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营养学报 ２０２０，３２（２）：５５８⁃５６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２６７ｘ．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０

植物提取物在肉羊生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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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提取物因具有无残留、无抗药性、无毒副作用等优点而被作为新型绿色饲料添加

剂广泛应用于畜禽养殖中，为畜禽健康、安全生产以及为人类提供优质畜产品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 本文综述了植物提取物的主要生物学活性成分，并着重阐述了植物提取物对肉羊生长性

能、抗氧化能力和瘤胃发酵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旨在为天然植物源饲料添加剂的研发并在

肉羊养殖中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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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羊肉的消费也逐渐从过去

对数量的需求过渡为现在对质量的渴望，对羊肉

的需求正在逐步完成由量向质的转变。 养羊业也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毛用为主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毛肉兼用为主转变为 ２１ 世纪以肉用为主。 随

着羊肉需求量的不断增多，我国羊只的存栏数也

迅速攀升，养殖方式也从以前的放牧方式转变为

现在的舍饲和半舍饲集约化饲养模式。 现代畜牧

生产中，高密度集约化饲养的肉羊不可避免会面

临很多问题，如营养（不足或失衡，换料或料型改

变）、环境（温度和湿度）、疾病（病原袭击、疫苗及

药物注射）、动物群体（密度和饲养方式）、生理状

况（高产、妊娠和激素注射）和长途运输等带来的

应激。 应激使肉羊的生长发育迟缓、免疫功能减

弱，对疫病的抵抗力降低，导致生长性能下降，给
肉羊产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传统抗生素的使用虽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但其具有的易残

留、易产生耐药性的缺点却不容忽视，植物提取物

源于天然植物，其所含的生物活性成分具有替代

抗生素的潜力，所以植物提取物在肉羊养殖中具

有重要的研发价值。
　 　 植物提取物是指通过物理或化学的一系列方

法从植物中获得的具有 １ 种或多种生物学活性的

物质的总称。 这些生物学活性物质是植物在生长

发育过程中的次级代谢产物，进入动物机体后能

与各个靶器官表面的活性因子结合，进而发挥其

生物学功能。 植物提取物的生物学活性成分会因

植物的收获季节、刈割部位和种植区域的变化而

存在差异，因此，所发挥的生物学活性功能也不尽

相同。 不同的活性成分进入动物机体后，与各类

靶细胞的细胞膜接触，通过上调或下调某个基因

的表达来诱导蛋白的表达，进而调控信号通路，因
此在增强机体免疫［１］ 、抗氧化［２］ 、抗菌［３］ 和抗肿

瘤［４］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

１　 植物提取物的主要生物学活性成分
　 　 我国是世界上天然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也
是最早将其应用到饲料中的国家［５］ 。 植物种类不

同，其提取物的成分也有差别，但其生物学活性成

分主要包括黄酮类、多糖类、生物碱类、单宁类和

挥发油类等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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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是指由中央三碳连接 ２ 个酚羟

基苯环的化合物［６］ 。 黄酮类化合物由于其能转移

电子、螯合金属、激活抗氧化酶、减少自由基和抑

制氧化酶活性等作用而对机体起到保护作用［７］ 。
绝大多数黄酮类化合物分布于高等植物中，尤其

是被子植物，如芸香科、豆科等，极少数分布于低

等植物中。 研究指出，满山红中发现了 １４ 种黄酮

类化合物，而其含有的杜鹃素是典型的野生黄酮

类物质［８］ 。 大豆中含有 １２ 种异黄酮类化合物，可
分为 ３ 类，即黄豆苷类、染料木苷类和大豆黄素苷

类［９］ 。 沙葱经不同浓度乙醇洗脱后，含有的黄酮

类化合物种类也不同，其中 ３０％乙醇洗脱后含有 ８
种黄酮类化合物，５０％乙醇洗脱后含有 ７ 种黄酮类

化合物，９５％ 乙醇洗脱后含有 ２ 种黄酮类化合

物［１０］ 。 综上所述，不同植物提取物所含黄酮类化

合物的成分也不尽相同。
１．２　 多糖类化合物

　 　 多糖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高等植物、动物、微
生物、地衣和海藻等中，如植物的种子、茎和叶组

织等［１１］ 。 多糖类化合物在抗肿瘤、增强免疫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生物学活性作用。 研究发现，沙
葱多糖是由鼠李糖（Ｌ⁃Ｒｈａ）、葡萄糖（Ｄ⁃Ｇｌｃ）、半乳

糖（Ｄ⁃Ｇａｌ） ３ 种吡喃糖构成的杂多糖［１２］ 。 枸杞多

糖是由多种酸性杂多糖和多肽或蛋白质构成的糖

蛋白聚合物［１３］ 。 Ａｌａｎｉｙａ 等［１４］ 研究指出，黄芪中

的多糖含量处于中上等水平，分子质量为 ３７ ｋｕ，
结构为 α－糖苷键。 有研究比较了黄芪不同部位

的多糖含量，其中根部多糖含量最多，茎叶次之，
种子最少［１５］ 。 因此，多糖的成分和含量因植物的

种类和部位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
１．３　 生物碱类化合物

　 　 生物碱是自然界中存在于植物中的碱性含氮

化合物，其含有似碱的成分，故也被称为赝碱。 生

物碱分子结构中包括氮素，因此其化合物具有显

著的生物学活性［１６］ 。 生物碱主要分布于高等植物

尤其是双子叶植物中，如毛莨科、芸香科和罂粟科

等。 王长伟等［１７］ 研究报道，狼牙刺中的主要活性

成分是氧化苦参碱、氧化槐果碱和苦参碱 ３ 种生

物碱，且绝大部分生物碱分布于狼牙刺的种子中。
乌头属植物中的生物碱主要包括脱氧乌头碱、苯
甲酰乌头碱、乌头碱和胆碱［１８］ 。 研究人员从苦豆

子中分离出 ２０ 种生物碱单体，其结构属喹诺里西

啶类，按其分子的母核结构可分为 ６ 类：苦参碱

型、苦豆碱型、金雀花碱型、鹰爪豆碱型、羽扇豆碱

型和苏苦西碱型［１９］ 。
１．４　 单宁类化合物

　 　 单宁，又称为鞣酸，是广泛分布于植物中的一

种高分子多酚类化合物［２０］ 。 单宁广泛存在于植物

的皮和果实中，根据其结构可分为水解单宁和缩

合单宁。 传统药用植物中所含的单宁多为水解单

宁，如五倍子、牡丹根皮和山枝叶；而食物中所含

的单宁多为缩合单宁，如苹果、梨和茶等。 江凯［２１］

研究报道，我国五倍子的产量占全世界的 ９５％，单
宁是其主要功能成分，且含量达 ７０％以上，不同种

类的五倍子其单宁的含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石

榴皮中含有丰富的单宁类物质，经过分离纯化后

为安石榴苷、没食子酸和鞣花酸等组成的混合物，
且其中的安石榴苷为主要的抑菌化合物［２２］ 。
１．５　 挥发油类化合物

　 　 挥发油是植物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又称为

精油，按其化学结构可分为芳香族、脂肪族和萜

类，具有抑菌、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等诸多生物学

功能［２３］ 。 挥发油广泛存在于植物中，可通过水蒸

气蒸馏的方法从植物中提取，如桂皮油、薄荷油和

丁香油等。 研究指出，沙葱挥发油中含有 ７ 种含

硫化合物，其中 １－甲基－３－烯丙基三硫醚含量最

多，为 ２８．８４％；二－２－丙烯四硫化醚含量最少，为
２．６６％ ［２４］ 。 当归挥发油是当归的主要成分之一，
其中中性挥发油占挥发油总量的 ８９％，且当归挥

发油成分和含量因种植和提取方式的不同也会产

生一定的差异［２５］ 。

２　 植物提取物在肉羊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２．１　 对肉羊瘤胃发酵的影响

　 　 瘤胃是一个复杂的厌氧发酵体系，为微生物

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已有研究报道，植物提

取物对反刍动物瘤胃发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提高

过瘤胃蛋白数量、抑制甲烷排放和影响挥发性脂

肪酸 （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ＶＦＡ） 组 成 和 浓 度 等

方面［２６］ 。
２．１．１　 对肉羊瘤胃氮代谢的影响

　 　 瘤胃内氨氮浓度与瘤胃内环境的发酵情况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若氨氮浓度过高，通过瘤胃壁

吸收入血，加重机体对氮的代谢负担并导致动物

氨中毒和氮源浪费；若氨氮浓度不足，微生物生长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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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阻，导致动物生长性能降低［２７］ 。 已有研究表明，
饲粮中添加植物提取物可降低肉羊的瘤胃氨氮浓

度，提高过瘤胃蛋白数量。 Ｌｉｕ 等［２８］ 试验表明，饲
粮中添加杜仲叶多酚提取物后显著降低育肥羊瘤

胃液中的氨氮浓度。 孙晓蒙等［２９］在绵羊基础饲粮

中添加松针提取物，结果发现松针提取物可显著

降低绵羊的瘤胃氨氮浓度，有利于稳定瘤胃发酵

状态。
　 　 目前认为植物提取物调控瘤胃氮代谢、降低

瘤胃氨氮浓度可能是通过以下 ２ 种机制实现的：
１）植物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如单宁酸（天然的过

瘤胃保护剂），在瘤胃适宜 ｐＨ 环境下与蛋白质结

合成不被瘤胃微生物降解的复合物，流经小肠时，
复合物分解，进而降低瘤胃氨氮浓度和提高过瘤

胃蛋白数量。 潘发明等［３０］ 报道认为，绵羊饲粮中

单宁酸含量小于 １５ ｇ ／ ｋｇ 干物质时，能够显著提高

氮存留率，对蛋白质的保护效果较好。 在羔羊基

础饲粮中添加含有浓缩单宁的石榴叶粉，结果表

明单宁含量在 １％ ～ ２％时，其氮保持量和微生物氮

合成量显著高于对照组［３１］ 。 ２）植物提取物中的

活性成分发挥了驱原虫作用。 饲粮中的蛋白质被

瘤胃内原虫分泌的脱氨酶降解产生氨氮，产生的

氨氮不能作为合成原虫自身所需要的蛋白质，因
此，进入十二指肠的微生物蛋白（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ＣＰ）含量降低。 去除原虫可防止氮在原虫和微

生物之间循环，从而使进入十二指肠的 ＭＣＰ 含量

增加［３２］ 。 Ｚｈｏｕ 等［３３］ 研究发现，饲粮中添加茶皂

素能够显著降低湖羊瘤胃原生动物的丰度和多样

性，且瘤胃氨氮浓度降低。 樊艳华等［３４］研究报道，
饲粮中添加丝兰皂苷可显著降低山羊瘤胃的原虫

数量和氨氮浓度，其中沉积氮占总采食氮的比例

增加，表明丝兰皂苷中的活性成分可发挥驱除原

虫的作用进而提高瘤胃氮的利用效率。
２．１．２　 对肉羊瘤胃甲烷排放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养殖业的不断发展，甲烷排放已

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产生的甲烷通过嗳

气排出体外，此过程伴随着大量的能量损耗。 据

测算，甲烷能占反刍动物采食饲料总能的 ６％ ～
１３％ ［３５］ 。 因此，学者们一直在探寻一种减少甲烷

排放量的方法。 植物提取物对瘤胃甲烷的产生和

排放有抑制作用，推测其作用机理如下：１）植物提

取物添加到饲粮中，能直接抑制从瘤胃分离出来

的产甲烷菌株［３６］ 。 陈丹丹［３７］ 报道认为，在杜寒杂

交肉羊饲粮中添加桑叶黄酮（ ２ ｇ ／ ｄ）、白藜芦醇

（０．２５ ｇ ／ ｄ）和茶皂素（２ ｇ ／ ｄ）后可通过抑制产甲烷

菌在瘤胃总细菌 １６Ｓ ｒＤＮＡ 中的丰度而降低甲烷

排放量。 研究也指出，在杜寒杂交肉羊基础饲粮

中添加黄酮（２ ｇ ／ ｄ） ［３８］ 和大蒜素 ２ ｇ ／ ｄ［３９］ 后可抑

制瘤胃产甲烷菌群，进而降低甲烷产量。 Ｍａｏ
等［４０］ 研 究 指 出， 在 羔 羊 饲 粮 中 添 加 茶 皂 素

（３ ｇ ／ ｄ）、大豆油（３ ｇ ／ ｄ）及其组合对产甲烷菌种

群有抑制作用，日甲烷产量分别下降 ２７． ７％、
１３．９％和 １８．９％。 ２）植物提取物中含有皂苷等成

分时，皂苷与原虫细胞膜中的胆固醇结合进而改

变原虫细胞膜的通透性，使原虫细胞膜破裂导致

原虫数量降低，由于原虫与甲烷杆菌属于共生关

系，原虫数量减少进而达到抑制甲烷产生的效

果［４１］ 。 Ｈｕ 等［４２］ 研究报道，在波尔山羊饲粮中添

加茶皂素（３ ｇ ／ ｄ）可显著降低原生动物数量、产气

量和甲烷释放量。 Ｗａｎｇ 等［４３］ 研究发现，在绵羊

基础饲粮中添加茶皂素（３ ｇ ／ ｄ）可通过抑制纤毛

原虫动物种群间接影响产甲烷菌活性，进而达到

降低甲烷产量的效果。
２．１．３　 对肉羊瘤胃 ＶＦＡ 的影响

　 　 ＶＦＡ 提供的瘤胃可发酵能量占饲粮可消化能

的 ６０％，可见其在反刍动物能量代谢中的重要作

用［４４］ 。 反刍动物饲粮中添加植物提取物后，通过

改变瘤胃内 ＶＦＡ 的组成和浓度，从而影响瘤胃的

发酵模式。
　 　 研究表明，只有少数植物提取物会提高瘤胃

ＶＦＡ 的浓度。 Ｌｉ 等［４５］研究发现，在山羊基础饲粮

中添加黄芪多糖（１０ ｇ ／ ｋｇ），与对照组相比，试验

组的瘤胃 ＶＦＡ 浓度显著提高。 但大多数研究结果

表明，植物提取物可引起瘤胃总 ＶＦＡ 浓度降低或

没有影响［４６］ 。 包雨洪［４７］研究报道，在绵羊饲粮中

添加沙葱多糖，瘤胃总 ＶＦＡ 浓度呈降低趋势。
Ｃｈａｖｅｓ 等［４８］在断奶羔羊饲粮中分别添加肉桂醛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大蒜素（２００ ｍｇ ／ ｋｇ）和杜松子精油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屠宰后发现对瘤胃总 ＶＦＡ 浓度无

显著影响。 虽然大量研究表明植物提取物降低了

瘤胃 ＶＦＡ 浓度或没有影响，但却可改变各 ＶＦＡ 的

比例。 研究发现，在卡塔丁×佩利布伊杂交肉羊基

础 饲 粮 中 添 加 垂 柳 （ ３０ ｍＬ ／ ｄ ） 和 银 合 欢

（３０ ｍＬ ／ ｄ）提取物可显著提高瘤胃乙酸比例和乙

丙比［４９］ 。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瘤胃内总 ＶＦＡ 浓

度、乙丙比和丁酸浓度与植物提取物的来源、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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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关。
２．２　 对肉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随着畜禽集约化养殖过程的不断推进，肉羊

易出现代谢紊乱、自由基增多，进而导致机体抗氧

化防护系统受到损伤［５０］ ，最终会引起各种疾病的

发生。
　 　 植物提取物因具有减少活性氧的功效而作为

抗氧化剂使用。 植物提取物具有的抗氧化活性与

其结构中所含的酚类物质有关［５１］ 。 多酚类物质主

要包括 ３ 类：黄酮类化合物、酚酸类化合物和非黄

酮类化合物。 酚类物质通过氢离子转移机制和单

电子转移机制能够清除自由基、螯合金属离子和

抑制氧化酶活性进而起到抗氧化作用［５２］ 。 植物酚

类作为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可能通过以下 ３ 个方

面在动物体内发挥其抗氧化作用：１）提升动物体

内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
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ＣＡＴ）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ＧＳＨ⁃Ｐｘ）等抗氧化酶的

活性。 刘策［５３］报道认为，在湖羊公羔饲粮中添加

苜蓿皂苷提取物（２ ０００ ｍｇ ／ ｋｇ）能显著提高肌肉

的 总 抗 氧 化 能 力 （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ＡＯＣ）及总超氧化物歧化酶（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
ｍｕｔａｓｅ，Ｔ⁃ＳＯＤ）和 ＣＡＴ 活性，同时提高肌肉的重

组人超氧化物歧化酶－２（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ｓｕｐｅｒ⁃
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２， ｒｈＳＯＤ⁃２） 的 基 因 表 达 水 平。
Ｚｈａｏ 等［５４］在羔羊饲粮中添加苦荞提取物，结果发

现不同程度提高了肌肉 Ｔ⁃ＡＯＣ 和 ＧＳＨ⁃Ｐｘ 活性。
２）提升机体内维生素 Ｅ 等非酶抗氧化剂的活性。
在育 肥 羊 基 础 饲 粮 中 添 加 香 豆 素 提 取 物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显著提高肌肉的 α－生育酚含量，并
表现出抑制由脂质氧化所产生的挥发性物质的含

量，如乙醛、辛烷醛等［５５］ 。 Ｏｒｔｕñｏ 等［５６］ 研究指出，
在育肥羊饲粮中添加迷迭香提取物（６００ ｍｇ ／ ｋｇ），
表现出双重抗菌抗氧化特性，降低羊肉的总细菌、
乳酸菌和肠杆菌科数量，并改善血液中的硫代巴

比 妥 酸 反 应 物 （ ｔｈｉｏｂａｒｂｉｔ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ｅａｃｔａｎｔ，
ＴＢＡＲＳ）浓度，而 ＴＢＡＲＳ 是脂肪氧化的副产品，说
明迷迭香提取物能够抑制脂肪氧化，从而延长羊

肉的货架期［５７］ 。 ３）激活体内的内源性防御通路。
例如，核因子 Ｅ２ 相关因子 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Ｅ２⁃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２，Ｎｒｆ２） －抗氧化反应原件（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Ｅ）信号通路在细胞中抵御内

源性和外源性的氧化应激反应，形成一个非常完

善的抗氧化体系。 Ｎｒｆ２ 是一个转录因子，在抗氧

化反应中负责启动 ＡＲＥ，进而促进抗氧化蛋白及

ＧＳＨ⁃Ｐｘ、ＳＯＤ 等Ⅱ相解毒酶的蛋白表达［５８］ 。 蒋红

琴［５９］在巴美肉羊饲粮中添加番茄红素，结果发现

显著提高了肉羊肌肉的 Ｎｒｆ２ 和 ＣＡＴ 的基因表达

水平，且通过体外研究发现番茄红素清除自由基

的能力强于维生素 Ｃ。 葡萄皮和葡萄籽中含有大

量的多酚物质，具有抗氧化应激功能。 在杜寒杂

交公羊基础饲粮中添加葡萄皮渣后，发现睾丸尾

部 ＧＳＨ⁃Ｐｘ４、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Ｃｕ⁃Ｚｎ ｓｕｐｅｒ⁃
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Ｃｕ⁃Ｚｎ ＳＯＤ）和 Ｎｒｆ２ 的蛋白表达

水平显著提高［６０］ 。 植物提取物可能通过以上 ３ 种

途径减轻机体的氧化应激损伤，进而提高动物的

抗氧化能力。
２．３　 对肉羊生长性能的影响

　 　 肉羊饲养过程中，饲料成本一直是影响养殖

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因此研发能够提高肉羊采

食量、日增重和饲料报酬的饲料添加剂是该领域

亟待解决的课题。 研究表明，大部分植物提取物

添加后能提高肉羊的生长性能。 Ｓａｌｅｍ 等［６１］ 在卡

塔丁×佩利布伊杂交羔羊基础饲粮中添加垂柳提

取物（３０ ｇ ／ ｄ），结果表明可显著提高羔羊的平均

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 ２２％。 在杜寒杂交肉羊基

础饲粮中添加苦荞麦提取物（５ ｇ ／ ｋｇ） ［５４］和沙葱粉

［１０ ｇ ／ （ｄ·只）］ ［６２］后均能提高肉羊的采食量、平
均日增重和胴体重。 然而，研究表明，少数植物提

取物添加后降低肉羊的生长性能或没有影响。 田

华勤［６３］ 在断奶湖羊饲粮中添加葡萄渣提取物

（０．４０％）和亚麻籽油（０．７２％），结果发现饲粮中添

加葡萄渣提取物对羔羊的生长性能和内脏重量均

未产生显著影响，而饲粮中添加亚麻籽油显著降

低羔羊的平均日增重、胴体重和屠宰率。 综上所

述，虽然大部分植物提取物添加后可改善肉羊的

生长性能，但是不同植物提取物的提取方法、添加

水平等因素会对降低肉羊的生长性能或没有影

响，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务必注意植物提取物的种

类、提取方法和添加水平等的选择。
　 　 极少部分的植物提取物添加到饲粮后降低肉

羊的生长性能或没有影响，推测其原因可能是：植
物提取物的添加水平存在差异，若添加水平过高，
肉羊的瘤胃内环境稳态和免疫功能受到影响，进
而表现出肉羊的生长性能降低或没有影响。 谢明

欣［６４］研究发现，在蒙古羔羊基础饲粮中添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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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苦豆子，发现 ０．０５％和 ０．１０％的苦豆子添加

水平显著提高瘤胃发酵体系中黄色瘤胃球菌和溶

纤维丁酸弧菌拷贝数，显著降低乙丙比，而 ０．２０％
和 ０． ４０％的苦豆子添加水平延缓瘤胃 ｐＨ 降低。
瘤胃 ｐＨ 是保证瘤胃内环境的基本指标，因此，添
加高水平的苦豆子影响瘤胃内环境的稳态。 饲粮

中添加低水平的苦马豆素和黄花碱有提高小白鼠

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中等和高水平时会降低机

体的免疫功能［６５］ 。
　 　 饲粮中添加大部分植物提取物能够提高肉羊

的生长性能，推测其机理如下：１）植物提取物中的

活性成分对肉羊的瘤胃发酵模式有良好的引导作

用，进而改善动物的生长性能。 赵亚星等［６６］ 研究

发现，在杜寒 Ｆ１ 代杂交肉羊基础饲粮中添加沙葱

粉（１０． ０ ｇ ／ ｄ）、沙葱多糖 （ ３． ４ ｇ ／ ｄ） 和沙葱黄酮

（２．８ ｇ ／ ｄ），可显著降低瘤胃氨氮浓度和原虫数量，
显著提高瘤胃 ＭＣＰ、产琥珀酸丝状杆菌、黄色瘤胃

球菌数量，提高丁酸浓度。 Ｍａｏ 等［４０］研究指出，在
羔 羊 饲 粮 中 添 加 茶 皂 素 （ ３ ｇ ／ ｄ ） 和 大 豆 油

（３ ｇ ／ ｄ），与对照组相比，瘤胃氨氮浓度降低，ＭＣＰ
数量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植物提取物影响了瘤

胃内环境，从而改善了瘤胃发酵模式。 ２）植物提

取物可通过提高非酶抗氧化物质含量、抗氧化酶

活性和调控 Ｎｒｆ２ 通路，激活 ＡＲＥ，达到提高动物

自身抗氧化能力的效果，进而缓解因氧化应激引

起的生长性能下降。 Ｍａｋｒｉ 等［６７］ 研究发现，橄榄

油厂废水中的多酚物质添加到羔羊饲粮后，羔羊

血液和组织中的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 和 ＣＡＴ 活性显著

提高。 研究表明，植物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还可

通过激活 Ｎｒｆ２ 通路，使 Ｎｒｆ２ 编码的抗氧化酶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上升，进而提高动物自身的抗氧化

能力［６８］ 。 ３）植物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参与调控

生长相关激素分泌，进而促进动物生长性能的提

高。 木其尔［６８］在小尾寒羊饲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

沙葱黄酮（１１ ～ ３３ ｍｇ ／ ｋｇ）后，发现显著提高肉羊

神经内分泌的生长激素（ｇｒｏｗｔｈ 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Ｈ）、类
胰岛 素 生 长 因 子 － Ⅰ （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Ⅰ，
ＩＧＦ⁃Ⅰ） 和 肾 上 腺 皮 质 激 素 （ 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ｃ
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ＣＴＨ）浓度，并抑制皮质酮激素（ ｃｏｒｔｉ⁃
ｃ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ＯＲＴ）浓度。

３　 小　 结
　 　 植物提取物是一种安全、绿色、无耐药性和无

残留的植物性添加剂，对肉羊瘤胃发酵、机体抗氧

化能力和生长性能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对减少抗生素使用和促进肉羊健康养殖的发展起

到积极作用。 植物提取物因地区来源、刈割时间、
提取工艺、添加水平和试验方法的不同，其生物学

活性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不同来源的

植物提取物需要进行试验筛选并经过实际应用验

证其效果。 总之，植物提取物是一个非常富有潜

力的生物资源，随着各种生物检测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进步，植物提取物的组分、结构和功能日趋明

朗，植物提取物必将在替代抗生素方面发挥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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