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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是配合饲料的核心，其含有的微量活性组分与配合饲料的饲用效果密切相关，
预混合饲料是否安全高效决定着配合饲料的安全和质量，进而直接影响养殖产品的安全和品质。
　　与西方发达国家以规模化养殖为主、配合饲料一统天下的情况不同，我国量大面广又分散的养殖
业状况将长期存在。
近年来，我国预混合饲料产业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
2011年，我国工业饲料总产量1.81亿吨，其中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量605万吨，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
长70%和26.3%。
近年来，一些跨国预混合饲料企业在中国饲料市场动作频频，快速扩张其预混合饲料产业，这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预混合饲料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
诚然，我国预混合饲料产业也与整个饲料产业一样多年来已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如
非法使用违禁添加物导致其在养殖产品残留的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微量元素超剂量添加造成的排
泄物金属元素超标，严重污染环境；生产优质及功能性动物产品的功能型预混合饲料比较匮乏，不能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功能性产品的需求。
近十多年来，我国政府和科研部门已深刻认识到畜牧生产安全、高效、优质的重要性，在降低粪便氮
、磷、重金属、臭气排放，替代抗生素的饲料添加剂研发，改善畜产品品质的相关预混合饲料配制关
键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取得了一批极具推广价值的成果。
　　基于自身多年的科学研究工作，结合国内外预混合饲料研发动态，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齐
广海研究员组织编写了《安全高效预混合饲料配制技术》一书。
该书汇集了国内外专家近年来在环保型、无药物残留型和功能型预混合饲料配制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
，立足科学性和实用性，主要内容包括预混合饲料原料、生产工艺、各类型预混合饲料配制原则以及
各种动物预混合饲料配制技术等有机联系的篇章，涵盖家禽、猪、反刍动物和水产动物等动物品种，
配有多种动物的典型预混合饲料配方作为实例，并附有相关饲养标准，可供读者查阅和参考。
着眼于环境保护、饲料安全和动物产品品质三方面，本书将安全高效预混合饲料划分为环保型、无药
物残留型、功能型预混合饲料等类型，这种分类方式很有新意。
全书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注重新颖性和实效性，是预混合饲料从业人员不可多得的专业参考资
料。
　　在当前人们日益关注动物性食品安全、优质的大形势下，本书的面世可谓恰逢其时。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我国预混合饲料理论和产业技术的发展，提升饲料产品安
全质量水平，推动我国养殖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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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国家颁布的有关预混合饲料、饲料添加剂的标准为基础，介绍了配制预混合饲料需要的原
料、配制技术；在综合最近发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叙述了各种动物的生物学特性、营养需要、预混
合饲料配制的特点、新饲料添加剂的应用，并给出了部分参考配方。

《安全高效预混合饲料配制技术》收集了最新、最适用的添加剂标准上百种，可供动物营养与饲料科
学、畜牧学、兽医学专业的学生参考使用，也可作为预混合饲料厂、配合及浓缩饲料厂的技术人员、
配方师的常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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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β－甘露聚糖酶的作用方式及水解产物：β－甘露聚糖酶是水解β－1，4－D-吡喃甘露糖为主链
的内切水解酶，作用底物主要是半乳甘露聚糖、葡萄甘露聚糖、半乳葡萄甘露聚糖，以及甘露聚糖。
不同来源的β－甘露聚糖酶对不同底物的作用程度及水解产物是不相同的。
β－甘露聚糖酶水解底物的方式和深度主要与α一半乳糖残基和葡萄糖残基在主链中的位置、含量、
酯酰化的程度有关。
底物本身的物理状态也会影响酶对底物的作用，如结晶状态的甘露聚糖不易被降解。
甘露聚糖经β－甘露聚糖酶的作用后，通过HPLC或纸色谱方法分析，主要产物是低聚糖（一般2～10
个残基），产物聚合度的大小与酶和底物的来源有关。
β－甘露聚糖酶在饲料中的应用：在日粮中添加β－甘露聚糖酶可以显著提高母鸡日产蛋率，31～42
周龄母鸡的产蛋率可提高0.70％，43～54周龄提高1.07％，55～66周龄提高1.5％。
在18～66周龄内，产蛋率平均提高0.84％。
日粮中添加β－甘露聚糖酶后可使蛋料比下降6.27％，产蛋率上升5.27％，破蛋率下降13.5％。
β－甘露聚糖酶还能增加产蛋初期鸡蛋的质量，可延迟产蛋高峰后期产蛋率的下降。
Michael等人认为，无论日粮能量水平高低，添加β－甘露聚糖酶均可增加母鸡的蛋产量。
在节粮小型蛋鸡生产中使用和美酵素代替油脂，可以在非适宜季节提高鸡群的生产性能，饲料中和美
酵素的添加量控制在0.04％～0.05％，不仅比添加油脂的成本低，而且使母鸡的产蛋率有明显提高。
注意事项：酶是一种蛋白质，具有生物活性，避免高温和长时间光照；为防止酶在使用和贮存过程中
的失活，使用时最好现配现用；贮存于阴凉、通风、干燥处。
尽量采用低温（5～10℃）贮存，以提高酶的稳定性。
（5）内切木聚糖酶 我国因为开发高活力双歧杆菌增殖因子低聚木糖，研发成功了内切木聚糖酶。
它可以使阿拉伯木聚糖水解成为水溶性的，其水解率达65％，产生以木二糖、木三糖为主的低聚糖混
合物。
内切－1，4－β－D－木聚糖酶（亦称之为1，4－β－D－木聚糖水解酶，EC3.2.1.8）裂解木聚糖主链
骨架上的β－1，4－D－木糖苷键，使得木聚糖的聚合度大大降低。
其催化木聚糖的降解反应遵循双置换反应机制，与溶菌酶的催化反应机制类似，活性中心一般含有两
个保守的谷氨酸残基，一个作为亲核试剂，一个作为酸碱催化剂而发挥催化作用。
木聚糖的木糖苷键的水解不是随机进行的，对于待水解的糖苷键的选择是由木聚糖本身性质决定的，
如聚合物主链的长度、支链的分支程度以及主链上有关位置是否被其他基团取代和取代的程度等。
木聚糖经过内切－1，4－－D－木聚糖酶作用之后，最初产生的是β－D－木聚糖的一些低聚物，随着
反应时间的延长，将会不断地产生β－D－木聚糖的三聚物、二聚物或单体。
分类：对内切－1，4－β－D－木聚糖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wong等人根据其与木聚糖作用后产生的末端产物将其分为两类：非脱支酶和脱支酶。
非脱支酶不能水解木聚糖侧链上的α－1，3－阿拉伯糖基唾液酸，因而不能释放阿拉伯糖；脱支酶则
相反，它可以水解这些侧链并释放出阿拉伯糖。
这两类酶在大量的真菌物种中均已经单独被发现。
同时有一些真菌还可以同时产生这两类木聚糖酶，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水解木聚糖。
Wong等人同时还建议将微生物木聚糖酶与其的理化性质如分子质量以及等电点联系起来进行分类。
这样也可以将木聚糖分为两类：分子质量小于30kDa、等电点偏碱性的木聚糖酶以及分子质量大
于30kDa、等电点偏酸性的木聚糖酶。
但这种分类方法只适用于已发现的70％的木聚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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