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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中草药女贞子、五味子以及女贞子、五味子与葡萄糖甘露寡糖( MOS) 配伍对肉鸡生产性能及免疫功能的影响。选择1 日龄
的艾维茵肉鸡公雏180 只, 用单因素的试验设计随机分为6 组, 空白组饲喂基础饲粮 , 抗生素组在基础饲粮中添加5 mg/ kg 黄霉素 , 试验
组分别在基础饲粮中添加1 % 女贞子、1 % 五味子、1 % 女贞子+ 0 .5 % MOS 和1 % 五味子+ 0 .5 % MOS。结果表明, 五味子 + MOS 在肉鸡生
长中、后期能显著提高肉鸡的体增重 , 说明中草药取代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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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b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MOS on Growth Performance of Broilers
LIU Yu- qin  ( Department of Ani mal Science ,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Changli , Hebei 066600)
Abstract  Effects of combination of Chi 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s of Li gustru m lucidum ( LL) and Schisandra chi nensis ( SC) singly , and both two
medicines with Mannaoligosaccharides( MOS)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d i mmunizationfunctionof broilers were studied . 180 1-day-ol d Avian broiler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six groups by single factor test design. The blank group was provided with basal diet , the anti biotic group was provided with basal di-
et with addition of 5 mg/ kg flavomycin . Other trial groups were provided with basal diet plus 1 % LL , 1 % SC, 1 % LL+ MOS, 1 % SC+ MOS . Results
showed that SC+ MOS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ody weight gai nof broilers i n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 indicating that Chinese herb was fully feasible
to be the feed additive in replace of antibiot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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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化学合成药物及激素类药物作为饲料添加剂所

带来的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和 R 因子的转移、药物残留、“三

致”作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等弊病日趋明显。现在

人们已将注意力转向了中草药等饲料添加剂。中草药作为

饲料添加剂, 其天然性、毒副作用小、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势

是抗生素、化学合成药物所无法比拟的。中草药还含有多种

营养成分和天然化学成分 , 如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 ,

所以在防病治病的同时能促进生长、增强动物的免疫机能、

提高机体整体抗病能力[ 1] 。笔者对女贞子、五味子单味药物

进行了试验 , 分析了它们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旨在为中

草药等饲料添加剂的研究做一些基础工作。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女贞子( Ligustrum l uci du m) 、五味子( Schisa-

ndra chi nensis ) 均从当地药材公司购进, 将其置于65 ℃烘箱中

烘干, 加工粉碎为细末, 过40 目筛, 按配方混合均匀, 分装后

存放 于 通风 干 燥处, 备 用。葡萄 糖 甘露 寡 糖( Mannano-

ligosaccharides , MOS) 购自于奥特奇公司亚太生物技术研究

中心。

1 .2 试验设计 选择1 日龄的艾维茵肉鸡公雏180 只 , 随机

分为6 组。采用单因素试验设计。第1 组添加1 % 女贞子 ;

第2 组添加1 % 五味子; 第3 组添加1 % 女贞子和0 .5 % MOS ;

第4 组添加1 % 五味子和0 .5 % MOS; 第5 组为空白组, 添加

基础 日 粮; 第 6 组 为 抗 生 素 组, 添 加 5 mg/ kg 黄 霉 素

( Flavomycin) 。试验鸡采用笼养, 每个重复单独给料, 自由采

食饮水, 日常管理、免疫程序按常规进行。日粮配方参照

NRC( 1994)《鸡营养需要》,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1。

  表1 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

周龄
饲粮组成

玉米 豆粕 鱼粉 油脂 食盐 磷酸氢钙 石粉 蛋氨酸 氯化胆碱 复合多维 微量元素

营养水平

CP Lys Met Ca P AP
1～3 56 34.5 2 .5 1 .5 0.3 1 .7 1 .4  0 .20 0 .1 0 .03 0 .3 21 .6 1 .14 0 .51 1 .08 0 .75 0 .53
4～6 61 29.5 2 .0 2 .0 0.3 1 .5 1 .2 0 .15 0 .1 0 .03 0 .3 19 .5 1 .00 0 .42 0 .93 0 .68 0 .47
7～8 64 27.5 1 .0 2 .5 0.3 1 .2 1 .2 0 .08 0 .1 0 .03 0 .3 18 .2 0 .91 0 .33 0 .82 0 .58 0 .39

 注 : 每千克饲粮中含 VA 1 500 IU,VD3200 I U, VE 10 I U, VK0 .5 mg , VB120 .01 mg , 生物素0 .15 mg , 叶酸0 .55 mg , 尼克酸30 mg , 泛酸10 mg , 吡哆醇3 .5

mg , 核黄素3 .6 mg , 硫胺素1 .8 mg , 铜8 mg , 碘0 .35 mg , 铁80 mg , 锰60 mg , 硒0 .15 mg , 锌40 mg 。

1 .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 .3 .1 生产性能。试验第3 、6 、8 周 , 对各组鸡进行称重, 称

重前空腹8 h , 计算平均日增重、采食量和饲料报酬。

1 .3 .2 养分消化率。试验第22 日龄, 采用全收粪法进行代

谢试验4 d。准确记录采食量、粪样重, 同期采集各试验组饲

料样品, 测定饲料与粪中干物质( DM) 、粗蛋白( CP) 、粗灰分

( Ash) 、粗纤维( CF) 、粗脂肪( Fat) 、钙( Ca) 和磷( P) 的含量[ 2] ,

并计算养分的表观消化率。

1 .4  数据处理 运用SAS 中 GLM 软件包对所有数据进行方

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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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肉鸡的生产性能  表2 表明,1 ～3 周龄时各试验组与

对照组之间日增重、饲料转化率不存在差异,4 ～6 周龄时试

验组4 与空白组、对照组间日增重差异在0 .05 水平显著, 试

验组1、2 、3 肉鸡的日增重比空白组有所增加, 但不存在差异。

7 ～8 周龄时 , 试验组4 的饲料转化率与空白组差异在0 .05 水

平显著。日增重各组间不存在差异, 但均比空白组和对照组

有所提高。

2 .2  养分消化率 表3 表明, 各试验组的几种常规养分表观

消化率与空白组、对照组之间均不存在差异。

3  讨论

中草药一般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和天然化学成分 , 如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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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中草药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组别
1 ～3 周

日采食量∥g/ 只 日增重∥g/ 只 饲料转化率

4～6 周

日采食量∥g/ 只 日增重∥g/ 只 饲料转化率

7 ～8 周

日采食量∥g/ 只 日增重∥g/ 只 饲料转化率

1 19 .54 ±0 .71 26 .66 ±0 .60 0 .73 ±0 .01 118 .74±2 .42 58 .58 ±1 .78 ab 2 .03 ±0 .04 167 .78 ±3 .81 85 .01 ±0 .88 1 .97±0 .03 ab

2 19 .52 ±0 .85 26 .67 ±0 .68 0 .73 ±0 .01 118 .31±1 .63 58 .07 ±1 .27 ab 2 .04 ±0 .03 171 .07 ±5 .15 86 .17 ±3 .26 1 .99±0 .06 ab

3 18 .83 ±0 .35 26 .30 ±0 .65 0 .72 ±0 .03 118 .18±5 .77 58 .49 ±1 .35 ab 2 .02 ±0 .05 168 .53 ±13 .04 87 .67 ±5 .72 1 .92±0 .03 ab

4 19 .73 ±0 .29 26 .93 ±0 .67 0 .73 ±0 .02 122 .39±5 .54 60 .14 ±1 .82 a 2 .03 ±0 .03 179 .88 ±5 .13 94 .03 ±1 .28 1 .91±0 .03 a

5 18 .77 ±0 .79 26 .06 ±0 .60 0 .72 ±0 .01 117 .43±1 .70 57 .15 ±0 .28 b 2 .05 ±0 .03 171 .43 ±17 .56 84 .79 ±5 .04 2 .02±0 .08 b

6 19 .74 ±0 .51 27 .00 ±0 .45 0 .73 ±0 .01 118 .12±2 .20 57 .40 ±0 .96 b 2 .06 ±0 .02 167 .54 ±14 .26 84 .58 ±8 .85 1 .98±0 .05 ab

 注 : 在同一列中所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在0 .05 水平显著。

  表3 中草药对肉鸡日粮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

组别 CP CF Fat Ca P

1 54 .98 ±0 .57 76 .20±2 .05 14 .46 ±0 .78 39 .50±1 .01 39 .40±4 .33

2 53 .93 ±1 .39 75 .72±0 .96 15 .72 ±1 .71 38 .01±1 .52 37 .76±3 .35

3 54 .42 ±0 .98 76 .90±1 .67 14 .80 ±1 .26 40 .91±4 .90 37 .89±1 .98

4 55 .34 ±1 .39 76 .18±0 .97 16 .42 ±2 .27 37 .52±1 .63 38 .64±4 .51

5 53 .36 ±1 .08 75 .51±1 .36 13 .68 ±1 .69 36 .22±2 .24 37 .88±2 .13

6 55 .02 ±0 .77 76 .29±0 .87 15 .70 ±0 .41 36 .80±2 .09 39 .40±0 .68

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 大多兼有营养与药用 2 种属性。

在防病、治病的同时 , 饲料添加剂可促进动物生长 , 提高生

产性能。吴焕忠报道, 日粮中添加由苦参、黄芪等组成的复

方中 药 1 % , 可提 高 肉 仔鸡 增 重 26 . 81 % , 降 低 料 重 比

19 .19 % [ 3] 。霍书英等试验表明 , 纯中药饲料添加剂在肉鸡

生产中、后期能明显提高肉鸡的生产性能[ 4] 。另外 , 诸多研

究表明, 家禽饲粮中添加适量的 MOS 能提高某一阶段的生

产性能。该试验表明 , 五味子与葡萄糖甘露寡糖配伍在肉

鸡生产中、后期能明显提高肉鸡的体增重, 其他试验组对肉

鸡的促生长作用与抗生素不存在差异 , 但均比空白组有一

定程度地提高。中草药的作用是多靶点的, 且毒性较低, 不

易产生耐药性, 因而用中草药取代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

是完全可行的。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

视, 但对其研究与利用的广度与深度还远远不够 , 距形成既

高产又无污染的“绿色畜牧业”尚有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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