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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豆粕对不同阶段

生猪生长性能及健康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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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市场价格与

成本控制，在市场价格相对稳定的条件

下，最主要取决于生产成本，而饲料成

本占养猪生产成本的 70%左右，在相同

品种和同等饲养管理条件下，饲料是影

响养猪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1]。发酵豆

粕即是利用无抗生素的饲料，应用益生

菌发酵，通过发酵致死和清除各类病原

菌，并使益生菌繁殖，从而控制疾病的

发生；同时改善适口性，提高采食量；

在发酵过程中杀死致病菌，产生大量的

生物活性物质，从而促进机体免疫水平

提高，增强抗病能力，降低死亡数。同

时仔猪排泄物气味变淡，养殖环境得

到很大改善 [2]。本文主要对发酵豆粕对

生猪的日增重、料重比、腹泻率、总体

发病率及死亡数的影响进行分析，为在

养猪生产中应用益生菌发酵豆粕提供依

据，以使养殖者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1  材料和方法

1.1  饲料处理 
在不同阶段的基础日粮中分别添

加 12%、10%、8% 的浙江科峰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生产的发酵豆粕，其符合 Q/

摘  要：本试验旨在研究饲料中添加发酵豆粕对不同阶段生猪生长性能及健康状况的影响。选用仔猪120头、

中猪120头、肥猪120头，分别随机分为2个处理组：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为玉米-豆粕型日粮，仔猪、中

猪、肥猪日粮的豆粕用量分别为12%、10%、8%，试验组用发酵豆粕等量代替对照组的豆粕，其他成分完全相同。

试验结果表明：在仔猪阶段饲料消耗降低 6%，平均日增重提高11.17%，腹泻率降低 6.6%，总体发病率降低

13.4%；中猪阶段饲料消耗降低11.1%，平均日增重提高15.62%，总体发病率降低 6.6%；肥猪阶段饲料消耗降

低 7%，平均日增重提高6%，总体发病率降低 3.3%。结论：用发酵豆粕替代普通豆粕显著地提高不同阶段猪

只的生长性能，降低腹泻率和总体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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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KF04-2013 企业标准。发酵豆粕中

富含强力抗菌活性肽及益生酵母菌、多

种消化酶、多种维生素，益生菌酵母数

量多达 120 亿 /g。

1.2  饲喂方法
采用基础日粮添加发酵豆粕饲喂

方式。以 50 kg 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6 kg、5 kg、4 kg 的干品发酵豆粕的比

例，充分拌匀，自由采食。

1.3  试验猪和试验时间
试验猪为“杜长大”三元杂交猪，

共计 320 头。试验时间自 2014 年 8 月

至 2014 年 10 月，6批次。                                                    

1.4  测定项目
生产性能 ：比较料重比和日增重，

进行生物学效应综合评定。

健康状况：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消

化道疾病发病率、腹泻率、总体发病率

和死亡率

2  饲喂结果

2.1  仔猪阶段
试验组猪末重 21.52 kg，对照组猪

末重 20.08 kg, 差异显著（P ＜ 0.05）。

试验组猪平均日增重 467.7 g，对照组

猪平均日增重 420.7 g, , 差异极显著（P

＜ 0.01）。平均日增重提高 47 g，提高

11.17%。试验组猪耗料 19.79 kg，对

照组猪耗料 19.05 kg , 差异极显著（P

＜ 0.01）。试验组猪料重比 1.42 ∶ 1，

对照组猪料重比 1.51 ∶ 1，改善 0.09，

降低饲料消耗 6%。试验组猪呼吸道疾

病发病率 1.7%，其他疾病无死亡，对

照组猪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5%，其他疾

表1  仔猪阶段日增重和料重比比较

注：表中肩标小写字母为差异显著（P ＜ 0.05），肩标大写字母为差异极显著（P ＜ 0.01），以下同。

组别 始重 /kg  末重 /kg  日增重 /g  耗料 /kg  料重比

试验组 7.55+0.45 21.52a 467.7A 19.79A 1.42:1

对照组 7.46+0.40 20.08b 420.7B 19.05B 1.51:1

                                         表 2  仔猪阶段腹泻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比                                %

组别 腹泻率  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其他疾病发病率 总体发病率 死亡率

试验组 1.7 1.7 0 3.3 0

对照组 8.3 5 3.3 16.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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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病率 3.3%，死亡率 1.7%（表 2）。

与对照组相比，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降低

3.3%，其他疾病发病率降低 3.3%。

试验组猪腹泻率由8.3%降至1.7%，

改善 6.6 个百分点。总体发病率由

16.7%降至 3.3%，改善 13.4 个百分点。

2.2  中猪阶段
试验组猪末重 48.46 kg，对照组猪

末重 47.10 kg，差异极显著（P<0.01）。

试 验 组 猪 平 均 日 增 重 607 g， 增 重

18.21 kg，对照组猪平均日增重 525 g，

增重 15.75 kg，平均日增重提高 82 g，

提高 15.62%，差异极显著（P<0.01）。

试验组猪耗料 40.97 kg，对照组猪耗料

39.85 kg，差异显著（P<0.05）。试验

组猪料重比 2.25 ∶ 1，对照组猪料重比

2.53 ∶ 1，改善 0.28，降低饲料消耗

11.1%（表 3），差异极显著（P<0.01）。

试验组猪无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

病发病数，其他疾病发病率 1.7%，无死

亡，对照组猪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1.7%，

消化道疾病发病率 3.3%，其他疾病发

病率 3.3%，死亡率 1.7%。与对照组比

较，试验组呼吸疾病发病率降低 1.7%，

消化道疾病发病率降低 3.3%，其他疾

病发病率降低1.6%；总体发病率由8.3%

降至 1.7%，改善 6.6 个百分点（表 4）。

2.3  肥猪阶段
试验组猪末重 86.9 kg，对照组

猪末重 86.7 kg。试验组猪平均日增

重 890 g，对照组猪平均日增重 840 g，

平均日增重提高 50 g，提高 6%，差

异极显著（P<0.01）。试验组猪耗料

72.26 kg，对照组猪耗料 73.42 kg。试

验组猪料重比 2.7 ∶ 1，对照组猪料重

比2.9∶ 1，改善0.2，降低饲料消耗7%，

差异极显著（P<0.01）（表 5）。

试验组猪无呼吸道疾病、消化道

疾病发病数，其他疾病发病率 1.7%，

无死亡，对照组猪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1.7%，无消化道疾病发病数，其他疾

病率 3.3%，无死亡数。与对照组相比，

试验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降低 1.7%，

消化道疾病发病率无变化，其他疾病发

病率降低 1.6% ；总体发病率由 5%降至

1.7%，改善 3.3 个百分点（表 6）。

3  讨论
试验表明，添加发酵豆粕的饲料饲

喂仔猪、中猪、肥猪，其平均日增重、

饲料利用率提高了，料重比、腹泻率、

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及其他疾病发

病率明显下降，由此可见添加发酵豆粕

有明显促进生猪的生长、改善饲料报

酬、减轻断奶仔猪应激、有效减少仔

猪腹泻及生猪发病率的作用，经济效

益明显提高。

随着我国农产品准入制度的实施，

肉猪的标准化生产进程加快推进，对各

种疾病的防控，也随之进入标准化操作

顺序，然而仍然离不开抗生素的大量使

用，而饲料中和疾病防疫中抗生素使用

后必然会产生耐药菌，为原微生物产

生生理变化，致使生猪发病 [3]。这类疾

病一旦发生给控制和治疗带来很大的难

度，甚至危及食品安全，威胁动物和人

类的健康。因此，许多国家相继颁布法

令，禁止一些抗生素在饲料中使用，在

我国禁止或淘汰饲用抗生素也将成为必

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开创一种能够

杀灭细菌而耐药性低的养殖方法就显得

异常重要，国内外很多猪场都在饲料中

添加各种微生态制剂来提高养殖水平，

为生产安全、优质、无公害、无污染的

畜产品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4]。

曹建国等 [5] 的生物活性发酵饲料对

肥猪日增重的影响不大，没有研究其对

健康状况的影响，而我的添加发酵饲料

的研究对肥猪的日增重有显著提高，健

康状况也明显改善 , 试验结果表明：发

酵豆粕改善了饲料的品质，用添加益生

菌发酵豆粕的饲料喂猪，可显著提高猪

的日增重和降低料重比，提高饲料的利

用率，有效提高免疫力，促进动物生长，

增强抗病能力，同时可大幅度减少疫苗、

抗生素等药物使用量。在养猪生产中可

以考虑应用益生菌发酵豆粕，减少甚至

完全取代抗生素的使用，从而减少抗生

素的副作用 ，生产出无公害猪肉，取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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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猪阶段的日增重和料重比比较

                                                表 4  中猪阶段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比较                                         %

表 5   肥猪阶段的日增重和料重比比较

                                                表 6  肥猪阶段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比较                                         %

组别 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消化道疾病发病率  其他疾病发病率  总体发病率 死亡率

试验组 0 0 1.7 1.7 0

对照组 1.7 3.3 3.3 8.3 1.7

组别 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消化道疾病发病率  其他疾病发病率  总体发病率 死亡率

试验组 0 0 1.7 1.7 0

对照组 1.7 0 3.3 5 0

组别 始重 /kg  末重 /kg  日增重 /g  耗料 /kg  料重比

试验组 60.2+3.2 86.9 890A 72.26 2.7:1A

对照组 61.5+3.5 86.7 840B 73.42 2.9:1B

组别 始重 /kg  末重 /kg  日增重 /g  耗料 /kg  料重比

试验组 30.25+2.05 48.46A 607A 40.97a 2.25:1A

对照组 31.35+2.35 47.10B 525B 39.85b 2.53: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