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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比较

李　亮，刘　宇，商海涛，魏　泓　　（４０００３８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部实验动物学教研室）

　　［摘要］　目的　测定不同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重要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探讨限饲对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方法　 将３３６头断奶巴马香猪根据不同限饲水平按完全随机法分为对照组、８０％日粮组和５０％日粮组，每组１１２头，在
６０日龄和９０日龄前腔静脉采集血液样本，对重要的１０项血液生理指标和７项血液生化指标进行测定，统计不同限饲水
平下指标的差异。结果　 血液生化指标中 ＡＬＴ、ＴＰ、ＵＲＥＡ和 ＣＲＥＡ指标值随着限饲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而 ＴＣＨＯＬ和
ＧＬＵ指标值随着限饲水平的上升而下降（Ｐ＜０．０５）。血液生理指标中ＲＢＣ、ＨＧＢ、ＨＣＴ、ＭＣＨ和ＭＣＨＣ指标含量随着限饲
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而ＰＬＴ、ＭＣＶ、ＲＤＷＳＤ和 ＲＤＷＣＶ指标含量随着限饲水平的上升而下降（Ｐ＜０．０５）。结论　 巴马香
猪在３个限饲水平下，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存在明显差异；按８０％日粮限饲的巴马香猪更能获得稳定标准的巴马香猪血液
生理、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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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马香猪在解剖学、生理学、营养代谢等方面与人
类相似，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皮肤、整形外科以及异种脏器移植等研究中［１－２］。血

液生理、生化指标检测及相关生物特性的研究是实验

用小型猪标准化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病理、生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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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指标和判定小型猪生理状

态的重要依据。小型猪作为新兴的大型实验动物饲养

标准还未统一，多数研究单位为了防止小型猪过度采

食导致肥胖以及饲养成本的考虑，对小型猪饲养采取

限饲并辅以大量青料，可能导致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

测定产生误差［３］。目前国内外还少见开展关于限饲

对于巴马香猪作为标准实验动物影响的研究，而对其

他实验动物如大鼠［４］、兔［５－６］等研究较多。因此，本实

验探讨了限饲对于巴马香猪１０项常规血液生理指标
以及肝功代表性指标谷丙转氨酶（ＡＬＴ）和总蛋白
（ＴＰ），血脂代表性指标总胆固醇（ＴＣＨＯＬ）和甘油三酯
（ＴＧ），肾功代表性指标尿素（ＵＲＥＡ）和肌酐（ＣＲＥＡ）
以及血糖（ＧＬＵ）７项重要生化指标的影响，并进行了
国内大规模巴马香猪血液生理、生化的值测定对比分

析，旨在为巴马香猪在建立、筛选疾病动物模型以及器

官异种移植实验上提供基本参考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本研究所有程序符合动物福利法、实验动物护理和使用指
南。巴马香猪为第三军医大学小型猪场提供，选择胎次、断奶

日龄相近的巴马香猪共３３６头，体质量２．５～３．５ｋｇ，按完全随
机法均分成 ３组：①对照组：１１２头，其中雄性 ４８头，雌性
６４头，按１００％全价料饲养：玉米 ３４．５％，鱼粉 ５％，乳清粉
１０％，牛奶乳糖２０％，葡萄糖５％，豆粕２２．２５％，植物油１％，磷
酸氢钙 ０．５％，石粉 ０．５％，食盐 ０．２５％，复合预混料 １％。
②８０％日粮组：１１２头，其中雄性５３头，雌性５９头，按８０％全价
料＋２０％青饲料饲养，其日粮的各项含量分别比对照组低
２０％；③５０％日粮组：１１２头，其中雄性 ４６头，雌性 ６６头，按
５０％全价料＋５０％青饲料饲养，其日粮的各项含量分别比对照
组低５０％。３个实验组配方营养成分分析见表１［７］。小型猪饲
养条件为自然温度、湿度和光照，饲养于标准化医用小型猪舍，

保证了本次检测的小型猪能用于生物医学的研究，并且所有小

型猪健康，未携带特定病原微生物如猪瘟病毒、伪狂犬病毒、猪

蛔虫、致病性皮肤真菌、结核杆菌以及志贺菌等。

１．２　实验方法
　　在正式实验开始前，对实验猪重新空腹称量并进行同质性
检验，然后转入正式期。巴马香猪３０日龄断奶以后，根据初始
体质量和窝别，采用完全随机法分成３组，每头猪单圈饲养，分
别按照对照组、８０％日粮组和５０％日粮组饲料水平饲养，每天
分上下午２次按照０．３ｋｇ／头标准喂饲，自由饮水。选取６０日龄
和９０日龄两个时间点采集血液标本。
１．３　血液生理指标检测
　　采血前１２ｈ禁食，在猪清醒情况下前腔静脉采血３ｍＬ，注
入肝素抗凝管，抗凝血颠倒混匀，将所得到的抗凝血以 Ｓｙｓｍｅｘ

ＸＳ８００ｉ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红细胞数（ＲＢＣ）、白细胞数
（ＷＢＣ）、血小板（ＰＬＴ）、血红蛋白（ＨＧＢ）、红细胞压积（ＨＣＴ）、
平均红细胞体积（ＭＣＶ）、平均血红蛋白含量（ＭＣＨ）、平均血红
蛋白浓度（ＭＣＨＣ）、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ＲＤＷＳＤ）和红细
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ＲＤＷＣＶ）１０项血液生理指标。
１．４　血液生化指标检测
　　采血前１２ｈ禁食，在猪清醒情况下前腔静脉采血２ｍＬ，注
入促凝管中，静置３０ｍｉｎ，然后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取血
清，用日本奥林巴斯２７００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ＡＬＴ、ＴＰ、
ＴＣＨＯＬ、ＴＧ、ＵＲＥＡ、ＣＲＥＡ、ＧＬＵ７项生化指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检测数据以 珋ｘ±ｓ表示，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３个组之间
血液指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个别数据用秩和检

验，比较在不同限饲水平对巴马香猪血液生理生化值的影响。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限饲组巴马香猪血液生化指标
　　不同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血液生化指标测定结果见表２。
在６０日龄，８０％日粮组巴马香猪 ＴＧ（雌）和 ＵＲＥＡ（雌、雄）指
标值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ＴＣＨＯＬ（雌）和 ＧＬＵ（雌、
雄）指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５０％日粮组巴马香猪
ＡＬＴ（雌、雄）、ＴＰ（雄）、ＵＲＥＡ（雌、雄）和 ＣＲＥＡ（雄）指标值显
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ＴＣＨＯＬ（雌、雄）、ＴＧ（雌）和 ＧＬＵ
（雌，雄）指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５０％日粮组巴马
香猪ＡＬＴ（雌、雄）、ＴＰ（雄）、ＵＲＥＡ（雌）和ＣＲＥＡ（雄）指标值显
著高于 ８０％日粮组（Ｐ＜０．０５），而 ＴＣＨＯＬ（雄）、ＴＧ（雌）和
ＧＬＵ（雌、雄）指标值显著低于８０％日粮组（Ｐ＜０．０５）。
　　在９０日龄，８０％日粮组巴马香猪ＵＲＥＡ（雌、雄）指标值显
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５０％日粮组巴马香猪 ＡＬＴ（雌、雄）、
ＴＰ（雄）、ＵＲＥＡ（雌、雄）和ＣＲＥＡ（雌、雄）指标值显著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而 ＴＣＨＯＬ（雌、雄）、ＴＧ（雌）和 ＧＬＵ（雌、雄）指
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５０％日粮组巴马香猪 ＡＬＴ
（雄）、ＴＰ（雄）、ＵＲＥＡ（雄）和ＣＲＥＡ（雄）指标值显著高于８０％
日粮组（Ｐ＜０．０５），而 ＴＣＨＯＬ（雌、雄）、ＴＧ（雌）和 ＧＬＵ（雌、
雄）指标值显著低于８０％日粮组（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限饲组巴马香猪血液生理指标
　　不同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血液生理指标测定结果见表３。
在６０日龄，８０％日粮组（雌、雄）巴马香猪ＷＢＣ、ＭＣＶ、ＲＤＷＳＤ
指标值与ＨＣＴ（雌）指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雌、
雄）巴马香猪ＭＣＨＣ和（雄）巴马香猪ＲＢＣ、ＨＧＢ指标值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５０％日粮组（雄）巴马香猪 ＲＢＣ、ＨＧＢ、
ＨＣＴ、ＭＣＨ指标值与 ＭＣＨＣ（雌、雄）指标值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而ＭＣＶ（雌）、与（雌、雄）ＰＬＴ、ＲＤＷＳＤ、ＲＤＷＣＶ
指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５０％日粮组巴马香猪 ＷＢＣ
（雌）、ＲＢＣ（雌）、ＨＧＢ（雌、雄）、ＨＣＴ（雄）和ＭＣＨ（雄）指标值显
著高于８０％日粮组（Ｐ＜０．０５），而 ＰＬＴ（雌、雄），ＲＤＷＳＤ（雌、
雄）和ＲＤＷＣＶ（雌）指标值显著低于８０％日粮组（Ｐ＜００５）。

表１　不同限饲组巴马香猪饲料营养成分分析
组别 消化能（ｍＪ／ｋｇ） 粗蛋白（％） 赖氨酸（％） 含硫氨基酸（％） 苏氨酸（％） 色氨酸（％） 钙（％） 磷（％） 钠（％）
对照组 １３．７７ ２４．２０ １．５５ ０．７８ ０．７５ ０．３０ １．００ ０．６５ ０．１５

８０％日粮组 １１．２７ １９．７８ １．２４ ０．６２ ０．６０ ０．２４ ０．８４ ０．５３ ０．１２
５０％日粮组 ７．５３ １３．１５ ０．７８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１５ ０．６１ ０．３４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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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限饲组巴马香猪血液生化指标测定结果（珋ｘ±ｓ）
６０日龄 ９０日龄

检测指标
对照组 ８０％日粮组 ５０％日粮组 对照组 ８０％日粮组 ５０％日粮组

ＡＬＴ（Ｕ／Ｌ）
雌 ４６．７８±１７．６０ ４５．２９±２２．６６ ５０．６４±１８．２９ａｂ ４６．８８±１６．７８ ４８．０１±２２．５４ ５２．６６±１８．４０ａ

雄 ３９．２６±１３．４１ ４２．９１±２１．３２ ５８．８１±１７．２２ａｂ ４４．４９±１４．０７ ４４．８５±１９．４８ ５８．９０±１６．７４ａｂ

ＴＰ（ｇ／Ｌ）
雌 ６９．３０±６．５１ ６８．８３±７．０６ ６８．４１±５．３６ ６８．８７±５．７１ ６９．９５±７．５０ ６９．８８±５．６３
雄 ６７．３３±６．１６ ６８．６７±６．４６ ７２．１４±５．５９ａｂ ６７．０２±５．１８ ６８．３９±６．８９ ７７．３２±５．０９ａｂ

ＴＣＨＯＬ（ｍｍｏｌ／Ｌ）
雌 ３．０２±０．６７ ２．４９±０．７７ａ ２．３７±０．４１ａ ３．０４±０．７３ ２．８３±０．６０ ２．１６±０．４３ａｂ

雄 ２．６７±０．８７ ２．６０±１．０５ ２．０１±０．３３ａｂ ２．６９±０．８１ ２．５８±０．８３ １．９７±０．３６ａｂ

ＴＧ（ｍｍｏｌ／Ｌ）
雌 ０．４７±０．２２ ０．５５±０．３３ａ ０．３７±０．１８ａｂ ０．５０±０．２１ ０．４９±０．１９ ０．３８±０．１６ａｂ

雄 ０．４０±０．１６ ０．４８±０．２７ ０．４０±０．１７ ０．４１±０．２０ ０．４２±０．２０ ０．４４±０．２１

ＵＲＥＡ（ｍｍｏｌ／Ｌ）
雌 ３．６０±０．９０ ４．９７±１．４０ａ ５．６２±１．０８ａｂ ３．４７±１．０３ ５．０４±０．８１ａ ５．３３±１．０５ａ

雄 ３．９３±１．６９ ５．１０±１．５３ａ ５．１２±１．０２ａ ３．７２±１．６５ ４．７１±１．３３ａ ５．１８±１．０１ａｂ

ＣＲＥＡ（μｍｏｌ／Ｌ）
雌 ５６．０５±２１．２５ ５６．７３±２３．４９ ６０．７４±１６．１３ ７０．８９±２２．５３ ７６．７５±２４．４７ ８０．４２±２０．１８ａ

雄 ４５．０５±１５．８１ ５１．４６±２２．５１ ７０．７１±１５．６２ａｂ ６６．７５±１６．３９ ７１．８０±２２．３６ ９２．３３±１９．１４ａｂ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雌 ５．７７±２．０４ ４．００±１．４４ａ ２．６８±１．１０ａｂ ５．６９±１．８６ ５．４８±０．９５ ４．５８±０．８８ａｂ

雄 ５．９８±２．００ ４．３０±１．７８ａ ３．１４±１．０５ａｂ ５．８４±１．７２ ５．７９±１．１６ ５．３２±１．１７ａｂ

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与８０％日粮组比较

表３　不同限饲组巴马香猪血液生理指标测定结果（珋ｘ±ｓ）
６０日龄 ９０日龄

检测指标
对照组 ８０％日粮组 ５０％日粮组 对照组 ８０％日粮组 ５０％日粮组

ＷＢＣ（×１０９／Ｌ）
雌 ２３．５７±４．８０ １７．９８±５．３７ａ ２４．７９±５．９３ｂ ２３．１１±４．７８ ２１．３０±４．５２ ２３．１９±６．９２
雄 ２２．１１±５．７３ １７．１１±６．４０ａ １６．９５±４．３５ａ ２１．７５±５．２６ １８．６４±５．７１ａ １８．９５±５．８４ａ

ＲＢＣ（×１０１２／Ｌ）
雌 ８．７７±１．２４ ８．５３±１．３６ ９．１０±１．３４ｂ ９．１１±１．４７ ９．３０±１．４４ ９．０２±１．４２ｂ

雄 ８．２７±１．３８ ８．９０±１．２１ａ １０．８３±１．１７ａ ６．９３±１．２５ ８．４２±１．３８ａ ９．６０±１．５３ａ

ＨＧＢ（ｇ／Ｌ）
雌 １３９．２２±１９．８０ １３６．２６±２３．１０ １４５．００±２２．８６ｂ １３８．４５±２０．２５ １３７．６６±２０．５３ １４７．０３±２６．１５ａｂ

雄 １２９．１５±２０．１２ １４２．７０±２１．３３ａ １７９．７７±１８．２１ａｂ １３０．２２±１９．７９ １４１．３９±２２．４８ １７５．９２±２２．２０ａｂ

ＰＬＴ（×１０９／Ｌ）
雌 ４８４．３７±１３１．９２ ４６６．２７±１４１．５７ ３７５．３２±１０７．２３ａｂ ４５６．８８±１３３．７１ ４６０．３０±１４２．３１ ３２５．７１±１１０．４２ａｂ

雄 ４５５．６７±１２４．７０ ４５４．８８±１４０．７４ ３１８．１１±１００．６１ａｂ ４３８．９０±１２８．０４ ４４１．７９±１３８．９０ ２７５．１０±１０５．３８ａｂ

ＨＣＴ（％）
雌 ５２．６１±５．７１ ４８．９６±６．６７ａ ５１．１７±６．９３ ５１．５５±６．８８ ４９．２７±６．５３ ５０．４２±６．８９
雄 ４９．４６±６．６８ ５０．７０±６．２５ ６２．０６±６．３４ａｂ ４９．３０±６．５０ ５０．１２±６．９６ ５３．０１±７．３２ａｂ

ＭＣＶ（ｆＬ）
雌 ６０．４４±５．２１ ５７．８０±４．３６ａ ５６．４０±４．１９ａ ６０．６４±４．９９ ５９．６７±６．０４ ５８．４２±４．６３
雄 ５９．６６±５．８４ ５７．２１±３．９１ａ ５７．４３±３．７９ ５９．５８±４．８７ ５９．１１±５．２２ ５６．３０±５．０５ａｂ

ＭＣＨ（ｐｇ）
雌 １５．９１±１．０２ １５．９８±１．１０ １５．９３±０．８６ １６．２２±１．２３ １６．４７±１．７１ １６．２１±０．８９
雄 １５．６９±１．３４ １６．０４±０．９６ １６．６２±０．６６ａｂ １５．８９±１．０８ １６．３５±１．００ １６．７５±１．２３ａ

ＭＣＨＣ（ｇ／Ｌ）
雌 ２６４．００±１４．４３ ２７７．２０±１６．５６ａ ２８２．９５±１１．９３ａ ２６７．６３±１４．８０ ２７０．１８±１６．６８ ２８４．０１±１３．０６ａ

雄 ２６２．７２±１５．８４ ２８０．７９±１４．２４ａ ２９０．０２±１４．４０ａ ２６４．４１±１５．０３ ２７５．４０±１４．３３ ２９２．２５±１３．３７ａ

ＲＤＷＳＤ（ｆＬ）
雌 ５０．３１±７．９４ ４６．４３±８．６１ａ ４３．４３±５．３５ａｂ ５０．４４±８．４９ ４７．８０±７．７４ ４３．６３±８．１８ａｂ

雄 ５８．２４±７．３２ ５０．６２±８．８６ａ ４３．８８±３．８７ａｂ ５６．３２±８．５１ ５２．１６±８．４４ ４４．８７±８．３４ａｂ

ＲＤＷＣＶ（％）
雌 ２６．２６±２．８８ ２５．５９±３．４０ ２３．４６±２．２７ａｂ ２６．５３±２．７７ ２６．１７±３．９６ ２４．３２±２．３０ａｂ

雄 ２７．０９±５．８６ ２５．０７±３．０６ ２４．０９±１．７２ａ ２６．２２±５．８９ ２５．８０±３．７９ ２３．５０±３．２５ａｂ

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与８０％日粮组比较

　　在９０日龄，８０％日粮组巴马香猪 ＲＢＣ（雄）指标值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ＷＢＣ（雄）指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５０％日粮组（雄）巴马香猪ＲＢＣ、ＨＣＴ、ＭＣＨ与（雌、
雄）巴马香猪ＨＧＢ、ＭＣＨＣ指标值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而（雄）巴马香猪ＷＢＣ、ＭＣＶ与（雌、雄）巴马香猪ＰＬＴ、ＲＤＷＳＤ、
ＲＤＷＣＶ指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５０％日粮组巴马
香猪ＨＧＢ（雌、雄）和 ＨＣＴ（雄）指标值显著高于 ８０％日粮组
（Ｐ＜０．０５），而（雌，雄）巴马香猪 ＰＬＴ、ＲＤＷＳＤ、ＲＤＷＣＶ与
ＲＢＣ（雌）、ＭＣＶ（雄）指标值显著低于８０％日粮组（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实验动物标准化控制包括遗传学质量、微生物学
质量、环境和营养控制４个方面。我们选取遗传稳定
的巴马香猪，并饲养于标准化医用小型猪舍，确保了实

验动物的遗传、生长环境和微生物的统一性。据文献

［８］报道仔猪出生后在不同发育阶段血液学指标变化
较大，出生后１周左右常会发生生理性贫血，１月龄左
右发生贫血的比例更高，但这种贫血具有一定的自限

性，２月龄左右仔猪贫血现象基本消失，其血液指标与
成年猪相比也较接近。所以本实验选用 ６０日龄和
９０日龄巴马香猪进行测定，其数据基本能反映成年小
型猪血液学特征。而动物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值易受

动物营养水平高低的影响，并且小规模的血液指标测

定未具有代表性，因此本实验在国内通过大规模的巴

马香猪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能全面反映不同限

饲水平下巴马香猪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情况。

３．１　不同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血液生化指标比较
　　对６０日龄和９０日龄不同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雌
性和雄性血液生化指标的分析可知，ＡＬＴ、ＴＰ、ＵＲＥＡ
和 ＣＲＥＡ指标值随着限饲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而
ＴＣＨＯＬ和ＧＬＵ指标值随着限饲水平的上升而下降。
提示在对巴马香猪进行限饲后，营养水平未能跟上其

身体需要，营养缺乏将会导致机体出现一系列生理生

化变化［９－１０］，如新陈代谢率下降，血糖降低［１１］，总胆

固醇值下降等。长期营养缺乏将会导致５０％日粮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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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水平下猪体内蛋白质和脂肪的分解，然后经糖异生

作用实现对大脑和红细胞等的能量补充供应，而

ＣＲＥＡ是肌肉在机体内代谢的产物［１２］，因此出现血清

中ＣＲＥＡ含量上升。血清中 ＴＰ和 ＵＲＥＡ含量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动物对蛋白质的吸收消化程度和动物体

内蛋白质代谢情况，当血清中这两项指标值相对较高

时，表明动物体内蛋白质合成率和利用率降低。有研

究发现血清中ＵＲＥＡ浓度与肌肉增长呈负相关［１３］，因

此在５０％日粮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生长缓慢，体内蛋
白质合成率和利用率降低，出现 ＴＰ和 ＵＲＥＡ指标值
升高；同时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

袭，导致了血液中ＡＬＴ含量上升［１４］。同时８０％日粮组
与对照组巴马香猪相比，除了ＵＲＥＡ含量存在显著差别
外，其余指标之间均未有差异。王爱德等［１５－１６］最早在

巴马香猪原产地广西巴马县对５０头健康巴马香猪进行
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现将其研究成果普遍引用为

巴马香猪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参考标准。本研究与王

爱德等［１５］检测的结果比较发现，８０％日粮组指标更加
接近参考文献标准值，提示在１００％日粮组饲养条件下，
巴马香猪可能会产生肥胖，从而影响血液生化指标。

３．２　不同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血液生理指标比较
　　对６０日龄和９０日龄不同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雌
性和雄性血液生理指标的分析可知，ＲＢＣ、ＨＧＢ、ＨＣＴ、
ＭＣＨ和ＭＣＨＣ指标含量随着限饲水平的上升而上升；
而ＰＬＴ、ＭＣＶ、ＲＤＷＳＤ和 ＲＤＷＣＶ指标含量随着限
饲水平的上升而下降。将本实验结果和王爱德等［１６］

检测的结果比较发现，限饲并未导致巴马香猪产生贫

血，而且随着限饲水平的上升，ＲＢＣ和 ＨＧＢ等指标值
反而升高，这可能是由于限饲水平越高，动物对青饲料

摄入量也相应地增加，青饲料能补充机体所需的铁和

叶酸等对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合成必需的物质［１７］，从而

使血液中 ＲＢＣ、ＨＧＢ、ＨＣＴ、ＭＣＨ和 ＭＣＨＣ指标值上
升。这提示适当的青饲料可以补充动物体所必需的微

量元素，防止贫血等疾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实验通过对３个实验组共３３６头巴
马香猪在６０日龄和９０日龄两个时间点血液生理生化
指标值的测定，揭示了限饲对血液生理、生化指标产生

的影响，尤其是在５０％日粮限饲水平下，巴马香猪血
液生理、生化指标与对照组和２０％日粮限饲水平之间
存在明显差异。同时由于巴马香猪杂食性的特点，适

当的添加青饲料符合其生长规律和身体需求，对建立

巴马香猪血液生理生化标准参数有积极作用，因此在

本实验中，对巴马香猪进行２０％日粮限饲比未限饲和
５０％日粮限饲更能获得稳定标准的巴马香猪血液生
理、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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