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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青贮品质评定指标体系及

测定方法的概述

李改英!陈玉霞!廉红霞!高腾云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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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技术成为当前苜蓿草研究的热点!而苜蓿青贮评定指标体系及其测定方法

的完善和规范直接影响苜蓿青贮品质!因此适应苜蓿青贮评定的标准急需建立$目前苜蓿品质评定基本是

参照青贮饲料的通用标准!由于苜蓿豆科牧草自身的特性和青贮方法的特殊性!传统的评定基准如有机酸%

铵态氮%

%

&

值等并不完全适应苜蓿青贮&同样随着青贮技术的发展!有关指标的测定新方法也不断出现!传

统的测定方法亟待改进$通过对不同的评定标准和测定方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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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1-,

法较适合苜蓿青贮!

但评定指标较少!可以将
%

&

值%铵态氮%乳酸等指标加入!进一步细化评定范围&铵态氮可以用比色法测定!

有机酸的测定采用离子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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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豆科牧草"

富含多种营养物质"添加到畜禽日粮中能显著提

高生产性能"改善畜产品品质"是畜牧业生产中不

可缺少的优质牧草资源$

2

%

"尤其对于奶牛养殖业"

苜蓿适口性好"瘤胃降解率高"粗蛋白含量高"可

以显著地提高奶产量和乳品质"备受广大养殖者

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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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饲料由于具有鲜嫩多汁'营养价

值高'适口性好和长期贮存的特性"已经成为反刍

动物不可缺少的基础饲料"所以苜蓿青贮逐渐成

为近几年人们研究的热点&青贮过程中产生大量

的有机酸"从而形成一个较低的
%

&

值环境"抑制

有害微生物的繁殖"确保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不受

分解"因此
%

&

值及铵态氮'乳酸'乙酸'丙酸'丁

酸含量等成为衡量青贮品质的指标&此外"传统

指标体系的测定方法由于比较费时费力且具有一

定的不准确性"受到质疑"特别是不同的青贮方式

和牧草品种也不能套用同一个标准"而评价标准

和测定方法的完善与规范直接反映青贮品质的好

坏&针对适应苜蓿青贮的评定指标'测定方法的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作一阐述"以期对理论研

究和现实生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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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青贮饲料品质评定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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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饲料感官评定
!

青贮饲料的品质评

定包括现场评定和实验室评定&现场评定是一种

快速简单评定牧草品质的方法"主要对牧草的感

官评定&比较常用和规定比较详细的是德国农业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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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法"它是根据嗅觉'结构'色泽进

行评分"将青贮饲料分为优'可'中'下
!

等"可以

看出评定标准比较笼统"不同的原料没有针对性"

但是评定不需要任何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实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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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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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委托

浙江大学起草了紫云英!

,)*-&

'

&./))$0$%/)

#'苜

蓿'红薯!

1

2

(3("&4&*&*&)

#藤和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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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青贮饲料质量评定标准$

:

%

"从现场
%

&

值'水

分'气味'色泽和质地对青贮饲料评分"然后分为

优'良'一般和差
!

个等级&另外中国农科院畜牧

研究所也从颜色'气味'嗅觉和质地提出了青贮饲

料的感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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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标准的

制定不断细化"但是感官评定仍受主观影响较大"

需要评定人员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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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饲料实验室评定标准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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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室评定常用
%

&

值'有机酸含量'铵态氮含

量衡量青贮饲料发酵品质的好坏&最早弗氏评分

法!

M0>-

K

#根据青贮饲料中乳酸'乙酸'丁酸所占

的比例分别进行评分"最后得到总分"分为优'良'

可'中'劣
"

个等级"此法只适合常规青贮饲料"不

适合劣质青贮饲料和二次发酵青贮饲料"因为对

于劣质的青贮饲料由于高温等造成饲料品质严重

下降"但有可能
M0>-

K

得分较高&为了反映蛋白

质的分解情况"

N*;+O/>P

等又提出了铵态氮评

分法"根据铵态氮和总氮的比值进行等级评定"排

除了水分含量的影响&我国
2998

年颁布的标准

则结合了有机酸和铵态氮两方面的综合得分对青

贮饲料进行评定"另外还规定了
%

&

值的得分&

$##2

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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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体系去除了乳酸"将铵

态氮'乙酸'丙酸'丁酸作为评定指标"根据评分将

青贮饲料品质分为良好'尚可'不良
6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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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青贮评定标准则将丁

酸和乙酸作为评价标准"将饲料分为
"

个等级&

"

!

青贮品质指标测定方法

青贮饲料测定的常规指标包括
%

&

值'有机

酸'铵态氮等"均涉及到样品的前处理"如果处理

方法不当或测定方法不准确均影响到结果的准确

性&目前青贮指标的测定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

给后期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

&

值最早用试纸

测定"但是不够准确"便携式
%

&

计的出现使得测

定工作显得容易"我国
2998

年标准中采用
2##

K

青贮料加水
2##H<

经
$!L

浸提后过滤"然后用

酸度计测定&铵态氮含量国标采用凯氏定氮法测

定"常用的还有比色法'分光光度法等"另外也出

现了一些新方法"范志影等$

2$

%采用流动注射法测

定青贮饲料中的铵态氮"准确性好"范围宽"大大

降低了色度的影响*陈鹏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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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近红外光谱

技术测定紫花苜蓿青贮鲜样的发酵品质"将青贮

料用液氮冷冻后粉碎"然后用近红外光谱技术进

行扫描测定苜蓿青贮饲料中的铵态氮'乳酸'乙

酸'丁酸"结果预测值与化学分析值差异不显著"

此方法测定指标多"比较简单&有机酸的测定"农

业部标准采用提取液用偏磷酸处理后"在气相色

谱仪上直接测定乳酸'乙酸和丁酸"测定方法快捷

简单"但是经验证农业部标准对铵态氮及有机酸

的测定结果不够准确"因为青贮饲料中铵态氮含

量很小"蒸馏过程中很容易损失"另外滴定时的空

白对照"终点确定对结果影响也比较大*国标采用

气象色谱仪测定有机酸"但是乳酸很难测准确"因

为乳酸的中间产物很难保证完全转化为终产物&

王洪丽和李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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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苜蓿青

贮料中的有机酸"称取苜蓿青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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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S

左右的去离子水
:#H<

"放在
!S

的条

件下浸提
!:L

"过滤于
2##H<

容量瓶中"用冷却

去离子水定容至刻度"摇匀"取
2#H<

置于
2"

H<

具塞离心管中"加入
6

$

"

滴乙醇"在
6###

,

(

H0O

的条件下离心
2"H0O

"上清液用于酯化反

应"结果回收率高"相关性好"但是对于模型的建

立和参照物的选择不成熟"需要进一步验证&许

庆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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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紫花苜蓿青贮

浸提液的乳酸'乙酸'丙酸'丁酸含量同时测定"准

确称取
$#

K

新鲜紫花苜蓿青贮"加入
$##H<

蒸

馏水"均质
2H0O

"

!

层粗纱布过滤"滤液用新华试

纸精滤"精滤后的滤液再用
#4!"

%

H

滤膜过滤"浸

提液待机分析"有机酸分离效果理想"回收率好"

运用该方法测定数据真实可靠"操作简单&傅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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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离子色谱测定青贮饲料中有机酸"取新

鲜的青贮饲料
$"

K

于具塞三角瓶中"加入
$$"

H<

去离子水"

!S

冰箱中浸提
$!L

"用快速定量

滤纸过滤于塑料样品瓶内"如果长期保存则需要

添加硫酸调节
%

&

值为
$

$

6

后冷冻"上机分析"

上样前经过
#4!"

%

H

的合成纤维素酯膜过滤"过

程简单"结果准确&

#

!

适用于苜蓿青贮的评定标准和测定方

法解析

从现行的青贮饲料评定体系中看出青贮饲料

的评定主要分为感官评定和实验室评定&感官评

定只是一个经验和感觉的初步评定"可以作为参

考的依据"国内外的评定标准没有大的差异&实

验室评定方面主要根据青贮发酵过程的产酸情况

和蛋白质的分解情况来进行品质评定&常规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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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是乳酸菌发酵产生大量的有机酸"从而形成一

个较低的
%

&

值环境"达到优质青贮的目地&而

青贮饲料
%

&

值受不同牧草和不同化学成分的影

响$

25

%

"还与青贮时牧草的含水量和植物的缓冲度

有关"苜蓿属于豆科牧草"可溶性糖分低"缓冲度

大"青贮时不利于
%

&

值的下降"

2998

年的标准

也考虑到了不同牧草的区别"但是仍需要进一步

的细分&早期的青贮标准中都将有机酸和铵态氮

含量作为评价标准"其中又将同型乳酸菌发酵产

生的乳酸作为青贮发酵品质评价的主导酸&对于

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少的苜蓿"青贮时酸的产

生量较少"目前有研究报道异型发酵产生的乙酸

更有利于青贮牧草的保存$

2:

%

"因为乙酸对提高青

贮的有氧稳定性和氧化变质有重要作用"

.TO

K

等$

29

%研究认为高浓度的乙酸可以保证苜蓿青贮

全混日粮长时间保鲜*丁酸是梭菌等有害微生物

分解青贮料中的糖分所产生"同时伴随能量损失

和蛋白质的分解"产生不良气味"严重影响饲料品

质"可以作为苜蓿等豆科牧草评价指标"

./01-,

等$

$#

%研究表明"青贮乙酸和丁酸能反映饲料厌氧

稳定性和青贮饲料发酵品质"将其作为苜蓿等青

贮品质指标免除了牧草化学成分的影响&同样铵

态氮含量作为统一的评价指标也不客观"青贮饲

料铵态氮含量不仅与青贮过程有关还与牧草种类

和化学成分有关$

25

%

"苜蓿属于含蛋白质高的豆科

牧草"试验也表明豆科牧草青贮过程中蛋白质降

解远高于禾本科牧草"特别是苜蓿的蛋白质降解

率最高$

$2

%

"所以青贮后铵态氮的含量比较高"并

不能套用统一的标准作为判定青贮品质的依据&

%

&

值的测定可以用精密酸度计直接测定提

取液&铵态氮最简单的方法是凯氏蒸馏法"但是

青贮饲料中铵态氮含量很小"蒸馏过程中很容易

损失"另外滴定时空白对照"终点确定均容易造成

测定误差*比色法和分光光度法其实为同一种方

法"应用时应注意提取液颜色造成的误差"流动注

射法和远红外法均需要专门的仪器"方法和技术

还需要验证&黄森和安晓宁$

$$

%以及农业部
2998

年标准都用气象色谱法测定有机酸"它的原理是

用高碘酸氧化乳酸为乙醛"然后同时测定乙酸'丙

酸'丁酸"此法容易出现氧化不彻底"另外前处理

比较繁琐"经试验容易出现测不准情况&考虑到

结果的准确性"可以利用离子色谱法和液相色谱

测定有机酸含量"但是需要专业人员和昂贵的仪

器设备&

$

!

小结

对于苜蓿等难青贮的豆科牧草急需制定一套

适应性的新标准和规范的测定方法&综合现有的

评定指标"

'()*+,-

法和
./01-,

法可能受影响更

小"但评定指标比较单一"针对苜蓿青贮可以考虑

将
%

&

值'铵态氮'乳酸等指标加进去"但是应该

结合苜蓿等豆科牧草的特性"将评定范围再进一

步细化和量化&在测定方法上"

%

&

值的测定比

较简单"可以直接对提取液进行测定"铵态氮可以

用比色法进行"有机酸的测定考虑到稳定性和准

确性可以采用离子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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