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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160 只安卡红羽肉鸡随机分为4 组 , 分别添加不同剂量的喹�胺醇 , 测定试鸡血浆中总蛋白、白蛋白以及肌肉中 RNA、DNA 的含
量 ; 于28 日龄时进行消化代谢试验。结果表明 : �喹胺醇有促进肉鸡生长 , 增强蛋白同化的作用 , 有利于氮的利用 ; 在基础日粮中以添加
50 mg/ kg �喹胺醇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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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饲料添加剂�喹胺醇, 与卡巴氧( Carbadox) 、�喹乙醇

( Olaquindox) 、痢菌净( MAQO) 和�喹烯酮等同属喹�口恶啉类不同

侧链结构的衍生化合物, 该药具有喹�口恶啉类化合物的抗菌活

性和促生长作用, 其毒性远远低于同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喹�乙

醇等[ 1 ,2] 。据该药毒性试验和药效试验表明, 小白鼠 LD50 为

9 g/ kg , 肉仔鸡 LD50 为4 949 .94 mg/ kg 。它对大肠埃希氏菌、沙

门氏菌等有明显的抑菌效果, 对雏鸡白痢、仔猪黄痢的预防

效果高于喹�乙醇15 % ～20 % , 同时可明显提高仔猪增重与饲

料利用率 , 减少腹泻病的发生[ 3 - 6] 。利用 CPBS 法对喹�胺醇

潜在致癌性进行预测, 结果表明,θ= 0 .238 < 0 .30 , 可初步确

定喹�胺醇为非致癌物[ 7] 。因此笔者选取不同浓度喹�胺醇, 对

肉鸡促生长作用机理进行研究, 以便选出最佳饲喂浓度。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与试验材料 试验用鸡由甘肃省华垄鸡场购

入; �胺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药理实

验室提供, 纯度98 .8 % 。

1 .2  试验设计 采用单因子随机分组试验设计。设喹�胺醇

的不同添加水平4 个处理:0、50、75 、100 mg/ kg 。1 日龄安卡

红羽肉鸡160 只, 饲喂1 周后, 平均体重为( 133 .91 ±7 .62) g ,

随机分为4 组, 每组4 个重复, 每重复10 只, 公母各半, 经方

差检验 , 分组后体重差异不显著。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3 .1 饲养试验。试验期为56 d , 分为3 期,1～3 周龄、4 ～6

周龄、7～8 周龄。试验饲粮根据《安卡红羽肉鸡饲养管理手

册》营养推荐量配制各阶段玉米 - 豆粕型基础饲粮配方, 试

鸡经空白饲粮预饲6 d 后 , 从7 日龄开始喂添加抗生素的饲

料, 测定日增重、日采食量和饲料效率。

1 .3 .2  代谢试验。在28 日龄时进行6 d 消化代谢试验, 记录

每天的投料量和剩余料量; 并在每天给各组试鸡称取饲粮的

同时, 采集每组饲粮样品, 将6 d 所采集饲粮样混合均匀以备

分析; 于消化代谢试验期每天早晨饲喂前收集粪便, 将收集

的粪便的10 % 采样装入铝盒内,65 ℃烘箱中烘干, 回潮24 h

后恒重。

1 .3 .3 屠宰试验。分别在21 、42、56 日龄时每个处理每重复

随机抽取2 只鸡, 颈静脉采血5 ml ,3 000r/ min 离心15 min , 分

离血浆, - 20 ℃保存待测; 然后宰杀试鸡, 进行采样, 同时采

集胸肌1 g , - 70 ℃保存待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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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样品的制备和分析

1 .4 .1  饲料和粪尿中的粗蛋白测定。采用常规的半微量凯

氏定氮法分析[ 8] 。

1 .4 .2 血浆总蛋白、白蛋白的测定。总蛋白采用双缩脲法

测定, 白蛋白采用溴- 甲酚绿比色法测定, 试剂盒均由南京

建成生化公司提供。

1 .4 .3 肌肉中 DNA 和 RNA 的测定。试鸡肌肉组织中 DNA

和RNA 的提取采用施密特 - 撒哈泽 - 昔来德法( 简称STS

法) , 然后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光吸收值[ 9] 。

1 .5 数据的处理与统计分析 将所有数据用SPSS10 .0 软件

中的 One Way 法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 差异显著时用LSD 法

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浓度喹�胺醇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由表1 可

见, 饲喂喹�胺醇后 ,50 和75 mg/ kg 剂量组的日增重明显高于

对照组( P < 0 .05) ,100 mg/ kg 剂量组与其他3 组差异均不显

著( P > 0 .05) ; �喹胺醇50 mg/ kg 剂量组的饲料转化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和100 mg/ kg 剂量组( P < 0 .05) ; 而50 mg/ kg 剂量组

的平均日采食量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01) , 且显著高于

100 mg/ kg 剂量组( P < 0 .05) , 但与75 mg/ kg 组差异不显著( P

> 0 .05) ;75 mg/ kg 剂量组的平均日采食量则显著高于100

mg/ kg 和对照组( P < 0 .05) ;100 mg/ kg 组在0 ～6 周龄时平均

日采食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P < 0 .05) , 但在后期饲养

中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且全期也表现差异不显

著( P > 0 .05) 。由试验可以看出 , �喹胺醇50 和75 mg/ kg 剂量

组可提高日增重、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 与其他喹�口恶啉添加

剂相比, 毒性小, 无致畸、致癌、致突变性和光毒性[ 7] 。但随

着添加剂量增大, 各项指标有所下降。添加喹�胺醇仍然要注

意剂量问题。适宜添加量一方面可最大限度发挥畜禽的生

长能力 , 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动物性食品的药物残留。

2 .2  不同浓度�胺醇对氮平衡的影响  由表2 可以看到,4

组试鸡中, �胺醇50 和75 mg/ kg 剂量组日食入粗蛋白显著

高于对照组和100 mg/ kg 剂量组( P < 0 .05) , 但50 mg/ kg 剂量

组比75 mg/ kg 剂量组略高( P > 0 .05) , �胺醇100 mg/ kg 组比

对照组稍高, 但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饲喂�胺醇的3 组日

排出蛋白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 .05) , 且3 组之间差异不显

著( P < 0 .05) 。在4 组中, 添加�胺醇组的粗蛋白表观利用

率都显著好于未添加组( P < 0 .05) 。因为�胺醇可以改变肠

道微生物种类, 抑制有害菌产生毒物刺激肠道 , 减少肠壁细

胞更新 , 使肠壁变薄, 有利于对营养物质( 特别是蛋白质)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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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利用。Yen 和Jensen 等报道, 在猪饲料中添加55 mg/ kg 的

卡巴氧后, 显著增加氮的表观消化率和氮存留 , 而表观消化

能却无明显变化。他们认为, 饲粮卡巴氧能有效激活消化酶

的活性和增强小肠对营养物质( 特别是氮) 的吸收。因此在

将来的研究中也可以探讨一些与蛋白代谢有关的酶。

  表1 不同浓度喹�胺醇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g/ 只

饲养阶段 测定项目
对照组

0 mg/ kg

�喹胺醇

50 mg/ kg

�喹胺醇

75 mg/ kg

�喹胺醇

100 mg/ kg
1～3 周 日增重    20 .81±0 .40b    24 .06±0 .56a    23 .30±0 .19a    22 .10±0 .47ab

日采食量 37 .70±0 .12bB 41 .76±0 .57Aa 40 .75±0 .83a 40 .24±0 .28a

饲料/ 增重 1 .84±0 .03a 1 .68±0 .03b 1 .70±0 .05b 1 .80±0 .05a

4～6 周 日增重 45 .85±0 .56b 51 .89±0 .57a 48 .81±0 .43a 47 .37±0 .98ab

日采食量 96 .68±1 .06Bb 103 .13±1 .61Aa 101 .21±1 .34a 100 .80±1 .38a

饲料/ 增重 2 .12±0 .08a 1 .85±0 .04c 1 .97±0 .04bc 2 .04±0 .02ab

7～8 周 日增重 45 .36±3 .80b 56 .99±4 .14a 54 .19±2 .90a 51 .98±3 .44ab

日采食量 148 .57±9 .88Bb 171 .52±4 .89Aa 162 .80±2 .58a 153 .04±6 .02bc

饲料/ 增重 3 .38±0 .12a 2 .81±0 .07c 3 .13±0 .04cb 3 .21±0 .32ab

1～8 周 日增重 34 .90±1 .24b 39 .88±0 .49a 37 .44±0 .254a 35 .75±0 .88ba

日采食量 81 .57±1 .39Bb 92 .99±0 .27Aa 90 .24±0 .33a 87 .12±1 .04ab

饲料/ 增重 2 .54±0 .03a 2 .21±0 .05b 2 .37±0 .02cb 2 .49±0 .05ac

 注 : 同一行数字肩注不同大、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P < 0 .01 、P < 0 .05 。

  表2 氮平衡试验结果

�喹胺醇

mg/ kg

日食入氮

×6 .25∥g/ 只

日排泄

×6 .25∥g/ 只

粗蛋白的表

现利用率∥%
  0 44 .53±1 .27b 17 .78±1 .71a 61 .57±3 .45c

50 51 .38±1 .28a 14 .61±0 .29b 69 .57±1 .56a

75 47 .73±1 .98a 15 .56±0 .66b 66 .30±1 .63ba

100 45 .40±2 .22b 15 .27±0 .39b 65 .45±1 .57ab

 注 : 同一列数字肩注不同大、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P < 0 .01 、P < 0 .05 。

2 .3 不同浓度喹�胺醇对肉鸡血浆蛋白的影响  由表3 可

见, 添加喹�胺醇50 、75 和100 mg/ kg 组中的血浆总蛋白和白蛋

白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 虽然稍有增高 , 但差异并不显著; 各

组之间也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与 Nousiainen 和Suoma 报道的

断奶仔猪添加喹�乙醇后 , 血浆中总蛋白、白蛋白与对照组比

差异不显著的结果一致[ 10] 。

  表3 不同浓度喹�胺醇对肉鸡血浆白蛋白、总蛋白的影响 mg/ ml

�喹胺醇

mg/ kg

21 日龄

总蛋白 白蛋白

42 日龄

总蛋白 白蛋白

56 日龄

总蛋白 白蛋白

    0 30 .90±2 .13 21 .28±1 .45 35 .59±4 .67 28 .98±0 .80 38 .71±0 .80 30 .87±2 .25

50 34 .23±3 .30 25 .88±0 .79 38 .90±6 .54 31 .10±2 .57 42 .89±6 .00 34 .49±0 .96

75 33 .67±2 .45 23 .00±2 .05 37 .12±3 .79 30 .90±2 .38 41 .31±4 .20 33 .49±1 .03

100 31 .32±0 .84 22 .77±2 .59 35 .32±2 .22 29 .40±1 .99 38 .22±5 .77 31 .13±1 .20

2 .4  不同浓度喹�胺醇对肉鸡肌肉中 RNA 和 DNA 的影响  

表4 显示, 添加喹�胺醇组的肉鸡肌肉中RNA 浓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 P < 0 .05) ; 而 DNA 浓度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添加喹�胺醇的试鸡肌肉中 RNA/ DNA 值显著高于对照

组( P < 0 .05) , 添加喹�胺醇的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因此认为, �喹胺醇可以影响代谢, 增加肌肉中的 RNA 浓度和

RNA/ DNA 值, 从而导致蛋白质、细胞的形成和组成增多, 促进

肌肉蛋白合成增强, 进而达到增加动物体重, 促进生产。Moser

等研究了卡巴氧对机体蛋白合成的影响, 结果表明饲喂卡巴氧

组的肌细胞增大, 肌肉蛋白的生物合成能力增强[ 11] 。

  表4 不同浓度喹�胺醇对肉鸡肌肉组织中DNA 和RNA 的影响

�喹胺醇

mg/ kg

21 日龄

RNA∥mg/ g DNA∥mg/ g RNA/ DNA

42 日龄

RNA∥mg/ g DNA∥mg/ g RNA/ DNA

56 日龄

RNA∥mg/ g DNA∥mg/ g RNA/ DNA

  0  9 .74±0 .11a 0 .21±0 .02 27 .51±4 .24a  8 .36±0 .12a 0 .28±0 .041 29 .50±5 .06a 7 .03±0 .89a 0 .30±0 .043  37 .92±2 .34a

50 11 .83±0 .74b 0 .32±0 .01 45 .35 ±7 .05b 11 .09±0 .57b 0 .30±0 .057 44 .52±5 .91b 8 .21±0 .40b 0 .35±0 .037 56 .55±12 .38b

75 11 .15±0 .46b 0 .30±0 .06 39 .55±4 .16a 9 .80±0 .52b 0 .32±0 .036 40 .27±3 .32b 8 .04±0 .96b 0 .32±0 .042 54 .37±15 .53b

100 11 .04±0 .47b 0 .27±0 .05 35 .28 ±4 .56b 9 .57±0 .30b 0 .28±0 .052 38 .54±3 .59b 7 .87±0 .67b 0 .31±0 .037 47 .37±5 .51b

3  结论

不同浓度�胺醇试验证明 , 添加50 和75 mg/ kg �喹胺醇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作用: 提高日增重, 增加采食量 , 提高饲

料转化率 ; 提高饲料氮的利用率, 增加氮沉积 ; 促进肌细胞

的肥大性增生 , 增强肌肉的生物蛋白合成能力。

该试验以添加50 mg/ kg 的喹�胺醇效果最为明显, 而高

剂量喹�胺醇对试鸡的生产性能影响并不显著, 因此在实践

中适宜的添加量可保证畜禽最大限度发挥生产性能, 同时

也可降低生产成本 , 得到最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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