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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臭气对集约化养鸡造成的危害及高温对集约化养鸡产生的不良的影响 ;提出了通过日粮中蛋白质、氨基酸水

平、能量水平的调整 ,某些饲料添加剂的添加等营养调控方式控制养殖场内臭气产生和缓解鸡高温应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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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居民对禽肉、禽蛋的需求量增大 ,加快了城郊集约

化养鸡业的发展。但养殖场排出的粪便及氨气、硫化氢、粪

臭素、三甲基胺等有害气体 ,不仅严重影响鸡的生产性能 ,导

致其生产能力下降 ,对疾病的易感性提高 ,也影响了居民的

健康和环境保护 ,同时也使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在我国

南方 ,夏季高温对动物影响很大 ,会使动物产生热应激反应。

高温应激会导致肉鸡生理紊乱 ,采食量、饲料报酬下降 ,严重

者甚至引起死亡 ,对肉鸡生产的负面影响极大。

1　臭气对集约化养鸡的影响及营养调控的方法

虽然恶臭气体的种类很多 ,但从它的组成上通常可以分

为五类 :一是含硫的化合物 ,如硫化氢等 ;二是含氮的化合

物 ,如氨气等 ;三是卤素及其衍生物 ,如卤代烃等 ;四是烃类 ,

如烯烃 ,炔烃等 ;五是含氧组成的化合物 ,如低级醇、醛、酮

等。鸡场内所产生恶臭气体的实质是微生物在一定的温度、

湿度、通气条件下分解有机物产生的。它的产生量因饲料的

种类、饲料的消化程度、粪便中水分、温度、季节、通气量、粪

便堆放时间、垫料与清粪方式等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1. 1　臭气的来源

集约化养鸡场的恶臭污染来源有很多方面 ,如鸡的呼

吸 ,体液分泌物、饲料、养殖舍的通风、粪尿和污水等 ;其中粪

便排出体外后的腐败分解 ,是臭气的主要来源。

1. 2　臭气对集约化养鸡场造成的危害

冬春季节气温较低 ,养殖户通常采用封闭鸡舍来提高舍

内温度 ,以达到鸡的正常生产性能要求 ;但这样会造成舍内

通气量减少。随着鸡的呼吸、排泄物的腐败分解 ,会产生有

臭味的氨、硫化氢、甲烷等有害气体 ,这些气体会对舍内的鸡

产生影响 ;特别是氨气 ,具有强烈的挥发性 ,不仅使鸡的生产

性能下降 ,而且危害人体健康 ,挥发到大气中的 HS,还可引

起酸雨 ,毁坏作物 [ 1 ]。有研究表明 ,有刺激性臭味的氨和有

恶臭的硫化氢等有害气体 ,浓度低时可使鸡的生产性能下

降 ,而浓度高时则可引起雏鸡中毒死亡。在浓度 5 g/m3 的

氨气的长期作用下 ,鸡的健康会受到影响 ;在 50 g/m3 时 ,能

使呼吸频率下降 ,产蛋量减少 [ 2 ]。

1. 3　营养调控控制臭气产生的方法

1. 3. 1　以“理想蛋白质 ”体系作为日粮配制的基础

以“理想蛋白质 ”体系代替粗蛋白质的体系来作为日粮

配制的基础可以提高畜禽蛋白质的利用率和消化率 ,减少粪

尿中的氮素含量 ,从而减少臭气的产生。家禽在出生后的发

育过程中 ,整体蛋白的氨基酸模式只发生很小的变化 ,即日

粮中氨基酸需要的差异 ,仅是绝对量的不同 ,而各种氨基酸

之间的比例总是不变的。生产中常以赖氨酸作为第一限制

性氨基酸 ,以其需要量为 100% ,其它氨基酸则按其在体组织

蛋白中与赖氨酸的比例来配合 ,调节氨基酸之间的平衡 [ 3 ]。

1. 3. 2　降低日粮中粗蛋白质水平

有学者认为 ,日粮中粗蛋白质的含量与粪尿中氨的释放

高度相关 ,增加日粮中粗蛋白质的含量或摄入能量和蛋白不

平衡的日粮都可能使氨的释放量增加。但也有不同意见 ,认

为减少日粮中的蛋白质虽可显著降低排泄物中的氮及畜禽

舍臭味 ,但生产性能却无法与高蛋白水平的日粮相比 [ 4 ]。

1. 3. 3　日粮中添加饲料添加剂

日粮中添加某些营养性添加剂 ,除可以提高畜禽的生产

能力外 ,对控制恶臭、保护环境也有重要作用。这类添加剂

主要有酶制剂、酸制剂。酶制剂的使用可以补充动物内源酶

的不足 ,降低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 ,促进营养物质的高效吸

收和利用 ;如外源性植酸酶可将饲料中植酸盐水解为游离的

正磷酸和肌醇 ,释放出磷酸根离子和大量被植酸络合的蛋白

质及铜、锌、钙、镁等矿物微量元素 ,使这些营养成分能够被

有效的吸收利用 ,从而提高畜禽对蛋白质、钙、磷、铜、锌等矿

物微量元素的利用率 ,对减轻臭气的排放和微量元素对环境

的污染有着较为积极的意义。

1. 3. 4　日粮中添加活菌制剂

活菌制剂是一种微生态制剂 ,已经在畜牧业上广泛使

用。它是通过控制畜禽消化道中某些微生物的生长而改变

微生物的发酵 ,减少臭气的产生量。李维炯等报道 ,用 EM

饲喂畜禽或处理粪便 ,能有效地消除粪便恶臭 ,抑制蚊蝇滋

生 ,净化养殖场及其周边的环境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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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温对集约化养鸡的影响及营养调控的方法

2. 1　高温应激对鸡的影响

2. 1. 1　高温会降低饲料转化率

赵聘等研究表明 ,当环境温度超过 27℃时 ,鸡群的采食

量开始下降 ,导致肉鸡摄取的能量、蛋白质和矿物质也下降 ;

另外 ,由于肉鸡饮水量增加 ,胃肠道内消化酶浓度降低 ,导致

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显著降低 ,最终会导致肉鸡生产性能降

低 [ 6 ]。Bonnet等研究证明 ,在环境温度为 22～32℃之间 ,温

度每升高 1℃,肉鸡的采食量降低 3%。同时 ,由于采食量的

减少 ,导致肉鸡摄入的营养物质无法满足肉鸡的需要 [ 7 ]。

2. 1. 2　高温会降低矿物质代谢的消化率

高温使机体酸碱平衡失调 ,机体分泌大量有机酸用于平

衡血液 pH值 ,分泌的有机酸与血液中钙离子结合 ,导致血液

中钙、磷离子浓度下降。肉鸡对钙、磷的吸收率降低 ,导致肉

鸡骨重和骨强度降低 ,肉鸡腿病发生率增加 ;同时 ,肉鸡机体

内的醛固酮和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多。醛固酮具有保钠排钾

的作用 ,使钠在肾小管中重吸收增加 ;而钾经肾小管排出量

增加 ,血钾离子浓度明显下降 ,肉鸡易发生低钾血症。

2. 1. 3　高温会影响营养物质代谢

当环境温度在 20～26℃之间 ,肉鸡对饲料的消化吸收能

力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肉鸡消化道蠕动减弱 ,食

物在消化道的停留时间延长 ,这有利于微生物和消化酶发挥

作用 ,将已消化的养分吸收 ,从而提高了饲料的转化率 [ 8 ]。

但当环境温度超过 30℃时 ,肉鸡产生热应激 ,体内消化酶活

性降低 ,消化道内血流量减少 ,肠腺组织结构也会受到损伤 ;

同时 ,由于肉鸡饮水量的大幅度上升 ,会使食糜在消化道内

停留时间缩短 ,许多营养物质来不及被肠道吸收就随粪便排

出体外 ,造成饲料营养的浪费 [ 9 ]。

2. 1. 4　高温影响蛋白质在机体内的合成、沉积

Wolfenson等研究发现 ,热应激下家禽的上呼吸道和散

热有关的器官的血流明显增加 ,但机体的消化器官血流降

低 ,导致家禽对日粮粗蛋白质水平的消化率下降 [ 10 ]。宁章

勇等研究表明 ,热应激使鸡甲状腺分泌功能发生障碍 ,腺泡

大小不一 ,滤泡上皮细胞型改变 ,甲状腺的生理作用降低 ,导

致蛋白质合成速度降低。同时 ,发生热应激时血液中糖皮质

激素的含量迅速升高 ,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作用于骨骼肌 ,使

骨骼肌蛋白质的分解代谢加速 ,蛋白质合成被抑制 [ 11 ]。

2. 2　缓解高温应激的营养调控措施

2. 2. 1　调整日粮中蛋白质、氨基酸水平

高温应激期间畜禽蛋白质的需要量仍存在着很大争议。

一方面 ,认为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改善氮的沉积 ,提高体内

代谢能的沉积量。另一方面 ,在高温应激期间 ,由于采食量

的下降 ,提高蛋白质水平 ,会导致蛋白质分解代谢的加强 ,从

而加剧了肉鸡的高温应激。此外 ,增加蛋白质水平并不能说

明在高温环境中肉鸡对蛋白质需要量和摄入量是增加的。

蒋守群等证实 ,在高温环境下提高日粮营养水平能提高试验

鸡的生长性能 ,改善体成分 [ 12 ]。Bunting L D等研究表明 ,蛋

白质需要随温度而变化 ,高温时在日粮中增加蛋白质含量能

改善氮的沉积。当肉鸡采食高粗蛋白水平日粮时 ,由于日粮

氨基酸之间的比例不平衡 ,最终将导致生产性能降低 ,反而

不利于提高肉鸡的生产性能。采用低蛋白日粮并补加限制

性氨基酸来减少蛋白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体增热 ,可以起到

减轻高温应激的作用 [ 13 ]。

2. 2. 2　提高日粮中能量水平

在高温环境下 ,由于动物体的采食量减少 ,导致能量的

摄入量降低 ;而能量的摄入量降低是家禽高温应激期间生产

性能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日粮中添加碳水化合物或动

物脂肪都能有效提高日粮能量水平 ,且添加动物脂肪的效果

好于碳水化合物。张照喜等在夏季高温季节肉仔鸡日粮中

添加 2%动物脂肪后 ,对促进增重、提高饲料报酬方面都具有

良好的效果 [ 14 ]。

2. 2. 3　在日粮中添加某些添加剂

在日粮中添加某些电解质、中草药、微生态制剂等 ,补充

某类维生素、微量元素能起到缓解高温应激的作用。Teeter

RG等试验证明 ,饲喂含 0. 5%碳酸氢钠日粮能显著提高高温

应激肉鸡的增重和采食量 ;在日粮中添加 VC,可以缓解鸡的

高温应激 ,提高高温应激下肉鸡活重、采食量、饲料转化率、

胴体品质 ,降低血清皮质醇和丙二醛含量 [ 15 ]。黄志毅等研

究表明 ,在日粮中添加甜菜碱可以缓解高温对肉鸡的影响 ,

可以提高肉鸡的生产性能 [ 16 ]。

3　结语

在集约化养鸡过程中 ,依靠任何单一控制养殖场内臭气

的产生和缓解鸡高温应激作用的营养调控途径 ,都是难以达

到理想的除臭、缓解高温应激的效果。从控制恶臭产生的源

头 ,防止恶臭扩散及设法综合利用多种管理方式与除臭技

术 ,进行防暑降温、加强饲养管理、合理配置日粮、添加抗高

温应激的添加剂、培育耐热品种等方法并用 ,将高温应激造

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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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切碎长度与不同饲喂方式对奶牛的影响

不同切碎长度与不同饲喂方式对奶牛的影响试验结果

见表 1。

表 1　不同切碎长度与不同饲喂方式对奶牛的影响试验结果

处理

方法
平均日产奶量

kg

胎衣

不下 /%

空怀

母牛 /%

产后

疾病 / %

消化

疾病 /%

肢蹄

疾病 /%

L1W 1
37. 8 ±1. 2
36. 9 ±1. 0

30
25

25
23

21
25

20
25

15
15

L1W 2
40. 2 ±1. 3
39. 1 ±1. 1

30
30

25
30

20
18

22
30

20
15

L2W 1
39. 9 ±1. 6
40. 4 ±1. 0

5
10

10
15

15
17

19
17

10
10

L2W 2
41. 3 ±1. 1
40. 9 ±1. 3

10
10

10
10

10
14

10
12

5
15

2. 2　各指标数据的统计分析

2. 2. 1　切碎长度的影响

由表 2可知 ,胎衣不下、空怀母牛指标 ,各处理组间表现

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平均日产奶量、产后疾病、消化道疾

病、肢蹄疾病指标上 ,切碎长度各处理组间差异显著 ( P <

0. 05)。

2. 2. 2　饲喂方式的影响

由表 2可知 ,在平均日产奶量指标上 ,各处理组间差异

显著 ( P < 0. 05) ;其余各指标各处理组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表 2　不同切碎长度、不同饲喂方式对奶牛的显著性影响

试验

因素

平均

日产奶量
胎衣不下 空怀母牛 产后疾病 消化疾病 肢蹄疾病

切碎长度 17. 553 12833 62. 333 19. 63 15. 73 183

饲喂方式 10. 833 2 0. 07 6. 4 0. 51 0. 2

　　注 :表中数值为 F 值 ;同行右肩注“3 ”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33 ”表示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不标注表示差异

不显著 ( P > 0. 05)。

2. 2. 3　切碎长度、饲喂方式两因素的影响

在上述两试验因素各处理差异显著的基础上 ,对平均日

产奶量各处理组进行了多重比较 ,结果见表 3。

由表 3可知 , L2W 2 组极显著高于 L1W 1 组 ( P < 0. 01) ;

L2W 1 组、L1W 2 组显著高于 L1W 1 组 ( P < 0. 05) ,其它处理组

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说明 L2W 2 组平均日产奶量高于

其他各处理组。

表 3　平均日产奶量在各处理组间的多重比较

处理组 L2W 2 L2W 1 L1W 2 L1W 1

平均日产奶量
kg

41. 1 ±1. 20Aa 40. 15 ±1. 30ABa 39. 65 ±1. 30Aac 37. 35 ±1. 10Bb

　　注 :同行右肩注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大写

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3　讨论

吴晓杰等报道 ,经不同切碎方式制成的青贮饲料均为优

质的青贮饲料 [ 1 ]。实际生产中 ,增加切碎长度还可以提高青

贮劳动效率 ,减轻机械设备 (如刀具 )损耗 ,降低动力能源消

耗 ,节约成本。但是玉米秸秆青贮料在不经揉碎等处理情况

下直接饲喂给奶牛 ,会有一定的浪费。

长纤维的粗饲料能促进奶牛反刍时咀嚼 ,增加唾液分

泌 ,有利于胃肠蠕动和食物排空 ,防止出现前胃迟缓、真胃积

食、真胃变位等疾病。本试验玉米秸秆青贮切碎长度为

26 mm,对比切碎长度 10 mm的青贮料 ,用于饲喂奶牛不仅

可以提高产奶量以及减少内、产科疾病发生 ,还可提高繁殖

性能。这与文献 [ 3 ]、[ 4 ]等研究结果相类似。

4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使用切碎长度为 26 mm的青贮饲料并采

用 TMR揉碎处理后饲喂奶牛 ,是提高玉米秸秆青贮利用价

值较为理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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