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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 文 研 究 了 日 粮 中 添 加 不 同 水 平 的 生 物 抗 氧 化 复 合 剂( 40g/头·d、60 g/头·d、80 g/头·d) 对 夏 天 高 温

季 节 奶 牛 的 产 奶 量 和 乳 品 质 的 影 响 。 结 果 表 明 , 当 添 加 量 为 40g/头·d 时 , 该 添 加 剂 能 有 效 缓 解 乳 脂 率 和 乳

糖 率 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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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头数 胎次 泌乳天数 产奶量( kg) 乳脂率( %) 乳蛋白率( %) 乳糖率( %) 总固形物率( %)

对照组 8 2.63±1.41 105±10 33.90±2.86 3.14±0.34 2.86±0.22 4.37±0.30 11.28±0.55

试验 A 组 8 2.63±1.41 104±15 34.10±4.35 3.23±0.22 2.88±0.13 4.45±0.18 11.45±0.38

试验 B 组 7 2.57±1.51 100±18 33.97±7.05 3.08±0.33 2.78±0.30 4.43±0.15 11.11±0.54

试验 C 组 7 2.43±1.40 101±9 33.83±2.83 3.13±0.28 2.93±0.23 4.55±0.19 11.45±0.55

表 1 试验牛基本情况

奶牛是耐寒怕热的动物 , 它的体型大 , 单位体重的

散热面积小, 汗腺不发达 , 皮肤散热性不强。其最适生

活温度在 5~25℃之间, 当环境温度偏高时, 就会引起奶

产量和乳品质的下降。而在我国南方地区高于这一温

度的月份长达 4~6 个月 , 每年因热应激使奶牛奶产量

降低 10 万 t 以上, 严重影响了奶牛的生产和健康。国内

外许多专家致力于抗奶牛热应激防治研究 , 本试验研

究夏季高温条件下添加生物抗氧化复合剂对奶牛产奶

量和乳品质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的选择与处理

选择体重、胎次、泌乳天数、产奶量、乳脂率、乳蛋

白率、乳糖率和总固形物率相近的健康荷斯坦奶牛 , 分

为 4 组, 基本情况见表 1, 经统计差异不显著( P>0.05) 。

试验时间为 2005 年 4 月 1 日~2005 年 7 月 30 日。

1.2 试验日粮和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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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日粮由玉米青贮、干草和混合精料组成( 采用试

验场的日粮配方) 。精料混合料主要由玉米 34%、大麦

18%、大豆粕 7%、蛋白补充料 2%、棉籽粕 12%、麸皮 6%、

啤酒糟 14%和奶牛浓缩料 7%组成。混合精料含产奶净能

6.57MJ/kg、粗蛋白 19%。

采用单因子试验设计 , 预试期 10d, 正试期 120d,

分 6 个阶段 , 每阶段 20d。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 , 试验

A、B、C 三组每天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生物抗氧化复

合剂 40g/头、60g/头和 80g/头。奶牛日喂料 3 次, 生物抗

氧化复合剂与少许精料拌匀后, 每日分两次平均添加。

日挤奶 3 次。

试验用生物抗氧化复合剂由上海创博生态工程有限

公司提供, 由光合菌和酵母菌等发酵生产, 含有来源于光

合菌、酵母菌及其培养物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1、B2 及

B12、还原型维生素 C、槲皮酮- 3- D 吡喃葡萄糖( 栎素) 、槲

皮酮( 类黄酮) 、肌醇和多种微量元素的金属衍生物。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1.3.1 产奶量

预试期末连续计量 3d 产奶量, 作为试验前日均产奶

量。正试期开始后, 每 20d 为一阶段, 共 6 个阶段, 每阶段

最后 2d 测产, 然后取平均数作为该阶段日均产奶量。

1.3.2 乳品质分析

分别于试验第 0d、20d、40d、60d、80d、100d、120d 连

续 2d 采集奶样 , 日采 3 次 , 100mL/头·次 , 放入预先用

无离子水处理过的集奶容器中 , 将 2d 奶样混合均匀 ,

作为分析奶样。乳脂率、乳蛋白率、乳糖率和总固形物

率由光明乳业乳品质量监测中心测定。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用 SAS 软件包 ANOVA 过程进行单因子试验的方

差分析, 差异显著时用 LSD 进行各组间的多重比较。

2 结果

2.1 添加生物抗氧化复合剂对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 随着试验的进行, 气温逐渐升高( 试验

开始时为初夏) , 各组奶牛的产奶量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在整个试验期,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 产奶量下降的速

度呈放缓趋势, 其中, 在 60d 末, 试验 B 组和 C 组的产奶

量比对照组分别高 16.49%(P<0.05), 和 17.69%(P<0.05),

试验 A 组和对照组产奶量差异不显著( P>0.05) 。其它阶

段( 包括全期) 试验组与对照组以及试验组之间均无显

著差异( P>0.05) 。在 100d 末, 各组的产奶量均出现了大

幅度的下降, 可能与温度的大幅度上升有关。

2.2 添加生物抗氧化复合剂对乳品质的影响

2.2.1 乳脂率

试验 A 组的全期平均乳脂率比 B 组、C 组和对照

组分别提高 12.05%(P<0.05)、12.05%(P<0.05) 和 8.18%

(P>0.05)。在试验的 80d、100d 末, 对照组与试验组之间

均无显著差异( P>0.05) , 各试验组之间 , A 组比 B 和 C

组有显著的提高( P<0.05) 。其它各阶段对照与试验以及

试验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 见表 2)。

2.2.2 乳蛋白率

试验组与对照组以及试验组之间乳蛋白的含量均

无显著差异( P>0.05, 见表 2) 。

2.2.3 乳糖率

试验组 A、B 和 C 组的全期平均乳糖率比对照组分

别提高 6.04%、5.59%和 5.82%(P<0.05)。在试 验 的 40d

末 , 试验 A 组的乳糖率比对照组有显著提高( P<0.05) ;

在 120d 末, 试验 B 组比对照组有显著提高( P<0.05) 。其

它各阶段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 见表 2)。

2.2.4 总固形物率

在试验的 80d 末, 试验 A 组的总固形物含量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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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各组都有显著提高( P<0.05) 。100d 末, 试验 A 组比对

照组及试验 B 组均有显著提高( P<0.05) , 其它各阶段

各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P>0.05, 见表 2) 。

3 小结

高温情况下 , 添加生物抗氧化复合剂 40g/d·头能

有效缓解乳脂率和乳糖率下降。□

指标 组别 试验 80thd 试验 100thd 试验 120thd 全期平均

对照组 25.98±3.95a 18.65±3.90a 16.07±4.22a 24.64±3.60a

试验 A 组 28.20±5.49a 18.03±2.82a 18.50±4.25a 26.85±2.99a

试验 B 组 27.26±3.17a 19.43±2.65a 20.00±3.70a 26.98±3.25a

试验 C 组 28.73±1.66a 18.97±4.18a 18.95±2.97a 26.98±3.47a

对照组 3.20±0.44ab 3.22±0.42ab 3.27±0.24a 3.18±0.34ab

试验 A 组 3.64±0.47a 3.76±0.76a 3.45±0.81a 3.44±0.28a

试验 B 组 3.09±0.42b 3.10±0.30b 2.99±0.18a 3.07±0.25b

试验C 组 2.91±0.44b 3.09±0.39b 3.03±0.32a 3.07±0.31b

对照组 2.83±0.41a 2.96±0.24a 3.22±0.30a 2.93±0.25a

试验 A 组 2.97±0.15a 2.98±0.19a 3.12±0.21a 2.98±0.14a

试验 B 组 2.94±0.19a 2.89±0.16a 3.02±0.17a 2.94±0.28a

试验C 组 2.94±0.23a 3.06±0.26a 3.04±0.16a 3.03±0.21a

对照组 4.53±0.32a 4.49±0.21a 4.25±0.50a 4.47±0.26a

试验 A 组 4.81±0.29a 4.67±0.20a 4.49±0.27ab 4.74±0.23b

试验 B 组 4.73±0.23a 4.71±0.21a 4.68±0.26b 4.72±0.20b

试验C 组 4.78±0.22a 4.66±0.26a 4.63±0.27ab 4.73±0.20b

对照组 11.27±0.86a 11.41±0.63a 11.38±0.42a 11.30±0.63a

试验 A 组 12.15±0.44b 12.14±0.86b 11.70±0.98a 11.88±0.50a

试验 B 组 11.35±0.61a 11.38±0.46a 11.29±0.44a 11.43±0.57a

试验 C 组 11.31±0.65a 11.49±0.56ab 11.29±0.50a 11.51±0.57a

产奶量

乳脂率

乳蛋白率

乳糖率

总固形物率

试验 20thd 试验 40thd 试验 60th d

31.67±4.81a 28.97±4.65a 26.74±4.02a

33.88±4.96a 30.95±2.98a 28.46±2.82ab

33.09±7.18a 30.23±4.80a 31.27±4.98b

32.69±4.95a 31.00±5.59a 31.47±3.17b

3.10±0.52a 3.20±0.29a 3.08±0.64a

3.31±0.26a 3.20±0.29a 3.21±0.38a

3.13±0.41a 2.95±0.27a 3.00±0.37a

3.23±0.69a 2.97±0.43a 3.05±0.34a

2.88±0.17a 2.88±0.29a 2.94±0.21a

2.88±0.18a 2.93±0.14a 2.95±0.12a

2.75±0.37a 2.79±0.34a 3.00±0.35a

2.97±0.27a 3.00±0.30a 3.07±0.20a

4.38±0.28a 4.56±0.38a 4.62±0.29a

4.60±0.25a 4.88±0.24b 4.90±0.29a

4.58±0.21a 4.74±0.19ab 4.80±0.24a

4.62±0.22a 4.82±0.25ab 4.78±0.22a

11.17±0.76a 11.40±0.59a 11.33±0.98a

11.59±0.49a 11.74±0.56a 11.75±0.67a

11.12±0.82a 11.21±0.58a 11.47±0.65a

11.61±0.92a 11.51±0.77a 11.66±0.65a

表 2 生物抗氧化复合剂对奶产量和乳品质的影响 单位: kg、%

注: 同列肩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肩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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