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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蒜 素 及 其 在 畜 牧 生 产 中 的 应 用

作者:李长强 高士争 期号：2006年第2期  

   

    大蒜(Allium satizrum)属于百合科，为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大蒜素（allicin）的有效成分为大蒜油，是大蒜中大
蒜辣素、大蒜新素及多种烯丙醛硫醚化合物等主要成分的总称。大蒜素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饲养业，可增强动物抗病力、提
高免疫力，改善饲料风味，促进动物生长发育，提高动物的肉、蛋产量，提高饲料报酬，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大蒜素以其作
用广泛，效果显著，无残留，无抗药性，无致变、致畸、致癌性，低成本等优点备受养殖户和饲料厂家的青睐，成为广受欢
迎的新型饲料添加剂。 
1 大蒜及合成大蒜素的理化基础 
1.1 大蒜的营养特点    
    大蒜富含营养物质、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100g鲜蒜含水70g、蛋白质4．4g、脂肪0．2g、碳水化合物23g、粗纤维
0.7g、灰分1．3g；钙5mg、磷44mg、铁0．4g、VB 0．24g、烟酸0．9g、VC 3mg；大蒜油0．2g等[1]。 
1.2 大蒜素的化学组成 
    天然的大蒜中含有挥发油，天然大蒜油含丙基二硫化丙烯(约60％)、二硫化二丙烯(23％～39％)、三硫化二丙烯(13％
～19％)、硫化二丙烯、甲基硫化丙烯、甲基二硫化丙烯、二硫化二丙烷(4％～5％)等挥发性含硫化合物，总含硫量约为
35％～45％。每吨干蒜球中约含精油l～2kg。 
合成的大蒜素是多种烯丙基有机硫化物复合体，主要成分为三硫化二丙烯(50％～80％)、二硫化二丙烯(20％～50％)以及
8％杂质(如丙酮、乙醇等)。    
1.3 大蒜素的理化性质 
    大蒜素具有强烈的刺激味和蒜特有的辛辣味；不耐热，当温度高于80℃时，易发生分解反应；对碱不稳定，但对酸较稳
定，常温下在酸性(尤其是pH值为5～7)条件下稳定性较好；长期暴露于空气中，则紫外线可诱发其分解；大蒜素难溶于水，
但能与乙醚、乙醇等有机溶剂互溶，而且在无水乙醚、95％乙醇中稳定性很好。 
２ 大蒜素的处理方法及利用 
    据生物化学分析证明，新鲜的大蒜中并不含有大蒜素，而含有它的前体——蒜氨酸，蒜氨酸以稳定、无臭的形式存在于
大蒜中。大蒜中有一种蒜酶存在，大蒜经切片或破碎，蒜酶活化，催化蒜氨酸形成大蒜素，大蒜素进一步分解成具有强烈臭
味的硫化物。    
大蒜的脱臭是大蒜素应用的重要步骤之一，经过脱臭处理后的大蒜素制品才具有实用价值。由于未处理的大蒜素性质极不稳
定，大蒜的脱臭比较容易，但既要脱臭又要尽可能多的保留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大蒜素等生物活性物质是比较困难的，
目前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借鉴。   
2.1 酸性溶液浸泡法 
    酸浸泡法是抑酶法的代表。据资料介绍，其抑酶机理是半胱氨酸与蒜酶的活性辅基磷酸吡哆醛相结合生成稳定的化合
物，半胱氨酸和铜离子分别对大蒜素和SOD有保护作用[2]，不会造成大蒜素损失。     
2.2 低温保持法 
    大蒜素在0℃，pH值3～5条件下或者干燥环境中比较稳定。如果在处理大蒜的全过程中始终保持低温就能保证冻干之前
大蒜素的高含量，而冻干蒜粉的低水分能保证贮存过程中的大蒜素含量，即使食用后胃液环境酸性很强，也能确保大蒜素不
分解为有蒜臭味的二丙烯基二硫化物、二丙烯基三硫化物，从而达到脱臭又不失大蒜素功能的目的。   
2.3 化学脱臭法 
    将去皮的大蒜在30℃饱和碳酸溶液中浸泡8～10d，再在同样温度的醋酸溶液中浸泡10～20d；或将大蒜在2％富马酸溶
液中浸泡20～25h，便可脱臭，再进行破碎、榨汁，即为脱臭大蒜液。 
大蒜经提取后得到大蒜精油和大蒜渣液，大蒜精油可直接加入载体，同时辅以适合辅料，干燥粉碎后，包装获得饲用大蒜素
添加剂产品。大蒜渣液经分离过滤，控温干燥后，加入定量的载体和适合辅料，混合后粉碎过筛，包装获得饲用大蒜渣添加
剂。 
当前饲料工业中使用的大蒜素一般是人工合成的大蒜油为原料的预混料(大蒜油吸附在一定的载体上形成的预混料)，呈白色
流动性的细小粉末。有效成分纯度高，其药效优于其它方式制成的大蒜素。在饲料中的添加量为50～100mg/kg。使用方便，
价格低廉。 
３ 大蒜素饲料添加剂的特点 
３.1 应用范围广 
    大蒜素的抗菌谱较广。大蒜素中的有效成分二烯丙基三硫醚对多种葡萄球菌、巴氏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绿脓杆
菌、爱德华氏菌等病原微生物都有较强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能有效地防治多种常见的传染病，促进动物健康生长。大蒜素可
在牛、猪、肉鸡、蛋鸡、鸭以及鱼类和一些特种经济养殖动物中使用，且在动物的各生长阶段也均可使用，应用范围很广。 
3.2 价格低廉 
    大蒜素的使用剂量较低，一般50～100mg/kg就有较好的作用效果。其价格也较为低廉，是一些进口促生长类添加剂价
格的几十分之一，适合大范围应用。 
3.3 无使用禁忌 
    大蒜素可与其它添加剂(包括多种抗生素)配伍使用，不会产生拮抗作用。大蒜素也没有停药限制，在畜禽产品上市前也
可使用。 
3.4 安全性高 
    目前研究表明，大蒜素在动物体内基本无积蓄作用。大蒜素的残留极低，常规在肌肉和内脏中均未检出大蒜素的含量，
不会对人类和动物造成危害；大蒜素也不会致中毒、致癌和致畸形，因此，是一种安全性较高的添加剂。 
3.5 不产生耐药性 
    使用抗生素较容易产生耐药性，且作用效果逐渐降低，一段时间后需换用其它药物。大蒜素是天然的抗菌物质，一般不
会产生耐药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动物体内和野外菌株中发现对大蒜素有耐药性的菌株，因此，大蒜素可在较长时间内
使用。 
4 大蒜素的作用机理 
4.1 诱食助消化作用     



 

 

 

 

    大蒜素可明显改善家禽饲料的适口性，使之产生食欲，避免挑食行为，从而提高采食量；另外，大蒜素能促进胃肠蠕
动，调节体内酶的分泌，从而提高增重和饲料利用率。这种强烈的诱食效果在鱼类和禽类中十分明显。 
4.2 抗菌作用     
    大蒜素分子中的活性基团是硫醚基(S-O-S)，其中的氧原子与细菌生长繁殖所必需的半胱氨酸分子中的硫基相结合，从
而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因而大蒜素对多种致病菌，如大肠杆菌、葡萄球菌、痢疾球菌、肺炎球菌、炭疽杆菌、霍乱弧
菌、白喉杆菌等有明显的抑制和杀灭作用。大蒜素还对多种真菌有抑制和杀灭作用。 
4.3 提高机体免疫力 
    大蒜素能抑制巨噬细胞产生一氧化氮，从而对T淋巴细胞激活有促进作用；大蒜素还能明显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及T淋巴
细胞酸性α-醋酸萘酯(ANAE)阳性率的作用，使中枢淋巴器官和外周淋巴器官增殖，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另一方面，抗体与外
毒素特异性结合，使其不产生毒性作用，显著增强体液免疫功能。大蒜素还可激活单核细胞的分泌水平，促使溶菌酶大量释
放，从而水解细胞壁中的粘多肽使细菌死亡，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4.4 改善饲养环境 
    大蒜素在酶的作用下可变成大蒜辣素，以尿的形式排出，能够阻止成蝇在家禽粪便中的繁殖，抑制蝇蛆的生长，改善禽
舍内外环境。   
4．5 改善家禽产品品质     
    大蒜素能增加鸡肉、鸡蛋中的香味成分。据报道，鸡肉、鸡蛋香味成分主要是靠C、H、-S(O)-基团，而大蒜素的硫醚
化合物中含有这一结构，因而在鸡饲料中添加大蒜素能生产出鲜美的风味蛋和鸡肉。另外，有关研究表明，大蒜素还能降低
禽产品中胆固醇的含量。 
5 在畜牧生产中的应用 
5.1 在养鸡中的应用 
5.1.1 在肉鸡中的应用 
    贾卫斌（1997）在肉鸡日粮中添加100mg/kg合成大蒜素，在鸡的成活率及增重效果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但有效地降
低了饲料系数，平均单鸡耗料比对照组降低63％，提高饲料报酬21.72％，差异显著(P＜0.05）。经核算，平均单鸡可增收
1．23元，经济效益显著[3]。郑诚等(1998)试验表明，饲料中添加大蒜素使肉仔鸡增重提高8．7％，耗料降低5％[4]。何
瑞国、严思霓（1997）在肉鸡日粮中添加大蒜素对肉鸡生长影响的试验，进一步得出结论：日粮中添加大蒜素能促进肉鸡的
生长，提高饲料转化率和存活率，尤其以添加100mg/kg为佳，添加50mg/kg时，不需要添加痢特灵[5]。 
5.1.2 在蛋鸡中的应用 
    汪丽等（2002）试验研究表明：①大蒜素能刺激蛋鸡的食欲，提高蛋鸡的采食量，提高蛋鸡的产蛋性能和经济效益；②
大蒜素在蛋鸡日粮中的添加量以40mg/kg(大蒜素含量为40％)较为理想，可提高采食量7.64％，提高产蛋率11.15％，降低
料蛋比5.94％[6]。王晓霞（2001）报道，大蒜素可以提高产蛋鸡采食量，从而缓解了产蛋鸡因为热应激造成的采食量下降
[7]。傅同禄等(1990)对11月龄蛋鸡试验表明，日粮添加2％的大蒜渣，产蛋率提高9.8％[8]。 
5.2 在养猪生产上的应用 
    张淑会等（2004）试验研究表明，在杜长大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大蒜素可使平均日增重提高16.54%，饲料转化率提高
13%左右[9]。广东三保养猪公司对15～24d的断奶仔猪进行试验时发现，添加100mg/kg大蒜素日采食量提高8.8g/（d·
头），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6.97%，料肉比降低4.89%[10]。在生长育肥猪日粮中添加大蒜素可显著提高其采食量和日增重
[11]。 
5.3 在养兔中的应用 
    试验证明，肉兔食用大蒜素粉，抗病能力增加，死亡率降低，对粗纤维的消化率明显提高，提高了日增重，料肉比降
低，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2]。徐华军等在家兔日粮中添加大蒜素的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日增重较对照组平均提高12％ ，
料肉比平均下降10％ 。并可减少发病，降低死亡率，并具有抗菌、消炎、驱虫、解毒、健胃等功效[13]。 
5.4 在水产养殖上的应用 
5.4.1 在鱼类养殖中的应用   
    曾虹等在罗非鱼饲料中添加大蒜素50mg/kg进行试验，结果能提高日增重，成活率增加2％以上，试验组饲料转化率提
高11％，饲料生物学综合评定值为112，比对照组提高12％，并证实大蒜素具有强烈的诱食作用[14]。在鲤鱼饵料中加
11mg/kg合成大蒜素，可提高鲤鱼成活率2.5％；提高鲤鱼增重率14.3％，差异显著(P<0.05)；提高饲料转化率5.5％，可
节约饲料费用4.7％[3]。向枭等在淡水白鲳饲料中分别添加25、50、75、100mg/kg的大蒜素进行试验，结果试验组淡水白
鲳鱼体的粗蛋白含量比对照组分别提高了3．82％、6．00％、17．67％和18．38％；粗脂肪含量则较对照组分别降低了5．
74％、3．95％、2．63％和1．24％，淡水白鲳鱼体肌肉的品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5]。日本专家在虹鳟、真鲷、牙鲆等鱼
饲料中添加50mg/kg的大蒜素粉，经长期不间断投喂可使成鱼的肉质细腻、紧密，肉味鲜美。在此条件下停食3周，鱼体肌肉
的强度为对照组的1．2倍，停食6周，则肌肉的强度增加1．5倍，且试验鱼的肌肉纤维粗度为对照组的50％，鱼体的脂肪比
例大约下降1．8％[16]。 
5.4.2 在甲鱼养殖中的应用 
    贾卫斌等在甲鱼饲料中分别添加大蒜素50mg/kg和100mg/kg进行试验，结果试验组的成活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2．44％
和2．96％；增重率也分别提高26．97％和45．35％；饲料转化率提高15．18％和17．37％，差异极显著(P<0．01)。而且
平均单鳖收益比对照组分别增加了12．80元和21．44元，经济效益显著[3]。 
5.4.3 在对虾养殖中的应用 
    唐雪蓉等认为大蒜素与硫胺素的化合物有抑制硫胺素酶的作用，可明显增强对虾的抗病能力，大大降低其死亡率。试验
结果表明，4个试验组的成活率比对照组分别提高了8．13％、2．09％、7．5％、14．59％，其中剂量为100mg/kg效果最明
显。此外，有试验证实，饵料中添加1％的大蒜素可防治对虾的红腿病[17]。 
5.4.4 在牛蛙养殖中的应用     
    胡石亮等（2000）在牛蛙饲料中添加大蒜素的结果表明：试验组平均日增重提高了15．2％，而平均饲料系数降低了
20．6％，并对防治牛蛙肠胃炎有比较理想的效果[18]。 
6 大蒜素的应用前景及存在的问题 
    抗生素在畜禽饲料中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超标使用，会引起各种病原微生物产生抗药性，并在畜禽产品中残留，严重影
响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性，严重影响我国畜禽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品出口。大蒜素是一种多功能绿色天然饲料添加剂，安全
无残留，不易产生抗药性，对人和动物不会产生致畸、致癌、致突变的“三致现象”。正确使用完全可以替代抗生素应用于
畜牧业。大蒜素的无污染和安全性高的优点，在生产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但在目前的使用中还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6.1 稳定性问题 
    大蒜素的性能极不稳定，在外界条件的影响下大蒜素的颜色易加深，变得粘稠、生物学功能和饲用效果降低。影响大蒜
素稳定的因素有：①pH值的影响。大蒜素在pH值5～7的环境中较稳定，而碱性条件下会加速大蒜素的水解反应，引起大蒜素
分子中三硫键断裂，最后生成二烯丙基二硫化合物和二氧化硫，影响作用效果。大蒜素应在中性或偏酸条件下保存。②温度
的影响。在不同温度范围内，随保存时间延长，大蒜素含量均呈下降趋势。据试验介绍，在80℃时，l5min后，大蒜素残存
率为81．69％；当温度高于80℃时，大蒜素的破坏速度大大加快[19]。因此，大蒜素应低温密封保存。在生产中应用有限，
为更好地应用大蒜素，需对其稳定性进行深入的研究。 
6.2 改善畜禽产品品质的问题 
    大蒜素改善畜产品品质的作用机理不十分清楚，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大蒜素能提高畜产品风味。由于大蒜油对皮肤和
粘膜有刺激性，长期超剂量(如200mg/kg以上)使用很可能对小肠粘膜造成损伤，使之充血。也有报道，长期饲喂蒜产品会引
起肉、蛋、奶带有蒜臭味。引起香味或臭味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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