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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旨在研究紫茎泽兰提取物的除粪臭和驱避蚊蝇效果及对水牛血液生化指标的
影响。选择１００头健康青年水牛，随机分为４组，每组２５头。对照组饲喂基础精料，试验组在基
础精料中分别添加０．１％（Ⅰ）、０．２％（Ⅱ）和０．３％紫茎泽兰提取物（Ⅲ）。试验期３７ｄ，包括预
试期７ｄ和正试期３０ｄ。结果表明：１）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粗料干物质采食量提高，但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试验Ⅱ组水牛平均日增重显著提高（Ｐ＜０．０５）。２）添加紫茎泽兰提取物后水
牛粪便发酵１０ｄ内氨气排放量降低，发酵５ｄ内硫化氢排放量降低。３）试验期第１５和３０天，
１５ｍｉｎ蚊蝇降落次数随紫茎泽兰提取物添加量的增加而降低，各试验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显著
（Ｐ＜０．０５）。４）试验期第３０天时，与对照组相比，试验Ⅲ组的血液胆固醇含量显著提高（Ｐ＜
０．０５）；试验Ⅰ组血液尿素氮含量有显著提高（Ｐ＜０．０５）。结果提示，饲粮中加紫茎泽兰提取物
可提高水牛生产性能，降低粪便排泄前期硫化氢和氨气排放量，具有驱避蚊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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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养殖生产
中产生的粪便恶臭气体对环境的污染不断加剧，

不但严重影响动物的健康和生产性能的发挥，同

时对人类的健康也造成极大的威胁。在我国，恶

臭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在世界此类投诉案件居第

二，此类污染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

题。研究开发植物提取物作为除臭剂减少家畜有

害气体排放量被认为是具有前途的途径之一。研

究表明，樟科植物提取物可以显著改善动物的生

产性能，抑制粪中脲酶活性，减少氨气、硫化氢产

生［１－３］。Ｃｏｌｉｎａ等［４］在断奶仔猪饲粮中添加丝兰

提取物，猪舍的氨气排放量逐周下降。紫茎泽兰

是一种恶性有毒性杂草，但经研究它也是一种潜

在的饲料资源和中草药资源，非常具有开发价值。

经脱毒后的紫茎泽兰不仅对植物病原菌具有很好

的抑制效果还能够抑制沼气发酵液的病菌生

长［５－６］。水牛在我国南方农业产业结构中占有重

要地位。水牛饲养逐渐单一地向役用型向乳、肉

兼用型发展，饲养方式也开始由农户散养逐渐转

向规模化小区养殖。然而，目前水牛养殖场没有

有效的粪便处理设施，同时由于水牛本身特异性

及生活环境的高温高湿，会产生大量的恶臭污染，

滋生蚊蝇，危害人和畜禽的身体健康。本试验以

水牛为研究对象，在饲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紫茎

泽兰提取物进行饲养试验，观察其除粪臭和驱避

蚊蝇效果及对水牛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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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恶臭气体排放量，实现健康养殖，提高生产性

能探索有效途径和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紫茎泽兰提取物，纯度为 １０ｇ／ｋｇ，购自湖南
某生物科技公司，主要成分为半萜类、三萜类、苯

丙酚类及黄酮类物质。

１．２　试验动物及试验设计
　　选用１００头２４月龄左右的健康青年母水牛，
平均体重为（３８９．７０±８１．２０）ｋｇ，随机分为４组，
每组２５头，各组均饲养于同一饲养区内。对照组
饲喂基础精料，试验组饲喂在基础精料中添加

０．１％（Ⅰ）、０．２％（Ⅱ）和０．３％紫茎泽兰提取物
的试验精料（Ⅲ）。参考 ＮＲＣ（１９９４）建议的营养
需要量，以及本实验室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设

计饲粮配方。基础精料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１。
粗料为新鲜象草、青刈玉米和青贮玉米，其干物质

含量分别为 １５．２％、１６．６％和 ２２．９％。预试期
７ｄ，试验期３０ｄ。按牛场常规管理制度统一管理，
充足饮水。

１．３　测定指标与方法
１．３．１　生产性能
　　试验期第０和３０天，分别测量试验牛体重，计
算平均日增重（ＡＤＧ）；统计每日粗料采食量，计算
粗料干物质采食量。

１．３．２　粪便氨气和硫化氢排放量
　　试验期第０和３０天，从各试验组采集新鲜粪
便，每个样品至少选自３头牛的粪便，混匀后带回
实验室。在１０００ｍＬ塑料大烧杯中放盛有２０ｍＬ
硼酸溶液的５０ｍＬ小烧杯，用以吸收氨气；另１个
１０００ｍＬ烧杯放入盛有 ２０ｍＬ锌铵络盐溶液的
５０ｍＬ小烧杯，用以吸收硫化氢气体。每个大烧
杯中，放入混合均匀的粪样 １００ｇ。每组 ２个重
复。每个大烧杯用２层塑料膜和１层保鲜膜密封。
室温下培养。每隔５ｄ取出小烧杯，凯氏定氮法测
定氨气的排放量，锌铵络盐吸收比色法测定硫化

氢的排放量，每个测定重复３次［７－８］。

１．３．３　粪便蚊蝇吸引力
　　试验期第２、１５、３０天采集粪便。在牛舍边一
处平坦遮雨的场地（至少１．５ｍ×８．５ｍ），将采集
的粪便随机排列成２排，每２个样品间距约１ｍ。
２个观察员分别观察落在粪便表面的蝇虫数量并

按具体计数标准（如下）记录，每个样品观察

５ｍｉｎ，每隔１ｈ记录１次，共记录 ３次，结果以合
计次 数 计。记 录 时 间 为 观 察 日 的 ０９：００—
１２：００［９］。

表１　基础精料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ａｉｒｄｒｙｂａｓｉ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玉米 Ｃｏｒｎ ３８．０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ｍｅａｌ ２０．０
麦麸 Ｗｈｅａｔｂｒａｎ ３２．５
磷酸氢钙 ＣａＨＰＯ４ ３．０
石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２．５
食盐 ＮａＣｌ ２．０
小苏打 ＮａＨＣＯ３ ２．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
粗蛋白质 ＣＰ １７．２５
中性洗涤纤维 ＮＤＦ １８．２８
综合净能 ＮＥｍｆ／（ＭＪ／ｋｇ） ６．６６
钙 Ｃａ １．８９
总磷 ＴＰ １．２１

　　营养水平为计算值。饲料原料营养水平来源于《中国
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３１］。综合净能 ＝消化能 ×［（综
合效率×增重净能效率×１．５）／（增重净能效率 ＋０．５×综
合效率）］［３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ｆｅｅｄ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ｅ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３１］．ＮＥｍｆ＝ＤＥ×Ｋｍｆ＝ＤＥ×［（Ｋｍ ×Ｋｆ×

１．５）／（Ｋｆ＋０．５Ｋｍ）］
［３２］．

　　蚊蝇计数标准：记录５ｍｉｎ内，盛放牛粪样品
表面降落的蝇虫数量。每只蝇虫在样品表面停留

１次，即记录１次；同一只蝇虫停留，离开后再次停
留该样品，即记录２次；无论蝇虫１次停留时间长
短，都只记录１次［９］。

１．３．４　血液生化指标
　　试验期第０和３０天，每个试验组随机选１０头
水牛，从静脉采血，冷藏送检。检测地点为广西民

族医院。检测指标有尿素氮、总蛋白、甘油三酯、

葡萄糖和胆固醇含量，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

活性，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活性，
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ＩｇＡ和 ＩｇＭ含量，淋巴细胞计
数，淋巴细胞百分比。采用日立７０２０全自动生化

６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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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和 ＡＢＸＭＩＣＲＯＳ６０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测定。

１．４　数据统计处理
　　试验数据先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整理，再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Ｄｕｎｃａｎ氏法进行多重比较，数据分析结果以平均
值 ±标准差来表示，以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分别作
为差异显著和极显著的判断标准。

２　结　果
２．１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２可知，各组精料干物质采食量均为
３．０ｋｇ（限饲），粗料干物质采食量对照组 ＜试验
Ⅰ组 ＜试验Ⅱ组 ＜试验Ⅲ组，但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试验Ⅱ组的平均日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
试验Ⅰ和Ⅲ组（Ｐ＜０．０５）；试验Ⅰ和Ⅲ组较对照组
高，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试验Ⅰ、Ⅱ和Ⅲ组

分别 较 对 照 组 提 高 了 ４４．７４％、１７６．３２％ 和
４４．７４％。
２．２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粪便氨气排放量的
影响

　　由图１和图２可见，水牛粪便氨气排放量呈先
增后减的趋势，在发酵第１０天达到最大值。试验
期第１天采集的粪便，与对照组相比，除在发酵第
２０天时试验Ⅲ组降幅较大外，其他发酵时间数值
均接近。试验期第３０天采集的粪便，试验组发酵
第５和１０天氨气排放量均较对照组低；第 １５天
时，试验Ⅲ组氨气排放量高于对照组，试验Ⅰ和Ⅱ
组与对照组数值接近；第 ２０天，试验Ⅰ和Ⅱ组高
于对照组，试验Ⅲ组低于对照组；第２５天，各试验
组均低于对照组。饲粮中添加紫茎泽兰提取物

后，水牛粪便在发酵１０ｄ内氨气排放量降低，而后
无明显规律。

表２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Ｓｐｒｅｎｇｅｘａｃｔ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ｕｆｆａｌｏｅｓ ｋｇ／ｄ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试验Ⅰ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Ⅰ

试验Ⅱ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Ⅱ

试验Ⅲ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Ⅲ

精料干物质采食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Ｍｉｎｔａｋｅ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粗料干物质采食量ＲｏｕｇｈａｇｅＤＭｉｎｔａｋｅ ３．７２±０．５９ ３．８４±０．３９ ４．００±０．４１ ４．４３±０．８６
平均日增重 ＡＤＧ ０．３８±０．２０ａ ０．５５±０．１９ａ １．０５±０．４２ｂ ０．５５±０．１８ａ

　　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或无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下表同。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
ｏｒｎｏ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ｍｅａ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图１　试验期第１天水牛粪便氨气排放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ａ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ｕｎｇ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ｕｆｆａｌｏｅｓｏｎｔｈｅ１ｓｔ
ｄａｙｏｆｔｒ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图２　试验期第３０天水牛粪便氨气排放量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ａ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ｕｎｇ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ｕｆｆａｌｏｅｓｏｎｔｈｅ３０ｔｈ
ｄａｙｏｆｔｒ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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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粪便硫化氢排放量的
影响

　　由图３和图４可见，水牛粪便的硫化氢排放量
呈逐渐降低的趋势。试验期第 １天采集的粪便，
发酵第５天试验Ⅱ组高于对照组，差值较大，试验
Ⅰ和Ⅱ组与对照组数值接近；发酵第１０、２０和２５
天，试验组与对照组数值接近。试验期第３０天采
集的粪便，发酵第５天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值较
大；发酵第 １０和 １５天，试验Ⅲ组低于对照组，试
验Ⅰ和Ⅱ组与对照组数值接近；发酵第 ２０和 ２５
天，试验组与对照组数值接近。饲粮中添加紫茎

泽兰提取物，可降低水牛粪便发酵５ｄ内硫化氢排
放量，并且添加量越高，硫化氢排放量越低；５ｄ后
硫化氢排放量无明显规律。

图３　试验期第１天水牛粪便硫化氢排放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Ｈ２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ｕｎｇ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ｕｆｆａｌｏｅｓｏｎｔｈｅ１ｓｔ
ｄａｙｏｆｔｒ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图４　试验期第３０天水牛粪便硫化氢排放量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Ｈ２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ｕｎｇ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ｕｆｆａｌｏｅｓｏｎｔｈｅ３０ｔｈ
ｄａｙｏｆｔｒ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２．４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粪便蚊蝇吸引力的
影响

　　由表３可知，试验期第２天时，紫茎泽兰提取
物对粪便蚊蝇降落次数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
试验期第１５和３０天时，紫茎泽兰提取物减少蚊蝇
降落次数，蚊蝇降落次数对照组 ＞试验Ⅰ组 ＞试
验Ⅱ组 ＞试验Ⅲ组，且除了试验Ⅱ和Ⅲ组之间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外，其于各组间均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２．５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血液生化指标的
影响

　　由表４可知，试验期第３０天时，紫茎泽兰提取
物能提高水牛血液尿素氮含量，与对照组相比，试

验Ⅰ组的尿素氮含量显著提高（Ｐ＜０．０５），试验Ⅱ
和Ⅲ组的尿素氮含量较对照组高，但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同时，试验Ⅰ组显著高于试验Ⅱ组
（Ｐ＜０．０５）。试验期第３０天时，紫茎泽兰植物提
取物能提高水牛血液胆固醇含量，试验Ⅲ组的胆
固醇含量较对照组显著提高（Ｐ＜０．０５），试验Ⅰ和
Ⅱ组也高于对照组，但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各试验组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试验期第 ０
天，试验组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显著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试验Ⅱ组的 ＩｇＧ的含量显著低于其
他３组（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干物质采食量是一项重要的营养指标，它一
定程度代表了动物维持健康的生理状态和正常的

生产性能的营养需要。植物提取物因具有抗菌、

抗病毒，调控瘤胃发酵等功效，可以提高反刍动物

抵抗力和免疫力，改善反刍动物消化能力，提高饲

料转化率，促进动物生长等。Ｂｅｎｃｈａａｒ等［１２］研究

发现，某些植物提取物可以改变反刍动物的瘤胃

发酵动态，从而增加饲料能量和蛋白利用率。张

世昌等［１３］在饲粮中以颗粒料为载体添加当归提取

物，可显著提高围产期奶牛的生产性能和健康状

况。Ｄｅｖａｎｔ等［１４］利用洋蓟、刺五加、胡芦巴混合

物的提取物饲喂荷斯坦公牛，提高了公牛增重，但

差异不显著。紫茎泽兰提取物是以紫茎泽兰植物

为原料，经一系列物理化学提取过程，得到的多种

有效成分的混合物。研究表明，紫茎泽兰活性成

分含有多种酚类化合物、挥发性油、单宁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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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１１］。谭文彪等［１５］发现，紫茎泽兰提取物对鸡球

虫病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本试验结果表明，饲

粮中添加０．２％紫茎泽兰提取物后可以显著提高

水牛的生产性能。这可能与紫茎泽兰提取物抑

菌、调控瘤胃发酵动态、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能

有关。

表３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粪便１５ｍｉｎ蚊蝇降落次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Ｓｐｒｅｎｇｅｘａｃｔｏｎａｌｉｇｈ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ｌｉｅｓｏｎｄｕ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ｕｆｆａｌｏｅｓ 次

时间

Ｔｉｍｅ／ｄ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试验Ⅰ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Ⅰ

试验Ⅱ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Ⅱ

试验Ⅲ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Ⅲ

２ ２０．５０±８．１４ １５．５０±７．２０ １４．５０±７．９２ １５．００±９．３０
１５ １００．３３±２３．２６ａ ５２．３３±１３．０６ｂ ２８．６７±１７．３７ｃ ２１．６７±７．１７ｃ

３０ ６０．００±１６．４０ａ ３４．３３±６．６２ｂ １４．３３±９．４２ｃ １０．６７±６．８９ｃ

表４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Ｓｐｒｅｎｇｅｘａｃｔｏｎｂｌｏｏ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ｕｆｆａｌｏｅ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时间

Ｔｉｍｅ／ｄ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试验Ⅰ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Ⅰ

试验Ⅱ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Ⅱ

试验Ⅲ组
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Ⅲ

总蛋白 ０ ７４．１２±４．１６ ７５．５８±２．６８ ７１．０２±１７．７４ ７０．７２±４．７６
ＴＰ／（ｇ／Ｌ） ３０ ７４．５７±４．７０ ７８．０１±４．２４ ７６．１５±４．４１ ７４．７４±２．４１
谷丙转氨酶 ０ ５９．８０±１０．３４ ６８．３０±８．０７ ６１．５０±１８．２７ ７０．６０±１０．８４
ＡＬＴ／（Ｕ／Ｌ） ３０ ５９．５０±９．８８ ６３．９０±０．０５ ６７．５０±８．０７ １１０．８０±１５８．４６
谷草转氨酶 ０ １５７．８０±５４．５４ １３６．５０±１５．２０ １３１．５０±４６．１３ １４５．５０±２８．８０
ＡＳＴ／（Ｕ／Ｌ） ３０ １４７．００±１６．３４ １３５．６０±１５．１１ １５０．００±３６．２４ １４４．８０±１４．７３
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 ０ ２．６５±０．６９ａ ２．０２±０．２４ｂ ２．０７±０．４０ｂ ２．０５±０．３０ｂ

ＡＬＴ／ＡＳＴ ３０ ２．５４±０．４８ ２．１６±０．４０ ２．２４±０．５１ ３．１４±２．８１
尿素氮 ０ ６．６２±０．８９ ７．２６±０．６２ ６．４６±２．１５ ６．９３±０．９３
ＵＮ／（ｍｍｏｌ／Ｌ） ３０ ５．３３±０．８９ａ ６．２０±０．５６ｂ ５．４３±０．８２ａ ５．９３±０．４８ａｂ

胆固醇 ０ １．８５±０．２８ ２．１１±０．３４ １．７８±０．５８ １．９７±０．３７
ＣＨＯＬ／（ｍｍｏｌ／Ｌ） ３０ １．７８±０．２８ａ １．９０±０．１９ａｂ １．９４±０．３３ａｂ ２．０５±０．１４ｂ

甘油三脂 ０ ０．５６±０．０７ａ ０．５３±０．０８ａ ０．５０±０．１１ａ ０．６７±０．１３ｂ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３０ ０．５３±０．０６ ０．５３±０．０７ ０．４９±０．１１ ０．５４±０．０７
葡萄糖 ０ ４．０４±０．３６ ４．０３±０．２５ ３．８１±１．００ ３．５２±０．４８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３０ ３．６２±０．３２ ３．７７±０．３３ ３．８１±０．３３ ３．９７±０．３９
乳酸脱氢酶 ０ ６４２．４０±８９．９０ ６７３．２０±７６．８２ ６５８．７０±１０３．６２ ６６５．８０±９８．３８
ＬＤＨ／（Ｕ／Ｌ） ３０ ６３３．１０±７４．１４ ５９５．５０±６２．６２ ６７５．６０±１３６．１９ ６４９．７０±１２５．６２
免疫球蛋白Ｇ ０ ０．１０±０．００ａ ０．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７±０．４８ｂ ０．１０±０．００ａ

ＩｇＧ／（ｇ／Ｌ） ３０ ０．１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０
免疫球蛋白Ａ ０ ０．０３±０．０５ ０．０４±０．５０ ０．０３±０．４８ ０．０７±０．４８
ＩｇＡ／（ｇ／Ｌ） ３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免疫球蛋白Ｍ ０ ０．２０±０．４７ ０．２０±０．０７ ０．１９±０．０６ ０．１９±０．３２
ＩｇＭ／（ｇ／Ｌ） ３０ ０．２１±０．０３ ０．２２±０．０４ ０．２２±０．４２ ０．２２±０．４２
淋巴细胞计数 ０ ４．１５±２．０１ ４．５１±１．２９ ４．３７±１．４６ ４．３０±２．１３
ＬＹＭｎｕｍｂｅｒ／（１０９Ｌ－１） ３０ ６．４９±４．６８ ４．２６±１．４０ ５．１０±１．６３ ６．３０±２．８２
淋巴细胞百分比 ０ ３９．９５±１２．７８ ４８．０２±１０．７９ ４３．６１±７．８５ ４３．５７±１７．３０
ＬＹＭ／％ ３０ ５１．０９±１４．８０ ４２．７３±７．５０ ４２．１０±１１．７７ ４７．０５±７．５８

９５７２



　
动　物　营　养　学　报 ２５卷

　　然而，饲料中过量的植物提取物可能会引起
瘤胃的发酵抑制。Ｂｕｓｑｕｅｔ［１６］研究发现，绝大多数
植物提取物在高浓度下表现出抑制瘤胃发酵的趋

势。本试验中，试验Ⅲ组的平均日增重较试验Ⅱ
组显著降低。这可能是 ０．３％添加量的紫茎泽兰
提取物含量超过青年水牛的最适需要量，抑制了

瘤胃的发酵，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动物的生长。

３．２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粪便氨气和硫化氢
排放量的影响

　　根据 Ｋｏｒｎｅｇａｙ等［１７］的研究，目前，为降低动

物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主要集

中在提高营养物质利用率、降低恶臭气体排放和

减少吸引的蚊蝇３个方面。氨气和硫化氢是畜牧
养殖场中最主要的恶臭气体，它们会降低畜禽的

免疫力、代谢能力和生产性能，严重威胁家畜健康

和经济效益。植物提取物中含有某些活性成分，

可以抑制某些产生恶臭气体的微生物及酶生长和

活性，从而抑制粪便产生恶臭气体。Ｊｕｓｚｋｉｅｗｉｚ
等［１８］研究证明，大蒜提取物对脲酶具有不可逆抑

制作用，且随着浓度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Ｖａｒｅｌ
等［１９］报道，牛至油提取物麝香草酚和香荆芹酚以

２ｇ／ｋｇ的量添加至猪粪尿混合物中能有效控制恶
臭，２３ｄ内能抑制挥发性脂肪酸的产生，２ｄ后总
厌氧菌数量显著降低，２８ｄ后总厌氧菌数量仍维
持在该抑制水平。石军［２０］研究发现，通过在断奶

仔猪饲粮中添加樟科植物提取物，可以抑制脲酶

活性，减少氨气排放量。李传普［２１］研究表明，通过

饲喂仔猪樟科植物提取物和丝兰属植物提取物可

以降低仔猪排泄物中的氨气和硫化氢排放量。紫

茎泽兰植物提取中含有多种可以抑菌的有效成

分。梁晓华等［２２］发现紫茎泽兰植物提取物对大肠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等均有抑制

作用。另有研究表明，紫茎泽兰汁液对１５种常见
植物病原菌均具有很好的抑制效果［２３］。本试验

中，饲粮中添加紫茎泽兰提取物后，与对照组相

比，试验组粪便在发酵前期减少了硫化氢和氨气

的排放量，这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为，

紫茎泽兰提取物中含有某些抑菌活性，抑制了粪

便中产生氨气和硫化氢微生物的活性。

３．３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粪便蚊蝇吸引力的
影响

　　畜禽粪便堆积发酵会滋生蚊蝇，传染疾病，不
仅对家畜的健康造成危害，还会严重影响周边人

们的生活环境。降低粪便对蚊蝇的吸引力，可以

一定程度地减少蚊蝇的滋生，从而降低畜禽粪便

的污染。精油是从植物中提取出的次生代谢物

质，它是一种以酚类、脂类、醛类、萜类衍生物和一

些小分子脂肪族化合物和小分子芳香族化合物组

成的混合物［２４］。研究发现，许多醇类、酮类及酚类

的精油对昆虫都具有熏杀作用。研究表明，野薄

荷精油中的 Ｄ－８－乙酰氧基别二氢葛缕酮有效
成分对白纹伊蚊有持续４～６ｈ的驱避作用，经化
学结构修饰后可形成商品化的高效驱蚊剂［２５］。林

琳［２６］研究发现，孔雀草（菊科）、薄荷（唇形科）等

植物提取物对蚊蝇有明显驱逐效果。杨频等［２７］试

验表明，菊科、芸香科、椒样薄荷等 ５种植物精油
对致倦库蚊均有一定的熏杀效果。紫茎泽兰植物

提取物中含有香茅醛、香叶醛、克拉维醇、酚等挥

发性油成分。研究发现，从紫茎泽兰花中分离得

到的克拉维醇对小菜粉蝶幼虫有一定的拒食活

性，且对蚂蚁有驱避作用［１１］。本试验中，紫茎泽兰

植物提取物饲喂水牛后，水牛粪便具有明显驱避

蚊蝇的效果，这与以上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紫

茎泽兰植物提取物中具有可以驱避蚊蝇的有效成

分，可能为挥发性油。

３．４　紫茎泽兰提取物对水牛血液生化指标的
影响

　　据 ＧａｒｃｉａＢｏｊａｌｉｌ等［２８］的研究，反刍动物脂肪

摄入量增加会使血液胆固醇含量相应升高，为机

体合成乳脂或其它代谢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本

试验中，当水牛采食量显著提高时，水牛血液胆固

醇含量也显著提高。这与 ＧａｒｃｉａＢｏｊａｌｉｌ等［２８］的结

论相一致。血液尿素氮含量是反映机体蛋白质利

用效率的最有效指标，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蛋白

质利用效率和体内氨基酸平衡状况。血液尿素氮

的含量除了受饲粮蛋白质水平影响外，还与瘤胃

微生物合成菌体蛋白速率有关。某些植物提取物

在高浓度下会抑制所有瘤胃微生物的活性。Ｅｖａｎｓ
等［２９］报道，百里香酚的添加剂量超过 ４００ｍｇ／Ｌ
时，瘤胃内所有生物体均会被抑制。本试验中，紫

茎泽兰提取物添加量在０．１％时，血液中尿素氮含
量显著提高，原因可能为紫茎泽兰提取物抑制了

瘤胃微生物合成菌体蛋白的效率。ＭｃＳｗｅｅｎｅｙ
等［３０］发现单宁可以提高动物对饲料氮的利用率，

原因是降低瘤胃氮的降解率，提高后肠可利用氮

的含量。本试验中，添加量在０．２％和０．３％时较
添加量在０．１％时下降，原因可能是随着紫茎泽兰

０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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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量的增加，抑制了原虫对蛋白质的分解，提

高过瘤胃蛋白质的含量，使瘤胃中游离氨的含量

下降。更准确的作用机制仍需更进一步试验

探讨。

　　饲料中加入紫茎泽兰提取物后，对血液总蛋
白、甘油三酯、葡萄糖和胆固醇含量，谷丙转氨酶

和谷草转氨酶活性，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乳
酸脱氢酶活性，ＩｇＧ、ＩｇＡ和 ＩｇＭ含量，淋巴细胞计
数，淋巴细胞百分比等指标影响较小，说明添加紫

茎泽兰植物提取物对水牛免疫力影响较小。

４　结　论
　　饲粮中加紫茎泽兰提取物可提高水牛生产性
能，降低粪便排泄前期硫化氢和氨气排放量，具有

驱避蚊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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