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选用0周龄艾维茵商品肉雏鸡为试验动物，共1召0羽，采用完全随机

设计方法进行试验设计。设 4个处理A、B、C、D，每个处理5个重复，每个重

复 7只鸡。分别在玉米一豆粕一鱼粉型基础日粮上分别依次添加 0%、2%、4%和

6%的大麻籽粕替换大豆粕，饲养期28天。试验结果表明:

    1、添加2%、4%和6%水平大麻籽粕对雏鸡体重没有显著影响 (P>住05)。

大麻籽粕添加各组的第1、2、3周龄体重均高于对照组，但试验组与对照组间差

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P>。.05);试验全期平均日增重D组最高，最低为B组，

二者差异显著(P<005)，其余各组差异不显著 (P>仓05):第1、2、3、4周，

试验组与对照组均只耗料量差异不显著 (P>0.05):料肉比方面，试验D组总增

重最高，与对照组A相比，二者差异显著 (P<0.05)，料肉比最低，与对照组A

相比，二者差异显著 (P<0.05);试验期雏鸡成活率三个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

但差异不显著 (P>0.05)。

  2、对脾脏、胸腺、法氏囊和肝脏四个重要免疫器官重量测定的结果为:脾脏

的重量三个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P>005)，胸腺重量以D组最

高，A组次之、B组最低，但四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法氏囊重量对照组显

著高于三个试验组 (P<0.05)，但试验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肝脏以对照

组最重，B组最低，与其他三组差异显著 (P<0.05);对照组和添加2%大麻籽粕

组间的免疫球蛋白(工gG) 没有显著差异(P>0.05)，与添加4%、6%组大麻籽粕

组间差异显著 (P<0.05)，添加 2%、4%、6%大麻籽粕组的血清尿素氮随添加水

平而增加，6%组与对照组非常接近，两组间差异不显著。

    3、大麻籽粕添加剂量组均未显著影响试验期内雏鸡的蛋白质沉积率和能量

沉积率，但试验B、C、D组雏鸡蛋白质沉积率都高于对照组A，但表现差异不

显著(P>0.05)。蛋白质沉积量和蛋白质沉积率，D组略高于其它各组，但表现

差异不显著 (P>。刀5)。

    4、大麻籽粕添加水平与雏鸡生长性能、免疫器官和免疫指标的二次曲线拟

合，尺另值在0.99以上，且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6、大麻籽粕和大豆粕价格比较及雏鸡的实际饲料消耗初步表明，试验组的

饲料成本略低于对照组。

    关键词:肉雏鸡;大麻籽粕;生长性能;免疫性能;整体蛋白质沉积率;整
体能量沉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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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einnuencesofhemPseedca抽 mealonthegro，甲th

andimmunecharactersofstartingchickens

                                  Li丫仙nchu阴

(AnimalHusband口即dV6tenn出WSlalionofKunming City， Kunmimg650223)

    Summa叮:Theexpedmentalanimalsusedin面sstUdyare l40八刀inestarting

chickens ofzero weekage.The山signofthe experiment1scomPletelyrandomized.

There are fourtreatment1evelsinthe exPeriment(ABC即dD).丁七ebasaldietis

mau男一soybean cakemeal一fishmeal.Thetreatments are touse O%，2%，4%曲d

6%ofhempseedcakemeaitosubstitUtethe soybeancakemeal.T】lereare fiverePeat

画tsineachtreatme成ands议startingchickensineachUnitT七eexperimentlastsfor

28daysTheexpe比nentresultsshow:

    1.肠eadditionofhemPseedcakemealatZ%，4%and6%leveldoesnotafl七ct

the weight gainofst州ing chickenssi脚ficanlly(P>0.05).T七eweightgalnsof

仕eatment gro印satthe ageofl，Zand3weekare higherthanthatof伪mrolgro叩，

butthe differencesare notsi列ficant (P>005).丁七eweight galnofgrouPCwas the

highestduringl”week，theweightgainofgroupDwasthehighestduring洲and3记
week.Tbedifference samongtreatnlenigro叩sare alsonotsi如ficant (P>0.05).By

沪week，theweight脚 。fgro叩A(co咖lgrouP)1:higherthanthat 。fgro叩B，

助dveryclosetogrouPC，aith0ughthedifferencedoesnotreachasi娜ficant level.

For俪 WhOle创alpenod，theaveragedailygain ofgroUpDisthehighest，grouPBis

thelowe st.ThedifferenCebetweengro即Dandgro叩Bissignificant(P<0.05)，the

differencesaJ泊ong othergrouPsare notsi加ficant (P>0.05)丁七cintakeofcontrol

grouPisthe highest，but notsignificantlydifferentfromtreatmentgro即5(P>0.05).

Thes切附1va1ratesofthreetreatmenigrouPsare highert】lancontrolgro印，butnot

siglilficant (P>005).

    2.MeasurementsonfourlmPo比劝tilnmune organs (sPlee氏山ymus，Fandhver)

showthatsPleehweightsofthreetriaigrouPsare hi乡lerthancontrolgrouP，butthe

differencesarenotsi娜ficant (P>住05)，grouPDhasthe heaviestthymuS，grouPAthe

2“and 缈印Bt比last.仆ereisnosi酬ficantdifferenceamongthefour脚叩5

(P>0刃5).Fweight ofcontrolgr9uP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l1reetrialgrouPs



口<0.05) Tbereis加 51酗ficant differenee amo ng 肠algro叩5(P>0.05).Liver

weight ofcontrolgroUPissi加ficantlyhigherthand止eetrialg旧ups((P<0·05).19015

加tsi脚五CantlydifferentbetweencontrOI脚即即dZ%hemPseedcal沈mcalgro即

(卜0.05)，but si列ficantlydifferentbe七形eencontrulgro印明d4%阳d6%hempseed

c公em司 grouP (P>0刃5).Thelevelof附a.Ninsenllnincrea‘esasthe 别mountsof

hempseedcakemeaiincreas efor Z%，4% and6ofo grouP·6% grouPisverycloset。

c。川rolgrouP，the 幻胃ogrouPsare not幼娜ficant】ydifferent.

    3.沪几eadditions ofhemPseed cakemealdo notai娜 fic剐吐lylnfluen ce the

proteinretaining田旧ouOtandrate ofstartingchicke拙dutingthe 川alperiod，butthe

proteinreta而ngamoUnt and价戒eoftrialgrouPs(B，CandD)are 瓦gherthancontrOI

gro即，althoughnot si娜ficant(P>0·05)TbeProteinretainlngaJ旧OUnt andrateof

孚佣pDisslightlyhigherthan0tbergrOuPs，butnotsi娜ficant(R刃05)

    4.M出hingthelevelofhemPseedcakemealadditionwithgroWtbPerfOn刀即ce，

nnmun eOrgansandi咖une。d而a。fstart认9。hickens，res过tingRZ>0.99.

    5，Consideringthe 州Cedl月笼re皿eofbemPseedcakemealandsoybeancake

meal，andtherealfeedconsumPtlonofs恤rt吨 chickens，the feedcostoftrialgrouPs

isslightlylower thancontrOlgrouP‘

    K叮 words:sta“ins chickens;hemP哭ed cakeme毗 growthperfon刀anCe梦

价 伴而rmance犷proteindepositrat伏energydePosi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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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1蛋白质饲料在饲料工业中的重要作用【L，tZ]l湘，16]‘.]

    蛋白质饲料是以绝干物质中粗蛋白质含量在2俄以上，粗纤维含量低于18%以下

的饲料，包括植物性蛋白饲料，动物性蛋白饲料、单细胞蛋白质饲料和非蛋白质饲

料。现代动物生产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优质动物性产蛋白质如:肉、奶、蛋等以及

高级衣料的原料如:毛、皮等。动物的一切生命和生产活动都必须有蛋白质参与，

蛋白质在动物机体内的特有生物学功能是任何物质无法取代或转化的.在众多的营

养物质中，蛋白质是唯一含有大量氮的物质。蛋白质供给不足时，动物消化机能减

退，生长减缓，体重减轻，繁殖功能紊乱，抗病力减弱，组织器官结构和功能异常，

严重影响动物的健康和生产。蛋白质饲料是用来补充能量饲料的蛋白质不足，平衡

蛋白质含量的饲料.蛋白质饲料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配合饲料的质量，它在饲

料工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蛋白质饲料资源对于发展畜牧业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是现代畜牧业最要的物资基础。

  2我国蛋白质饲料现状闭18)[9][l0][ll]
    随着我国饲料工业的发展，蛋白饲料原料的缺乏已成为制约饲料工业进一步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对肉、

蛋、奶的需求日益增多。但从我国全国人均膳食中动物性蛋白摄取量与世界水平相

比，仍然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仅相当于经济发达国家的1/5一1/8。据预测，若争

取达到%年代初期的世界平均水平，按最佳养殖技术，我国饲料中的蛋白质资源量

将缺乏一半。据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种植业可提供作为饲料的植物性蛋白质，

从饲用谷实类约可提供1500Okt粗蛋白，从饼粕类中约可提供6000kt 粗蛋白，可供

饲用的其它农副产品中约可提供800Okt饲料粗蛋白质，其他动物性饲料资源可提供

1000kt粗蛋白，合计约3。。00kt粗蛋白资源，仅能满足畜禽需要量的一半。社会消

费需求的增长与肉食品生产的矛盾将逐步显现，畜牧生产赖以稳定增长的饲料工业

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矛盾的核心是饲料原料的资源不足。我国饲料工业生产

中蛋白质饲料资源的生产，已使我国配合饲料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价格的波动使

生产企业处于亏损的边缘.

    根据国家饲料工业办公室的估算，按照我国人民膳食结构与养殖业的发展规划

要求，2000年、2010年、2020年，所需的蛋白质饲料有很大缺口(表1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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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1 我国蛋白饲料资源供需预测“乙吨)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需要量

供给量

缺 口

0.45

0.21

0.60

0.22

0 72

0.24

0 24 0.38 0.48

资料来源:国家饲料工业办公室(1996，2020年中国饲料工业发展战略研究)

    另外，由于受到蛋白质饲料在加工技术、品种来源、人为掺假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我国蛋白质饲料的质量还不尽如人意，质量很不稳定。

    蛋白饲料原料缺乏是我国饲料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饲料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使植物性蛋白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如何合理选用蛋白饲料原料，科学、合

理地配制饲料配方，满足畜禽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要十分重要。

    3我国新的蛋白质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tz]〔131洲【1.1

    3.1各种饼粕的开发利用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各种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副产品物，如棉籽饼

(粕)、菜子饼(粕)、花生饼 (粕)、芝麻饼、葵花籽饼(粕)及某些野生油料植物(如

黄花菜)的饼类，都是很好的蛋白质饲料资源.目前，棉籽饼(粕)、菜籽饼(粕)和花

生饼(粕)在饲料工业己得很好地利用。

    3.2发酵、酿造工业的各种渣类

    酒精液体酒糟(以玉米为原料生产酒精)，白酒生产的固体酒糟、酱油生产的酱

渣、加工豆腐的豆腐渣、加工淀粉的粉渣及食醋酿造的醋渣等，经加工或发酵生产

的饲料蛋白，都是较为理想的蛋白质饲料的资源。

    3.3压榨果汁后的渣类

    苹果、梨等水果经压榨取汁后剩下的果渣，残渣含量一般在既左右，同时还含

有丰富的矿物元素及维生素类，若再补充点氮源，接种酵母再发酵培养，干燥，或

造粒，就是理想的果渣蛋白饲料。

    3.4其它蛋白质饲料资源

    蚕蛹粉、虹叫粉、家蝇的幼虫和蛹;鸡粪及发酵鸡粪;紫花首稽、紫穗槐叶、

刺槐叶、大米草和松树叶等叶蛋白质的开发利用。

    我国饲料生产中.利用的主要动物蛋白原料是:鱼粉、肉骨粉、羽毛粉、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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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动物性蛋白资源。据计算，目前全国各种饼粕、血粉、饲料酵母、羽毛粉和

国产色粉等总合起来也仅能满足70~80%，余下的20~30%必须依靠进口和国内资源

进一步开发利用。当前若依靠进口蛋白质饲料是不现实的，所以，充分合理地利用

现有国内蛋白质资源，进一步开发新的蛋白质资源.

    寻找和开发新的蛋白质资源成为饲料工业急需解决的问题。现行我国蛋白饲料

资源发展趋势为:利用微生物发酵生产蛋白质饲料;进行叶蛋白的开发利用;非蛋

白氮的开发利用:综合开发植物油料蛋白资源，加速油料作物优质品质的种植与推

广，如低毒油菜、低毒棉籽等。因此，进一步扩大优质饲料蛋白原料的来源，鼓励

国内企业加速非常规蛋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应

从实际出发，必须利用一切废弃资源，应进一步加强蛋白质饲料资源开发和改善营

养质量的研究工作。显然，依赖现有各类蛋白质饲料还不能满足我国畜牧业迅速发

展的需要，所以，开发新的蛋白质资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项工作在我国具

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3.5几种植物蛋白的营养特性

  衡量某一蛋白饲料的优劣，就是看它能否在以同等的价格下相互替代，以同等的

营养元素可以相互替代。植物油饼是目前畜禽蛋白饲料的主要来源，例如大豆、花

生、棉籽、菜籽和葵花籽等多种油饼都是高蛋白饲料，但此类饲料如果处理不当或

搭配不好、住往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1)大豆饼 大豆饼中的蛋白质含量在38%~47%之间、是一般谷类饲料的5倍，

大且营养价值颇高，是赖氨酸、色氨酸、甘氨酸和胆碱的良好来源，氨基酸组成接

近动物饲料。豆饼粕是饼粕类饲料中最富营养的一种饲料，在中国大豆总产量中约

有60%供食用，一般大豆的出饼粕率为88%。

但未经加热处理的大豆饼柏中含有抗胰蛋白酶影响蛋白质利用效果，而加热太过又

会发生玛拉德反应，使其中的赖氨酸遭到破坏，致使营养价值降低。

    (2)菜籽饼粕 菜籽饼粕含蛋白质36%一38%.其中蛋氨酸和肤氨酸含量丰富、

精氨酸含量低。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蛋白质饲料资源。我国菜籽饼年产量约3.2亿千克

以上，但很少用作饲料，主要是因其所含芥子酶能将硫葡萄昔水解为两种有毒有害

物质，对动物有毒害作用，菜籽饼中含芥子昔，饲料中菜籽饼含量过高会使动物生

长速度下降、食欲减迟，对猪尤为明显。褐色蛋鸡饲料中菜籽饼含量若高于5%，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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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就会有鱼腥昧或异味。含量高于1既，会引起蛋鸡出血性脂肪肝，造成死亡率增加。

肉鸡饲料中使用菜籽饼会使鸡体带腥味。菜籽饼喂猪，因适口性差造成生产性能降

低。饲料中菜籽饼含量高于5%，会引起幼猪和生长猪甲状腺、肾脏和肝脏肿大。母

猪饲料中菜籽饼的用量不得超过3%，否则繁殖力下降。

  (3) 棉籽饼粕 棉籽饼粕含蛋白质36%~40%。其中赖氨酸和蛋氨酸含量不足，

而精氨酸含量较高，如果和豆饼、菜籽饼配伍使用、可以使限制性氨基酸齐备。提

高蛋白质的利用率且降低饲料成本.我国年产棉籽饼粕4.9亿千克，只有35%用作饲

料。其余的全部用于肥田。其主要原因是棉籽饼粕中含有游离棉酚.对猪鸡等单胃

动物有毒害作用。所以在猪和肉鸡饲料中游离棉酚浓度不得超过lx1o一5，蛋鸡不得

超过sx1o一‘。牛羊等复胃动物长期饲喂也会引起蓄积中毒。

    (4)花生粕 脱壳花生饼粗蛋白质含量%以上。是畜禽良好的蛋白质饲料。但

花生饼在贮藏过程中易感染黄曲霉，产生黄曲霉毒素对畜禽产生毒害作用。花生仁

粕代谢能水平高，蛋白质水平也不亚于豆粕，只是赖氨酸和蛋氨酸含量仅有豆粕的

52%左右。因此，要注意补充添加赖氨酸和蛋氨酸。但花生饼在贮藏过程中易感染黄

曲霉，产生黄曲霉毒素对畜禽产生毒害作用。

  以上几种植物蛋白饲料是动物极好的蛋白质来源，但由于存在上述的缺陷， 另一

方面，它们均含有抗营养物质，这些抗营养因子包括胰蛋白酶、植物凝血素、服酶、

脂肪氧化酶和抗维生素因子等。从而限制了其在动物日粮中的使用。

    4 大麻

  4.1大麻的研究历史与现状tl61川，[ls:1101侧
    早在一万年以前，大麻就为人类所利用，也许是人类最早栽培利用的作物之一。

由于大麻中含有一种致幻物质四氢大麻酚(THC)，是提炼毒品的主要原料，因此，

大麻的种植与利用一时受到社会的质疑与否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立法

禁种大麻，许多国家也随之限制大麻的种植甚至禁种。但随着对大麻认识的进一步

加深，自90年代开始，在对大麻的关注销声匿迹半个多世纪后，以美国和欧盟为代

表的发达国家又兴起了研究和开发利用无毒 (低毒)工业大麻的热潮。国际大麻协

会(IHA)于1992年成立119]，为了培育无毒(低毒)工业大麻，该协会对大麻进行

了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许多发达国家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大

麻组织，如:美国的大麻工业协会 (HIA)、加拿大的大麻联盟 (CHA)和欧共体的



甘肃农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

欧洲大麻商业协会 (A.H.EU )圈等。

    大麻种子富含蛋白质，8种动物必需氨基酸和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含量

最高，按重量计算达25%，仅低于黄豆，高于其它任何植物。像黄豆一样大麻种子

可用来做豆芽、粥、奶、黄油和奶酪，大麻种子的蛋白质绝大多数易消化，主要由

两种蛋白— 麻仁球蛋白和白蛋白组成，人血浆中含有它们.大麻制的食品易被消

化吸收，即使有营养障碍的病人，如结核病人也很易吸收.大麻种子也是我们能得

到的最好的必需氨基酸源:种子含油35%，其中19~25%为亚麻酸，51~62%为亚油

酸 (按重量计算)‘=lj，比率与人食物需求量相同。完整的种子和榨过油的种子粉饼

也是很好的动物饲料。

    我国是大麻原产地之一。公元前3500一4500年我国便有种植大麻的历史【阅，到

唐代大麻生产已遍布全国，当今西藏、新疆、云南和太行山等地仍有成片的野生大

麻。我国大麻种子资源极为丰富。“七五”期间开展大麻种质资源繁种入库和主要

性状鉴定，按集到17省的334份品种。在我国，大麻的生产与科研处于一种非常尴尬

的局面。一方面，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末加区分地将所有大麻视为毒品源植物而禁止

种植，另一方面，在我国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山东、安徽、甘肃等大麻传统产区，

均有成千上万亩的纤用型大麻种植面积，我国大麻纺织品出口量也一直位居世界前

列。然而，由于政策等原因，有关大麻领域的科研远远滞后 (近十多年来几乎无科

研可言)。尽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作过大量工作，但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根本

不能指导我国大麻的生产与深加工，这种状况与我国是大麻起源国和资源丰富国以

及大麻生产大国很不相称。

    大麻是一种有利有弊，利大于弊，而且只要管理得当，就能化弊为利的古老栽

培作物。

    4.2 大麻的植物学形态〔即【筑，阁圈

    大麻属大麻科，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成熟后，茎高达1~5!n。稀植时茎会分出许

多分枝，主茎直径约30~60mln。当大麻停止长粗时，茎不再长出分枝，除靠近顶部

直径为6~ZOnlln的茎段外，其余部分的叶将会脱落。多数大麻品种的茎中空，叶掌状

分裂，由5~11片裂叶组成;锯齿状裂叶长约50一巧0咖、宽10~20咖。在疏松、排

水良好的土壤中，大麻主根可达2~25m，深侧根可达60一SOcm长。大麻通常是雌雄

异株，雌株与雄株生长特性不同，雄株茎细长，花周围几乎没有叶，而雌株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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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序末端多叶。雄株待花粉成熟并散开后就会很衰老直至死亡，而雌株在种子成熟

前都会保持生活状态。育种家已选育出相对稳定的雌雄同株品种。大麻的种子光滑，

近球状瘦果，颜色为浅褐色到灰黑色，并且有斑点。种子直径约为2.5~4皿，长约3~

6nNn，干粒重为8~279。雌雄同株品种干粒重平均为169，而雌雄异株品种则为2190

    4.3 大麻的栽培及分布国团

    大麻的栽培历史悠久，是一种古老的韧皮纤维作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

大麻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对温度要求比较宽，因此从热带到寒带都可种植。世界

各地都有广泛的栽培、野生和逸生。

    作为纤维用大麻的栽培面积和产量以中国为最多。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大麻起源

于中亚，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大麻起源于中国，因为在中国发现了许多的大麻种质资

源。大麻有重要的农用及药用价值，长久以来，其茎皮用以讴麻，果实因富含油脂

而用来榨油，中药火麻仁就是由其果实加工而成的。在我国，传统上认为大麻是经

济作物，然而在国外，因某些地区所产的大麻富含药物依赖性成分，成为世界闻名

的三大毒品之一，Marlhmna是其英文名称，有时HemP也用来表示大底 在我国新疆，

也有使用干燥花、叶作为麻烟的习惯，作用与鸦片相似，吸吸后有欣快感，所以在

这些地区大麻是严禁种植和栽培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经济价值和很易栽培等特点，

在世界范围内种植面积有增无减。

    44 大麻化学成分与化学表型[28，侧‘划

    大麻化学成分(cannabinoids)是大麻植株体内次级代谢产物的总称，它们是一类

菇烯酚类化合物，主要聚集在大际植株的腺体毛中(主要在苞叶与嫩叶部位)叫。

已报道从大麻植株中分离出60多种大麻化学成分叫，最主要且含量较高的是大麻二

酚 (CBD)和四氢大麻酚 (THC)，以及其丙基同系物CBDV和THCV，其次是大

麻菇酚(cBG)和大麻环菇酚 (CBC)以及其丙基同系物CBGV和CBCv侧，它们

均由各自对应的酸 (CBDA，THCA，CBCA和CBCA)氧化而来。以大麻主要化学

成分THc和cBD的含量为标淮，small，E.等将大麻的化学表型分为4类[34J。1

型:大麻花干物质中THC含量高于0.3%，CBD含量低于0.5%;n型:是一种中

间类型，以CBD占主导、含有少量THC;m型:以CBD占主导地位，THC含量

极少的类型;IV型:植株中THC和CBD含量均很低，而以CBG含量为主，该类

型很少出现。表型1属于药用大麻。在医学和药学领域有特殊的地位，其余表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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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大麻范畴，具有重大的潜在社会和经济价值。

    4.5 大麻的营养成分〔困国〔州

    大麻种子营养成分丰富，含有 加%一25%的蛋白质，20%~30%的碳水化合物

和1。%~15%的可溶性纤维D，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特别是磷、钾、镁、钙、铁和锌

等。，其中铁和锌是与人体脂肪代谢有关酶的辅基，大麻种子中铁锌含量和比例最适

合人体的需要口，含有18种氨基酸(其中7种必需氮基酸)和12种必需脂肪酸，其

中必需脂肪酸中的主要成分18碳二烯酸即亚油酸和 18碳三烯酸即亚麻酸的含量分

别高达50%一70%和巧%~25%，亚油酸和亚麻酸的比例接近3:1。这一比例是人

体正常代谢所需的最佳比例口，拥有如此比例及含量的作物恐怕只有大麻一种。对人

体健康非常有益的丫一亚麻酸通常只有蓝绿藻和黑醋栗种子油中含有(为干重的1%

左右)，在常用的食用油中则不含一亚麻酸，而大麻种子油中下一亚麻酸含量高达

3%~6%.此外，大麻种子油中还含有花生四烯酸、棕搁油、硬脂酸等对人体非常

有益的营养成分。

    4.6大麻果实中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的含量138]〔别

    大麻必F么朋btssatltu乙的果实，习惯上称作种子，因富含油脂而用来榨油。

民间用来炒吃、煮粥、做麻仁月饼等;中药称为火麻仁，中医用于润燥、滑肠、通

淋、活血、治疗肠燥便秘、消渴、风淋、风痹、痢疾、月经不调、疥疮、癣癫等病。

另外，大麻的果实在畜、禽的饲养中作为饲料添加剂用量也较大，用于改善肉质和

增进毛发的光泽。

                    表1一2大麻籽实中氨基酸的测定结果

氨基酸Amino韶id 含量C。血川5(mg/loomg) 氨基酸Aminoac记
      含量

Contents(mg/100mg)

408
020
466
145
520

天门冬氨酸

  苏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甘氨酸

  丙氨酸

  肤氨酸

  撷氨酸

  蛋氨酸

1。099

0，357

0.477

1.855

0.480

0.420

0.079

0.580

0.414

异亮氨酸中

亮氨酸.

  酪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色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脯氨酸

0。804

0，166

0.532

0 042

。人和动物体内所必需的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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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一3 大麻籽实中元素的测定结果

  元素
Blement

    含量
Contents(呢/
    100Ing)

  元素
Element

    含量

Contents(mg八
    00mg)

  元素
Element

    含量

Contents(呢
  /100帜)

76.77
80.33

未检出

Ba o.71 M月 “ ·1， 七1 2.62

cu 7.57 zn ‘41·4l se o.26

    大麻籽实中氨基酸的含量，其中以谷氨酸含量最高，其次为组氨酸，甘氨酸的含

量也较高，达到了0.48mg/100mg。虽然甘氨酸可以在哺乳动物体内利用其它物质合，

但禽内合成甘氨酸的能力很低，因此甘氨酸对禽类则为必须氨基酸。雏鸡缺乏甘氨

酸时易呈现麻痹症状，羽毛发育不良，饲料中添加适量的甘氨酸可以防止某些氨基

酸过剩而造成的应激反应。另外，甘氨酸对鱼群具有特殊的引诱作用，也可以减轻

仔猪和犊牛腹泻、脱水等，这充分证明了民间用法的合理性。

    4.7 大麻在医学上的应用阂[41]

    几个世纪以来，大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药物，其中活性成分THc目前用于

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另一种用途是做 A工DS 病人的食欲刺激剂。大麻

还可用于治疗青光眼、癫瘸、多种硬化 (在季节性性功能紊乱)、哮喘、难产、疼

痛和焦虑。用于治疗失眠、酒精中毒、发烧、精神病，对尼一皮二氏病 (类脂组织

细胞增多症)也有潜在的疗效。

    4.8 大麻在饲料和食品中的应用〔切

    大麻种子蛋白质含量按重量计算仅低于黄豆。大麻种子的蛋白质绝大多数易消

化，其麻仁球蛋白和白蛋白，是人血浆中含有的蛋白瓜 大麻制的食品易被消化吸收，

即使有营养障碍的病人，如结核病人也很易吸收。大麻种子也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

的必需氨基酸源:种子含油35%，其中19~25%为亚麻酸，51一62%为亚油酸 (按重量

计算)，比率与人食物需求量相同。

    大麻的果实在畜、禽的饲养中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有改善肉质和增进毛发的

光泽的功能。大麻果实中几乎不含对人体和动物有害的元素，铁含量较高达

260.63mg/k9，铁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酶等多种氧化酶的成分，与造血

机能、氧的运输以及细胞内生物氧化过程关系密切.缺铁会影响机体免疫系统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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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巨噬细胞系统)的功能，使得动物机体对诸多感染病原体，如疟原虫、伤寒沙

门氏菌、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及出血性巴斯德氏菌易感性增加;缺铁还会导致动

物机体温度调节失控，体温出现异常现象。完整的种子和榨过油的种子粉饼也是很

好的动物饲料。

    4.9大麻的安全性〔刊〔川

    国际上根据大麻的致幻成分的多少，把大麻分为药用型(THC含量>0.5%) 、中

间型 (THc含量为0.3%一0.5%)和纤维型 (THC含量<0.3%然而，工业大麻中的THC

含量在普通栽培条件下一般都低于0.05%。这种含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用于生产毒

品。(用于生产毒品的大麻中THc的含量须达3%~20%之间)。

    大麻籽粕是大麻籽经榨油加工后的产物，研究表明，大麻籽粕蛋白质含量为

32.7%，必需脂肪酸含量较高，同时，富含必需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是极有开发应用

价值的生物蛋白饲料资源。因此，开发利用这大麻籽粕一丰富的蛋白质饲料资源，

对缓解蛋白质饲料不足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国

内有关大麻籽粕作为畜禽饲料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针对大麻的饲用价

值而设计，探讨大麻对肉鸡的饲养效果。旨在通过大麻籽粕营养价值评定，对雏鸡

生长调控和免疫性能的试验研究，为优化利用大麻仁籽粕蛋白质饲料资源提供生物

学试验依据。这将大麻籽柏作为新型生物蛋白质饲料资源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和重要

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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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研究内容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动物

    试验动物为0日龄艾维茵商品肉雏鸡，共140羽，来自健康鸡群。试验鸡按常

规免疫程序免疫，并做好疾病控制。

    1.2试验设计

    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方法设计。设4个处理水平A、B、C、D，其中A为对照组，

每个处理5个重复单元，每个单元7只鸡。饲养期为28天。

表2一1 不同大麻籽粕添加水平试验设计

处理组

大麻籽粕 (%)

雏鸡数 (只)

    1.3试验日粮

    基础日粮为玉米·豆粕一鱼粉型日粮，试验组分别用不同量的大麻籽粕替代豆粕，

参照NRC (1994) 肉仔鸡营养标准配制饲粮，饲料由长林饲料厂生产.

    1.4饲养管理

    1.4.1饲养环境

    未进雏鸡前，鸡舍打扫千净后，用高锰酸钾和甲醛熔液熏蒸鸡舍包括鸡笼等饲

养设施，安装好电源，红外线等加温，每个试验单元用温度计和湿度计严格控制温

度和湿度。0日龄雏鸡进入鸡舍称重、分组，舍内温度保持在35℃，相对湿度保持

在65~70%。随着日龄的增长，温度逐渐下降，到14日龄，舍内温度保持在28℃

左右，21日龄降至22℃左右，以后维持在20~24℃之间。叠层式笼养，共5层，

每层两格，每层规格为:长 lm，宽0.5m;高0.35m，水槽为全塑性，料糟由喷膝

铁皮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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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一2 雏鸡试验日粮

饲粮组成 (%) A组 B组 C组 D组

玉米 6000 60.的 60刀0 60.(X)

大豆粕 22.52 2052 1852 16j0

菜籽粕 5.oo s.oo s.co s.00

鱼粉(进) 5.00 5.00 5.00 5.00
大麻籽粕 一 2.00 4.00 6.00

植物油 4.00 4.00 4.00 4.00
石粉 1.40 1.40 1.40 1.40

磷酸氢钙 1.00 1.00 1.00 1.00

卜LysHc尸 一 28.00 0.02 0.02
DL一Met@ 0.25 0之5 025 026
Thr o名2 0.80 079 077

Trp o·25 0.25 0·25 0.25

食盐 030 030 0.30 030

微量元素预混护 0.50 0.50 0乃。 。石。
维生素预混剂。 。乃3 0.03 0.03 0.03
总量 10000 10000 100刀0 100乃0

营养水平

代谢能(Mca掀9)。 3乃6 3刃5 3.04 3.03
粗蛋白(%) 2106 20.82 20乃8 2034

赖氨酸(%) 1.10 106 1.05 1刀3
蛋+肤氨酸 (%) 091 0.91 091 090

色氨酸 (%) 025 025 0.25 025

苏氨酸 (%) 082 0名0 079 077

钙 (%) 104 1.04 105 105

有效磷 (%) 046 0.47 047 0滋8

亚油酸 (%) 2之3 2.22 2.22 222

①L一LysHcl 国产 含爱98)%·②DLMet 日本 含量99%·③每千克饲粮添加量中含有:C认smg;Fe，goms;

饥loomg;城 470略L3略阮引smg.④每千克饲粮添加童中含有:v人1000oIu;vD3，2400lU;v压10IU;气
1.6mg;va，，01吨;v助“mg;v叭L腼5;va以住olmg;生物素0刀Sln‘叶酸102mg;烟酸28刀mg;抓化胆碱

10以!mg.⑥计算值。

    1.4.2 防疫措施

    7日龄点眼滴鼻免疫新城疫苗n系苗。

    18日龄点眼滴鼻鸡免疫法氏囊疫苗.

    21日龄点眼滴鼻免疫鸡新城疫二联苗。

    每周用优氯净带鸡消毒一次。早上及时清除粪便，保持鸡舍干净，杜绝非工作

人员进入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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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饲养方式

    试鸡千粉料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全程光照，全程通风，每天分早、中、晚三

次同时分组投入称好的饲料.刷洗千净水槽，保持水槽水充溢。

    1.5测试指标与方法

    1.5.1生产性能指标

    每周记录各组鸡采食量，扣除剩料，计算各组鸡饲料消耗量、鸡只日均采食量，

并于27日龄，禁食一夜后早晨空腹逐只称重，计算各组鸡平均体重、料肉比。每周

称重1次。详细记录鸡只的死亡数及重量，计算各期的死亡率。

    1.5.2 1西、BtJN测定

    用酒精棉消毒鸡翅静脉，用2哎高温消毒的注射器采血2ml，注入编号的试管，

室温下静置30min，析出血清装入编号的血清瓶，冷储送检。

    1.5.3 免疫器官的测定

    试验期结束，采用闷死法屠宰。从各组鸡中随机取5只 (每个重复1只，公母

各半)进行屠宰，取胸腺、脾脏、法氏囊、肝脏等器官，并计算各器官(组织)指

数。

    计算方法:胸腺指数二胸腺鲜重/体重

              脾脏指数二脾脏鲜重/体重

              法氏囊指数二法氏囊鲜重/体重

              肝脏指数=肝脏鲜重/体重

    1.5.4 胭体营养指标测定

    干物质用 (GB/T6435一1986)方法测定。

    蛋白质用凯氏定氮法 (GB/T6432一1994) 测定。

    粗脂肪用(GB/T6433一1994)方法测定。

    粗灰分用(GB/T6438一1992)方法测定。

    1，5.5 整体蛋白质沉积率和整体能量沉积率

    试验开始，采用闷死法将10只雏鸡闷死，冰冻待用。试验期结束，将整只去掉

    胃肠道内容物，剁碎，冷冻备用。

    计算公式:整体蛋白质沉积率(%)二 (BDMxBE一BD瑞xB氏)/IDMxFE

              整体能量沉积率(%)二(BDMxBP一B呱xB氏)/IDMx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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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BD卜试验结束时整体干物质重;B仑试验结束时整体能量沉积;B叽一试

验开始时整体干物质重;BEO-试验开始时整体能量沉积;FE一饲料含能量;BP一试验

结束时整体蛋白质沉积;BPO一试验开始时整体蛋白质沉积;FP-饲料蛋白质含量;工DMee

干物质含量。

    1.6 试验时间和地点

    试验从2004年6月28日至上2004年7月2日结束，试验期共28天。饲养试

验，试鸡的称重、耗料的称量、采血，屠宰测定、氨基酸测定等试验在云南农业大

学动物科学院重点试验室进行。

    1.7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所有数据用SAS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处理分析。

2 结果

    2.1大麻籽粕对雏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2.1，1体重和死亡率的影响

    大麻籽粕对雏鸡体重的影响见表2一3.由表2一3可以看出，大麻籽粕添加各组

的第1、2、3周龄体重均高于对照组，但试验组与对照组间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P>0.05).在第1周C组最高，第2、3周D组最高，同样，三个试验组间差异

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然而，第4周，对照组A体重又高于B组，与C

组很接近，尽管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表2一3 试验期内各组雏鸡不同周龄体重变化及全期死亡率 (克，%)

组 别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全期死亡率

A ll5JO土 7刀8’ 256名0土940. 53O.002士7一70t

B ll757士11.15‘ 26120 士20石5. 535.00 土3。一礴护

735.60土7075. 22.

697.00士6842. 11‘

C 126J9士4名7’ 268.60 士35.印. 55600 士64‘7护

0 123」9士633t 272」0士290，. 56000 士40 6护

737.00士118，40a ll

82570士1311护 20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从表2一3可看出，添加2%、4%、6%的大麻籽粕的死亡率均比基础组的死亡率低，

并且添加2%、4%的大麻籽粕的死亡率最低。添加6%的大麻籽粕的死亡率比添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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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死亡率有所增加，但仍比基础组的死亡率低;就整个试验期来看，2%、4%的大

麻籽粕试验组的成活率最高。此结果表明，大麻籽粕作为蛋白质饲料替代品与大豆

可能有等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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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试验期雏鸡体重变化曲线

    由图1更能清楚的看到，就体重指标而言，添加6%的大麻籽粕组最高。各组的

拭验鸡体重基本符合动物生长曲线。

    2.1.2 大麻籽粕对雏鸡日增重的影响

    大麻籽粕对雏鸡日增重的影响列于表2一4。

              表2一4 大麻籽粕对雏鸡日增重的影响 (克/夭)

    组别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全期平均

    ^ 10.58士1期.19.15土492a 30.86士70尹 31，41士9.24ab 26名6士2石3心

    B 10.32士1.01.20，2士25sa 3793士4‘0尹 22科士4，71‘ 2514士2名。卜

    c lo.83士247a加.34土5，ooa 4ll3士438b 27.66士912心 26.75士505曲

    D S名6士2.78a l9.37土6.18a 3771士7石5曲 引47士16，70a 32.18士57la

    有相同字母的表示差异不显著.

    第1周日增重以C组最高，D组最低，但是，4个组间差异不显著 (P>0一05)，

第2周日增重以B组最高，4个组间差异仍然不显著 (P>0.05)。第3周C组日增

重最高.达41.1克，与对照组的30，86克有显著差异(P<0.05)，其余各组间差异不

显著。第4周日增重D组最高，与B组差异显著(P<0.o5)，其余各组间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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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期平均日增重的情形与第4周相同，即最高为D组，最低为B组，二者差异显著

口<0.05)，其余各组差异不显著(P>0.05).

    2.1.3 大麻籽粕对雏鸡采食量的影响

表Zee4 试验期雏鸡平均采食量 (克/天)

望 第一周
别

A ll斌20 士!6.卿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全期采食总量

226‘2，士19.72. 423.27 士49涛7t 419‘39士125名Zt 1333.64 士125.94.

B lls.73 士13.9尹 24976 士27.68. 月材.45 士22 72. 37L03士63乃6’ 127l 06 士89.75.

C ll47士8963. 26030士48j2. 448注6士88)尹 331.19士73‘41， 1233.% 士190 73‘

D 108名9士978. 277加 士42.2尹 47749士84J5t 303)吕士52.64. 123982士150.11.

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由表2一可以看出，在第1、2、3、4周，试验组与对照组均只耗料量差异不显

著(P>0.05)。试验D组在全期与对照组A相比，均只耗料都有所下降，但差异不

显著(P>0.05);在第2、第3周，试验B组、C组与对照组A相比，均只耗料量略

有上升，但差异不显著(P>0.05)。就全期只均采食量看，试验B、C组与对照组A

相比，均只耗料都有所下降，但差异不显著 (P>0.05);对照组记录数最高，这是

否反映大麻籽粕对雏鸡采食量有限制，尚不能定论。

    2.1，4 雏鸡全期饲料利用率

表2一5雏鸡全期饲料利用率

组别 总增重 (克)

751.96士73石8必

70326士7843b

74986土141，40西

90043士159夕Za

全期采食量(克)

1333.64 士125月4a

1271.06士89万sa

1233.96土190.73a

1239名2士150lla

料肉比(F/G)

1.77士0乃3.

1.81士0.O4a

1.65士0.01a

1.43士0刀3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全期 (0~28 日龄)试验D组的总增重、比对照组高，

表现差异显著(P<005)。试验D组料肉比比试验B组低，表现差异显著(P<005)，

但与对照组试验A组相比差异不显著 (P>0.05)。从总的结果看来，试验D组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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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最高，料肉比最低.

    2.2 大麻籽粕对雏鸡免疫器官重量的影响

组别

    表2一6 各组雏鸡免疫器官重量(9)

脾脏 脚腺 法氏囊 肝脏

      A O.69士0.3la 4.46士1.28a 2.79士1.29a 22J5士297’

    B O.74土013a 389土0.61. 2.06土0.3护 18.30士2.44b

    c ogl土0.如. 4.07士1沸俨 1.45士03护 21.07士6.12a

    D o.72士0.16a 49s士1名6a 233士03护 21.05士3乃3a

    有相同字母的表示差异不显著.

    免疫器官称重法是目前研究机体免疫体况的方法之一。一般认为免疫器官重量

降低为免疫抑制所致，而免疫器官重量增加则为免疫增强的表现，表2一6可以看出，

脾脏的重量三个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P>0.05)，胸腺重量以D组最

高，A组次之、B组最低，但四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法氏囊、重量对照组显

著高于三个试验组(P<0.05=但试验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肝脏以对照组最

重，B组最低，与其他三组差异显著(P<0.05=。总之添加大麻籽粕对脾脏的重量

有增加的趋势，但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2一7

组别 脾脏指数

各组雏鸡免疫器官指数的变化(10一，)

        胸腺指数 法氏囊指数 肝脏指数

8.98土3.88.

9.70土1.3了

11.9士14.33.

923士2.32‘

5823士14.30‘

51.64士9。18.

53.24士9.64‘

57.32士3112‘

36.05土1571.

2707士3.69‘

20.30士7.23‘

28.26士3.05‘

2954士40.25.

2413士26.5扩

2778士38.71.

2694士34.69‘

有相同字母的表示差异不显著.

    从表2一7可以看出，各组试鸡脾脏指数差异不显著(P>0.05)，试验B、C、D

组脾脏指数都高于对照组A，且C组最高，但差异不显著 (P>0.05)。各组试鸡胸

腺指数差异不显著 (P>0.05)，且试验组 B、C、0胸腺指数都低于对照组 A，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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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显著(P>0.05)。法氏囊指数C组与对照组A，试验B、D组相比，表现差异显

著伊<0.05)，且C组法氏囊指数最低.

    2.3大麻籽粕对雏鸡的IgG、BUN影响

    测宁了大麻籽粕对雏鸡血清免疫球白(1如)、血清尿素氮的影响，结果见表2一8。

表2一8 雏鸡血清免疫球白(lgG)、血清尿素氮测定结果

检测项目 A组 B组 C组 D组

1盼 (9/L)

血清尿素氮

  (皿01/L)

0.56士0.2宁 0.52士0.l8’ l00士0.30‘ 1.06士008b

055士0.09. 0.36土0.11‘ 0.48土0.22b 0.57士0.14’

有相同字母的表示差异不显著.

    对免疫球蛋白，对照组和添加2%大麻籽粕组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对照

组与添加4%、6%组大麻籽粕组间差异显著(P<0.05)。添加2%、4%、既大麻籽粕组

的血清尿素氮随添加水平而增加，6%组与对照组非常接近，两组间差异不显著。

    2.4雏鸡营养指标测定结果

    在所测定的4项指标中，粗水分、粗蛋白和粗脂肪3项组间差异不显著。粗灰

分A组显著低于B组和c组(P<0.05);A组与C组、B组与D组差异不显著。

表2一9试验鸡肉中主要营养指标(28d)

组别 粗水分 粗蛋白 粗灰分 粗脂肪

10.47士0.24a

10.5肚0.1护

10石6士0.23a

10.58切 10a

52.91土132a

529肚174a

52‘0肚1.4la

52.创士0.78a

7.4见0.24a

836生0.1沪

7.54士0.14a

8一26士028

30.0牡618a

33.35士149a

3297士122a

3209土0.78a

A

B

C

D

字母相同的表示差异不显著.

2.5大麻籽粕对雏鸡整体蛋白质沉积率和整体能量沉积率的影响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大麻籽粕添加剂量组均未显著影响试验期内雏鸡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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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沉积和能量沉积，也未显著影响试验期内雏鸡的蛋白质沉积率和能量沉积率 (P

>。刀5)，试验组的蛋白质沉积和能量沉积都依次高于对照组A，但表现差异不显著

(P>0.05)。同样试验组的蛋白质沉积率和能量沉积率都依次高于对照组A，，但表

现差异不显著 (P>0.05)。

表2一10 肉雏鸡整体蛋白质沉积率与整体能量沉积率(2sd)

处理 整体蛋白质沉积(9)

259.29士12.13a

整体能量沉积(KJ/g) 整体蛋白质沉积奉(./.) 整体能量沉积率(，/o)

B 26819土10，15

C 26763士1324.

D 27025土111尹

62.75士84俨

71.86士6.42’

72‘07士5.66a

7001士7.53.

53.86土4一41 11一98士0一91

59.11士3.11 1460士072a

61.47士4‘36a

62.52士3.1俨

15.24士0.96a

14名4士082a

    2.6 大麻籽粕添加水平与主要指标的回归

    以大麻籽粕添加水平为自变量(x)，测定(记录)指标为依变量(y)所拟合的

二次回归曲线列于表2一11.

        表2一11 大麻籽粕添加水平与主要指标的二次回归曲线拟合

指标切 bo 八x 乞扩 护 p

采食量 1333·64 一1·05 一1·04 0·9896 <0·0001

粗灰分 7449 6·77 一3·66 0·9959 <0.0001

粗脂肪 30·04 0·33 一0·82 0.9903 <0.0001

免疫球蛋白 0·56 0·09 5·89 0.9944 <0.0001

尿素氮 0·55 0·33 5·88 0·9854 <0.0001

法氏囊 2，7922 一2·9068 6·2395 0·9699 <0.0001

肝脏 22·3348 0·9958 一1.2196 0·9888 <0.0001

脾脏 0·6915 一0·2649 5·9251 0·9910 <0.ooor

胸腺重 4·4626 一15·3331 15·6470 0·9758 <0.0001

全期日增重 29·90 0·22 一0.99 0.9917 <0.0001

全期体重 750·39 一40.93 990 09961 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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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经济效益初步分析

    本试验中，不同大麻籽粕添加量在肉仔鸡生产性能方面均有良好效果。但其是

否能应用于养殖业生产，还要分析其经济上的可行性。本文就饲料成本和增重两部

分来分析其经济效益，分析结果见表2一12.

    从表2一12可看出，与对照组相比，添加2%、4%、6%组饲料成本逐渐降低，

经济效益逐渐升高，目前市售的豆粕价格偏高，本次试验所用大麻籽粕如得以大量

用于规模化生产，它们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经济效益将会得到明显提高。

3讨论

    3，1大麻籽粕对肉雏鸡生产性能的影响“刀〔侧[’.]

    对于大麻籽粕应用于肉雏鸡的饲养试验国内还没有相关的报道，本试验在日粮

中添加2%、4%、6%大麻籽粕替代大豆粕，肉雏鸡体重和全期日增重与对照组没有显

著差异，既不表现为显著提高也没有显著降低的迹象，这表明本试验大麻籽粕替代

大豆粕作为蛋白质饲料是可行的。同时，就试验期体重和全期日增重看，添加6%大

麻籽粕组高于其他组，这是否是最适宜的添加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大麻籽粕

添加组全期采食量均低于对照组，这也许说明大麻籽粕对饲料的适口性有一定的影

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广第一需要研究如何改善大麻籽粕的适口性问题;第二

找到一个保持雏鸡生长发育良好的最佳添加水平:从全期成活率看，对照组低于试

验组，但没有达到显著的差异水平，虽然不能认为大麻籽粕更有利于雏鸡的成活，

但至少可以表明大麻籽粕是安全无害的。

  3.2大麻籽粕对肉雏鸡免疫器官重的影响「“，[sJ，即〕(5:]
    添加大麻籽粕对雏鸡的主要免疫器官脾脏和胸腺的重量没有显著的影响。胸腺

是免疫系统的重要器官，参与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对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也

有重要调节作用，其重量增加说明大麻籽粕可能通过胸腺参与机体免疫功能，从而

提高机体抗病能力.而脾脏又是体内产生抗体的重要器官，其重量增加对机体细胞

免疫过程中致敏T细胞的产生和抗体的形成都有促进作用，并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

噬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添加大麻籽粕显著降低法氏囊的重量。法氏囊是禽类特有的中

枢免疫器官，其重量增加可促进B细胞的诱导分化和成熟，促进机体的体液免疫。

这是否表明大麻籽粕对雏鸡的这一免疫器官有不利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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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本试验结果表明，添加4%、既大麻籽粕组的血清免疫球蛋白IgG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添加2%、姗组血清尿素氮显著低于对照组.

4.4 大麻籽粕对肉雏鸡整体蛋白质沉积率和整体能量沉积率与对照组比较

分别增加Tg.7%、14.1%、16.1%和21.叽、27.2%、23.叽。

4.5通过大麻籽粕添加水平与雏鸡日增重、血清尿素氮、脾脏的二次曲线

拟合，添加5.3%最合理。

4.6 综合各项指标，在日粮中添加不同形式大麻籽粕的饲喂效果良好。且

随着大麻籽粕成本的降低，应用于肉仔鸡生产中将具有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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