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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旨在研究地衣芽孢杆菌对麻羽肉鸡的肠道组织结构及其盲肠微生物区系的影响%试验选用
$""

只
#

日龄肉鸡!随机分为
&

组!每组设
)

个重复!每个重复
#&

只%

!

组为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不添加任何抗生素&

"

组'

#

组'

$

组为试验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

'

#""

和
!""*

+

(

,

+

的地衣芽孢杆菌&

%

组为抗生素组!在基础

日粮中添加
$"*

+

(

,

+

的杆菌肽锌和
(*

+

(

,

+

的硫酸抗敌素%试验期为
%"-

%结果表明!在
!.

日龄时!

"

组绒毛

高度较
!

组增高了
##/$&0

!较
%

组提高了
&/.#0

!

"

组肉鸡盲肠中大肠杆菌数量较
!

组显著降低"

2

#

"/"&

#!乳

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数量显著高于
%

组"

2

#

"/"&

#&

%"

日龄时!

#

组和
$

组肉鸡肠道隐窝深较
!

组分别变浅了

!&/(%0

和
!)/%!0

!差异显著"

2

#

"/"&

#!试组组肉鸡盲肠中大肠杆菌数较
!

组显著降低"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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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乳酸杆

菌和双歧杆菌数量显著高于
%

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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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日粮中添加地衣芽孢杆菌有益于肉鸡的肠道发育和盲肠

微生物区系平衡!饲养前期
&"*

+

(

,

+

添加水平!饲养后期
!""*

+

(

,

+

添加水平显著优化了肉鸡的肠道组织结构!

抑制了盲肠中有害菌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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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益生素在食品或饲料行业成为热门名

词!它是由动物体内有益微生物成员"益生菌#及其

代谢产物经特殊加工制成的%益生素具有无毒副作

用'无耐药性'无残留'低成本'效果显著的特点)

#

*

%

益生菌主要有芽孢杆菌'酵母菌'乳酸菌和双歧杆菌

等!其中地衣芽孢杆菌是芽孢杆菌中最有潜力的菌

种之一%随着对益生素的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对

于地衣芽孢杆菌特性及各方面应用的研究日益增

多)

!'%

*

!地衣芽孢杆菌能产生多种抗生素!包括脂肽

类'肽类'磷脂类'多烯类'氨基酸类'核酸类物质!对

多种动植物及人类病原菌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

*

%

地衣芽孢杆菌应用在医药方面已相当成熟了!但是

对于在饲料加工及其他行业都处于刚刚起步状态!

尤其在对肉鸡的肠道组织结构及其盲肠微生物区系

的影响方面研究较少!因此拥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

间%本文旨在通过饲养试验研究地衣芽孢杆菌对肉

鸡的肠道组织结构及其盲肠微生物区系的影响!并

与抗生素作用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其适宜添加

量!为地衣芽孢杆菌在肉鸡生产中的应用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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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材料

地衣芽孢杆菌活菌制剂!活菌总含量
!""

亿(
+

!

由厦门六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2"

!

试验设计与日粮

麻羽肉鸡苗"公#由莆田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提供%试验于福建农林大学家禽试验场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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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龄麻羽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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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随机分为
&

组!每组设
)

个

重复!每个重复
#&

只%

!

组为对照组!饲喂基础日

粮&

"

组'

#

组'

$

组为试验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中添

加
&"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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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芽孢杆菌制剂&

%

组

为抗生素组!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

+

(

,

+

的杆菌

肽锌和
(*

+

(

,

+

的硫酸抗敌素%饲养试验时间为

%"-

%基础日粮参照
7BC

"

#5.)

#肉鸡营养需要配

制!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

%

!2#

!

样品的采集和检测指标

#2$2#

!

取样

试验鸡只在屠宰前禁食
#!A

!分别于
!.

日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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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龄进行体重测量后每个重复选取
!

只体重适

中的鸡只!即每组选
.

只鸡进行屠宰取样%以组为

单位分别截取每只鸡的十二指肠'空肠'回肠中段

!

'

$=*

和左侧盲肠%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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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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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OIF*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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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龄
#

'

$?FF,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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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龄
)

'

#"?FF,H

原料
O@

+

KF-;F@IH

玉米
C>K@ (!2& (.2"

豆粕
1>

N

EF:@*F:< $"2& !(2"

秘鲁鱼粉
PFKJL;:@M;HA*F:< $2" !2"

预混料
PKF*;Q

#

#

)2" )2"

合计
D>I:< #""2" #""2"

营养水平
7JIK;F@I<FLF<H

!

#

代谢能
R9

"

RS

(

,

+

#

##2%% ##25(

粗蛋白质
CP !"2$) #.2!!

钙
C: #2"" "2..

总磷
DP "2(& "2("

有效磷
3P "2)! "2$.

赖氨酸
T

N

H #2"% "25%

蛋氨酸
U

胱氨酸
RFIUC

N

H "2.& "2%!

!!

#

#预混料为每千克日粮提供
DAF

G

KF*;Q

G

K>L;-FH

G

FK,

+

>M-;FI

$

CJ.*

+

&

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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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

8@("*

+

&

O"/)*

+

&

1F"/!*

+

&氯化胆碱
=A><;@F=A<>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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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3##!&"O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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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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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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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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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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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酸
@;:=;@!&*

+

&泛酸钙
=:<=;J*

G

:@I>IAF@:IF#!/&*

+

&叶酸
M><;=:=;-#/!&*

+

&

生物素
E;>I;@#""

(

+

%

!

#有效磷'赖氨酸'蛋氨酸
U

胱氨酸为计算值!其余为实测值%

3P

!

T

N

H:@-RFIUC

N

H<FLF<H;@-;FIH?FKF=:<=J<:I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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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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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组织切片制作和观察

将截取得到的肠管用磷酸缓冲液"

G

\%/#

#小心

冲洗干净!放入卡诺氏"

C:K@>

N

+

H

#固定液中固定
)A

!

经过脱水'透明'石蜡包埋'切片
&

(

*

'苏木素
6

伊红

"

\9

#染色'封片!显微镜观察并测出肠绒毛高度"

L;<'

<>JHAF;

+

AI

!

W\

#'肠黏膜厚度"

*J=>H:IA;=,@FHH

!

RD

#和黏膜隐窝深度"

=K

NG

I:F-F

G

IA

!

CY

#%

#2$2$

!

盲肠微生物培养试验

无菌取盲肠内容物
"/&

+

于盛有
5/&*T

灭菌

生理盐水及玻璃珠的锥形瓶内"

#"

6#稀释#!稀释均

匀后取此稀释液
"/&*T

于盛有
)/&*T

灭菌生理

盐水试管内!依次进行
#"

6!

'

#"

6%稀释%乳酸杆菌

"

3+41(5+4#,,)&

#!双歧杆菌"

6+4#,,)&5#

-

#7)&

#!大肠

杆菌"

8&4"%*#4"#+4(,#

#均采用平板计数法进行计

数!

$

种细菌的培养方法均按文献)

5

*进行%

!2$

!

数据处理

应用
1P11#$/"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差异显著后进行
T1Y

多重比较!

2

#

"/"&

作为

差异显著性判断标准!结果用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

"

!

结
!

果

"%!

!

地衣芽孢杆菌对麻羽肉鸡肠道组织结构的影响

从表
!

可见!

!.

日龄时!添加地衣芽孢杆菌的

试验组较对照组的各项组织结构指标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其中以
"

组最为显著!

W\

较
!

组提高了

##2$&0

!较
%

组提高了
&/.#0

&

CY

较
!

组降低了

##/))0

'较
%

组降低了
%/&.0

&肠绒毛(隐窝深的

指数"

W\

(

CY

#较
!

组提高了
!(/!)0

!较
%

组提高

了
#"/&(0

&

RD

较
!

组提高了
!/$50

!较
%

组提高

了
#/&)0

%但是各组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2

$

"/"&

#%

%"

日龄时!各组肉鸡
W\

差异不显著"

2

$

"/"&

#!而
CY

比较结果发生显著变化"

2

#

"/"&

#%

#

组 和
$

组 肉 鸡 的
CY

较
!

组 分 别 变 浅 了

!&/(%0

'

!)/%!0

!差 异 显 著 "

2

#

"/"&

#!因 此

W\

(

CY

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

组和
$

组的

W\

(

CY

值显著高于
!

组"

2

#

"/"&

#!而与
%

组差

异不显著"

2

$

"/"&

#%

RD

方面!

$

组较
!

组提高

了
!#/5$0

!差异显著"

2

#

"/"&

#!较
%

组提高了

#./)%0

!差异显著"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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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芽孢杆菌对肉鸡肠道组织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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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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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项目
OIF*H

肠绒毛高度
W\

隐窝深度
CY

肠绒毛高度(隐窝深度
W\

(

CY

黏膜厚度
RD

!.

日龄
!.-:

N

H>M:

+

F

!

组
K̂>J

G

!

#"(&2&].#2% %&2!]52# #)2#]#2" !$.2(]#52)

"

组
K̂>J

G

"

##.(2)]..2. ((2(](2% #%2.]#2$ !))2$]#52(

#

组
K̂>J

G

#

##$$2&].#2" (%2.](2# #(2%]#2& !)#2)]#.2)

$

组
K̂>J

G

$

##"(2&]%(2! %"2)]%2" #&2%]#2# !$52#]!#2$

%

组
K̂>J

G

%

##!#2$](.2( (52&]%2! #(2#]#2! !)"2(]#%2.

%"

日龄
%"-:

N

H>M:

+

F

!

组
K̂>J

G

!

##.&2$]5#2)

##(2#]#"2!

:

52)]"2.

E

!$&2%]#.2%

E

"

组
K̂>J

G

"

##%.2#]((2.

5"2!]52#

:E

#!2"]#2"

:E

!)"2!]!#2$

E

#

组
K̂>J

G

#

###%2.].#2"

.(2$]%2&

E

#$2"]#2!

:

!(&2$]#52!

:E

$

组
K̂>J

G

$

##)(2(].!2!

.%2)]&2%

E

#$2#]#2"

:

!.%2)]!"2&

:

%

组
K̂>J

G

%

#".52%]%)2(

#""2&]#2"

:E

#"2.]#2!

:E

!)!2(]#%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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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列同日龄肩标相同小写字母或无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2

$

"2"&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2

#

"/"&

#%

O@IAFH:*F=><J*@:@-H:*F-:

N

>M:

+

F

!

L:<JFH?;IAH:*FH*:<<<FIIFKHJ

G

FKH=K;

G

IH>K@><FIIFKHJ

G

FKH=K;

G

IH*F:@@>H;

+

'

@;M;=:@I-;MMFKF@=F

"

2

$

"/"&

#!

:@-?;IA-;MMFKF@IH*:<<<FIIFK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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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H*F:@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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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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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芽孢杆菌对麻羽肉鸡盲肠微生物区系的

影响

从表
$

可以分析得到!

!.

日龄时!添加地衣芽

孢杆菌的试验组肉鸡盲肠中大肠杆菌数较
!

组显著

减少!其中
"

组比
!

组下降了
#!/5.0

!差异显著

"

2

#

"/"&

#!比
%

组下降了
!/((0

!差异不显著

"

2

$

"/"&

#&乳酸杆菌数量方面!

"

组较
!

组提高了

$/$50

"

2

$

"/"&

#!较
%

组提高了
./".0

"

2

#

"/"&

#&双歧杆菌数量方面!

"

组较
!

组提高了

(/.%0

"

2

$

"/"&

#!较
%

组提高了
#"/#.0

"

2

#

"/"&

#%

%"

日龄时!添加地衣芽孢杆菌的试验组肉

鸡盲肠中大肠杆菌数较
!

组显著减少"

2

#

"/"&

#!

其中
$

组最为显著!下降了
#./5$0

"

2

#

"/"&

#!较

%

组下降了
&/%"0

"

2

$

"/"&

#&乳酸杆菌数量方面!

$

组较
!

组提高了
%/$.0

"

2

$

"/"&

#!较
%

组提高

了
./$!0

"

2

#

"/"&

#&双歧杆菌数量方面!

$

组较
!

组提 高 了
(/5)0

"

2

$

"/"&

#!较
%

组 提 高 了

##/&.0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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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芽孢杆菌对肉鸡盲肠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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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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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OIF*H

!

组
K̂>J

G

! "

组
K̂>J

G

" #

组
K̂>J

G

# $

组
K̂>J

G

$ %

组
K̂>J

G

%

!.

日龄
!.-:

N

H>M:

+

F

大肠杆菌
8&4"%*#4"#+4(,# .2)"]"2&#

:

%2$#]"2!.

E

%2&!]"2#%

:E

%2.!]"2))

:E

%2&#]"2$#

:E

乳酸杆菌
3+41(5+4#,,)&

52))]"2!.

:E

52%(]"2#5

:

52)(]"2#&

:E

52)#]"2!.

:E

52"$]"2!(

E

双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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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2!

!

地衣芽孢杆菌对麻羽肉鸡肠道组织结构的影响

倪耀娣等)

#"

*提出!小肠绒毛实质性的变长会增

加小肠的吸收面积!使饲料中更多的营养物质得到

充分吸收和利用!从而可促进动物的生长%王俐

等)

##

*指出!黏膜上皮与固有膜向肠腔突出形成许多

皱褶和肠绒毛!目的是增加肠管消化和吸收的表面

积!其中起吸收作用的是黏膜上皮的吸收细胞%李

$"#



动
!

物
!

营
!

养
!

学
!

报
!!

卷
!

燕等)

#!

*表明!肠绒毛高时!成熟细胞多!养分吸收能

力强%李燕等)

#!

*还指出肠黏膜隐窝深能反映细胞

的生成率!隐窝变浅表明!细胞的成熟率上升!分泌

功能强%

W\

(

CY

值综合反映小肠的功能状况%比

值下降!消化吸收功能降低!动物生长发育受阻&比

值上升!则黏膜改善!消化吸收功能增强!生长发育

加快%从生理作用上来分析!肠黏膜具有对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物或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吸收功能!其

结构和功能的完整对动物机体具有重要的意义%王

玉梅等)

#$

*指出使用益生素后的动物小肠黏膜层厚!

小肠绒毛数量多!这一结果表明益生素能促进小肠

绒毛生长!但添加使用水平不同效果也不同%本试

验研究结果显示添加不同水平的地衣芽孢杆菌和抗

生素都有增高肠绒毛高度'降低隐窝深度'增加肠黏

膜厚度的作用!说明地衣芽孢杆菌有保护肠黏膜和

促进绒毛生长的作用!在饲养前期低浓度的添加量

效果较好!且随着添加量的增加效果有降低的趋势!

而后期则以较高浓度的添加量效果较好!且随着添

加量的增加效果有提高的趋势!而且其作用效果略

优于添加抗生素组%

#2"

!

地衣芽孢杆菌对麻羽肉鸡盲肠微生物区系的

影响

!!

已有研究发现!地衣芽孢杆菌对大肠杆菌有抑

制作用!特别对某些肠道致病菌有拮抗作用!而对厌

氧的有益菌有促进生长或共生作用)

#)

*

%这可能与

地衣芽孢杆菌的生物夺氧作用有关!芽孢杆菌为需

氧菌!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氧气!进入动物肠道

内!能消耗大量的游离氧!降低了肠内氧浓度!改善

了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厌氧菌的生长环境!有利于

厌氧菌的生长!保持肠道微生态系统的稳衡!同时使

肠道中原本存在的大肠杆菌等需氧菌的生长因缺氧

受到抑制!在本试验中试验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

相吻合!试验结果还表明地衣芽孢杆菌的这种作用

效果略优于抗生素的作用效果%

$

!

结
!

论

)

在肉鸡日粮中添加地衣芽孢杆菌能够优化

肠道组织结构!抑制肠道有害菌的生长'促进有益菌

的生长或共生!从而提高了消化器官功能!有利于营

养物质的吸收!促进机体的生长%

*

本试验表明饲养前期添加浓度为
&"*

+

(

,

+

!

而后期添加浓度为
!""*

+

(

,

+

的地衣芽孢杆菌时!对

肉鸡的肠道组织结构及其盲肠微生物区系的影响最

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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