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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 YC) 对泌乳奶牛产奶量和日粮消化程度的影响，研究开展 3 个试

验。试验一: 选择 40 头 1～6 胎次、产奶量 20～35 kg 及泌乳天数 60～100 d 的泌乳盛期奶牛，根据泌乳天数、
产奶量和胎次随机分为酵母培养物添加组和对照组 2 个处理组; 试验二: 选择 60 头 1～6 胎次、产奶量 20～35
kg 及泌乳 100～200 d 的泌乳中期奶牛，根据泌乳天数、产奶量和胎次随机分为酵母培养物添加组和对照组 2
个处理组; 试验一和试验二的对照组共 50 头牛集中饲养于牛舍Ⅰ，饲喂基础 TMＲ 日粮; 试验一和试验二的

试验组共 50 头牛集中饲养于牛舍Ⅱ，饲喂在基础 TMＲ 日粮中添加 200 g 酵母培养物( 奶师博) ; 试验三: 选

择牛舍Ⅱ所有牛只个体，进行 200 g 酵母培养物添加效果试验，监测牛只个体日产奶量和平均采食量，并在

试验前后进行粪便分析。结果表明: 奶牛泌乳盛期添加酵母培养物可改善日粮消化，提高产奶量，利于泌乳

高峰期的到达; 奶牛泌乳中期添加酵母培养物可改善日粮消化率，减少应激对奶牛产奶量的影响，稳定生产

性能; 泌乳奶牛添加酵母培养物可有效改善泌乳盛期和中期奶牛的日粮消化率和日粮干物质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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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培养物( YC) 是酵母菌在特定发酵工艺程

序控制下产生代谢产物后形成的一种微生态制剂，

有效成分主要包括酵母菌、培养基及代谢产物 3 部

分。具有安全有效、品质稳定、适口性好和使用方

便等特点［1］。在畜牧养殖与饲料加工行业是一种较

为普遍的添加剂［2］。

酵母培养物在反刍动物生产中应用的研究起始

于 20 世纪 20 年代，是较早用于反刍动物蛋白质补

充的饲料; 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证实日粮中添加

低剂量的酵母培养物能提高阉牛的增质量和奶牛产

奶量; 大量研究表明，酵母培养物对改善反刍动物

瘤胃的内环境、刺激有益菌的生长、促进动物生长

和提高奶牛产奶量有明显作用; 酵母培养物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酶、其他营养物质及一些重要辅助因

子，是反刍动物瘤胃微生物生长的基本营养源［3－4］。

试验每天在每头泌乳期奶牛日粮中添加酵母培

养物 200 g，通过测定奶牛的产奶量、日粮采食及

消化情况，评价酵母培养物的添加效果。为酵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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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物在奶牛生产中提高日粮利用率，降低日粮成

本，减少氮和磷等营养物质排放等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设计与动物选择

试验根据研究要点，采用单因子对比饲养设

计，包括 3 部分: 日粮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泌乳盛期

奶牛产奶量的影响，日粮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泌乳中

期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日粮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泌

乳日粮消化程度的影响; 日粮酵母培养物每头添加

量均为 200 g /d，由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 奶师傅) 。精料由试验牧场自配，原料包括玉

米、麦 麸、豆 粕、棉 粕、DDGS、氧 化 镁、石 粉、

盐、磷酸氢钙和预混料; 试验组和对照组奶牛均饲

喂 TMＲ 基础日粮，TMＲ 基础日粮原料包括全株青

贮、苜蓿、酒糟、棉籽、果渣、精料、豆饼、益生

谷和水; 取新搅拌的 TMＲ 基础日粮鲜样，送于实

验室检测其养分含量，精料和 TMＲ 基础日粮组成

及营养水平见表 1。
表 1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精料

组成
含量 /% 基础 TMＲ

添加量 /

( kg·d－1 )
基础 TMＲ 含量 /%

玉米 56. 11 全株青贮 18. 00 干物质 56. 50

麦麸 2. 34 苜蓿 4. 00 粗灰分 8. 12

豆粕 16. 00 酒糟 6. 00 粗蛋白 14. 32

棉粕 10. 00 棉籽 2. 00 粗脂肪 2. 89

DDGS 10. 75 果渣 1. 00 NDF 41. 72

氧化镁 0. 50 精料 10. 50 Ca 0. 81

石粉 1. 50 豆饼 0. 50 P 0. 38

盐 0. 80 奶师傅 0

磷酸氢钙 1. 00 益生谷 1. 00

预混料 1. 00 水 2. 00

注: 试验日粮为基础 TMＲ 配比基础上，按照每头 200 g /d 添加酵母

培养物; 基础 TMＲ 营养成分组成为实际测定值。

选择牧场牛舍Ⅰ和Ⅱ2 个饲养条件一致的泌乳

牛舍开展试验，其中牛舍Ⅰ为对照组牛舍，牛舍Ⅱ
为酵母培养物添加组牛舍( 泌乳期牛群体信息见表

2) 。分别在牛舍Ⅰ和Ⅱ中各选择 20 头产奶量 20 ～
35 kg，泌乳 60～ 100 d 的泌乳盛期奶牛，探索 “日

粮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泌乳盛期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 泌乳盛期奶牛信息见表 3) ; 分别在牛舍Ⅰ和Ⅱ中

各选择 30 头产奶量 20～35 kg，泌乳 110～180 d 的泌

乳中期奶牛，探索“日粮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泌乳中

期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 泌乳中期奶牛信息见表 4) ;

选择牛舍Ⅱ全部泌乳牛( 常在群个体 117 头) 研究添加

酵母培养物对奶牛采食量和日粮消化程度的影响。
1. 2 试验日粮与饲养管理

牛舍Ⅰ饲 喂 基 础 TMＲ 日 粮; 牛 舍Ⅱ在 基 础

TMＲ 日粮中添加 200 g 酵母培养物。牛舍Ⅰ和Ⅱ采

用完全相同的饲养管理方法。牛舍为开放式，采用

散栏饲养管理工艺，分别于每日 06: 00、14: 00 和

19: 30 时投料，自由饮水，日挤奶 3 次，整个饲养

和试验期间，牛只自由采食和饮水。
1. 3 试验方法

1. 3. 1 试验时间

试验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2016 年 1 月 8 日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犇腾牧业牛场进行。
1. 3. 2 检测指标与方法

正试期开始后每天用以色列阿菲金系统测定每

头牛每次挤奶的个体产奶量至试验结束; 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和 2016 年 1 月 4 日 14 ∶ 30 时，在牛舍

Ⅱ中抽取 15 头个体粪便样品进行粪便分析; 试验

期记录牛只每天喂料量和剩料量，计算日均采食

量。试验期记录每头牛早中晚 3 次的产奶量，计算

并统计每日每头产奶量。
平均采食量= ( 配料量－剩料量) ÷头数

1. 3. 3 数据计算

将每头奶牛每天3次的挤奶量累计为日产奶量，
表 2 泌乳期牛群体信息

组别 牛舍 日粮 头数 泌乳天数 产奶量 /kg

对照舍 Ⅰ 基础日粮 108 145. 71±71. 93 29. 91±7. 78

试验舍 Ⅱ 200 g 酵母培养物 117 185. 93±70. 91 27. 81±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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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泌乳盛期奶牛信息

组别 牛舍 头数 泌乳天数 胎次 产奶量 /kg

对照组 Ⅰ 20 78. 10±13. 77 2. 70±1. 74 29. 20±7. 28

试验组 Ⅱ 20 77. 25±14. 74 3. 00±1. 17 29. 46±7. 99

表 4 泌乳中期奶牛信息

组别 牛舍 头数 泌乳天数 胎次 产奶量 /kg

对照组 Ⅰ 30 149. 50±31. 19 2. 75±1. 29 30. 86±3. 86

试验组 Ⅱ 30 149. 9±25. 94 2. 75±1. 07 30. 87±3. 08

分别按试验前( 第 0 天) 、试验后( 第 30 天) 及试验

全期( 第 1～30 天) 不同阶段汇总，将每头奶牛每次

挤奶的产奶量进行统计处理和比较。

1. 4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 据 用 Excel 软 件 进 行 初 步 统 计，SPSS

13. 0 统计软件中 One －way ANOVA 进行显著性分

析，差异显著者用 Duncan 氏法进行多重比较，以

P＜0. 05 表示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 1 日粮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泌乳盛期奶牛产奶量

的影响

从图 1 可见: 泌乳盛期奶牛试验组和对照组的

平均日产奶量均呈上升趋势，试验组上升更迅速

( K对照组 = 0. 14，K试验组 = 0. 42) ，说明泌乳早期添加酵

母培养物可提高奶牛营养供应水平，更能满足营养

需要，可能是由于酵母培养物的添加，提高个体产

奶量或提高日粮消化率造成的。
从图 2 可见: 泌乳盛期试验组平均产奶量( 30. 71±

图 1 酵母培养物对泌乳盛期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图 2 酵母培养物对泌乳盛期奶牛平均产奶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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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4) kg 较对照组 ( 29. 76±0. 92 ) kg 提高 0. 95 kg，

提高 3. 19%。

2. 2 日粮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泌乳中期奶牛产奶量

的影响

从图 3 可见: 因 2015 年 12 月 11 日和 12 月 20
日天气降温，导致试验组和对照组产奶量下降，对

照组下降趋势比试验组明显。( 2015 年 12 月 11 日

温度为－12 ℃ ～2 ℃，全天平均气温比 12 月 10 日下

降 8 ℃，12 月 20 日为 2015 年全年中第一次全天温

度低于冰点，全天平均气温比 12 月 19 日下降 4 ℃
《中国天气》) 。

从 图 4 可 见: 泌 乳 中 期 试 验 组 平 均 产 奶 量

33. 16 kg，比 添 加 酵 母 培 养 物 前 ( 30. 87 kg ) 提 高

2. 29 kg， 相 对 提 高 7. 42%， 比 试 验 前 对 照 组

( 30. 42 kg) 提高 2. 74 kg，相对提高 9. 00%，试验

全期对照组平均产奶量 ( 30. 42±4. 56 ) kg，比试验

前( 30. 42 ) kg 下降 1. 42%。饲喂奶牛酵母培养物每

天能额外增加 1. 61 kg 的 3. 50%乳脂校正乳产量。
2. 3 日粮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泌乳期奶牛日粮消化

程度的影响

从图 5 可见: 平均泌乳天数( 185. 93±70. 91) d
的试验牛群体，每天每头添加 200 g 酵母培养物 27 d

图 3 酵母培养物对泌乳中期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图 4 酵母培养物对泌乳中期奶牛平均产奶量的影响

图 5 酵母培养物对泌乳期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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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泌乳期奶牛平均干物质采食量及干物质转化率情况

组别 参数 12 月 11 日 12 月 14 日 12 月 17 日 12 月 20 日 12 月 23 日 12 月 26 日 12 月 29 日 1 月 1 日 1 月 4 日

试验组 干物质采食量 /kg 23. 84 23. 17 21. 87 22. 49 23. 11 22. 66 22. 60 23. 67 22. 83
干物质转化率 /% 1. 12 1. 16 1. 20 1. 13 1. 13 1. 21 1. 20 1. 16 1. 18

对照组 干物质采食量 /kg 23. 50 23. 67 22. 94 23. 67 22. 71 22. 77 23. 73 22. 04 23. 33
干物质转化率 /% 1. 09 1. 10 1. 11 1. 06 1. 19 1. 19 1. 13 1. 17 1. 06

注: 平均干物质转化率=平均产奶量÷平均采食量，为计算值。

后，平均产奶量由( 27. 81±7. 28) kg，增加到( 29. 5±

7. 09) kg，增加 6. 08%，2015 年 12 月 17 日—19 日

降雪，整体产奶量略有下降，全期整体趋势稳中有

增，全期平均产奶量( 28. 10±0. 90) kg。

2. 4 酵母培养物对奶牛采食量、消化及干物质转

化率的影响

从表 5 可见: 试验牛舍 135 头个体采食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 117 头试验个体采食量的变化

趋势，日期间，采食量略有下降。结合数据分析，

群体的干物质转化率从 0. 32 降低至 0. 29。

从图 6 可见: 试验前，粪便筛上层、中层和下

层平均为 30%、28%和 42%，粪便分析筛上层残余

未消化的全棉籽 48 颗，消化程度有待提高 ( 见图

7) 。添加酵母培养物试验结束后，粪便分析筛上

层、中层和下层分别为 15%、27%和 68%。上层和

中层内容物比例下降，日粮全消化道消化程度有所

提高。酵母培养物可促进瘤胃对纤维的消化，作用

途径包括: 增加瘤胃细菌总数及瘤胃纤维分解细菌

族群数量，促进瘤胃内纤维的消化分解与通过速

率; 增加瘤胃蛋白分解细菌的数量，促进瘤胃内氮

的利用; 在体外发酵试验中增加乳酸利用细菌的数

量，减少乳酸在瘤胃中的堆积; 增加瘤胃中嗜氧气

原生虫并降低噬细菌原生虫族群的相对数量，促进

瘤胃中氧气的清除，减小瘤胃细菌被原生虫吞噬的

消化程度 /%

图 6 酵母培养物使用前后粪便结果对比

图 7 酵母培养物使用前后粪便分析结果

机会; 以体外发酵槽培养常见粗饲料，如稻米秸秆、
玉米秸秆、玉米秸秆青贮和全株玉米青贮，增加瘤胃

真菌的族群数量，促进瘤胃对纤维的消化［2］。

3 结论

在泌乳奶牛日粮中添加 200 g 酵母培养物，可

能会通过改善瘤胃微生态平衡，改善日粮消化程

度，提高产奶量，近而提高饲料( 日粮)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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