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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苎麻的营养价值，粗蛋白含量在２１％以上，必需氨基酸平衡全面，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较高；总

结了苎麻在家禽（鸡、鹅）饲料上的应用及机理，苎麻在家禽饲料上能取得较好的生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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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植物学分类为荨麻科苎麻属，曾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之一［１］。但由于棉花种植的扩大和纺织

业的发展，其地位逐渐被取代，对其研究也转化为饲料化应用。苎麻又称“中国草”，原产地为中国，由中国

传至日本、马来西亚、美洲等地，目前我国的种植面积最大。作为一种热带、亚热带作物，它广泛种植于湖

南、湖北、四川、江西、贵州等省。同时，我国也拥有世界最大的品种资源优势，地方品种包括邻水野麻、汉

中苎麻、古巷大叶青、邵阳青皮麻等。近年来，科研工作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育出了“中饲苎１

号”、“川饲苎２号”等优质饲用品种。

我国南方地区由于夏季高温高湿等原因，不适合苜蓿、羊草等优质牧草的生长和种植，优质蛋白饲料

缺口很大，但苎麻表现出良好的生长性能，且具有产量高、粗蛋白含量高、营养价值平衡全面等特点，适合

作为优质新型的牧草资源。本文对苎麻的营养价值及其在家禽饲料上的应用研究做一综述，以期为其饲

料化推广提供参考。

１　苎麻的营养价值

对苎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
［２］，但对苎麻的饲料化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３］。苎麻作

为饲料利用时，主要有４种形式：苎麻叶片、苎麻全株、收获麻纤维后麻副产物以及青贮。饲用苎麻具有较高

的营养价值，其品质可与苜蓿媲美。苎麻的营养价值受品种、利用部位、生长阶段、种植方式等因素影响。下

面以苎麻叶片为例阐述其营养价值。其营养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苎麻的粗蛋白含量高，必需

氨基酸的含量高且全面平衡。尹邦奇测定了５个苎麻品种，粗蛋白的含量为２０．５％～２３．８％，新叶远高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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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必需氨基酸平衡全面。其中，亮氨酸含量为１．６３％～２．４３％，为最高；蛋氨酸为０．０９％～０．２２％，为最

低；赖氨酸为０．８６％～１．１５％；缬氨酸为１．１６％～１．６３％
［４］。“中饲苎１号”粗蛋白的含量为２２．００％

［５］，

“川饲苎２号”粗蛋白的含量为２０．１０％
［６］。２）苎麻中的粗灰分含量较高，一般在１３％～２０％

［７８］，“中饲苎

１号”的为１５．４４％
［５］，“川饲苎２号”的为１３．５０％

［６］。常量元素中的钙化合物占绝大多数。“中饲苎１号”

的钙含量为４．０７％
［５］，“川饲苎２号”的为４．３４％

［６］。钙含量与粗灰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６５２７
［９］。此

外，微量矿物质元素中，钾、钠、镁、铁、铜、锌等的含量丰富，尤其钴的含量远高于其它牧草，但镍和锰的含量较

低［１０１１］。３）苎麻的维生素中，维生素Ａ和核黄素的含量较高。“川饲苎２号”的ＶＢ２含量为１６．８ｍｇ·ｋｇ
－１［６］。

此外，“中饲苎１号”粗脂肪和粗纤维的含量为２．２８％和１６．７４％
［５］，“川饲苎２号”粗脂肪和粗纤维的含量

为２．７％和１８．２％
［６］。

２　苎麻在家禽饲料上的应用研究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国外开始用苎麻叶作畜禽饲料
［１２１３］。近年来，苎麻在家禽上饲料化应用主要集中在

鸡和鹅上，在其它家禽上的应用报道基本没有。

２．１　苎麻在鸡饲料上的应用研究

Ｓｑｕｉｂｂ等首先开展了雏鸡饲料中添加苎麻叶粉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日粮中添加５％的苎麻粉，可

以提供胡萝卜素和叶黄素［１２］。罗正玮等用８％、４％麻叶干粉替代２８～６８ｄ白洛克鸡饲料麦麸，替代后对

增重速度、饲料报酬、屠宰率和肉质无显著影响；随后进行了蛋鸡的试验，分别添加了８％和１２％的苎麻叶

粉，添加后对产蛋量、蛋重、蛋壳厚度、蛋白及蛋黄的比重及血斑率无显著影响［１４］。刘劲凡等利用苎麻叶

粉做配合饲料，饲料色泽淡绿，略带清香，鸡喜食［１５］。用１３％的干苎麻叶粉饲喂３０～７０ｄ沅江土鸡，增重

３．３５ｋｇ，料肉比为３．３∶１，长１ｋｇ肉其成本为１．１２元，与饲喂其它常用饲料组相比，多增重０．２２６ｋｇ，长

１ｋｇ肉少用饲料２．５ｋｇ，经济效益显著
［１５］。王贤芳等用６％的苎麻草粉替代蛋鸡饲料中蛋白组分，苎麻

混合饲料与公司提供的蛋鸡混合饲料相比，产蛋率与淘汰率的差异均不显著，但死亡率降低了５０％，差异

极显著［１６］。喻春明等将２１ｄ肉鸡分为４组，每组分别饲喂０（对照组）、５％、１０％、１５％苎麻嫩茎叶的等粗

蛋白和等代谢能的日粮。结果显示，５％组的肉鸡４９ｄ时平均日增重和饲料消耗均高于对照组，１０％组的

肉鸡与对照组相似，而１５％组的生产性能降低，各组间的饲料转化率相似
［１７］。牟琼等用１４ｄ的艾维肉雏

鸡进行了同样试验，得出了相似的结果［１８］。

２．２　苎麻在鹅饲料上的应用研究

由于鹅是草食动物，苎麻尤其适合作为饲料，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熊和平等在肉鹅饲养方

法的专利中提出了苎麻园分区轮流放牧肉鹅技术，利用苎麻作为主饲料，同时适量补充全价配合饲料，能

降低养鹅成本，改善鹅肉品质，提升高档鹅肉产量［１９］。陈继康等在另外２项专利中进一步优化配方中饲

料的比例。其中苎麻草粉的用量分别为３０％～５０％和４０％～７０％
［２０２１］。此外，苎麻与肉鹅种养结合技

术经１０多年的科技协作攻关，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采用苎麻园划区集约轮牧技术时，亩载鹅量８０～

１２０只。在生产性能稳定的条件下，能节省７～５０日龄（鹅主要生长期）５０％的精料。在不同生长阶段采取不

同放牧时间和不同饲料配比和饲喂量，可使平均日增重达６１ｇ，出栏体重可达５ｋｇ，每只可增益３８．５元。若

采用常规舍养模式的节粮型苎麻饲料产品，每只肉鹅可节约８～１５元。利用４０％～７０％的苎麻草粉制成的

饲料，不但能满足肉鹅生长的需求，而且能显著降低成本，使每只肉鹅平均利润增加５０％以上
［２２］。

李闯等比较了日粮不同精料与苎麻配比对湘白鹅生长性能的影响时发现，２～４周精料与苎麻比为

１∶３、５～７周精料与苎麻比为１∶４时取得了较好的养殖效益
［２３］。候振平等选取２１日龄朗德鹅来试验不

同比例青贮麻替代基础饲粮对生长性能及消化率的影响，２０％比例的青贮麻在生长性能、养分表观代谢

率、肠道发育、血清生化指标等评价依据上效果最佳［２４］。李闯等比较了不同刈割高度整株苎麻和成熟期

苎麻叶对朗德鹅的饲用价值的影响，其结果为苎麻饲用价值的高低依次为成熟期苎麻叶＞刈割高度为

４０ｃｍ的整株苎麻＞刈割高度为５０ｃｍ的整株苎麻
［２５］。靳世磊等用扬州鹅作为试验动物，饲喂添加３％、

６％、９％、１２％苎麻的试验饲粮。发现其饲用价值高，能与苜蓿相比，可用于鹅饲料生产。饲粮中添加适量

苎麻对仔鹅体重、屠宰性能、体尺性状、胫骨强度无不良影响，并可一定程度改善肌肉品质，提高血液中球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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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含量，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但添加量为１２％时，会降低饲粮养分利用率、仔鹅脏器指数
［２６］。

２．３　苎麻在家禽饲料上的作用机理

苎麻本身就是一种中药，含有胡萝卜素、乌苏素、绿原酸、黄酮类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止血、抗菌、抗病

毒、抗氧化等多种功效［２７］。闵勇等报道了主要含油酸等２０种成分的苎麻叶的挥发性组分，对大肠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酿酒酵母有抑制杀灭作用［２８］。吕武兴等报道了绿原酸等提高三黄鸡的日增重量，提

高饲料转化率，降低消化道中大肠杆菌的个数［２９］。这些结果揭示了苎麻在家禽饲料上的作用机理。

３　结　语

综上所述，苎麻在家禽饲料上的应用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大。产业链包括苎麻的种植技术、日粮配置、

饲喂方式等。今后，应加强其技术示范和推广，促进苎麻饲料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畜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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