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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用14 头6～12 d 的中国荷斯坦母犊牛 ,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每组7 头。对照组犊牛饲喂常规保存的混合初乳 , 试验组饲喂利
用LPS 保存的混合初乳 , 试验期共55 d 。结果表明 ,试验组犊牛体重比对照组增加了4 .42 kg( P > 0 .05) , 平均增重和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
了13 .82 % 和14 .29 % ,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P <0 .05) ; 体高增加了2 cm,平均日增高比对照组提高0 .02 cm; 胸围增加了1 .71 c m, 平均
日增长比对照组增加0 .04 cm,但差异均不显著( P >0 .05) ; 并且犊牛腹泻率降低了60 % , 腹泻频率降低了85 .76 % , 饲养成本明显降低, 经
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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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lostrumPreserved by Utilizing Lactoperoxidase System( LPS) onthe Growth Perfor mance of Calves
YANG Xue-feng et al  ( College of Ani mal Science , Henan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xiang ,Henan 453003)
Abstract  14 Chinese holstein female calves at 6 ～12 d of ag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treat ment groups .7 calves inthe control were fed
with common colostrumwhile 7 calves inthe treatment were fed with colostrumpreserved by utilizing LPS.The whole experi mental period was 55 days .The
results i 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the control ,the body weight in the treat ment i ncreased by 4 .42 kg( P > 0 .05) ,average gain and average daily gai n
increased by 13 .82 % and 14 .29 % respectively( P <0 .05) ,the body high added 2 cmand grew0 .02 cmevery day ,chest girth added 1 .71 c mand grew
0 .04 cmevery day( P > 0 .05) ,diarrhoea rate and diarrhoea frequency decreased by 60 % and 85 .76 % respectively .The feeding cost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and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was obviously i ncrea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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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牛初乳属于生理异常乳, 我国规定不得将其收购用作

原料乳, 且目前国内能开发初乳产品的乳品企业较少 , 因此 ,

大量的奶牛初乳还主要是用于饲喂犊牛。但是, 由于初乳营

养极其丰富, 在放置过程中, 若不采取有效的保存措施, 极易

引起微生物大量繁殖, 导致饲喂效果变差。

近年来, 利用牛奶中固有的乳过氧化物酶体系( LPS) 保

鲜生牛奶的方法在国际上日益受到重视。大量 资料表

明[ 1 - 3] , 这是一种具有潜力的、安全的牛奶防腐体系, 也是迄

今为止除了冷贮之外最有效的牛奶保鲜方法。但是, 饲喂利

用该方法保存的奶牛初乳对犊牛生长发育的影响目前尚未

见报道。为此, 笔者进行了该试验研究, 以期为初乳在犊牛

培育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时间和地点 试验于2005 年9 ～11 月在郑州市郊

区一奶牛场进行, 试验期55 d。

1 .2 试验动物 中国荷斯坦犊牛出生后立即称重、编号, 跟

随母牛吃初乳5 d 后 , 与母牛分离, 并选择体重、出生日期相

近( 6～12 d) 的母犊14 头作为试验动物。

1 .3 试验材料  室温条件下, 把从该奶牛场采集的新鲜混

合初乳的1/ 2 倒入清洁塑料桶后盖好桶盖, 自然存放48 h 内

用于饲喂对照组犊牛; 另一半混合初乳中先加入 NaSCN 15

mg/ kg 混合均匀后, 再加入 H2O2 9 μl / kg , 以激活初乳中固有

的LPS 来保存这部分初乳, 用于饲喂试验组犊牛。

1 .4 试验设计 选择健壮母犊14 头, 按日龄、体重近似原则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每组7 头, 且2 组犊牛体重差异

不显著( P > 0 .05) 。对照组犊牛饲喂室温自然存放条件下的

混合初乳 , 日供给量为6 kg/ 头; 试验组犊牛饲喂室温条件下

利用LPS 保存的奶牛初乳, 日供给量与对照组相同。2 组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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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都采用塑料桶按初乳∶水为2∶1 混匀并调温至37 ℃左右饲

喂, 分早、午、晚3 次进行。整个试验期内, 参试犊牛自由采

食优质牧草和精料, 自由饮水, 日粮组成和其他饲养管理

相同。

1 .5  测定指标 分别于试验开始和结束时进行空腹称重和

测量体尺, 以计算犊牛的增重情况和体尺发育情况, 同时记

录犊牛的腹泻率和腹泻频率, 观察其生长表现情况。

1 .6 数据处理 采用SAS8 .0 软件处理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 .1  利用 LPS 保存的初乳对犊牛增重的影响  由表1 可

知, 试验组犊牛的试验末重约为79 .71 kg/ 头, 比对照组增重

4 .42 kg/ 头( P > 0 .05) , 平均增重较对照组高, 差异显著( P <

0 .05) , 平均增重和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13 .82 % 和14 .29 % 。

  表1 利用LPS 保存的初乳对犊牛增重的影响 kg/ 头

始重 末重 平均增重 平均日增重

对照组 41 .64±2.36 75 .29±2 .38 33 .64±2 .43 0 .56±0 .04
试验组 41 .29±2.31 79 .71±3 .31 38 .29±3 .85 0 .64±0 .06

2 .2  利用 LPS 保存的初乳对犊牛体尺发育的影响  由表2

可知, 试验组犊牛体高增加了2 c m, 平均日增高比对照组提

高0 .02 c m; 胸围增加了1 .71 c m, 平均日增长比对照组增加了

0 .04 c m, 但差异均不显著( P > 0 .05) 。

2 .3  利用 LPS 保存的初乳对犊牛腹泻的影响  在试验期

间, 对照组和试验组犊牛都发生了腹泻。由表3 可知, 试验

组犊牛的腹泻率和腹泻频率分别为28 .57 % 和0 .95 % , 与对

照组相比, 分别降低了60 % 和85 .76 % 。

2 .4 犊牛的生长表现  在整个试验期间, 虽然2 组犊牛都

发生了腹泻, 但是试验组病程较短, 腹泻症状较轻, 且犊牛的

精神状态、活泼程度、毛色光泽都明显好于对照组。同时, 试

验组犊牛的初乳采食情况较对照组好, 提示利用LPS 保存的

奶牛初乳的适口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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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利用LPS 保存的初乳对犊牛体尺发育的影响 cm

初始体高 期末体高 平均日增高 初始胸围 期末胸围 平均日增长

对照组 73 .21±2 .91 82 .07±2 .24 0 .16±0 .05 84 .79±3 .11 104 .36±3 .25 0 .33±0 .06
试验组 73 .43±2 .17 84 .07±2 .83 0 .18±0 .06 84 .21±2 .97 106 .07±3 .52 0 .37±0 .09

  表3 利用LPS 保存的初乳对犊牛腹泻的影响

试验头数 腹泻头数 腹泻率∥% 腹泻频率∥%

对照组 7 5 71 .43 6 .67

试验组 7 2 28 .57 0 .95

2 .5  犊牛饲喂利用LPS 保存的初乳的经济效益 利用 LPS

保存奶牛初乳时, 为激活其中固有的乳过氧化物酶体系, 需

外源添加NaSCN15 mg/ kg 和 H2O2 9 μl / kg , 所以保存1 t 初乳

只相当于增加了约0 .70 元成本。每头犊牛的初乳日供给量

为6 kg 时 , 在1 个试验期内 , 所需初乳供给总量为330 kg/ 头 ,

利用LPS 保存的初乳饲喂时只需增加约0 .23 元/ 头成本。另

一方面, 对照组在试验期内控制腹泻的药物费用共计14 .80

元, 试验组为3 .60 元, 约相当于对照组的24 % , 较对照组降

低饲养成本约11 元。若综合考虑犊牛的生长发育性能时 ,

其经济效益会更加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奶牛初乳中富含常规营养物质、免疫因子、生长因子和

其他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功能性成分, 配比合理 , 营养丰富, 对

保证犊牛的健康发育和快速生长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同

时, 初乳也是自然界微生物的极好培养基, 其中的微生物大

量繁殖时, 可分解营养成分, 产生酸性物质、气体、毒素及其

他代谢产物而腐败变质。直接用这种初乳饲喂犊牛, 不但不

能充分发挥其营养价值和生理作用, 而且还会严重影响犊牛

的正常生长和健康, 导致犊牛采食量降低, 生长缓慢 , 精神状

况差, 频繁出现腹泻, 甚至脱水、死亡。因此, 初乳的保存方

法对所饲喂犊牛的生长发育有着直接的影响。

乳过氧化物酶( Lactoperoxidase ,E.C1 .11 .1 .7 , 简称LP) 是

初乳含有的所有酶中活力最高的一种, 与代谢产物 H2O2 和

SCN- 共同组成具有抑菌作用的体系———LPS。该体系的抗

菌效果主要是以LP 作为催化剂 , 通过 H2O2 氧化SCN- , 生成

具有抗菌活性的物质———次硫氰酸根离子( OSCN- ) 来实现

的。OSCN- 可氧化牛乳中细菌表面上的 - SH 基, 使与细菌

代谢有关的含- SH 基的酶活性丧失, 从而起到抗菌作用[ 4] 。

虽然牛乳蛋白质中也含有少量的- SH 基, 但由于在自然状

态下是位于分子内部的, 不易与 LPS 接近, 因此利用该体系

保存牛奶时, 不会破坏其营养组成和营养价值[ 5] 。

据报道,LPS 在奶牛初乳中也有很高的活性, 它可抑制

和杀灭假单孢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多种革兰氏阴性菌、

革兰氏阳性菌以及过氧化氢酶阳性、阴性菌[ 6] 。因此, 可通

过外源添加NaSCN 和H2O2 来激活初乳中固有的LPS, 以利用

其抗菌杀菌活性来保存初乳, 然后饲喂犊牛。据一些国外资

料表明[ 7 - 9] , 用含有LPS 的代乳料来饲喂犊牛时, 与对照组

相比, 试验组犊牛的采食量及生长速度明显提高, 且腹泻率

大大降低。另据张金钟等报道, 利用LPS 保存的奶牛初乳与

用其他化学保鲜剂保存的奶牛初乳相比较, 最大的优点是无

刺激气味, 基本未改变初乳的风味, 适口性好 , 在短期饲喂试

验中, 犊牛采食量无明显下降[ 10] 。

该试验结果表明, 犊牛饲喂利用 LPS 保存的初乳时 , 不

但可以提高体重, 促进体尺发育, 有效降低腹泻率和腹泻频

率, 改善其生长发育性能 , 降低犊牛的饲喂成本, 而且在实际

应用中 , 可操作性强, 使用方便, 效益明显,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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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死亡, 故减少配种后8 ～16 d 或21 d 内的早期胚胎死

亡, 是提高奶牛受胎率和繁殖性能的重要途径。母牛建立

妊娠的信号是从存活胚胎分泌的干扰素τ, 干扰素τ通过抑

制子宫内膜产生催产素受体 , 达到抑制子宫内膜前列腺素

分泌, 使排卵后形成的黄体不被溶解而持续分泌维持妊娠

的孕酮[ 3] 。所以减少早期胚胎死亡的工作主要是促进黄体

功能以提高其孕酮分泌能力和胚胎的生长发育能力。使用

HCG 可以促进排卵和提高黄体的发育和功能, 在输精后的

一段时间内提高血浆中孕酮/ 雌二醇比例达到提高受胎率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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