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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功能性添加剂对公猪精液品质及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试验
张明林

（宁夏灵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灵武，750402 ）

摘要：通过在日粮中添加功能性添加剂（富马酸锌及寡聚糖复方制剂）研究其对公猪精液品质及母猪繁殖

性能的影响，从而为本地区猪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推广及养猪生产水平的提高做以探索。本试验选择三

个人工授精站的试验公猪 45 头（每个站 15 头），将每个站的试验公猪随机分成 3 组，每组 5 头， 分别饲

喂含功能性添加剂为 0、100、200 g/100 kg 的饲粮。按规定测定射精量、眼观变化、畸形精子比率、活精

子比率、精子活力；跟踪检查并记录受胎率、窝活产仔数等母猪繁殖指标。结果显示，试验组平均精液量、

畸形精子比率、活精子比率及精子活力等均无显著差异(P＞0.05)；试验组的精液量较多，活精子比率和精

子活力较对照组提高，畸形精子减少；与配种母猪的受胎率和平均窝活产仔数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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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猪人工授精站的广泛建立，猪的人工授精工作在各地养猪场得到了广泛的

开展与推广[1]，但如何提高公猪精液品质并以此来提高母猪的受胎率、增加产仔数，提高猪

场的经济效益，是本地区猪人工授精工作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制约

着本地区的猪人工授精工作。

以往主要是从公猪的营养、环境、管理等方面开展研究来解决公猪的繁殖问题，对于使

用功能性添加剂来改善公猪精液、提高受胎率的试验研究目前较少。（衔接不紧密）

有机锌具有消化吸收率高、生物学效价高、需要量较低等优势以及在提高畜禽生产性能

和维护机体健康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生态环保上的贡献，是无机锌所无法比拟的，

但其添加量、具体吸收机制以及对动物的作用机理及影响等方面还需深入研究[2]，本试验就

该功能性添加剂对改善公母猪繁殖及提高生产水平方面开展了如下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本试验采用单因子对比试验，设 3 个处理组，即对照组，试验Ⅰ、Ⅱ组，分别饲喂含功

能性添加剂为 0、100、200 g/100 kg 的饲粮。

1.2 功能性添加剂（寡聚糖和富马酸锌混合物）

由某饲料公司提供，寡聚糖：富马酸锌=1:20 预混剂。

1.3 试验动物

试验猪群以日龄、体重、健康状况以及遗传差异较小的本地区三个人工授精站的杜洛克

公猪为试验猪。

1.4 试验要求

选择三个人工授精站的试验公猪 45 头（每个站 15 头），将每个站的试验公猪随机分成

3 个组，每个组 5 头，依次饲喂基础饲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功能性添加剂，每个处理组试验

猪分圈单独饲喂。

1.4.1 饲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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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的饲粮成分组成见表 1。

                                 表 1 饲粮成分组成                   单位：%

原料种类 对照组 试验 I 组 试验 II 组

玉米 65 65 65

麸皮 13 13 13

豆粕 18 18 18

预混料 4 4 4

功能性添加剂 0 g 100 g 200 g

1.4.2 饲养管理

试验猪饲养均采用半开放向阳温棚式猪舍。日喂 2 次。试验前对试验猪进行常规免疫和

定期驱虫处理。其它常规饲养管理均同对照组一致。

1.5 精液采集与处理

试验 20 d 起采用徒手采精法采精，每 3 d 采精 1 次，共采精 4 次。将所采得试验公猪的

精液置于 10~18 ℃下保存，然后进行主要精液指标测定(所采的精液在 24 h 内测定)。精液

稀释采用市售进口精液稀释粉加自制双蒸馏水按照规定稀释法进行稀释，保存条件相同，输

精方法及时间均按照常规方法操作执行。

1.6 试验测定项目及其方法

参照相关操作规程进行以下指标的测定:射精量、眼观变化、畸形精子比率、活精子比

率、精子活力。

对所采集的精液经过稀释处理后，用于本地区猪群的人工授精，限于 4 d 内用完。人工

授精完成后，跟踪检查记录受胎率、窝活产仔等母猪繁殖指标。

2 试验结果

功能性添加剂对公猪精液品质与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见表 2。

表 2 功能性添加剂对公猪精液品质与母猪繁殖的影响

检测项目 对照组 试验 I 组 试验 II 组 试验组平均值 试验组平均-对照组

精液量（mL/平均） 125.0 130.5 138.5 134.5 +9.5

眼观颜色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畸形精子比率（%） 9.0 8.5 8.0 8.25 -0.75

活精子比率（%） 69.5 69.0 72.5 70.8 +1.3

精子活力（十级评分） 0.8 0.8 0.9 0.85 +0.05

受胎率（%） 70.0 75.0 85.0 80.0 +10

窝活产仔数（平均） 8.5 9.0 9.5 9.25 +0.75

由表 2 可以得出如下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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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试验组在平均精液量、畸形精子比率、活精子比率及精子活力等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

(P>0. 05)。

2.2 随着添加功能性添加剂，试验组的精液量较对照组多，活精子比率和精子活力较对照组

提高，畸形精子减少。

2.3 随着功能性添加剂的使用，与配种母猪的受胎率和平均窝活产仔明显提高。

3 讨论

3.1 该功能性添加剂对公猪精液量的影响

    本试验中，试验组的精液量高于对照组，且随着添加量的增加，精液量也呈递增趋势，

证明了该功能性添加剂对公猪的精液产生有着良好促进作用[3]。

3.2 该功能性添加剂对公猪精子比率和活力的影响

本试验中试验组的精子比例及活力检测均优于对照组，说明在日粮中添加该功能性添加

剂，对改善公猪精液品质及增加精子活力有着可靠的效果。

3.3 该功能性添加剂对母猪繁殖的影响

本试验结果显示使用功能性添加剂可提高母猪受胎率 10%，提高窝活产仔 0.75 头，说

明通过对公猪饲喂该功能性添加剂有利于生产成绩的提高。

3.4 功能性添加的含量对生产性能的影响

在现有的饲料配方的基础上，随着功能性添加剂添加量的增加，其对公猪精液品质的改

善及母猪繁殖状况的改善有着促进作用，但其最高限量的确定还需要进一步试验来确定[4]。

4 结论

4.1 在常规饲粮中添加试验所提供剂量的功能性添加剂对公母猪的繁殖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在生产中积极采用，可提高养猪场的生产成绩，值得同行推广采用。

4.2 本试验中该功能性添加剂的良好作用效果可能是寡聚糖和富马酸锌共同作用的结果，以

往的资料显示，有机锌对公畜的繁殖性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这在本试验中也得到了证实；

而该功能性添加剂中的寡聚糖对精子的良好发育有着促进作用。

4.3 本试验中的功能性添加剂的添加量及配比对养猪生产的影响情况仍需要做继续研究；其

添加量与生产实际中的投入产出效益比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4.4 本试验中的两种成分在机体内的作用机理尚需进一步研究确定。

4.5 开展功能性添加剂推广使用的前提是必须要保证猪群的日粮营养水平，方可进一步发挥

出其自身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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