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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的强化量 

东林 Ⅲ号颗粒料蛋氨酸强化量一9．17 

0．691—13．271(mg／18蛋白质) 

应添加蛋氨酸添加剂 ：13．27'1—9．17— ．101 

(mg／lg蛋白质)。(ep蛋氨酸添加量一蛋氨酸 

强化后的理论值一颗粒料中原含有的蛋氨酸 

量)。 
这表明，东林 Ⅲ号颗粒饲料中蛋氨酸含量 

应达到 13．271m~；／g蛋 白质，为达到此含量， 

寰 1 木啊 东# -号辩、日车■粒料置常曩鲜饵辩 RC擅的比较 

赖氨畦 蛋氨畦 苯再氨畦 苏氨畦 龋氨畦 亮氨畦 异亮氨畦 
士 sl 

(L，B) (Mm) (Ph0) (Thy) (va1) (1,eu) (I的) 

束林 ■号料 28．92 9．17 1e．68 1●．68 24．73 46．85 】9．82 23．26●士11．311 
含 

日本奉} 2仉50 6．44 13．27 10．38 16．0O 21．●l 13．67 14．529士●．936 量 

鲜料 33．50 11．79 20．35 19．07 28．36 3 36 23．28 24．959士&420 

束林 ■号料 仉510 L) 0．271 m 426 仉282 仉361 m 504 0．393 0．392士0．089 

}匕 
日本料 0．362 0．190 O．303 仉200 仉23● 仉231 0．271 仉256士仉061 值 

鲜料 0．591 0．3●e 0．16l 0．367 0．11l 仉●l3 0．162 仉 37士0．o80 

末林 ■号料 1．301 0．691· 1．087 0．719 0．921 1．286 1．003 1．001士0．227 
RC 

本料 1．●l4 0．?42· 1．184 0．78l 0．91} 0．902 1．059 机999士0．220 值 

鲜料 1．352 0．796· 1．062 b．8●0 0．947 0．945 1．057 1．000士0．171 

模式鸡 
5 69 33．86 43．86 51．97 68．50 02．0l 5仉 39 56．8e3士 l7．724 

蛋垂白0' 

注： * 为诙种饲料的限棚性氨基酸{1)0·510兰28·92．--'56·69，其余敦值类推I 2)1·301—0·510~0·392，其余敦 

值类推 f 3)单位 tmS／IS置自。 

(三)讨论 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饲料蛋 

白质中，不仅某种必需氨基酸不足会影响该饲 

料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而且，某种必需氨基酸 

含量过高向样也会限制这种饲料蛋白质的营 

养效果 由于饲料蛋白质中某种必需氨基酸不 

足或过量，均可导致必需氨基酸平衡失调，而 

限制了其他氨基馥的吸收利用，因而饲料蛋白 

质的利用效率降低。本研究中，东林 I号料的 

SRC值为 77．7％，高于 日本料而柢于鲜料，因 

此，东林 I号料的配方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使颗粒料蛋白质中蛋氨酸含量适量增加，提高 

SRC值，以便提高配合颗粒料蛋白质的营养价 

值。 

“RC 是一相对值，无单位，与饲料中蛋白 

质含量无关，因而，Rc值不受饲料中含水量、 

定氮测定和蛋 白质换算过程中误差三 因素的 

影响，也不受模式蛋白质中氨基酸含量的影 

响，仅受模式蛋白质氯基酸比值 的影响。 

·28‘ 

在计算过程中，氨基酸比值／氨基酸比值 

均数，消除了饲料氨基酸同模式氨基酸含量上 

的差异。模式蛋白质中氨基酸的RC值为 l，故 

饲料蛋白限制性氨基酸的 RC值实质上是模 

式蛋白氨基酸 RC值的百分数，因此，可根据 

RC值直接计算氨基酸的强化量。本研究中利 

用此原理，为平衡水貂 配含颗粒饲料氨基酸 

营养而求得某种必需氨基酸的添加量，可免除 

在生产实践中盲 目使用氨基酸添加荆 ，对水貂 

养殖业所造成的危害。在正常水貂饲料中，如 

果盲目大剂量添加某种氨基酸，不仅会使饲料 

成本增加，还将导致动物摄食量明显下降，进 

而造成动物严重生长障碍 例如，大剂量给水 

貂添喂赖氮酸和蛋氨酸添加剂，则将耗竭水貂 

脑组织中亮氨酸、异亮氨酸及精氨酸而患氨基 

酸缺乏症。由此可见 ，绝对不能在水貂饲料中 

随意添喂氨基酸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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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溶酶体数量较多，其 中多数为次级溶酶 

体 。高尔基复合体发育 良好，其扁平囊多为 2 
—

3层 ，周围有大泡和小泡 。粗面内质网和游 

离核糖体散在分布。幽门和肠的上皮细胞的线 

粒体不像食道和胃那样集中在细胞的上部，而 

是较均匀分布 其数量很多。粗面内质网丰富 ， 

多集中在高尔基复合体附近 ，游离核糖 体较 

少，散在分布。高尔基复合体非常发达 ，位于细 

胞核周围，由 5—7层弓形扁平囊和许多大、小 

不等的大泡和小泡组成，在其附近还见有大量 

的分泌颗粒和初级溶酶体，分泌颗粒逐渐向管 

腔方向移行。溶酶体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各 

异，多集中在细胞的中、上部，有的像虫卵样， 

数量多，结构非常特殊。大量的多泡体，外包单 

层膜，内古许多小泡和致密度不同的基质。吞 

饮小泡多集中在微绒毛根部 未见徽管结构。 

(三)讨论 从食道到直肠的上皮细胞游 

离面均有微绒毛和吞饮小泡以及多泡体等，食 

道和胃的微绒毛粗短而稀琉，多泡体和吞饮小 

泡较少，幽门和肠的微绒毛细长而稠密，多泡 

体和吞饮小泡很多，说明上述各段消化道都具 

有消化功能，而幽门和肠除了消化功能外，更 

主要的是具有吸收的功能。食道、胃、幽门内壁 

和直肠的上皮细胞表面具角质层，其中胃和食 

道的角质层最厚，这显然与食物通过和废物排 

泄有关，起保护作用。至于在胃和食道的上皮 

细胞中所见的微管可能是作为细胞骨架或是 

兼有参与细胞内运动有待进一步研究。 

所有上皮细胞的细胞器都很丰富，其中最 

突出的是胞质中古有大量的线粒体、多种类型 

的溶酶体和发育良好的高尔基复合体。有 细 

胞 内消化器 之称的溶酶体 ，它不仅在细胞内 

起着消化器的作用，并可分解消化各种有害物 

质及衰老或崩解的细胞器，从而促进细胞器的 

不断更新并保护细胞的生存。我们所观察到的 

溶酶体，不仅有韧级溶酶体，而更多的是各种 

不同类型的次级溶酶体，其中包括多泡体、髓 

样小体和残体等，这说明上皮细胞可能既具有 

异噬作用叉具有 自噬作用的功能 高尔基复合 

体在所有的上皮细胞中均可见到，而前肠的高 

尔基复合体特别发达。由于溶酶体的产生与高 

尔基复合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说明上皮细胞有 

不断产生溶酶体的条件。餐 上所述，表明胃、食 

道和直肠除了与食物通过 、磨碎食物和废物排 

泄有关，具有保护作用外，食道和胃可能还兼 

有消化功能，特别是胃。而幽门和前、后肠是具 

有吸收 分泌和消化的功能 ，其中前肠不仅高 

尔基复合体最为发达，溶酶体数量大、种类多， 

线粒体丰富，微绒毛细长而稠密以及大量的吞 

饮小泡和分泌颗粒等，而且有两对肝管的开 

口，由此认为它是消化、吸收的主要场所 线粒 

体是细胞内生物氧化的重要基地，细胞生命活 

动所需要的能量大部分是由线粒体提供 鲎所 

以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与上皮细胞中古有 

大量的线粒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图 1—9见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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