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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禽研究的不断发展，快速生长的肉鸡

成为了行业的主导。然而由于脂类的高添加量，

导致了肉鸡体脂（主要是腹脂）的过度沉积，既降

低了饲料的转化率，又影响胴体的品质，造成了资

源的浪费［1］。脂类除了为机体供能外，其含有的高

卵磷脂和必须脂肪酸对机体有重要的作用［2］。因

此，脂类的正确合理应用以及新型脂类的开发显

得十分重要。本研究以含有高比例卵磷脂和必需

脂肪酸的复合脂肪为试验材料，以大豆油为对照，

研究复合脂肪对肉鸡生产性能等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复合脂肪：山东中牧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美超能Z505）乳化均衡油粉。油脂含量：51%、膨化

玉米：40%，糊精、葡萄糖：9%。油脂中，卵磷脂：30.0%，

亚油酸：36.3%，亚麻酸：9.0%，中链脂肪酸：10.0%。

1.2 试验设计

生产试验：选取1日龄AA肉鸡68 800只，随机

分为2个处理，每个处理4个重复，每个重复8 600只

（一栋鸡舍）。对照组饲喂仅添加豆油的基础饲

料，试验组用复合脂肪全部替代对照组的豆油。

试验期 42 d，分 1~21日龄和 22~42日龄两个阶段

进行。试验鸡平养，自由采食、饮水。免疫：7日龄

新城疫、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二联苗以及禽流感疫

苗点眼、滴鼻、注射，14日龄法氏囊饮水。

屠宰试验：在生产试验的第 21、42日龄时，每

个重复随机抽取 4只鸡进行屠宰试验。测定屠体

率、全净膛率、胸肌率、腿肌率、腹脂率。

1.3 试验日粮

参照NRC（1994）营养需要配制试验日粮，详

细配方组成和营养水平见表1。
1.4 测定指标与方法

1.4.1 生产性能

饲养期间记录肉仔鸡的采食量、死淘数，于

42日龄以重复为单位记录肉鸡出栏体重，计算平

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重、料重比和死淘率。

1.4.2 屠宰性能

屠体率（%）=（屠体重/宰前体重）×100%；

全净膛率（%）=（全净膛重/宰前体重）×100%；

腿肌率（%）=（两侧腿净肌肉重/全净膛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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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肌率（%）=（两侧胸肌重/全净膛重）×100%；

腹脂率（%）=两侧胸肌重/（全净膛重+腹脂

重）×100%。

取左侧胸肌、腿肌测定肌内脂肪含量。

1.4.3 肌内脂肪

屠宰后的胸肌、腿肌样品切薄片后用研钵研

磨成肉浆，用索氏抽提法（GB/T 5009.6-2003）测定

肌肉中的粗脂肪含量。计算可得鲜样基础的胸

肌、腿肌中的粗脂肪含量。

1.5 数据分析与统计

试验数据使用 SAS 9.2软件进行统计。采用

方差分析（ANOVA）中的单因子方差（One-way
analysis variance）进行分析，Duncan多重比较，显

著性水平为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产性能

添加复合脂肪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2，
由表2可知，复合脂肪可显著降低肉仔鸡的平均日

采食量（P<0.05），但不影响肉仔鸡的平均日增重

及料重比，即复合脂肪的使用可降低饲料的摄入

量，增加饲料中养分的利用率，降低成本。

2.2 屠宰性能

肉鸡屠宰性能的分析见表3。由表3可知，复

合脂肪酸替代饲粮中的大豆油对肉仔鸡的屠宰性

能无显著影响（P>0.05）。即复合脂肪的使用不会

影响肉仔鸡的各项屠宰指标。

2.3 肌内脂肪

添加复合脂肪对肉鸡肌内脂肪有一定的影响，

由表4可知，复合脂肪极显著的增加了21日龄肉仔

鸡胸肌中脂肪的含量（P<0.01），显著增加了42日龄

肉仔鸡腿肌中脂肪的含量（P<0.05），且有提高42日
龄的肉仔鸡胸肌脂肪含量的趋势（P=0.089）。

表3 复合脂肪对肉鸡屠宰性能的影响 %
日龄

21

42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SEM
P值

试验组

对照组

SEM
P值

屠体率

96.05
96.18
0.34
0.678
96.20
96.25
0.17
0.423

全净膛率

73.05
72.44
0.48
0.298
78.34
78.06
0.40
0.449

胸肌率

25.92
25.58
0.39
0.430
28.99
28.41
0.59
0.508

腿肌率

19.20
19.06
0.25
0.470
18.47
18.11
0.40
0.546

腹脂率

1.54
1.60
0.05
0.559
2.09
2.18
0.13
0.724

表4 复合脂肪对肉鸡肌内脂肪的影响 %
日龄

21

42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SEM
P值

试验组

对照组

SEM
P值

胸肌

2.28a

1.65b

0.10
<0.0001
2.96
2.64
0.13
0.089

腿肌

3.19
2.98
0.12
0.217
3.92a

3.38b

0.18
0.044

表2 复合脂肪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处理

试验组

对照组

SEM
P值

平均日采食量（g/d）
96.90b

99.86a

1.03
0.048

平均日增重（g/d）
59.33
60.82
2.15
0.167

料重比

1.63
1.64
0.01
0.288

死淘率（%）

98.10
98.60
0.94
0.705

注：同行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表1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
项目

原料（%）

玉米

小麦

面粉

豆粕

花生粕

玉米酒糟

玉米蛋白粉

复合脂肪 1

大豆油

石粉

磷酸氢钙

氯化钠

L-赖氨酸

DL-蛋氨酸

预混料 2

合计

营养水平（%）3

消化能（MJ/kg）
粗蛋白

钙

总磷

可消化磷

赖氨酸

蛋+胱

1~21日龄

对照组

53.83
5.00
4.00

23.60
2.00
2.00
4.00
-
0.50
1.39
1.57
0.28
0.79
0.21
1.00

100.00

12.10
20.73
0.98
0.63
0.50
1.32
0.88

试验组

53.83
5.00
4.00

23.60
2.00
2.00
4.00
0.50
-
1.39
1.57
0.28
0.79
0.21
1.00

100.00

12.10
20.73
0.98
0.63
0.50
1.32
0.88

22~42日龄

对照组

50.66
3.00

10.00
21.56
-
21.56
4.00
-
2.55
1.30
1.24
0.28
0.68
0.14
1.00

100.00

12.74
19.76
0.87
0.58
0.45
1.22
0.79

试验组

50.66
3.00

10.00
21.56
-

21.56
4.00
2.55
-
1.30
1.24
0.28
0.68
0.14
1.00

100.00

12.74
19.76
0.87
0.58
0.45
1.22
0.79

注：1. 复合脂肪：山东中牧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美超能Z505）乳化

均衡油粉。油脂含量：51%、膨化玉米：40%，糊精、葡萄糖：9%。油脂中，卵

磷脂：30.0%，亚油酸：36.3%，亚麻酸：9.0%，中链脂肪酸：10.0%；2. 预混料

为每千克饲粮提供：VA 9 050 IU，VD3 1 950 IU，VE 26 IU，VK3 5.0 mg，硫胺

素 2.6 mg，核黄素 8.0 mg，VB6 3.0 mg，VB12 0.02 mg，氯化胆碱 500 mg，烟酸

35.0 mg，泛酸 15.0 mg，叶酸 1.2 mg，Mn 60.0 mg，Zn 60.0 mg，Fe 80 mg,，
Cu 8.5 mg，I 0.27 mg，Se 0.20 mg；3. 消化能为计算值，其余为实测值。

研究简报研究简报

-- 52



2016年第38卷第 期 China Poultry Vol.38，No. .2016

3 讨 论

磷脂是很好的脂肪乳化剂，其使用有利于饲

料中油脂的消化吸收［3］。王建军［4］报道，磷脂可以

提高21日龄AA肉仔鸡表观代谢能（AME）。Huang
等［5］日粮中添加大豆磷脂显著提高日增重和饲料

转化效率，大豆卵磷脂提高日粮中豆油的代谢

率。本研究结果表明，复合脂肪能在不影响肉仔

鸡平均日增重的前提下降低肉仔鸡的采食量，这

可能是由于复合脂肪中高含量的卵磷脂乳化脂

类，促进脂类的消化吸收，提高脂类的利用率。在

本研究中，复合脂肪有降低肉仔鸡料重比的趋势，

但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本试验是以等量复

合脂肪替代大豆油，而不是额外添加磷脂，所以效

果不显著。

共轭亚油酸是由亚油酸衍生的多种位置异

构体和几何异构体的总称，有降低脂肪沉积的功

能［6］。Brodie等［7］报道，25~100 μmol/L共轭亚油酸

混合物可显著抑制 3T3-L1前体脂肪细胞的增殖

和分化。Tischendorf等［8］报道，向猪日粮中添加

2%共轭亚油酸后，猪背部脂肪厚度减少了 11%
（约 2.8 mm），胴体瘦肉率提高了 1.5%。Szymczyk
等［9］研究发现，共轭亚油酸可明显降低肉鸡腹脂含

量，同时提高腿肌含量。在本研究中，复合脂肪含

有较高的亚油酸，添加复合脂肪有降低肉仔鸡腹

脂率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使用时

间较短、添加量较少导致的。此外，本试验还发现

添加复合脂肪能显著增加肉仔鸡胸肌、腿肌中肌

内脂肪的含量，结合肉仔鸡腹脂的降低，猜测可能

是复合脂肪改变了部分脂肪的沉积部位，具体机

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 论

复合脂肪替代肉仔鸡日粮中的大豆油能降低

肉仔鸡的采食量，提高肉仔鸡的生产性能，合理改

善机体脂肪的分布，改善胴体品质。本试验证明

了复合脂肪可以在大规模生产中使用，且能节约

饲养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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