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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能量和蛋白含量
对苏禽乌骨鸡日增重的影响

张学余 ,韩　威 ,苏一军 ,李国辉 ,陆进宏

(中国农业科学院 家禽研究所 ,江苏 扬州 225003)

摘要 :以苏禽乌骨鸡为试验素材 ,采用 2因素 3水平设计 ,分析不同代谢能和粗蛋白水平对苏禽乌骨鸡日增重

的影响 ,试验分 3期 (0～4周龄、5～8周龄、9～12周龄 )。结果表明 : 0～4周龄、5～8周龄、9～12周龄公鸡、母

鸡各处理组间日增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以日增重为衡量指标确定的各期日粮最适代谢能和粗蛋白水

平分别为 : 0～4周龄公鸡代谢能 11. 72 MJ /kg,粗蛋白 20% ;母鸡代谢能 11. 30 MJ /kg,粗蛋白 20% ; 5～8周龄

公鸡代谢能 12. 55 MJ /kg,粗蛋白 19% ;母鸡代谢能 11. 72 MJ /kg,粗蛋白 18%; 9～12周龄公鸡代谢能 12. 69 MJ /

kg,粗蛋白 17%;母鸡代谢能 12. 55 MJ /kg,粗蛋白 17%。蛋白因素对 0～4周龄公鸡、母鸡日增重的效应显著 ( P

< 0. 05) ,能量因素对 5～8周龄、9～12周龄公鸡、母鸡日增重的效应显著 ( P < 0. 05) ,各期中蛋白因素和能量

因素之间存在交互 ,但交互效应对公鸡、母鸡日增重的影响并不显著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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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 ietary M etabolizable Energy (M E) and
Crude Prote in ( CP) Concentrations on Da ily Ga in of

Suqin Silky Chickens Aged from 0 to 12 W eeks

ZHANG Xue2yu, HAN W ei, SU Yi2jun, L I Guo2hui, LU J ing2hong

　　 ( Poultr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Yangzhou 22500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2 ×3 factorial arrangement was desigened,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ietary

metabolizable energy (ME) and crude p rotein ( CP) concentrations on daily gain of Suqin Silky chicken

breeds were analyzed. Three periods with particular dietaryME and CP concentrations were divided across th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e daily gains of males and females among treatment group 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05) in all the three periods. In term s of acquiring the highest daily gains, the op timal dieta2
ry ME and CP levels for Suqin Silky chickens were found out: 11. 72 MJ /kgME and 20% CP for males in 0

- 4 weeks, 11. 30 MJ /kg ME and 20% CP for females in 0 - 4 weeks , 12. 55 MJ /kg ME and 19% CP for

males in 5 - 8 weeks, 11. 72 MJ /kgME and 18% CP for females in 5 - 8 weeks, 12. 69 MJ /kgME and 17%

CP for males in 9 - 12 weeks, 12. 55 MJ /kgME and 17% CP for females in 9 - 12 weeks. For both males and

females, CP factor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 P < 0. 05) on daily gains in 0 - 4 weeks, bu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 P > 0. 05) in 5 - 8 weeks and 9 - 12 weeks. ME factor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 P < 0. 05) on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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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s in 5 - 8 weeks and 9 - 12 weeks, bu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 P > 0. 05) in 0 - 4 weeks.

Key words: Suqin silky chickens; metabolizable energy (ME) ; crude p roterin (CP) ; daily gain

饲料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用于满足家禽的维持和生长需要 ,其中最主要的是能量和蛋白质 ,饲料中

过多的添加蛋白质和能量造成浪费 ,添加量不足不能满足家禽生长发育的需要 ,合理的制定饲料配方对

于节约饲料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家禽生产中日粮能量和蛋白质的配合大多参照我国颁布的地方品种

鸡或肉仔鸡饲养标准 ,地方品种鸡饲养标准 ,其能量和蛋白质需要量主要参照了广东黄鸡品种 (惠阳胡

须鸡、清远麻鸡、杏花鸡等 ) ;肉仔鸡饲养标准则主要参照美国 NRC的白羽快大型肉鸡的饲养标准 [ 1 - 4 ]
,

而我国地方鸡品种繁多 ,体型大小差异较大 ,使用同一标准未必合适 ,对饲料营养利用和需要有各自的

特点 ,按上述标准配制的日粮可能并不一定适合 ;针对这一状况 ,国内学者 [ 5 - 9 ]已在不同的鸡种上开展

了许多研究。闵育娜等人 [ 10 ]研究了 0～4周龄肉仔鹅能量和蛋白质的需要量。但苏禽乌骨鸡对蛋白质

和能量的需要还未见报道。

本研究根据苏禽乌骨鸡生长特点 ,设计不同能量和蛋白质水平日粮 ,旨在通过饲养试验探讨苏禽乌

骨鸡生长期最佳能量和蛋白质水平 ,为大规模推广苏禽乌骨鸡 ,进一步制定苏禽乌骨鸡饲养标准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试验动物 　选用苏禽乌骨鸡初生雏 1 440羽 ,公母各半 ,按试验设计随机分组。

1. 1. 2　试验设计 　试验采取两因素 3 ×3交叉设计 ,两个因素分别为能量水平和粗蛋白水平 , 1 440羽

初生雏鸡 (公母各半 )随机分为 9个处理组 ,每个处理 4个重复 ,每个重复 20羽。试验分为 0～4周龄、5

～8周龄和 9～12周龄 ,各期各组日粮能量和蛋白含量组成见表 1,采用玉米 —豆粕型日粮。

1. 2　试验方法

1. 2. 1　饲养管理 　采用笼养方式 ,舍内温度第 1周为 32～35 ℃,每周下调 2～3 ℃, 5周后脱温。舍内

相对湿度第一周为 60% ～65% , 2周后保持 55%左右。光照时间 1～3日龄为 24 h光照 , 4～7日龄为

22 h光照 , 8日龄以后采用自然光照 ,自然通风。自由采食、自由饮水。

1. 2. 2　观测项目 　饲养期间以组为单位 ,记录试验鸡群的初生重和期末体重 ,并以此计算试验鸡群的

平均日增重。

1. 2. 3　数据统计分析 　不同处理组间的日增重差异 ,采用 SPSS 11. 5软件 one - way ANOVA分析中的

LSD多重比较法 ;各目标因素效应检验 ,采用 SPSS 11. 5软件的 GLM ( General L inearModel)法。
表 1　0～12周龄日粮能量和蛋白含量

Tab. 1　M E and CP con ten ts aged from 0 to 12 weeks

周龄 /周

W eeks

因素

Factors

处理 Treatments

1 2 3 4 5 6 7 8 9

0～4 CP /% 19 19 19 20 20 20 21 21 21

ME / (MJ·kg- 1 ) 11. 30 11. 72 12. 14 11. 30 11. 72 12. 14 11. 30 11. 72 12. 14

5～8 CP /% 17 17 17 18 18 18 19 19 19

ME / (MJ·kg- 1 ) 11. 72 12. 13 12. 55 11. 72 12. 13 12. 55 11. 72 12. 13 12. 55

9～12 CP /% 15 15 15 16 16 16 17 17 17

ME / (MJ·kg- 1 ) 12. 14 12. 55 12. 69 12. 14 12. 55 12. 69 12. 14 12. 55 12. 69

2　结果分析

2. 1　日增重数据方差齐次性检验

0～4周至 9～12周公鸡、母鸡日增重数据的方差分析齐次性检验结果见表 2,双尾显著性概率 ( P

> 0. 05)表明接受方差齐次假设 ,可以采用 LSD法进行日增重均值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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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方差齐次性检验

Tab. 2　L evene’s test of hom ogene ity of var iances( a)

周龄 /周

W eeks

性别

Sex

Levene值

Levene statistic

自由度 1

df1

自由度 2

df2

概率

S ig.

0～4 公鸡 ♂ 1. 268 8 35 0. 259

母鸡 ♀ 0. 328 8 351 0. 955

5～8 公鸡 ♂ 0. 729 8 351 0. 665

母鸡 ♀ 1. 652 8 351 0. 121

9～12 公鸡 ♂ 0. 998 8 351 0. 444

母鸡 ♀ 1. 192 8 351 0. 258

　　检验的无效假设为各交叉组响应变量的方差相等 ,模型设计 :截距 +因素 CP +因素 ME +因素交互。

　　Tests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the error varianc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equal across groups. Intercep t +CP +ME +CP3 ME.

2. 2　不同营养水平对 0～4周龄日增重的影响

2. 2. 1　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 　0～4周龄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结果 (表 3)表明 ,公、母鸡各组间日增重

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最适营养水平为 :公鸡能量 11. 72 MJ /kg,粗蛋白 20%;母鸡能量 11. 30 MJ /kg,粗

蛋白 20%。
表 3　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

Tab. 3　M ultiple com par ison s ( L SD ) of da ily ga in s

性别

Sex

处理

Treatments

平均值

Mean

95%置信区间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an

上限 Lower bound 下限 Upper bound

最小值

M 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公鸡 ♂ 1 6. 79 ±0. 81B3 6. 533 7 7. 057 3 5. 50 8. 89

2 6. 82 ±0. 85B 6. 549 8 7. 095 2 4. 87 8. 33

3 6. 89 ±0. 99B 6. 573 0 7. 210 0 4. 38 8. 77

4 7. 00 ±0. 83 6. 735 6 7. 272 4 4. 06 8. 61

5 7. 56 ±0. 71A 7. 340 3 7. 796 2 5. 92 8. 90

6 7. 35 ±0. 68 7. 134 3 7. 570 2 5. 91 8. 63

7 7. 07 ±0. 82 6. 811 3 7. 336 2 4. 75 8. 41

8 7. 36 ±0. 853 6. 386 2 8. 340 8 4. 91 25. 54

9 7. 23 ±0. 93 6. 936 1 7. 533 4 4. 93 9. 33

Total 7. 12 ±1. 29 6. 988 2 7. 257 6 4. 06 25. 54

母鸡 ♀ 1 5. 18 ±0. 79B 4. 941 6 5. 437 9 3. 77 6. 61

2 5. 19 ±0. 82B 4. 945 9 5. 441 1 4. 05 7. 25

3 5. 09 ±0. 89B3 4. 870 9 5. 326 6 3. 63 6. 57

4 6. 54 ±0. 81A 6. 295 5 6. 785 5 5. 26 8. 41

5 6. 29 ±0. 663 6. 074 7 6. 520 8 5. 14 7. 69

6 6. 00 ±0. 75 5. 764 6 6. 246 4 3. 63 7. 38

7 6. 37 ±0. 79A 6. 167 0 6. 632 5 5. 17 7. 83

8 6. 41 ±0. 91A 6. 158 5 6. 663 0 4. 89 7. 98

9 6. 46 ±0. 66A 6. 198 5 6. 728 5 4. 50 7. 94

Total 5. 85 ±0. 79 5. 857 2 6. 053 9 3. 63 8. 41

　　不同字母之间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 3 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D ifferent cap ital letters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 05) , D ifferent asterisk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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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因素效应检验 　影响 0～4周龄公鸡、母鸡日增重的各目标因素效应检验结果 (表 4)表明 ,蛋白

因素效应显著 ( P < 0. 05) ,能量因素效应不显著 ( P > 0. 05) ,蛋白因素和能量因素之间的交互效亦不显

著 ( P > 0. 05) ;各因素对总变异的贡献在公鸡、母鸡试验组中大小依次为 :蛋白、能量、蛋白能量交互

( Eta
2
CP > Eta

2
M E > Eta

2
CP 3 M E )。

表 4　各因素效应检验

Tab. 4　Tests of between - subjects effects

性别

Sex

变异来源

Source

三类平方差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均方

Mean square
F值 P值

Eta平方

Partial eta squared

公鸡 ♂ Corrected model 23. 555 2. 944 1. 773 0. 081 0. 039

截距 Intercep t 18 264. 797 18 264. 797 10 996. 044 0. 000 0. 969

蛋白 CP 15. 188 7. 594 4. 572 0. 011 0. 025

能量 ME 5. 416 2. 708 1. 630 0. 197 0. 009

交互 CP 3 ME 2. 951 0. 738 0. 444 0. 777 0. 005

母鸡 ♀ Corrected model 121. 023 15. 128 26. 240 0. 000 0. 374

截距 Intercep t 12 768. 592 12 768. 592 22 147. 493 0. 000 0. 984

蛋白 CP 114. 959 57. 479 99. 700 0. 000 0. 362

能量 ME 3. 931 0. 983 1. 705 0. 148 0. 019

交互 ME 3 CP 2. 133 1. 066 1. 850 0. 159 0. 010

　　检验水平为 0. 05。Computed using alpha = 0. 05.

2. 3　不同营养水平对 5～8周龄日增重的影响

2. 3. 1　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 　5～8周龄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结果 (表 5)表明 ,公、母鸡各组间日增重

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最适营养水平为 :公鸡能量 12. 55 MJ /kg,粗蛋白 19%;母鸡能量 11. 72 MJ /kg,粗

蛋白 18%。

2. 3. 2　因素效应检验 　影响 5～8周龄公鸡、母鸡日增重的各目标因素效应检验结果 (表 6)表明 ,能量

因素效应显著 ( P < 0. 05) ,蛋白因素效应不显著 ( P > 0. 05) ,蛋白因素和能量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亦不

显著 ( P > 0. 05) ;各因素对总变异的贡献在公鸡、母鸡试验组中大小依次为 :能量、蛋白能量交互、蛋白

( Eta
2
M E > Eta

2
CP 3 M E > Eta

2
CP )。

2. 4　不同营养水平对 9～12周龄日增重的影响

2. 4. 1　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 　9～12周龄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结果 (表 7)表明 ,公、母鸡各组间日增

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最适营养水平为 :公鸡能量 12. 69 MJ /kg,粗蛋白 17%;母鸡能量 12. 55 MJ /kg,

粗蛋白 17%。

2. 4. 2　因素效应检验 　影响 9～12周龄公鸡、母鸡日增重的各目标因素效应检验结果 (表 8)表明 ,能

量因素效应显著 ( P < 0. 05) ,蛋白因素效应不显著 ( P > 0. 05) ,蛋白因素和能量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亦

不显著 ( P > 0. 05) ;各因素对总变异的贡献在公鸡试验组中大小依次为能量、蛋白能量交互、蛋白

( Eta
2
M E > Eta

2
CP 3 M E > Eta

2
CP ) ,在母鸡试验组中大小依次为能量、蛋白、蛋白能量交互 ( Eta

2
M E > Eta

2
CP >

Eta
2
CP 3 M E )。

3　讨论与结论

3. 1　能量和蛋白水平对日增重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 ,蛋白是影响苏禽乌骨鸡 0～4周龄日增重的主效因素 ,能量是影响苏禽乌骨鸡日增重

的主效因素 ,蛋白和能量的交互效应对苏禽乌骨鸡 0～4周龄、5～8周龄、9～12周龄日增重的影响并不

显著 ,这与康相涛等 [ 1 ]研究日粮能量、粗蛋白质水平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固始鸡各期日增重影响的结

果不尽相同 ;相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对不同品种或品系鸭、鹅等家禽的日粮营养需要量研究中 [ 2 - 5 ]。表

明品种 (品系 )及生长规律决定了其对日粮营养浓度反应的敏感度和适应范围 ,品种不同、生长阶段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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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

Tab. 5　M ultiple com par ison s ( L SD ) of da ily ga in s

性别

Sex

处理

Treatments

平均值

Mean

95%置信区间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an

上限 Lower bound 下限 Upper bound

最小值

M 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公鸡 ♂ 1 15. 12 ±1. 82B 13. 815 9 16. 432 1 11. 66 17. 36

2 15. 76 ±1. 65 14. 574 6 16. 945 4 13. 30 18. 72

3 16. 52 ±1. 613 15. 374 8 17. 681 2 14. 72 19. 48

4 14. 95 ±1. 56B3 13. 830 0 16. 070 0 12. 32 16. 94

5 16. 00 ±1. 54 14. 897 8 17. 102 2 13. 58 18. 56

6 16. 35 ±2. 09 14. 856 3 17. 847 7 12. 58 18. 68

7 14. 91 ±1. 05B3 14. 159 2 15. 664 8 13. 14 16. 90

8 15. 70 ±2. 96 14. 273 0 17. 135 0 13. 67 20. 95

9 16. 86 ±1. 64A 15. 687 7 18. 044 3 13. 72 19. 20

Total 15. 79 ±1. 63 15. 433 9 16. 165 2 11. 66 20. 95

母鸡 ♀ 1 12. 12 ±0. 81B 11. 702 3 12. 541 3 11. 19 13. 29

2 12. 36 ±0. 70B 12. 129 3 13. 148 9 11. 32 13. 84

3 13. 54 ±0. 65A 13. 216 4 13. 865 4 13. 05 14. 73

4 11. 91 ±0. 70B3 11. 420 1 12. 407 2 11. 04 12. 91

5 13. 63 ±0. 87A 13. 286 9 13. 982 2 13. 06 14. 16

6 13. 41 ±0. 83A 13. 210 6 13. 613 0 13. 01 13. 90

7 11. 93 ±0. 72B 11. 558 0 12. 309 3 11. 14 12. 88

8 12. 82 ±0. 883 12. 228 6 13. 420 4 10. 61 13. 73

9 13. 49 ±0. 53A 13. 153 3 13. 832 2 12. 98 14. 70

Total 12. 83 ±0. 73 12. 654 8 13. 014 7 10. 61 14. 73

　　不同字母之间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 3 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D ifferent cap ital letters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5) , different asterisk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5).

表 6　各因素效应检验

Tab. 6　Tests of between - subjects effects

性别

Sex

变异来源

Source

三类平方差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均方

Mean square
F值 P值

Eta平方

Partial eta squared

公鸡 ♂ Corrected model 39. 899 4. 987 1. 746 0. 100 0. 147

截距 Intercep t 22 466. 336 22 466. 336 7 865. 310 0. 000 0. 990

蛋白 CP 0. 055 0. 027 0. 010 0. 990 0. 000

能量 ME 37. 784 18. 892 6. 614 0. 002 0. 140

交互 CP 3 ME 2. 060 0. 515 0. 180 0. 948 0. 009

母鸡 ♀ Corrected model 45. 225 5. 653 14. 743 0. 000 0. 567

截距 Intercep t 16 308. 344 16 308. 344 42 530. 460 0. 000 0. 998

蛋白 CP 1. 147 0. 574 1. 496 0. 230 0. 032

能量 ME 38. 676 19. 338 50. 432 0. 000 0. 528

交互 CP 3 ME 2. 402 0. 450 0. 322 0. 610 0. 135

　　检验水平为 0. 05。Computed using alpha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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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日增重均数多重比较

Tab. 7　M ultiple com par ison s ( L SD ) of da ily ga in s

性别

Sex

处理

Treatments

平均值

Mean

95%置信区间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an

上限 Lower bound 下限 Upper bound

最小值

M 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公鸡 ♂ 1 15. 01 ±1. 72B 13. 784 8 16. 249 2 11. 66 16. 92

2 15. 55 ±1. 35 14. 591 6 16. 524 4 13. 30 18. 00

3 16. 33 ±1. 36A 15. 362 0 17. 316 0 14. 72 19. 48

4 14. 84 ±1. 45B3 13. 804 2 15. 887 8 12. 32 16. 44

5 15. 86 ±1. 36 14. 881 9 16. 838 1 13. 58 17. 56

6 16. 02 ±1. 953 14. 803 7 17. 600 3 12. 58 18. 46

7 15. 08 ±1. 25B 14. 186 6 15. 977 4 13. 04 16. 90

8 15. 25 ±1. 01 14. 527 3 15. 980 7 13. 67 16. 95

9 16. 46 ±1. 27A 15. 554 0 17. 378 0 13. 72 18. 14

Total 15. 62 ±1. 49 15. 312 2 15. 937 6 11. 66 19. 48

母鸡 ♀ 1 10. 79 ±1. 55B3 9. 753 6 11. 840 4 7. 66 12. 72

2 11. 55 ±1. 28 10. 697 0 12. 419 0 9. 30 14. 00

3 12. 03 ±0. 773 11. 516 8 12. 561 2 10. 72 13. 10

4 10. 84 ±1. 38B3 9. 917 9 11. 774 1 8. 32 12. 44

5 11. 36 ±1. 30 10. 482 9 12. 237 1 9. 58 13. 44

6 12. 20 ±1. 45A 10. 956 2 13. 447 8 8. 58 14. 46

7 11. 08 ±1. 18 10. 284 2 11. 879 8 9. 04 12. 90

8 12. 26 ±1. 08A 11. 534 6 12. 997 4 9. 72 14. 14

9 11. 25 ±1. 13A 11. 534 6 12. 997 4 9. 72 14. 14

Total 11. 50 ±1. 33 11. 325 7 11. 877 8 7. 66 14. 46

　　不同字母之间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 3 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D ifferent cap ital letters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5) , different asterisk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5).

表 8　各因素效应检验

Tab. 8　Tests of between - subjects effects

性别

Sex

变异来源

Source

三类平方差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均方

Mean square
F值 P值

Eta平方

Partial eta squared

公鸡 ♂ Corrected model 30. 187 3. 773 1. 817 0. 086 0. 152

截距 Intercep t 21 972. 344 21 972. 344 10 579. 306 0. 000 0. 992

蛋白 CP 0. 026 0. 013 0. 006 0. 994 0. 000

能量 ME 27. 705 13. 853 6. 670 0. 002 0. 141

交互 CP 3 ME 2. 456 0. 614 0. 296 0. 880 0. 014

母鸡 ♀ Corrected model 32. 815 4. 102 2. 383 0. 022 0. 175

截距 Intercep 13 325. 524 13 325. 524 7 741. 631 0. 000 0. 989

蛋白 CP 3. 597 1. 799 1. 045 0. 356 0. 023

能量 ME 27. 012 13. 506 7. 84 0. 001 0. 148

交互 CP 3 ME 2. 207 0. 552 0. 320 0. 864 0. 014

　　检验水平为 0. 05。Computed using alpha = 0. 05.

·402·



第 2期 张学余等 :饲料能量和蛋白含量对苏禽乌骨鸡日增重的影响

同 ,其最适能量和蛋白质水平也不同。因此 ,在实际生产中要针对不同品种及其生长特点设置饲粮营养

水平。

3. 2　苏禽乌骨鸡最适能量和粗蛋白水平

本研究以日增重作为衡量指标 ,确定了苏禽乌骨鸡 3个生长阶段的最适能量和粗蛋白水平 ,与中国

地方品种黄鸡营养需要标准和台湾省畜牧学会 (1993)建议的快速生长型土鸡的营养需要量相比 , 3个

阶段苏禽乌骨鸡公、母鸡的粗蛋白需要量与两者相接近 ;能量需要量高于中国地方品种黄鸡营养需要标

准。从 0～4周龄至 9～12周龄 ,公、母鸡的营养需要呈现蛋白水平逐渐降低 ,能量水平不断升高的趋

势 ;适当提高代谢能和粗蛋白质水平可以显著地提高日增重 ,但高代谢能和粗蛋白质水平并没有显著地

提高苏禽乌骨鸡公、母鸡日增重 ,中等能量蛋白水平日粮即能满足苏禽乌骨鸡营养需要 ,保证生长性能

充分发挥。这与郭万红等 [ 3 ]对乌骨鸡以及张顺珍等 [ 4 ]对泰和鸡、黑羽乌骨鸡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3. 3　苏禽乌骨鸡营养需要的研究方向

虽然动物生产性能指标已成为衡量其能量和蛋白质需要量的经典指标 ,但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

变 ,动物的胴体品质备受关注 ,国内外许多科研人员研究了日粮营养水平对鸡胴体品质的影响。本研究

依据日增重指标得出的最适能量和蛋白质需要量 ,并不一定能反映苏禽乌骨鸡的最佳生理及最佳体组

成的需要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苏禽乌骨鸡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及绿色添加剂等需要量的研究 ,

以利于兼顾其生产性能的成分发挥和风味、滋补特性的保持。

本研究以日增重作为衡量指标 ,确定了苏禽乌骨鸡 3个生长阶段的最适能量和粗蛋白水平 : 0～4周

龄公鸡能量 11. 72 MJ /kg,粗蛋白 20%;母鸡能量 11. 30 MJ /kg,粗蛋白 20%; 5～8周龄公鸡能量 12. 55 MJ /kg,

粗蛋白 19% ;母鸡能量 11. 72 MJ /kg,粗蛋白 18% ; 9～12周龄公鸡能量 12. 69 MJ /kg,粗蛋白 17% ;母

鸡能量 12. 55 MJ /kg,粗蛋白 17%。从 0～4周龄至 9～12周龄 ,公、母鸡的营养需要呈现蛋白水平逐渐

降低 ,能量水平不断升高的趋势 ,符合快速生长型鸡品种的营养需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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