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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旨在研究杏鲍菇菌糠对幼兔生长性能暍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及血清生化和抗氧化性能的影响棶选取椂棸只椀
周龄的新西兰幼兔随机分为棾组椇对照组棳试验栺组棳试验栻组棳分别用杏鲍菇菌糠代替日粮中棸棳椀棸棩棳棻棸棸棩的

菊叶粉棳预试期椃斾棳正饲期棽椄斾棶结果表明椇棻棭与对照组相比棳试验栺组和试验栻组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了椃灡椄棩
和棻棽灡棻棩棳腹泻率有升高趋势棶棽棭与对照组相比棳试验栺组显著提高了粗蛋白质表观消化率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粗纤维暍

灰分和无氮浸出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棶棾棭与对照组相比棳试验栻组显著提高了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棬 椉
棸灡棸椀棭椈同时提高了总抗氧化能力棬 椌棸灡棸椀棭椈降低了血清丙二醛质量分数棬 椌棸灡棸椀棭椈试验栺组和试验栻组显著提

高了血糖质量分数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其他血清指标影响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棶棿棭与对照组相比棳试验栺组和试验栻
组料肉比分别降低了棻棾灡椀棩和椀灡棿棩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每千克增质量的成本比对照组节约了棻椃灡棾棩和棻棻灡棻棩棶由此可

见棳杏鲍菇菌糠可以提高幼兔生长性能暍降低料肉比暍提高粗蛋白质表观消化率暍增强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棳并且有

降低饲喂成本的效果棶
关暋键暋词椇杏鲍菇菌糠椈幼兔椈生长性能椈表观消化率椈抗氧化能力

中图分类号椇斢椄棽椆灡棻暋暋暋暋文献标志码椇斄暋暋暋暋文章编号椇棻椂椃棾 椆椄椂椄棬棽棸棻椆棭棸椂 棸棸棸椄 棸椃

食用菌具有较强的纤维分解能力棳在栽培食用菌后的废料中棳粗纤维暍木质素等有一定程度的降解棳
而蛋白质暍脂肪等质量分数有所提高棳且易于粉碎棳气味芳香棳可用于畜禽的饲料开发应用椲棻灢棽椵棶杏鲍菇菌

糠棬斄旔旘旈斻旓旚斖旛旙旇旘旓旓旐斆旇斸旀旀棳斄斖斆棭基料主要是玉米芯暍木屑和甘蔗渣等棳粗纤维质量分数较高棶程云辉

等椲棾椵研究表明棳在杏鲍菇栽培后的玉米秸秆中棳粗纤维质量分数由原来的椂棻灡椆棩降低到棾椃灡棻棻棩棶刘志芳

等椲棿椵用不同比例杏鲍菇菌糠的配方饲料饲喂奶牛棳考察菌糠对牛生产性能的影响棳试验发现用菌糠替代奶

牛日粮中棻棻棩暙棽棽棩的精饲料棳对产奶量及乳品质均无显著影响棳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棶王松等椲椀椵发现鸡

腿菇酒糟菌糠对天府肉鸭肠道形态有一定损伤棳但是对盲肠中有益微生物菌群的生长有一定促进作用棶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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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棬斆斄斠斢 棿棾棭椈江苏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项目棬斆斬椲棻椄椵棽棸棸棻棭棶
作者简介椇邵暋乐棬棻椆椄棻 棭棳男棳助理研究员棳硕士棳主要从事家兔育种及饲料营养的研究棶
通信作者椇翟暋频棳副研究员棶



糠作为猪和家禽等单胃动物饲料开发的价值不大棳但对于家兔而言棳其盲肠发达棳不仅可以降低饲料生产

成本棳提高养殖效益棳还可有效提高菌糠循环利用率棳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棶目前关于将杏鲍菇菌糠用于肉

兔的日粮开发中的研究报道较少棶

棻暋材料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杏鲍菇菌糠来源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某食用菌生产企业生产杏鲍菇过程中产生的废弃菌糠棳菌糠

采用玉米芯暍木屑和甘蔗渣等组成复合培养基棶选取菌丝生长旺盛暍表面覆盖一层白色菌丝体膜暍料块结

实暍无杂菌污染的下脚料椲棾椵棳经滚筒烘干后粉碎制成菌糠棶菌糠营养物质暍微量元素及氨基酸质量分数见

表棻至表棾棳各营养成分均为实测值棶
表棻暋菌糠各营养物质质量分数及比较 棷棩暋

原暋料 水分 灰分 粗蛋白质 粗脂肪 粗纤维 钙 磷

杏鲍菇菌糠棬斄斖斆棭 棻棻灡棽 棻棸灡椀 棻棽灡椂 棽灡椂 棽椀灡棽 棻灡椆 棸灡棾
菊叶粉棬斆斕斝棭 棻棸灡椆 棻棻灡棻 棻棽灡棸 棽灡椄 棽棽灡棽 棽灡棸 棸灡棽

表棽暋菌糠干物质中部分微量元素的质量分数 棷棬旐旂暏旊旂棴棻棭暋
成暋分 铁 铜 锌 锰 砷 铅

质量分数 棻椄棸 椄灡椃 椂棸 棻椆棸 棸灡椂棿 棸灡棿

表棾暋菌糠中氨基酸的种类及质量分数 棷棩暋
成暋分 质量分数 成暋分 质量分数

天冬氨酸棬斄旙旔棭 棸灡椃棾椄 异亮氨酸棬斏旍斿棭 棸灡棽棾棾
苏氨酸棬斣旇旘棭 棸灡棾椀棿 亮氨酸棬斕斿旛棭 棸灡棿棻椃
丝氨酸棬斢斿旘棭 棸灡棾棿椆 酪氨酸棬斣旟旘棭 棸灡棻椀棾
谷氨酸棬斍旍旛棭 棸灡椆棸椀 苯丙氨酸棬斝旇斿棭 棸灡棿棿棻
甘氨酸棬斍旍旟棭 棸灡棿椂椆 赖氨酸棬斕旟旙棭 棸灡棽椃棾
丙氨酸棬斄旍斸棭 棸灡棾椃棽 组氨酸棬斎旈旙棭 棸灡棻椀棿

半胱氨酸棬斆旟旙棭 棸灡棻椀椃 精氨酸棬斄旘旂棭 棸灡棽椃棿
缬氨酸棬斨斸旍棭 棸灡棾椃椀 脯氨酸棬斝旘旓棭 棸灡棿棽椀
蛋氨酸棬斖斿旚棭 棸灡棸棿椄 合计 椂灡棻棾椃

棻灡棽暋试验动物与饲养管理

本试验于棽棸棻椃年棻棽月在江苏省农科院六合试验兔场开展棶选取椂棸只棾椀日龄的健康新西兰肉兔随机

平均分成棾组棳公母各半棶经方差分析斕斢斈法比较棳各组兔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棶试验组别包括椇对

照组棳为添加棾椄棩菊叶粉的基础日粮椈试验栺组棳为添加棻椆棩菌糠替代菊叶粉椀棸棩椈试验栻组棳为添加

棾椄棩菌糠全替代菊叶粉棶试验前对新西兰幼兔进行编号等试验准备工作椈试验各组采用统一饲养管理棳由

专人饲养棳棻斾投喂棽次棳投食量以兔充分吃饱而不留料为准棳自由饮水椈肉兔采用单笼饲养棶
棻灡棾暋试验日粮及试验设计

试验日粮配方见表棿棶将杏鲍菇菌糠添加到原料中制成颗粒料棳干燥保存棶预试期椃斾棳正试期棽椄斾棶测

定饲料中常规营养成分椇干物质棬斈斖棭暍粗蛋白棬斆斝棭暍粗脂肪棬斉斉棭暍粗纤维棬斆斊棭暍钙棬斆斸棭暍磷棬斝棭棶

椆第椂期暋暋暋暋 暋邵暋乐棳等椇杏鲍菇菌糠对幼兔生长性能暍消化率及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表棿暋基础饲粮组成棬风干基础棭及营养水平棬干物质基础棭

原料棷棩 对照组 试验组栺 试验组栻 营养水平 对照组 试验组栺 试验组栻
玉米 棻椆灡椀 棻椆灡椀 棻椆灡椀 干物质 椆棸灡棸棾 椆棸灡棻椀 椆棸灡棽椂

酵母粉 棽灡棸 棽灡棸 棽灡棸 消化能棷棬斖斒暏旊旂棴棻棭 棻棸灡椀棸 棻棸灡椃椀 棻棻灡棸棸
豆粕 棻棿灡棸 棻棿灡棸 棻棿灡棸 粗蛋白 棻椂灡椄棸 棻椂灡椂椆 棻椂灡椀椃
菜粕 棽灡椀 棽灡椀 棽灡椀 粗纤维 棻棽灡棸椂 棻棽灡椂棾 棻棾灡棽棸
麸皮 棻椃灡棸 棻椃灡棸 棻椃灡棸 总磷棷棩 棸灡棿棸 棸灡棿棽 棸灡棿棿
菌糠 棸 棻椆灡棸 棾椄灡棸 钙棷棩 棻灡椂棽 棻灡椂棸 棻灡椀椄

菊叶粉 棾椄灡棸 棻椆灡棸 棸
磷酸氢钙 棻灡椀 棻灡椀 棻灡椀

食盐 棸灡椀 棸灡椀 棸灡椀
预混料 椀灡棸 椀灡棸 椀灡棸
合计 棻棸棸灡棸 棻棸棸灡棸 棻棸棸灡棸

暋暋注椇菌糠消化能为估测值棶棻棭每公斤预混料含椇斊斿斢斚棿暏斎棽斚棽椂椂棸棸旐旂棳斆旛斢斚棿暏椀斎棽斚棽棸棸棸棸旐旂棳斖旑斢斚棿暏斎棽斚
棽椄棸棸旐旂棳斱旑斢斚棿暏斎棽斚棻棿椂棸棸旐旂棳斆旓斆旍棽暏椂斎棽斚椀棸棸棸旐旂棳维生素 斄棽棽椀棸棸棸斏斦棳维生素 斈椀棸棸棸棸斏斦棶
棻灡棿暋测定指标

棻灡棿灡棻暋生长性能测定

记录正饲期投料量棳及时收集剩余饲料棳风干后回称棳统计正饲期各组实际耗料量棶每周三下午棽
点称质量棳记录棸周暍棻周暍棽周暍棾周和棿周体质量棶计算平均日采食量椇记录每周投料量和剩料量的

差值后棳除以各组试验兔的数量和天数棳得出平均日采食量棳统计棿周数据求得均值棳得到全期的平均

日采食量棶平均日增重椇个体日增重棬每只试验兔的末质量棴初质量棭棷试验天数棳统计各组均值棶料重

比椇料重比椊平均日采食量棷平均日增重棶每天记录腹泻兔耳号棳统计腹泻天数棳计算腹泻率棶腹泻率椊
毑棬腹泻兔数量暳腹泻天数棭棷棬试验兔数量暳试验天数棭暳棻棸棸棩棶
棻灡棿灡棽暋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

试验结束前棾斾棳每天从每个重复中均匀收集粪样约棽棸棸旂棳充分混匀棳粪样置于棴棽棸 曟冰箱冷冻保

存棳测定其营养物质的表观消化率棶
棻灡棿灡棾暋血液生化指标的测定

椀椂日龄幼兔耳缘静脉采血棳收集棽旐斕血液于离心管中棳棾棸棸棸旘棷旐旈旑离心棽棸旐旈旑分离血清棳棴棽棸曟
保存棶取血清测定白蛋白暍总蛋白暍球蛋白暍谷草转氨酶暍谷丙转氨酶等生化指标棶
棻灡棿灡棿暋抗氧化性能的测定

采用相关试剂盒检测新西兰兔血浆中斢斚斈活性和 斖斈斄棳斣灢斄斚斆质量分数棶主要试剂椇超氧化物

歧化酶棬斢斚斈棭试剂盒棳总抗氧化物能力棬斣灢斄斚斆棭试剂盒棳丙二醛棬斖斈斄棭试剂盒棳均购自于南京建成

生物有限公司棶
棻灡椀暋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经 斉旞斻斿旍棽棸棻棾初步整理后棳采用 斢斝斢斢棻椄灡棸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棬旓旑斿灢旝斸旟斄斘斨斚斄棭棳
斈旛旑斻斸旑氏法多重比较棳以 椉棸灡棸椀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判断标准棶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如表椀棳试验栺组和试验栻组与对照组相比棳日增重分别提高椃灡椄棩和棻棽灡棻棩椈腹泻率分别提高棸灡棿棩
和棸灡椆棩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椈与对照组相比棳试验栺组料重比最低棳节约了棻棾灡椀棩棶试验栻
组比对照组略低一点棶

棸棻 西南大学学报棬自然科学版棭暋暋暋暋暋旇旚旚旔椇棷棷旞斺斺旉斺灡旙旝旛灡斿斾旛灡斻旑暋暋暋暋暋第棿棻卷



表椀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项暋暋暋目 对照组 试验栺组 试验栻组

初始体质量棷旂 椃椂椄灡椄暲棻棿灡椄 椃椂椄灡棽暲棻棿灡棿 椃椂椄灡椀暲棻椀灡棽
终末体质量棷旂 棻椂棻椃灡椂暲棿棻灡椂 棻椂椄棽灡椂暲棿椂灡棿 棻椃棽棸灡棽暲椀棾灡棻

平均日采食量棷旂 棻棻棽灡棻暲棾灡棿 棻棸棿灡椀暲棿灡棻 棻棽棸灡棽暲棿灡椀
平均日增重棷旂 棾棸灡棾棻暲棽灡棻 棾棽灡椂椂暲棻灡椆 棾棾灡椆椆暲棽灡椃

料重比 棾灡椃暲棸灡棻棻 棾灡棽暲棸灡棻棽 棾灡椀暲棸灡棻棸
腹泻率棷棩 棸灡椃 棻灡棻 棻灡椂

棽灡棽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部分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如表椂棳粗蛋白消化率棳试验栺组显著高于对照组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试验栻组比对照组提高了椂灡椄棩棶与对

照组和试验栺组相比棳试验栻组的粗纤维消化率分别提高了椂灡椂棩与棾灡椃棩椈灰分消化率分别提高椃灡棿棩与

椀灡椀棩椈无氮浸出物消化率分别提高椄灡椄棩与椀灡棻棩棳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棶
表椂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部分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项暋暋暋目 对照组 试验栺组 试验栻组

粗蛋白质 椂棿灡椄椃暲棽灡椀棾斸 椃棾灡椀棽暲棽灡棸椃斺 椂椆灡棾棻暲棾灡椄棿斸斺
粗纤维 棽棽灡椄椆暲棻灡棽椂 棽棾灡椀棾暲棽灡棸棾 棽棿灡棿棻暲棻灡椀椆
灰分 棾棽灡椆棾暲棽灡椀棾 棾棾灡椀椀暲棽灡棻椄 棾椀灡棾椄暲棽灡椃棿

无氮浸出物 椀棿灡椂棾暲棸灡棽棿 椀椂灡椀棿暲棸灡棿椄 椀椆灡棿棽暲棸灡椆椄
暋暋注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 椉棸灡棸椀棶
棽灡棾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如表椃棳白蛋白暍球蛋白暍谷草暍谷丙暍碱性磷酸酶棬每棻棸棸旐斕含金氏单位棭暍肌酐暍尿素氮暍甘油三酯

和总胆固醇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但白蛋白和球蛋白棳试验栺组和试验栻组均比对照组有

提高趋势棶血清葡萄糖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棶
表椃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项暋暋暋目 对照组 试验栺组 试验栻组

白蛋白棷棬旂暏斕棴棻棭 棿棻灡棽棾暲棻灡棾棽 棿棾灡椀棽暲棻灡棻棻 棿棿灡椂椄暲棽灡棽棽
球蛋白棷棬旂暏斕棴棻棭 棽椂灡椆椂暲棻灡椀棻 棽椃灡棿棻暲棻灡棿棽 棽椄灡棾椆暲棾灡棻棾

白球比 棻灡椀棾暲棸灡棻棻 棻灡椀椆暲棸灡棻棸 棻灡椀椃暲棸灡棻棽
谷丙棷斕 棽灡椃暲棸灡椆 棽灡椃暲棸灡椂 棽灡椆暲棸灡椂
谷草棷斕 棽灡棽暲棸灡椂 棽灡棿暲棸灡椃 棽灡椂暲棸灡椄

碱性磷酸酶 棻棸灡椃暲棸灡椄 棻棻灡椂暲棸灡椃 棻棽灡棾暲棻灡棻
肌酐棷棬毺旐旓旍暏斕棴棻棭 棻棸椀灡棻暲椆灡椀 棻棸椂灡椆暲棻棸灡椂 棻棸椄灡棿暲棽棻灡椂

尿素氮棷棬旐旐旓旍暏旐斕棴棻棭 椂灡椄椆暲棸灡椃椄 椃灡棸棽暲棸灡椄椂 椃灡棻棾暲棸灡椃棻
葡萄糖棷棬旐旐旓旍暏旐斕棴棻棭 椀灡椀椂暲棸灡棾棾斸 椂灡棽椂暲棸灡棾棽斺 椂灡椆椂暲棸灡棽椄斻

总胆固醇棷棬旐旐旓旍暏旐斕棴棻棭 棸灡椄椀暲棸灡棸椀 棸灡椄椄暲棸灡棸椂 棸灡椆棻暲棸灡棸椂
甘油三酯棷棬旐旐旓旍暏旐斕棴棻棭 棻灡椃棻暲棸灡棻椃 棻灡椄椆暲棸灡棾椄 棽灡棻棽暲棸灡椂椀

暋暋注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 椉棸灡棸椀棶
棽灡棿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如表椄棳总抗氧化能力及丙二醛浓度棳试验栺组和试验栻组与对照组相比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
棸灡棸椀棭棶但是随着菌糠添加量的增加有增高和降低的趋势椈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方面棳对照组与试验栻组相

比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棶

棻棻第椂期暋暋暋暋 暋邵暋乐棳等椇杏鲍菇菌糠对幼兔生长性能暍消化率及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表椄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项暋暋暋目 对照组 试验栺组 试验栻组

丙二醛棷棬旑旐旓旍暏旐斕棴棻棭 椂灡椀棽暲棸灡椂椃 椀灡棾椀暲棸灡棻棿 棿灡椆椂暲棸灡椆棾
总抗氧化能力棷棬斦暏旐斕棴棻棭 椀灡棻棿暲棸灡棸棾 椀灡棿棻暲棸灡棸椀 椀灡椂棻暲棸灡棸棾

超氧化物歧化酶棷棬斦暏旐斕棴棻棭 棻棻椂灡椆棽暲棾灡椆椆斸 棻棽棾灡椀椆暲棿灡棽椆斸斺 棻棾棾灡椆棾暲椀灡椀椄斺
暋暋注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 椉棸灡棸椀棶
棽灡椀暋幼兔的饲养成本及经济效益分析

如表椆棳饲料单价棳试验栻组分别比对照组和试验栺组便宜棸灡棽元棷旊旂和棸灡棻元棷旊旂椈平均增质量耗料

成本棳试验栺组和试验栻组分别比对照组节约了棻椃灡棾棩和棻棻灡棻棩棶
表椆暋幼兔的饲养成本及经济效益分析

项暋暋暋目 对照组 试验栺组 试验栻组

饲料单价棷旊旂 棽灡棽 棽灡棻 棽灡棸
平均日采食量棷旂 棻棻棽灡棻 棻棸棿灡椀 棻棽棸灡棽
总饲料成本棷元 棻棾椄灡棻 棻棻棻灡棽 棻棾棿灡椂棽
总增质量棷旊旂 棻椃灡棸 棻椄灡棾 棻椄灡椃

平均增质量耗料成本棷棬元暏旊旂棴棻棭 椄灡棻 椂灡椃 椃灡棽
暋暋注椇总饲料成本椊平均日采食量暳棽椄斾暳棽棸只暳饲料单价棷棻棸棸棸棶

棾暋讨暋论

棾灡棻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菌糠中含有丰富的糖类暍有机酸暍生物活性物质暍矿物质微量元素暍氨基酸及其他营养成分棳是潜

在的优质饲料资源椲椂灢椃椵棶闫昭明等椲椄椵研究表明棳饲粮中添加金针菇菌渣对黄羽肉鸡生长性能无显著影响棳
但可改善肉品质及营养价值棶本研究发现在日粮中添加杏鲍菇菌糠可提高肉兔的日增重棳降低日采食

量棳这与李进杰等椲椆椵利用香菇菌糠代替日粮中不同比例的麸皮进行了生长期肉兔的饲喂试验的结果基

本一致棶本试验栺组的料重比最低棳试验栻组由于腹泻率增加棳料重比略低于对照组棶幼兔腹泻率随着

菌糠添加量的增加有所增高棶这可能是由于杏鲍菇菌糠烘干处理不够及时棳玉米赤霉烯酮和呕吐毒素略

高对幼兔有一定的影响棶
棾灡棽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部分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陈思恋等椲棻棸椵利用平菇菌糠替代苜蓿草粉饲喂福建黄兔棳研究菌糠对兔生长性能和肠道酶活性的影响棳
研究结果表明日粮中随着菌糠替代比例的增加棳提高了黄兔肠道中消化酶的活性棳降低了料重比棶本试验

消化率结果显示棳各组间粗纤维暍灰分和无氮浸出物都有所提高棳其中试验栺组与对照组之间粗蛋白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棶测定粗蛋白的表观消化率棳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动物对蛋白质的利用情况棶
这与孟梅娟等椲棻棻椵添加棻椀棩和棽椀棩金针菇菌渣棳山羊日粮中各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均高于对照组日粮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棶
棾灡棾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血清葡萄糖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由于培养基组成成分不同棳导致其菌糠中的糖分

质量分数也存在较大差异棶本试验所测定的杏鲍菇菌糠其培养基以玉米芯暍木屑和甘蔗渣为主棳因此菌糠

饲粮气味香甜棳适口性好棳随着菌糠添加量的提高棳幼兔血糖质量分数也逐渐升高棶本次试验结果谷草暍谷

丙暍碱性磷酸酶暍肌酐暍尿素氮暍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但相比对照组

都有升高趋势棶这与郭万正等椲棻棽椵研究发现棳金针菇菌糠配制波尔山羊羔羊全混合颗粒日粮后棳血清总蛋

白暍球蛋白暍总胆固醇暍高密度脂蛋白暍低密度脂蛋白及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等均低于对照组棳有降低趋

势椈血清中甘油三酯高于对照组棳有上升趋势的结果不完全一致棶可能是由于幼兔刚刚断奶棳断奶应激影

响因素更大一些棳所以谷丙暍谷草转氨酶等相比对照组有增高趋势棶

棽棻 西南大学学报棬自然科学版棭暋暋暋暋暋旇旚旚旔椇棷棷旞斺斺旉斺灡旙旝旛灡斿斾旛灡斻旑暋暋暋暋暋第棿棻卷



棾灡棿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斢斚斈是动物体内的活性氧清除因子棳它能清除体内的过氧化产物棳维持机体氧化和抗氧化的动态平

衡棳总抗氧化能力 斣灢斄斚斆和斢斚斈水平的高低反映了机体抵御氧化应激暍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椲棻棾椵棶斖斈斄是

机体内脂质过氧化反应中的终产物棳反应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程度棳可以间接地反映出细胞损伤的程度椲棻棿椵棶
本试验研究发现棳与对照组相比棳试验栺组暍试验栻组都能够提高血清 斣灢斄斚斆和斢斚斈活性棳降低血清

斖斈斄质量分数棳因此杏鲍菇菌糠可提高幼兔的抗氧化性能棶
棾灡椀暋杏鲍菇菌糠对幼兔的饲养成本及经济效益分析

陶忠连等椲棻椀椵在杏鲍菇废菌棒代替麸皮饲喂肉牛的效果试验研究中棳试验组采用杏鲍菇废菌棒替代常

规饲料配方棬对照组棭中的麸皮棳试验组净增质量比对照组多椀灡棸棸旊旂棶陆亚珍等椲棻椂椵研究杏鲍菇菌糠在羊日

粮中可替代部分常规饲料棳能显著降低羊的饲料成本棶据潘军等椲棻椃椵报道白灵菇菌糠对肉牛适口性和育肥效

果的影响棳白灵菇菌糠代替日粮中棸棳棽棸棩棳棿棸棩棳椂棸棩的麦秸进行育肥试验棶肉牛的料重比和饲料成本均

有所降低棳饲养成本和饲养的利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棶本试验用菌糠代替菊叶粉棳肉兔的料重比暍饲料

成本有所降低棳饲养利润提高棶平均每千克增质量消耗成本试验栺组分别比对照组和试验栻组节约了

棻椃灡棾棩和椂灡椆棩棶本试验菌糠成本每吨约为椂棸棸元棬含运输和烘干棭棳略低于菊叶粉的价格棶开发和使用菌糠

饲料不仅可以缓解食用菌对环境带来的负担棳还可以缓解人畜争粮的矛盾棶因此棳菌糠饲料在养兔业的应

用棳不仅能节约成本棳还能开辟饲料资源棳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棶
棿暋结暋论

杏鲍菇菌糠作为原料加入饲料中可以提高幼兔生长性能暍降低料肉比暍提高粗蛋白质表观消化率暍增

强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暍促进机体健康棶综合考虑棳杏鲍菇菌糠椀棸棩替代优于全替代棳可降低饲喂成本棳提

高生产性能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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