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肠道健康是动物健康的主要衡量标志，而肠道微生物

与肠道健康密不可分，益生菌代谢物在其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日粮中添加益生菌可以改善肠道健康，饲喂益

生菌发酵的饲料同样有效。酵母培养物是典型的益生菌代

谢物，它是由酵母在特制的培养基上经过充分的厌氧发酵，

干燥后制成的一种微生态产品。主要成分包括维生素、络

(螯 ) 合微量元素、小肽、氨基酸、酶类、有机酸、核酸、

甘露聚糖、β-葡聚糖、甾醇、芳香物质、促生长因子和

未知生长因子等。酵母培养物在奶牛方面应用比较成熟，

母猪方面相对欠缺，但从市场容量分析来看，母猪使用酵

母培养物的潜力比奶牛还大。本研究从母猪妊娠后期开始

添加酵母培养物，观察对其生产性能的影响，为该产品在

母猪生产中的使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2017年 6月在重庆某种猪场进行。

1.2 试验日粮

母猪配合饲料、酵母培养物 ( 主要成分：粗蛋白

≥ 15%、酸溶蛋白≥ 30%、甘露聚糖≥ 0.8%、粗灰分

≤8%、水分≤10%)。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1。

1.3 试验动物及饲养管理

将 80头妊娠后期母猪按胎次配对的原则 (胎次分布

2~6胎 ) 分为两组，每组 40头，每头为 1个重复。对照组

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组在基础日粮中添加0.5%酵母培养物，

试验从妊娠 85d开始至断奶后再发情结束，为期 65d。饲

养管理按猪场常规程序进行。

1.4 测定指标

母猪采食量、母猪产程、母猪断奶后发情比例、窝产

仔数、仔猪初生重、仔猪断奶重、窝断奶仔猪数。

1.5 统计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T检验方法进行显著性分析。

2   结果

2.1 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经统计分析 (表 2)，两组母猪哺乳期采食量和母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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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将 80 头妊娠后期母猪按胎次配对的原则 ( 胎次分布 2~6 胎 ) 分为两组，每组 40 头，每头为 1 个重

复。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组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0.5% 酵母培养物，试验从妊娠 85d 开始至断奶后再发情结束，

为期 65d。结果表明，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哺乳期采食量 (4.13kg/d·头 VS. 4.22kg/d·头 ) 无显著差异 (P ＞ 0.05)，

母猪产程缩短了 8.2%(P ＞ 0.05)，断奶后 10d 内发情的比例提高了 24%。试验组和对照组窝产仔数分别为 11.70 头、10.92

头 (P ＞ 0.05)，仔猪初生重为 1.82kg、1.69kg(P ＜ 0.01)，仔猪断奶重为 6.98kg、6.68kg(P ＞ 0.05)，窝断奶仔猪数为 8.53 头、

8.35 头 (P ＞ 0.05)。说明酵母培养物对母猪的生产性能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以仔猪初生重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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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无显著差异 (P ＞ 0.01)，试验组比对照组采食量降低了

2.1%，产程缩短了 8.2%。母猪断奶后 10d内发情的绝对

比例提高了15%，相对比例提高了24%。

2.2 添加酵母培养物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表 3显示，试验组和对照组相比，窝产仔数、仔猪断

奶重和窝断奶仔猪数均无显著差异 (P ＞ 0.01)，但有增高

的趋势，分别增加了 7.1%、4.5%、2.2%。试验组的仔猪

初生重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01)，增加了 7.7%。

3   分析讨论

朱鹤岩等 (2008) 通过在母猪产前 7d 开始按 2.5g/kg

基础日粮的添加量饲喂酵母培养物，至乳猪断奶 (30日龄 )

结束。试验发现，试验组断奶窝重与对照组相比提高了

6.23kg(P＜0.05)，仔猪平均断奶体重比对照组高0.32kg/头，

死胎率比对照组低4.6%，窝产活仔数比对照组高0.2头/窝；

哺乳期间仔猪病死率比对照组低3.5%；每头母猪平均每批

多提供0.5头断奶仔猪。

Kim(2008) 研究发现，添加酵母培养物有提高经产母

猪窝增重的趋势 (P=0.051)，对初产母猪窝增重却没有影

响，对泌乳母猪采食量同样没有影响，同时发现添加酵母

培养物可使经产母猪断奶到成功配种的时间降低 35%(P

＜ 0.05)。

吴永绍等 (2011) 选择 18头 3~5胎健康妊娠新美系原

种母猪，随机分为 3组，在母猪临产前 15d和哺乳期的基

础饲粮中添加 0%、0.1%和 0.2%的酵母培养物。结果表

明，0.1%和 0.2%酵母培养物组的哺乳母猪日采食量和窝

产活仔数比对照组有所提高，但差异不显著 (P ＞ 0.05) ；

健仔率与对照组相比，0.1% 酵母培养物组差异不显著

(P ＞ 0.05)，0.2% 酵母培养物组差异显著 (P ＜ 0.05) ；

0.1% 和 0.2% 酵母培养物组仔猪断奶质量分别比对照组

提高 11.92%(P ＜ 0.01) 和 7.08%  (P ＜ 0.05)，仔猪成活

率分别提高 9.13%(P ＜ 0.05) 和 6.87%(P ＜ 0.05)，断奶

窝重分别提高 24.44%(P ＜ 0.01) 和 21.14%(P ＜ 0.01)。

因此，在繁殖母猪饲料中添加酵母菌培养物可显著提高母

猪产健仔率和哺乳仔猪成活率，极显著提高仔猪断奶窝重

(P ＜ 0.01)。

Shen 等 (2009) 研究了酵母培养物 (YC) 对母猪繁殖

性能及哺乳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试验组在配种前 5d 至

整个妊娠期添加 YC 12g/d、泌乳期添加 15g/d，对照组不

添加。结果发现添加 YC 有提高断奶窝重 (P=0.068) 和窝

增重的趋势 (P=0.084)，但对泌乳母猪采食量没有影响。

添加 YC 可显著降低妊娠 110d 和泌乳第 17d 时中性白细

胞计数(P＜0.05)。中性白细胞数量与炎症应激水平成正比，

因此推测添加YC提高了母猪的泌乳量，改善了机体的健

康水平。

Trckova M等 (2014) 通过饲喂妊娠后期母猪、哺乳期

表 1   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组

玉米 65.0 65.0

麸皮 5.0 4.5

豆粕 15.0 15.0

膨化大豆 9.6 9.6

鱼粉 1.0 1.0

石粉 1.5 1.5

磷酸氢钙 1.2 1.2

食盐 0.4 0.4

硫酸镁 0.3 0.3

1%复合预混料 1.0 1.0

酵母培养物 - 0.5

合计 100 100

营养水平

消化能(MJ/kg) 13.7 13.7

粗蛋白质 16.5 16.5

钙 0.80 0.80

总磷 0.60 0.60

赖氨酸 0.95 0.95

蛋氨酸 0.28 0.28

注：1%复合预混料原料组成：维生素、包膜维生素 C、氯化胆碱、L-
肉碱、微量元素、氨基酸、酶制剂、抗氧化剂、可饲用天然植物

( 中草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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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 独特 独到    有观点的全媒体

母猪以及断奶后仔猪酵母培养物研究了对仔猪腹泻、免疫

功能及生长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断奶仔猪腹泻时间和

程度有所下降，免疫功能和生长性能有所提高，提示酵母

培养物可以通过母体效应影响仔猪健康。

本试验从母猪妊娠后期开始饲喂酵母培养物，至产仔

前实行限制饲喂制度，两组采食量基本一致。哺乳期采取

自由采食，试验组与对照组的采食量相近，略有下降。这

与国外学者Kim(2008) 和 Shen等 (2009) 报道的基本一致。

母猪产程很少有人关注和记录，实际上母猪产程的长

短是影响母猪和初生仔猪健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产

程太长说明母猪偏肥，子宫蠕动慢，体内毒素蓄积较多，

这样势必会降低母猪的泌乳量和仔猪的活力。本研究试验

组比对照组母猪产程缩短了37min，降低了 8.2%，说明酵

母培养物对缩短母猪产程有一定帮助。

饲喂酵母培养物 40头母猪在断奶后 10d内有 31头发

情，发情比例77.5%，而对照组40头母猪其中有25头发情，

发情比例 62.5%，试验组比对照组的发情比例绝对值提高

了15个百分点，相对值提高了24%。可见，日粮中添加酵

母培养物可以缩短母猪断奶到发情的间隔，增加发情比例，

提高繁殖效率。酵母培养物在调节肠道健康的同时，对体

内内分泌和激素调节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Kim(2008) 的

试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试验组和对照组比较，窝产仔数、仔猪断奶重和窝断

奶仔猪数均无极显著差异 (P ＞ 0.01)，但有增加的趋势，窝

产仔数增加较高。从数据可知，之所以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可能与组内标准差较大有关。试验组的仔猪初生重极显著

高于对照组 (P ＜ 0.01)，增加了 7.7%。推测酵母培养物在

母猪妊娠后期 (85d 后 ) 对促进妊娠代谢、增加胎儿营养供

给起到了一定作用。上述结果与朱鹤岩等 (2008)、吴永绍

等 (2011)、Shen 等 (2009) 和 Trckova M等 (2014) 的试验

结果基本相符。

4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母猪妊娠后期开始饲喂酵母培养物

可以改善其生产性能，以提高仔猪初生重、缩短母猪产程

和提高发情比例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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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母猪哺乳期采食量

(kg/d·头)
母猪产程

(h)
母猪断奶后10d内

发情比例(%)

对照组 4.22±0.28a 7.60±2.48a 62.5

试验组 4.13±0.18a 6.98±2.24a 77.5

试验-对照 -0.09 -0.62 +15

注：同列数据肩标相同字母为差异不显著 (P ＞ 0.05)，相邻字母

为差异显著 (P ＜ 0.05)，下表同。

表 3   添加酵母培养物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项目 窝产仔数
仔猪初生

重(kg)
仔猪断奶

重(kg)
窝断奶
仔猪数

对照组 10.92±2.78a 1.69±0.22a 6.68±0.86a 8.35±2.55a

试验组 11.70±2.54a 1.82±0.12b 6.98±0.78a 8.53±2.63a

试验-对照 +0.78 +0.13 +0.3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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