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菀之源禽畜牧养殖粉剂 

在牛养殖中的应用 

 

 

一.引言 

大自然给予人类两大恩赐，一是豆科植物，二是反刍动物。前者生产丰

富的植物蛋白，后者将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植物纤维转化为动物蛋白。通过

发展反刍动物，增加牛奶、牛羊肉等畜产品供给，对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不断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反刍动物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短板，但有很大的

发展潜力。2019 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7649 万吨，其中，牛肉产量 667

万吨，增长 3.6%；羊肉产量 488 万吨，增长 2.6%；禽肉产量 2239 万吨，

增长 12.3%；禽蛋产量 3309 万吨，增长 5.8%；牛奶产量 3201 万吨，增

长 4.1%；猪肉产量 4255 万吨，下降 21.3%，牛羊肉和牛奶产量稳步增长。

展望未来，随着人类生活水品的提高和消费意识的改变，无论是牛奶还是牛

羊肉都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发酵技术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历史悠久，从古代的酿酒、酿醋到现

在的酸奶、泡菜，发酵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生物酶具有替抗、促进动物

生长和健康等有利作用，现已广泛应用于畜牧生产上，其在反刍动物的应用

上也展现了较好的前景。 

 



二.生物酶在反刍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1. 生物饲料添加剂 

生物饲料添加剂是指通过生物工程技术生产，能够提高饲料利用效率、

改善动物健康和生产性能的一类饲料添加剂，主要包括微生物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和寡糖等。 

1.1 微生物饲料添加剂 

T/CSWSL 001-2018《生物饲料产品分类》中规定的微生物饲料添加剂

包括 35 种，常用的主要是乳酸菌、酵母菌和芽孢杆菌 3 大类。芽孢杆菌能

通过抑制有害菌群生长、改善瘤胃发酵环境及模式、增强营养物质消化、提

高饲料能量利用率及提高动物免疫力等一系列作用，最终总体提高动物的

生产性能。 

  

图一   芽孢杆菌对反刍动物生产性能影响的可能机制 

 

酵母菌能产生多种高活性消化酶，有助于饲料消化吸收，同时能产生多

种氨基酸和 B 族维生素，因富含多种矿物质， 能直接被动物吸收，故有利



于动物健康。在高精料条件下，活性酵母可以通过提高瘤胃内 pH，降低瘤

胃乳酸含量，提高微生物利用氨态氮（NH3-N）的效率和合成微生物菌体蛋

白（MCP）的能力，提高瘤胃挥发性脂肪酸（VFA）含量来改善瘤胃内环境，

从而提高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乳酸杆菌是反刍动物瘤胃和肠道内微

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犊牛瘤胃内乳酸杆菌的数量在其出生后逐渐增多，数

量能够达到 108～109 个/克。乳酸菌类微生态制剂到达胃肠道后，形成乳酸

菌优势菌群，形成肠道正常的微生物防御屏障结构，通过生物夺氧及竞争性

排斥作用，抑制过路菌或侵袭菌等病原微生物在胃肠道黏膜上皮的的定植

和生长。乳酸菌与瘤胃及肠道微生物呈现出共生、共栖、竞争及吞噬等复杂

关系，主要通过调节动物胃肠道内的微生态平衡、增强免疫力及提高饲料营

养水平等发挥作用。此外，乳酸菌具有吸附和降解霉菌毒素等功能。反刍动

物胃肠道微生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日粮、宿主、日龄、环境因子、管理方

式等因素都会引起其变化。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应用效果也受微生物的种

类、动物生理阶段、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添加方式和添加量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今后需要针对动物的不同品种、不同生理阶段以及饲粮组成和营养水

平进一步研究在生产实践中微生物的适宜种类、添加方式和添加量。此外，

饲用微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和从业者的重视，避免耐药菌株

和携带有致病基因菌株的使用，建立相应的规范与标准，也是行业亟需解决

的问题。 

胃肠道微生态平衡也能有效抑制包括 Methanothrix spp. 和 

Methanosarcina spp. 在内的产甲烷菌的繁殖，从而使得胃肠道中消化过

程只在水解和产酸阶段，而不进入厌氧环境下的产甲烷阶段，有效降低甲烷



排放。 

1.2 酶制剂 

酶制剂是指为提高动物对饲料的消化、利用效率或改善动物体内的代

谢效能而加入饲料中的酶类物质。T/CSWSL 001-2018《生物饲料产品分

类》中规定的酶制剂包括淀粉酶、α-半乳糖苷酶、纤维素酶、β葡聚糖酶、

葡萄糖氧化酶、脂肪酶、麦芽糖酶、β-甘露聚糖酶、果胶酶、植酸酶、蛋白

酶、角蛋白酶和木聚糖酶 13 类，主要产自黑曲霉、米曲霉、木霉、芽孢杆

菌和毕赤酵母等。其中，反刍动物生产中应用较广泛的是非淀粉多糖酶，如

纤维素酶、木聚糖酶、β-葡聚糖酶、果胶酶或者是由 2 种或 2 种以上的单

一酶组合而成的复合酶。饲用酶制剂对于改善饲料营养价值以及提高反刍

动物生长性能、屠宰性能和经济效益均存在一定作用。适量的酶在动物瘤胃

内起到促进内源酶分泌的作用，可补充内源酶的不足，提高瘤胃内容物的降

解 ; 并且，高活性的纤维素酶通过降解纤维素减少抗营养因素，能够促进瘤

胃内微生物的良好发育，使微生物区系达到稳定的健康状态，从而利于营养

物质的吸收。与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类似，饲用酶制剂的使用效果也受到诸多

因素如酶的种类、活性、添加方式和添加量以及动物的种类、生理状况、饲

养管理等的影响。因此，今后需要针对动物的不同品种、不同生理阶段以及

饲粮营养水平进一步研究在生产实践中酶制剂的适宜种类、添加方式和添

加量。 

 

三．产品介绍 

1.菀之源禽畜牧养殖粉剂 

 



 

 

 

1.1 产品核心技术 

“菀之源超级生物酶禽畜牧养殖粉剂”是由香港万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专家团队，经过 20 多年研究和开发的纯生物活性酶技术。这个独特的高效酶组

合，可以将自然界中几乎所有酶的反应速度大幅提高，从而增加农业养殖的经济

效益。 

1.2 产品功效 

① 促进家畜快速消化吸收饲料的营养成分，提高饲料利用率，缩短出栏时

间，降低养殖成本。 

②提高免疫能力，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③快速分解动物排泄物和空气臭味化合物，降低养殖场臭味，降低甲烷的排

放，保护环境。 

④改善肉质口感，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1.3 使用方法 

畜牧：按500g/吨的配比拌到精料中，每餐使用，同时在饮水池里每吨水水

加15g粉剂。 

备注：不同客户可根据实际喂养情况适当增减使用量。 

 

1.4  注意事项 

①阴凉、干燥、避光处保存，拌料后请在24小时内使用完毕。 

②本品溶于水后有少量沉淀属于正常现象，请放心使用。 

③请勿与杀菌剂、抗生素等同时使用。 

 

四．超级生物酶大田实验案例 

案例一 

1.1 试验对象 

试验的肉牛来自山东省烟台市某设施暖棚肉牛养殖户，系处于育肥期

的 10 月龄的西门塔尔杂交肉牛。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10 头，分设在 2 个暖

棚内饲养。 

1.2 日粮配方  

  基础日粮配方为：小麦麸皮 17%、黑面 33%、玉米 33%、精料 17%。 

1.3 饲养管理 

   在试验开始时，肉牛打号、登记并空腹称测体重。试验组每餐基础日粮

+菀之源禽畜牧粉剂，粉剂的用量按 30 克拌 100 公斤饲料的量使用；对照



组每餐喂相同量的基础日粮。试验从 2018 年 2 月 1 日开始至 3 月 31 日结

束，共计 60 天。 

1.4 试验结果 

表一   增重效果比较 

组别 始重/kg 末重/kg 平均日增重/kg 日增收/元 

试验组 608.21 719.81 1.86 93.0 

对照组 608.18 703.58 1.59 79.5 

注：牛肉卖出价格按 50 元/kg 计算 

1.5.试验结论 

1.使用菀之源超级生物酶 20 天左右，牛的毛色光亮，活力增强，粪便量明

显减少，养殖场臭味下降，显示粪便之中氨氮含量较低，同时，废气排放也

有较明显的下降。 

2.60 天试验组使用产品 1200 克，成本为 300 元，综合效益提高 16.98%，

增收 810 元，净利润 510 元。 

 

案例二 

2.1  

试验对象：试验的奶牛来自山东省宁阳丰庆牧场，选择胎次产犊天数泌乳量

基本相似的荷斯坦黑白花奶牛  56 头 ，随机分成二组 。一组作为试验组，

另一组为对照组。 

试验方法： 试验组与对照组都在同一栓系牛舍内，按本场正常的管理程序

进行日常饲养管理 ，试验组投喂精料、粗料和菀之源禽畜牧粉剂，对照组



投喂相同量的精料和粗料，每日定时投喂三次，挤奶三次  ，自由饮水 ，稻

草自由采食 。每日计量产奶量 ，每周检测乳脂和乳蛋白。试验从  2020 年

5 月 8 日开始预饲期三天 ，从 5 月 11 日正式开始 ．试验期 30 天 。2.2 

试验结果 

表二   菀之源超级生物酶对奶牛产奶性能的影响 

 

2.3 试验结论 

1.使用菀之源超级生物酶的试验组牛奶的乳脂率 、乳蛋白都有明显提高，牛奶

产量增加 8.7%。 

2.使用产品 30 天后试验组每头牛每天使用生物酶 3 克，成本为 0.75 元，

牛奶产量提高 1.8 公斤/头，按照收购价 3.5 元/公斤，增收 6.3 元/头，净

利润 5.55 元/头。 

3.粪便之中的氨氮和废气排放也有明显的下降。 

 

 

 

 

项目 

试验前（5 月 8 日） 试验后（6 月 11 日） 

产量

（kg） 

乳脂

（%） 

蛋白

（%） 

产量

（kg） 

乳脂

（%） 

蛋白

（%） 

试验组 22.52 3.58 2.92 23.35 3.93 3.25 

对照组 22.45 4.08 2.83 21.48 3.70 2.96 

差值 0.07 -0.50 0.09 1.87 0.23 0.29 



五．案例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