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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油脂对鸭产肝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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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比较添加动植物油脂填饲对鸭产肝性能的影响差异 ,采用添加4%玉米油或鸭油对骡鸭与

樱桃谷鸭进行填饲。结果显示 ,添加玉米油较鸭油更利于提高产肝性能;骡鸭的肥肝重较樱桃谷鸭

高 ,料肝比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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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肝的营养价值极高 ,当前生产经济效益看好 。

成功的肥肝生产是若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
包括填饲品种 、饲料等因素。据报道 ,2%～ 5%鹅脂

肪或其他家禽脂肪 、大豆油等几种脂肪均可使鹅肝

增重 10%
[ 1]
。我国是世界上饲养水禽最多的国家 ,

具有饲养水禽的传统优势 。但目前关于添加不同油

脂填饲对鸭产肝性能影响的研究报道很少 。为此 ,

通过试验比较添加动植物油脂填饲对鸭产肝性能的

影响 ,旨在探讨开辟鸭肥肝高效生产的油脂来源。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饲养

1日龄骡鸭和樱桃谷鸭各 48只。0 ～ 4周:自由

采食雏鸭料;4 ～ 9 周:饲喂生长鸭饲料 ,其中 7 ～ 9
周限饲避免过肥;9 ～ 10周:预填;10 ～ 12周:分组填

饲。每个品种随机分 3 组 ,每组 16 只。对照组:自

由采食生长鸭料 。填饲试验组的基础日粮为黄玉
米 、1.5%食盐 ,其中处理 Ⅰ组添加 4%的鸭油 、Ⅱ组

添加 4%的玉米油;每天机器填饲 3次。

1.2　肥肝性能指标测定
肥肝重:鸭屠宰后 ,立即取出肝 ,称取重量。料

肝比:测定填饲期的平均耗料量与平均鲜肝重之比。

肥肝率:屠宰后 ,鲜肝重占屠体重的比 。
1.3　数据分析

采用 DPS 7.55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1　填饲对鸭活体重与肝重的影响

填饲对鸭活体重与肝重的影响见表 1。从表 1

可知 ,填饲前(10 周龄),骡鸭与樱桃谷鸭中对照组

与填饲处理组的体重差异不显著;但经 2周的填饲 ,

其体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至少增长达 43%。而对
照组最多增重 18%, 并且肝重至少高出对照组 5

倍 。由此说明 ,对骡鸭与樱桃谷鸭进行填饲诱导肥

肝生成 ,对其活体重与肝重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增
长的效应。

表 1　填饲对鸭活体重与肝重的影响

项目
骡鸭

对照组 填饲处理组Ⅰ 填饲处理组Ⅱ

樱桃谷鸭

对照组 填饲处理组Ⅰ 填饲处理组Ⅱ

10周龄体重(g) 3034.38±128.74 3155.63±155.48 3068.75±118.15 3 171.88±121.06 3315.6±166.05 3453.10±239.07

12周龄体重(g) 3493.75±120.93 4546.86±261.71＊＊ 4390.63±200.18＊＊ 3 753.12±147.73 5006.25±171.15＊＊5568.75±305.43＊＊

肝 重(g) 55.36±15.69 337.31±51.04＊＊ 379.53±68.06＊＊ 66.54±11.12 326.97±81.6＊＊ 329.72±61.99＊＊

　注:＊＊表示同一品种鸭处理组与对照组间在 0.01水平上差异显著

2.2　添加动植物油脂填饲鸭的肥肝性能比较

于填饲用料中分别添加动物油脂与植物油进行

2周的填饲 ,两品种鸭产肝性能的差异见表 2 。

2.2.1　鸭肥肝生产中添加植物油脂填饲的优越性

　表 2数据显示 ,在骡鸭与樱桃谷鸭中 ,添加 4%玉

米油填饲与添加同等比例的鸭油填饲相比 ,其肝重

略高 ,但差异不显著;同时料肝比较低 ,初步说明添

加玉米油较添加鸭油更有利于填饲诱导鸭肥肝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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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添加不同油脂填饲鸭产肝性能的比较

项目
骡鸭

填饲处理组Ⅰ 填饲处理组Ⅱ

樱桃谷鸭

填饲处理组Ⅰ 填饲处理组Ⅱ

肝重(g) 337.31±51.04 379.53±68.06 326.97±81.60 329.72±61.99

料肝比 23.09±3.61 20.64±3.57 24.82±6.83 23.99±4.63

肥肝率(%) 7.43±1.13 9.63±1.61△△ 7.11±1.85 6.52±1.43

　注:△△表示同一处理中不同品种鸭在 P<0.01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成。针对肥肝率而言 ,在骡鸭中添加玉米油组与鸭

油组间差异极显著 ,高达 1.3倍;在樱桃谷鸭中 ,添

加玉米油填饲时 ,其值略低于加鸭油组 。
2.2.2　油脂的敏感效应在鸭品种间的差异　由表

2可知 ,鸭对于添加油脂的敏感性反应还存在着品
种间的差异。鸭油填饲后 ,肥肝重 、料肝比在两品种

鸭间差异均不显著(P >0.05),骡鸭分别是樱桃谷
鸭的 1.03倍 、0.93倍;而添加玉米油填饲后 ,骡鸭

分别是樱桃谷鸭的 1.15倍 、0.86倍 。另外 ,添加鸭

油填饲 ,骡鸭与樱桃谷鸭的肥肝率接近 。这表明 ,两
品种鸭对玉米油的敏感性差异更明显;而且骡鸭的

产肝性能优于樱桃谷鸭。

3　结论与讨论

鸭肥肝实际上是一种获得性的优质脂肪肝。其
显著特征是大量中性脂肪 ,主要是甘油三酯(TAG)

异常沉积于肝导致肝极度肥大
[ 2]
。家禽与哺乳动物

不同 ,其肝脏是脂肪合成的主要场所。肥肝形成的

主要原因是肝脏合成的 TAG 以极大部分原位储存

于肝 ,而少数分泌到血液中供肝外组织利用[ 2 , 3] 。

其分子机制主要是大量高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强
烈地诱导肝脏合成 TAG 的生脂酶基因表达 ,导致

生成 TAG的数量极剧增加
[ 4]
。另外 ,编码参与极

低密度脂蛋白(V LDL)的组装与分泌的蛋白质(或

酶)的基因表达受抑制 ,这可能是其分子机制之一 ,
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肝脏合成的 TAG 自

身并不能随血液运输 ,必须先在肝脏内组装成脂蛋

白并以 VLDL 的形式分泌到血液中 。Bo tham 等研
究发现 ,富含 n-3(鱼肝油)、n-6(玉米油)的多不饱和

脂肪酸诱使小鼠肝脂肪变性 , 主要是通过降低肝
VLDL 合成 、组装和分泌的 4个基因的 mRNA而实

现的
[ 5]
。

肥肝生产中 ,往往添加一定比例(一般是 4%)

的油脂以利于填饲操作 。本次试验中 ,添加玉米油

填饲所获得的肝较大 、料肝比较低 、肥肝重占屠体重
的比例较高。其原因可能表现在三点:其一 ,添加植

物油 ,较动物油能更好地润滑所填饲的物料而减少
物料对鸭食道的摩擦 ,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填饲对

鸭的应激 ,增强对所填物料的消化和吸收利用 。其
二 ,填饲鸭可能对所添加的玉米油较水禽油能更多

地把其能量转化并吸收利用。一般认为 ,除鱼油外 ,

猪 、禽对植物脂肪的消化率高于动物脂肪 。其三 ,可

能与动植物油中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PU-

FA)的含量差异有关。理论上讲 ,玉米油中较低的
饱和脂肪酸与较高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利于

TAG 在肝中的沉积 , 这与本试验结论相矛盾。另

外 ,有学者发现大鼠进食油酸 ,降低了肝内 TAG 的

脂解而引起了肝 TAG 分泌的降低[ 6] ,但对鹅灌注

油酸 ,因增强肝 ■
9
-去饱和酶活性而促进了肝

TAG 的分泌。因此 ,需进一步从分子水平上研究鸭
肝的生脂酶基因 、TG 分泌及脂肪分解相关酶基因

的表达差异 ,以探寻其矛盾的根本原因。
经 2 周填饲 ,骡鸭与樱桃谷鸭体重增长至少达

43%,肝重高出对照组 5倍。填饲时添加玉米油较

添加鸭油更利于提高肝重与降低料肝比 ,但差异不
显著。对骡鸭进行添加玉米油填饲 ,更能提高其产

肝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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