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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稻草青贮及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中均设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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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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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处理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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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室温条件

下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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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封!测定青贮的发酵品质和化学成分(结果显示!青贮原料稻草干物质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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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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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降低外!其他指标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与稻草青贮相比!

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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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明显升高(综上所述!绿

汁发酵液及其与纤维素酶的复合添加剂对改善稻草青贮及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品质的效果相近!且优于纤维素

酶&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的品质优于稻草青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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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畜牧业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而饲料

是畜牧业发展的根本!开发和利用非粮饲料!发展节

粮型畜牧生产!已成为发展畜牧业的重要途径(中

国水稻种植面积广阔!稻草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由

于自然风干的稻草粗蛋白质含量低且品质差'粗纤

维含量高'适口性差而限制了其在畜牧生产中的利

用(甘蔗梢是甘蔗产业的副产物!约占甘蔗产量的

0&:

!具有产量大'产地集中'易于收购等特点(甘

蔗梢中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和粗蛋白质含量较高!适

口性好!是家畜良好的饲料资源)

%

*

(但是!不经过处

理的甘蔗梢比较坚硬!影响动物采食量的同时容易

伤害家畜的消化道(近年来!采用青贮的方法对稻

草等秸秆进行开发利用的报道逐渐增多!但稻草可

溶性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常规青贮难以调制出高

品质的青贮饲料)

0

*

(稻草和甘蔗梢作为单一饲料饲

喂效果不理想!而且极易造成浪费!把二者进行混合

青贮!两种原料能各自发挥优点!有利于调制出品质

优良的青贮饲料(一般牧草等青贮原料上附着的乳

酸菌数目较少!且只有少数是发酵能力强的优良菌

种!调制的青贮饲料品质往往不稳定(因此!利用生

物性添加剂改善青贮品质的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

绿汁发酵液和酶制剂是目前倍受青睐的生物性添加

剂(绿汁发酵液有乳酸发酵,启动因子-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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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迅速提高青贮料中的乳酸含量!降低
E

F

!减少蛋白

质的分解损失)

)

*

(而青贮时添加纤维素酶可以降解

细胞壁成分!提高可溶性糖含量!为乳酸发酵提供更

多的底物)

1

*

(因此!本研究首次将稻草与甘蔗梢进

行混合青贮!并通过在青贮调制中添加绿汁发酵液'

纤维素酶及二者复合添加剂探究其对稻草与甘蔗梢

混合青贮品质的影响!为探索稻草等秸秆青贮加工

调制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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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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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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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由福建农林大学作物学

院实验基地提供!品种为
K

两优
*&0

!秧龄期为

0*"

(甘蔗梢取自福建农林大学甘蔗园!

0

种原料

均晾晒制成预干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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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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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备)

(

*

$将甘蔗梢切碎!混合均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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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加入少量蒸馏水!榨汁!用双层纱布过滤!

加
0:

蔗糖!混匀后定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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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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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厌

氧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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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备用&纤维素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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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酶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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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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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配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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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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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调制
0

种青贮$稻草青贮"单贮#和稻

草'甘蔗梢混合青贮"混贮#!混贮时将稻草与甘蔗梢

以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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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调制(

0

种青贮均设置
)

个处理

组!分别为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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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汁发酵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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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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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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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汁发

酵液
i*?H

%

.

G

纤维素酶的复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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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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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处理
*

个重复!添加剂的添加量按

新鲜原料质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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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调制

将预干的原料用切草机切碎至
%

"

0,?

长!搅

拌均匀(调制混合青贮时将
0

种原料按比例混合均

匀(每个处理均称取
)&&

G

!装入塑料袋内!加入添

加剂和蒸馏水共计
3 ?H

"对照组中加蒸馏水

3?H

#!混拌均匀后大致分为
*

等份!分别装进贴有

对应标签的真空袋内!抽气'封口'称重(室温条件

下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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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供分析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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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干样品和浸提液制备

原料与青贮饲料的分析样本均在
(1]

下干燥

)3D

'回潮'粉碎'待测(取代表性原料或青贮饲料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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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装入有刻度的
%&&?H

广口锥形瓶中!加

蒸馏水定容至
%&&?H

!

)]

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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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滤纸

过滤制备纯水浸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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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指标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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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和青贮饲料中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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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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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常规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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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碳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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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参照
4-VDS#-O

比色法测定&中性洗涤纤维"

L56

#

和酸性洗涤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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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参照前人试验方法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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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纤维素"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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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洗涤纤维"

L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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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酸

性洗涤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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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发酵品质
!!

用
E

F

计测定青贮的纯

水浸提液
E

F

&乳酸'乙酸'丙酸'丁酸含量均采用岛

津
H=!0&4R

型高效液相色谱 "色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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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AN?- *&& ?? g

3??

!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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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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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分析)

2

*

&氨态氮"

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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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苯酚.次氯

酸钠比色法测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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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数目
!!

青贮原料中的乳酸菌'好气

性细菌'酵母菌和霉菌数量分别采用
J\;

琼脂培

养基'营养琼脂培养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计

数)

%%

*

(乳酸菌用厌氧箱"

Kn<!

'

型#

*/ ]

培养

)3D

&好气性细菌'酵母菌'霉菌在有氧条件下
*&]

培养
)3

"

2(D

(

#L(

!

数据分析

原始数据经
>W,OA0&&/

初步处理后!用
;̀ ;;

0&'&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P-O!̂ @

C

4LPc4

#和邓肯氏多重比较!结果用平均值
_

标准

差表示!以
6

$

&'&1

作为差异显著性判断标准(

!

!

结
!

果

!L#

!

稻草和甘蔗梢作为青贮原料的适宜性

0'%'%

!

稻草和甘蔗梢的化学成分
!!

稻草和甘蔗

梢的化学成分见表
%

(由表
%

可知!稻草和甘蔗梢

5J

含量分别为
)&'03:

'

01'(%:

!常规青贮的适

宜含水率为
(&:

"

/1:

(稻草的
;̂=

和
=̀

含量

均低于甘蔗梢&

L56

'

456

和
F=

含量均高于甘蔗

梢!说明稻草的营养价值不及甘蔗梢(与稻草相比!

甘蔗梢是易于青贮的原料!故推测将稻草和甘蔗梢

混合青贮有望调制出优质青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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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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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物质

5J

%

:

可溶性碳水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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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洗涤纤维

L56

酸性洗涤纤维

456

半纤维素

F=

稻草
\$,OTVS@X )&'03 ('&1 ('/3 /*'() )&'/3 *0'3(

甘蔗梢
;N

G

@S,@-OV$

E

01'(% %*'/0 3')% (0'0( **'00 02'&)

0'%'0

!

稻草和甘蔗梢的
E

F

和有机酸
!!

稻草和

甘蔗梢的
E

F

和有机酸含量见表
0

(由表
0

可知!稻

草的乙酸含量相对较多!乳酸和丙酸含量较少!只检

出微量的丁酸&而甘蔗梢的乳酸含量较低!乙酸和丙

酸含量更少!未检出丁酸&甘蔗梢的
E

F

低于稻草(

两种原料在
E

F

和有机酸方面各占优势!混合青贮

有望提高青贮品质(

表
!

!

原料的
G

2

和有机酸

@;JB+!

!

@N+

G

2;97/8

D

;91,;,17/*:;-+81;B. :6J

原料
J@VOS$@AT

E

F

乳酸
H4

乙酸
44

丙酸
4̀

丁酸
b4

稻草
\$,OTVS@X (')3 &'%) &'*1 &'%* &'&%

甘蔗梢
;N

G

@S,@-OV$

E

1'/1 &'&/ &'&% &'&% &

0'%'*

!

稻草和甘蔗梢的微生物组成
!!

稻草和甘

蔗梢的微生物组成见表
*

(由表
*

可知!在稻草和

甘蔗梢的微生物组成中!细菌数量最多(稻草中乳

酸菌'酵母菌和霉菌数量相差不多!甘蔗梢中乳酸菌

数量多于酵母菌和霉菌数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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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宋
!

鸽等$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对稻草青贮及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品质的影响

表
&

!

原料中微生物数量

@;JB+&

!

@N+93:J+8/*:1,8//8

D

;91.:.19:;-+81;B. A

G

"

=6I

%

G

#

6J

原料

J@VOS$@A

乳酸菌

H%538,%5#((*+

细菌

b@,VOS$@A

酵母菌

KO@TV

霉菌

J#A"

稻草
\$,OTVS@X 1'(/ /'/( 1'/( 1'/0

甘蔗梢
;N

G

@S,@-OV$

E

1'() /'&* 1'&& )'*&

!L!

!

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对青贮品质的影响

0'0'%

!

稻草青贮
!!

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对稻

草青贮品质的影响见表
)

(在
)

种有机酸组成中!

稻草青贮以乳酸最多!乙酸含量次之!丙酸更少!而

丁酸只有少量检出(与
=PL

组相比!

68M

组和

J7<

组的
L56

'

456

'

E

F

和氨态氮均极显著降低

"

6

$

&'&%

#!

;̂=

'

F=

和乳酸均极显著增加"

6

$

&'&%

#&此外!

J7<

组的气体损失率极显著降低"

6

$

&'&%

#&

=>H

组的
L56

和
456

极显著减少"

6

$

&'&%

#(与
=>H

组相比!

68M

组和
J7<

组中
456

'

E

F

'气体损失率和氨态氮均呈极显著降低"

6

$

&'&%

#!而
;̂=

'

F=

和乳酸均极显著升高"

6

$

&'&%

#&

J7<

组
L56

极显著升高"

6

$

&'&%

#(与

68M

组相比!

J7<

组
;̂=

极显著降低"

6

$

&'&%

#!

而
L56

和
F=

极显著升高"

6

$

&'&%

#(表明
*

种

添加剂均能显著提高稻草青贮的品质!

68M

组和

J7<

组青贮的品质相近!显著优于
=>H

组(

表
%

!

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对稻草青贮品质的影响

@;JB+%

!

@N++**+,-./*WRY;97M)[/9-N+

S

3;B1-

=

/*81,+.-8;6.1B;

D

+.

项目
7VO?T =PL 68M =>H J7<

干物质
5J

%

: */'))_&'*1 */'1*_&'*1 */'(2_&'(% */'*/_&'11

可溶性碳水化合物
;̂=

%

:5J %'(2_&'&(

=,

0'0*_&'&3

4@

%'(3_&'&/

=,

0'&*_&'&)

bY

中性洗涤纤维
L56

%

:5J

/3'(*_&'&)

4@

/(')1_&')(

=,

/('/3_&'%&

=,

//'/1_&'00

bY

酸性洗涤纤维
456

%

:5J ))'10_&'&2

4@

)&'/2_&'*1

=,

)*'00_&'1/

bY

)&'*)_&'%/

=,

半纤维素
F=

%

:5J

*)'%%_&'%0

=,

*1'((_&'/&

bY

**'1(_&'((

=,

*/')%_&'*)

4@

E

F )'(0_&'%%

4Y

)'*2_&'&1

b,

)'/1_&'&0

4@

)')*_&'&%

b,

乳酸
H4

%

:6J

&'23_&'%&

bY

%'(2_&'%%

4@

&'2&_&'%0

bY

%')*_&'0)

4@

乙酸
44

%

:6J &'*1_&'%1 &'))_&'&1 &'*0_&'%& &'*(_&'&/

丙酸
4̀

%

:6J &'&2_&'&3 &'%)_&'%1 &'%1_&'%3 &'&3_&'&)

丁酸
b4

%

:6J &'&0_&'&0 &'&0_&'&% &'&*_&'&% &'&0_&'&%

干物质回收率
5J\

%

: 2%'&/_&')% 20'&2_&')0 2%')0_&')2 2%'3/_&'33

气体损失率
8H\

%

: )'%1_&'%(

4b@Y

*'/)_&'02

b=Y,

)'1&_&'*1

4@

*'*0_&'0&

=,

氨态氮
LF

*

!L

%"

?

G

%

%&&

G

#

0('&2_&'2%

4@

%2'*3_&'*1

bY

01'//_&')1

4@

%2'/2_&'0/

bY

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6

$

&'&1

#&肩标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6

$

&'&%

#&肩标相同字母或无字母

标注表示差异不显著"

6

#

&'&1

#(下同

7-VDOT@?OS#X

!

[@ANOTX$VD"$UUOSO-VT?@AAAOVVOSTN

E

OST,S$

E

VT?O@-T$

G

-$U$,@-V"$UUOSO-,O

"

6

$

&'&1

#&

4-"X$VD"$UUOSO-V,@

E

!

$V@AAOVVOSTN

E

OST,S$

E

VT?O@-OWVSO?OA

C

T$

G

-$U$,@-V"$UUOSO-,O

"

6

$

&'&%

#&

D̂$AOX$VDVDOT@?O#S-#AOVVOSTN

E

OST,S$

E

VT?O@--#

T$

G

-$U$,@-V"$UUOSO-,O

"

6

#

&'&1

#

'RDOT@?O@TYOA#X

0'0'0

!

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
!!

绿汁发酵液和纤

维素酶对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品质的影响见表
1

(

在
)

种有机酸中!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中乳酸含量

最高'乙酸含量次之!丙酸更少!丁酸没有检出(

68M

'

J7<

组的
E

F

均下降至
)'0&

以下(与
=PL

组相比!

68M

'

J7<

组的
L56

'

456

'

F=

'

E

F

'气体

损失率和氨态氮均极显著降低"

6

$

&'&%

#&此外!

68M

组
;̂=

含量极显著升高"

6

$

&'&%

#!乳酸'干

物质回收率显著升高"

6

$

&'&1

#!而
J7<

组干物质

回收率极显著升高"

6

$

&'&%

#!

5J

'

;̂=

显著升高

"

6

$

&'&1

#&

=>H

组氨态氮和
456

分别显著'极显

著降低"

6

$

&'&1

&

6

$

&'&%

#(与
=>H

组相比!

68M

'

J7<

组在
L56

'

456

'

F=

'

E

F

'气体损失率和

氨态氮均极显著降低"

6

$

&'&%

#!此外!

68M

组中

1%1*



中
!

国
!

畜
!

牧
!

兽
!

医
))

卷
!

;̂=

'乳酸分别极显著'显著升高"

6

$

&'&%

&

6

$

&'&1

#!

J7<

组中
;̂=

'干物质回收率分别呈显著'

极显著升高"

6

$

&'&1

&

6

$

&'&%

#&与
68M

组相比!

J7<

组
5J

和干物质回收率均显著升高"

6

$

&'&1

#(说明
*

种添加剂均提高了稻草'甘蔗梢混合

青贮的品质!

68M

'

J7<

组青贮的品质相近!显著优

于
=>H

组&稻草与甘蔗梢混合青贮品质更优!易于

调制出优质青贮(

表
P

!

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对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品质的影响

@;JB+P

!

@N++**+,-./*WRY;97M)[/9-N+

S

3;B1-

=

/*81,+.-8;6;97.3

D

;8,;9+-1

G

:1O+7.1B;

D

+.

项目
7VO?T =PL 68M =>H J7<

干物质
5J

%

:

*0'1&_&'*%

Y

*0'3*_&'()

Y

*0'3/_&'1%

@Y

**'13_&'10

@

可溶性碳水化合物
;̂=

%

:5J %'/3_&'&0

b,

0'(3_&'%1

4@

%'3%_&'0%

b,

0'0(_&'0(

4bY

中性洗涤纤维
L56

%

:5J

/('1(_&'(1

4@

/%'33_&'**

bY

/('0&_&'%*

4@

/%'(0_&'**

bY

酸性洗涤纤维
456

%

:5J )*'(*_&'0/

4@

)&'21_&'%(

=,

)0'11_&'%2

bY

)%'%0_&'0(

=,

半纤维素
F=

%

:5J

*0'20_&'1&

4@

*&'2*_&'0(

bY

**'(1_&'02

4@

*&'1&_&'1%

bY

E

F )')3_&'&2

4@

)'%&_&'&/

bY

)'1)_&'&*

4@

)'&0_&'&*

bY

乳酸
H4

%

:6J

&'2(_&'%&

Y

%'*0_&'0)

@

&'23_&'%/

Y

%'%2_&'%%

@Y

乙酸
44

%

:6J &'*3_&'%( &'*)_&'%0 &'*(_&'%) &'*3_&'&*

丙酸
4̀

%

:6J &'%0_&'&/ &'%1_&'&1 &'%/_&'&* &'%)_&'&0

丁酸
b4

%

:6J & & & &

干物质回收率
5J\

%

:

20'*1_&'%3

b,

2*'3/_&'0/

4bY

2*'&/_&'2&

bY,

21'%&_&'12

4@

气体损失率
8H\

%

: (')/_&'0%

4@

)'3)_&'0(

bY

(')2_&'0%

4@

)')%_&'1/

bY

氨态氮
LF

*

!L

%"

?

G

%

%&&

G

#

0%'23_&'0*

4@

%0'/)_&'*0

b,

0&'20_&'3(

4Y

%0'0&_&'0*

b,

&

!

讨
!

论

&L#

!

稻草和甘蔗梢作为青贮原料的适宜性

常规青贮时对原料的含水率要求为
(&:

"

/1:

(适宜的含水率有利于乳酸菌的生长繁殖'抑

制酪酸菌等有害微生物的活动!从而促进乳酸生成'

加快
E

F

下降!提高青贮品质(本试验将稻草和甘

蔗梢以
(f)

比例混合青贮后含水率恰好在常规青

贮的适宜水平(

一般牧草青贮时!

;̂=

含量应占
5J

的
%&:

以上)

%0

*

(而本试验稻草
5J

中
;̂=

的含量仅为

('&1:

!不能满足乳酸菌正常发酵活动的需要!从而

导致生成的乳酸较少!因此!稻草单独青贮时
E

F

没

有降低到
)'0&

以下!无法确保青贮品质(此外!有

研究表明!糖分含量会影响乳酸菌发酵速度!糖分含

量过低将减慢乳酸菌发酵进程!从而不能及时降低

青贮
E

F

和有效抑制有害微生物的活动)

%*

*

(且稻

草中含糖量较低!故常规法单独青贮稻草难以获得

品质较高的青贮饲料(然而本试验中甘蔗梢
;̂=

含量达
%*'/0:

!是稻草
;̂=

含量的两倍以上!并

且甘蔗梢的
=̀

含量达
3')%:

!营养物质丰富(因

此!相较于稻草单独青贮!将二者混合青贮成功率更

高!且营养更均衡!有利于调制出品质优良的青贮

饲料(

本试验中稻草的乳酸菌数量相对于细菌'酵母

菌和霉菌未占优势&甘蔗梢中的乳酸菌含量虽高于

酵母菌和霉菌!但低于细菌含量!其乳酸菌含量仍未

占优势地位(一般青贮原料上附着的乳酸菌数量不

足!不能满足发酵的需要!因此!调制的青贮饲料品

质不稳定(添加青贮添加剂可以补充青贮原料的营

养成分!促进发酵进程的开始!增加乳酸菌的繁殖!

加速青贮饲料的酸化!从而提高青贮饲料的品质(

所以本试验试图通过添加绿汁发酵液补充乳酸菌数

目!纤维素酶可分解原料植物细胞壁产生可溶性糖!

为乳酸菌提供底物!从而促进发酵进程!提高青贮

品质)

%)

*

(

&L!

!

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对青贮品质的影响

*'0'%

!

绿汁发酵液
!!

绿汁发酵液中含有天然的

乳酸菌菌群!能够提高青贮原料中的乳酸菌数量!确

保青贮过程中乳酸菌的优势状态!促进乳酸发酵!抑

制有害微生物对
;̂=

的消耗和蛋白质的降解!有

效改善青贮发酵饲料的品质(

@̂-

G

等)

%1

*在苜蓿青

贮中添加不同剂量的绿汁发酵液!试验组的
E

F

和

氨态氮含量显著降低!

;̂=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青贮品质显著改善(陈国富等)

%*

*研究发现添加绿

汁发酵液能降低灵芝菌糟的
E

F

和
F=

'

L56

'氨态

氮含量!增加
;̂=

含量(本试验中!添加绿汁发酵

液使稻草青贮的
L56

'

456

'

E

F

'氨态氮均极显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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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等$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对稻草青贮及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品质的影响

降低!乳酸'

;̂=

和
F=

均极显著升高!说明添加绿

汁发酵液改善了稻草青贮的品质(但稻草青贮
E

F

仍高于优质青贮
E

F

$

)'0&

的标准!这可能是由于

稻草原料中的
;̂=

含量不足!不能为乳酸菌提供

足够的发酵底物所致(而在稻草和甘蔗梢混合青贮

中添加绿汁发酵液!

E

F

极显著下降至
)'0&

以下!

且
L56

'

456

'

F=

'气体损失率'氨态氮均极显著降

低!

;̂=

极显著升高!干物质回收率也显著增加(

说明!添加绿汁发酵液可有效改善稻草青贮及稻草'

甘蔗梢混合青贮的发酵品质及营养价值!并且同等

条件下!稻草和甘蔗梢混合青贮的品质更优(

*'0'0

!

纤维素酶
!!

纤维素酶不仅能将原料的结

构性多糖分解为葡萄糖!增加乳酸菌发酵所需的底

物!生成乳酸!降低
E

F

!抑制有害菌生长!减少营养

物质损失!提高青贮品质&还能降解植物的细胞壁成

分!降低纤维含量)

%(!%/

*

(庄益芬等)

1

*在灵芝菌糟发

酵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纤维素酶均能降低氨态氮

含量!提高
;̂=

含量(徐然等)

%3

*在光叶紫花苕青

贮中添加纤维素酶显著降低了青贮饲料的
L56

和

456

!同时青贮饲料的
;̂=

和
=̀

含量上升(本试

验中!与对照组相比!添加纤维素酶使稻草青贮的

L56

和
456

极显著减少!

E

F

升高!而稻草'甘蔗梢

混合青贮的氨态氮和
456

分别显著和极显著降

低(表明纤维素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稻草青贮及

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的品质!但其添加效果远不及

绿汁发酵液和二者复合添加(

*'0'*

!

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复合添加
!!

张英

等)

)

*在王草青贮中添加绿汁发酵液'纤维素酶及两

者的混合剂!结果发现!添加混合剂的发酵效果优于

两者单独添加(叶杭等)

%2

*在香蕉茎玉米面粉混合

青贮中添加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的研究也得出
0

种添加剂混合添加效果优于单独添加的结果(因为

在青贮饲料中同时添加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一

方面能增加乳酸菌数目!与添加乳酸菌制剂的作用

原理一致!另一方面能提供乳酸菌发酵所需的底物

"

;̂=

#!最终达到改善青贮品质的目的(本试验结

果表明!绿汁发酵液和纤维素酶复合添加能显著改

善稻草青贮及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的品质(而

J7<

组青贮的品质虽然优于
=>H

组!却与
68M

组

相近!这说明复合添加并没有发挥出协同促进的作

用(这与兴丽等)

0&

*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在全株玉米

青贮中分别添加纤维素酶'乳酸菌及两者的混合液!

结果发现!同时添加纤维素酶和乳酸菌混合液青贮

品质未能达到预期的协同效果(绿汁发酵液的添加

能够显著提高青贮发酵初始阶段乳酸菌群的优势地

位!在有效抑制有害微生物发酵的同时!确保了乳酸

菌群增殖的提前启动和旺盛繁殖!从而能加快青贮

E

F

下降的速度(但酸度快速下降可能制约了纤维

素酶的活力!酶制剂发挥最大作用的前提是必须在

适宜的环境条件下!较强的酸性环境可能使纤维素

酶失去活性(

%

!

结
!

论

相对于稻草单独青贮!稻草与甘蔗梢混合青贮

更有利于调制出营养均衡且品质优良的青贮饲料&

绿汁发酵液'纤维素酶以及二者复合添加均可改善

稻草青贮及稻草'甘蔗梢混合青贮的品质!绿汁发酵

液及其与纤维素酶复合添加的效果相近!优于单独

添加纤维素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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