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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母灵
”

对提高母畜雌性胎儿出生率影响的研究
康顺之

`

许德明

(二 湖 南农 业大学 长沙4 0 1 12 8 )

谭德高
’ “ `

刘进辉
`

( .,
原省委仍牛场 4 1 0 0 0 1 )

赵忠荣 ”
’

( 二 , 二
长沙县种猪场 4 1 0 1 3 8 )

随着集约化养猪业
、

养牛业程度的提高
,

随着母畜

饲料结构的改变
。

近几年
,

长沙地区的母猪
,

奶牛的繁

殖性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

母畜生雄性胎儿比例增多
,

雌

性胎儿比例减少
。

据长沙县大围子猪场 1 987
、

1 9 8 8
、

1 9 8 9 年 3 年的统计
,

93 头地方母猪共产仔猪 9 31 头
,

其中公猪 587 头
,

母猪 344 头
,

公与母比例为 63
:

37
。

统计湖南农业大学奶牛场 1 9 5 5
、

1 9 5 9
、

1 9 9 0 年产犊情

况
,

3年共产犊 132 头
,

其中公犊 103
,

母犊 29 头
,

公与

母比例为 78
.

2
:

21
.

8
。

这种公多于母的出生比例
,

严

重地影响长沙地区的瘦肉型猪发展
,

影响奶牛数量的

增加
,

影响养殖场的经济效益
,

生产单位纷纷要求调查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

并希望迅速改变这种公多于母

的被动局面
。

通过 9 头母猪和 19 头奶牛血液检测结果表明
,

母

畜产仔性别与血液中钾
、

钠
、

锌
、

铜
、

锰等离子浓度有

关
。

当母畜血液中钾
、

锌
、

铜
、

锰等离子浓度低于正常

值
,

钠离子浓度高于正常值时
,

母畜产雄性胎儿较多
。

若向母畜日粮中加入一种由矿物质元素和中草药组成

的添加剂 (即增母灵 )
,

每天拌入母畜日粮中喂 1次
,

每

次剂量为 58 一 g6
,

从配种前 10 天喂起
,

一直喂到配种

后 10 天
。

母畜发情时进行人工授精或 自然交配
,

饲养

管理条件与对照组相同
。

母畜产仔时
,

记录产仔总数和

公母比例
。

通过 90 头大围子母猪和 70 头荷斯坦奶牛

试验结果表明
,

母畜日粮中拌入增母灵后
,

产雌性胎儿

达 70 %左右
,

其中母猪产仔 雌性 率比 对照组提高

2 6%
,

奶牛提高 34 %
,

家兔提高 20 %
。

生物学统计显

示
,

试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极显著
。

这充分说明增母灵具

有提高母畜雌性胎儿出生率的效果
。

同时也发现专业

养殖户使用增母灵效果不如大型 养殖场
,

这可能专业

养殖户的母畜获得矿物质元素和维生素 (如青绿饲料 )

机会较多的缘故
。

众所周知
,

母畜在正常情况下
,

血液中各离子浓度

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
,

维护和调节机体器官的正常生

理活动
。

当体内某些元素缺少或不足时
,

机体内器官和

细胞正常机能发生较大的变化
。

如母畜长期处在低钾
、

低锌
、

低铜和低锰条件下
,

往往影响母畜子宫分泌粘液

的减少
,

影响卵细胞酶活性和渗透压的下降
,

这种环境

不利于体积大
、

速度慢的
x
精子进入卵细胞内受精

,

而

给体积小
、

速度快
、

活力强的 y 精子先进入卵细胞受精

创造了条件
。

如果给母畜饲喂增母灵
,

一方面补充母畜

体内所缺少的矿物质
,

恢复各器官的正常生理功能 ; 另

一方面增母灵中的某些中草药成分促使卵细胞接纳
x

精子受精
,

从而提高胎儿的雌性率
。

金定鸭 3 个品系间的杂交效果分析
`

赖垣忠 陈奕欣 陈小麟 吕良炬 潘丽碑 (福建厦门大学生物 学系 361 0 0 5)

纵观现代国际家禽业
,

就家禽品种而言
,

几乎都采

用商品配套品系
。

虽然
,

品系的育成方法不尽一致
,

但

都是在现代遗传育种理论指导下
,

获得加性和 非加性

遗传效应的有效方法
,

加上现代饲料业的进步和饲养

管理措施的逐渐完善
,

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

家鸭

(肉鸭和蛋鸭 )生产亦是如此
,

如英国樱桃谷育种场 已

育成 肉鸭 ( 0 5 1 系
,
c

.

v
.

s u Pe r 一M 系 )
、

蛋鸭有 C v 一

2 00 0 La ye
:
系

。

我国开展鸭品系研究
,

虽然起步较晚
,

但经许多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

肉

鸭方面有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的北京鸭 z 系
,

北京

市国营农场管理局的双桥 1
、

2 系
;
蛋鸭配套品系方面

,

有莆田黑鸭和绍鸭的报道
。 〔 1〕

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
,

在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的

资助下
, “

七
·

五
”

期间我们已完成了
“
金定鸭品系选育

研究
”

课题
,

育成 了 3 个具有一定特色 的金定鸭品

系
〔2, 。

近年来
,

开展了 3 个系的杂交观测工作
,

经两轮

的重覆和部分小群异地试验
,

各系间杂交组合均具有

一定的杂种优势
,

其中以金优 31 号 (金定鸭 , 系 舍x

I 系早)的优势最为明显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金定鸭品系均取于我校家鸭试验站 (选育

方法见文献 2 )
。

方法 采用 3 品系正
、

反交杂交法
。

在同一时间
,

组成 6 组配种群
,

性比 1 :

25
。

种蛋保存不超过 1 周
,

标志种蛋
,

同一孵化场入孵
。

出雏时
,

作好标记
,

分栏饲

养并以 3 个品系作对照
。

试验鸭群由同一饲养员饲养
,

饲料由同一厂家供应
。

试验数据的记录和处理方法同

文献 2
。

试验结果
1

.

“
金优 3 1 ”

鸭的主要经济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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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金优 1 3
”

鸭主要产蛋性状

群体 0 5%产蛋率 3 0 0日龄 试验全程 ( 0 0 5天 )

鸭数 开产 日龄 所需 日龄 平均 蛋重 平均蛋 数 平均蛋重

(天 )( g )(枚 ( )g )

产蛋数
( 枚 )

平均蛋重
( g )

入舍计

总蛋重 产蛋期蛋料比

( kg )

1 2314 4 57
.

1 21 14 2 64
.

9 01 28
.

00 7 0
.

3 3
29 2

.

9 6

士 6
.

9 3

74
.

5 5

土 5
.

7 5
21

.

84 2
.

8 1

3 71 3 6
。

6 51 7
.

79
3 0 0

.

8 1

士 6
.

2 7

7 5
.

7 5

士 5
.

14
2 2

.

79 2
。

84

由表 1可见
,

该鸭 50 0 天 (入舍计 )试验期的产蛋

数
,

平均蛋重
、

总蛋重和产蛋期的蛋料比均表现较好
,

特别是试验全程平均蛋重达 74
.

55 和 75
.

759
,

这是金

定鸭品种蛋重大的遗传性状得到发挥的结果
.

2
.

“
金优 31

”
鸭 5 0% 产蛋后的产蛋率和蛋重

表 2说明
,

开产 (群体 50 %产蛋 )后逐月产蛋率和

蛋重的变化情况
。

产蛋率方面
,

两次试验持续 80 % 以

上的产蛋率达 9 个月之久
,

若两次合并计算
,

80 % 以上

的产蛋率达 11 个月
。

逐月平均蛋重
,

在开产后的第 3

个 月 (即出生后的第 232 和 2 34 天 )
,

月平均蛋重为

71 9 以上
,

以后逐月上升
,

最高的月份竟超过 80 (s 第 1

次有 2 个月为 8 09 以上
,

第 2 次有 1 个月为 8 2
.

7 8 9 )
,

两次试验蛋重平均为 74
·

91 士 .5 059
。

衰 2 5 。% 产蛋后的逐月平均产蛋率和蛋皿

5 0 %产蛋后的月份
平 均 产 蛋 率 ( % ) 平 均 蛋 重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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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优 31

”
鸭产蛋性状的优势率

用目前通用度量杂交优势的方法
,

可看到金优 31

鸭主要产蛋性状的优势率如下 (表 3)
,

其产蛋数
、

平均

蛋重
、

总蛋重和产蛋期蛋料比的优势率分别为 4
.

31 %
、

4
.

6 7 %
、

9
.

2 0 %和 9
.

8 7 %
。

衰 3 “

金优 3 1 ”

鸭产蛋性状的优势率

项 目 亲本均值
第 1 次试验 第 2 次试验 两次试验 成绩合计

316720871

值一893215
685050

ll.9

值一817579值一845596
产蛋数 (枚 )

平均蛋重 ( )s

总蛋重 ( k s )

产蛋期蛋料 比

2 8 4
。

6 3

7 1
。

8 0

2 0
.

4 4

l
:

3
.

1 4

均

2 9 2
.

7 4
-

2 1
.

优势率 ( % ) 优势率 ( % ) 优势率 ( % )

2
.

9 3

3
.

8 3

6
.

8 5

1 0
.

5 1 `

生
3 0 0

-

;;
;:

均

29 6
.

7 5
.

2 2
.

2
.

8 1 2
.

8 4 2
.

8 3 9
.

,

为绝对值

小结与讨论
1

.

“

金优 31
”

鸭经两次试验
,

其主要产蛋性状比金

定鸭 3 个品系具有一定的优势 (表 3 )
,

这是它双亲基

因型间的互作效应
。

从异地试验 4 10 只的记录
,

其产蛋

数
、

平均蛋重
、

总蛋重和产蛋期蛋料比的优势率分别为

0
.

6 6%
、
2

.

9 4%
、

3
.

2 3 %和 5
.

1 0%
。

2
.

蛋重大是金定鸭品种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

这一

特性在金定鸭品种
,

品系和系间杂交种的产蛋记录中

都得到证实
。

我们认为
,

这应归结于它在蛋的形成过程

中物质高效率积累
。

已有实验表明
“

金定鸭开产 (初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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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法检测微量元素添加剂组分含量的流程研究
张书贤 ( 四川省万 县市畜牡局饲并监察站 6 3 40 00 )

骆世军 ( 四川省万 县市种 畜场质检室 )

黄孝权 ( 四川省万 县市玻瑞总厂生技科 )

前 言 平 (感量 0
.

lsm ); 3
.

旋片式真空泵 ( p = o
·

1 8K W ), 4
·

随着饲料工业的发展
,

用微量元素 (铜
、

铁
、

锰
、

锌
、

马福炉
; 5

.

烘干箱
; 6

.

酸碱滴定管 ( 25 ml
、

50 ml 规格 ) ;

钻
、

碘
、

硒等的无机盐 )生产畜禽饲料添加剂已十分普 7
.

烧杯
、

烧瓶
、

玻璃液器
、

陶瓷柑祸等 ; 8
.

广泛试纸
、

遍
,

由此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

为此
,

对 温度计等
; 9

.

主要试剂
,

见说明中所列
,

文章所指水为

微量元素添加剂中组分含量的检测已成为饲料质检部 蒸馏水
。

门的重要任务
。

尽管一些杂志介绍过一些检测方法
,

但 三
、

检测流程

多见于单一组分的检测
,

并多采用原子吸谱法和微分 下列程序是经过 13 次方案修改
,

2 4 个品种试验

脉冲阳极溶出伏安法 (D P A s N )
,

这些方法在我国许多 确定的最佳程序
,

具有检测成本低
、

简单易行
、

准确性

地方因缺少原子吸谱仪和极普仪等贵重仪器而不能广 高
、

适应范围广的优点
。

(见程序图 )

泛应用
.

为适应质检形势
,

找出用常规法就能检测微量 1
.

对检测程序中 A 步一 L 步代号说明
:

元素添加剂中组分含量的简单流程
,

为质检之急需
,

现 A 步
:

称取试样 2 克 (精确至 0
.

0002 克 )
,

置于

将笔者等人经过 13 次方案修改的最后方案和如何验 2 00 ml 的烧瓶中
,

加水 5 0ml
,

搅拌
,

使可溶于水的物质

证方案的可行性方法向同行们作一介绍
,

以供参考
。

完全溶解后
,

过滤
。

用水冲洗 5 次以上
,

得沉淀 a( 主要

一
、

常规检测法 物质是碳酸钙和杂质 )
。

本文之所以称这种方法为常规法
,

是因为
: 1

.

不 B 步
:

在沉淀物
a
中滴加浓 H cl

,

至无气泡后
,

再过

用贵重仪器
、

设备
; 2

.

所用试剂为常规试剂
;

3
.

操作 量 Zml
,

过滤
,

用水冲洗 5 次以上
,

得杂质① (主要是不

方法最基本且通用
,

包括
:

沉淀法
、

萃取法
、

重量法
、

络 溶于盐酸的硅盐 )
。

合滴定 ( ED T A )法
、

分光光度计法等
.

C 步
:

将滤液 I 转移至 5 00 ml 的容量瓶中
,

并定容

二
、

主要仪器
、

器具和试荆 至刻度
。

取液 10 ml 于三角瓶中
,

再按 G B6 4 36 一 86 执

1
.

分光光度计 ( 7 2 1 型或 5 81
、
7 51 型 ) ; 2

.

分析天 行
,

得钙②
。

后的 1 个季度卵巢中卵黄物质的积累 (主要脂类和磷

蛋白 ) 比初产时增加 50 %
,

蛋清蛋 白合成 效率也高

65 %
” 闭

。

这就是金优 31 鸭在开产后的第 3个月起逐

月平均蛋重保持在 70 克以上的原因
。

3
.

按现行衡量蛋鸭性能的方法 (从出雏 日起至第
5 0 0 天止 )

,

鸭的总蛋重和产蛋期的蛋料比均是重要的

经济指标
。

如上所述
,

金定鸭代谢旺盛
,

它能高效率地

把饲料中的营养成分转化为血浆氨基酸
,

通过循环系

统
,

促进卵黄和蛋清蛋白的合成
。

因而它的饲料利用率

和总蛋重都得到良好的表现
。

具体体现在金优 31 鸭的

总蛋重超过 Z l k s ( 2 1
.

8 4一 2 2
.

7 9 k s )
,

产蛋期的蛋料比

在 l
:

2
.

8 1 ~ 2
.

8 4 之间
,

与樱桃谷鸭场的 C v 一 2 0 0 0

蛋鸭生产性能相比 ( 2 8 5 枚
、

2 5 9
,
2 1

.

3 7 5 k s )毫不逊色
。

4
.

稳定的饲料质量和相应的管理措施是获得高

产低耗的重要保证
。

因此
,

在蛋鸭生产 (周期长
,

环境因

素变化大 )中应切切实实地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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