（养殖蚯蚓、蝇蛆、黑水虻等）
畜 禽 养 殖 过 程 中 的 干 清

粪与蚯蚓、蝇蛆及黑 水 虻 等 动

物蛋白进行堆肥发酵，生 产 有

机肥用于农业种植，发酵后的蚯蚓、蝇蛆及

黑水虻等动物蛋白用于制作饲料等。
主要优点： 改变了传统利用微生物进

行粪便处理的理念，可以实现集约化管理，
成本低、 资源化效率高， 无二次排放及污

染，实现生态养殖。
主要不足：动物蛋白饲养温度、湿度、

养殖环境的透气性要求高， 要防止鸟类等

天敌的偷食。
适用范围：适用于远离城镇，养殖场有

闲置地， 周边有农田， 农副产品较丰富的

中、大规模养殖场。
4. 粪便燃料化利用模式 （生物干化、

生物质压块燃料）
畜禽粪便经过搅拌后脱水加工， 进行

挤压造粒，生产生物质燃料棒。
主要优点： 畜禽粪便制成生物质环保

燃料，作为替代燃煤生产用燃料，成本比燃

煤价格低， 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

量。
主要不足：粪便脱水干燥能耗较高。适

用范围： 适用于城市和工业燃煤需求量较

大的地区。
三、达标排放

1. 粪水达标排放模式

养殖场产生的粪水进行厌氧发酵+好

氧处理等组合工艺进行深度处理， 粪水达

到 《 畜 禽 养 殖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8596-2001，其中 COD 低于 400 毫克/
升，NH3-N 低 于 80 毫 克 /升，TP 低 于 8 毫

克/升)或地方标准后直接排放，固体粪便进

行堆肥发酵就近肥料化利用或委托他人进

行集中处理。
主要优点：粪水深度处理后，实现达标

排放；不需要建设大型粪水贮存池，可减少

粪污贮存设施的用地。
主要不足：粪水处理成本高，大多养殖

场难承受。
适用范围： 适用于养殖场周围没有配

套农田的规模化猪场或奶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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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要告别对蛋鸡行业而言几

多欢喜几多愁的“鸡年”了。 余下的两

个星期时间， 鸡蛋行情已似乎没有什

么悬念可言， 在欢歌笑语中画一个句

号应该不成问题。

回 味 2017 年 跌 宕 起 伏 的 蛋 价 行

情，不免让很多人心有余悸。 由此，也

不得不让人对 “如何才能在行业中生

存、发展”这一命题进行思考。 “成本领

先、品质可靠、环境友好、价值提升”这

十六字也算是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

小结吧。

成本领先源于两方面。

首先是以饲料为代表的直接生产

成本的控制。 饲料作为蛋鸡生产的最

大成本要素， 一定要回归生产资料的

本质属性，科学转化、使用营养和饲料

学 科 的 技 术 成 果，以“投 入 产 出 比 ”作

为主要评判标准， 不宜简单地以价格

或质量作为投入的依据。

其次是获取更优的生产成绩。 这

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管理问题。 管

理是技术落地、目标达成的保障。 生产

一线的很多状况， 并不一定是技术不

够造成的，大多数是管理不到位，尤其

是细节工作执行不到位而酿成大错。

在蛋鸡养殖设备自动化程度越来

越高、 养殖规模和密度越来越大的趋

势下， 管理工作尤其是现场的细节管

理尤为重要。

品质可靠主要是针对食品安全问

题而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高，消费者的需求可能会由“能吃到鸡

蛋”向“吃到优质鸡蛋”演变。 抛开消费

者对风味、色泽等这类感官偏好的需求

元素，食品安全是一个政府严管、消费

者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

养殖端除了能提供一枚鸡蛋，更重

要的是要为这枚鸡蛋的食品安全提 供

可靠性。 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做到

技术为依托、管理做保障。当前，做这方

面探索、研究的很多，但难度似乎不小，

需要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摸索。

环境友好是指在宁要青山绿水、不

要金山银山的环保监管背景下，养殖业

必须面对和投入的问题。从技术层面来

说， 鸡粪的资源化利用有很多成熟、成

功的案例；从执行层面来说，以前只顾

发展， 在环保方面几乎没做什么工作，

导致现在问题很多。 现在抓环保问题，

是行业向可持续发展轨道的理性回归。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落 脚 点 在

于养殖场舍不舍得投入或者有没有 能

力投入。舍不得投入或者没有能力投入

的，果断退出是上策。另外，在环保问题

上，大型养殖场不能太自信，中小型养

殖场业也别太自卑。 大场有大的方案，

小场有小的方法， 只要实实在在地 做

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其风险主要在

于鸡粪的资源化利用不一定能带来 与

投入相匹配的资金回报。 就此而言，大

型养殖场的压力要大于中小型养殖场，

排放物数量级的差异是明摆在那里的。

价值提升简而言之，就是在成本趋

于一致的背景下，如何让你的鸡蛋创造

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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