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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革渣资源化处理研究 川

饲料蛋白粉的动物喂养试验
‘

蒋 挺 大 张 春 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摘耍 由铬革渣提取蛋白贡加工成的 饲料蛋白粉
,

作为动物性蛋白质添加剂加人饲料
,

小白鼠喂养 周后增重

率超过对照组
,

共喂 批
,
二代

, 剖检各器官未见神常
。 ·

的小鸡喂养 后 , 的巾鸡喂养 后增

重率超过对照组
, 产蛋前期的产蛋率比对照组高 。 ,

剖检各器宫未见异常
,

肌肉
、

肝脏和蛋巾未发现洛 皿

级
。

由铬革渣碱性水解脱铬井提取蛋 白质
,

此蛋白质与载体混合
、

干燥
、

粉碎后制成饲料

蛋白粉  饲料蛋白粉中蛋白质的含量可由

加人蛋白质的量来控制 此外
,

作为载体的三

粉或鼓皮本身也含有 多 左右的蛋白质 前

者是动物性蛋 白质
,

后者是植物性蛋白质 因

此
,

这种饲料蛋白粉中蛋 白质的总量是加人

蛋白质与载体本身所含的蛋白质之和
,

同时

也是动物性蛋白质与植物性 蛋 白质 的 混 合

物
,

能对氨基酸的平衡起到互补作用

由于从铬革渣中提取的 主 要 是 胶 原 蛋

白
,

作为饲料的蛋白质添加剂
,

其营养价值如

何
,

要通过动物试验来加以验证 本文报道

了小白鼠和鸡的喂养试验情况
,

一 实 验

主要试材

小 白鼠 来自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动物实验室
,

同日生
,

后断奶
,

后分

组

母鸡 同 日龄京白
,

出生 后 分

组

饲料 小白鼠饲料自配
,

配方 佰 为

对照组 次粉
,

鱼粉
,

食盐 ,

试验组 次粉 ”
,

饲料蛋白粉
,

食盐 ,

饲料蛋白粉的营养成分列于表

表 饲料蛋白粉的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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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

举 饲料 蛋白粉的热能 ,
·

鸡饲料来 自北京市曙光饲料厂的鸡用配

合饲料
,

产蛋后改为蛋用饲料 试验组的配

合饲料中添加 沁 饲料蛋白粉
。

试验方法

小白鼠分两组
,

对照组雌雄各 只
,

试验

组雌雄各 只 每 日定量喂食
,

每周称重一

次
’

试验结束时解剖一
、

出生 后的小鸡分两组
,

笼养
,

饮自来

郭富堂和郭卫红同志参加了部分实脸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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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每只鸡每天喂 饲料 对照组 只
,

试验组 斗只 共饲养
,

三次称重
,

计算

增重率

出生 后的母鸡 只
,

分两组
,

每组

只
,

笼养
,

饮自来水
, 每只鸡每天喂  

饲料 每 称一次体重 产蛋开始后
,

每

天记录各组的产蛋数并称蛋重 试验结束时
,

停食
,

称体重
,

然后颈部放血致死 摘

取肝脏
,

称重 观察心
、

肺
、

肾
、

脾
、

胃
、

肠及血

液
。

科 学
· ·

,

到第六周
,

试验组平均每只小白鼠比对服

组多增重 书

表
, 、
白鼠增重比较 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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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小白鼠的喂养试验

从图 和图 来看
,

雄鼠对照组第一周

增重超过试验组 茄
,

此后却低于试验组
,

到

第四周
,

再度超过试验组
,

以后一直低于试验

组 总的来说
,

试验组雄鼠生长情况好于对

照组
,

从数理统计上看
,

两组有显著差异 表

时间、周 ,

图 雌鼠生长曲浅

匀

而钊
阔

。

试验组
试验缝

对照组
对照组

劝
欲锌阔脚

口

时间仁周

图 雄鼠生 长曲浅

斌验组

一一刁

对照组

。
” ’

场 一犷一笼
时间 周 ,

图 斗 雌纵增 叠书

肋 

一欲韧侧哥

一

时问 周

图 雄鼠增 玉率

从图 和图 可见
,

开始时对照组雌鼠

平均每只重量 比试验组轻
,

到第六周
,

则
’

平均每只轻
, 试验组平均每只雌 鼠比对

照组多增重 多 这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

义的 表

饲喂情况表明
,

开始一段时间
,

试验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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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鼠对试验饲料适口性不好
,

摄食量明显小

于对照组
,

大便较干燥
,

且量少
。

雄鼠两周后

开始适应
,

增重较快
,

雌鼠则需五周才适应
,

所以增重缓慢

整个喂养试验共进行了七批
,

其中有两

批喂养一段时间后雌雄同笼
,

产下第二代继

续喂养 最后全部解剖
,

各器官均未见异常

由此可见
,

用饲料蛋白粉代替鱼粉
,

小白

鼠生长情况正常

鸡的生长情况

用饲料蛋白粉代替鱼粉
,

喂养了雏鸡
、

中

鸡和产蛋鸡 图 , 表明
,

左右的雏鸡

饲喂到 时
,

试验组与对照组具有同步的

增长速度 接着
,

对照组增重速度放慢
,

而试

验组依然增重较快 试验所用的雏鸡
,

在分

组时把较大的分在对照组
,

较小的分在试验

组
,

避免同组中大小摄食不均 饲养 左

右
,

试验组的增重率超过了对照组
。

卷 拐

时间 山

图 中鸡增重率比袂

试验组

对照组

长

对鸡来说
,

必需氨基酸除了精氨酸
、

籁氨

酸
、

组氨酸
、

亮氨酸
、

异亮氨酸
、

撷氨酸
、

蛋氮

酸
、

苏氨酸
、

色氨酸和苯丙 氨酸等 种外
,

略

氨酸
、

胧氨酸也是重要的
,

而甘氨酸对促进雏

鸡的发育有特殊作用
,

脯氨酸
、

丙氨酸
、

谷氨

酸
、

门冬氨酸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成为必

需氨基酸田 饲料蛋白粉中精氨酸
、

苯丙氨

酸
、

甘氨酸
、

丙氨酸
、

谷氨酸
、

门冬氨酸和脯氮

酸含量很高
,

所以特别适合于鸡的生长发育
。

鸡的产蛋率

对照组从 年 月 日开始 产 蛋
,

试验组从 日开始产蛋 从 月 日开洽

记录产蛋情况一图 给出了每 平均每只

鸡的产蛋曲线
,

图 是试验组比对照组产蛋

匆幻勃句

 
笨勺并侧势

拭验组

八二

内‘血曰

】 即 对照组

尽息喇淞礼
图 , 小鸡增重率比较

 即,
图 是中鸡 出生 个 月

,

每只 左

右 的增重率比较 饲喂 后
,

试验组的增

重率超过了对照组
。

由此可见
,

中鸡对添加 饲料蛋白粉

的饲料较易适应
,

并增重比对照组快
,

而小鸡

适应这种饲料要慢一些
,

说明添加的蛋 白质

较难消化吸收
,

但营养价值高
,

有利于鸡的生

‘咕 「 ‘

时间

图 每 天每只鸡的产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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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饲喂期

环 境 科

鸡生产能力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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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增蛋率比较

表 3 列 出了对照组和试验组的 产 蛋 量
、

产蛋率和蛋重的测定结果
.

从产蛋情况看
,

试验组明显好于对照组
,

第二个 10d
,

产蛋率高出 巧 1多
.
尔后

,

两组

都出现下降趋势
,

到 60d 才开始回升
,

但试验

组仍然高于对照组
.
试验组产蛋率下降的部

分原因是饲料缺钙
,

母鸡产蛋后不一会儿就

啄食之
.
当补充钙质后

,

产蛋率很快就恢复

到较高水平
.
从全期平均产蛋率来看

,

试验

组比对照组高 70 务
.

由于试验是在产蛋初期
,

正好又是北京

最寒冷的时间
,

一方面可看出添加 3务 饲料

蛋白粉的饲料在御寒能力和增加产蛋率方面

具有显著作用
,

另一方面是产蛋不稳定时期
,

两组产蛋都较少
,

因此饲料报酬不好计算
。

随后
,

我们在深圳一个养鸡场扩大试验
,

饲喂 50 0 只正常产蛋母鸡
,

产蛋率增加 10 书

以上
,

饲料节省 20 佑 以上
,

显著降低了蛋的

生产成本
。

4

.

相对肝重及健康情况

为了了解饲料中添加饲料蛋白粉后对鸡

体健康有无影响
,

测定了鸡的肝体比
.
每组

测 7 只鸡
,

结果见表 4.

表 4 相对肝孟

对对 照 组组 试 验 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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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见
,

两组相对肝重没有明显差

异 (
t一 0

.
0 53)

.

经鸡的肝脏
、

胸肌和蛋的分析
,

试验组未

发现残留铬
.

在剖检中发现
,

对照组有 1 只肝上有 1

个 0
.
4。m 直径的白囊

,
5 只肝有痛血块 ;试脸

组只 1 只肝上有撇血块
,

其它未见异常
.

剖检中还发现
,

对照组有 2 只心肌有出

血点
,

其它正常;试验组心脏全部正常
.
对照

组有 l只肠内有少量出血点
,

其它正常 ;试验

组肠道全部正常
.
两组的肺和皮肤均未见异

常
.
由此可见

,

试验组抗病能力强于对照组
.

从剖检情况来看
,

试验组鸡肉厚且嫩
,

脂

肪多;对照组鸡肉显老
,

脂肪少
.

在喂养过程中观察到
,

试验组的羽毛光

亮雪白
,

明显好于对照组
.

三
、

结 论

1.从小白鼠和鸡的饲喂情况看
,

按文献

〔l] 报道的方法从铬革渣中提取的蛋白质未

见毒副作用
.

2
.
这种蛋白质是可消化 的 动 物 性 蛋 白

质
,

能促迸小白鼠和鸡的生长
,

并能使蛋鸡的

产蛋率明显提高
.

3
.
这种蛋白质可作为一种新的动物性饲

料蛋白质添加剂用于畜
、

禽
、

鱼
、

虾的配合词

料 中
,

替代部分鱼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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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施肥时铜对农作物的污染
*

王 宏 康 阎 寿 沦
(北京衣业大学)

摘共 木文采用盆栽和小区试验
, 研究了在 石灰性土壤上

, 污泥施 肥时铜污染对小麦和水稻的影响
,
和作物对土

壤中铜的吸收
、

迁移
、

积累规律
.
结果表明 , 土壤含过量铜时对作物的生长

、

发育和产量都有影响
.
土壤投加

铜量为 IO0p pm 时能使较敏感的水稻减产 10 %
.
两种作物对铜的吸收积累量不同

, 在各器官的次序均为: 根》

茎 > 叶> 籽拉
,

但籽粒中的铜都不超过 20p P m
·

本试验投加铜后
,

提高了土壤中有效铜
,

并改变了上壤中原有铜

离 子的形态分布
.
试验结果和计算表明

, 在石灰性土壤中铜的最高容许含量为 130P p二 , 建议衣用污泥施肥时
,

在石灰性土壤上
,

我国的铜控制标准
,

可修改为 SOop p m
.

铜是作物生长的必需元素
,

但当土壤中

含铜过量时对作物有害
.
在工矿区

,

由于排

放含铜废水对农田的污染比较严重
.
含铜污

泥施肥是土壤铜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国内

外对污泥施肥时引起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

较多
Ll一 4] . 一些国家制定了污泥施肥时铜的

最高容许量标准〔。 ,

以及土壤中铜的 环 境 质

最标准 〔心
,

” . 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虽已开展
,

但

在已公布的污泥农用标准中
〔, 0J ,

铜只是根据

国外资料
,

制定了一个参考标准
,

有关试验并

未进行
.
本试验是在北方石灰性土壤上

,

研

究了铜在土壤中的转移
、

变化和残留
,

铜被作

物的吸收和积累
,

铜对作物的毒害和土壤环

境容量
,

它可以为我国农 田污泥施肥标准的

制定和修改提供依据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1.供试土壤

. 本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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