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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糖蜜的饲用价值及国外将糖蜜作为饲料添加剂的饲喂效果, 对糖蜜在饲料中的添加方法和

对反刍动物的饲喂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使用何种添加设备均需注意: 1) 糖蜜的输送管径不小于

50mm ; 2)泵速不宜过高, 一般应在 200 rõm in - 1以下; 3) 添加过程中糖蜜的温度应保持约 40 ℃。饲喂反刍动

物最简单的方法即让其直接舔食。这种方法可为挤奶后的奶牛迅速补充能量, 在冬春季采食干草较多的季节

也可作为牲畜能量补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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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 an energy feed, mo lasses is w idely u sed in overseas coun tries. How ever

becau se of the mo st of feed en terp rises in Ch ina don’t w ell know the mo lasses and the adding

techno logy, it is no t u sed in the local feed indu stry. T he mo lasses from feeding value,

adding equ ipm en t and the key techno logy etc. w ere in troduced, com b in ing w ith the overseas

p resen t situa t ion and the adding tria ls i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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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蜜是以甘蔗、甜菜等为原料的制糖业的副产品, 由于技术及成本等的原因从糖蜜中继续

提取糖已不再经济。糖蜜的主要成分是糖, 并含有蛋白质、天然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

分。它是一种深褐色、黏稠状的液体。糖蜜主要用于饲料工业, 生产酒精、味精等发酵工业及制

做工业用黏结剂等。其中饲料工业用量大约占世界贸易量的 60◊ [1 ]。

我国糖蜜年产量约为 300 万 t, 几乎全部用于发酵工业尚还不够, 每年还要进口一定数量

的糖蜜作为补充。糖蜜在我国饲料工业中的应用几乎是个空白, 主要原因是它的作用还未被饲

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广泛了解, 且涉及贮存、运输及添加等条件的限制。

1　糖蜜的饲用价值

糖蜜是一种能量类原料, 含糖量一般在 40◊ ～ 46◊ 之间。糖蜜的能量密度较玉米低 (对于

猪来说为 1412M Jõkg - 1, FM ) , 但是与淀粉相比消化吸收快, 适口性好而且具有价格优势。国

外已有实验表明, 在猪饲料中加入糖蜜以代替同等数量其他形式的能量原料后, 猪的摄食量增

加 9◊ ～ 12◊ , 日增重亦增加, 但饲料报酬率稍低 (表 1) [2 ] , 而且随着糖蜜含量的增加, 饲料报



表 1　糖蜜对猪的摄食量和增重率的影响

糖蜜添加率ö◊ 摄食量ö(kgõd- 1) 日增重率ö◊

0 3146 0194
10 4102 1105
20 4100 1101
30 4111 0192

酬率下降。添加糖蜜后, 饲料通过率明显增

加, 但是当糖蜜添加率超过 25◊ 时会引起

猪的腹泄; 因此, 糖蜜添加率不应过高, 一

般应在 10◊ 以内, 对于仔猪则应控制在

1◊ ～ 2◊ 。该实验以育肥猪为对象, 开始时

猪的平均活重为 5316 kgõ头- 1, 出栏时为

10912 kgõ头- 1。饲料配方以高梁、豆粕为主要原料。另一项实验证明用糖蜜饲喂怀孕母猪, 可

以改善其受精率和仔猪的成活率, 这可能受益于糖蜜中的钾。

英国农业部曾组织了用糖蜜饲喂肉鸡的实验。结果显示以 2◊ 的糖蜜添加量整个饲养周

期内, 饲喂糖蜜组比对照组增重最多达 40 gõ只- 1。在 0～ 21 日龄时, 糖蜜组的饲料转化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 但是整个饲养周期 (0～ 49 d)差别不大。死亡率、垫料潮湿度及由此引发的疾病等

均没有明显差别。从成本控制来看, 若用糖蜜代替同等能量的大麦 (英国以大麦作为主要能量

类饲料原料) , 使用 1◊ ～ 2◊ 的糖蜜每吨饲料就可以降低成本约 1 英镑①。

①　Gillesp ie F, 蒋振山. 使用甘蔗糖蜜对颗粒饲料质量及适口性的改善. 见: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中国饲料工
业协会 99 中国国际饲料工业新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1999. 106～ 111

糖蜜在家禽饲料中的含量不宜太高。由于糖蜜中钾含量较高, 添加量过高会造成稀便, 从

而引起家禽的疾病。同一项实验结果表明, 在肉鸡饲料中添加 215◊ 的糖蜜就可以提供肉鸡对

维生素H 需求量的 75◊ , 烟酸需求量的 30◊ , 以及胆碱的 20◊ , 泛烟酸的 15◊ , 维生素B 6 的

10◊ ①。

另外, 糖蜜的适口性好以及在生产中的防尘粘结作用也是其得到广泛利用的原因。由于鸭

子的特殊采食方式, 鸭饲料的成品粉尘率要求非常严格, 一般不得大于 2◊ ; 因此, 国外一些公

司广泛采用糖蜜作为降低粉尘的原料, 其最高添加量可达 5◊ 。一项利用荷而门检测器

(Ho lm en T ester [3 ]) 检验的结果表明, 在生长鸡饲料中添加 2◊ 的糖蜜对颗粒质量的改善率为

517◊ , 添加 3◊ 时改善率为 618◊ ; 在成鸡饲料中添加 2◊ 的糖蜜对颗粒的改善率为 2617◊ ,

而添加 3◊ 时改善率为 2818◊ ①。颗粒越大, 效果越明显。

糖蜜是一种能够快速发酵的能量原料。一般讲, 高能量饲料, 尤其是快速发酵的代谢能量

能够促进反刍动物瘤胃微生物的生长和动物营养代谢, 并通过脂肪酸纤维素、丙酸和菌蛋白等

增强可消化成分对其乳房腺的影响来调节产奶量和奶的质量。

表 2　糖蜜添加率对产奶量和牛奶质量的影响

测试项目
糖蜜添加率ö◊

0 5 10 15

产奶量ö(kgõd- 1) 2211 2312 2313 2317

乳脂肪ö◊ 3181 3174 3176 3161

蛋白质ö◊ 3106 3109 3110 3114

酪蛋白ö◊ 3145 3149 3151 3158

N PN ö◊ 0127 0126 0125 0125

以糖蜜代替其他碳水化合物加入饲料

中饲喂奶牛所生产的奶中真蛋白 (酪蛋白、

血清蛋白)较高, 而非蛋白 (N PN )较低。苏

格兰农学院 1990 年在一家农场所做的一

项实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实验以大麦和糖

蜜分别作为奶牛饲料中的能量原料, 实验

结果表明, 牛奶中酪蛋白分别为 78◊ 和

7712◊ ; 血清蛋白为 1616◊ 和 1718◊ ; 而

N PN 为 514◊ 和 51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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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青贮饲草为主的奶牛饲料配方中添加糖蜜后, 产奶量, 牛奶中蛋白质、酪蛋白含量, 总

干物质摄入量均有很大程度的增加 (表 2) [5 ]; 且随着糖蜜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

2　糖蜜在饲料中的添加方法

与其他液体原料 (添加剂)一样, 在饲料中添加糖蜜需要必要的设备。由于糖蜜黏性大, 流

动性差, 使用时与其他液体添加剂不同。为此, 笔者对糖蜜在饲料中的添加方法进行了试验研

究。常温下, 糖蜜的黏度大约在 3～ 8 Paõs。降低糖蜜的黏度一般有 2 种途径: 一是加热, 二是

降低其干物质含量。常温下糖蜜的温度每升高 5 ℃, 黏度可降低约 50◊ , 40 ℃时流动性最好,

此时黏度大约为 1 Paõs[5 ]。糖蜜的干物质含量一般在 72◊ ～ 78◊ 之间, 在此范围内其干物质

含量每提高 2 个百分点, 其黏度增加 100◊ ; 因此, 降低干物质含量也可以降低糖蜜的黏度。实

际生产中加热是降低糖蜜黏度的有效方法, 无论糖蜜在贮罐中还是在输送管道中, 加热后其工

作状态都会大大改善。应该注意的是加热温度不能过高, 否则会产生焦化糖附着在管壁上, 久

而久之会造成阻塞。

糖蜜用于饲料生产一般有 3 种添加方式: 通过混合机、调质器添加和使用专门添加设备。

试验结果表明, 无论采用何种添加设备, 均需注意以下几点:

1) 糖蜜的输送管道直径一般应在 50mm 以上。糖蜜在管道中的流动形式为层流[6 ] , 越靠

近管壁, 其流速越慢, 因此, 管径越细糖蜜流量越小; 但是加大管径, 势必造成与之配套的仪表、

阀门等的尺寸增大, 此时可在接口处采用变径处理。

2) 泵速不宜太高, 一般应在 200 rõm in - 1以下。由于糖蜜不可能像其他液体一样采用离心

的方法从泵中送出, 而是靠体积的增加进行输送, 显然泵速过高难以实现。一般采用正压齿轮

泵即可。过滤器要安装在正压方一侧, 过滤器网眼不宜小于 3mm。

3) 在添加糖蜜时温度应保持在 40 ℃左右, 加热应采用热水加热而不能采用蒸汽或电。输

送管道亦应采取保温措施, 但不能沿管道加热, 沿管道加热会产生焦化糖而阻塞管道。

目前最常用的糖蜜添加方法就是在调质器中进行添加, 添加量可为 1◊ ～ 10◊ 。主要添加

原理是在蒸汽添加口将糖蜜与蒸汽混合, 靠蒸汽的压力将糖蜜雾化后吹进调质器。这种添加方

法的优点是添加均匀, 可以实现不同的添加水平, 缺点是较难实现实时控制。添加剂在调质器

中的添加是一个连续添加过程, 若按配方要求进行实时控制, 并进行配方贮存管理等, 技术上

存在一定难度, 但若实现模拟控制, 还是比较容易的。混合机中各种原料都是按饲料配方比例

以质量计算, 在一定时间内添加进去的。均由计算机按批次自动完成。相对来说糖蜜在混合机

中添加, 配方管理就比较容易, 但添加水平受到限制。添加方法是在混合机下半部正对外螺旋

方向的一侧安装 2 个电动球阀, 并与糖蜜管道相连。电动球阀交替打开 3～ 5 s, 总添加时间为

30 s。限制进料时间及总添加时间是因为对于混合机来讲, 每一批次的混合都有严格的时间限

定。由于糖蜜为黏稠状液体, 如果进料时间过长, 1 次进料过多会影响搅拌质量; 总进料时间过

长也会影响混合的均匀度。因此, 在混合机中糖蜜的最高添加量仅有 2◊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

饲料厂很想使用糖蜜, 但又不具备添加技术及设备, 或不愿进行设备投资, 仅用人工将糖蜜直

接倒入混合机。这种方法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有些微量元素和药剂等均在混合机中添加, 如果

糖蜜首先与这些添加剂接触且在限定的时间内无法混合均匀, 将会大大影响饲料的质量, 若大

量微量元素等粘结在一起, 甚至会对牲畜的健康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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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刍动物饲喂方法

糖蜜用于反刍动物有多种饲喂方法, 最简单的是让奶牛直接舔食。方法是在密闭的容器中

盛满糖蜜, 容器上安装可以转动的、表面积较大的轮子, 转动的轮子可以将糖蜜带出来供动物

舔食, 其功能类似于邮局中粘取浆糊的设备。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奶牛在牧场中自由采食。直

接舔食糖蜜可在奶牛挤奶后迅速为其补充能量, 冬春季干草采食较多的季节也可采用这种方

法饲喂奶牛。

糖蜜也可以直接加在干草上饲喂。这一方面可以改善饲草的适口性, 增加采食量, 也可以

避免牲畜采食时产生粉尘。糖蜜最好在新鲜干草提供 1～ 2 h 后再添加, 诱使牲畜再次回来采

食。在以青贮饲料和青贮饲草为主的饲料配方中, 也可以加入糖蜜。这时糖蜜主要是在饲料混

合车或牧场上的饲料混合机上添加。

对于大多数反刍动物, 均需补充一定量的精料。精料的形式有粉料, 舔块或液体形式。这

些形式的补充料中均可以使用糖蜜, 尤其是饲用舔块。糖蜜不仅可以作为有效的能量类原料,

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粘结剂及口味调节剂。在补充精料中如果含有口味差的原料, 糖蜜亦可以

用来遮掩不良口味, 以保证牲畜的正常采食量。

另外, 饲草青贮时, 一些干物质含量高、糖分相对较低的饲草, 由于糖分不足, 青贮后将会

影响其发酵质量, 进而影响青贮质量, 适当加入糖蜜可以提高饲草的青贮质量。

4　结束语

糖蜜作为一种饲料原料具有成本低, 消化吸收快的特点, 它能够改善饲料的适口性, 改进

饲料颗粒质量。在奶牛饲料中适量添加糖蜜可提高产奶量和牛奶中蛋白质和酪蛋白的含量。在

饲料中添加糖蜜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为降低成本用人工直接将糖蜜倒入混合机中, 将会导

致饲料质量下降, 甚至会因此对牲畜健康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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