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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脂肪对繁殖母猪生产性能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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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健康和体况是保障繁殖性能的

基础。高能量可以导致母猪过肥而影响

繁殖性能，因此，脂肪在母猪日粮中的

应用一直被忽略。然而，脂肪除了高能

量（影响母猪发情启动 [1]、子代脂肪酸

组成 [2] 等）以外还有其他功能，如卵磷

脂的构成细胞质膜功能、乳化功能，必

需脂肪酸的各种功能 [3，4]，脂肪促进脂

溶性维生素吸收代谢的功能 [5] 等。而这

些重要作用是母猪繁殖、健康，配套发

育、仔猪生长必需的物质基础，因此，

研究脂肪的功能性作用，对改善母猪生

产性能尤为重要。本研究以含有高比例

卵磷脂和必需脂肪酸的复合脂肪为试验

材料，以大豆油为对照，研究复合脂肪

对繁殖母猪生产性能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复合脂肪：山东中牧饲料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美超能 Z505）乳化均衡油

粉。油脂含量：51%，膨化玉米：40%，

糊精、葡萄糖：9%。油脂中，卵磷脂：

30.0%，亚油酸：36.3%，亚麻酸：9.0%，

中链脂肪酸：10.0%。

1.2  试验动物与设计
选取胎次、体重相近，妊娠 85 d

母猪（长白 × 大白）24 头，随机分为

2 个处理。对照组：参考 NRC（1998）

母猪妊娠后期和哺乳期营养需要供给；

试验组：用等量复合脂肪替换对照组日

摘  要：为了弄清复合脂肪中的高卵磷脂和必需脂肪酸对改进繁殖母猪生产性能的功效。选择妊娠85 d母猪（长

白×大白）24头，随机分为2个处理。研究结果表明：妊娠后期和泌乳期母猪日粮添加复合脂肪，能提高断奶

仔猪体重（P＜0.05），有提高产仔数（P=0.09）和断奶活仔猪数（P=0.08）的趋势，以及降低弱仔数的趋势（P=0.10）。

同时，复合脂肪的添加，减少了母猪皮屑、改善了毛色亮度，减少了便秘。母猪妊娠后期日粮使用1.5%复合脂肪，

泌乳期使用3%复合脂肪，替代等量大豆油，产仔数增加了2.85%，弱仔数降低了7.69%，仔猪断奶体重提高

了2.19%，断奶活仔猪数增加2.10%。复合脂肪中的高卵磷脂和必需脂肪酸可以改进母猪生产性能和仔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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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中的大豆油。详细日粮配方组成和营

养水平见表 1。试验分妊娠后期（妊娠

85 d 至产仔）和泌乳期（产仔至 21 d

断奶）2个阶段。

1.3  饲养管理
妊娠后期每天 06:00 和 18:00 饲

喂 2 次，泌乳期每天 05:00、10:00 和

16:00 饲喂 3次。母猪自由采食、饮水。

哺乳仔猪由母乳喂养，不添加代乳料。

母猪和仔猪免疫、消毒、卫生等常规程

序按猪场相关制度进行。

1.4  测定指标与方法
母猪感官指标：精神状态、皮肤皮

屑、毛皮颜色。

便秘指数：便秘头数 /总头数

产仔性能：平均窝产仔数、平均窝

产活仔数、弱仔率、仔猪平均出生窝重、

仔猪平均断奶窝重。

1.5  数据分析与统计
试验数据使用 SAS9.2 软件进行

统计。采用方差分析（ANOVA）中

的 单 因 子 方 差 (One-way  analysis 

variance) 进行分析，Duncan’s 多重

比较，显著性水平为P ＜ 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感官指标
添加复合脂肪对母猪感官指标的影

响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功能性脂

肪替代饲料中的大豆油对母猪精神状态

无影响，可减少母猪皮屑、毛色光亮更

加光亮，可以改善粪便状态，减少便秘。

2.2  产仔性能
复合脂肪对母猪产仔性能的影响见

表 3，从表 3 可知，功能性脂肪酸替代

饲粮中的大豆油对母猪产活仔数、死胎

率无显著影响（P ＞ 0.05），对产仔数

有增加趋势（P=0.09），弱仔数有降低

趋势（P=0.10）。说明，母猪妊娠后期

表1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注：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VA 10200 IU，

VD
3
 2150 IU，VE 40 IU，VK

3
 2.0 mg， 硫 胺

素 3.5 mg，核黄素 5.5 mg，VB
6
 1.8 mg，VB

12
 

0.03 mg， 氯 化 胆 碱 1000 mg， 烟 酸 28.0 mg，

泛酸 18.0 mg，叶酸 1.0 mg，Mn 25.0 mg， Zn 

80.0 mg，Fe 80 mg, Cu 6.0 mg，I 0.15 mg，Se 

0.25 mg。消化能为计算值，其余为实测值。

原料 /% 
妊娠阶段 泌乳阶段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玉米  55.50 55.50 56.50 56.50

豆粕  15.00 15.00 26.00 26.00

麸皮  24.00 24.00 10.00 10.00

复合脂肪 1.50 3.00

大豆油 1.50 3.00

石粉   1.00 1.00 1.00 1.00

磷酸氢钙  1.20 1.20 1.50 1.50

食盐  0.50 0.50 0.50 0.50

赖氨酸  0.15 0.15 0.30 0.30

DL-Met 0.15 0.15 0.20 0.20

预混料  1.00 1.00 1.00 1.0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营养水平 

消化能 /
(MJ/kg)

12.75 12.75 13.95 13.95

粗蛋白质/% 14.28 14.28 17.15 17.15

钙 /% 0.69 0.69 80.00 80.00

总磷 /% 0.61 0.61 0.69 0.69

可消化磷 0.33 0.33 0.40 0.40

赖氨酸 /% 0.95 0.95 1.25 1.25

蛋 +胱 /% 0.76 0.76 0.9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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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中添加复合脂肪，可以改善母猪的

生产性能和仔猪健康。

2.3  仔猪生产性能
妊娠后期和泌乳期母猪日粮添加复

合脂肪对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 4，

可以看到功能性脂肪显著增加了断奶仔

猪个体均重（P ＜ 0.05），有提高断奶

活子数的趋势（P=0.08）。由此说明，

繁殖母猪日粮添加复合脂肪可以改善哺

乳仔猪的生产性能。

3  讨论
依据妊娠母猪生理特点，限制饲养

是保证母猪妊娠期体况的有效方法。动

物限饲可以在自由采食条件下限制日粮

营养水平，也可以固定的日粮营养浓度

而限制饲喂量 [6]。但是，在舍饲条件下，

无论哪种限制方法，由于妊娠母猪低的

能量需要量，日粮中几乎不添加油脂就

可以满足妊娠期的能量供应 [7]。产仔猪

后进入泌乳阶段，母猪取消限制饲养，

自由采食迅速增加采食量，养猪业者认

为母猪完全可以通过采食量满足能量需

求，添加油脂会导致母猪过肥而影响繁

殖。因此，在繁殖母猪日粮中，添加脂

肪一直被忽略。油脂是高能量饲料原料，

但是油脂对动物的作用不仅仅是能量。

其中的卵磷脂、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

是必需脂肪酸等，还是母猪体况维持、

组织更新、胎儿生长发育、乳腺组织功

能维持的必需物质基础 [4,8-9]。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猪皮屑减少、

毛色亮度提高，便秘减少等应该是复合

脂肪中更多的卵磷脂和必需脂肪酸促进

细胞和组织更新、促进维持毛细血管功

能的作用 [10]。与大豆油对照组相比，母

猪妊娠后期日粮中添加复合脂肪，产仔

数增加了 2.85%，弱仔数降低了 7.69%，

可能是复合脂肪中的高卵磷脂和必需脂

肪酸改进了母猪体况，促进了繁殖性

能，促进了胎儿的发育，提高了初生仔

猪健康 [11]。妊娠后期和泌乳期母猪日

粮添加复合脂肪使仔猪断奶体重增加了

2.19%，（P ＜ 0.05），提高断奶活仔猪

数 2.10%，可能是日粮添加复合脂肪改

善了母猪产奶性能和乳质量，保障了仔

猪快速生长和健康。复合脂肪中的高卵

磷脂和必需脂肪酸改进母猪生产性能和

仔猪健康的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母猪妊娠后期日粮使用 1.5% 复合

脂肪，泌乳期使用 3% 复合脂肪，有利

于改善母猪和仔猪产生产性能。与等量

大豆油相比，复合脂肪能进一步使产仔

数增加 2.85%，弱仔数降低 7.69%，仔

猪断奶体重增加 2.19%，断奶活仔猪数

增加 2.10%。复合脂肪中的高卵磷脂和

必需脂肪酸可以用作改进母猪生产性能

和仔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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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精神状态：“+”委靡，“+ +”一般，“+ + +”

良好；肤色：“+”苍白，“+ +”一般，“+ + +”

红润；皮屑：“+”极少，“+ +”一般，“+ + +”

较多；毛色：“+”灰暗，“+ +”一般，“+ + +”

有光泽。

表2  母猪饲喂复合脂肪对感官指标的对比

精神
状态

肤色 皮屑 毛色
便秘
指数

对照组 ＋＋＋ ＋＋ ＋＋ ＋＋ 8.33

试验组 ＋＋＋ ＋＋＋ ＋ ＋＋＋ 0

对照组 试验组

图 1  母猪感官指标

表3  母猪饲喂复合脂肪对母猪产仔性能的影响

表4  母猪饲喂复合脂肪对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处理
平均窝产
仔数

平均窝活
仔数

弱仔率
/%

死胎率
/%

对照组  11.56  10.78  0.13 0.11 

试验组 11.89  10.88  0.12 0.11 

P 0.09  1.00  0.10  1.00 

SEM 0.66  0.64  0.03  0.03 

处理
仔猪平均出
生重 /g

仔猪平均断奶
重 /kg

断奶
活仔数

对照组 1385  6.40b  10.02 

试验组 1396  6.54a  10.23 

P 0.46  0.03  0.08 

SEM 149  0.01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