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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旨在研究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和性别的二郎山山地鸡生产性能和屠宰性
能的影响。试验采用 ４×２×２因子设计，４个二郎山山地鸡遗传品系［ＳＤ０２、ＳＤ０３、ＳＤ０３×
ＳＤ０２（ＳＤ０３０２）、ＳＤ０２×ＳＤ０３（ＳＤ０２０３）］、２个饲粮策略［１～２８ｄ、２９～４９ｄ、５０～６７ｄ的赖氨
酸水平分别为１．１５％ ～１．００％ ～０．８５％（高赖氨酸）、１．００％ ～０．８５％ ～０．７０％（低赖氨酸）］、
公母２个性别。每个处理公母各４个重复，每个重复３０只鸡，共计１９２０只。试验考察了山地
鸡各阶段的生产性能、２８ｄ血清生化指标及６７ｄ屠宰性能。结果表明：饲粮策略对各阶段二郎
山山地鸡采食量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高赖氨酸饲粮显著提高了山地鸡１～６７ｄ死淘率（Ｐ＜
０．０５），极显著提高了山地鸡６７ｄ体重、１～６７ｄ体增重（Ｐ＜０．０１），显著降低了１～４９ｄ（Ｐ＜
０．０５）和１～６７ｄ料重比（Ｐ＜０．０１），但对山地鸡屠宰率、半净膛率、全净膛率、左胸肌率、左腿肌
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对６７ｄ胸肌肉色及屠宰后４５ｍｉｎｐＨ也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品
系 ＳＤ０２的２８、６７ｄ体重和１～２８ｄ、１～４９ｄ和１～６７ｄ体增重在各品系中均最高，且遗传品系
均极显著影响以上指标（Ｐ＜０．０１）；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的４９ｄ体重最高，品系 ＳＤ０２次之，均极显著
高于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Ｐ＜０．０１）；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和 ＳＤ０２的１～２８ｄ采食量显著高于其他２个品系
（Ｐ＜０．０５）；品系 ＳＤ０２的屠宰率、腹脂率均显著低于另外３个品系（Ｐ＜０．０５）。饲粮策略、性
别和遗传品系之间在山地鸡６７ｄ体重、１～６７ｄ体增重上表现了极显著的交互效应（Ｐ＜０．０１）。
综上所述，高赖氨酸饲粮策略可显著改善二郎山山地鸡６７ｄ体重、１～６７ｄ体增重、１～４９ｄ和
１～６７ｄ料重比；对生产性能和屠宰性能综合评估可知，４个遗传品系优劣顺序为：品系ＳＤ０３０２、
ＳＤ０２＞品系 ＳＤ０３＞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各遗传品系公鸡的生产性能均优于母鸡；饲粮策略、性别和遗
传品系之间在体增重上表现了显著的互作效应，应区别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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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郎山山地鸡是以我国优良地方鸡种为素
材，由四川农业大学和雅安隆生农牧有限公司进

行选育的，但目前关于二郎山山地鸡营养需要的

研究很少，本课题组已开展了二郎山山地鸡饲粮

适宜能量和蛋白质水平［１－２］、维生素预混料［３］的

相关研究，但对各阶段适宜的饲粮赖氨酸水平尚

未开展研究。为促进其规模化养殖生产，有必要

针对二郎山山地鸡饲粮赖氨酸水平开展系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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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赖氨酸作为肉鸡第二限制性氨基酸，具有多

种重要生理功能：参与体蛋白，如骨骼肌、酶和多

肽激素的合成；是生酮氨基酸之一，当缺乏可利用

的碳水化合物时，它参与生成酮体和葡萄糖的代

谢；维持体内酸碱平衡；作为合成肉毒碱的前体

物，参与脂肪代谢；还可以提高机体抵抗应激的能

力［４］。关于肉鸡赖氨酸的需要量，虽然不同研究

者给出了不同的推荐值，但都证实 ＮＲＣ（１９９４）对
于商品肉鸡的赖氨酸推荐值已经偏低［５－７］。研究

表明，饲粮添加赖氨酸能提高肉鸡生产性能，且全

期提高饲粮赖氨酸水平效果更好［８］。为此，本试

验旨在研究２种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和性别
的二郎山山地鸡生产性能和屠宰性能的影响，为

进一步优选二郎山山地鸡遗传品系和合理饲养提

供试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化４×２×２因子设计，４个二郎
山山地鸡遗传品系［ＳＤ０２、ＳＤ０３、ＳＤ０３×ＳＤ０２
（ＳＤ０３０２）、ＳＤ０２×ＳＤ０３（ＳＤ０２０３）］、２个饲粮策
略［１～２８ｄ、２９～４９ｄ、５０～６７ｄ的赖氨酸水平分
别为１．１５％ ～１．００％ ～０．８５％（高赖氨酸，ＨＬ）、
１．００％ ～０．８５％ ～０．７０％（低赖氨酸，ＬＬ），同阶
段内主要饲料原料含量保持一致］、公母 ２个
性别。

１．２　试验动物与饲粮
　　试验选用１日龄健康二郎山山地鸡１９２０只，
每个品系公母各 ２４０只，按初始体重无差异原则
分别随机分配到各处理，每个处理公母各 ４个重
复，每个重复３０只鸡。
　　基础饲粮的能量和蛋白质水平参考本课题组
吕铭翰等［１］、张效先等［２］关于二郎山山地鸡 １～
２８ｄ、２９～４９ｄ、５０～６７ｄ３个阶段饲粮能量、蛋白
质需要量的研究结果确定，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见表 １。各 阶 段 饲 粮 保 证 原 料 水 平 一 致，
Ｌ－赖氨酸盐酸盐含量差异部分由膨润土调节。
饲粮为颗粒料，前期制粒粒径１．５ｍｍ（需破碎），
中期２．５ｍｍ，后期３．０ｍｍ。
１．３　饲养管理
　　试验在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教学科
研基地进行。采用地面垫料平养，自由采食和饮

水。舍内红外灯供热，第 １周舍内温度为 ３２～

３５℃，之后每周降温 ２～３℃，４周后常温饲养。
鸡舍湿度维持在 ６０％ ～６５％；光照维持 ２４ｈ／ｄ。
舍内自然通风，定期消毒。饲养管理按照常规程

序进行。按照常规免疫程序对鸡群进行免疫

接种。

１．４　测定指标
１．４．１　生产性能
　　体重（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ＢＷ）和体增重（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ｇａｉｎ，ＢＷＧ）：于试验第１、２９、５０和６８天早
晨以重复为单位进行称重。计算每个重复的平均

阶段增重。称重前１２ｈ断料。
　　采食量（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ｋｅ，ＦＩ）：按阶段称量每个重
复的剩余料和损耗料，计算每个重复的采食量。

　　料重比（ｆｅｅｄｔｏｇａｉｎｒａｔｉｏ，Ｆ／Ｇ）：按阶段计算
各重复阶段料重比。料重比 ＝阶段采食量／阶段
增重。

　　死淘率（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记录各阶段鸡只死亡、淘
汰情况（体重、时间），计算阶段死淘率。

１．４．２　屠宰性能
　　参考杨宁等［９］《家禽生产学》鸡屠宰实验指

导，于试验第６８天０９：００从每个重复中选取与平
均体重相近的４只鸡颈部放血致死，在７０℃左右
热水中去毛，用纸巾擦干水分后进行屠宰测定，测

定指标为活体重、屠体重、半净膛重、全净膛重、左

侧胸肌重、左侧腿肌重、腹脂重、皮下脂肪厚，计算

屠宰率、半净膛率、全净膛率、胸肌率、腿肌率、腹

脂率。

　　全净膛重为屠体（胸、腹部内只留下肺脏和肾
脏，其余器官全部去掉）去头和脚（跗关节以下）的

重量。

半净膛重 ＝全净膛重 ＋头和脚 ＋
腺胃和肌胃（去除肌胃角质膜及内容物）＋

心脏 ＋肝脏（去胆囊）＋脂肪；
全净膛率 ＝（全净膛重／活重）×１００；
半净膛率 ＝（半净膛重／活重）×１００；

左胸肌率 ＝（左胸肌重／全净膛重）×１００；
左腿肌率 ＝（左腿肌重／全净膛重）×１００；
腹脂率 ＝［（腹脂重 ＋肌胃外脂肪重）／

全净膛重］×１００。
１．４．３　肉品质
　　选取屠体的左侧胸肌进行肉品质测定，测定
指标为肉色（红度、黄度、亮度值分别为 ａ、ｂ和
Ｌ值）和屠宰后４５ｍｉｎ胸肉 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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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血清生化指标
　　试验第２８天，每个重复挑选２只接近平均体
重的鸡，空腹１２ｈ后在次日０８：００采血，每只鸡采
血５ｍＬ，血样室温放置３ｈ后再离心２ｍｉｎ（４℃、
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制备血清，－２０℃保存待用。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ＴＭＳ－１０２４ｉ）测定
血清中的总蛋白（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Ｐ）、尿酸（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ＵＡ）、尿素氮（ｕｒｅ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Ｎ）、总胆固醇
（ｔｏｔａ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ＴＣ）、甘油三酯（ｔｒ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ＴＧ）含量。
１．５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试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一般线性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ＧＬＭ）进行三因子方差分析，主效应
包括赖氨酸、遗传品系、性别效应及两两之间和三

因素间的交互效应，Ｐ＜０．０５时为差异显著；用
Ｄｕｎｃａｎ氏法进行多重比较；试验结果用平均值和
ＳＥＭ表示。

表１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ｉｅｔｓ（ａｉｒｄｒｙｂａｓｉ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１～２８ｄ

低赖氨酸

ＬＬ
高赖氨酸

ＨＬ

２９～４９ｄ

低赖氨酸

ＬＬ
高赖氨酸

ＨＬ

５０～６７ｄ

低赖氨酸

ＬＬ
高赖氨酸

ＨＬ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玉米 Ｃｏｒｎ ５８．３５ ５８．３５ ６３．３１ ６３．３１ ７１．４０ ７１．４０
小麦麸 Ｗｈｅａｔｂｒａｎ ６．００ ６．００ ５．５０ ５．５０
膨化大豆 Ｅｘｔｒｕｄｅｄｓｏｙｂｅａｎ ５．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ｍｅａｌ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３０ ７．３０
菜籽粕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ｍｅａｌ ３．００ ３．００ ４．１０ ４．１０ ４．００ ４．００
发酵蛋白质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８．００ ８．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磷酸氢钙 ＣａＨＰＯ４ １．６７ １．６７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１７ １．１７
碳酸钙 ＣａＣＯ３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８７ ０．８７ ０．８０ ０．８０
ＤＬ－蛋氨酸 ＤＬＭｅｔ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１
Ｌ－赖氨酸盐酸盐 ＬＬｙｓ·ＨＣｌ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１９
复合多维 Ｍｕｌｔｉｖｉｔａｍｉｎ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预混料 Ｐｒｅｍｉｘ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胆碱 Ｃｈｏｒｉｎｅ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混合油 Ｍｉｘｅｄｏｉｌ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０ ２．５０
食盐 ＮａＣｌ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膨润土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 ０．５０ ０．３１ ０．５９ ０．４０ ０．６９ ０．５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２）

代谢能 ＭＥ／（ＭＪ／ｋｇ）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３ １２．５５ １２．５５ １３．３９ １３．３９
粗蛋白质 ＣＰ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赖氨酸 Ｌｙｓ １．０９ １．１５ ０．９３ １．０２ ０．７３ ０．８５
蛋氨酸 Ｍｅｔ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５
蛋氨酸＋胱氨酸 Ｍｅｔ＋Ｃｙｓ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１ ０．６１
钙 Ｃａ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８０
有效磷 ＡＰ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５

　　１）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ｘ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ｋｇｏｆｄｉｅｔｓ：ＶＡ１００００ＩＵ，ＶＤ３２０００ＩＵ，ＶＥ３０ＩＵ，
ＶＫ３３．０ｍｇ，ＶＢ１４．０ｍｇ，ＶＢ２８．０ｍｇ，ＶＢ６４．０ｍｇ，ＶＢ１２０．０２ｍｇ，烟酸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５０ｍｇ，泛酸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ａ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ｅ
１３ｍｇ，叶酸 ｆ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１．０ｍｇ，Ｃｕ２０ｍｇ，Ｆｅ８０ｍｇ，Ｍｎ８０ｍｇ，Ｚｎ１００ｍｇ，Ｓｅ０．３ｍｇ，Ｉ０．４ｍｇ。

　　２）赖氨酸为实测值，其余为计算值。Ｌｙｓｗａｓ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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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
死淘率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各处理的死淘率差异均不显著
（Ｐ＞０．０５）；４个遗传品系间死淘率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性别对山地鸡死淘率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但高赖氨酸饲粮组显著提高了 １～
６７ｄ死淘率（Ｐ＜０．０５）；在各阶段死淘率上，饲粮
策略与性别或遗传品系及三者间无显著的交互效

应（Ｐ＞０．０５）。

表２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死淘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ｒｌａ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饲粮

Ｄｉｅｔ

死淘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１～２８ｄ １～４９ｄ １～６７ｄ

１ ＳＤ０３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８．７５ １１．２５ １３．３３
２ ＳＤ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７．０８ ８．３３ １１．６７
３ ＳＤ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５．８３ ７．０８ １１．２５
４ ＳＤ０２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７．９２ ８．７５ １２．５０
５ ＳＤ０３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７．０８ ７．０８ ８．３３
６ ＳＤ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６．６７ ７．５０ ７．９２
７ ＳＤ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５．８３ ８．３３ ８．７５
８ ＳＤ０２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７．９２ ９．５８ １０．４２
ＳＥＭ ０．７０ ０．７４ ０．８３
性别 公 Ｍａｌｅ ６．３５ ７．６０ ９．９０
Ｓｅｘ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７．９２ ９．３７ １１．８４

ＳＤ０３０２ ７．９２ ９．１７ １０．８３
品系 ＳＤ０２ ６．８８ ７．９２ ９．７９
Ｓｔｒａｉｎ ＳＤ０３ ５．８３ ７．７１ １０．００

ＳＤ０２０３ ７．９２ ９．１７ １１．４６
饲粮 高赖氨酸 ＨＬ ７．４０ ８．８５ １２．１８ａ

Ｄｉｅｔ 低赖氨酸 ＬＬ ６．８７ ８．１２ ８．８５ｂ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９６２ ０．８８９ ０．８９０
性别 Ｓｅｘ ０．２４５ ０．２３８ ０．４５５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０．６５３ ０．８４８ ０．８９０
饲粮 Ｄｉｅｔ ０．７００ ０．６２９ ０．０４３

饲粮×品系 Ｄｉｅｔ×ｓｔｒａｉｎ ０．０６４ ０．１８４ ０．０７７
饲粮×性别 Ｄｉｅｔ×ｓｅｘ ０．１６３ ０．１５０ ０．１２９

饲粮×性别×品系 Ｄｉｅｔ×ｓｅｘ×ｓｔｒａｉｎ ０．６７４ ０．６７４ ０．５１６
　　性别与饲粮策略或遗传品系间无显著交互效应时每个处理不分别给出公母数据。同列数据肩标无字母或含相同字母
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表同。
　　Ｄａｔａｏｆ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ｗｅｒｅｎｏ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ｅｘ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ｎｏｌｅｔｔｅｒｏ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
生产性能的影响

　　由表３可知，体重：各处理间在２８、６７ｄ时差
异极显著（Ｐ＜０．０１），在 ４９ｄ时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其中２８ｄ时品系 ＳＤ０２低赖氨酸饲粮组最
高，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高赖氨酸饲粮组最低；４９ｄ时品

系 ＳＤ０２高赖氨酸饲粮组最高，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低赖
氨酸饲粮组最低；６７ｄ时品系 ＳＤ０２高赖氨酸饲粮
组最高，品系 ＳＤ０３低赖氨酸饲粮组最低。饲粮策
略对２８和 ４９ｄ体重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但
６７ｄ时高赖氨酸饲粮组体重极显著高于低赖氨酸
饲粮组（Ｐ＜０．０１）。不同遗传品系间在２８、４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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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ｄ时差异均极显著（Ｐ＜０．０１），其中２８和６７ｄ
时以品系 ＳＤ０２最高，４９ｄ时以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最
高，品系 ＳＤ０２次之，二者间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性别因素极显著影响各阶段体重（Ｐ＜
０．０１），均是公鸡高于母鸡。饲粮策略与遗传品系
或性别及三者之间在２８、４９ｄ体重上未表现出显
著的交互效应（Ｐ＞０．０５），但三者之间在 ６７ｄ体
重上表现出极显著的交互效应（Ｐ＜０．０１），由表４
可知，同种赖氨酸水平饲粮下，各品系公鸡的６７ｄ
体重均显著高于母鸡（Ｐ＜０．０５）；同种性别下，不
同饲粮间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公母鸡６７ｄ体重差异均不
显著（Ｐ＞０．０５），品系 ＳＤ０２和 ＳＤ０３母鸡的６７ｄ
体重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母鸡
６７ｄ体重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公鸡 ６７ｄ体
重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体增重：各处理间１～２８ｄ、１～６７ｄ差异极显
著（Ｐ＜０．０１），其中１～２８ｄ以品系 ＳＤ０２低赖氨
酸饲粮组最高，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高赖氨酸饲粮组最
低，１～６７ｄ以品系 ＳＤ０２高赖氨酸饲粮组最高，品
系 ＳＤ０３低赖氨酸饲粮组最低；饲粮策略对 １～
２８ｄ和１～４９ｄ体增重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但
可极显著影响１～６７ｄ体增重（Ｐ＜０．０１），高赖氨
酸饲粮组高于低赖氨酸饲粮组；不同遗传品系间

１～２８ｄ、１～４９ｄ和 １～６７ｄ体增重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均以品系 ＳＤ０２最高，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最
低；性别因素极显著影响各阶段体增重（Ｐ＜
０．０１）；饲粮策略与遗传品系或性别及三者之间在
１～２８ｄ、１～４９ｄ体增重上未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
应（Ｐ＞０．０５），但三者之间在１～６７ｄ体增重上表
现了极显著的交互效应（Ｐ＜０．０１），由表４可知，
同种赖氨酸水平饲粮下，各品系公鸡的１～６７ｄ体
增重均显著高于母鸡（Ｐ＜０．０５）；同种性别下，不
同饲粮间１～６７ｄ体增重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公鸡以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低赖氨酸饲粮组最低，母鸡以
品系 ＳＤ０３低赖氨酸饲粮组最低；品系 ＳＤ０２和
ＳＤ０３母鸡饲喂高赖氨酸饲粮时１～６７ｄ体增重显
著高于同品系母鸡饲喂低赖氨酸饲粮（Ｐ＜０．０５）。
　　采食量：各处理间１～２８ｄ差异极显著（Ｐ＜
０．０１），其中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和 ＳＤ０２低赖氨酸饲粮
组最高，品系 ＳＤ０３高赖氨酸饲粮组最低，而其余

２个阶段各处理间采食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饲粮策略对各阶段采食量影响均不显著（Ｐ＞
０．０５）；不同遗传品系间１～２８ｄ采食量差异极显
著（Ｐ＜０．０１），其中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和 ＳＤ０２极显著
高于品系 ＳＤ０３和 ＳＤ０２０３（Ｐ＜０．０１），不同遗传
品系间 １～４９ｄ体增重差异接近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２），１～６７ｄ体增重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３个
阶段均以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最高；性别因素极显著影响
各阶段采食量（Ｐ＜０．０１），均为公鸡高于母鸡；饲
粮策略与遗传品系或性别及三者之间在各阶段采

食量上均无显著的交互效应（Ｐ＞０．０５）。
　　料重比：各处理间 １～６７ｄ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其中以品系 ＳＤ０３高赖氨酸饲粮组最低，品
系 ＳＤ０３低赖氨酸饲粮组最高，而其他３个阶段料
重比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饲粮策略对
１～２８ｄ料重比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但高赖氨
酸饲粮组１～４９ｄ料重比显著低于低赖氨酸饲粮
组（Ｐ＜０．０５），１～６７ｄ料重比极显著低于低赖氨
酸饲粮组（Ｐ＜０．０１）；不同遗传品系间各阶段料重
比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性别因素极显著影响
各阶段料重比（Ｐ＜０．０１）；饲粮策略与遗传品系或
性别及三者之间在各阶段料重比上均无显著的交

互效应（Ｐ＞０．０５）。
２．３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
屠宰性能的影响

　　由表５可知，各处理间山地鸡腹脂率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其中以品系 ＳＤ０２高、低赖氨酸饲
粮组显著低于其他处理，而其他屠宰性能指标各

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饲粮策略对各项
屠宰性能指标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但高赖氨
酸饲粮组屠宰率、全净膛率和皮脂厚较低，左胸肌

率、左腿肌率和腹脂率则较高；不同遗传品系间屠

宰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腹脂率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其中品系 ＳＤ０２的屠宰率显著低于另
外３个品系（Ｐ＜０．０５），腹脂率极显著低于其他３
个品系（Ｐ＜０．０１）；性别因素极显著影响了左胸肌
率、左腿肌率和腹脂率（Ｐ＜０．０１），而对其他屠宰
性能指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饲粮策略与遗传
品系或性别及三者之间在各项屠宰性能指标上均

无显著的交互效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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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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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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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增
重
ＢＷ
Ｇ
／ｇ

１
～
２８
ｄ
１
～
４９
ｄ

１
～
６７
ｄ

采
食
量
ＦＩ
／ｇ

１
～
２８
ｄ
１
～
４９
ｄ

１
～
６７
ｄ

料
重
比
Ｆ
／Ｇ

１
～
２８
ｄ
１
～
４９
ｄ
１
～
６７
ｄ

１
ＳＤ
０３
０２

高
赖
氨
酸
Ｈ
Ｌ
５１
０．
９６
ａｂ
ｃ
１
２３
７．
１７
ａ
１
９９
２．
９８
ａｂ
４７
６．
６１
ａｂ
ｃ
１
１９
８．
９１
１
９５
８．
６４
ａｂ
９０
７．
２５
ａｂ
２
６７
６．
０８

４
９１
５．
９５

１．
９１

２．
１９

２．
４５
ｂｃ

２
ＳＤ
０２

高
赖
氨
酸
Ｈ
Ｌ
５１
４．
１２
ａｂ
ｃ
１
２４
０．
５２
ａ
２
０２
２．
９２
ａ
４７
９．
５９
ａｂ
ｃ
１
２０
６．
１０
１
９８
８．
３９
ａ
９０
１．
５９
ａｂ
２
７０
３．
２２

４
９４
９．
４５

１．
８８

２．
１９

２．
４３
ｃ

３
ＳＤ
０３

高
赖
氨
酸
Ｈ
Ｌ
４９
６．
４０
ｂｃ
１
２０
３．
７３
ｂ
２
００
７．
２８
ａｂ
４６
１．
２６
ｂｃ
１
１６
６．
４９
１
９７
２．
１５
ａｂ
８６
７．
６３
ｂ
２
６２
３．
７３

４
９１
３．
８３

１．
８８

２．
１９

２．
４２
ｃ

４
ＳＤ
０２
０３

高
赖
氨
酸
Ｈ
Ｌ
４９
２．
５１
ｃ
１
１９
１．
９６
ｂ
１
９４
４．
１０
ｂｃ
４５
８．
１７
ｃ
１
１５
０．
６４
１
９０
９．
７５
ｂｃ
８７
３．
９１
ｂ
２
６０
６．
５０

４
７８
０．
３７

１．
９１

２．
２１

２．
４７
ｂｃ

５
ＳＤ
０３
０２

低
赖
氨
酸
ＬＬ
５１
７．
８９
ａｂ
１
２３
４．
９６
ａ
１
９４
９．
０９
ａｂ
ｃ
４８
３．
４５
ａｂ
１
１９
９．
１１
１
９１
４．
６５
ａｂ
ｃ
９３
７．
４４
ａ
２
７５
１．
４０

５
０４
０．
２９

１．
９４

２．
２４

２．
５８
ａｂ

６
ＳＤ
０２

低
赖
氨
酸
ＬＬ
５３
２．
５７
ａ
１
２２
４．
４１
ａ
１
９９
０．
１２
ａｂ
４９
８．
２３
ａ
１
１９
２．
４８
１
９５
５．
７７
ａｂ
９３
７．
２６
ａ
２
７２
３．
５９

４
９８
６．
９５

１．
８８

２．
２４

２．
４９
ｂｃ

７
ＳＤ
０３

低
赖
氨
酸
ＬＬ
５０
５．
４７
ｂｃ
１
２２
５．
１０
ａ
１
８８
８．
０８
ｃ
４７
０．
３５
ｂｃ
１
１８
３．
５２
１
８５
２．
９６
ｃ
８８
０．
５４
ｂ
２
７０
６．
１４

４
８５
６．
１７

１．
８８

２．
２３

２．
６２
ａ

８
ＳＤ
０２
０３

低
赖
氨
酸
ＬＬ
４９
４．
９０
ｂｃ
１
１５
０．
７７
ｂ
１
８９
５．
３４
ｃ
４６
０．
９１
ｂｃ
１
１１
５．
８０
１
８６
１．
３５
ｃ
８６
９．
７１
ｂ
２
５９
０．
４７

４
７２
９．
２４

１．
８９

２．
２９

２．
４９
ｂｃ

ＳＥ
Ｍ

４．
６９

１５
．９
５

２８
．４
２

４．
６８

１５
．２
３

２８
．４
１

７．
８４

２７
．０
１

５４
．７
８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性
别

公
Ｍ
ａｌ
ｅ

５３
７．
３３
ａ
１
３２
５．
１３
ａ
２
１６
９．
９９
ａ
５０
２．
７２
ａ

７７
８．
６７
ａ
２
１３
５．
３８
ａ
９３
４．
６４
ａ
１
９０
８．
７２
ａ
５
２７
６．
７８

１．
８６
ｂ

２．
４６
ｂ
２．
４１
ｂ

Ｓｅ
ｘ

母
Ｆｅ
ｍ
ａｌ
ｅ

４７
８．
８８
ｂ
１
１０
２．
０２
ｂ
１
７５
２．
４８
ｂ
４４
４．
４３
ｂ

６２
７．
４５
ｂ
１
７１
８．
０３
ｂ
８５
９．
１８
ｂ
１
６４
２．
７３
ｂ
４
５１
６．
２８

１．
９３
ａ

２．
６４
ａ
２．
５７
ａ

ＳＤ
０３
０２

５１
４．
４２
ａｂ
１
２３
６．
０６
ａ
１
９７
１．
０４
ａｂ
４８
０．
０３
ａｂ
１
１９
９．
０１
ａ
１
９３
６．
６５
ａｂ
９２
２．
３４
ａ
２
７１
３．
７４

４
９７
８．
１２
ａ

１．
９３

２．
２２

２．
５１

品
系

ＳＤ
０２

５２
３．
３４
ａ
１
２３
２．
４７
ａ
２
００
６．
５２
ａ
４８
８．
９１
ａ
１
１９
９．
２９
ａ
１
９７
２．
０８
ａ
９１
９．
４３
ａ
２
７１
３．
４１

４
９６
８．
２０
ａ

１．
８８

２．
２２

２．
４６

Ｓｔ
ｒａ
ｉｎ

ＳＤ
０３

５０
０．
９３
ｂｃ
１
２１
４．
４１
ａ
１
９４
７．
６８
ｂ
４６
５．
８１
ｂｃ
１
１７
５．
００
ａ
１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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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８７
４．
０８
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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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９４

４
８８
５．
００
ａｂ

１．
８８

２．
２１

２．
５２

ＳＤ
０２
０３

４９
３．
７１
ｃ
１
１７
１．
３６
ｂ
１
９１
９．
７２
ｂ
４５
９．
５４
ｃ
１
１３
３．
２２
ｂ
１
８８
５．
５５
ｂ
８７
１．
８１
ｂ
２
５９
８．
４９

４
７５
４．
８０
ｂ

１．
９０

２．
２５

２．
４８

饲
粮

高
赖
氨
酸
Ｈ
Ｌ
５０
３．
５０

１
２１
８．
３４

１
９９
１．
８２
ａ
４６
８．
９１

１
１８
０．
５４
１
９５
７．
２３
ａ
８８
７．
５９

２
６５
２．
３８

４
８８
９．
９０

１．
９０

２．
４９
ａ
２．
４４
ｂ

Ｄ
ｉｅ
ｔ

低
赖
氨
酸
ＬＬ
５１
２．
７１

１
２０
８．
８１

１
９３
０．
６６
ｂ
４７
８．
２４

１
１７
２．
７３
１
８９
６．
１８
ｂ
９０
６．
２４

２
６９
２．
９０

４
９０
３．
１６

１．
９０

２．
６１
ｂ
２．
５４
ａ

Ｐ
值

Ｐ
ｖａ
ｌｕ
ｅ

处
理
Ｔｒ
ｅａ
ｔｍ
ｅｎ
ｔ

０．
００
４

０．
０４
３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０
４

０．
８４
４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０
９

０．
７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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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６

０．
８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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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８
０．
０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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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Ｓｅ
ｘ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０
３
０．
００
０

品
系
Ｓｔ
ｒａ
ｉｎ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０
９

０．
００
７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０
６

０．
００
７

０．
００
２

０．
０５
２

０．
０１
５

０．
４５
０

０．
５９
０
０．
３６
７

饲
粮
Ｄ
ｉｅ
ｔ

０．
０８
１

０．
５０
７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７
７

０．
５９
１

０．
００
１

０．
１１
３

０．
２２
２

０．
８０
２

０．
８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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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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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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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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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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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３

０．
４７
８

０．
２８
５

０．
７３
５

０．
６３
２

０．
２８
３

０．
６１
１

０．
６７
７

０．
５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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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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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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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饲
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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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Ｄ
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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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
ｘ

０．
７６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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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
９５
１

０．
７８
２

０．
４７
５

０．
９５
６

０．
８７
７

０．
４６
７

０．
５２
６

０．
７３
１

０．
６０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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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饲
粮
×
性
别
×
品
系
Ｄ
ｉｅ
ｔ×
ｓｅ
ｘ
×
ｓｔｒ
ａｉ
ｎ
０．
３１
８

０．
３７
７

０．
００
６

０．
３０
４

０．
３８
２

０．
００
６

０．
８０
９

０．
７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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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７

０．
８０
９

０．
６４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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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６９１



９期 张　凯等：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生产性能和屠宰性能的影响

表４　饲粮策略、性别及遗传品系在二郎山山地鸡体重和体增重的交互效应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ｅｘ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ａｉｎｏｆＥｒｌａ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ｇ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饲粮

Ｄｉｅｔ
性别

Ｓｅｘ
６７ｄ体重
６７ｄＢＷ

１～６７ｄ体增重
１～６７ｄＢＷＧ

１
ＳＤ０３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公 Ｍａｌｅ ２２４３．９９ａ ２２０９．２８ａ

ＳＤ０３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７４１．９７ｅｆ １７０８．００ｅｆ

２
ＳＤ０３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公 Ｍａｌｅ ２１４４．７０ａｂｃ ２１１０．００ａｂｃ

ＳＤ０３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７５３．４８ｅｆ １７１９．３１ｅｆ

３
ＳＤ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公 Ｍａｌｅ ２１４９．７０ａｂｃ ２１１５．１３ａｂｃ

ＳＤ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８９６．１４ｄ １８６１．６６ｄ

４
ＳＤ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公 Ｍａｌｅ ２２０５．７４ａｂ ２１７１．２３ａｂ

ＳＤ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７７４．４９ｅ １７４０．３２ｅ

５
ＳＤ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公 Ｍａｌｅ ２２１１．６７ａｂ ２１７６．７０ａｂ

ＳＤ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８０２．８９ｄｅ １７６７．５９ｄｅ

６
ＳＤ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公 Ｍａｌｅ ２１２８．６８ｂｃ ２０９３．７０ｂｃ

ＳＤ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６４７．４７ｆ １６１２．２２ｆ

７
ＳＤ０２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公 Ｍａｌｅ ２１９４．８０ａｂ ２１６０．６３ａｂ

ＳＤ０２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６９３．４１ｅｆ １６５８．８８ｅｆ

８
ＳＤ０２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公 Ｍａｌｅ ２０８０．６７ｃ ２０４６．４２ｃ

ＳＤ０２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７１０．０２ｅｆ １６７６．２８ｅｆ

ＳＥＭ ２８．４２ ２４．４１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表５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屠宰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Ｅｒｌａ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饲粮

Ｄｉｅｔ

屠宰率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ｒａｔｅ／％

半净膛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ｙｉｅｌｄｗｉｔｈ
ｇｉｂｌｅｔ／％

全净膛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ｙｉｅｌｄ／％

左胸肌率

Ｌｅｆｔ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ａｔｅ／％

左腿肌率

Ｌｅｆｔ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ｒａｔｅ／

％

腹脂率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ｒａｔｅ／
％

皮脂厚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ａ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ｍ

１ ＳＤ０３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８７．５７ ８０．５４ ６０．９１ ９．１８ １１．５０ ５．６５ａ ８．３２
２ ＳＤ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８６．５７ ７９．３５ ６１．５６ ８．８４ １１．７９ ４．８４ｂ ８．４７
３ ＳＤ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８７．６０ ８０．６３ ６２．０５ ９．２８ １１．７３ ５．６１ａ ８．０５
４ ＳＤ０２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８８．３８ ８０．４９ ６２．８７ ８．９９ １１．５８ ５．６４ａ ８．７０
５ ＳＤ０３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８８．１１ ７９．２８ ６１．５６ ８．９９ １１．６１ ５．８５ａ ８．６８
６ ＳＤ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８６．７０ ８０．４１ ６２．３２ ８．８２ １１．５５ ４．３３ｂ ８．６１
７ ＳＤ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８８．１７ ８１．１６ ６２．３３ ８．７７ １１．２２ ５．７３ａ ８．３７
８ ＳＤ０２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８７．６４ ８０．１５ ６２．１０ ９．０７ １１．４１ ５．３７ａ ７．９８
ＳＥＭ ０．１９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２ １．００
性别 公 Ｍａｌｅ ８７．４２ ８０．１５ ６２．１０ ８．６８ｂ １１．７７ａ ４．８４ｂ ８．４４
Ｓｅｘ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８７．７８ ８０．３５ ６１．８３ ９．３１ａ １１．３３ｂ ５．９４ａ ８．３６

ＳＤ０３０２ ８７．８５ａ ７９．８９ ６１．２５ ９．０８ １１．５６ ５．７５ａ ８．５０
品系 ＳＤ０２ ８６．６３ｂ ７９．８６ ６１．９３ ８．８３ １１．６８ ４．５８ｂ ８．５４
Ｓｔｒａｉｎ ＳＤ０３ ８７．８８ａ ８０．８９ ６２．１９ ９．０３ １１．４８ ５．６７ａ ８．２１

ＳＤ０２０３ ８８．０３ａ ８０．３３ ６２．５０ ９．０３ １１．５０ ５．５１ａ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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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饲粮

Ｄｉｅｔ

屠宰率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ｒａｔｅ／％

半净膛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ｙｉｅｌｄｗｉｔｈ
ｇｉｂｌｅｔ／％

全净膛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ｙｉｅｌｄ／％

左胸肌率

Ｌｅｆｔ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ａｔｅ／％

左腿肌率

Ｌｅｆｔ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ｒａｔｅ／

％

腹脂率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ｒａｔｅ／
％

皮脂厚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ａ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ｍ

饲粮 高赖氨酸 ＨＬ ８７．５３ ８０．２５ ６１．８７ ９．０７ １１．６５ ５．４４ ８．３８
Ｄｉｅｔ 低赖氨酸 ＬＬ ８７．６７ ８０．２５ ６２．０７ ８．９１ １１．４５ ５．３３ ８．４１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０６５ ０．４９９ ０．６１０ ０．４８５ ０．６８８ ０．０１４ ０．３３９
性别 Ｓｅｘ ０．２７７ ０．８２０ ０．５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５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０．０１４ ０．３０２ ０．４０２ ０．６１５ ０．８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７２７
饲粮 Ｄｉｅｔ ０．５４２ ０．２０７ ０．５２４ ０．１１２ ０．１９７ ０．６５７ ０．６２２

饲粮×品系 Ｄｉｅｔ×ｓｔｒａｉｎ ０．５２８ ０．５５８ ０．５０９ ０．４４３ ０．４８９ ０．７６５ ０．１１０
饲粮×性别 Ｄｉｅｔ×ｓｅｘ ０．３３３ ０．５６４ ０．５００ ０．５８８ ０．５０３ ０．６３０ ０．４１６
饲粮×性别×品系
Ｄｉｅｔ×ｓｅｘ×ｓｔｒａｉｎ

０．２１９ ０．９３５ ０．３９０ ０．７５４ ０．１５２ ０．４９２ ０．５６８

２．４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肉
品质的影响

　　由表 ６可知，各处理间山地鸡肉色 ａ、ｂ和
Ｌ值以及屠宰后 ４５ｍｉｎｐＨ均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饲粮策略和不同遗传品系对山地鸡肉色
ａ、ｂ和 Ｌ值以及屠宰后４５ｍｉｎｐＨ均无显著影
响（Ｐ＞０．０５）；品系性别因素对山地鸡肉色 ａ、
Ｌ值以及屠宰后 ４５ｍｉｎｐＨ也无显著影响（Ｐ＞
０．０５），但极显著影响肉色 ｂ值（Ｐ＜０．０１），其中
公鸡低于母鸡；饲粮策略与遗传品系或性别及三

者之间在各项肉品质指标上均无显著的交互效应

（Ｐ＞０．０５）。
２．５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２８ｄ
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由表７可知，各处理间山地鸡２８ｄ各项血清
生化指标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饲粮策略极显
著影响了 ２８ｄ山地鸡血清 ＵＡ和 ＴＣ含量（Ｐ＜
０．０１），其中高赖氨酸饲粮组山地鸡２８ｄ血清 ＵＡ
含量高于低赖氨酸饲粮组，２８ｄＴＣ含量低于低赖
氨酸饲粮组；不同遗传品系间山地鸡２８ｄ各项血
清生化指标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性别因素对
２８ｄ血清 ＴＰ（Ｐ＜０．０５）、ＴＧ（Ｐ＜０．０５）和 ＴＣ含
量（Ｐ＜０．０１）的影响显著，均是公鸡高于母鸡；饲
粮策略与遗传品系或性别及三者之间在２８ｄ各项
血清生化指标上均无显著的交互效应（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饲粮策略对山地鸡生产性能、屠宰性能、
肉品质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赖氨酸作为家禽的第二限制性氨基酸，在肉
鸡生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研究报道，饲粮

中随着赖氨酸水平的增加，肉鸡生产性能呈现出

先升后降的显著趋势，适当添加赖氨酸可提高肉

鸡增重，改善料重比；但赖氨酸添加量超过一定水

平后又对肉鸡生产性能产生不利影响［１０－１４］。本

试验结果显示，高赖氨酸饲粮组极显著提高了６７ｄ
体重和１～６７ｄ体增重，显著降低了１～４９ｄ料重
比，极显著降低了１～６７ｄ料重比，但对各阶段采
食量无显著影响，这与上述文献报道相符。高赖

氨酸饲粮组显著提高了山地鸡１～６７ｄ死淘率，这
与 Ｋｉｄｄ等［１５］和 Ｌａｔｓｈａｗ［１６］的研究报道一致，分析
原因可能是高赖氨酸饲粮提高了山地鸡的增长速

度，但同时也会降低其对环境的耐受力，增加代谢

性疾病的发生几率，从而导致死淘率升高。

　　本试验中饲粮策略对试验前期（１～２１ｄ）、中前
期（１～４９ｄ）的体重和体增重均无显著影响，但高赖
氨酸饲粮组极显著提高了全期（１～６７ｄ）的体重和体
增重，这与 Ｃｏｒｚｏ等［１７］报道一致，可能是试验前期、

中前期低赖氨酸饲粮已基本能满足山地鸡的生长需

要，高赖氨酸饲粮的效应不明显，但高赖氨酸饲粮具

有累积效应。饲粮策略并未影响山地鸡各阶段的采

食量，而山地鸡后期体重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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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肉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ｍｅａ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ｒｌａ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饲粮

Ｄｉｅｔ
红度

ａ
黄度

ｂ
亮度

Ｌ
４５ｍｉｎｐＨ

１ ＳＤ０３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１２ ５．７５ ４６．２２ ６．２４
２ ＳＤ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３８ ５．７５ ４４．４３ ６．１９
３ ＳＤ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９５ ５．８１ ４６．２９ ６．１７
４ ＳＤ０２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１２ ６．０８ ４４．０５ ６．１５
５ ＳＤ０３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５２ ５．９９ ４３．９４ ６．０７
６ ＳＤ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３４ ５．４７ ４３．６２ ６．２６
７ ＳＤ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３３ ５．８９ ４４．５９ ６．０１
８ ＳＤ０２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０９ ５．９９ ４２．６８ ６．３０
ＳＥＭ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５３ ０．０４
性别 公 Ｍａｌｅ ３．５２ ５．４５ｂ ４３．８２ ６．１８
Ｓｅｘ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３．２０ ６．２２ａ ４５．１０ ６．１７

ＳＤ０３０２ ３．３２ ５．８７ ４５．０８ ６．１５
品系 ＳＤ０２ ３．３６ ５．６２ ４４．０１ ６．２３
Ｓｔｒａｉｎ ＳＤ０３ ３．６５ ５．８４ ４５．４２ ６．０９

ＳＤ０２０３ ３．１１ ６．０３ ４３．３５ ６．２２
饲粮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４０ ５．８４ ４５．２４ ６．１９
Ｄｉｅｔ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３２ ５．８４ ４３．６８ ６．１６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５８８ ０．９００ ０．７００ ０．５１２
性别 Ｓｅｘ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４ ０．８４５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０．３９０ ０．５９４ ０．４９２ ０．４８８
饲粮 Ｄｉｅｔ ０．７４０ ０．９６９ ０．１４７ ０．６９０

饲粮×品系 Ｄｉｅｔ×ｓｔｒａｉｎ ０．４１６ ０．８５２ ０．９７２ ０．２７１
饲粮×性别 Ｄｉｅｔ×ｓｅｘ ０．６２４ ０．８２０ ０．８６８ ０．７５９

饲粮×性别×品系 Ｄｉｅｔ×ｓｅｘ×ｓｔｒａｉｎ ０．１２６ ０．８９８ ０．８４５ ０．１０２

　　屠宰率和全净膛率是衡量畜禽产肉性能的主
要指标。一般认为，屠宰率在８０％以上、全净膛率
在６０％以上即表示肉用性能良好［１０］。本试验结

果表明，山地鸡高、低赖氨酸饲粮组屠宰率都在

８７％以上，全净膛率也均超过６１％，说明山地鸡具
有较好的产肉性能。赵丽红等［１０］、刘升军等［１２］、

Ｃｏｚｒｏ等［１７］认为饲喂高水平赖氨酸饲粮的肉鸡能

获得较高的屠宰率和胸肉产量；本试验结果显示，

饲粮策略对各项屠宰性能无显著差异，并未表现

出上述趋势，分析原因可能与 ２种饲粮策略的赖
氨酸水平差值较小有关。赵丽红等［１０］研究显示提

高饲粮赖氨酸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公鸡腹脂沉积，

Ｋｉｄｄ等［１５］也指出高水平赖氨酸饲粮能够显著降

低母鸡腹脂率，而本试验结果显示饲粮策略并未

对肉鸡腹脂率产生显著影响，高赖氨酸饲粮组公

母鸡腹脂率均较高，与上述研究不一致；而刘升军

等［１２］认为当饲粮赖氨酸水平达到１．０％后再继续
提高，腹脂率下降不显著。这些研究结果的不同

可能与鸡的品种、饲粮组成、环境控制等差异

有关。

　　肉色是肌肉本身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微生物
复杂变化的结果，主要取决于肌肉中肌红蛋白和

血红蛋白的含量。肌红蛋白中的亚铁血红素随着

屠宰后时间延长，其中的二价铁转化为三价铁，肌

红蛋白被氧化成高铁肌红蛋白，颜色加深。ｐＨ不
仅反映了肌肉的酸度，同时对肌肉品质具有重要

影响，是肉品质测定的重要指标之一。畜禽屠宰

后，肌肉组织糖酵解产生的乳酸导致其 ｐＨ降低，
但随着糖酵解的进行，ＡＴＰ分解生成胺，ｐＨ降低，
又使糖酵解相关酶活性降低或失活，从而使肌肉

的 ｐＨ达到稳定状态。本试验中饲粮策略对山地
鸡胸肉肉色 ａ、ｂ和 Ｌ值以及屠宰后４５ｍｉｎ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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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均不显著，但高赖氨酸饲粮组的屠宰后

４５ｍｉｎｐＨ较高，这与 Ｂｅｒｒｉ等［１８］结果相符；全期提

高饲粮赖氨酸水平可使鸡产肉增加，肌肉中脂肪

含量降低，肌糖原含量下降，导致屠宰后肌肉 ｐＨ
较高，颜色加深［１９］。

表７　饲粮策略对不同遗传品系二郎山山地鸡２８ｄ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ｓｅｒｕｍ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Ｅｒｌａ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饲粮

Ｄｉｅｔ
总蛋白

ＴＰ／（ｇ／Ｌ）

尿素氮

ＵＮ／
（ｍｍｏｌ／Ｌ）

尿酸

ＵＡ／
（μｍｏｌ／Ｌ）

甘油三酯

ＴＧ／
（ｍｍｏｌ／Ｌ）

总胆固醇

ＴＣ／
（ｍｍｏｌ／Ｌ）

１ ＳＤ０３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１．８８ ０．１５ ３１１．８８ ０．２６ ３．０８
２ ＳＤ０２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０．２９ ０．１２ ３４８．８８ ０．２７ ２．９２
３ ＳＤ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４．４５ ０．１２ ２９０．６３ ０．２７ ２．９０
４ ＳＤ０２０３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２．５３ ０．１２ ２８０．３８ ０．２９ ３．０２
５ ＳＤ０３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１．３１ ０．１２ ２６９．００ ０．３２ ３．１３
６ ＳＤ０２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１．６１ ０．１３ ２６７．７５ ０．２９ ３．４７
７ ＳＤ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１．７４ ０．１１ ２３９．２５ ０．２８ ３．０７
８ ＳＤ０２０３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１．６５ ０．１１ ２６５．６３ ０．２２ ３．２３
ＳＥＭ ０．４５ ０．０１ ９．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５
性别 公 Ｍａｌｅ ３２．９７ａ ０．１４ ２９３．９１ ０．３２ａ ３．３３ａ

Ｓｅｘ 母 Ｆｅｍａｌｅ ３０．８９ｂ ０．１１ ２７４．４４ ０．２２ｂ ２．８７ｂ

ＳＤ０３０２ ３１．５９ ０．１３ ２９０．４４ ０．２９ ３．１１
品系 ＳＤ０２ ３０．９５ ０．１２ ３０８．３１ ０．２８ ３．１９
Ｓｔｒａｉｎ ＳＤ０３ ３３．０９ ０．１１ ２６４．９４ ０．２８ ２．９９

ＳＤ０２０３ ３２．０９ ０．１２ ２７３．００ ０．２５ ３．１２
饲粮 高赖氨酸 ＨＬ ３２．２８ ０．１３ ３０７．９４ａ ０．２７ ２．９８ｂ

Ｄｉｅｔ 低赖氨酸 ＬＬ ３１．５８ ０．１２ ２６０．４１ｂ ０．２８ ３．２３ａ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４８８ ０．９６２ ０．５３６ ０．９０２ ０．５５１
性别 Ｓｅｘ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３ ０．２６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０．３５１ ０．８４２ ０．３０９ ０．９０８ ０．４６３
饲粮 Ｄｉｅｔ ０．４１３ ０．６７３ ０．００９ ０．８８１ ０．００９

饲粮×品系 Ｄｉｅｔ×ｓｔｒａｉｎ ０．４３１ ０．９０９ ０．６０８ ０．６４７ ０．２５０
饲粮×性别 Ｄｉｅｔ×ｓｅｘ ０．３９７ ０．４４８ ０．８７４ ０．７０５ ０．２８９

饲粮×性别×品系 Ｄｉｅｔ×ｓｅｘ×ｓｔｒａｉｎ ０．３１０ ０．６２７ ０．６３７ ０．６８５ ０．７７０

　　血清 ＵＡ是衡量体内蛋白质营养状况和代谢
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家禽体内未被利用的氨基

酸经分解代谢后以 ＵＡ的形式稀释入血，并经肾随
尿排出体外。个别氨基酸缺乏或过量将影响自身

及其他氨基酸的利用率，使血中 ＵＡ含量升高。陈
志敏等［２０］研究表明，饲粮赖氨酸水平 ０．６５％ ～
１．１０％时肉鸡血清的ＵＡ含量逐渐降低，饲粮赖氨
酸水平 １．１０％ ～１．４０％时血清 ＵＡ含量逐渐升
高。本试验中高赖氨酸饲粮极显著升高了山地鸡

２８ｄ血清 ＵＡ含量，表明１～２８ｄ高赖氨酸饲粮的
赖氨酸含量已经超过了山地鸡所需要的适宜值，

这也与１～２８ｄ生产性能低赖氨酸饲粮组较好相
符合。

３．２　不同遗传品系对山地鸡生产性能、屠宰
性能、肉品质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动物的遗传基因决定着动物的生长发育，不
同品种和品系家禽的遗传特性不同，其生长速度、

体格大小、胴体组成以及消化生理都存在差异。

Ｏｊｅｄａｐｏ等［２１］指出垫料平养下３个品系商品肉鸡
的体重差异显著；Ｓｈｅｌｔｏｎ等［２２］考察了不同能量、

蛋白质水平下２种肉鸡的生产性能，结果显示２种
肉鸡生产性能差异显著。本试验不同遗传品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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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９和６７ｄ体重均差异极显著，其中２８和６７ｄ
体重以品系 ＳＤ０２最高，４９ｄ体重以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
最高，品系 ＳＤ０２次之；１～２８ｄ、１～４９ｄ和 １～
６７ｄ体增重差异均极显著，且均以品系 ＳＤ０２最
高；１～２８ｄ采食量差异极显著，其中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
和 ＳＤ０２极显著高于品系 ＳＤ０３和 ＳＤ０２０３，而１～
４９ｄ采食量差异接近显著水平（Ｐ＝０．０５２），１～
６７ｄ采食量差异显著，均以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最高；表
明４个品系间生产性能存在差异，以品系 ＳＤ０２和
ＳＤ０３０２较好。
　　Ｏｊｅｄａｐｏ等［２１］报道３种商品肉鸡屠宰率、胸肌
重、腿肌重、肌胃重差异均极显著。本试验不同遗

传品系间屠宰率差异显著，腹脂率差异极显著，其

中屠宰率以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最高，品系 ＳＤ０２最低，
腹脂率以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最高，品系 ＳＤ０２最低。这
表明不同品种间差异更明显，同一品种不同遗传

品系间的屠宰性能也存在差异。因此可以通过不

同的杂交方式筛选最佳屠宰性能的品系，以期发

挥山地鸡更大的屠宰性能。

　　本试验中不同遗传品系间胸肌肉色 ａ、ｂ和
Ｌ值以及屠宰后４５ｍｉｎｐＨ均无显著差异，表明
山地鸡肉品质遗传性能较稳定，杂交后的 ２个品
系也未出现显著差异。不同遗传品系间山地鸡

２８ｄ各项血清生化指标差异均不显著，说明本试验
中４个品系山地鸡的蛋白质代谢、氨基酸合成和
脂质代谢方面无显著差异。

３．３　性别对山地鸡生产性能、屠宰性能、肉品质及
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本试验中公母鸡各阶段体重、体增重、采食
量、料重比、左胸肌率、左腿肌率和腹脂率差异均

极显著，公鸡的各项生产性能指标均优于母鸡，公

鸡左腿肌率较高，而母鸡左胸肌率和腹脂率较高，

这与前人研究报道［６，８，１５，２１－２３］结果一致。公鸡２８ｄ
血清 ＴＰ、ＴＧ和 ＴＣ含量显著高于母鸡，说明公鸡
在１～２８ｄ蛋白质代谢和脂类代谢均好于母鸡。
鸡的不同性别间消化生理、躯体结构存在一定差

异，因此对生产性能和屠宰性能有显著性影响。

在生产实践中，我们应该注意这种差异，对公母鸡

进行分群饲养。

３．４　饲粮策略、遗传品系及性别的互作效应
　　饲粮营养水平、遗传品系、性别间的交互效应
均会影响肉鸡生产性能和屠宰性能，这在前人研

究（Ｈａｎ等［６］、Ｏｊｅｄａｐｏ等［２１］、Ｓｈｅｌｔｏｎ等［２２］）中均

有报道。饲粮策略、遗传品系和性别在６７ｄ体重
上有极显著的交互效应，其中品系 ＳＤ０２公鸡高赖
氨酸饲粮组最高，品系 ＳＤ０３母鸡低赖氨酸饲粮组
最低；饲粮策略、品系和性别在１～６７ｄ体增重上
有极显著的交互效应，以品系 ＳＤ０２公鸡高赖氨酸
饲粮组最高，品系 ＳＤ０３母鸡低赖氨酸饲粮组最
低，说明４个品系的公母鸡对２种饲粮策略表现出
不同的响应，这与 Ｄｏｚｉｅｒ等［２３］结果不完全一致。

因此我们在生产实践中，要根据不同遗传品系、不

同性别的需要，提供适宜的饲粮策略，以期发挥更

好的生产性能。而饲粮策略、遗传品系和性别在

各项屠宰性能、肉品质、血清生化指标上均无显著

的互作效应。

４　结　论
　　① 高赖氨酸饲粮可显著改善二郎山山地鸡
６７ｄ时体重、１～６７ｄ体增重、１～４９ｄ和１～６７ｄ
料重比，但对其他生产性能和屠宰性能指标无显

著影响。

　　② ４个遗传品系的体重、体增重、采食量、屠
宰率和腹脂率存在显著差异，而料重比等无显著

差异。总体上优劣顺序为：品系 ＳＤ０３０２、ＳＤ０２＞
品系 ＳＤ０３＞品系 ＳＤ０２０３。
　　③ 各遗传品系公鸡的生产性能均优于母鸡；
饲粮策略、性别和遗传品系在体增重上有显著的

互作效应，应区别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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