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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酶的全面使用已成为趋势

我要吃！

我也要！



《《饲料杂志饲料杂志》》2002.04.012002.04.01

欧洲将全面禁止在饲料中使用抗生素（欧洲将全面禁止在饲料中使用抗生素（20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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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lamycinAvilamycin，阿美拉霉素，阿美拉霉素

MMonensinonensin，莫能霉素，莫能霉素



2001年

酶与抗生素对肉鸡作用效果的统计比较
(2500个酶制剂和5100个抗生素的试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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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与抗生素对肉鸡作用效果的统计比较

有理由认为：由于抗生素耐药性及抗生素的逐步禁用；绿色
食品的需求；复合酶等生物工程添加剂的使用将成为趋势.



饲用酶在饲料工业中的重要性－饲用酶在饲料工业中的重要性－例子例子
欧洲市场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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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酶的品种主要为非淀粉多糖(NSP)降
解酶和植酸酶



酶制剂的市场

• 制作奶酪和大麦酿造啤酒是应用酶的典型例子.

• 现代真正酶技术始于1874年.

• 首个有记载的酶是从牛胃内容物中分离出来的凝
乳酶.

• 酶已广泛应用于洗涤剂;造纸;皮革;纺织;食品饮料
和饲料等领域.

• 1995年全球酶制剂市场的销售总额为10亿美
元;2000年为17亿美元;预计到2005年将达到20亿
美元.

• 2004年中国饲用酶制剂的销售总额预计在1.2亿元
RMB左右.



饲用酶的技术背景

• 酶存在于所有的生物有机体内.迄今为止,已发现
有3000多种酶.

• 酶是具有生物催化能力的蛋白质,通过与底物的
结合,降低生化反应所需要的活化能,提高反应速
度,形成产物.

• 酶的活性部位是由少数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三维结
构,任何改变酶结构的因素都将大幅度降低酶的
催化能力.

• 通常情况下,酶在中温和中性PH条件下能较好地
发挥催化作用.



为什么要在饲料中添加酶?

• 使用酶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提高饲料原料的
营养价值:动物饲料中加酶提高消化率可以
看作是动物消化过程的延伸.

• 饲料中添加饲用酶的四点理由:
1. 降解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

2. 提高淀粉\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利用率.

3. 降解饲料原料中某些特定的化学键.

4. 补充幼龄动物内源酶的不足.



饲用酶制剂技术应符合下面的趋势

• 符合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发展趋势
• 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饲料利用率

• 利用生物技术扩大原料的选择范围

对酶制剂使用的理解：

1、酶制剂的价值量化:添加酶制剂挖掘原料潜力价
值最大化而不是吨处理成本最小化.

2、产品、功能、性价比做得实实在在.

3、不做虚、不做假、不做新名词、不做高利润.



饲用酶制剂的现状(一) 
饲用酶的选择误区

饲用酶制剂的现状饲用酶制剂的现状((一一) ) 
饲用酶的选择误区饲用酶的选择误区

•“就选择价格便宜的”
•“含酶的品种越多越好”
•“只在粉料中才选择用酶”
•“别人用什麽酶，我就用什麽酶”
•“酶活性标示的高，该种酶就好”
•“看谁的广告做的好，就选谁的酶制剂”



饲用酶制剂的现状(二)
饲用酶的使用误区

饲用酶制剂的现状饲用酶制剂的现状((二二))
饲用酶的使用误区饲用酶的使用误区

•一酶打天下，所有的料都用一种酶
•原料涨价了,就不用酶

•用到小麦或杂粕才用酶
•用酶是为了得到心理安慰
•酶的用量越用越少



对饲用酶制剂心存疑虑的原因对饲用酶制剂心存疑虑的原因对饲用酶制剂心存疑虑的原因

• “效果看不出来,用不用都一样”
•没有客观的评价系统,鱼目混珠

•在制粒料中耐温问题不确定
•不稳定?

•性价比多少合适?

关键的问题是：没有量化,定性的及概念化的

东西太多



谁能改变观念
谁就拥有先机,
谁能让他人改变观念
谁就拥有市场.



生产上令人困惑的问题生产上令人困惑的问题生产上令人困惑的问题

•• ““仔猪刚开始几天吃料正常仔猪刚开始几天吃料正常,,然后越来越不爱吃然后越来越不爱吃

料了料了,,采食越来越少采食越来越少””
•• ““动物没有细菌和病毒感染动物没有细菌和病毒感染,,可是粪便越来越稀可是粪便越来越稀,,

含水量大含水量大””
•• ““配方没有变配方没有变,,质控也做得很好质控也做得很好,,客户老抱怨这批客户老抱怨这批

料比不上上一批好料比不上上一批好””
•• …………



原因之一是:    NSP在作怪!原因之一是原因之一是:    NSP:    NSP在作怪在作怪!!

••植物性饲料原料中非淀粉多糖植物性饲料原料中非淀粉多糖(NSP)(NSP)

在作怪在作怪!!!!!!

••NSPNSP应引起你的高度重视应引起你的高度重视!!

••NSPNSP酶解是降解酶解是降解NSPNSP最为有效的方法最为有效的方法..



NSP主要存在于植物细胞壁中NSPNSP主要存在于植物细胞壁中主要存在于植物细胞壁中

样品:植物性原料，如小麦、玉米等

细胞壁
NSP

淀粉
颗粒

扫描电镜显示植物细胞壁的存在！



NSPNSP链包裹住部分营养物质链包裹住部分营养物质((淀粉淀粉\\蛋白蛋白\\脂肪脂肪))

非淀粉多糖NSP降低营养物质的释放

可溶性非淀粉多糖

内源性酶进不去
(淀粉酶，脂肪酶
等）

脂肪 蛋白质

淀粉

非淀粉多糖(NSP)链



动物对饲料原料的能量利用为什么会有差
异?
动物对饲料原料的能量利用为什么会有差动物对饲料原料的能量利用为什么会有差
异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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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P酶打开NSP链充当”开路先锋”NSPNSP酶打开酶打开NSPNSP链充当链充当””开路先锋开路先锋””

非淀粉多糖酶（非淀粉多糖酶（ NSPNSP酶）挖掘出潜在的营养酶）挖掘出潜在的营养
（主要是能量）（主要是能量）

脂肪

蛋白质

淀粉

木聚糖酶

淀粉酶淀粉酶

消化道内源酶

脂肪酶 蛋白酶
蛋白酶

果胶酶葡聚糖酶



猪消化道没有非淀粉多糖降解酶

非淀粉多糖酶？



家禽消化道没有非淀粉多糖降解酶家家禽消化道没有非淀粉多糖降解酶禽消化道没有非淀粉多糖降解酶



使用饲用酶制剂遇到的三大问题

•酶制剂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生产工艺问题

•酶制剂在动物消化道能发挥作用吗？
稳定性与有效性问题
能到达动物消化道吗？
在消化道能与底物作用起催化作用吗？

•酶制剂在动物饲养中有多大作用？
投入产出比的问题



对酶活性单位的认识对酶活性单位的认识对酶活性单位的认识

酶活性单位

动物消化道环境

酶的最适范围

酶的生物酶的生物
反应总量反应总量

DIF值



饲用酶制剂单位定义

例如:木聚糖酶酶活单位
在pH5.0和40℃条件下，每分钟从木聚糖
底物溶液中释放出１mmol木糖所需的
酶量为一个酶活单位
如将单位定义为每小时
则 200X60=12000单位

如将单位定义为１mg
则 200X150=30000单位



曲霉菌3-植酸酶不同pH下的酶活



小黑麦6-植酸酶在不同pH下酶活



植酸酶的最适反应温度



植酸酶的热稳定性

稳定性的测定方法是将酶液装入具塞试管中，在20℃－90℃的恒温水浴锅中
分别保温1小时，然后迅速冷却到室温，用未经处理的酶液作对照。



酸性植酸酶最适pH



酸性植酸酶pH稳定性

植酸酶在不同的pH缓冲溶液中37℃处理2小时，然后在pH5.5下测定酶活力



碱性植酸酶pH稳定性



外源酶对动物消化系统内源酶活性
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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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显示(冯定远,沈水宝 2002)：

在仔猪日粮中添加外源酶，在不同程度上影

响仔猪消化道内源性消化酶的活性，其中仔猪

胰淀粉酶、胰蛋白酶、胃蛋白酶及小肠粘膜蔗

糖酶的活性有提高的趋势，可以推测外源酶的

添加，通过打破植物细胞壁或促进营养物质的

消化，增加内源酶底物的量或与底物接触的机

会，从而使内源酶活性提高。即外源酶在乳

仔猪日粮中的使用不会抑制其消化道内

源酶的分泌．



饲用酶制剂的投入产出比?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饲用酶制剂使用方法

•锦上添花法：提高产品质量但成
本增加
•雪中送炭法：保持饲料质量不
变，降低饲料成本(DIF系统的应用)

酶制剂的价值是可以量化的



酶制剂DIF系统的实际应用酶制剂酶制剂DIFDIF系统的实际应用系统的实际应用

•原料数据库的增加:

运用加酶后,酶制剂对各种原料的DIF值数据，在数据库
中增加几种新原料如豆粕+酶 棉粕+酶、菜粕+酶等。

•保持原配方日粮结构和营养水平不变,针对

性选择饲用酶,使用加酶原料数据库,重新进行

配方计算.(成本降低?)

•不加酶配方与加酶配方实际饲养效果的对比.



使用DIF系统应注意的问题使用使用DIFDIF系统应注意的问题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应根据日粮结构和动物的生理特点选择
有针对性的饲用酶.

•饲用酶的酶种选择与配比要有科学性.

•酶活性要足够且稳定性好.

•将DIF数据列入配方原料数据库,保持营

养水平一致的前提下,进行配方演算.

•不同公司的饲用酶应有不同的DIF值.应

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任何抄袭行为视为

可耻且后果自负.



• DIF:  是(Digestive Improvement Factor) 消化改

善因子的简称.

• DIF系统试图将饲用酶制剂的使用从定性(概念化)到

定量化.

• DIF系统目前主要针对植物性原料中的非淀粉多糖

(NSP)的酶解而提出,尚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

• DIF系统可以帮助你使用酶制剂挖掘配方成本空间,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避免使用酶制剂的盲目性.

•当饲用酶制剂针对性好,酶种的选择与配比科学,酶的
活性足够且稳定性好,应用DIF系统,饲用酶制剂是有效
果的!



饲用酶制剂使用的关键

• 针对性：对日粮中NSP的了解和酶制剂的合
理选择

• 效益性：看能把多少动物没能利用的营养
变成可利用，空间有多大，不可夸大

• 效果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
否有效果，一试就知道

• 稳定性：稳定压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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