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qvip.com


谢能消耗[，，。 

(三)热位测定 将饲料和收集的粪 尿 放 

在搪瓷盘中，在 70℃烘箱中烘 3—4天至恒重 ， 

然后将干燥的饲料和粪尿分别混和，研碎，过 

35号筛，各取 4份样品，压片 ，称量，而后用于 

热值测定。 热值测定用 GR 3500型氧弹式热 

量仪(长沙仪器厂生产)。根据梁杰荣等介绍的 

方法 ，在室温 25±l℃条件下进行测定。每个 

样品重复二次，若误差大于 200焦耳／克，则再 

测第三次或第四次。 

(四)能量摄人及其同化率的测 定 能 量 

摄入是指动物在一确定时期的食物能总摄入。 

能量摄入减去粪尿能量，剩余者称为同化或可 

代谢 能量 ，因式 

同化率一篮量芎会主 ×加。％ 日。 

结 果 和 讨 论 

(一)饲料的热值 雏鸭的饲料系由玉米、 

豆饼、鱼粉、麸皮和矿物质添加剂 (龙海县饲料 

添加剂厂出品)组成。饲料配方和热值测定结 

果(见表 1)o 

裹 l 饲科的配方和蕾■ 

饲 料 配 方 (％) 
组刖 崩龄 总 骺 

玉米 l 豆饼 『 鱼耪 f 麸皮 l矿物 ! (千焦，公斤) 

 ̂ 1--3 ÷ l÷  I●920 一 B l6 250 
誊 粗蛋白含量●O％。 

裹 2 孽 的悻I、抟坩率和●日托埘■■渭耗 

数量 体重(克) 
周叠争 代 谢 率 每 B代谢能量消耗 

(只) (毫升氧 ，克 -小时) (千焦，克 一天) 平均值 相对增长率(％) 

0 l0 4(I·29士1．36 4．27士0．17 2．ODB士O．OI 

65．5，士1．33 62．70 2．97士O．11 l·425士O．009 

2 l0 lO9．70士 2．93 67．3 5 2．81士O·I1 1．348士0．012 

， 10 189-6O士7．92 72．84 1．96士 O·IO 0．92，士0．007 

’ IO 268．70士 15．80 41．72 2．OO士0．08 0·953士O．070 

5 10 368．10士2{．呻 36．99 1．92士O．06 O．908士O．O1l 

6 IO 486．9O士32．6j 32．27 2．13士O．O9 l·O1O士O．012 

囊 3 重鸭的采食■和●最撂出■ 

采食量 能量摄人 类屎排出量和能量 
周卤争 

(克，只 ·天) (千焦t只 ·天) (千焦t克 ·天) (千焦／只 ·天) (克／只 ·夭) 

l 8．9 l5Z．00 44．32 j．09 

2 17．27 293．30 46．48 51．●2 3．B7 

3 26．3O 446．6B 39．15 73．32 5．10 

4 31．3I j55．I7 ●9．I3 B7．72 ，，，9 

5 43．12 764．58 56．6"4 l26．65 

6 60．57 lO73．99 59．77 lI ．3I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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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l可见，雏鸭饲料(扣除灰分)干物质 

的热值：A组和 B组分别为 1 4，920和 16，250 

千焦／公斤，B组比A组高 l330千焦／公斤。 

(二)雏鸭的代谢率和每日代谢能消耗 

不同周龄雏鸭的体重、代谢率和每 日代谢能消 

耗(见表 2)。 

由表 2可见，雏鸭的体重相对生长率，1周 

龄时为 62 7O弼，2周龄后逐渐加快 ，3周龄时达 

到最高值 (72．84移)，4周龄后生长幅度逐渐回 

降。此结果与张松踪等报道的资料相似 ，但生 

长速度较慢 。 这是该鸭对笼养条件不适应和 

提供的饲料种类不同造成。 

雏鸭的代谢率 (见表 2)，随体重增长而下 

降。将雏鸭的体重 (x)和代谢率 (y)进行相 

关回归分析，结果：其相关系数 r一 --0．6834， 

t> tO 01，Y一 3 3801--0+0037x，呈显著的线 

性负相关。 

雏鸭的每 日代谢能消耗(见表 2)，1周龄时 

为 2．008±0．0l1千焦／克 ·天，分别比 3、6周龄 

的高 53．93面和 49．72眄。结果表明。其每 日代 

谢能消耗也随体重增长而下降，但到 6周龄时 

有所回升。 

番北金”雏鸭的代谢率与体重星线性负相 

关 ，这一结果与其它家鸭成鸭或雏鸭报道的资 

料基本相符 一，但 4周龄后的代谢率和 6周 

龄时的每 日代谢能消耗出现回升现象。这是因 

为该鸭的胎羽于 l 5日龄时开始更换为正羽，约 

比“半番”鸭的换羽期早 5天 。 雏鸭正羽长出 

翎管后出现食毛癖现象，互相啄食羽毛，精神紧 

张，活动量增多，后躯操露，热量由体丧散失增 

多，导致代谢率及其能量消耗增加。 

(三)采食量和粪尿排出量 雏鸭饲 料 的 

采食量和粪尿排出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3)。 

由表 3可见，雏鸭平均每日采食量，1周龄 

对 为B 95克／只 ·天，2—6周龄对采食量的相 

对增长率依 序 为 92 96弼、52．29弼、19．05移、 

37．72％和 4O．47％。综合参比表 3和表 2的结 

果，可以看出：前 3周龄体重增长较像 ，采食量 

相对增多；后 3周龄虽然生长较缓，但雏鸭的活 

动量增多，代谢耗能回升，致使采食量也相对增 

加。因此，采食量与个体体重增长和代谢能消 

耗水平有密切关系。 

雏鸭的粪尿排出量 (见表 3)，l周龄时为 

3．O9克／只 ·天 ，2—6周龄相对增长率依 序 为 

25．24％、31．78％、9．61绉、37．39％和 一7 55知。 

l一3周龄时 ，排出量增长比率较高，后 3周龄 

增长比率不一 ，而趋于回降。这是雏鸭对于能 

量物屡的刹甩率不断提高的反映 

(四)售量摄人、可代谢能、生长瞎量和瞎 

量同化率 雏鸭的能量摄人、可代谢能量、生长 

能量和能量同化率测定结果(见表 4)o 

由表 4可见，雏鸭的能量摄人，l周 龄 时 

(152．00千焦／只 ·天)较低，以后各周龄均随体 

重增长而增多。5—6周龄时 ，能量摄入增长幅 

度较高而体重增长幅度相对较低。若以单位体 

重(克)上的能量摄人计，1—6周龄时则保持在 

衰 4 薯鸭坤麓量攮^、可代薯f偿量、代蝌能量消耗、生长蛇量和麓量同佗宰 

周 龄 3 

数量(只) l0 l0 1O l0 l0 

体重增值C克／R -无) 5 6l 5 §1 U U． 3．，0 1' ” 

能量摄^(千焦 ／其 -天) 152．00 293．30 446．6B 55 5．17 764． 8 l07．3．99 

粪屎排出能量(千熊／只 -无) 44．32 51．02 73．32 8，．72 l26．65 1l●．3I 

可代谢能量(千焦，只 ·无) lo7．68 242．6B 3"．36 46 7．45 6．3，．93 959 68 

代谢能量捎耗(千焦，只 ·天) 93．39 l47 68 l7 5．46 Z56 08 529．8， ●91．，O 

生长能量(于焦／只 ·天) l●．39 94． l97．90 2l1．，7 30B．06 467．98 

同化率(％) ，口．8{ 82．6O 83．59 ê ．曲 e 4．4 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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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7—2．67千焦／克 ·天之间。 

雏鸭粪尿能排出量 (见表 4)，1周龄时为 

¨．32千焦，只 ·天 ，以后各周龄均随体重增长 

而增多。但若以粪尿能排出量占摄人能量的百 

分率计 ，1—6周龄依序为 29．16％、17．,t0％、 

l6 41％、l5．8O瞄、l6 56西和 l0 64％。总的趋势 

是随个体生长发育而递减。1周龄时比率较高， 

此乃是雏鸭消化器官发育不健全 ，且粪尿中含 

有胚胎中未披吸收的物质随粪尿排出的缴故。 

雏鸭的可代谢能量 (见表 4)，基本上也与 

体重成比例增长。雏鸭的生长能量占可代谢能 

量的百分率，1—6周龄依序为 13．27％、38．97％、 

53．01％、45 22％、48．29％和 48．76％o 1—3周 

龄时 ，生长能量的比率随体重增长而迅速递增， 

4—6周龄时，田1J相对稳定在 45，22％一48 76％ 

之 间。 

雏鸭的代谢能消耗(见表 4)占可代谢能量 

的百分率 ，1—6周龄分别为 86 73％、61 03％、 

{6 99％、54 78移、51 7l％和 51．24％。 

雏鸭的能量同化 率 (见 袁 4)，1周 龄 时 

(70．84％)较低，2—5周 龄 时 相 对 稳 定 在 

82．62％一84 2O％之间，6周龄时(89．36％)又有 

所上升。由此可 吼， 番北金”雏鸭的能量利用 

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五)讨论 由上述可知，“器北金”鸭是金 

定鸭(9)×北京鸭(8)一“金北”鸭(9)×黑羽 

型番鸭(6)而获得的杂种鸭。在圈养条件下，该 

鸭具有体型大、生长快、产肉性能好和饲料报醐 

高的特点 。 本实验结果表明，该鸭雏鸭的体 

重相对增长率，1周龄时为 62．70移，2周龄后生 

长逐渐加快 ，3周龄时达到最高值 (74．84％)，4 

周龄后生长幅度逐渐回降。此结果与张松踪等 

报道的结果相似，而与同样条件下饲养的黑羽 

型番鸭雏鸭比较“ ，其快速生长期约早一周龄 

出现。 

从“番北金”雏鸭的代谢率看，代谢率随体 

重增长而下降，代谢率与体重呈显著的线性负 

相关 ，这与其它家鸭成鸭n 和黑羽型 番 鸭 雏 

鸭 的报道资料基本相符。 但各周期的代谢率 

数值均高于同期 的黑羽型番鸭雏鸭。其每 日代 

谢能消耗亦然，也是“番北金”雏鸭高于各各赡 

的黑羽型番鸭。因此，各期的“番北金”雏鸭的 

采食量和能量摄入均高于圊期番鸭 ，以满足机 

体快速生长和其它各种生理活动的需要。“番北 

金”雏鸭各期能量的同化率 (见袁 4)均保持较 

高水平，且与同期的番鸭相接近。但在可代’甜 

能中，生长能量消耗平均只占 41．25％，比黑羽 

型番鸭 (69．51％)低；而 代 谢 能 消 耗 却 占 

58．75％，比番鸭(30．4 9％)高。这是因为 番北 

金 鸭的习性较番鸭活泼好动，对外界环境变化 

警觉性较高，反应动作较敏捷 ，于是运动耗能较 

多。据以往实验观察，“番北金”雏鸭一般于 15 

日龄时就开始更换胎羽，约比 “半番”鸭早 5 

天 ，比番鸭约早l0天左右 ，换羽时胎羽脱落 

较快，正羽生出稍缓，君躯背部裸露，体表散热 

增多，这是导致该鸭代谢率高、代谢耗能多的重 

要生理因素。此外，本实验采用笼养．由于该鸭 

对笼养条件不适应，鸭只互相侵扰，活动量增 

多，且于换羽时 ，正羽吐出翎管，出现食毛癣现 

象，互相啄食羽毛，精神紧张，鸭只骚乱，机体产 

热，散增多，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家禽饲料营养标准的制订 ，除了要求有一 

定质量和数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各种维生素、 

矿物质和稀有元素外，还必需有足够的能量，以 

满足机体的生长、发育和进行各种生理话动的 

需要。本实验测得 番北金”雏鸭不同周龄的生 

长发育情况及其代谢率、代谢能消耗、能量摄 

人、生长能消耗和能量同化率的数值，可为该鸭 

饲料能量的合理搭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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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主动脉弓分支类型的初步观察 

孙安甫 张继峰 
●--_-·__·_。。·-，～  e- --- - ---- - '--  

(庸坊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系，河北102849) 9 |8 r7。 
摘要 本文观察和分析了 t 81只小鼠主动脉弓的分支，共见到5个娄型。各型的出现串分别为：A 

型 97 24士1．22％， B型 0．55士0．5 5％，C 型 0．5 54-0．55％，I．型 1．10 4- 0．78％， F型 0．554- 

0．55％。 而 A型为小鼠主动脉 弓分支的基本类型；在不同的鼠群间，基本型的出现率无明显差别 > 

0．0S)，但基本型中各个亚型的分布差异显著 (P<o．o，)；本文与国内有关资料作 了比较。 

哺乳类主动脉弓的分支存在多 种 变 异 情 

况。随着医学和生物学教学及科研的需要 ，人 

们已分别对人类、猕冁及家兔的主动脉弓的分 

支情况做了调查 ”，但对于鼠类主动脉 弓的分 

支类型至今未见报道。我们以市售 昆 明 小 鼠 

(MUS rau~culm)为材料于 l 988年 l0月 l0日 

至 l2月 5日进行了本题研究 ，井与国内的人 

类、猕猴和家兔的有关资料作了比较。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 由北京海淀收购站分两次购人昆明 

小鼠 181只，第一次 84只，雌性 43只 ，雄性 41 

只，体重 1 8—2 5克；第二次 97只，雌性 50只， 

雄性 47只，体重 3O一40克。 

方法 断颈处死，开胸除去胸隙，剥去主动 

脉弓及其分支的外膜，进行观察、绘图和记录， 

部分材料进行了测量。少见类型，由胸主动脉 

逆向注射色剂，实体显赦照像，l 0弼福尔马林固 

定和 保存。 

对主动脉弓分支的分型方法参照文献 [1] 

进 行。 

结 果 和 讨 论 

(一)主动脉弓的分麦类型 全部材 料 观 

糍 
图 t 小鼠主动脉弓的分支类型 

察到 5个类型(见图 1)。 

1
．
A型：主动脉弓发出 3支。从右至左 ，依 

次为无名动脉、左颈总动脉和左锁骨下动脉。无 

名动脉长度变化很大，最长 ‘3．0ram，最短 0．5 

13~11-1。无名动脉到左锁骨下动 脉 距 离 一 般 为 

1．5—2．0ram。共 176例，占动物总数的 97 24± 

1．22喵。 左颈总动脉在主动脉弓上起点的位置 

有变化，据此可分为四个亚型。 

AI亚型：左颈总动脉由无名动脉和 左 锁 

骨下动脉之间的中部发出。共 l10例，占动物总 

数的 60 77±3 63％o 

A：亚型：左颈总动脉靠近无名动脉 处 发 

出。共 2l例，占动物总数的 l1．60±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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