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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研究中药复方对处于热应激状态中的肉牛育肥性能&生理指标及血清激素水平和酶活性的影响!选择

")

头月龄相近&体型结构相似&体质量
*&&+

,

左右的健康西门塔尔与本地黄牛杂交的二代公牛!采用单因子完全

随机试验设计!将
")

头牛随机分为
*

个组!

"

个对照组和
#

个处理组!每组
'

个重复!每个重复
"

头牛'对照组饲

喂基础日粮!

#

个处理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上给每头牛日喂
&$#+

,

复方
!

和复方
"

"由藿香&苍术&黄柏和石膏等中

药按不同比例组成#'试验以三峡库区夏季湿热环境为热应激源!时间为
#&&-

年
(

月
"

日到
-

月
)

日!其中预饲期

为
"&.

!正式期为
/-.

'结果表明!试验期试验牛饲养环境温湿指数平均为
)%$&"

!试验牛处于中度热应激状态!且

遭受(湿偏重型)湿热证%

#

种复方均能改善肉牛育肥性能!降低肉牛呼吸频率和平均体温!具有抗热应激功效%

#

种

复方均能降低肉牛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醛固酮&皮质醇和胰高血糖素水平!提高血清生长激素&血清胰岛素&促

甲状腺激素&三碘甲腺原氨酸&四碘甲腺原氨酸和瘦素水平%

#

种复方均能提高血清碱性磷酸酶和
#

!

淀粉酶的活性!

降低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乳酸脱氢酶和肌酸激酶的活性%复方
!

对试验牛的作用效果优于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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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而环

境温度是影响动物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过高或过

低的环境温度都会使动物机体产生应激!进而影响

生产性能!甚至致病'当前!随着动物生产集约化程

度的提高及对动物福利认识的加深!热应激问题引

起从业者的高度重视'但是!研究重点往往集中于

鸡&猪&兔&奶牛等对热应激比较敏感的动物上!而对

肉牛&肉羊等动物研究较少*

"

+

'实际上!肉牛!尤其是

品种优良的肉牛!在夏季也易遭受热应激*

#

+

'据统

计!热应激每年导致美国畜牧业经济损失为
"'$-

%

#*$'

亿美元!其中肉牛业占
*$(

亿美元*

"

+

'因此!

控制好热应激对肉牛养殖非常必要'目前!国外多

采用降低牛只进食量&增加饲喂次数&改变饲料供应

次序&降低日粮能量水平等饲喂方法及降低牛只密

度&遮阳&喷淋"雾#&吹风等管理手段来降低热应激

的危害!但是!这些措施或影响肉牛育肥性能!或增

加饲养员劳动强度!或提高牛舍建设成本!在生产中

应用有一定局限*

*

+

%而国内相关研究几乎空白'中

药是取于自然并保持其自然结构和生物活性的天然

药物!兼有营养物质与药物的双重作用!能全面调整

机体生理功能!已被广泛应用于鸡&猪&奶牛的热应

激防治中*

%

+

'中药种类繁多!所含成分复杂多样!不

同性味药物组成的复方具有多种功效'因此!本研

究以三峡库区夏季湿热环境为热应激源!以由藿香&

苍术&黄柏和石膏等中药组成的
#

种复方为抗热应

激剂!用以饲喂肉牛!通过对育肥性能&生理指标及

血清激素水平和酶活性的考察!评估这
#

种复方抗

热应激的效果!试图阐明其作用机理!筛选出较优的

复方制剂!为肉牛生产和科研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将藿香"

A&'=$!

0

$5#$",(5

#&苍术"

/,(B+2$

!#'$"#

9

D+E(5

#&黄柏"

1+'#&FG,&DD+E&)E'(

#和石膏

"

H

93

542?(='+54)2

#等中药经
#$/;;

筛粉碎!分

别按不同比例配制成复方
!

和复方
"

'

#

种复方的

区别在于石膏的用量!复方
"

石膏用量为复方
!

的

#

倍'

#'!

!

试验动物及其饲养管理

选择
")

头月龄相近&体型结构相似&体质量

*&&+

,

左右的健康西门塔尔与本地黄牛杂交的二

代公牛'试验牛采用对头式栓系舍饲方式!日喂
#

次"

&'

$

&&

和
")

$

&&

#!每次投料少量多添!每次投料

时间不得少于
&$/B

'玉米粉限量饲喂!啤酒糟和

皇竹草自由采食!准确记录进食量!喂料
&$/B

后饮

水'每天中午用冷水刷拭牛体
"

次!保持圈舍清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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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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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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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

年
(

月
"

日到
-

月
)

日在重庆市

丰都县某肉牛育肥场进行'其中!预饲期为
"&.

!正

式期为
/-.

'

#'$

!

基础日粮

根据牛场生产实际!试验牛基础日粮由玉米&啤

酒糟&皇竹草和预混料组成!前三者的营养成分含量

见表
"

'玉米磨碎!颗粒大小约为
&$"/

%

&$#/E;

!每

头肉牛日喂
"$/+

,

%预混料拌入玉米粉中饲喂!每头

肉牛日喂
&$&'+

,

"每千克预混料中含
[1(&&&&&

\M

!

[3

*

"#&&&&\M

!

[:/&&&&&&\M

!铁
"(/&;

,

!

铜
"'&&;

,

!锌
"&&&&;

,

!锰
*/&&;

,

!硒
%#;

,

!

碘
)%;

,

#%新鲜啤酒糟自由采食%青刈皇竹草细切!

长度约为
"

%

#E;

!自由采食'对照,中国肉牛饲养

标准-"

H]

.

7)"/̂ #&&%

#!试验牛再同时进食
/+

,

啤酒糟及皇竹草即可满足体质量
*&&+

,

的生长育

肥牛每日维持营养需要量'

表
#

!

玉米"啤酒糟"皇竹草的营养成分$干物质基础%

"

J9F:*#J/*+/*=0+9:+-=

7

-20,0-12-)+-61

&

F6*H*6K2

?

69012914/

@

F604

?

091,19

7

0*6

$

L3F9202

%

"

_

项目
\TJ;

干物质
3`

有机物
N`

蛋白质
6R

粗纤维
6O

粗脂肪
::

钙
6<

磷
R

玉米
6F9@ -"$%& -)$(& '$"( "$*# /$&# &$*& &$&(

啤酒糟
89J?J9aA

,

9<=@A "#$-) -/$#/ #($#' '$-" %$/" &$'/ &$##

皇竹草
Q

P

W9=.

,

=<@T@<

D

=J9 "*$'& -&$#& ")$&- *"$// #$%* &$"( &$&#

&均为实测值

&

1>><9J;J<AC9J.U<>CJA

#'M

!

试验设计

采用单因子完全随机试验设计!将
")

头牛随机

分为
*

个组!

"

个对照组和
#

个处理组!每组
'

个重

复!每个重复
"

头牛'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

#

个处

理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上添加复方
!

和复方
"

'

#

种

复方日饲喂量均为每头牛
&$#+

,

!日喂
#

次!每次拌

入玉米粉中饲喂'

#'%

!

指标测定

"$'$"

!

试验期试验牛饲养环境参数
!!

试验牛饲

养环境参数主要包括环境温度"

7J;

D

J9<TC9J

!

7

#&

相对湿度 "

YJ><T=UJBC;=.=T

P

!

YQ

#和温湿指数

"

7J;

D

J9<TC9JBC;=.=T

P

=@.JX

!

7Q\

#'在牛舍中部

"$/;

高处挂置多频道无线温湿度计"

:̀ Y)"#

QIH

!

N9J

,

F@ 0E=J@T=S=E

!

\@E$RF9T><@.

!

N9J

,

F@

M01

#主装置!每日
&#

$

&&

&

&)

$

&&

&

""

$

&&

&

"%

$

&&

&

#&

$

&&

测定舍内温度和相对湿度'温湿指数计算公式为$

7Q\b&$)"

"

7c

"

&$--

"

7!"%$*

#

"

YQ

.

"&&c

%'d*

*

/

+

'

"$'$#

!

试验期试验牛育肥性能
!!

通过测定试验

牛体尺&体质量&进食量等指标来评估其育肥性能'

体尺指标主要包括体高&体斜长&体直长&胸围&胸宽

和管围!分别在正式期开始和结束时测量!两者相减

即为增长量*

'

+

'在正式期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在晨饲

前给试验牛称重!两者相减即为增加体质量!再计算

日增体质量'在正式期开始至结束每天记录每头牛

对新鲜啤酒糟和青刈皇竹草的进食量!再分别计算

日进食量'

"$'$*

!

试验期试验牛生理指标
!!

正式期每
*.

测定
"

次试验牛呼吸频率&直肠温度和皮肤温度!测

定时间为
&-

$

*&!"&

$

&&

和
"'

$

*&!"(

$

&&

'观察牛安

静时的胸廓和腹部运动!秒表计时!计数器计数!连

续测定
"&;=@

!计算呼吸频率*

#

+

'直肠温度"

YJET<>

TJ;

D

J9<TC9J

!

79

#用兽用体温计测量'测量前先将

水银柱甩至
*/e

以下!用酒精棉球擦拭消毒!必要

时涂以润滑油!慢慢地斜插入牛肛门内
"&E;

!保持

/;=@

后取出读数*

#

+

'采用非接触式红外线测温仪

测前背&后背&前腹&后腹&前肢肘部和前肢管部外侧

的皮肤温度"测试前需剔除被毛#!每点稳定时间不

少于
'A

!计算平均皮肤温度"

J̀<@A+=@TJ;

D

J9<!

TC9J

!

;7A

#!计算公式为$

;7Ab&$#/7"c&$#/7#

c&$*#7*c&$")7%

!式中!

7"

&

7#

&

7*

和
7%

分别

是指前背和后背的平均皮肤温度&前腹和后腹的平

均皮肤温度&前肢肘部的皮肤温度和前肢管部外侧

的皮肤温度*

#

+

'平均体温"

J̀<@WF.

P

TJ;

D

J9<!

TC9J

!

;7W

#的计算公式为$

;7Wb&$)'79c&$"%

;7A

*

#

+

'

"$'$%

!

试验期试验牛血清激素水平和酶活性
!!

在正式期的
#-.

和
/).

晨饲前分别采集试验牛颈

#'#"



!

"&

期 王文娟等$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的影响$

!

$

育肥性能&生理指标及血清激素水平和酶活性

静脉血液
#& ;f

!室温斜置静放
"

%

#B

!

*&&&

9

/

;=@

^"低温离心
"/;=@

!得血清
^)&e

下保存待

测'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生长激素"

I9F?TB

BF9;F@J

!

IQ

#&胰岛素"

\@AC>=@

!

\H0

#&胰高血糖素

"

I>CE<

,

F@

!

IfM

#&瘦素"

fJ

D

T=@

!

f:R

#&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

1.9J@FEF9T=EFT9F

D

=EBF9;F9J

!

167Q

#&醛

固酮"

1>.FATJ9F@J

!

1f3

#&皮质醇"

6F9T=EFATJ9=F.

!

6NY

#&促甲状腺激素"

7B

P

9F=.AT=;C><T=@

,

BF9!

;F@J

!

70Q

#&三碘甲腺原氨酸"

79==F.FTB

P

9F@=@J

!

7*

#和四碘甲腺原氨酸"

7JT9<=F.FTB

P

9F@=@J

!

7%

#等

激素水平'使用贝克曼库尔特
0]H6QYNH62/

RYN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清酶活性!其中谷丙转氨

酶"

I>CT<;<TJ!

DP

9CU<TJT9<@A<;=@<AJ

!

IR7

#和谷草

转氨酶"

I>CT<;=E!FX<>F<EJT=ET9<@A<;=@<AJ

!

IN7

#

采用
\O66

速率法!乳酸脱氢酶"

f<ET<TJ.JB

P

.9F!

,

J@<AJ

!

f3Q

#采用乳酸基质速率法法!肌酸激酶

"

69J<T=@J+=@<AJ

!

65

#采用
3I56

速率法!碱性磷

酸酶"

1>+<>=@J

D

BFA

D

B<T<AJ

!

15R

#采用
0O86

速率

法!

#

!

淀粉酶"

#

!<;

P

><AJ

!

#

!1`]

#采用
I<>I#6HR

速率法'

#'&

!

统计分析

数据基本处理用
:XEJ>#&&*

软件进行!结果采

用
0R00""$/

软件中的
If̀

模块进行方差分析和

显著性检验!多重比较用
3C@E<@aA

方法'

!

!

结
!

果

!'#

!

试验期试验牛饲养环境参数

试验期试验牛饲养环境参数见图
"

和表
#

'由

图
"

可知!试验期牛舍内温度&相对湿度和温湿指数

最高分别为
*"$-(e

&

-($/)_

和
)-$"*

!最低分别

为
#)$"(e

&

)'$#&_

和
)&$)*

!表明试验牛处于高

温高湿饲养环境'由表
#

可知!试验期牛舍内温度

平均为
#-$(%e

!相对湿度平均为
-&$&#_

!温湿指

数平均为
)%$&"

'根据
0T!R=J99J

等*

"

+的划分依据!

试验期试验牛处于中度热应激饲养环境'

图
#

!

试验期试验牛饲养环境参数日变曲线

>0

?

'#

!

J/*4

@

19=0++<6C*2-),/*)**401

?

*1C06-1=*1,9:

7

9N

69=*,*62)-6,/**O

7

*60=*1,9:+9,,:*201,/**O

7

*60N

=*1,9:

7

*60-4

表
!

!

试验期试验牛饲养环境参数

J9F:*!

!

J/*)**401

?

*1C06-1=*1,9:

7

969=*,*62)-6,/**O

7

*60=*1,9:+9,,:*201,/**O

7

*60=*1,9:

7

*60-4

项目
\TJ;

温度.
e 7J;

D

J9<TC9J

相对湿度.
_YQ

温湿指数
7Q\

平均值
J̀<@ #-$(%g&$-( -&$&#g#$)# )%$&"g"$'#

标准误
0:̀ &$"* &$*' &$#"

!'!

!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育肥性能的影响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育肥性能的影响见表
*

'

由表
*

可知!

*

组试验牛对新鲜啤酒糟和青刈皇竹

草的进食量差异极显著"

G

#

&d&"

#%除体斜长增长

量外!复方
!

组试验牛体高&体直长&胸围&胸宽和管

围等增长量均显著"

G

#

&d&/

#高于对照组%

*

组试验

牛初始质量和末体质量差异均不显著"

G

$

&d&/

#!

但对照组试验牛体增质量及日增体质量极显著"

G

#

&d&"

#低于其他
#

组'需要说明的是!对照,中国

肉牛饲养标准-"

H]

.

7)"/!#&&%

#!对照组试验牛对

啤酒糟和皇竹草的进食量已达到体质量
*&&+

,

的

生长育肥牛日增体质量
&$(+

,

所需的每日营养需

要量'

!'I

!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生理指标的影响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生理指标的影响见表
%

'

由表
%

可知!对照组试验牛呼吸频率显著"

G

#

&d&/

#高于其他
#

组%

*

组试验牛前背&后背&前腹&

后腹&前肢肘部&前肢管部外侧等皮肤温度及平均皮

肤温度差异不显著"

G

$

&d&/

#%对照组试验牛直肠

温度极显著"

G

#

&d&"

#高于其他
#

组%复方
!

组试

验牛平均体温极显著"

G

#

&d&"

#低于对照组'

!'$

!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血清激素水平的影响

*'#"



畜
!

牧
!

兽
!

医
!

学
!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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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育肥性能的影响

J9F:*I

!

())*+,-)./01*2*3*40+01*

7

6*2+60

7

,0-1-1)0102/01

?7

*6)-6=91+*-)F**)+9,,:*012<==*6

项目
\TJ;

对照组
6F@T9F>

,

9FC

D

复方
!

组
R9JAE9=

D

T=F@

!,

9FC

D

复方
"

组
R9JAE9=

D

T=F@

",

9FC

D

0:̀

进食量."

+

,

/

.

^"

#

\@T<+J

啤酒糟
89J?J9aA

,

9<=@A

-$%(*g"$"&/

6

-$-("g&$#%'

1

-$(''g&$)%%

8

&$&#(

皇竹草
Q

P

W9=.

,

=<@T@<

D

=J9 ($--%g#$)'/

6

-$'*#g#$'%-

1

)$//(g#$%&/

8

&$&)(

体尺增长量.
E;\@E9J<AJ.

Z

C<@T=T

P

FSWF.

P

A=VJ

体高
QJ=

,

BT #$'g"$*

W

%$/g"$)

<

#$-g"$%

W

&$(

体斜长
0>F

D

J>J@

,

TB /$&g#$" /$'g#$& /$*g#$# &$(

体直长
0T9<=

,

BT>J@

,

TB /$&g#$"

W

'$'g#$*

<

/$/g#$(

<W

"$&

胸围
6BJATE=9EC;SJ9J@EJ

""$)g#$*

W

"*$'g#$)

<

""$*g#$&

W

&$)

胸宽
6BJAT?=.TB *$%g"$"

W

*$)g&$-

<

*$*g"$#

W

&$/

管围
6<@@F@E=9EC;SJ9J@EJ

"$(g&$'

W

#$&g&$*

<

"$)g&$%

<W

&$"

体质量.
+

,

8F.

P

?J=

,

BT

初始体质量.
+

,

\@=T=<>?J=

,

BT #)'$)g*($% #)/$%g*&$- #)'$/g#&$) ($&

末体质量.
+

,

O=@<>?J=

,

BT **-$/g%%$* */-$(g#/$- */"$*g#*$# ($)

体增质量.
+

,

I<=@=@?J=

,

BT

/#$'g"&$'

W8

(%$*g)$#

<1

'%$)g/$(

<18

*$&

日增体质量."

,

/

.

^"

#

1UJ9<

,

J.<=>

P,

<=@

)-#$"g")&$"

W8

"#/-$)g"*-$&

<1

"&-)$#g-($&

<18

/&$-

同行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者差异显著"

G

#

&d&/

#!不同大写字母者差异极显著"

G

#

&d&"

#!无字母者或字母相同者差异不显著

"

G

$

&d&/

#'下同

J̀<@A=@<9F??=TB.=SSJ9J@T>JTTJ9A<9J.=SSJ9J@T

!

TBJ.=SSJ9J@TE<

D

=T<>>JTTJ9A;J<@G

#

&d&"

!

TBJ.=SSJ9J@TA;<>>>JTTJ9A;J<@

G

#

&d&/$1@.TBJ9J=A@F.=SSJ9J@EJ

"

G

$

&d&/

#

SF9;J<@A=@<9F??=TBFCT>JTTJ9F9?=TBTBJA<;J>JTTJ9$7BJA<;J<AWJ>F?

表
$

!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生理指标的影响

J9F:*$

!

())*+,-)./01*2*3*40+01*

7

6*2+60

7

,0-1-1

7

/

@

20-:-

?

0+9:

7

969=*,*62-)F**)+9,,:*012<==*6

项目
\TJ;

对照组
6F@T9F>

,

9FC

D

复方
!

组
R9JAE9=

D

T=F@

!,

9FC

D

复方
"

组
R9JAE9=

D

T=F@

",

9FC

D

0:̀

呼吸频率."

HC;WJ9A

/

;=@

"̂

#

89J<TB=@

,

S9J

Z

CJ@E

P

'-$(g#"$)

<

'*$)g"-$'

W

'%$%g"($#

W

"$"

皮肤温度.
e 7A

前背
7J9

,

<>SF9JA=.J *)$"g#$' *($)g#$/ *)$&g#$' &$"

后背
7J9

,

<>W<E+A=.J *)$"g#$) *($)g#$' *)$&g#$' &$"

前腹
[J@T9<>SF9JA=.J *($/g#$# *($*g#$" *($'g#$" &$"

后腹
[J@T9<>W<E+A=.J *)$%g"$- *)$"g"$) *)$%g"$- &$"

前肢肘部
6CW=TCAFSSF9J>=;W *($"g#$% *'$'g#$% *'$-g#$% &$"

前肢管部外侧
NCTJ9E<@@F@FSSF9J>=;W *'$*g#$/ *'$#g#$* *'$/g#$* &$"

平均值
;7A *($%g#$* *($"g#$* *($%g#$* &$"

直肠温度.
e 79

*-$"g&$*

<1

*-$&g&$*

W8

*-$&g&$*

W8

&$&

平均体温.
e ;7W *)$-g&$/

<1

*)$(g&$%

W8

*)$)g&$%

<W18

&$&

!!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血清激素水平的影响见表

/

'由表
/

可知!

*

组试验牛血清胰高血糖素和三碘

甲腺原氨酸水平存在显著"

G

#

&d&/

#差异!而瘦素

和醛固酮水平差异不显著"

G

$

&d&/

#%复方
!

组试

验牛血清促甲状腺激素和四碘甲腺原氨酸水平分别

显著"

G

#

&d&/

#和极显著"

G

#

&d&"

#高于对照组!而

对照组试验牛血清胰岛素水平显著"

G

#

&d&/

#低于

其他
#

组%复方
!

组试验牛血清皮质醇和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水平显著"

G

#

&d&/

#低于其他
#

组!而生

长激素水平极显著"

G

#

&d&"

#高于其他
#

组'

!'M

!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血清酶活性的影响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血清酶活性的影响见表

%'#"



!

"&

期 王文娟等$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的影响$

!

$

育肥性能&生理指标及血清激素水平和酶活性

表
M

!

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血清激素水平的影响

J9F:*M

!

())*+,-)./01*2*3*40+01*

7

6*2+60

7

,0-1-12*6<=/-6=-1*:*C*:-)F**)+9,,:*012<==*6

项目
\TJ;

对照组
6F@T9F>

,

9FC

D

复方
!

组
R9JAE9=

D

T=F@

!,

9FC

D

复方
"

组
R9JAE9=

D

T=F@

",

9FC

D

0:̀

生长激素."

@

,

/

;f

^"

#

IQ &$#"g&$&*

W8

&$*-g&$&-

<1

&$*'g&$&)

W8

&d&/

胰岛素."

'

\M

/

;f

^"

#

\H0 "-$%(g*$-#

W

#*$%-g#$"'

<

#*$%&g#$(%

<

"$()

胰高血糖素."

D,

/

;f

^"

#

IfM ")"$(#g"#$(#

<

"'-$"'g""$)*

E

"(/$&#g"*$/%

W

/$&)

瘦素."

@

,

/

;f

^"

#

f:R

"$/"g&$") "$(/g&$/% "$'&g&$#- &$&-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D,

/

;f

^"

#

167Q "/$'#g*$)%

W

"&$"#g"$"-

<

"%$#&g#$&*

W

#$*%

醛固酮."

@

,

/

;f

^"

#

1f3

&$&*&&g&$&#*( &d&")&g&$&&-# &$&*&&g&d&"(- &$&&%-

皮质醇."

@

,

/

;f

^"

#

6NY -$#*g*$'"

W

'$&'g"$/%

<

)$%*g#$'*

W

"$&(

促甲状腺激素."

'

\M

/

;f

^"

#

70Q &$**g&$&'

W

&$%-g&d&/

<

&$*-g&$&(

<W

&$&*

三碘甲腺原氨酸."

@

,

/

;f

^"

#

7* /$'(g"$&"

E8

"&$**g"$('

<1

($#"g"$&)

W18

"$-/

四碘甲腺原氨酸."

@

,

/

;f

^"

#

7% #"($""g"'$&-

W8

#(/$#'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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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

*

组试验牛血清肌酸激酶活性差异

显著"

G

#

&d&/

#%对照组试验牛血清谷丙转氨酶&谷

草转氨酶和乳酸脱氢酶活性显著"

G

#

&d&/

#高于其

他
#

组!而碱性磷酸酶活性极显著"

G

#

&d&"

#低于

其他
#

组%复方
!

组试验牛血清谷草转氨酶与谷丙

转氨酶活性的比值和
#

!

淀粉酶活性显著"

G

#

&d&/

#

高于其他
#

组和对照组'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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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血清酶活性的影响

J9F:*%

!

())*+,-)./01*2*3*40+01*

7

6*2+60

7

,0-1-12*6<=*1D

@

=9,0+9+,0C0,

@

-)F**)+9,,:*012<==*6

项目
\TJ;

对照组
6F@T9F>

,

9FC

D

复方
!

组
R9JAE9=

D

T=F@

!,

9FC

D

复方
"

组
R9JAE9=

D

T=F@

",

9FC

D

0:̀

谷丙转氨酶."

M

/

f

^"

#

IR7 #-$&g/$#

<

#%$*g/$)

W

#/$%g/$/

W

"$)

谷草转氨酶."

M

/

f

^"

#

IN7 (#$#g#%$*

<

'%$*g##$/

W

''$&g"-$&

W

/$"

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
IN7

.

IR7 #$%'g&$'#

W

#$'"g&$%"

<

#$/'g&$'%

W

&$"%

乳酸脱氢酶."

M

/

f

^"

#

f3Q -)"$)g#)%$)

<

(-%$#g#(%$-

W

)'/$/g(/$(

W

"%$(

肌酸激酶."

M

/

f

^"

#

65 "*)$)g(*$(

<1

""($&g/#$%

E8

"*#$&g'#$"

W1

'*$/

碱性磷酸酶."

M

/

f

^"

#

15R )"$*g"-$*

W8

"&*$'g")$&

<1

--$/g""$'

<1

)$%

#

!

淀粉酶."

M

/

f

^"

#

#

!1`] **$)*g'$"/

W

*)$)&g($*'

<

*/$"(g%$'(

<W

"$)*

I

!

讨
!

论

I'#

!

试验期试验牛热应激程度划分

0T!R=J99J

等*

"

+报道!当饲养环境温湿指数大于

(#

时!牛只处于热应激状态!其中
(*

%

((

为轻度热

应激!

()

%

)-

为中度热应激!

-&

以上为高度热应激!

此时牛只生命受到威胁'本试验中!试验牛一直处

于中度热应激状态'同时!饲养环境温湿指数最高

为
)-$"*

!接近
-&

!此时试验牛已处于高度热应激状

态!生命受到威胁'

I'!

!

试验中药的复方机制

我国南方夏季气候多高温潮湿!即气候炎热!雨

水较多!具有湿热之性!故湿邪和热邪常相合为病!

形成湿热病邪*

%

+

'湿为阴邪!性重浊滞腻!与热邪相

和!蕴蒸不化!导致本病胶着难解!常缠绵难解'常

由口鼻或肌表入里!由卫气而及营血%由于脾为湿土

之脏!胃为水谷之海!致湿热致病常以脾胃为中心'

由于湿热病初起!常以邪遏卫气为主要表现!以恶寒

身重疼痛等湿偏重为主的卫分证%随后湿热证加重

后!脾胃功能受损!运化失常!湿邪停聚中焦!出现舌

苔厚腻&食欲减少等气分证!此时中气盛衰决定湿热

的转化'因此!湿热蕴蒸气分!以中焦脾胃病证为

主!且湿邪由蒙蔽于上!轻窍壅阻!则出现神志昏晕%

若湿邪下注小肠!蕴结膀胱则小便不利%若下注大

肠!则易出现便溏等*

(

+

'湿热郁阻中焦日久!若热偏

盛者可耗损阴津!湿偏盛者可损伤阳气!主要以气分

阶段为主'至于湿热病后期!湿热化燥化火深入营

血!可致血不循环而出血!肠道出血而便血!以至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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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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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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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随血脱而阳气衰亡%或者以阳气受损至肾阳虚衰而

水湿内停等*

(

+

'

由于湿热病证具有湿和热双重性质!在治疗上

须以湿热兼治!湿与热相和!且热在湿中!须以祛湿

以清热'动物感受湿热病邪之时或病证发展过程

中!由于机体自身机能的不同!出现湿偏重者!当以

祛湿为主!清热为辅%以热偏重者!当以清热为主!祛

湿为辅*

%

+

'根据三焦辨证!若病邪在上焦者!以宣通

肺气!使气机宣畅!气化则湿化%湿热之邪在中焦者!

以健运脾胃功能!疏运中焦!健脾以化湿%湿热之邪

在下焦者!治以渗下!即渗水利湿!使湿热二邪从二

便而出*

(

+

'根据湿热病证的不同特点!其治疗常用

方法有宣气化湿法&苦温燥湿法&苦寒燥湿清热法&

淡渗利湿法等*

)

+

'由于湿热证发展过程缓慢!在临

床中常兼见上&中&下焦之证!在治疗中应兼顾上&

中&下三焦!采用芳香化湿为主!配伍苦温燥湿和淡

渗利湿药物以兼治中&下焦*

(

+

'

本试验中!复方
!

和复方
"

均由藿香&苍术&黄

柏和石膏等中药组成!具有清热泻火&解表和中&燥

湿健脾的功效'方中!藿香味辛!性微温!具有芳香

化湿&和中止呕&发表解暑&醒脾理湿的功效%黄柏味

苦!性寒!入肾&膀胱经和大肠经!主泻下焦火!具有

清湿热&泻火毒&退虚热的功效!使湿热下泄!与藿香

共为方中主药'苍术味甘&苦!性温!归脾&肾&肝经!

能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明目!臣药%石膏为白虎!味

辛&甘!性大寒!生用清热泻火&除烦生津!除三焦大

热!解肌发汗!为佐使药'因此!复方
!

和复方
"

主

要祛中焦湿邪!健运中焦脾胃!使其运化水湿功能恢

复正常!进而达到湿去则热去目的!同时辅以黄柏清

解下焦湿热!使湿热从下焦而去!石膏清解气分实

热!共同达到祛湿清热功效'复方
"

石膏用量大于

复方
!

!偏重于高温气候!适用于治疗湿热证中的热偏

重型!以清热泻火为主%复方
!

针对湿热气候!苍术&藿

香为主!偏于治疗湿偏重型!以健脾化湿&祛湿为主'

本试验中!

#

种复方均能改善肉牛育肥性能!降低肉

牛呼吸频率和平均体温!具有抗热应激功效!但对于

试验牛所处的高温高湿饲养环境!即在试验牛遭受

(湿偏重型)湿热证时!复方
!

作用效果优于复方
"

'

I'I

!

试验中药复方的抗热应激机制

动物对热应激的生理性反应!首先是通过交感

神经兴奋!发挥神经调节作用!然后垂体0肾上腺髓

质系统兴奋!并通过腺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同时!交感神经系统兴

奋性加强!导致髓质儿茶酚胺类的分泌增多*

-

+

'儿

茶酚胺动员机体的脂肪&肝糖原和肌糖原!促进分解

代谢!同时抑制胰岛素的分泌!选择性的抑制肌肉对

糖原的摄取!同时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加!促进糖原分

解*

"&

+

'糖皮质激素的抗应激作用主要是通过减少

蛋白水解酶和前列腺素等产生影响!使能量运转以

糖代谢为中心&维持血压的允许作用!增强儿茶酚胺

对心血管的调节作用*

"&

+

'甲状腺的功能状态与机

体代谢产热以及热调节有关*

""

+

'四碘甲腺原氨酸

是甲状腺的主要分泌产物!相对无活性!经
/a

脱碘

酶作用转化成活性强的三碘甲腺原氨酸!具有加强

组织代谢!提高组织耗氧量和产热量!促进糖类吸

收&利用和糖原异生!加速脂肪分解!促进蛋白质合

成等作用*

"&

+

'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分泌受垂体分

泌的促甲状腺激素控制!其分泌过程与大脑皮层接

受外界冷热刺激有关*

""

+

'大量研究表明!在长期高

温处理情况下甲状腺分泌机能降低!且甲状腺体积

变小&萎缩*

"#

+

'本试验中!

#

种复方均能降低血清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醛固酮&皮质醇和胰高血糖素水

平!提高血清生长激素&血清胰岛素&促甲状腺激素&

三碘甲腺原氨酸和四碘甲腺原氨酸水平!表明中药

复方能较好地改善肉牛夏季热应激时的内分泌功

能!增强机体对湿热病证的调节机能'瘦素是一种

由脂肪组织分泌的激素!进入血液循环后会参与糖&

脂肪及能量代谢的调节*

"*

+

'目前!关于热应激对血

清瘦素水平的影响报道很少'本试验中!中药复方

能提高肉牛热应激期的血清瘦素水平'

热应激时!肉牛除以加快代谢"提高呼吸频率!

加快喘气#来促进散热外!还通过减少饲料进食量来

减少产热*

"%

+

'长期处于热应激的动物!需通过动用

体储备以提供能量对付热应激!导致机体各种生化

成分发生变化!尤其是血清酶活性反应敏感*

"#

+

'酶

是动物进行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对体内多种化学反

应起着重要的作用'血清酶绝大部分来自动物的各

种组织器官中!其活性高低与相应组织器官的代谢

水平和功能状态有关!而机体的调节和适应能力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组织器官的机能水平*

"/

+

'当

遭受热应激时!动物组织器官的机能发生变化!一部

分血清酶活性随之改变'肌酸激酶是一种器官特异

性酶!以骨骼肌含量最高!其功能是催化三磷酸腺苷

中的高能磷酸键转移到肌酸分子上!生成磷酸肌酸

而贮存能量*

"&

+

'当机体受到应激时!肌肉的能量供

应不足!导致其营养不良!因此!肌肉中的肌酸激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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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文娟等$中药复方对夏季肉牛的影响$

!

$

育肥性能&生理指标及血清激素水平和酶活性

从肌细胞中逸入血液!使血清肌酸激酶活性急剧升

高*

"'

+

'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是肝脏组织特异性

的酶!其在血清中的含量与肝脏细胞的完整性密切相

关*

"&

+

'当肝脏受损时!此酶即释放于血清中!使活性

升高*

"#

+

'乳酸脱氢酶是糖酵解过程中的关键酶!血

清中该酶活性升高与无氧酵解增强密切相关*

"&

+

'动

物在热应激时!首先要保证中枢神经系统&心脏等重

要器官的供氧!其他组织极可能在缺氧情况下采取无

氧酵解方式供能!这样既保证机体能量需要!又不过

度增加机体散热!但却导致三磷酸腺苷生成减少!动

物生产性能下降*

"'

+

'碱性磷酸酶主要来自骨骼!由

成骨细胞产生*

"&

+

'

N>W9=EB

和
<̀9TV

*

"(

+发现!热应激

时血清碱性磷酸酶活性降低!意味着肌肉组织三磷酸

腺苷分解减少'血清
#

!

淀粉酶来自胰腺和唾液腺的

分泌!肝脏受损可降低其在血清中的活性*

"&

+

'

$

!

结
!

论

$$#

!

试验期试验牛饲养环境温湿指数平均为

)%d&"

!试验牛处于中度热应激状态!且遭受(湿偏重

型)湿热证'

$$!

!

#

种复方均能改善肉牛育肥性能!降低肉牛呼

吸频率和平均体温!具有抗热应激功效'

$$I

!

#

种复方均能降低肉牛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醛固酮&皮质醇和胰高血糖素水平!提高血清生

长激素&血清胰岛素&促甲状腺激素&三碘甲腺原氨

酸&四碘甲腺原氨酸和瘦素水平'

$$$

!

#

种复方均能提高血清碱性磷酸酶和
#

!

淀粉

酶的活性!降低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乳酸

脱氢酶和肌酸激酶的活性'

$$M

!

总体而言!复方
!

对试验牛的作用效果优于复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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