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磷含量。

3.2　培育高植酸酶作物

近年来 ,国外正试图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植酸酶基因转移

至玉米或其他作物种子中 , 以产生一种稳定 、安全和方便的酶

配方。这种酶可直接加入饲料中而不必进行纯化。 美国一育

种公司把一种霉菌的植酸酶基因转移到大豆中 , 生产出了一种

植酸酶含量高的大豆 , Denbow 等用这种大豆配制的日粮饲喂

肉鸡发现 ,粪中磷排出量明显减少。一种由烟曲霉菌引入到稻

谷胚乳中的耐热植酸酶 , 植酸酶水平大约为 130 倍 , 这使其在

一模拟消化实验中 ,能够充分发挥降解植酸的能力。

3.3　培育内源植酸酶含量高的家禽

家禽等单胃动物对植酸磷利用率低的另一因素是其体内

植酸酶含量少 ,因此 , 培育植酸酶含量高的家禽同样能提高家

禽对磷的利用率 ,降低粪中磷含量。 Lesson 和 Caston 用 4 个品

系的蛋鸡进行了一项试验 ,试验开始于新母鸡 18周龄时 ,日粮

中有效磷水平为 0.41%、0.34%、0.27%, 结果 4 个品系的产蛋

量和蛋重均相似 ,并且发现不同品系母鸡对磷的利用率具有一

定的差异。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培育出一个内源性植酸酶

含量高的家禽品种或品系 ,但有研究表明 , 通过选择 ,不同家系

的肉鸡对植酸磷的利用率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证明了建

立植酸磷利用率高的家禽品种安全可行。

4　降低动物粪中磷含量的粪便处理措施
4.1　用做能源

将畜禽粪干燥后直接燃烧可用来取暖和发电。利用粪能

的另一方法是制沼气 ,将粪便放入厌气粪池中 , 粪池中的细菌

可产生含甲烷的沼气 ,用来燃烧 , 是一种清洁能源 ,能有效解决

农村能源短缺的问题。

4.2　循环利用粪便中的磷

鸡粪用作饲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 美国 、日本等国家

在 1950年以后开展了鸡粪作饲料的研究 , 1970 年以后形成商

品生产。我国在近 30年来也有不少部门在这方面进行了实验

工作。

4.3　用作培养料

畜禽粪经过适当堆制后可用于培养食用菌等 , 此外用畜禽

粪便培养单细胞菌 ,藻类(如螺旋藻)、蚯蚓或小虫等 , 然后再用

作畜禽 、鱼的饲料。这种方法其实是将畜禽粪间接用于饲料 ,

与直接利用相比 ,饲用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更高。

控制和减少畜禽的磷排泄量已成为畜牧生产 、环境保护 、

遗传育种和营养学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从营养角度而言 ,

准确测定畜禽磷的需要量 , 以及饲料中磷的有效含量 , 采用多

阶段饲喂法均能有效提高畜禽对磷的利用 ,减少其过量饲喂 ,

降低其排泄量。在生产实践中配制出生产性能较好 , 磷排泄量

较小 ,综合收益较高的日粮 , 从根本上保证畜牧业和种植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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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聚类在黑龙江省畜牧生产区划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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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灰色聚类分析方法对黑龙江省 14 个主要地区的畜牧生产进行了区划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 , 进行了相应的决

策分析。

　　由于各地区的环境条件 、发展历史 、产业基础和人文条件

等因素的不同 , 造成了黑龙江省各地区畜牧业发展的不均衡

性[ 1 , 2] 。为了系统地了解黑龙江省畜牧业发展水平的状况 , 即

区域的不平衡性 ,以便上级主管部门科学地指导各地区的畜牧

发展 , 各地区因地制宜地 、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发展

策略 ,扬长避短 、发挥各自的优势 ,使黑龙江省的畜牧业得以协

调 、快速和高效发展 , 有必要对黑龙江省各地区畜牧业进行区

划分析。在此 ,利用灰色聚类的方法对黑龙江省各地区畜牧业

发展作了区划分析 ,并针对不同地区进行了相应的决策分析 ,

以期对畜牧生产区域提供有益的参考。

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被引进到分类学中而逐渐形成

的一个新的数学分支。它是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原理研究分类

问题的一种数学方法 , 主要是研究各种事物或现象的分

类[ 3 , 4] 。灰色聚类法是目前应用中采用较多的一种聚类方法。

灰色聚类是以灰数的白化函数生成为基础的方法 , 它将聚类对

象对于不同聚类指标所拥有的白化数 , 按 n 个灰数进行归纳 ,

从而判断聚类对象所属的灰类。

1　材料与方法
1.1　聚类对象的选择

选用黑龙江省的 14个主要地区作为区划对象 , 即哈尔滨 、

齐齐哈尔 、鸡西 、鹤岗 、双鸭山 、大庆 、伊春 、佳木斯 、七台河 、牡

丹江 、黑河 、绥化 、大兴安岭 、农垦总局 14 个地区作为聚类对

象。

1.2　聚类指标的选择

为了区分各地区畜牧产业的发展的共性与差异 ,以“两牛

一羊”为标准 , 共选择与畜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5 个指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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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指标。这 5个因子大致分为 2 类:

牛的指标。包括奶牛年底数量 、肉牛产量 、牛奶产量 3 个

因子 ,作为衡量黑龙江省不同地区养牛业发展的基本指标。

羊的指标。选羊年底数量和羊肉产量 2 个指标作为衡量

羊的发展水平的指标。

1.3　聚类灰类的确定

第一类:畜牧业发展发达地区;第二类:畜牧业发展较发达

地区;第三类:畜牧业发展中等水平地区;第四类:畜牧业发展

落后地区。

1.4　灰色聚类方法的应用

1.4.1　影响黑龙江省各地区畜牧生产区划指标的原始数据 ,

见表 1。

表 1　影响黑龙江各地区畜牧生产区划指标的原始数据

地区
奶牛年底

数量/头

牛肉产量

/ t

牛奶产量

/ t

羊年底数

量/万头

羊肉产量

/ t

哈尔滨 155 132 83 768 424 916 54.5 3 886

齐齐哈尔 112 814 48 800 221 415 128.9 8 516

鸡西 7 547 11 590 26 261 19.4 1 411

鹤岗 4 529 2 024 11 038 7.7 458

双鸭山 884 2 339 2 446 11.8 822

大庆 77 634 10 098 170 069 53.4 3 432

伊春 4 306 2 455 9 428 6.3 566

佳木斯 4 196 16 174 8 549 29.0 1 371

七台河 696 4 573 2 267 8.6 586

牡丹江 3 318 14 058 8 760 38.2 2 204

黑河 13 233 4 279 27 111 16.1 1 025

绥化 179 124 52 621 349 311 101.5 6 631

大兴安岭 777 1 164 1 007 2.2 309

农垦总局 114 723 16 772 280 414 29.9 3 560

1.4.2　将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

1.4.3　给定灰类白化函数。畜牧业发展发达地区类(k=1);

畜牧业发展较发达地区类(k=2);畜牧业发展中等水平地区

类(k=3);畜牧业发展落后地区类(k=4)。

1.4.4　求聚类权。第 j个指标对第 k 种灰类的权ηjk:

ηjk=λjk/ ∑λik

k=1 时 , ∑ λi1=λ11+λ21+λ31+λ41+λ51=X 2(11)+X2

(21)+X2(31)+X2(41)+X2(51)=1+1+1+2+2=7

j=1 , η11=λ11/ ∑λi1=1/7=0.143;j=2 , η21=λ211∑λi1=

1/ 7=0.143;j=3 , η31=λ31/ ∑λi1=1/ 7=0.143;j=4 , η41=λ41/

∑λi1=2/7=0.286;j=5 , η51=λ51/ ∑λi1=2/7=0.286

同理可得 ,

k =2时 , η12=0 .1 82 , η22=0.18 2 , η32=0 .1 82 , η42=

0.227 , η52=0.227;

k =3时 , η13=0 .2 00 , η23=0.17 1 , η33=0 .1 71 , η43=

0.229 , η53=0.229

k=4时 , η14=0.179 , η24=0.179 , η34=0.179 , η44=0.25 , η

54=0.214

1.4.5　求聚类系数 σik。第 i个聚类对象属于第 k 个灰类的聚

类系数:

σik=∑ f jk(d ij)ηjk

i=1 、k=1 ,为第一个聚类对象即哈尔滨属于第一个灰类

的聚类系数为 σ11=∑ f j1(d1j)ηj1= f11(d11)η11+f21(d12)η21

+ f31(d13)η31+ f41(d14)η41+f51(d15)η51=1 ×0.143+1×

0.143+1×0.143+0.5×0.286+0.5×0.286=0.715

同理可得 ,

　　σ21=0.834　σ31=0.093　σ41=0.048　σ51=0.067

σ61=0.412　σ71=0.049　σ81=0.161　σ91=0.053　σ10.1=

0.211　σ11.1=0.109　σ12.1=0.861　σ13.1=0.020　σ14.1=

0.438;

k=2 时 ,同样有:

σ12=0.454　σ22=0.417　σ32=0.147　σ42=0.077　

σ52=0.188　σ62=0.655　σ72=0.077　σ82=0.255　σ92=

0.085　σ10.2=0.33　σ11.2=0.277　σ12.2=0.403　σ13.2=

0.032　σ14.2=0.697;

k=3 时 ,同样有:

σ13=0　σ23=0.461　σ33=0.449　σ42=0.097　σ53=

0.134　σ63=0.448　σ73=0.098　σ83=0.322　σ93=0.107　σ10.3

=0.423　σ11.3=0.217　σ12.3=0.147　σ13.3=0.250　σ14.3=0.

550;

k=4 时 ,同样有:

σ14=0　σ24=0.172　σ34=1　σ44=1　σ54=1　σ64=

0.537　σ74=1　σ84=1　σ94=1　σ10.4=0.998　σ11.4=1　σ12.4

=0　σ13.4=1　σ14.4=0.429。

1.4.6　构造聚类向量。

σ1=(σ11 ,σ12 ,σ13 ,σ14)=(0.715 , 0.454 , 0 , 0)

σ2=(0.834 , 0.417 , 0.461 , 0.172) σ3=(0.093 , 0.147 , 0.449 , 1)

σ4=(0.048 , 0.077 , 0.097 , 1) σ5=(0.067 , 0.188 , 0.134 , 1)

σ6=(0.412 , 0.655 , 0.448 , 0.537) σ7=(0.049 , 0.077 , 0.098 , 1)

σ8=(0.161 , 0.255 , 0.322 , 1) σ9=(0.053 , 0.085 , 0.107 , 1)

σ10=(0.211 , 0.336 ,0.423 , 0.998) σ11=(0.109, 0.277 ,0.217 , 1)

σ12=(0.861 , 0.403 ,0.147 , 0) σ13=(0.020, 0.032 ,0.250 , 1)

σ14=(0.438 , 0.697 , 0.550 , 0.429)

1.4.7　进行聚类。

σ×1k=max　k(σ1k)=0.715=σ11;σ×2k=0.834=σ21;σ×

3k=1=σ34;σ×4k =1=σ44;σ×5k=1=σ54;σ×6k =0.655=

σ62;σ×7 k=1=σ74;σ×8 k=1=σ84;σ×9k=1=σ94;σ×10k =

0.998=σ10.4;σ×11k=1=σ11.4;σ×12k =0.861=σ12.1;σ×13k

=1=σ13.4;σ×14k=0.697=σ14.2。

2　结果与分析
由聚类灰类及 1.4.7 将黑龙江省各地区分成 3类。

第一类:哈尔滨 、齐齐哈尔 、绥化。哈尔滨是我省政治 、经

济 、科技 、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齐齐哈尔和绥化也是重要的

经济文化发展区。有利的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

决定了其畜牧业以较高的水平发展。它们的畜牧业发展水平

都位居全省前列 ,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其畜牧业的发展为其他

地区树立了一个榜样 ,也必将带动全省其他地区的飞速发展。

第二类:大庆 、农垦总局。从聚类灰类及 1.4.7 可以看出 ,

该二地区的畜牧业发展都处于较发达水平。之所以农垦总局

的畜牧业比较发达 , 是因为垦区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 、畜牧

业处于中轴地位 ,是农垦总局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大庆也是

我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 ,其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畜牧业

的发展。

第三类:鸡西 、佳木斯 、牡丹江 、鹤岗 、双鸭山 、伊春 、七台

河 、黑河 、大兴安岭。这些地区畜牧业历史较短 , 技术水平低 ,

经济落后 , 是畜牧业发展最落后地区 , 但随着全省对畜牧业发

展的重视 ,这些地区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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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策分析
3.1　黑龙江省在制定畜牧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指标时 , 应根据

各区划区域的特点和状况 , 实行区域管理 、区别对待 , 扬长避

短 ,确定各地区的重点发展畜牧生产项目和发展规划。各地区

也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状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3.2　畜牧业发展发达的地区 ,如哈尔滨 、齐齐哈尔 ,这些地区

由于是大城市 ,畜牧业发展前景广阔。故应保持其合理化产业

化配置 , 稳定发展畜牧业;同时 , 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 , 提高畜

牧业的生产效率;此外 , 这些地区在自己发展的同时 ,应带动其

他地区的发展 ,共同促进黑龙江省畜牧业的发展。

3.3　畜牧业发展较发达地区 ,如大庆 、农垦总局 , 应不断提高

思想认识 ,继续加大科技投入 , 广泛采用各种先进的技术 ,扩大

畜牧生产的规模 ,完善畜牧产业链;还应积极主动地向畜牧业

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经验和技术 ,吸取他人经验为我所用。

3.4　畜牧业发展落后地区 , 如佳木斯 、牡丹江等应提高对畜牧

业发展的意识程度 , 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户发展畜牧

业 ,多吸取畜牧业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确定有明显优

势的畜牧生产项目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龙头 , 确定一批基础好 、

规模大的养殖企业和养殖户作为示范 ,带动本区域畜牧业的快

速发展;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畜牧业 , 争取以“新 、奇 、特”的

发展战略和对策 ,发展特色畜牧业。

4　讨论
4.1　灰色聚类方法是一种宏观分类方法 ,有一定的模糊性 , 并

且我们选取的指标较少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分类结论。但灰

色聚类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 是经过科研检验和实际应用验

证了的科学方法。应在畜牧业生产区划 、宏观分析和发展战略

研究等方面广泛应用此种方法。

4.2　对黑龙江省的畜牧业发展作区划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

它可以使有关主管部门和决策部门对黑龙江省畜牧业发展状

况有一个相对客观和现实的了解和认识 , 掌握各地区发展的不

平衡性 ,增强对各地区畜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 , 使全省畜牧业

发展战略更加具有科学性 、现实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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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需氧 、厌氧微生物学方法 ,对 2 头健康断奶仔猪胃 、十二指肠 、盲肠 、回肠 、直肠内容物中总菌落的数量和分

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仔猪消化道内总菌数为10.28 , 占优势的菌群分别为双歧杆菌10.22、小梭菌8.95、乳杆菌

8.90、肠杆菌 8.57 、肠球菌 8.37;不同部位总菌数差异不显著 ,十二指肠相对略高于其他部位;优势菌群随着不同部位变

化有所差异。

　　在正常情况下 ,消化道内的有益和有害菌群建立着一种动态

的平衡关系,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当外界环境改变 ,机体抵

抗力下降时 ,消化道内的有害菌群增多, 从而引起各种疾病。因

此,研究猪胃肠道微生物区的组成和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

研究微生物发酵、猪下痢的病原菌、抗生素的促生长机制 、抗生素

替代物和活菌制剂的开发等提供理论依据和试验根据, 在动物营

养、健康 、防病、免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仔猪消

化道内的细菌进行分离 、培养、计数、镜检和比较 ,寻求不同消化道

区段 、不同细菌数量分布规律 ,试图找出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保

证仔猪健康消化道内正常菌群的数量分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动物　本试验所采用的 2 头断奶仔猪(30 日龄)均

为撒坝×大白杂交猪 ,采自云南农业大学猪场 。

1.1.2　厌氧培养装置　实验室自行设计安装 , 采用钢丝笼法:

将钢丝绒浸于钢丝笼活性溶液中 ,利用钢丝笼与硫酸铜作用生

成硫酸铁遇氧变成氧化铜 , 结果在密闭容器里达到去氧目的。

密闭容器中放入厌氧指示剂 ,厌氧指示剂无色证明无氧。

1.1.3　稀释液　牛肉膏 0.5 g ,氯化钠 0.5 g , 加水 1 000 mL置

于 1 500 mL的锥形瓶中后 , 6.8 kg/ cm2 20 min 灭菌。

1.1.4　培养基　需氧性细菌培养基 , EMB伊红美蓝培养基 , 用

于培养肠杆菌;EC 肠球菌培养基 ,用于培养肠球菌;SP葡萄球

菌培养基 ,用于培养葡萄球菌。

厌氧性细菌培养基:BS 培养基 , 用于培养双歧杆菌;LBS 培

养基(如乳酸杆菌鉴别培养基), 用于培养乳酸杆菌;VS 培养

基 ,用于培养韦荣氏球菌;BDS 培养基(类杆菌培养基),用于培

养类杆菌;CD培养基 , 用于培养小梭菌。其中 BDS 中牛黄胆酸

钠用牛胆盐代替 ,新霉素用硫酸卡那霉素代替;VS 中没有添加

夹竹桃霉素。

1.1.5　酸性硫酸铜的制备　将 60 g 硫酸铜 、20 g 吐温 80、6 000

mL蒸馏水 、90 mL 1 mol/L硫酸充分混和 , 装于密闭玻璃容器内

备用。

1.1.6　厌氧指示剂的制备　吸取 0.1 mol/ L氢氧化钠 6

mL, 加水稀释至 100 mL;吸取 0.5%亚甲蓝水溶液 3 mL, 加

水稀释至 100 mL;称取葡萄糖 6 g , 加水溶解稀释至 100

mL。将以上 3 种液体等量混合 , 取2 mL加入试管内煮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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