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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

生长性能和血清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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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在饲粮中添加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ｅｕｔｅｒｉ）对断奶仔猪
生长性能和血清指标的影响。选用平均体重为（１６．５７±０．２３）ｋｇ的断奶仔猪（杜洛克 ×长
白 ×大白三元杂交）６４头，随机分成４组，每组４个重复，每个重复４头。对照组饲喂基础饲粮，
试验组饲粮分别在基础饲粮中添加０．２５％、０．５０％、０．７５％的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试验期为
３０ｄ。结果表明：１）添加０．５０％和０．７５％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组断奶仔猪平均日增重分别比对
照组提高了７．５６％（Ｐ＜０．０５）和２０．０７％（Ｐ＜０．０５），料重比分别比对照组降低了１．９６％（Ｐ＞
０．０５）和１４．９０％（Ｐ＜０．０５）；２）饲粮中添加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能够极显著降低断奶仔猪血清
中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Ｐ＜０．０１），并极显著增加血清中干扰素 γ含量（Ｐ＜０．０１）；３）添加
０．５０％和０．７５％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组断奶仔猪血清中结合珠蛋白含量分别比对照组降低了
８．７９％（Ｐ＜０．０５）和９．３４％（Ｐ＜０．０５）。结果提示，饲粮中添加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能够提高
断奶仔猪机体免疫能力，而当其达到一定添加剂量时，对于提高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效果表现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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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人们选择使用抗生素进行动物疾
病的治疗或预防，这造成动物肠道的微生态系统

长期处于失衡状态，直接影响到动物的健康生长

及畜产品的安全。随着欧盟等国对抗生素的禁止

使用，寻求替代抗生素的绿色添加剂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研究发现，乳酸菌能够通过促进营

养物质消化吸收、抑制病原菌、降低肠内 ｐＨ、加固
非特异性肠内屏障等方式促进猪的生长和健

康［１］。其中，罗伊氏乳酸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ｅｕ
ｔｅｒｉ）是普遍存在于人和动物肠道的有益乳酸杆
菌，已有研究表明该菌可定植于动物肠道内，代谢

可产生乳酸、乙酸等物质，有抑制肠道有害菌生长

和繁殖的作用［２］。另有研究认为，罗伊氏乳酸杆

菌能够发酵甘油产生一种广谱抗菌剂———ｒｅｕ

ｔｅｒｉｎ，当ｒｅｕｔｅｒｉｎ浓度不超过７．５ｍｍｏｌ／Ｌ时就能够
抑制肠道大部分细菌（乳酸菌除外）的生长［３－４］，

该菌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对寄主产生广谱抗菌作用

的肠道乳杆菌［５］。因此，罗伊氏乳酸杆菌正在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国外对该菌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 ｒｅｕｔｅｒｉｎ及其抑菌机理的分析，国内主
要用于功能性发酵乳新型菌种的开发，而在动物

生产中的应用较少。在猪生长过程中，断奶仔猪

易受到环境、营养、心理等多方面的应激，这些应

激会造成消化道微生态功能紊乱，并使得机体对

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甚至发生腹泻等

疾病，严重影响着仔猪的生长。因此，断奶仔猪生

产被认为是整个养猪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为此，本试验选用断奶仔猪为试验动物，将猪源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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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氏乳酸杆菌应用于断奶仔猪生产中，从仔猪生

长性能和血清指标两方面来探讨该菌株对仔猪机

体的影响，从而为评价、分析该菌株对断奶仔猪的

益生作用及促进仔猪健康生长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菌种
　　乳酸杆菌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动物营养与繁育研究室保存，分离于６０日龄仔
猪盲肠黏膜，经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

心鉴定为罗伊氏乳酸杆菌，其冻干制剂中活菌

数≥２．０×１０９ＣＦＵ／ｇ。
１．１．２　试验试剂
　　猪结合珠蛋白（ｐｉｇ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ｂｉｎ）ＥＬＩＳＡ试剂
盒购于美国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公司，猪干扰
素γ（ｓｗｉｎｅＩＦＮγ）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购于美国 Ｉｎｖｉｔｒｏ
ｇｅｎ生命技术公司，总蛋白（ＴＰ）、白蛋白（ＡＬＢ）、
葡萄糖（ＧＬＵ）试剂盒购于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１．３　主要仪器
　　ＺＨＷＹ－２１０２型全温震荡培养箱、发恩 Ｄ－１
立式蒸汽灭菌锅、ＥＳＣＯ生物安全柜、ＨＩＴＡＣＨＩ
７０２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ＴＧＬ－１６Ｇ高速台式离
心机、３１８Ｃ酶标仪等。
１．２　试验动物及饲粮
　　试验动物选用杜洛克 ×长白 ×大白三元杂交
猪，饲粮参照我国《猪饲养标准》配制，基础饲粮组

成及营养水平见表１。
１．３　试验设计与饲养管理
　　选用６４头平均体重（１６．５７±０．２３）ｋｇ的断
奶仔猪，随机分成 ４组，每组设 ４个重复，每个重
复４头。对照组饲喂基础饲粮，试验组饲粮分别
在基础饲粮中添加０．２５％、０．５０％、０．７５％猪源罗
伊氏乳酸杆菌。试验按照猪场常规饲养管理进行，试

验在封闭式猪舍内进行，水泥地面，网床圈养，自由采

食，以鸭嘴式饮水器提供充足清洁饮水。免疫、驱虫

和消毒按猪场规程进行，试验期为３０ｄ。
１．４　样品采集
　　试验结束时，从每组随机挑选８头仔猪（每个
重复 ２头），前腔静脉采血 ５ｍＬ，分离血清于
－２０℃保存，备用。

１．５　生长性能测定
　　试验开始和结束时，个体空腹称重；每日观察
猪群生长情况，记录饲料消耗情况，记录仔猪腹泻

情况；试验结束后，计算平均日增重、平均日采食

量和料重比。

表１　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物质）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ｄｉｅｔ（ａｉｒｄｒｙｂａｓｉ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玉米 Ｃｏｒｎ ５９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ｍｅａｌ ２６
鱼粉 Ｆｉｓｈｍｅａｌ ３
小麦麸 Ｗｈｅａｔｂｒａｎ ８
预混料 Ｐｒｅｍｉｘ１） ４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２）

消化能 ＤＥ／（ＭＪ／ｋｇ） １３．２２７
粗蛋白质 ＣＰ １８．９０
钙 Ｃａ ０．８２
有效磷 ＡＰ ０．４２
食盐 ＮａＣｌ ０．４８
赖氨酸 Ｌｙｓ １．０２３
蛋氨酸 Ｍｅｔ ０．３６５

　　１）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 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ｘ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ｅｔ：ＶＡ３５００ＩＵ，ＶＤ３２８５０ＩＵ，
ＶＥ６４ｍｇ，ＶＫ３２．４ｍｇ，ＶＢ１２．４ｍｇ，ＶＢ２６．６ｍｇ，ＶＢ６
３ｍｇ，ＶＢ１２０．０４５ｍｇ，烟酸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２５．５ｍｇ，Ｄ－泛酸
Ｄｐａｎｔｏｔｈｅｎｉｃａｃｉｄ１３．５ｍｇ，生物素 ｂｉｏｔｉｎ０．１２ｍｇ，Ｃｕ
１２ｍｇ，Ｆｅ１５０ｍｇ，Ｚｎ１５５ｍｇ，Ｍｎ５５ｍｇ，Ｉ０．５ｍｇ，Ｓｅ
０．３ｍｇ。
　　２）粗蛋白质、钙、有效磷为实测值，其他为计算值。

Ｃｒｕｄ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ｎ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１．６　血清指标的测定
　　血清生化指标总蛋白、白蛋白、葡萄糖均采用
ＨＩＴＡＣＨＩ７０２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免疫
指标猪结合珠蛋白和猪干扰素 γ采用 ＥＬＩＳＡ试剂
盒测定。

１．７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中的 ＡＮＯＶＡ程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Ｄｕｎｃａｎ氏法进行多重比较，
以 Ｐ＜０．０５作为差异显著性判断标准。结果以
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

４５５１



９期 张董燕等：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和血清指标的影响

２　结　果
２．１　生长性能
　　断奶仔猪生长性能见表２。由结果可知，添加
０．２５％罗伊氏乳酸杆菌组仔猪平均日增重、料重
比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添加量
达到０．５０％和０．７５％时，断奶仔猪平均日增重和

料重比均有所改善。０．５０％组和０．７５％组平均日
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７．５６％（Ｐ＜０．０５）和
２０．０７％（Ｐ＜０．０５），料重比分别比对照组降低了
１．９６％（Ｐ＞０．０５）和１４．９０％（Ｐ＜０．０５），而２组
平均日采食量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影响（Ｐ＞
０．０５）。

表２　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ｅｕｔｅｒｉｆｒｏｍｓｗｉｎｅ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ｗｅａｎｅｄｐｉｇｌｅｔ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０．２５％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２５％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０．５０％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５０％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０．７５％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７５％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初重Ｉｎｉｔｉ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１６．５９±０．２１ １６．８９±０．３３ １６．４０±０．０３ １６．４１±０．２５
末重 Ｆｉｎ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２７．７１±２．７６ａ ２７．８６±０．８１ａ ２８．３６±０．２８ａ ２９．７６±１．００ｂ

平均日增重 ＡＤＧ／ｇ ３７０．６３±１３．２６ａ ３６５．５７±２９．８６ａ ３９８．６６±５１．９８ｂ ４４５．００±１０．５９ｃ

平均日采食量ＡＤＦＩ／ｇ ９４５．０３±２３．５７ｂ ９２５．００±１１．７８ａ ９９５．８４±５．８９ｂ ９６４．５９±２．９５ｂ

料重比 Ｆ／Ｇ ２．５５±０．０９ａ ２．５３±０．０６ａ ２．５０±０．０１ａ ２．１７±０．００ｂ

　　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下表同。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ｎ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血清指标
２．２．１　血清中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含量和
白球比

　　断奶仔猪血清中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和白
球比见表３。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添加猪源罗伊

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血清中总蛋白含量无显著

影响（Ｐ＞０．０５），但通过添加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
能够显著降低断奶仔猪血清中白球比，试验组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３个试验组之
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３　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血清中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含量及白球比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ｅｕｔｅｒｉｆｒｏｍｓｗｉｎｅｏｎ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ｌｂｕｍｉｎ，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ａｌｂｕｍｉｎ／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ｏｆｗｅａｎｅｄｐｉｇｌｅｔ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０．２５％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２５％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０．５０％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５０％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０．７５％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７５％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总蛋白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ｇ／Ｌ） ７７．００±１０．１０ ７８．５０±３．７９ ７４．７５±９．７３ ７２．７５±５．３２
白蛋白 Ａｌｂｕｍｉｎ／（ｇ／Ｌ） ４４．５０±３．００ａ ４１．７５±４．３５ａ ４０．００±４．９７ａ ３８．００±３．８３ｂ

球蛋白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ｇ／Ｌ） ３２．５０±７．５９ ３６．７５±６．１３ ３４．７５±７．２７ ３４．７５±５．３８
白球比 Ａｌｂｕｍｉｎ／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１．４２±０．２７Ａａ １．１７±０．３０Ｂｂ １．１８±０．２２Ｂｂ １．１２±０．２２Ｂｂ

２．２．２　血清中干扰素 γ含量
　　断奶仔猪血清中干扰素 γ含量见表 ４。３个
试验组断奶仔猪血清中干扰素 γ含量分别比对照
组提高了３３．３３％、３８．２０％、３３．５２％，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其中０．５０％组血清干扰素 γ含量显
著高于其他２个试验组（Ｐ＜０．０５）。

２．２．３　血清中结合珠蛋白含量
　　由表５可知，３个试验组断奶仔猪血清中结合
珠蛋白含量随着饲粮中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添加

剂量的增加而减少，０．７５％组最低。０．２５％组血
清中结合珠蛋白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而０．５０％组和０．７５％组分别比对照
组降低了８．７９％和９．３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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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血清中干扰素γ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ｅｕｔｅｒｉｆｒｏｍｓｗｉｎｅｏｎｓｅｒｕｍＩＦＮγ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ｎｅｄｐｉｇｌｅｔｓ ｐｇ／ｍＬ

项目

Ｉｔｅｍ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０．２５％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２５％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０．５０％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５０％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０．７５％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７５％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干扰素γＩＦＮγ ５．３４±０．７６Ａａ ７．１２±１．４８Ｂｂ ７．３８±０．０２Ｂｃ ７．１３±０．７６Ｂｂ

表５　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血清中结合珠蛋白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ｒｅｕｔｅｒｉｆｒｏｍｓｗｉｎｅｏｎｓｅｒｕｍ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ｂ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ｎｅｄｐｉｇｌｅｔｓ ｍｇ／ｍＬ

项目

Ｉｔｅｍ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０．２５％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２５％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０．５０％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５０％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０．７５％ 罗伊氏乳酸杆菌组
０．７５％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ｅｕｔｅｒｉｇｒｏｕｐ

结合珠蛋白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ｂｉｎ
１．８２±０．３５ａ １．８８±０．２８ａ １．６６±０．９６ｂ １．６５±０．８６ｂ

３　讨　论
３．１　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
影响

　　仔猪断奶最易造成肠道微生态失衡，再加上
抗生素的使用，对机体肠道屏障功能造成破坏，直

接影响到猪体的健康生长。而益生菌能够加固肠

道屏障功能，增加小肠绒毛长度和隐窝深度，从而

促进机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促进仔猪对饲

料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健康生长［６－８］。Ｌｅｅ
等［９］推荐益生菌在动物饲粮中的最低剂量为

１０６ＣＦＵ／ｇ，Ｇｕｅｒｒａ等［１０］则通过试验证明，增加益

生菌的添加剂量，能够促进仔猪的增重效果，当添

加剂量达 １０９ＣＦＵ／ｇ时，其对断奶仔猪平均日增
重效果要好于 Ｌｅｅ等［９］推荐的 １０６ＣＦＵ／ｇ。而
Ｎｏｕｓｉａｉｎｅｎ等［１１］则研究指出，对于日龄大一些的

猪体而言，饲喂益生菌的效果首先会在提高饲料

转化率和机体免疫力等方面表现出来，而平均日

增重效果要差于日龄较小的猪体。本试验选用了

断奶后１５ｄ的仔猪，该阶段猪生理特点要比断奶
时期相对完善，当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添加剂量

为０．２５％时，从表观上看，其平均日增重低于对照
组，但经生物统计分析，２组之间无显著影响，这说
明添加剂量较低时，促进平均日增重的效果未能

显示出来，添加剂量为０．５０％时，试验组能够显著
增加断奶仔猪平均日增重，尤其当剂量达到

０．７５％时，断奶仔猪平均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了
２０．０７％，料重比降低了 １４．９０％，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其效果要显著高于其他 ２个试验组，分析
原因是由于各组之间益生菌活菌数相差 ５×
１０６ＣＦＵ／ｇ饲料，活菌数增加，其平均日增重效果
也出现了较大的改善。但 ０．５０％组和 ０．７５％组
仔猪平均日采食量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这

说明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平均日增重

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提高饲料利用效率来实现的，

这与 Ｎｏｕｓｉａｉｎｅｎ等［１１］所认为的益生菌能够有效促

进较大日龄猪群的饲料转化率的报道是一致的，

而关于该菌是否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方面的研究

将另文进一步阐述。

３．２　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断奶仔猪血清指标的
影响

３．２．１　对血清中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含量及
白球比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动物机体保持正常的生理生化
指标，而当由于某种原因引起代谢加强或减弱，甚

至发生代谢障碍或代谢紊乱时，就会改变机体代

谢的原有动态平衡，甚至出现病症，而这些变化首

先反映在血清生化指标上。血清中总蛋白为球蛋

白和白蛋白之和，其中，白蛋白由肝脏合成，是机

体蛋白质来源之一，而球蛋白源于 Ｂ细胞转化为
浆细胞后分泌而成，白蛋白与球蛋白的比值（白球

比）可反映机体的抵抗力，该值的降低，说明更多

的球蛋白合成用于提高机体免疫机能。张永勇［１２］

研究指出，复合益生菌能够降低断奶仔猪血清白

球比，从而提高断奶仔猪机体免疫力。本试验研

究结果显示，饲粮中添加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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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高断奶仔猪血清球蛋白的含量，降低白球比，

提高其免疫力，从而促进猪的生长。

３．２．２　对血清中干扰素 γ含量的影响
　　细胞因子是机体免疫的重要调节剂，它能够
调节全身系统免疫，是判断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

指标。研究认为，乳酸菌进入消化道后被肠内特

有的 Ｍ 细胞摄取，传递给派氏集合淋巴结
（Ｐｅｙｅｒ’ｓｐａｔｃｈｅ）内的抗原递呈细胞，促进 Ｔｈ０细
胞分 泌 Ｔｈ１型 细 胞 因 子，引 发 Ｔｈ１优 势 应
答［１３－１４］，而干扰素 γ是重要的 Ｔｈ１细胞效应因
子，其免疫调节活性比其他细胞因子高 １００～
１０００倍，被称为机体免疫的第一道防线，该值的提
高能够增强自然杀伤细胞（ＮＫ细胞）、巨噬细胞和
Ｔ淋巴细胞的活力，以起到免疫效果［１５］。本试验

对断奶仔猪血清中干扰素 γ进行了检测，结果发
现，试验添加罗伊氏乳酸杆菌后能够极显著增加

断奶仔猪血清中干扰素 γ含量（Ｐ＜０．０１）。其中，
添加剂量为０．５０％时效果最好，与其他２个试验
组相比差异显著。Ｍｏｈａｍａｄｚａｄｅｈ等［１６］研究指出

罗伊氏乳杆菌能够调节人树突状细胞（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ＤＣｓ）的表达，从而诱导干扰素 γ等 Ｔｈ１细胞
因子的产生，本试验与该结果一致。因此，作者认

为，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对于促进断奶仔猪机体

Ｔｈ１型细胞因子分泌，调节机体免疫等方面具有积
极的功能。

３．２．３　对血清中结合珠蛋白含量的影响
　　研究认为，当动物在受到内外界刺激时，机体
首先会伴随着急性期蛋白（ａｃｕｔｅｐｈａｓ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ＰＰ）的变化，该类蛋白水平随着动物的疾病感染、
炎症发生、免疫发挥、应激效应及药物治疗等影响

健康的因素密切相关，也被认为是评价动物机体

是否健康的直接指标［１７－１８］。Ｓｏｒｅｎｓｅｎ等［１９］指出，

结合珠蛋白是检测猪体内 ＡＰＰ最具有敏感性和特
异性且最为有效的指标之一，该指标是对管理、应

激、饲养密度、限饲、日龄及亚疾病等机体健康状

态的反映［２０－２２］，其值越高，说明机体健康状态越

坏。Ｐｉｅｉｒｏ等［２３］对 １０个规模猪场的健康猪群
（长白 ×大白）进行了血清结合珠蛋白检测，结果
发现，哺乳仔猪体内结合珠蛋白含量最低，断奶后

开始升高，第１２周达到最高，而后趋于稳定，生长
阶段（４～２０周龄）猪血清结合珠蛋白含量为
０．４３～１．４７ｍｇ／ｍＬ，后备母猪高于繁育公猪
（１．４７和０．９４ｍｇ／ｍＬ）。Ｗｉｔｔｅｎ［２４］则提出，健康猪

血液中结合猪蛋白含量为０．０７９～２．０００ｍｇ／ｍＬ，
而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等［２５］则认为，猪体在健康和疾病时，其

结合珠蛋白含量相差１．１～１．８ｍｇ／ｍＬ。在本试
验中，４个组断奶仔猪血清中结合珠蛋白含量为
１．８２、１．８８、１．６６、１．６５ｍｇ／ｍＬ，０．２５％组结合珠
蛋白含量略高于对照组，０．５０％组和０．７５％组均
能降低血清中结合珠蛋白含量（Ｐ＜０．０５）。由此
可见，当猪源罗伊氏乳酸杆菌达到一定剂量后，能

够降低动物机体内急性期蛋白含量，促进动物健

康。同时，各组数值均在 Ｗｉｔｔｅｎ［２４］所述范围之内，
并且各组之差小于１．１ｍｇ／ｍＬ，但各组含量均高
于 Ｐｉｅｉｒｏ等［２３］所报道的生长猪血清结合珠蛋白

水平（８～１２周为０．８５～１．４２ｍｇ／ｍＬ）。Ｅｃｋｅｒｓａｌｌ
等［２６］则解释，猪群结合珠蛋白含量存在种间差异

性。另外，我国在饲养管理、养殖环境等方面与欧

洲国家存在着不同，从而也造成了试验结果的差

异。目前，国外已将结合珠蛋白和猪主要急性蛋

白（ｐｉｇＭＡＰ）作为检测猪群健康、亚健康及疾病等
机体状况的主要评定指标，而我国对这方面的研

究及评定标准尚需进一步探讨。

４　结　论
　　① 本试验条件下，饲粮中添加猪源罗伊氏乳
酸杆菌能够降低断奶仔猪血清中白球比，提高血

清干扰素 γ含量，从而提高机体免疫能力。
　　② 本试验条件下，当添加剂量增加到０．５０％
以上时，能够提高断奶仔猪平均日增重（Ｐ＜
０．０５），降低血清中结合珠蛋白含量（Ｐ＜０．０５），
促进猪体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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