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方中药制剂对仔猪生长性能及肠道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李健,李福宝* ,吴金节,王希春,刘智,徐雪松 ( 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安徽合肥230036)

摘要  以日龄一致、体重相近的新生“杜长大”仔猪为材料 ,研究了复方中药制剂对仔猪生长性能及消化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 复方
中药制剂显著提高仔猪采食量、消化率、平均日增重, 显著降低料重比和腹泻率 , 有效促进仔猪生长 , 对仔猪消化酶活性具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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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d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ies of Piglets
LI Jianet al  ( College of Ani 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 Anhui 230036)
Abstract  Different doses of comp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were added to the basal diets to study its effects on the growth perfor-
mance and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ies in piglets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bsolute weight , digestibility and average daily gain were increased signifi-
cantly , while the ratio of feedto gain and diarrhea rates i n weanling stress piglets were decreased apparently . The compound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promoted the growth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and had evident influence onthe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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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中药制剂富含多种活性成分, 兼有药物和营养双重

作用, 具有提高仔猪采食量、促进生长、增强免疫、降低腹泻

率、促进消化器官发育、提高酶活性及改善动物产品品质的

作用[ 1 - 2] 。因其具有天然性、无毒副作用、无抗药性、无残留

等优点 , 已被广泛应用于养猪业。为提高经济效益, 现代养

猪业普遍实行仔猪早期断奶技术 , 但实际生产中常会造成以

仔猪断奶后生长缓慢和腹泻为主要特征的“早期断奶综合

症”[ 3 - 4] 。大量研究发现, 仔猪断奶后胰脏分泌酶的能力突

然下降, 小肠内各种酶的活力也有所下降, 严重影响仔猪生

长性能[ 5 - 7] 。该研究结合养猪生产实际, 以清热解毒、健胃

消食、补气活血为组方原则, 将党参、炒白术、茯苓、炙甘草等

复方中药制剂超微粉碎后按一定比例( 1 % 、2 %) 添加到仔猪

饲粮中 , 研究复方中药制剂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及消化酶活

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中药购自亳州中药材市场。供试仔猪

为安徽广德县安泰飞龙岗种猪场的”杜长大”三元杂交仔猪。

试验基础日粮为猪场断奶仔猪饲料; 中药试验组日粮为在基

础日粮的基础上添加复方中药制剂。

1 .2 添加药材配方及加工过程  复方中药制剂含有党参、

炒白术、茯苓、炙甘草等。热风循环干燥箱( TG- Z- U 型号) 58

℃烘干3 h , 超微粉碎, 过100 目筛 , 密封保存, 防止药材品质

发生变化。

1 .3 试验动物的选择分组及饲养管理  将日龄一致、体重

相近的9 窝( 共90 头) 新生“杜长大”仔猪随机分为3 组, 每组

3 窝( 30 头) 。试验设3 个处理:Ⅰ组( 对照组) , 仔猪饲喂基础

日粮;Ⅱ组, 仔猪饲喂基础日粮+ 1 % 中药制剂 ; Ⅲ组, 仔猪饲

喂基础日粮+ 2 % 中药制剂。7 日龄诱食,24 日龄断奶 , 在14

日龄时对试验组仔猪饲喂中药预混日粮。试验仔猪采取群

饲方式 , 自由采食、饮水。免疫消毒按猪场常规程序进行。

1 .4 测定指标及方法

1 .4 .1  生长性能测定方法。在试验开始后的第14 、24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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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午7 :00～9 :00 对试验仔猪进行空腹称重、称量剩余料 ,

记录阶段耗料量, 计算日采食量、平均日增重和料重比。同

时记录试验仔猪24 ～45 日龄每天每组腹泻头数, 计算腹泻

率。

平均日采食量= ( 配料总量- 剩料量) / 试验天数×每组

猪数 ( 1)

平均日增重= ( 试验末平均体重 - 试验初平均体重) / 试

验天数 ( 2)

料重比= 平均日采食量/ 平均日增重 ( 3)

腹泻率( %) = ∑( 腹泻头数×腹泻天数) / ( 试验总天数

×仔猪总头数) ×100 % ( 4)

1 .4 .2 消化酶活性测定方法。

( 1) 消化道酶的收集与处理。每组选6 头45 日龄仔猪

( 公母各半) , 均在当日早上9 :00 进行屠宰。屠宰前12 h 停

饲, 颈静脉放血致死 , 打开腹腔, 分别迅速刮取十二指肠中

段、空肠近、远段、回肠中段内容物, 装入5 ml 离心管, 立即浸

入液氮后转移至- 70 ℃冰箱。

取肠中内容物0 .2 g , 按质量与体积比1∶9 加入4 ℃双蒸

水,12 000r/ min4 ℃离心15 min。将上清液分装3 份, - 70 ℃

冰箱中保存, 备用。

( 2) 测定方法。胰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活性均用试剂

盒进行测定。试剂盒全部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采用上海精密仪器研究所生产的棱光牌752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测定各管的 OD 值, 并计算出各种酶的活性。

1 .4 .3 饲料养分消化率测定方法。

( 1) 鲜粪收集与处理。试验组均以试验料预饲5 d , 正试

期4 d 内由专人收集仔猪粪便, 记录仔猪饲料消耗量。取鲜

粪总重的1/ 20 ～1/ 10 作为试验之用 , 将粪样分为2 份,1 份每

100 g 加10 % 稀硫酸20 ml 保存以供测粗蛋白质之用, 另1 份

以供测粗脂肪之用。将粪样混合均匀,60 ～70 ℃烘箱烘去初

水, 室温冷却24 h 后磨碎, 弃去毛发等杂物 , 得到半干粪样。

( 2) 测定方法。按 GB6432- 6439-86 方法, 分析饲料和干粪

样品中养分含量。测定项目为粗蛋白、粗脂肪。

养分的消化率( %) = ( 每日吃入日粮平均量×日粮中养

分含量- 每日排出粪的平均量×粪中养分含量) / ( 每日吃入

日粮平均量×日粮中养分含量) ×100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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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数据处理 数据均以 x + sd 表示。采用SAS 统计软件

中ANOVA 进行方差分析 , 采用 Duncan 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长性能  由表1 可知, 与对照组相比,II 组、III 组仔

猪个体重14 、24 日龄时不存在差异 ,45 日龄时II 组差异0 .01

水平显著,III 组差异0 .05 水平显著; 平均日增重14～24 日龄

时II 组差异0 .05 水平显著,III 组不存在差异,24～45 日龄时

II 组差异0 .01 水平显著 ,III 组差异0 .05 水平显著 ; 平均日采

食量14～24 日龄时不存在差异,24 ～45 日龄时差异0 .01 水

平显著; 料重比14～24 日龄不存在差异,24 ～45 日龄时II 组

差异0 .05 水平显著,III 组差异0 .05 水平显著; 腹泻指数II

组、III 组差异均0 .01 水平显著。与试验III 组相比,II 组仔猪

个体重14 、24 日龄时不存在差异,45 日龄时差异0 .05 水平显

著; 平均日增重14～45 日龄时差异0 .05 水平显著; 平均日采

食量14～24 日龄时不存在差异,24 ～45 日龄时差异0 .01 水

平显著; 料重比14～24 日龄时不存在差异,24 ～45 日龄时差

异0 .01 水平显著; 腹泻率不存在差异。试验表明, 中药饲料

添加剂对仔猪的促生长效果明显, 使采食量、平均日增重显

著增加, 腹泻率和料重比显著下降, 从而发挥其促进仔猪生

长和提高饲料转化效率的作用, 并且试验Ⅱ组效果较好。

2 .2 复方中药制剂对仔猪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由表2 可

知, 与对照组相比 , 试验II 组、III 组淀粉酶活性在各段肠差

异均0 .05 水平显著, 脂肪酶活性在各段肠差异均0 .01 水平

显著; 试验II 组蛋白酶活性在各段肠差异均0 .01 水平显著 ;

试验III 组除在十二指肠中段蛋白酶活性差异0 .05 水平显著

外, 在其他段肠差异均0 .01 水平显著。与试验III 组相比 , 试

验II 组在十二指肠中段蛋白酶活性差异0 .01 水平显著 ; 在

空肠近段淀粉酶和脂肪酶活性差异0 .05 水平显著; 在空肠

远段、回肠中段各消化酶活性均不存在差异。

  表1 复方中药制剂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体重∥kg/ 头

14 d 24 d 45 d

平均日增重∥g/ ( 头·d)

14～24 d 24～45 d

日采食量∥g/ ( 头·d)

14～24 d 24～45 d

料重比∥g/ g

14～24 d 24～45 d

14～45 d

腹泻指数

Ⅰ 4 .52±0 .20 6 .33±0 .29 11 .33±0 .46 Ab 182 a   238 Aa 10 270 A 1 .66  2 .13 Aa   12 .68 A

Ⅱ 4 .67±0 .15 6 .89±0 .26 12 .72±0 .92 Ba 218 b 315 Ba 11 384 B 1 .53 1 .63 Ba 6 .53 B

Ⅲ 4 .65±0 .19 6 .47±0 .12 12 .13±0 .14 Bb 187 a 281 b 11 341 B 1 .59 1 .82 b 7 .84 B

 注 : 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0 .05 、0 .01 水平显著。下表同。

  表2 复方中药制剂对仔猪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十二指肠

淀粉酶

U/ aL

脂肪酶

U/ L

蛋白酶

U/ mgprot

空肠近端

淀粉酶

U/ aL

脂肪酶

U/ L

蛋白酶

U/ mgprot

空肠远端

淀粉酶

U/ aL

脂肪酶

U/ L

蛋白酶

U/ mgprot

回肠

淀粉酶

U/ aL

脂肪酶

U/ L

蛋白酶

U/ mgprot
I 765 ±19 a 316 ±68 A  7 150 ±593 Aa 757 ±22 a 201 ±37 A 3 126±60 A 765 ±34 a 316 ±70 A 11 398±161 A 756±17 a 176 ±26 A  7 761±538 A

II 814±21 b 634 ±67 B 10 407 ±125 Bc 826±42 b 388 ±65 Bb 4 723±231 B 817±23 b 562 ±56 B 18 775±514 B 788±11 b 323 ±32 B 15 458±390 B

III 777 ±11 a 616 ±91 B 8 059 ±241 Ab 781 ±38 a 259 ±60 a 4 428±164 B 809±14 b 560 ±44 B 18 765±662 B 783±26 b 282 ±20 B 14 618±356 B

  表3 饲料养分表观消化率 %

粗蛋白 粗脂肪

I 47 .89±4 .36 A 40 .33±6 .23 A

II 69 .79±3 .91 B 61 .02±5 .17 B

III 61 .12±4 .17 B 53 .47±5 .79 B

2 .3  复方中药制剂对仔猪饲料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由

表3 可知, 与对照组相比, 试验II 组、III 组粗蛋白、粗脂肪消

化率差异0 .01 水平显著; 试验组间均不存在差异。

3  小结与讨论

(1) 试验表明, 中药饲料添加剂对仔猪的促生长效果明

显。这与梅冬林等研究结果[ 9] 一致。天然植物中草药具有

抗仔猪腹泻的作用[ 10 - 11] , 主要是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能直

接抑菌、杀菌, 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 具有非特异性免疫抗菌作

用。韩剑众等研究证实 , 复方中草药有效成分抽提物能有效

抑制大肠杆菌、沙门氏杆菌等多种肠道致病菌, 并且促进胃

肠道双歧杆菌、乳杆菌等有益菌的增殖, 从而调整仔猪胃肠

道内微生物区系平衡, 起到防治腹泻的作用[ 12] 。刘素洁用3

种自制的中草药方剂加入饲料中预防仔猪腹泻, 空白组腹泻

指数显著高于中草药组和抗生素组[ 13] 。王自然等用黄芪、白

头翁、大青叶等中药防治仔猪腹泻, 发病猪头数明显减少, 差

异0 .01 水平显著[ 14] 。该试验中试验Ⅱ组、Ⅲ组仔猪腹泻率比

对照组分别下降了32 .7 % 、23 .11 % , 效果显著。这与多数研

究结果一致。

( 2) 在0～4 周龄, 随着日龄的增长 , 仔猪胃、肠、胰及小肠

食糜中的消化酶活性几乎成倍增长[ 4 - 15] 。断奶造成组织器

官和食糜中各种消化酶活性均降低到断奶前的1/ 3 , 经过14 d

恢复, 除胰脂肪酶外, 大多数消化酶均可恢复甚至超过断奶

前水平。研究表明, 消化酶的发育规律与分泌这些酶的组织

如小肠、胰脏生长发育规律极其相似[ 11 ,16] 。复方中药制剂富

含多种营养元素和有效活性成分, 能兴奋动物胃肠道、促进

消化腺分泌、提高消化酶活性、提高饲料利用率等[ 6 ,17 - 18] 。

朱仁俊等研究发现, 中草药饲料添加剂能够显著提高仔猪消

化道胰蛋白酶、胰淀粉酶、脂肪酶及黏膜二糖酶的活性[ 19] 。

该试验结果还表明, 复方中药制剂能够显著提高仔猪肠道胰

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活性。

( 3) 试验表明, 复方中药制剂能够理气消食, 益脾健胃, 增

强新陈代谢, 促进血液循环, 显著提高日粮中粗蛋白、粗脂肪

等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从而改善仔猪的养分利用率, 促进仔

猪生长发育。这与张显花等研究结果[ 20]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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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5 8 % , 湘11 为2 .037 0 % , 略43 为1 .932 5 % 。

  表2 8 月份不同无性系总黄酮含量分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S2 f 平均平方和 F 值

组间 S1
2= 6.28×10 - 6 2 MS1 =3 .14×10 - 6 3 .02

组内 S2
2= 9.39×10 - 6 9 MS2 =1 .04×10 - 6

总计 S2 =1 .567×10 - 5 11

图3 总黄酮含量生长积累动态

  表3 不同月份的总黄酮含量测定结果 

无性系
重复∥%

1 2 3
Ti Yi

5 1 .9734 2 .0770 2 .0252 6.0756 2 .0252
6 1 .5293 1 .6921 1.8371 5.0586 1 .6862
7 1 .5430 1 .8360 1.8180 5.1969 1 .7323
8 2 .1484 2 .2009 2.0321 6.3813 2 .1271
9 1 .6936 2 .0373 1.9770 5.7078 1 .9026
10 1 .8024 1 .9051 1.4748 5.1822 1 .7274
11 1 .9866 2 .0976 1.9497 6.0339 2 .0113

 注 : T = 39 .636 3 , Y= 1 .887 4 。

2 .2  不同月份总黄酮含量的比较 由不同无性系总黄酮含

量的比较分析可知 , 湘11 、略11 、略43 这3 个优良无性系总

黄酮含量没有显著差异, 因而可以采用将此3 个优良无性系

作为重复的方式来研究不同月份的总黄酮含量的差异性。

  表4 不同月份的总黄酮含量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S2 自由度f 平均平方和 F 值

组间 S1
2 =5 .465×10 - 5 f1 =6 MS1 =9 .11×10 - 6 4 .22

组内 S2
2 =3 .030×10 - 5 f2 =14 MS2 =2 .16×10 - 6

总计 S2 =8 .495×10 - 5 f =20

由表3、4 可知, 不同月份( 5 ～11 月) 总黄酮含量存在显著差

异。按含量由高到低排序( 图3) 为:8 月份> 5 月份> 11 月份

> 9 月份> 7 月份> 10 月份> 6 月份, 其中, 最高值( 8 月份)

为2 .127 1 % , 最低值( 6 月份) 为1 .686 2 % 。

3  结论

3 个优良无性系( 湘11 、略11、略43) 之间按总黄酮最高

含量( 以月份计) 由高到低排序为: 略11 > 湘11 > 略43 , 它们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就不同月份而言,7 个月( 5～11 月) 总

黄酮含量排序为:8 月份> 5 月份> 11 月份> 9 月份> 7 月份

> 10 月份> 6 月份, 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最高含量处于

树势最旺的8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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