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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处理的玉米秸型优化日粮
肥育肉牛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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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 "* 头 草 原 红 牛 平 均 分 成 $ 组 ，"、’、$ 组 依 次 饲 喂 青 黄 贮 玉 米 秸 型 日 粮 、玉 米

秸 饲 料 块 型 日 粮 和 玉 米 酒 糟 型 日 粮 ，进 行 ’%+ , 的 饲 养 试 验 ，然 后 屠 宰 。"、’、$ 组 试 验 牛 的

日 增 重 依 次 为 " &’’-、" "(&- 和 " "+% -；屠 宰 率 依 次 是 *.#((/、*+#.$/和 *+#$"/；净 肉 率

依 次 是 (+#$*/、*&#&%/和 (0#(*/。 各 种 饲 料 和 活 牛 价 格 按 时 价 计 算 ，经 济 效 益 最 好 的 日 粮

是 玉 米 酒 糟 型 ，其 次 是 玉 米 秸 饲 料 块 型 ，青 黄 贮 玉 米 秸 型 效 益 较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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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 国 玉 米 产 区 ，育 肥 牛 日 粮 除 (*/左 右 !干 物 质 )的 混 合 精 料 外 ，其 余 主 要 是 玉 米

秸秆和玉米酒糟。对玉米秸秆的加工处理主要是干秸秆铡切、青黄贮和作烧酒载体，近

两年玉米秸饲料块产品也走向了市场。肉牛生产中，日粮种类按粗饲料划分主要有青黄

贮玉米秸型、玉米酒糟3粉碎玉米秸型等，有些较大规模的育肥场使用玉米秸饲料块。由

于不同加工处理的玉米秸秆营养物质含量不同，因此日粮的结构也不一样。为比较不同

加工处理的玉米秸秆及其不同日粮结构肥育肉牛的效果和经济效益，结合生产实际情

况，设计了此项试验，旨在为肉牛生产中选择玉米秸秆加工处理方法和优化日粮组合提

供参考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正式试验于’&&’ 年 $ 月 "0 日 至 "’ 月 "’ 日在吉林省农科院畜牧分院实验牛场进行。

!,! 试验用牛

选择 ’$& 4- 左右的 "&5"" 月龄草原红牛!公牛)"* 头，平均分为 $ 组，各组体重基本

相同。

!,( 试验日粮

混合精饲料!基础日粮)、青黄贮玉米秸、玉米秸饲料块、玉米酒糟和铡切的干玉米秸。

收 稿 日 期 ：’&&$6&*6’.

作 者 简 介 ：苏 秀 侠 !"0*%6)，女 ，吉 林 省 公 主 岭 市 人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研 究 员 ，主 要 从 事 动 物 营 养 和 饲 料 研 究 。

本 文 为 中 国 农 业 部 与 日 本 国 际 农 林 水 产 业 研 究 中 心 （789:21）共 同 研 究 项 目 的 内 容 。

吉林农业科学 ’&&$;’+（%）：$%6$0 7<=>?@A <B 7CAC? 2->CD=AE=>@A 1DCF?DFG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03.06.010



!"# 日粮设计

! 个试验组的日粮组成分别是：!基础日粮"青 黄 贮 玉 米 秸"少 量 铡 切 的 干 玉 米 秸

#简称青黄贮玉米秸型日粮$；"基础日粮"玉米秸饲料 块 #简 称 玉 米 秸 饲 料 块 型 日 粮 $；#
基础日粮"玉米酒糟"铡切的干玉米秸#简称玉米酒糟型日粮$。! 种日粮分别饲喂 ! 组试

验牛，依次称为第 % 组、第 & 组和第 ! 组。各组基础日粮配方相同。

!"$ 饲养管理

试验牛在舍内拴系饲养，个体单槽饲喂。每天饲喂两次，饮水两次。精料给量固定，

玉米秸饲料块定量投喂，因为玉米秸饲料块适口性好、密度大，如果不控制采食，试验牛

则采食过量，会造成腹胀、腹泻。其它饲料给量以基本吃净或略有剩余为标准。随时调整

各种饲料给量，每天记录试验牛的给料量和各种饲料剩余量。

试验牛每月测重一次，均在早饲前个体称重。另外，每一试验期开始和结束时，也个

体称重。

!"% 试验期划分

试验分前、中、后 ! 个阶段，前期从 ! 月 %’ 日至 ( 月 !) 日，*& +；中期从 ( 月 !% 日

至 %) 月 & 日，%&( +；后 期 从 %) 月 ! 日 至 %& 月 %& 日 ，*% +，一 共 &,- +，正 式 试 验 前 预

试 * +。各试验阶段，日粮中精料配方不同#表 %$。

!"& 屠宰

饲养试验结束时，将试验牛饥饿 &. / 测屠宰前体重。然后按《中国肉牛屠宰暂行标

准》进行屠宰，测定屠宰率、净肉率等指标。

! 结果与分析

’"! 采食量与营养摄入量

各组试验牛在试验期间每头每天平均采食量和营养物质摄入量见表 &。

’"’ 试验牛生长速度与日增重

各组试验牛生长速度见图 %，各试验期日增重见图 &，全程平均日增重见表 !。对日

表 ! 试验用饲料营养成分

饲料种类
01 230 45 46 47 5 306 806 809
#:$ #:$ #:$ #:$ #:$ #:$ #:$ #:$

基础

日粮

前期 --;.% );’)) %-;.- .;)* %;), );.-
中期 --;&- );--’ %*;-, .;.! %;)% );(-
后期 -*;%’ );--’ %,;!, .;&& %;)* );.,

青黄贮玉米秸 &.;&. );%( &;(% ,;.. );)’ );)- %.;!- ,;(, %;,)
玉米秸饲料块 -’;’. );!% *;,% !%;)) );*% );%) ,,;!) !(;!% *;&&
玉米酒糟 !!;,) );!( (;(, (;’( );%% );%’ %’;,. ,;.* &;)!
干玉米秸 -’;’. );!% *;,) !&;%- );*’ );%% ,,;!. !,;., *;&%

注：230 为计算值，仅供参考，其余成分是实测值。

表 ’ 试验牛采食量和营养摄入量

组别

采食量#<= > 头·+$ 营养摄入量#= > 头·+$

混合

精料

青黄贮

玉米秸

玉米秸

饲料块

玉米

酒糟

铡切干

玉米秸
01 230 45 46 47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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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重进行方差分析，组间差异显著 !"#$%$&’，( 检 验 结 果 ：第 ) 组 和 第 * 组 间 日 增 重 差 异

不显著，但这两个组与第 + 组比较，均达到了 &,的显著水准!表 -’。

!"# 试验牛产肉性能

各组试验牛屠宰率、净肉 率 、骨 率 和 肉

骨比例见表 &。由表 & 可见，第 + 组屠宰率

和净肉率稍低，但各组差异不大。

!"$ 经济效益分析

各组试验牛的饲料成本和增重收益见表 .。

! 讨论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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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 组 试 验 牛 生 长 速 度 图 ! 各 组 试 验 牛 不 同 肥 育 阶 段 日 增 重

表 # 各组试验牛增重情况

组

别

头

数

育肥

天数
!/’

始重 末重 总增重 日增重

0 12 3%4 0 12 3%4 0 12 3%4 0 12 3%4
!56’ !,’ !56’ !,’ !56’ !,’ !6’ !,’

+ & ).7 )*&%*8 *) +*%.* &$9%)& *9 8%7& )8*%77 +. .%$8 + $)) .) .%$.
) & ).7 )*$%.$ 9 -%$+ &*.%+) +7 *%-& *$&%&) +* -%&* + +-$ &+ -%&*
* & ).7 )*+%&$ )9 +)%9$ &-9%&$ +7 *%*& *+8%7& )- 8%7- + +7. 9* 8%7*

表 $ 各组试验牛日增重比较

组别 平均日增重 :; :;<+$)) :;<++-$

* + +7. +.-= -.
) + +-$ ++7=
+ + $))

表 & 各组试验牛产肉性能

组别

宰前活重 胴体重 屠宰率 净肉重 净肉率 骨重 骨率 肉骨比

0 12 0 12 0 12 0 12
!56’ !56’ !,’ !56’ !,’ !56’ !,’ :>+

+ -97%8& *$ )7.%&$ )* &8%-- )-+%+* )$ -7%*& -&%*7 & 9%+$ &%*+
) &+&%)$ +7 *$)%.$ +) &7%8* )&8%9* +* &$%$. --%.9 ) 7%.8 &%88
* &*9%$$ )$ *+-%)$ +) &7%*+ )..%&. ++ -9%-& -8%8- + 7%7. &%&7

表 ’ 试验期的饲料成本和增重收益 !元 ? 头’

组别
混合

精料

青黄贮

玉米秸

玉米

秸块

玉米

酒糟

干玉

米秸

饲料总

成本

饲料日

成本

增重成

本!元 ? 56’
增重总

收入

增重纯

收入

+ 9).%&$ +87%+8 < .-%7. + +.9%&* -%*. -%)8 ) $7+%-9 9++%9.
) 9+.%)7 < -8*%&. + *79%7- &%+7 -%&- ) *)+%9& 9*)%++
* 9)7%8+ < )$7%8) 7.%$* + ))*%-. -%&8 *%7& ) -+&%.. + +9)%)$

注：配合精料前期 和 中 期 为 $%9)* 元 ? 56、后 期 $%9)$ 元 ，青 黄 贮 玉 米 秸 $%$. 元 ? 56，玉 米 秸 块 $%* 元 ? 56，玉 米 酒 糟

$%++ 元 ? 56，铡切玉米秸 $%+$ 元 ? 56。活牛市场价 8%.$ 元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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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 玉米酒糟型日粮与粗蛋白摄入量

表 ! 表明，试验牛的增重速度依次是 ! 组、" 组和 # 组，即 ! 组增重最快，# 组最慢。

这与表 " 中粗蛋白的摄入量呈正相关。! 组粗蛋白摄入量最高，平均每天每头牛摄入 # !$!
%，比 " 组和 # 组分别高 &’ % 和 #’’ %。! 组日粮中有玉米酒糟，本试验使用的酒糟干物

质中粗蛋白含量为 #&())*。试验牛多摄入的粗蛋白主要来源于此。# 组试验牛粗蛋白摄

入量最低，其增长速度也最慢。草原红牛是我国自己培育出的优良地方品种，其营养需

要和饲养标准，尚未研究。本试验日粮设计和投给量均参照中国《肉牛营养需要和饲养

标准》制订，是否符合草原红牛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本试验中，玉米秸秆粗蛋白含量偏高，铡切的干玉米秸和玉米秸饲料块粗蛋白含量

分别是 ’(&$*和 ’(&#*+表 #,。曾重复采样测定，结果仍然如此，其原因不明，也可能与玉

米品种有关。

!"#"$ 玉米秸饲料块型日粮

" 组日粮除精料外，其余全是玉米秸 饲 料 块 ，这 种 饲 料 块 适 口 性 强 ，在 预 试 过 程 中 ，

开始没有限饲，试验牛采食均过量，造成腹胀、腹泻。在正式试验中，按中国《肉牛营养需

要和饲养标准》严格限量。从图 " 可见，" 组前期日增重最低，可能与预试期造成的腹

胀 、腹 泻 有 关 ，短 期 内 对 生 长 有 些 影 响 ；同 时 ，限 制 给 量 使 试 验 牛 没 有 饱 感 ，开 始 时 明 显

不适应，经常活动。这样，热能损耗就比较大，增重相对缓慢。另外，虽然参考营养标准，

但给料量可能没有满足试验牛的实际需要量，这影响了全试验期的生长速度。根据这个

试 验 结 果 ，生 产 中 饲 喂 玉 米 秸 饲 料 块 ，最 好 适 量 搭 配 青 贮 饲 料 ，互 补 玉 米 秸 饲 料 块 采 食

过量和青贮饲料由于水分高，干物质采食量不足造成“假饱”的弊病。

!"#"! 青黄贮玉米秸型日粮

青黄贮玉米秸水分含量比较高，干物质采食量相对低。本试验日粮干物质中青黄贮

玉米秸占 !!*+按饲料自然水分计算 ，青 黄 贮 玉 米 秸 占 日 粮 总 量 的 &-*,，而 且 青 黄 贮 玉

米秸的营养价值显著低于全株青贮玉米，这可能是 # 组试验牛日增重较低的原因之一；

# 组试验牛增重较低的另一原因可能是试验中期室外气温较高，青贮料虽然从青贮窖中

一天一取，但由于表层青贮料仍受高温影响而品质有所下降，使 # 组试验牛中期日增重

明显偏低+图 ",，从而导致 # 组牛全程平均日增重较低+图 #,。
!"$ 小结

在配合精料相同的条件下，分别用青黄贮玉米秸.少量干玉米秸+# 组 ,、玉 米 秸 饲 料

块+" 组,、玉米酒糟.干玉米秸+! 组,! 种日粮肥育草原红牛 "&/ 0，得出以下结论：

! 组试验牛增重速度最快，平均日增重为 # #/& %，" 组次之，平均日增重为 # #-$ %，

# 组最差，平均日增重为 # $"" %。说明玉米酒糟型日粮肥育肉牛效果最好，育肥牛日增

重比玉米秸饲料块型日粮组和青黄贮玉米秸型日粮组分别多 -& % 和 #&- %。

# 组 、" 组 和 ! 组 试 验 牛 屠 宰 率 和 净 肉 率 依 次 是 )’(--* 和 -/(!)* 、)/(’!* 和

)$($&*、)/(!#*和 -1(-)*。说明应用青黄贮玉米秸、玉米秸饲料块和玉米酒糟 ! 种类型

的日粮肥育肉牛，其屠宰率和净肉率差别不大。

从 日 粮 成 本 上 看 ，日 粮 总 成 本 以 玉 米 秸 饲 料 块 型 为 最 高 ，青 黄 贮 玉 米 秸 型 最 低 ，玉

米酒糟型居中；从每增重 # 2% 所消耗的日粮费用 上 看 ，玉 米 酒 糟 型 最 低 ，青 黄 贮 玉 米 秸

型次之，玉米秸饲料块型最高。 %下 转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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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 页 $别要把大豆磷脂、抗氧化剂、异黄 酮 、核 酸 和 低 聚 糖 等 高 科 技 含 量 和 高 附 加

值 的 产 品 开 发 作 为 重 中 之 重 ，尽 快 取 得 突 破 ，带 动 大 豆 产 品 系 列 开 发 ，进 而 振 兴 大 豆 产

业。

!"# 抓好大豆生产和加工的衔接，促进大豆产业化经营健康稳步发展

抓好大豆生产和加工的衔接，是实现大豆产业化经营、振兴大豆产业的关键。目前，

虽然大豆加工企业与基地农户签订了订单合同，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大豆生

产的发展，但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加工企业供种，一定要保证种子质量，企业

供种应由当地种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防止种子混杂或以商代种，高价出售等现象发

生；二是政府要加强领导，搞好服务，提高大豆订单履约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

大豆订单履行情况的检查与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促使大豆生产和加工企业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振兴吉林省大豆产业。

!上 接 第 %& 页 $
本次试验经济效益最好的日粮是 玉 米 酒 糟 型 ，扣 除 饲 料 成 本 ，每 头 牛 增 重 收 入 是 !

!"#$#% 元，其次是玉米秸 饲 料 块 型 ，每 头 牛 的 增 重 收 入 扣 除 饲 料 成 本 为 "&#$!! 元 ，最 差

的是青黄贮玉米秸型，每头牛扣除饲料成本为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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