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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霉素对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武书庚 、,

张海军
,

李 鹏
,

齐广海 ‘ ,

秦耀 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

北京

宁夏 多维药业有限公 司
,

宁夏银川

摘要 通过用 宁夏 多维药业有限公司批量 生产

的 盐霉素对仔猪
、

中猪和 大猪生产性能 的影响
,

并

与黄霉素组时照
,

确 定在实际 日粮条件 下 盐霉素的

使用 方 法和使用 效果
。

证 实盐霉素对猪有促生长作

风
一 千克阶祝 添加 克 吨盆霉素提高猪

只 体增重
,

改善饲料利 用 率 一 千克阶段生长

猪 日 粮添加 克 吨盐 霉素使猪 只 采食 量提 高
、 千克 阶段 育肥猪 日粮添加 克 叱 盐霉素

可以 改善饲料利 用 率
。

与单独使用 黄霉素相比
,

单

独使用 盐霉素可以 达到改善仔猪
、

中猪和大猪生产

性能的作用
,

并且效果好于黄霉素处理
。

关键词 盐霉素 仔猪 中猪 大猪 生产性 能

影响

盐霉素为一元梭酸聚醚类动物专用抗生素
,

对
大多数革兰氏 阳性菌和各种球虫有较强的抑制和
杀灭作用 不易产生耐药性和交叉抗药性

,

排泄迅

速
,

残 留量极低
,

用于猪可防治腹泻
、

促生 长
、

提高
成活率

,

主要用于家禽防球虫病
。

与泰妙菌素合用

时
,

每千克体重食人 毫克盐霉素可使生长猪出现

期 的促生长作用显著
,

具体添加量有待进一步研
究

门

本试验目的是通过本次试验
,

在实际生产条件

下
,

验证宁夏多维药业有限公司批量生产的盐霉素

对仔猪
、

中猪和大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

确定在实际

日粮条件下盐霉素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效果
。

材料和方法

试验设计

整个试验分只个生理阶段 仔猪
、

中猪和大猪
进行试验 表

,

每个试验均包括 个重复
,

每圈

中的猪均体重相近
,

处理之间各重复仔猪阶段每个

重复选用两圈猪做试验
,

中猪和大猪选用一 圈作为
一个重复 仔猪舍为高床养殖

,

中
、

大猪舍为地面养

殖
。

试验于 年 月初开始
,

于 年元月 中

旬结束
,

在北京市平谷区某猪场进行
。

霉素

宁夏多维药业有 限公司的千吨盐霉素项 目于

年投产
,

盐霉素产量居全国首位
,

有 和

珍 含量的产品
,

本试验选用纯度为 的产品
,

由该公司提供
。

表 试 验 处 理 设 置

备注重一克体一千始一初一招

临床中毒症状皿
, 。

张克

英等 研究认为 当盐霉素添

加量达 毫克 千克时
,

猪的采
食量低于对照组

,

生产上应注意

控制盐霉素的添加量
。

研究认为
,

重复 试验周期 药物及月量 毫克 千克 参试猪头数
八曰︵日工,

火门︺只
仔猪 天

中猪 天

试验组 盐霉素
对照组 黄霉素

试验组 盐霉素
对照组 黄霉素
试验组 盐霉素

千克
一 毫克 千克盐霉素效果

,

且对断奶仔猪和肥育猪前

猪 品 种
长 白 大
白 杜 洛

克

大猪 天
对照组 黄霉素

千克
加好添较

叠
,‘

药物和未被批准的药物
,

限制或禁止使用人畜共用
的抗菌药物

。

加强药物的合理使 用 规 范

对选用 的一切药品
,

包括抗生素
、

抗寄生虫药
、

消毒药在内
,

都必须经药残分析 使用高效低毒
、

低
残留

、

与人类用药无交叉耐药性的兽医专用药
。

坚
决纠正过分依赖药物的错误思想

,

主张能用一种药

物不用多种药物的思想
。

同时
,

充分利用 中药制剂
、

微生态制剂
、

酶制剂以及多糖等高效
、

低毒
、

低残 留
的制剂来防病治病

,

减少兽药残 留
。

大 力发展集约化畜牧业

巍脚鹅藻
」 卜

一 豁

处理制度等
,

大力推广绿 色畜禽产品生
一

产
,

建立畜
禽产品绿色生产草地

,

组织实施无规定疫病区县的

建设工程
,

减少特定疫病和疾病的发生
,

从而减少
兽药的使用

。

邻 加决科技创新步伐
,

研制
、

推广使用天然 药
物和制剂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

药物生产企业应当加大
科技投人

,

尽量研制出能够在功效上可以替代的
、

对人和动物健康安全的
、

无污染
、

无残 留的绿色环
保药物

。

积极开展高效低残 留新兽药和兽药新制
剂

,

替代残留量大
、

易产生抗药性的药物
,

减轻药物
残留的危害

。
重视 中草药

、

微生态制齐等高效
、

低

毒
、

无公害的兽药或药物添加剂的研制
、

开发和应
用

。

特别是中药药物添加剂具有价廉
、

无残留
、

无抗
药性

、

方便
、

功能可靠
、

可改善畜产品品质
、

来源广
泛 消旨保护环境等优点

,

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
。

会

任。。二一认的巡雪。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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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畜枚兽医 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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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养管理

试验仔猪直接从母猪舍转 出 在母猪舍采食颗

粒饲料 , 在仔猪舍预饲和适应 周
,

在此期间由乳

猪料逐渐转为对照组仔猪 白粮
,

而后开始为期

天的正式试验
。

试验尽量使地理位置
、

单头猪重量
、

采光
、

窝重等指标均匀分布
。

试验仔猪 自由采食 饲
养员随时添料

、

自由饮水 乳头式饮水器
、

高床饲

养 全部高床均为由钢筋焊接成的漏缝地板
。

试验
期 内每天观察并记录腹泻

、

疾病情况
,

每周称料一

次
。

粪便清理和饲槽清刷 以及光照制度等均按常规

要求进行
,

所有试验仔猪处于相同的环境和管理条

件下
。

中
、

大猪饲养为地面平养
,

自由采食 饲养员 随

时添料
、

自由饮水 乳头式饮水器
。

试验期 内观察

并记录腹泻
、

疾病情况
,

每周称料一次
。

粪便清理和

饲槽清刷等 以及光照均按常规要求进行
,

所有试验

仔猪处于相 同的环境和管理条件下
。

其他方法按常

规进行
,

所有试验猪只
‘

由专人负责饲喂和治疗
。

试验 日粮
试验仔猪 的 日粮参照 和 我 国猪 的需要

量
,

并结合该猪场具体情况进行配制
。

试验 日粮为

粉状饲料
,

其配方和营养成分见表
。

克 硫胺素
,

毫克 氯化胆碱
,

毫克
。

锰
,

毫克 锌
,

。毫 克 铁
,

毫克 铜
,

毫克 疆

表 基础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碘
,

毫克 硒
,

住 毫克
。

侧定指标

温度 试验过程中
,

每天
、

时各

测定圈舍内温度一次
,

取两次测定的平均值作为舍

内温度的依据
。

试验全期记录了猪舍温度的变化
,

试验期 间的仔猪舍平均温度为 ℃
。

因为暖气

供应不太稳定
,

造成 了试验前期 的温度较低
,

可能

对试猪的生产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

中
、

大猪试验于

月下旬开始
,

舍 内未通暖气
,

平均温度在 巧 ℃左

右
。

体重 试验期初和期末各称重一次
,

仔猪

个体称重
,

个体打耳标记 录 中大猪 以圈为单位称

重
。

耗料 以重复为单位记录整个试验期 的

耗料量
,

计算饲料转化率
。

统计分析
以重复 栏 为单位

,

计算试验期每个处理组 日

增重
、

饲料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 采食量 增重
,

并

进行 检验
。

试验结果与讨论

盐霉素对仔猪 生产性能的影响

从表 可以看出
,

仔猪的平均体重在试验始末
饲料原料

玉米
大豆粕

进 口 鱼粉

次粉

植物油

预混料件
棉粕

合计

中
、

大猪 营养指标 仔猪 中
、

大猪
消化能 兆卡 千克

粗蛋 白
一

钙
有效磷
赖氨酸 仓

蛋氨酸 住

蛋十肌氨酸
刀

没有显著差异
,

盐霉素处理组仔猪的平均 日增

重 比对照组高
,

平均采食量高于

对照组
,

饲料转化率优于对照组
。

日增重提高与

邵志忠等 和 的报道

和 一 相近
,

姜礼胜等 以 克

吨添加盐霉素 与 千克仔猪 日粮
,

研究

表 明 日增重提高
,

料重 比降低
,

对照组没有添加任何抗生素
,

认为促生

长效果 盐霉素 维吉尼霉素 杆菌肤锌 金霉

扛曰一村子一刻

豁

珊
。

·

三一只三回兰

★ 为每千克 日根提供
,

微克 , 微克
,

毫 克 凡 , 毫克 核黄素
,

毫克 一 泛酸钙
,

毫

克 烟 酸
,

毫 克 素
,

住 毫克 生 物 素 , 毫

克 叶 酸 , 毫克 内丑
,

毫克 硫胺素
,

毫克 氯化胆碱
,

毫克
。

锰
,

毫 克 锌
,

毫 克 铁
,

毫克 铜
,

毫克 碘 , 毫克 硒
,

住 毫克
。

为每千克 日粮提供
二 诱

,

微克 工〕,

微克
,

毫 克

素
。

本研究 表 明促生 长效果 盐霉 素 黄霉素
。

报道盐霉素能有效控制 型产气荚

膜杆菌引起的腹泻
,

本研究期间仔猪腹泻两处理组

均 比较少
,

也可 以解释盐霉素改善仔猪生产性能的

原因
。

盐霉素对仔猪和中大猪均有不 同程度 的促生

,

毫

克 核黄素
,

毫 克 一 泛 酸

钙
,

刀 毫 克

烟 酸
,

毫

克
,

刀

毫克 生 物 素

, 毫 克

叶 酸
,

毫

克
,

毫

表 盐霉素对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平均数土标准差

处理 初始体重 千克 终末体重 千克 平均 日增重 千克 天 平均 日采食 千克 天 饲料转化率
一

黄霉素 士 屏 士 土 亿 土 刀 一士

仔猪 盐霉素 士 土 士 土 士

值
黄霉素 士 刀 士 士 士 土

中猪 盐霉素 刀 士 士 士 士 士

值
黄霉素 士 名 士 士 士 士

大猪 盐霉素 土 土 土 士 士

值 石

黔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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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宕蕊碌奋露寡糖局峡叔赢⋯
王定发

, ,

赵晓 明 “ ,

王春芳
, ,

刘 晓华 气夏 瑜
‘ ,

阮 征
,

宫时 玉 ’,

李邦佑
,

杨永森 ‘ ,

梁 勤
‘ ,

韩艳云

武汉市畜耽兽医科学研究所
,

湖北武汉 兄

璞 阳 市农科所试验农场
,

河南渡 阳

摘要 选择 头 犊 牛
,

随机分三组
,

每组分

头
。

对照组犊牛饮用 奶 中不加任何添加剂
,

试验
、

且试验分别 在犊 牛饮 用奶 中加入 克 魔芋甘露寡

糖和 细胞壁甘露寡糖
。

天试验结果表明
,

试验
、

组犊牛增重 比对照组提高
,

千克 半

克 和 千克 比 千克
,

经 济效

益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元和 元
。

魔 芋甘露

寡糖的增重和经济效益最佳
。

关键词 魔芋甘露寡糖 奥奇素 犊牛 增重 经

济效益

寡聚糖 。 又称低聚糖或寡糖
,

是指 一 个单糖通过糖昔键连接形成直链或支链
的一类糖

。

早在 世纪 年代
,

就有报道指出
,

寡

聚糖可作为免疫增强剂使用
。

世纪 年代中后

期
,

随着微生态学理论的发展
,

人们对肠道有益菌

的功能 日益重视
,

同时发现一些寡聚糖能选择性地

刺激肠道有益菌的生长繁殖而不能被大部分有害

菌利用
。

受此启发
,

日本率先将这种糖类物质开发

成饲料添加剂产品
,

但因其价格 昂贵而未受重视
,

世纪 年代 中后期
,

迫于来 自人类健康和环境

保护的压力
,

抗生素替代品的研究 日益受到重视
,

寡聚糖由于无污染
、

无残 留
、

功能奇异而成为人们

所期望的焦点
。

年
,

日本生产的 该糖类物

质用作饲料添加剂
,

的日本猪饲料中都添加 了

该类物质
。

目前
,

这类产品在亚洲
、

加拿大
、

欧洲的

生产和使用都有上升势头
,

且价格已降到饲料业可

以接受的范围
。

我国动物营养界从 世纪 年代

中后期才开始接触这类添加剂
,

国家也非常重视
,

成为动物营养研究的新动向
。

年
,

我所与武汉东方天琪生物工程有 限

公 司 和 湖北 大 学生 命科 学 院合 作
,

利 用 魔芋

成 功 开 发 出 甘 露 寡 糖

鲁

长和改善饲料效率的作用
,

有人认为其抗球虫作用

可能是促生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

研究表明
,

猪消化

道内存在的球虫亦可明显影响养分的消化吸收率
。

盐霉素对 中猪生产性能 的影响

盐霉素和对照组猪只的始末体重没有显著差

异 表
,

盐霉素组猪只 的平均 日采食量显著高于

对照组
,

平均 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采食盐

霉素的猪只好于对照组
,

但达不到统计学差异水平
。

张克英等 认为猪 因生理 阶段不

同
,

而对盐霉素的反应程度有别
。

对 一 千克阶

段
,

盐霉素能同时提高 日增重和饲料利用率 而

千克阶段
,

盐霉素只能提高 白增重
。

本研究

表明与黄霉素向 比
,

盐霉素对猪的 日增重和饲料转
化效率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

可能与该研究对照组

没有添加抗生素有关
。

盐霉素对大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表 中列 出了是盐霉素对大猪生产性能 的影

响
,

可见试验始末两组猪只体重无显著差异
,

猪只

的平均 日增重和 日采食量也无显著变化
,

但盐霉素

处理组的饲料转化率优于对照组
。

盐霉素

对大猪每有增加 日增重
,

却改善 了饲料效率
,

与报

道的盐霉素可改善对营养成分的消化利用 姜礼胜
一

一
卜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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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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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有关
,

报道
,

生长猪 日粮 中添

加 毫克 千克盐霉素可提高 日粮蛋白质
、

脂肪
、

粗纤维和总能的消化率
,

增加大肠挥发性脂肪酸的

产量和吸收量灯 苏世传和许永江 研究认为盐

霉素是通过改善 日粮的消化利用率而发挥作用的
。

据许俊才等人报道
,

盐霉素能直接影响猪肠道微生

物区系的代谢
,

增加小肠对 日粮 中氮的吸收
,

增加

能量和纤维素的消化率
,

减少粪总氮排出
二

盐霉素
直接影响肠道微生物区系

几

的代谢
,

减少粪总氮的排
出

,

和 认为盐霉素改变猪 胃肠发

酵方式或范围
,

增加饲粮表观氮的消化吸收
。

小结

盐霉素对猪有促生长作用
。

猪的生长 阶段不

同
,

对盐霉素的反应也不一致
。 一 千克阶段

,

添

加 克 吨盐霉素提高猪只体增重
,

改善饲料利用

率 千克 阶段生长猪 日粮添加 克 吨盐霉

素使猪只采食量提高 千克阶段育肥猪 日粮

添加 克 吨 盐霉素可以改善饲料利用率
。

与单独使用黄霉素相 比
,

单独使用盐霉素同样

可以达到改善仔猪
、

中猪和大猪生产性能的作用
,

并且效果好子黄霉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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