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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白酒糟基本成分测定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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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白酒糟的基本成分以确定其利用价值， 测定了白酒糟 （2012-WS-007） 的营养成分及对其进行营

养学评价， 并与葡萄渣、 甜菜渣和小麦秸秆等饲料原料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粗蛋白质、 粗脂肪和粗纤维三大类物

质占白酒糟干物质总量的 64.99%， 在所含的 13 中氨基酸中， 必须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 67.56%， 每千克白酒糟中含维

生素 B1 15mg， 维生素 B2 1.8mg， 此外还含有丰富的铜、 铁和锌等矿物质。 上述结果表明白酒糟中各类营养物质种类和

含量均符合国标规定的饲料原料要求， 以白酒糟为原料开发制备饲料等产品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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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understanding elementary composition of distiller′s grains to determine its value， nutrient content of dis-

tiller′s grains were measuredand evaluated its nutriology. Moreover， distiller′s grains were compared with many feedstuffs such as

grape slag， beet pulp andwheat straw.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ree types of material concluding crude protein， crude fat and crude

fiber accounted for 64.99% of total dry matter of distiller′s grains. In 13 amino acids contained， essential amino acid accounted for

67.56% of total amino acids； 15mg of vitamins B1 as well as 1.8 mg of vitamins B2 were contained in per kilogram of distiller′s

grain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bundant minerals such as copper， iron， zinc and so on in distiller′ s grains. Results above

showed that: both variety of nutrients and content in distiller′s grains conformed to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standard of feed raw

materials. It had good economic benefit to develop products such as fodder based on distiller′s g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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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糟指在酿酒过程中将谷物如高粱和大麦等发酵

蒸出酒精后剩余的物料的总称。 经检测， 酒糟中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和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可作为饲料类物质的原料。 中医上将酒糟用来消食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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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酒糟与葡萄渣、 甜菜渣、 小麦秸秆

基本成分的比较 （g/100g）
成分 白酒糟 葡萄渣 甜菜渣 小麦秸秆

粗蛋白 23.50 11.70 12.00 3.60
粗脂肪 10.50 7.50 0.50 1.80
粗纤维 25.60 19.40 18.20 41.20

饲料工程 Feed engineering

腥、 去草菜毒、 润皮肤、 调脏腑和治伤折等， 具有很

高 的 应 用 价 值 。 本 研 究 测 量 了 饲 料 类 原 料 白 酒 糟

（2012-WS-007） 的营养成分并对其进行 了 营 养 学 评

价， 为进一步研究开发酒糟类物质提供试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2012-WS-007 白酒糟由甘肃陇南金徽酒业提供。

半 制 备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835-50 高 速 氨 基 酸 分 析

仪、 Z-5000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Cary50 紫外分

光光度计、 粗蛋白测定仪、 索氏提取装置、 纤维素测

定仪、 旋转蒸发仪、 冷凝管和水浴锅等。

庚烷磺酸钠、 冰醋酸、 硼酸、 三乙醇胺、 甲酸； 巯

基乙醇、 辛酸和磺基水杨酸； 石油醚、 3,5-二硝基水杨

酸和乙醇等， 均为分析纯； 甲醇和乙腈， 均为色谱纯。

1.2 试验方法

1.2.1 材料的处理

称取 1kg 白酒糟置烘箱内于 80℃下干燥至质量恒定，

将去除水分后的白酒糟研磨成粉后用于营养成分的测定。

1.2.2 粗蛋白、 粗脂肪和粗纤维的测定

粗蛋白质的测定参照 GB/T 6432-1994 ［1］饲料中粗

蛋 白 质 的 测 量 方 法， 分 析 仪 器 为 粗 蛋 白 测 定 仪； 脂

肪含量测定参照 GB/T 6433-2006［2］饲料中粗脂肪含量

的测量方法； 纤维素含量测定参照 GB/T 6434-2006［3］饲

料中粗纤维含量的检测方法， 分析仪器为纤维素测定

仪。 本试验所有测定均进行 3 次平行， 结果取平均值。

1.2.3 矿物质测定

分别称取白酒糟干粉 1.000g， 加入 V （硝酸） ∶V
（高氯酸） =4∶1 混酸 30mL 消化 ［4］， 消化完全冷却后用

纯水定容至 25mL 待用， 重复 3 次。 用 Z-5000 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绘制各种金属元素标准曲线。 利用

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各金属元素的含量。

1.2.4 维生素的测定

维生素的测定参照 GB/T 17817-2010［5］饲料中维生

素 A 的测定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分别配制母液浓

度为 10μg/g 的 VB1 和 VB2 测定标准储备液， 按 0、 0.2、
0.4、 0.6、 0.8 和 1.0μg/g 浓度梯度进样， 进样 3 次， 记

录出峰时间， 峰面积取平均值， 绘制标准曲线。

称取白酒糟干粉 0.4g， 参照文 献 ［6］酸 水 解后， 定

容至 100mL， 采用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 VB1 和

VB2 含量， 色谱条件为 sinoChromODS-BP4.6mm×250mm

5μm 色 谱 柱 ， 流 动 相 为 0.005mol/L 庚 烷 磺 酸 钠

（0.05%三乙胺和 0.5%冰醋酸） -甲醇 （72∶28）， 流速

1.0mL/min， 检测波长为 280nm。
利用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相应维生素的含量。

1.2.5 氨基酸的测定

氨基酸的测定按 GB/T 18246-2000［7］饲料中的氨基

酸测定方法， 分析仪器为 835-50 高速氨基酸分析仪和

紫外分光光度计。

1.2.6 营养价值评价

酒糟类物质中蛋白质、 氨基酸种类和含量不 同，

其营养优势主要取决于 3 个方面： 一是所含必需氨基

酸的种类是否齐全， 二是必需氨基酸数量的多少， 三

是各种氨基酸的比例组成 ［8］。 白酒糟营养价值的评价

根据 FAO/WHO1973 年建议的每克氮氨基酸评分标准

模式 （%， 干基）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

生研究所 1991 年提出的鸡蛋蛋白模式进行， 分别按以

下公式计算氨基酸评分 （AAS）、 化学评分 （CS） 和必

需氨基酸指数 （EAAI）［9］：

AAS=样 品 中 氨 基 酸 含 量 （mg/g N） ［FAO/WHO
评分模式中同种氨基酸含量 （mg/g N）］

CS=样品中氨基酸含量 （mg/g N） /鸡蛋蛋白质中

同种氨基酸含量 （mg/g N）
EAAI= ［（PThr/SThr） × （PVal/SVal） ×…× （PMet/SMet）］ 1/n×100
式中： n 为参与比较的必需氨基酸个数； P 为样品

中必需氨基酸含量， mg/g N； S 为鸡蛋蛋白质中对应的

必需氨基酸含量， mg/g N。

2 结果与分析

2.1 白酒糟中基本成分测定结果

依照国标测定出每 100g 白酒糟中含水量为 8.3%、

干物质含量达到 91.7g、 粗蛋白含量为 23.5g、 粗脂肪

含量为 10.5g 和粗纤维含量为 25.6g， 与葡萄渣、 甜菜

渣和小麦秸秆相比 （表 1）， 此白酒糟粗蛋白含量是葡

萄渣的 2 倍、 甜菜渣的 1.96 倍和小麦秸秆的 6.53 倍。

粗脂肪含量分别为 1.4 倍、 21 倍和 5.8 倍。 粗纤维含

量分别为 1.32 倍、 1.41 倍和 0.6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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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矿物质测定结果

2.2.1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配制各种微量元素标准工作液， 绘制标准曲

线， 由表 2 可知： 各元素线性关系良好， 可以用于计

算样品中元素的含量。

2.2.2 样品测定结果

矿物质是幼畜生长、 成年家畜健康的维持和正常

生产、 繁殖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在家畜的生理和生

产上具有重要作用。 由表 3 可知： 该白酒糟中所含的

矿物质种类齐全， 且含量均符合国标中对饲料营养成

分的要求。

2.3 维生素测定结果

维生素是动物机体正常生长、 繁殖、 生产及维持

自身健康所需的微量有机物质， 动物本身不能合成或者

合成数量不能满足自身需要时需要及时从饲料中添加。

维生素 B1 在调节神经系统， 促进能量的吸收利用等过

程中起作用。 维生素 B2 又称核黄素， 在生物体的组织

修复、 皮肤和被毛的维持方面发挥作用。 经检测， 该白

酒糟中维生素 B1 的量为 15mg/kg， 维生素 B2 的含量为

1.8mg/kg。 尽管含量较少， 但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4 氨基酸检测结果

2.4.1 氨基酸组成分析

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是判断饲料原料营养价值的

重要指标， 本试验通过对陇南金徽酒业白酒糟氨基酸

种类及含量进行分析测定， 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 共检测出 12 种氨基酸， 其中必须氨

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值为 69.14%， 必需氨基酸和非必

需氨基酸氨基酸的比值为 2.24。 该白酒糟所含氨基酸

中亮氨酸含量最高， 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14.96%， 其次

为络氨酸、 缬氨酸、 异亮氨酸、 苯丙氨酸和精氨酸。

此类氨基酸对动物骨骼的生长发育， 营养物质的消化

吸收， 免疫力的增强等均有重要作用。

2.4.2 白酒糟氨基酸组成营养价值评价

8 种必需氨基酸含量的高低和构成比例是评价蛋

白质营养价值的依据。 以 FAO/WHO 联合推荐的 EAA
模式和鸡蛋氨基酸模式为参比， 评价饲料原料蛋白的

营养价值是目前较常用的方法。 由表 5 可知： 该白酒

糟的必需氨基酸评分 （AAS） 最低为 0.173； 化学评分

（CS） 最低为 0.11。 必需氨基酸指数愈大， 则表明营养

价值愈高， 该白酒糟中的必需氨基酸指数 （EAAI） 为

28， 相对较高， 说明该白酒糟的营养价值较高。

3 结论

本文研究了金徽酒业白酒糟中的基本营养成 分，

结果表明： 该白酒糟中营养成分比较齐全， 与葡萄渣、

甜菜渣和小麦秸秆等饲料原料相比， 蛋白质、 脂类、 纤

维素和维生素等含量均相对较高。 此外还含有丰富的氨

基酸组分， 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值为 64.99%，

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氨基酸的比值为 2.24， 尤其

是亮氨酸含量最高， 占总氨基酸含量的 14.96%。 综合

分析该白酒糟的营养水平， 该白酒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 适合以此为原料开发动物饲料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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