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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在日粮中添加不同剂量的中药复方对817 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将20 日龄肉仔鸡随机分为4 组 , 在Ⅰ、Ⅱ和Ⅲ组基础日粮中
添加0 .1 %、0 .2 % 、0 .5 % 的中药复方,Ⅳ组只加基础日粮( 作为对照) , 进行30 d 的饲养试验 , 测定各组肉仔鸡的生长性能、饲料转化率、死
淘率 ,并对经济效益进行分析。Ⅰ、Ⅱ、Ⅲ组平均每只净增重较对照组提高4 .3 % 、14 .5 % 和11 .5 % ,Ⅱ、Ⅲ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显著。各组饲料
转化率均高于对照组 ,Ⅱ组( 53 .3 %) 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各组死淘率与对照间无显著差异。Ⅱ、Ⅲ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对照组。日粮中添
加中药复方可促进817 商品肉鸡的生长发育 , 提高净增重、饲料转化率和经济效益, 以添加0 .2 % 中药复方的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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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rescription on Growth Perfor mance in817 Bro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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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on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age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rescription on growth performance of 817 broilers was conducted .
20-year-ol d broil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 nto 4 groups ,0 .1 % ,0 .2 % and 0 .5 %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 ption were added in basic rations in groupⅠ,
Ⅱand Ⅲrespectively and only basic ration was added i ngroup Ⅳas CKgroup .Feed experi ment was conducted for 30 days to determine the growth perfor-
mance ,feed conversionrate and the rate of death and eli minationin each group and analyze their economic benefits .Compared with CKgroup ,the average
net increasing weight per broiler in group Ⅰ,Ⅱand Ⅲwere increased by 4 .3 % ,14 .5 % and 11 .5 % and that in group Ⅱand Ⅲ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CKgroup .Feed conversionrate ineachgroup was higher thanthat in CKgroup and that in group Ⅱ( bei ng 53 .3 %)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CK
group .The rate of death and eli minationin each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at in CKgroup .The economic benefits in groupⅡand Ⅲwere
higher thanthat i n CKgroup .Chi nese medicine compound prescriptionsupplied inration could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817 broiler ,net in-
creasing weight ,feed conversation rate and economic benefit .The effect of 0 .2 %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rescription was b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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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 小型优质肉鸡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培

育的小型肉鸡品种。在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养殖量很大。

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近年疾病的复杂化, 为了防治疾病 ,

大量用抗生素及抗病毒的西药, 使药物残留严重超标, 危害

人体健康。因此, 寻找一种安全高效的饲料添加剂已成为广

大畜牧兽医工作者的共识。

中草药具有毒副作用小、不易在肉产品中产生有害残留

等特点 , 其有效成分为多糖、甙类、生物碱、苦味素、生物类黄

酮等, 除直接参与抗菌外, 还能激发或增强机体的特异性和

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1 - 3] , 因此, 将中草药作为饲料添加剂生

产的无公害绿色畜禽产品, 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中

草药添加剂也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是产品添加量不明, 添加

少量作用不明显, 添加过多影响饲料适口性。因此, 该试验

通过研究中药复方对817 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为养殖户

饲养817 商品肉鸡, 提高经济效益, 提供了一种安全高效的

饲料添加剂。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鸡、中药复方来源  817 商品肉鸡: 由大名县金滩

镇某养殖场提供 ; 中药复方主要由黄芪、桔梗、白花蛇舌草、

女贞子等组成, 超微粉碎, 拌料。

1 .2 日粮  由聊城六合饲料厂提供( 全价颗粒饲料) 。

1 .3 试验鸡的饲养管理 试验鸡群网上平养, 常规消毒, 防

疫, 饲养管理。各组条件完全相同。

1 .4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单因素多水平设计 ,P 检验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 选用20 日龄肉鸡随机分为4 组, 每组500 只 ,Ⅳ

组为对照组, 见表1 。试验期30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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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剂量的中药复方对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 试验Ⅰ、Ⅱ、Ⅲ组饲喂30 d 后平均每只净增重分别为

1 .195 、1 .297 、1 .267 kg , 同对照组相比,Ⅱ、Ⅲ组净增重差异显

著( P < 0 .05) 。Ⅰ、Ⅱ、Ⅲ组耗料量分别为2 .958、2 .987 、2 .954

kg , 比对照组提高了5 .8 % 、8 .7 % 、5 .4 % 。

  表1 中药复方对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组别
中药复方

剂量∥%

20 日龄

体重∥kg

50 日龄

体重∥kg
料肉比

Ⅰ    0 .1 0 .298±0 .009 1 .493±0 .013 1 .981 :1
Ⅱ 0 .2 0 .295±0 .012 1 .592±0 .046 1 .876 :1
Ⅲ 0 .5 0 .296±0 .021 1 .563±0 .035 1 .960 :1
Ⅳ 0 0 .300±0 .015 1 .450±0 .009 2 .000 :1

2 .2  饲料转化率 饲养30 d , 试验Ⅰ组料肉比为1 .981∶1 , 饲

料转化率为50 .5 % ;Ⅱ组料肉比为1 .876∶1 , 饲料转化率为

53 .3 % ;Ⅲ组料肉比为1 .960∶1 , 饲料转化率为51 .0 % ; 对照组

料肉比为2 .000∶1 , 饲料转化率为50 .0 % 。由此可见, 日粮中

添加此方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饲料转化率。

2 .3 死淘率  饲养30 d , 试验Ⅰ、Ⅱ、Ⅲ、Ⅳ组死淘率分别为

2 .8 % 、2 .0 % 、3 .0 % 、4 .0 % 。4 组间死淘率差别不大。

2 .4  经济效益分析( 表2)  试验组和对照组相比,Ⅰ组每只

鸡高出0 .093 元;Ⅱ组高出0 .609 元 ; Ⅲ组高出0 .429 元;Ⅱ、Ⅲ

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对照组,Ⅰ组差异不显著。

  表2 经济效益分析

组别
饲料价格

元/ kg

耗料

kg/ 只

饲料支出

元/ 只

净重

kg/ 只

肉鸡价格

元/ kg

增收

元/ 只

效益

元/ 只
Ⅰ 2 .00 2 .958 5 .916 1 .195 6 .2 7 .409 1 .493
Ⅱ 2 .02 2 .987 6 .034 1 .297 6 .2 8 .041 2 .009
Ⅲ 2 .04 2 .954 6 .026 1 .267 6 .2 7 .855 1 .829
Ⅳ 1 .98 2 .900 5 .742 1 .152 6 .2 7 .142 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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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容易区分。对牛和其他偶蹄类动物, 需要鉴别诊断的包括

口蹄疫、猪水泡病和猪水泡疹。因为它们的临床症状十分相

似, 只能通过实验室鉴别诊断。

7 .1 动物接种实验  应用病料给马、牛和猪舌皮内接种方

法区分 ,VSV 可以使马、牛和猪都发病 ; 口蹄疫病毒只使牛和

猪发生感染; 水泡疹病毒和猪水泡病病毒则只使猪发病。

7 .2  细胞培养实验 样品接种非洲绿猴肾细胞( Vero) 、幼仓

鼠肾细胞( BHK-21) 和IB- RS- 2 细胞。VSV 能在3 种细胞培养

中都产生病变; 口蹄疫病毒能在BHK-21 和IB- RS- 2 中产生病

变; 猪水泡病只能在IB- RS-2 中产生病变。

7 .3 血清学实验  补体结合实验、酶链免疫吸附实验或

PCR 等。

8  防制

一旦发现疑是 VS 的病例, 必须马上对病畜进行隔离。

尽快进行与口蹄疫、猪水泡病的实验室鉴别诊断, 并立刻向

上级防疫部门汇报。对于VS 疫区, 为了防止其蔓延, 必须建

立隔离区和封锁带, 限制病畜的移动。对疫区进行彻底的消

毒, 直到所有的病畜痊愈后1 个月, 才可以解除隔离。

该病损伤轻, 多取良性经过, 如注意护理, 可自行康复。

病畜的治疗主要以减轻继发病变为主, 注意改善卫生环境。

对于疫区, 由于该病对奶牛的影响很大, 可以适当使用 VSV

的疫苗免疫 , 如紫外线照射灭活病毒制成的疫苗、鸡胚结晶

紫甘油疫苗等[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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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1) 在肉鸡日粮中加入不同剂量的中药复方, 都不同程

度地促进了817 商品肉鸡的生长发育, 提高了日增重, 降低

了料肉比。在肉鸡日粮中,0 .2 % 、0 .5 % 的中药复方能明显提

高净增重、饲料转化率和经济效益, 以加入0 .2 % 中药复方效

果更明显。

( 2) 中草药作为饲料添加剂不仅能解决抗生素及其替代

品不能解决的药物残留问题, 而且能改善饲料味道, 提高饲

料适口性; 增强畜禽肠道分泌, 有利于消化吸收, 提高饲料报

酬, 因而有利于提高肉鸡生长性能; 还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 ,

抗热应激的能力。

( 3) 中草药添加剂可提高肉鸡的抗病能力和生长性

能[ 4] , 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是产品生产工艺落后, 设备简

陋, 加工粗糙, 品种单一, 使用剂量偏大, 通常都在1 % ～2 % ,

有的竟高达5 %( 如松针粉) [ 5] , 这不仅增加了产品成本 , 浪费

药物, 而且也影响了饲料的营养配比和适口性[ 6 - 8] 。而该中

药复方以0 .2 % 的剂量能明显提高净增重、饲料转化率和经

济效益 , 实现“微量、高效”这一饲料添加剂的基本原则, 所以

在817 商品肉鸡日粮中添加该中药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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