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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依据《教育部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组织编
写的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主要为畜牧兽医专业、动物养殖专业、动物科学专业等
高职高专教学而编写。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生产发生了跨越式发展，畜牧业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主要产业，而饲料是畜
禽生长繁育的基础，饲料科学技术是现代畜牧生产工艺的关键技术之一。
为了满足现代畜牧业发展对应用型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的要求，《动物营养与饲料》把动物营养学和
饲料学两门课程合为一门课程，作为畜牧兽医专业、动物养殖专业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课教材。
本教材主要讲授动物营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各类饲料的化学组成、营养特性、营
养价值评定和合理使用技术，饲料科学配制原理、方法和全价配合饲料的加工技术，以及日粮配方效
果检查和饲养效果分析技术。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编写了有代表性的十七个实验实训，力争做到既能反映学科和生产发
展的新成就和现实需要，又把握好应用型技术人才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要求，以达到学生应具备的知识
水平和专业技能的需要。
　　教材编写组由14位富有教学和实践经验的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组成。
编写大纲是在查阅有关教材和文献的基础上，经过编写组成员的广泛讨论、修改和专家审定后制订的
。
教材初稿承蒙审稿者的逐章逐句认真审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启发性还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检验，恳请相关老师在教学实
践中提出修改意见，以便补充和完善。
　　由于编写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使用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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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适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而编写。
全书共分动物营养学基本原理、饲料学、课程实验实训三篇；第一篇分为动物营养生理，蛋白质、肽
和氨基酸营养，碳水化合物与动物营养，脂肪与动物营养，矿物质与动物营养，维生素与动物营养，
水与动物营养，能量与动物营养8章；第二篇分为概述、粗饲料、青绿饲料、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
、矿物质饲料、饲料添加剂、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配合饲料生产9章；第三篇包括饲料样本的采集
与制备，饲料中常规营养成分（水、粗蛋白质、粗脂肪等）分析等十七个实验实训。
重点介绍饲料生产及动物饲养过程中的最基本的知识以及实际生产中的操作技能。
书后附有饲料卫生标准、部分饲料原料质量标准、动物的饲养标准、最新饲料营养价值表。
本教材语言规范，信息量大，突出实用性、可操作性、可读性。
本教材既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畜牧兽医及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畜牧及饲料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
的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动物营养与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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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动物营养学基本原理　　第一章　动物营养生理　　第二节　动物对饲料的消化　　本
节主要阐述动物对饲料中营养物质的不同消化方式、各种动物消化饲料的特点和影响动物对饲料中营
养物质消化的因素。
　　一、消化方式　　动物的种类不同，消化道结构和功能也不同，但是它们对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消
化却具有许多共同的规律，其消化方式主要归纳为物理性、化学性、微生物消化。
　　（一）物理性消化　　由动物摄取饲料开始。
指饲料在口腔中的咀嚼和胃肠运动中的消化。
靠动物的牙齿和消化道管壁的肌肉运动把饲料压扁、撕碎、磨烂，从而增加饲料的表面积，易于与消
化液充分混合，并把食糜从消化道的一个部位运送到另一个部位。
物理性消化后食物只是颗粒变小，没有化学性变化，其消化产物不能吸收，但它为化学性消化与微生
物消化做好准备。
　　对各类动物均不提倡将精饲料粉得过细，因咀嚼及消化器官的肌肉运动受饲料粒度之机械刺激，
若没有这种刺激，消化液分泌减少，进而不利于化学性消化。
　　猪、牛、羊等哺乳动物，口腔是主要的物理消化器官，对改变饲料粒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鸡、鸭、鹅等禽类，对饲料的物理消化，主要是通过肌胃收缩的压力和饲料中的硬质物料的研磨，达
到改变饲料粒度的目的，这也是禽类在笼养条件下，配合饲料中适量添加硬质沙石的依据。
　　（二）化学性消化　　主要在动物的胃和小肠中，靠酶的催化作用进行，非反刍动物主要靠这种
方式消化。
动物对饲料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糖的消化，主要靠消化器官分泌相应的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等作
用下进行的，动物对饲料中粗纤维的消化，主要靠消化道内微生物的发酵。
不同生长阶段的动物，分泌消化酶的种类、数量、酶的活性不同，这是在动物生产上合理组织饲料供
应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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