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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旨在探讨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生长性能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随

机选取同一批次的 １ 日龄雁荡麻鸡雏鸡 ３１５ 只，随机分为 ７ 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Ａ 组）、免疫

对照组（Ｂ 组）、抗生素对照组（Ｃ 组）、蝉花多糖组（Ｄ 组）、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低剂量复合组

（Ｅ 组）、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合组（Ｆ 组）和植物提取物组（Ｇ 组），每组 ３ 个重复，每个

重复 １５ 只。 分别于 １１ ～ １７ 日龄和 ２５ ～ ３１ 日龄每天 １ 次灌服试验鸡，其中 Ａ 组和 Ｂ 组各灌服生

理盐水 ０．５ ｍＬ ／ 只，Ｃ 组灌服杆菌肽锌 ０．５ ｍＬ ／ 只（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Ｄ～ Ｇ 组分别灌服蝉花多糖

０．５ ｍＬ ／ 只（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 蝉 花 多 糖 （ 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 ＋ 植 物 提 取 物 （ １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
０．５ ｍＬ ／ 只、蝉花多糖（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植物提取物（１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０．５ ｍＬ ／ 只和植物提取物

０．５ ｍＬ ／ 只（２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试验期 ４２ ｄ。 结果显示：１）１０ ～ ２８ 日龄，Ｄ～Ｇ 组雁荡麻鸡平均日

增重均显著高于 Ｂ 组（Ｐ＜０．０５）；与 Ｂ 组、Ｃ 组相比，Ｇ 组料重比有所降低（Ｐ＞０．０５）。 ２）２９ ～ ４２
日龄，Ｄ 组、Ｆ 组雁荡麻鸡平均日增重显著高于 Ｂ 组、Ｃ 组（Ｐ＜０．０５）。 ３）４２ 日龄，与 Ｂ 组相比，
Ｄ 组、Ｅ 组雁荡麻鸡体重显著提高（Ｐ＜０．０５）。 ４）Ｆ 组、Ｇ 组雁荡麻鸡血清免疫球蛋白 Ａ 含量显

著高于 Ａ 组、Ｃ 组（Ｐ＜０． ０５），Ｆ 组雁荡麻鸡血清免疫球蛋白 Ｇ 含量显著高于 Ａ ～ Ｃ 组（Ｐ ＜
０．０５），Ｄ 组、Ｆ 组雁荡麻鸡血清补体 ３ 含量显著高于 Ｃ 组（Ｐ＜０．０５）。 ５）与 Ａ 组、Ｂ 组相比，Ｅ
组、Ｇ 组雁荡麻鸡血清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２ 含量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Ｄ
组、Ｆ 组雁荡麻鸡血清白细胞介素－４ 含量显著高于 Ａ～ Ｃ 组（Ｐ＜０．０５）。 综上可知，蝉花多糖、植

物提取 物 及 其 复 合 物 能 促 进 雁 荡 麻 鸡 生 长，提 高 其 免 疫 力。 本 试 验 条 件 下， 蝉 花 多 糖

（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植物提取物（１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高剂量复合组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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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抗生素在养殖过程的滥用带来的负面作

用，以及人们对畜产品品质的要求提高，寻找代替

抗生素的饲料添加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蝉花

作为我国古老的中药材，属于虫生真菌，早在《雷

公炮炙论》中就有记载。 蝉花含有的多糖成分，具
有提高生长性能［１］ 、调节免疫［２］ 、抗肿瘤［３］ 等作

用。 目前关于蝉花多糖在鸡上的研究少有报道，
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小鼠免疫、改善睡眠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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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了蝉花多糖具有改善肉鸡生长

性能、增强免疫力等多方面作用［１，４］ 。 植物提取物

由于其安全性和有效的抗菌行为、提高机体营养

吸收率、支持宿主免疫等优点已被确定为合适的

饲料添加剂［５］ 。 当前，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联合

使用对鸡生长性能和免疫功能的影响还未有报

道。 因此，本试验通过研究添加蝉花多糖、植物提

取物及其复合物对雁荡麻鸡生长性能和免疫功能

的影响，旨在为安全无公害的养鸡生产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用蝉花多糖由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提供，首先将实验室培养的蝉花虫草子实体经过

烘干、提取、沉淀、干燥等制备方法得到蝉花虫草

粗多糖粉末，最后通过去蛋白法（Ｓｅｖａｇ 法）和大孔

树脂法最后得到试验用蝉花多糖［６］ 。 植物提取物

由广东某科技集团提供，由黄莲、肉桂、丁香、藿香

等复 方 后 提 炼， 由 肉 桂 醛、 桉 叶 油 以 及 植

物复方提取物组合而成（植物精油复方提取物主

要有：肉桂提取物≥６％，香芹酚≥０．２％，桉叶油≥
０．５％，植物复方提取物≥３０％）。 杆菌肽锌（生产

批号：Ｐ１８１０１３）购自绿康生化有限公司。 鸡新城

疫活疫苗 Ｌａ Ｓｏｔａ 株，购自博美莱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
１．２　 试验设计

　 　 在浙江绿雁有限公司选取同一批次的 １ 日龄

体重相近、健康状况良好的雁荡麻鸡 ３１５ 只，随机

分为 ７ 组，包括空白对照组（Ａ 组）、免疫对照组

（Ｂ 组）、抗生素对照组 （Ｃ 组）、蝉花多糖组 （Ｄ
组）、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低剂量复合组（Ｅ 组）、
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合组（ Ｆ 组）、植物

提取物组（Ｇ 组），每组 ３ 个重复，每个重复 １５ 只，
公母比例一致，以每个重复为单位单笼饲养。 试

验鸡饲喂无抗基础饲粮，由温州正泰农牧有限公

司提供，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１。 在 １１ ～
１７ 日龄、２５ ～ ３１ 日龄每天 １４：００ 对每只试验鸡灌

服 １ 次，添加剂量以各组试验鸡平均体重为单位

进行计算，按照表 ２ 方案进行灌服。

表 １　 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ａｉｒ⁃ｄｒｙ ｂａｓｉ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１～ ２１ 日龄 １ ｔｏ ２１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２２～ ４２ 日龄 ２２ ｔｏ ４２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玉米 Ｃｏｒｎ ５８．６０ ６７．７０
小麦麸 Ｗｈｅａｔ ｂｒａｎ ８．３５ ５．１０
次粉 Ｗｈｅａｔ ｍｉｄｄｌｉｎｇ ６．００ ６．００
玉米蛋白粉 Ｃｏｒ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ｅａｌ ６．００ ７．００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 １６．９５ １０．００
石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１．５５ １．６５
预混料 Ｐｒｅｍｉｘ１） ２．５５ ２．５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２）

代谢能 ＭＥ ／ （ＭＪ ／ ｋｇ） １２．６０ １２．７０
粗蛋白质 ＣＰ ２１．２７ １９．９４
钙 Ｃａ １．０１ ０．８０
总磷 ＴＰ ０．６０ ０．５４
蛋氨酸 Ｍｅｔ ０．５０ ０．４０
赖氨酸 Ｌｙｓ １．１５ １．１０

　 　 １）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ｘ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 ｋｇ ｏｆ ｄｉｅｔｓ：ＶＡ ５ ０００ ＩＵ，ＶＢ１ ９．８ ｍｇ，ＶＢ２ ２８．８ ｍｇ，
ＶＢ６ １９．６ ｍｇ，ＶＢ１２ ０．１ ｍｇ，ＶＤ３ １０ ０００ ＩＵ，ＶＥ ７５．０ ｍｇ，ＶＫ３ １８．８ ｍｇ，Ｃｕ ４．０ ｍｇ，Ｆｅ ４０．０ ｍｇ，Ｚｎ ３７．６ ｍｇ，Ｍｎ ５０．０ ｍｇ，Ｓｅ
０．２ ｍｇ，Ｉ ０．２ ｍｇ，烟酸 ｎｉａｃｉｎ １９６．５ ｍｇ，叶酸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４．８ ｍｇ，生物素 ｂｉｏｔｉｎ ２．５ ｍｇ，氯化胆碱 ｃｈｏｌ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８００ ｍｇ。
　 　 ２）代谢能为计算值，其余为实测值。 ＭＥ ｗａｓ 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４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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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鸡添加剂成分及剂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添加剂成分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剂量 Ｄｏｓａｇｅ ／ （ｍＬ ／只）

Ａ 生理盐水 ０．５
Ｂ 生理盐水 ０．５
Ｃ 杆菌肽锌（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０．５
Ｄ 蝉花多糖（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０．５
Ｅ 蝉花多糖（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植物提取物（１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０．５
Ｆ 蝉花多糖（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植物提取物（１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０．５
Ｇ 植物提取物（２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０．５

１．３　 饲养管理

　 　 试验在温州种子种苗科技园进行。 试验鸡采

用双层立体笼养，饲养条件保持一致，自由采食粉

末状饲粮，自由饮水，自然光照和通风，常规消毒。
在 １４、２８ 日龄对除 Ａ 组以外各组试验鸡进行新城

疫弱毒疫苗点眼免疫，Ａ 组试验鸡使用同样的方

法用等量生理盐水替代疫苗操作。 试验从 １ 日龄

开始，４２ 日龄结束，共 ４２ ｄ。 试验过程观察鸡只健

康状况并做详细记录。
１．４　 测定指标及方法

１．４．１　 生长性能测定

　 　 试验期间每天记录各组的采食量。 分别于

１０、２８、４２ 日龄的 １３：００ 对全部鸡进行称重，计算

试验期 １０ ～ ２８ 日龄、２９ ～ ４２ 日龄的平均日增重

（ＡＤＧ）和料重比（Ｆ ／ Ｇ）。
１．４．２　 免疫指标测定

　 　 ４２ 日龄，每个重复随机抽取 ６ 只鸡，每组 １８
只（禁食 １８ ｈ，自由饮水），空腹称重，并翅静脉采

血，室温下静置，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取上清

液用离心管分装并放置－２０ ℃保存备用。
　 　 血清免疫指标：血清中免疫球蛋白 Ａ（ ＩｇＡ）、
免疫球蛋白 Ｇ（ ＩｇＧ）、补体 ３（Ｃ３）、补体 ４（Ｃ４）含

量的测定均采用北京华英生物技术研究所的比色

试剂盒，并采用全自动生化仪 （迈瑞 ＢＳ － ４２０）
测定。
　 　 细胞因子：血清中干扰素－γ（ ＩＦＮ⁃γ）、肿瘤坏

死因子－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２（ ＩＬ⁃２）、白细

胞介素－４（ ＩＬ⁃４）含量的测定均采用北京华英生物

技术研究所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ＥＬＩＳＡ） 试剂

盒，并采用酶标分析仪 （华为德朗 ＤＲ－ ２００ＢＳ）
测定。
　 　 采血后迅速屠宰，无菌采取试验鸡的脾脏和

法氏囊，去除多余脂肪、血水进行称重，计算免疫

器官指数。
免疫器官指数（ｍｇ ／ ｇ）＝ 免疫器官重（ｍｇ） ／

宰前空腹体重（ｇ）。
１．５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和 ＬＳＤ 多重比较，Ｐ＜０．０５ 为差异显著性标志，
计算结果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生长

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１０ ～ ２８ 日龄，Ｄ ～ Ｇ 组雁荡麻鸡

ＡＤＧ 均有所升高，且与 Ｂ 组相比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与 Ｂ 组、Ｃ 组相比，Ｇ 组 Ｆ ／ Ｇ 有所降低

（Ｐ＞ ０． ０５）。 ２９ ～ ４２ 日龄，与 Ｂ 组、Ｃ 组相比，Ｄ
组、Ｆ 组雁荡麻鸡 ＡＤＧ 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Ｄ
组、Ｇ 组 Ｆ ／ Ｇ 在各组之间有所下降，但并无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 １０ 日龄，Ｅ 组、Ｆ 组雁荡麻鸡体重显

著高于 Ａ 组（Ｐ＜０．０５）；２８ 日龄，Ｄ～Ｇ 组雁荡麻鸡

体重显著高于 Ａ 组、Ｂ 组（Ｐ＜０．０５），且 Ｆ 组与 Ａ～
Ｃ 组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Ｃ 组雁荡麻鸡体重

高于 Ａ 组、Ｂ 组，但无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４２ 日

龄，与 Ｂ 组相比，Ｄ ～ Ｇ 组雁荡麻鸡体重均有所升

高，其中 Ｄ 组、Ｅ 组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免疫

功能的影响

　 　 由表 ４ 可知，与 Ａ ～ Ｃ 组相比，Ｅ 组和 Ｆ 组雁

荡麻鸡脾脏指数有所提高，但差异不显著 （ Ｐ ＞
０．０５）；与 Ａ～ Ｃ 组相比，Ｆ 组雁荡麻鸡法氏囊指数

有所提高，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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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１０～ ２８ 日龄 １０ ｔｏ ２８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平均日增重
ＡＤＧ ／ ｇ

９．１４
±２．３０ａｂ

８．５０
±１．６９ｂ

９．０８
±１．７４ａｂ

９．５７
±１．３６ａ

９．４２
±１．４６ａ

９．３６
±２．０６ａ

９．３５
±２．１４ａ

料重比
Ｆ ／ Ｇ

２．１９
±０．２４ａ

２．１１
±０．１０ａｂ

２．０５
±０．０６ａｂ

１．９９
±０．０８ａｂ

２．０３
±０．０４ａｂ

２．０１
±０．０４ａｂ

１．９４
±０．０９ｂ

２９～ ４２ 日龄 ２９ ｔｏ ４２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平均日增重
ＡＤＧ ／ ｇ

１２．９９
±２．３１ａ

１１．２７
±２．５１ｂ

１１．２６
±１．８１ｂ

１３．０２
±２．２０ａ

１１．９６
±２．０８ａｂ

１２．４７
±２．０１ａ

１１．０２
±２．３０ｂ

料重比
Ｆ ／ Ｇ

２．９１
±０．２７

３．１７
±０．１８

３．２４
±０．６６

２．９４
±０．１６

３．０４
±０．３１

３．２２
±０．１８

２．４９
±０．３９

１０ 日龄体量
ＢＷ ａｔ １０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 ｇ

６７．９６
±４．７８ｂ

６９．５７
±５．８３ａｂ

６９．５０
±５．２７ａｂ

６９．９５
±５．３７ａｂ

７１．３５
±５．２４ａ

７１．５４
±５．２３ａ

６９．７４
±５．５２ａｂ

２８ 日龄体重
ＢＷ ａｔ ２８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 ｇ

２２９．２８
±３４．０２ｃ

２２５．１８
±２２．６０ｃ

２３６．６５
±１９．５６ｂｃ

２４２．５４
±２７．４０ａｂ

２４４．３８
±２９．２５ａｂ

２５１．２６
±２４．７２ａ

２４４．４７
±３１．３７ａｂ

４２ 日龄体重
ＢＷ ａｔ ４２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 ｇ

３６５．０４
±４４．５０ａｂ

３２８．１４
±４１．５７ｃ

３６２．１３
±３９．９５ａｂ

３３９．６６
±４２．０４ａｂ

３６０．８４
±４９．８１ａ

３４８．６２
±４６．９４ｂｃ

３４２．２４
±３７．６７ｂｃ

　 　 同行数据肩标无字母或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下表同。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表 ４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免疫器官指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ｅ ｏｒｇａ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ｇ ／ ｇ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脾脏指数
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ｄｅｘ １．１４±０．７４ １．１９±０．８８ １．４１±１．３０ １．７５±１．０６ １．９７±０．９７ １．９７±１．５０ １．４８±０．９９

法氏囊指数
Ｂｕｒｓａ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ｉｎｄｅｘ ４．０７±１．３９ ４．１５±１．３９ ３．７６±１．２０ ３．４２±１．７３ ４．１２±１．２５ ４．４６±１．４９ ３．５８±１．５１

　 　 由表 ５ 可知，与 Ｂ 组相比，Ｆ 组、Ｇ 组雁荡麻鸡

血清 ＩｇＡ 含量有所提高，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与 Ｃ 组相比，Ｆ 组、Ｇ 组雁荡麻鸡血清 ＩｇＡ 含量分

别提高了 ２０． ０９％、 １６． ４４％，存在显著差异 （ Ｐ ＜
０．０５）；与 Ａ～ Ｃ 组相比，Ｆ 组雁荡麻鸡血清 ＩｇＧ 含

量显著提高（Ｐ＜０．０５），与 Ｃ 组相比，Ｄ～ Ｇ 组雁荡

麻鸡血清 ＩｇＧ 含量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与 Ｃ 组

相比，Ｄ 组、Ｆ 组雁荡麻鸡血清 Ｃ３ 含量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雁荡麻鸡血清 Ｃ４ 含量以 Ｆ 组最高，Ｃ
组最低，但各组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由表 ６ 可知，与 Ａ 组、Ｂ 组相比，Ｅ 组、Ｇ 组雁

荡麻鸡血清 ＩＦＮ⁃γ、ＴＮＦ⁃α 和 ＩＬ⁃２ 含量均显著提

高（Ｐ＜０．０５）；与 Ａ～ Ｃ 组相比，Ｄ 组、Ｆ 组雁荡麻鸡

血清 ＩＬ⁃４ 含量显著提高（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生长

性能的影响

　 　 部分植物提取物和中药复方多糖能促进肠道

消化分泌物的产生，促进营养吸收，增强禽类的免

疫，从而达到提高禽类生长性能的目的［７－８］ 。 Ｚｈｕ
等［９］研究表明，植物提取物能减轻肠道内致病菌

导致的应激，增强消化酶分泌，改善营养吸收从而

提高肉鸡生长性能。 复合微生态制剂和复合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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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取 物 联 合 使 用 能 提 高 育 肥 猪 ＡＤＧ， 降 低

Ｆ ／ Ｇ［１０］ 。 本试验中，添加蝉花多糖、蝉花多糖植物

提取物复合物以及植物提取物均能提高 １０ ～ ２８ 日

龄试验鸡的 ＡＤＧ，蝉花多糖、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

高剂量复合物能提高 ２９ ～ ４２ 日龄试验鸡的 ＡＤＧ，
同时，添加蝉花多糖、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复合物

和植物提取物能提高试验鸡的体重。 对照吴春琴

等［１１］对雁荡麻鸡遗传资源的分析，本试验中未灌

服饲料添加剂的空白对照组（Ａ 组）、免疫对照组

（Ｂ 组）试验鸡 ２８ 日龄的体重与其试验中 ２８ 日龄

生长期平均体重差异不显著，而添加蝉花多糖、蝉
花多糖植物提取物复合物和植物提取物对试验鸡

生长性能有积极影响。 可以推测，随着试验周期

的延长，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合组（Ｆ组）

试验鸡的 ＡＤＧ 可能出现显著上升，这与杜泓明

等［１２］研究相似，其试验在饲粮中添加酵母乳酸复

合物的断奶仔猪生长性能远超抗生素组，且随着

试验周期推进其生长性能逐步递增。 本试验中，
抗生素对照组（Ｃ 组）试验鸡 ４２ 日龄试验鸡体重

显著高于免疫对照组（Ｂ 组），但与空白对照组（Ａ
组）无显著差异，可能是免疫对照组的试验鸡生长

性能受到了免疫应激的影响。 ４２ ｄ 的生长周期表

明，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合物更有效地

提升了雁荡麻鸡的 ＡＤＧ，但对 Ｆ ／ Ｇ 无显著的改善

作用。 马铁华等［１３］ 研究发现，植物提取物在提升

肉鸡 Ｆ ／ Ｇ 中效果和抗生素相比相差无异，这与本

试验研究结果一致。

表 ５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ｇ ／ Ｌ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免疫球蛋白 Ａ ＩｇＡ ２．２２±０．４２ｂ ２．３８±０．３３ａｂ ２．１９±０．２７ｂ ２．４３±０．３４ａｂ ２．１７±０．３２ｂ ２．６３±０．４２ａ ２．５５±０．４０ａ

免疫球蛋白 Ｇ ＩｇＧ ４．３７±０．６０ｂｃｄ ４．５８±０．１７ｂ ３．８６±０．３７ｅ ４．５０±０．５０ｂｃ ４．２１±０．３４ｃｄ ５．０９±０．４３ａ ４．１５±０．３７ｄ

补体 ３ Ｃ３ ０．６１±０．３０ａｂ ０．７０±０．２６ａｂ ０．５７±０．０４ｂ ０．７５±０．１９ａ ０．６８±０．２６ａｂ ０．７５±０．０６ａ ０．６０±０．０９ｂ

补体 ４ Ｃ４ ０．２２±０．０５ ０．２３±０．１２ ０．２１±０．０８ ０．２６±０．１０ ０．２２±０．０４ ０．２７±０．０７ ０．２４±０．０９

表 ６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血清细胞因子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ｐｇ ／ ｍＬ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干扰素－γ
ＩＦＮ⁃γ ３３．１８±３．７６ｄ ３０．２３±２．６６ｅ ４９．４６±４．０７ａ ２６．９５±１．５０ ｆ ４２．１５±２．９６ｃ ２０．４５±２．４７ｇ ４６．１２±３．３８ｂ

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ＮＦ⁃α ５６．５９±２．７７ｄ ５０．８６±１．５６ｅ ８４．６７±１．４９ａ ４７．１６±１．４１ ｆ ６１．７０±２．５９ｃ ２９．６７±２．２４ｇ ６９．１９±１．３７ｂ

白细胞介素－２
ＩＬ⁃２ ２８４．１０±１２．９０ｄ ２５０．２３±１８．７８ｅ ３６８．６５±１９．９６ａ ２２０．３５±１１．３１ ｆ ３１４．０７±１０．６３ｃ １６１．２０±１３．７５ｇ ３４８．０２±１７．１６ｂ

白细胞介素－４
ＩＬ⁃４ ７．４９±０．８５ｄ ８．５６±０．５８ｃ ５．９５±０．５３ ｆ ９．５５±０．７８ｂ ６．８７±０．７７ｅ １３．９２±１．１２ａ ６．９２±０．６３ｅ

３．２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免疫

功能的影响

３．２．１　 蝉花多糖对雁荡麻鸡免疫器官指数的影响

　 　 机体细胞的生长分裂决定了免疫器官的发

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免疫器官重量能反映机体

免疫能力［１４］ 。 此次研究中，添加蝉花多糖植物提

取物高剂量复合组试验鸡脾脏、法氏囊指数均有

所提升，但没有显著差异，可能存在试验组鸡只个

体增长较快，免疫器官并没有出现突出生长的情

况；也可能因为饲养时间太短，添加剂对免疫器官

还未产生明显的影响。 研究表明，添加黄芪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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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合生元能促进免疫器官发育［１５］ ，复合微生

态制剂与黄芪多糖可提高肉鸡免疫器官指数［１６］ 。
中药多糖和微生态制剂联合使用理念正与本试验

中草药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复方的理念相似，每一

种化学成分都有其自身特性，二者在替抗上有共

通之处，并且可能达到更理想的协同作用。
３．２．２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血清免

疫球蛋白和补体含量的影响

　 　 白术多糖联合枯草芽孢杆菌使用在蛋鸡的生

长中提高了其血清中 ＩｇＡ 和 ＩｇＧ 含量［１７］ 。 研究表

明，饲粮中添加植物精油能够提高动物血清中

ＩｇＡ、ＩｇＧ、Ｃ３ 和 Ｃ４ 的含量［１８］ 。 王兰等［１９］ 研究表

明，饲粮添加植物精油能促进肉鸡血清 ＩｇＧ 等含

量提升，改善肉鸡免疫机能。 本试验中，添加蝉花

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合物能使雁荡麻鸡血清

ＩｇＡ、ＩｇＧ、Ｃ３ 和 Ｃ４ 含量得到有效升高，另外添加

植物提取物的试验组也使血清 ＩｇＡ 含量有显著提

升，添加蝉花多糖能使血清 Ｃ３ 含量有所提高；而
免疫对照组试验鸡血清 ＩｇＡ、ＩｇＧ、Ｃ３ 和 Ｃ４ 含量高

于抗生素对照组，其中血清 ＩｇＧ 含量显著高于抗

生素对照组。 此试验结果表明，与免疫对照组相

比，饲喂抗生素对试验鸡的血清免疫水平有消极

影响。 试验表明，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

合物能够提高鸡血清免疫水平并且显著优于添加

抗生素，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合物提高

机体免疫力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晰，但有可能是复

合物添加剂进入动物体后，激活辅助型 Ｔ 细胞 ２
（Ｔｈ２）类细胞产生细胞因子，且辅助 Ｂ 细胞活化，
激发 ＩｇＡ、ＩｇＧ 和 ＩＬ⁃４ 等体液免疫，通过体内淋巴

细胞的再循环从而活化全身免疫系统［２０］ ，使蝉花

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合物添加剂能有效增强

鸡的免疫力。
３．２．３　 蝉花多糖和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血清细

胞因子含量的影响

　 　 机 体 血 清 中 ＩＬ⁃２［２１］ 、 ＩＬ⁃４［２２］ 、 ＴＮＦ⁃α［２２］ 、
ＩＦＮ⁃γ［２３］含量的高低能作为机体免疫功能强弱的

指标。 多糖能显著提高机体外周血淋巴细胞转换

率和诱生 ＩＬ⁃２、ＩＦＮ⁃γ 和 ＴＮＦ 等分泌［２４］ 。 刘宽辉

等［２５］研究发现，大蒜多糖－硒化党参多糖可显著

提升鸡血清 ＩＬ⁃２、ＩＦＮ⁃γ 含量。 本试验中，抗生素

对照组雁荡麻鸡血清 ＩＦＮ⁃γ、ＴＮＦ⁃α、 ＩＬ⁃２ 含量显

著高于空白对照组、免疫对照组和其余各组，表明

添加抗生素能增强机体内细胞因子水平的活性。

除抗生素对照组外，植物提取物组试验鸡血清

ＩＦＮ⁃γ、ＴＮＦ⁃α、ＩＬ⁃２ 含量显著高于其余各组，蝉花

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合组试验鸡血清 ＩＬ⁃４ 含

量显著高于其他组。 ＩＬ⁃４ 作为免疫活性调节因子

影响机体体液免疫，通过促进 Ｂ 细胞和杀伤性 Ｔ
细胞的增殖分化来达到一定的增强免疫力作

用［２６］ 。 结果表明，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高剂量复

合物、植物提取物能不同程度地提升鸡血清细胞

因子含量，由此来提高鸡的免疫力。

４　 结　 论
　 　 添加蝉花多糖、蝉花多糖植物提取物复合物、
植物提取物对雁荡麻鸡 ＡＤＧ 均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并可以提高血清免疫和细胞因子水平，从而增

强机 体 免 疫 力。 本 试 验 条 件 下， 蝉 花 多 糖

（５０ ｍｇ ／ ｋｇ）＋植物提取物（１２５ ｍｇ ／ ｋｇ）高剂量复

合组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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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ｎｚｈｏｕ ３２５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４．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ｕｎｇｕ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Ｗｅｎｚｈｏｕ ３２５００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３１５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ｓ ｏｆ １⁃
ｄａｙ⁃ｏｌｄ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ａｔｃｈ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７ ｇｒｏｕｐｓ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３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１５ ｃｈｉｃｋ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 ａｓ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ｇｒｏｕｐ Ａ）， ｉｍｍｕ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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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Ｃ），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ｄｏｓ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ｇｒｏｕｐ （ ｇｒｏｕｐ 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ｇｒｏｕｐ （ ｇｒｏｕｐ 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ｇｒｏｕｐ （ ｇｒｏｕｐ
Ｇ） ．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ｒｅｎｃｈｅｄ ｏｎｃｅ ｐｅｒ ｄａｙ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ｅｓ ｏｆ １１ ｔｏ １７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２５ ｔｏ ３１ ｄａｙ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Ｂ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０．５ ｍ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ｐｅｒ ｂｉｒｄ， ｇｒｏｕｐ Ｃ ｗ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０．５ ｍＬ ｂａｃｉｔｒａ⁃
ｃｉｎ ｚｉｎｃ ｐｅｒ ｂｉｒｄ （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ｇｒｏｕｐ 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Ｇ ｗｅｒ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０．５ ｍＬ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ｐｅｒ ｂｉｒｄ （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０．５ ｍＬ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１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ｐｅｒ ｂｉｒｄ， ０．５ ｍＬ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１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ｐｅｒ ｂｉｒｄ， ａｎｄ ０．５ ｍＬ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２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ｐｅｒ ｂｉｒ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ｌａｓ⁃
ｔｅｄ ｆｏｒ ４２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ｆｒｏｍ １０ ｔｏ ２８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Ｙａｎ⁃
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Ｇ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Ｂ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Ｂ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 ｔｈｅ ｆｅｅ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Ｇ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０．０５） ． ２） Ｆｒｏｍ ２９ ｔｏ ４２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ｉｎ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Ｆ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Ｂ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 （Ｐ＜０．０５） ． ３）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４２ ｄａｙ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Ｂ，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０５） ． ４）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Ｆ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Ｇ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Ｆ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Ａ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Ｃ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
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Ｆ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Ｃ （Ｐ＜０．０５） ． ５）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Ｂ，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γ，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Ｇ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 ０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ＩＬ⁃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Ｆ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Ａ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Ｃ （Ｐ＜０．０５） ．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Ｍａ⁃ｃｈｉｃｋ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ｃｉｃａｄａ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５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ａｎｄ （１２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ｈ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３２
（１１）：５４３３⁃５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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