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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猪乳的 ５ 种核苷酸（尿苷酸、胞苷酸、肌苷酸、鸟苷酸以及腺苷酸）中，尿苷酸的含量

最为丰富，占乳汁中总核苷酸的 ９０％以上。 与母猪乳汁相比，仔猪教槽料中尿苷酸最为缺乏，这

种现象在仔猪断奶早期尤其明显，因此，尿苷酸可能对仔猪正常的生长发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尿苷酸作为一种基础的嘧啶核苷酸类化合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 本文从尿苷酸的结

构、吸收代谢、生理功能、与三大营养物质代谢关系及在动物生产中的潜在应用等方面予以综

述，旨在为单核苷酸在动物生产中的添加和单核苷酸营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 尿苷酸；嘧啶核苷酸；代谢；功能；生长发育；仔猪

中图分类号：Ｓ８１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２６７Ｘ（２０１９）０６⁃２４８７⁃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Ｄ０５００５０４）；中国科学院 ＳＴＳ 项目；湖南农业科技创新资金项目（２０１８ＺＤ１２）
作者简介：李　 彪（１９８２—），男，四川大竹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动物营养和生理。 Ｅ⁃ｍａｉｌ： １２９４２５０８＠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吴　 信，研究员，硕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ｗｕｘｉｎ＠ｉｓａ．ａｃ．ｃｎ

　 　 核苷酸是细胞内重要的组分，不仅参与机体

遗传物质的合成，而且还对机体的能量代谢、功能

调节以及机体免疫起着重要作用。 近几年的研究

发现，当动物（乳猪、仔猪、雏鸡等）处于快速生长

阶段或受到免疫挑战以及肝损伤时，外源核苷酸

成为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１］ 。 目前，核苷酸作为

一种新型的饲料添加剂受到了广泛关注。 相关研

究表明，哺乳动物乳汁中含有丰富的核苷酸，而且

核苷酸在乳汁中的比例受到泌乳期和动物种类的

影响［２－３］ 。 数据表明，母猪乳汁中，无论是泌乳前

期、中期还是后期，尿苷酸在乳汁中占总核苷酸的

比例都占据绝对优势，其数值甚至能达到总核苷

酸量的 ９０％以上［３］ 。 另外，Ｍａｔｅｏ 等［３－４］ 将仔猪教

槽料和母猪泌乳后期乳中的核苷酸含量进行比较

后发现，在 ５ 种核苷酸中，仔猪教槽料中最缺乏尿

苷酸，而其他核苷酸缺乏较少或不缺乏。 因此，如
果猪乳中的核苷酸含量代表仔猪对核苷酸的需要

量的话，那么可以断定在 ５ 种核苷酸中，仔猪最缺

乏尿苷酸［３］ 。 尿苷酸作为猪乳中核苷酸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泌乳后期猪乳中含量最高的核苷酸，其
含量是胞苷酸、腺苷酸和鸟苷酸含量的 ２０ ～ ４０ 倍，
也是仔猪断奶后最缺乏的核苷酸。 据报道，尿苷

酸与其他单核苷酸联合添加不仅可以激活婴儿的

肠道免疫、细菌性免疫功能，减少腹泻，还增强对

细菌感染抵抗力［５］ 。 除此之外，核苷酸对幼龄动

物维持机体免疫系统功能［６］ 、肠道成熟［７－８］ 、肝脏

的生长发育和代谢［９－１０］以及脂质代谢［１１］ 等方面都

表现出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文旨在对尿苷酸的合成代谢、吸收、生理功

能及其对动物生产的潜在应用进行综述，为尿苷

酸在动物营养调控和动物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

１　 尿苷酸的结构、吸收和代谢
１．１　 尿苷酸的结构

　 　 ５′－尿嘧啶核苷酸（ ｕｒｉｄｉｎｅ ５′⁃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５′ＵＭＰ）是由尿嘧啶、核糖和磷酸组成的单核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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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１２］ ，分子式为 Ｃ９Ｈ１３ Ｎ２Ｏ９Ｐ，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２４．１８，白色结晶，ｐＨ ７． ０ 时的摩尔消光系数为

１０．０×１０３，化学结构式见图 １。 由于尿嘧啶碱基具

有共轭双键，在紫外光区具有强烈的吸收特性，其
最大吸收在 ２６０ ｎｍ 处左右。 ５′ＵＭＰ 多以 ５′－尿苷

酸二钠（５′⁃ｕｒｉｄ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ｉｓｏｄｉｕｍ ｓａｌｔ，ＵＭＰＮａ２）的

形式 存 在， 分 子 式 为 Ｃ９Ｈ１１ Ｎ２Ｎａ２Ｏ９Ｐ · ７Ｈ２Ｏ。
ＵＭＰＮａ２ 固体为白色晶体或白色结晶粉末，多有鲜

味，晶体一般含 ７ 个结晶水，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６８．１６（以无水计），易溶于水（４１ ｇ ／ ｄＬ），微溶于

甲醇，难溶于乙醇、丙酮等有机溶剂，其水溶液无

色澄清，ｐＨ 为 ７．０ ～ ８．５（５％水溶液）。

图 １　 ５′ＵＭＰ 化学结构式

Ｆｉｇ．１　 ５′ＵＭ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１．２　 尿苷酸的合成途径

　 　 总体来说，生物体内核苷酸的来源有 ２ 条途

径，即从头合成以及补救合成［１３－１４］ ，具体合成途径

见图 ２。 从头合成途径中，以天冬氨酸、谷氨酰胺

和 ＣＯ２ 为原料，在 ＣＡＤ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Ⅱ
（ｃａｒｂａｍ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Ⅱ，ＣＰＳⅡａｓｅ）、天冬

氨 酸 转 氨 甲 酰 酶 （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ｃａｒｂａｍｏｙｌａｓｅ，
ＡＴＣａｓｅ） 和 二 氢 乳 清 酸 脱 氢 酶 （ ｄｉｈｙｄｒｏｏｒｏｔａｔ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ＤＨＯａｓｅ）的合称］的催化下合成乳清

酸（６－羧基尿嘧啶），形成嘧啶环，之后在乳清酸磷

酸核糖转移酶 （ ｏｒｏｔａｔ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ｉｂｏｓｙ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ＯＰＲＴａｓｅ）的催化下与 ５ －磷酸核糖 － １ －焦磷酸

（ＰＲＰＰ）作用生成乳清核苷酸，经乳清酸核苷酸羧

酶（ｏｒｏｔｉｄｙｌａｔｅ 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ＯＤＣ）的作用，生成尿

嘧啶核苷酸（ＵＭＰ，也称一磷酸尿苷酸） ［１５］ 。 在此

过程中，ＣＡＤ 催化底物合成嘧啶环的过程是嘧啶

核苷酸重头合成的限速步骤，该过程需要大量的

ＡＴＰ 来供给能量［１６］ 。
　 　 另外一个维持细胞内核苷酸代谢池稳态的途

径是补救合成途径。 在补救合成途径中，９０％以上

的碱基参与再循环过程。 也就是说，补救合成途

径主要依赖于可利用的嘌呤碱和嘧啶碱的含

量［１７］ ，而这些碱基既可来源于机体自身核苷酸以

及生物大分子的代谢，又可通过食物核酸物质分

解来进行补充，主要以连接核苷和碱基（核酸或核

苷酸的水解产物）为特征，耗能很低（图 ２ 中补救

合成途径①）。 此外，生物体内利用乳清酸（维生

素 Ｂ１３）转化生成 ＵＭＰ 也是一种重要的代谢途径

（图 ２ 中补救合成途径②），转化过程中添加的底

物乳清酸可以通过 ２ 步反应转化生成 ＵＭＰ：１）乳

清酸与 ＰＲＰＰ 在乳清酸磷酸核糖转移酶的催化下，
形成 乳 清 酸 核 苷 酸 （ ｏｒｏｔｉｄｉｎｅ ｍｏｍｏｐｈｏｓｅｐｈａｔｅ，
ＯＭＰ）；２）ＯＭＰ 在乳清酸核苷酸脱羧酶的催化下，
脱去 ＯＭＰ 上的羧基，就形成了 ＵＭＰ。 此过程中，
重要前体物质 ＰＲＰＰ 的合成也很关键，其主要由

５′－磷酸核糖和 ＡＴＰ 在焦磷酸激酶的催化下合成。
　 　 研究证明，一些组织从头合成核苷酸的能力

有限，需 要 额 外 补 充 能 为 补 救 途 径 利 用 的 原

料［１８－１９］ 。 例如，肠黏膜、骨髓造血细胞、白细胞、红
细胞和淋巴细胞等不具备从头合成核苷酸的能

力［２０］ ，只能利用补救途径合成核苷酸。 这表明，外
源性 补 充 核 苷 酸 对 于 这 些 细 胞 来 说 是 很 重

要的［１３］ 。
１．３　 尿苷酸在肠道的吸收与转运

　 　 外源核苷酸与核苷的吸收、转运和利用是一

系列复杂的过程。 在生理状态下，核苷酸仅有一

部分可以透过细胞膜［２０］ ，这可能是由于核苷酸转

运系统比较缺乏导致的。 同时核苷酸携带有带负

电荷的磷酸基团，这也阻碍了肠道对它的吸收［１９］ 。
大部分核苷酸需酶解之后代谢为核苷或碱基才可

被小肠吸收［２１］ 。 内切酶、磷酸二酯酶和核苷磷酸

化酶是转运过程的主要酶（这些酶来自肠上皮刷

状缘细胞［２２］ 、胰腺［２３］和胆汁［２４］ ）。 饲粮中的以及

内源性的核苷和碱基有 ９０％被转运到肠细胞［１７］ 。
其中，核苷通过易化扩散和特异性 Ｎａ＋载体转运机

制被转运到肠上皮细胞［２５］ ；而外源性和内源性的

核苷酸和核苷降解产物———主要是含氮碱基（如

腺嘌呤、胞嘧啶、鸟嘌呤、次黄嘌呤、尿嘧啶或胸腺

嘧啶）则进入肝门静脉，这些分子被运送到肝细胞

进一步代谢，随后，它们从肝脏释放出去进入体循

环并进入肌肉组织，其中一部分嘌呤碱代谢为尿

酸，而嘧啶碱被分解为 β －丙氨酸和 β －氨基异

丁酸［１５］ 。

８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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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ＵＭＰ 合成途径

Ｆｉｇ．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ＵＭＰ

　 　 尿苷酸在小肠腔中主要被分解为尿苷而不是

尿嘧啶碱基［２６］ ，因此避免了转运体被其他相关嘧

啶类物质抑制的过程［２７］ 。 研究发现，尿苷载体不

识别核糖，推测尿苷载体可能与之前研究报道的

尿嘧啶载体不同，此外，尿苷载体似乎也不识别尿

苷酸，但可以识别其他的核苷，如起到抑制作用的

腺苷、鸟苷和胞苷等［２７］ 。 由于尿苷载体识别的物

质种类不同，导致不同物质对小肠吸收尿苷的影

响程度也就不同。 核糖不影响小肠对尿苷的吸

收，且尿嘧啶仅轻微抑制小肠吸收尿苷。 ＵＭＰ、二
磷酸尿苷（ＵＤＰ）和三磷酸尿苷（ＵＴＰ）在初始阶段

只有轻微的抑制作用，但是随着离体肠道体外孵

育时间的延长，它们的抑制作用增强。 核苷（如胞

苷、鸟苷和腺苷）对尿苷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抑制作

用［２７］ 。 Ｓｃｈｗｅｎｋ 等［２７］试验证明，尿苷在小肠内吸

收主要依赖于 Ｎａ＋介导的主动转运机制，这与葡萄

糖转运方式有很大的相似性［２８］ 。

２　 尿苷酸与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关系
２．１　 尿苷酸与糖代谢

　 　 尿苷酸通过进一步磷酸化得到的 ＵＤＰ 在糖代

谢中起着重要作用，ＵＤＰ 是单糖的活化载体，参与

单糖、双糖以及多糖的生物合成，如 ＵＤＰ－半乳糖

是乳糖的前体，二磷酸尿苷－葡萄糖（ＵＤＰ⁃Ｇｌｃ）是

糖原的前体。 在生物学过程中，糖基化扮演着重

要角色，参与免疫防御、受精、病毒复制、寄生虫感

染、细胞生长、发炎和细胞间的附着等过程。 第 ３
个磷酸基的加入形成的 ＵＴＰ，游离的葡萄糖不能

直接合成糖原，它必须先磷酸化为 ６－磷酸葡萄糖

（Ｇ⁃６⁃Ｐ），再转变为 １－磷酸葡萄糖（Ｇ⁃１⁃Ｐ），Ｇ⁃１⁃Ｐ
与 ＵＴＰ 作用形成 ＵＤＰ⁃Ｇｌｃ 及焦磷酸（ＰＰｉ）。 ＵＤＰ⁃
Ｇｌｃ 是糖原合成的底物，葡萄糖残基的供体，称为

活性葡萄糖。 ＵＤＰ⁃Ｇｌｃ 在糖原合酶催化下将葡萄

糖残基转移到糖原蛋白中糖原的直链分子非还原

端残基上，以 α－１，４－糖苷键相连延长糖链。 尿苷

酸可以促进糖类物质的合成［２９］ 。
２．２　 尿苷酸与氨基酸代谢

　 　 与嘌呤核苷酸的合成不同，嘧啶核苷酸的生

物合成途径与某些氨基酸的代谢关系更为密

切［３０］ ，主要是作为前体的天冬氨酸盐能途经天冬

氨酸 β 半醛生成高丝氨酸，并进而被高丝氨酸脱

氢酶催化生成甲硫氨酸及苏氨酸。
　 　 血清尿素氮和总蛋白含量可以反映机体蛋白

质的整体代谢情况，总蛋白主要反映肝脏的合成

９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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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总蛋白含量越高说明机体合成和利用蛋白

质的能力越强。 血清尿素氮是动物体蛋白质代谢

的主要终末产物，肝脏是生成尿素的最主要器官，
体内尿素的生成量取决于饮食中蛋白质摄入量、
组织蛋白质分解代谢以及肝功能情况，血清中尿

素氮的含量可反映动物蛋白质代谢状况，并可作

为机体氮素利用和蛋白质沉积的指标。 血清尿素

氮含量降低可增加氮沉积，提高蛋白质合成量。
周世业［３１］研究证明，添加尿苷酸对仔猪不同时间

的血清尿素氮含量没有影响，总蛋白含量呈现上

升的趋势。 这说明，添加尿苷酸对这一阶段仔猪

的蛋白质代谢和蛋白质沉积情况影响很小。
２．３　 尿苷酸与脂质代谢

　 　 肝脏是脂肪合成、代谢以及运输的重要场所。
饲粮核苷酸影响大鼠肝脏的生长、组成、结构、形
态和功能，试验表明外源核苷酸或核苷能够促进

肝细胞的生长［３２］ 。 王兰芳等［３３］ 发现在半纯合饲

粮中补充 ０．２５％的核苷酸混合物，可显著提高小

鼠断奶后第 ４ 天的肝脏指数。 另外，饲粮中添加

核苷酸不仅能增加大鼠血浆中长链多不饱和脂肪

酸（ＰＵＦＡ）的含量［３４］ ，还能提高红细胞细胞膜中

的 ＰＵＦＡ（主要是 ｎ⁃６ 系列）含量［３５］ 。 除此之外，
对于单嘧啶核苷酸添加试验结果表明，尿苷酸参

与红细胞膜磷脂的构成，尿苷酸缺乏，会影响嘧啶

依赖的核苷酸脂质辅助因子合成，将会造成红细

胞膜磷脂合成受阻，进而导致红细胞生成障碍［３６］ 。
饲粮添加 １ ｍｍｏｌ ／ ｋｇ 尿苷酸会增加小鼠脑组织磷

脂酰胆碱的前体 ＣＤＰ－胆碱的含量［３７］ 。 另外，尿
苷磷酸化酶通过表达或者抑制尿苷酸重头合成过

程中的二氢乳清酸脱氢酶，使肝脏嘧啶核苷酸代

谢紊乱，导致肝脏脂肪变性，而额外补充尿苷能抑

制以上 ２ 种酶导致的肝脂肪变性［３８］ 。

３　 尿苷酸的生物学功能
３．１　 尿苷酸与免疫

　 　 免疫系统，作为机体抵御外来病原体的武器，
对于幼龄动物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表明，核苷酸的添加不仅能影响肠道类淋巴

细胞的成熟，增强机体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影响

免疫亚群在体内的分布，还能刺激动物机体的特

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影响与免疫有关细胞的繁

殖与分化［３９］ 。 补充核苷酸还可以降低辐射诱导的

肠损伤后的大鼠肠道炎症反应，提高双糖酶活性，

降低死亡率［１６］ 。 若核苷酸缺乏，则会降低动物机

体脾脏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２ 的能力，降低自然

杀伤细胞的活性，甚至影响 Ｔ 细胞依赖型抗原的

体液免疫应答。 Ｋｕｌｋａｒｎｉ 等［４０］ 发现，饲粮中添加

构成尿苷酸的碱基尿嘧啶，可以显著降低小鼠对

病原菌的易感性，提高机体在病原菌感染后的死

亡率。 这表明尿苷酸作为一种核苷酸，对动物机

体的免疫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３．２　 尿苷酸与氧化应激

　 　 正常情况下，机体的氧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

处于动态平衡内，但当机体处于环境应激、断奶应

激时，机体内产生的大量氧自由基就会对机体造

成损害［４１］ 。 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表明，添加核苷酸

混合物、核酸或脱氧核糖核酸可提高动物机体的

抗氧化能力。 Ｊｙｏｎｏｕｃｈｉ 等［４２］ 和 Ｇｒｉｍｂｌｅ 等［４３］ 发

现，膳食核酸能够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提高细胞

免疫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提高 ＤＮＡ 修复

能力。 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来看，核苷酸或核酸

有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的作用，此外添加核苷酸

单体对仔猪的抗氧化能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作

用。 周世业［３１］ 研究表明，饲粮添加 ０．２５％尿苷酸

可提高断奶仔猪抗氧化能力，但添加 ０．１５％尿苷

酸抗氧化作用不明显。 杨玉芬等［４４］研究结果也表

明，饲粮添加 ０．２５％的尿苷酸可以提高断奶仔猪

机体的抗氧化能力，增加机体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以及总抗氧化能

力（Ｔ⁃ＡＯＣ），降低丙二醛（ＭＤＡ）含量，综上，尿苷

酸能够提高幼龄动物机体的抗氧化能力，但抗氧

化作用的发挥与其添加量存在直接的关系。
３．３　 尿苷酸与细胞周期

　 　 动物的生长发育与细胞的快速增殖分裂息息

相关，更与生物大分子的转录、复制紧密联系。 细

胞分裂周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细胞分裂间期。 有

研究表明，在该分裂期时，嘧啶核苷酸合成酶活性

显著增加，这说明尿苷酸与胞苷酸在细胞分裂期

需求量增加［１６］ 。 动物试验表明，尿苷和肌苷等合

用能促进心肌细胞代谢，加速蛋白质、核酸生物合

成和能量产生，可促进和改善脑细胞代谢［４５］ 。
Ｍａｔｅｏ 等［３－４］发现，将仔猪教槽料和母猪泌乳后期

乳中的核苷酸含量进行比较，仔猪教槽料中最缺

乏尿苷酸，而其他核苷酸缺乏较少或不缺乏。 因

此，补充尿苷酸，恰恰能修补几种核苷酸参与遗传

物质合成的原料“短板”；而且相比较嘧啶核苷酸

０９４２



６ 期 李　 彪等：尿苷酸的营养代谢与生理功能研究进展

的从头合成，及时补充外源性尿苷酸，加快了遗传

物质合成原料的供给，极有可能会降低细胞间期 Ｓ
期的时间间隔，缩短细胞的分裂周期，进而促进机

体的生长。

４　 尿苷酸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４．１　 提高动物采食量

　 　 尿苷酸作为呈味核苷酸，其本身具备诱食的

功效。 在畜禽应用领域，Ｌｉ 等［４６］ 发现，饲粮中添

加 ０．０７％尿苷酸能显著提高仔猪采食量。 杨玉芬

等［４４］研究结果也表明，饲粮中添加 ０．２５％尿苷酸

能提高断奶仔猪平均日采食量，但差异不显著。
在水产应用领域，尿苷酸对一些水产动物具有较

好的诱食效果，而对另一些水产动物却没有诱食

作用。 张海明等［４７］ 发现，尿苷酸对鳗鲡具有非常

强诱食作用，但对鳖却没有诱食作用。 由于畜禽

和水产动物在消化生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尿
苷酸在不同动物生产中的诱食效果还需要开展更

多的应用研究去证实。
４．２　 促进肠道发育，维护肠道健康

　 　 复合核苷酸对肠道发育、自我修复以及成熟

方面的研究相对已经比较全面［４８］ 。 按照体重的

０．８％添加核苷酸能够显著提高小鼠肠道黏膜蛋白

质以及 ＤＮＡ 的含量，提高麦芽糖酶 ／乳糖酶以及

肠道的绒毛高度，另外核苷酸影响肠道酶活性、肠
道发育与成熟［４９］ 。 尿苷酸单独使用也能促进动物

肠道的发育，维持肠道健康。 在仔猪饲粮中添加

０．０７％尿苷酸，与未添加尿苷酸的对照组相比，仔
猪空肠和回肠的绒毛高度都显著提高［４６］ 。 将尿苷

酸的核苷形式尿苷联合鱼油一起添加，能够抑制

鱼藤酮对肠道功能的损伤以及对肠道紧密连接蛋

白的破坏，提高小鼠回肠及结肠紧密连接蛋白闭

锁小带蛋白－１（ ｚｏｎｕｌａｏｃｃｌｕｄｅｎｓ１，ＺＯ⁃１）的表达以

及减少鱼藤酮对肠道的损伤［５０］ 。
４．３　 降低腹泻率，提高生长性能

　 　 饲粮中添加尿苷酸能够提高仔猪的生长性

能。 饲粮中添加 ０．２５％的尿苷酸有提高断奶仔猪

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降低料重比和腹泻

频率的趋势；添加 ０．１５％的尿苷酸对仔猪的生长

性能影响较小，但仔猪腹泻频率有所下降［３１］ ，这一

结果也被杨玉芬等［４４］ 的结果进一步证实。 Ｌｉ
等［４６］发现，０．０７％尿苷酸添加在仔猪饲粮中，与对

照组相 比，仔 猪 腹 泻 率 显 著 降 低 （ ２３． ２６％ ｖｓ．

９．１７％），同时，仔猪平均日增重极显著提高，料重

比极显著性降低。 在凡纳滨对虾饲料中添加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的尿苷酸处理 ８ 周，对其生长性能没有

显著影响［５１］ 。 这提示尿苷酸对动物生长性能的影

响或许存在物种特异性。

５　 小　 结
　 　 生物体内尿苷酸的来源有 ２ 条途径，即从头

合成以及补救合成，一些组织（如肠黏膜、白细胞）
不具备从头合成尿苷酸的能力，需要额外补充尿

苷酸来满足该类组织的尿苷酸需求。 而在动物的

某些特定阶段（如幼龄阶段），整个生物体都需要

额外补充尿苷酸。 尿苷酸在生物体内广泛参与到

糖代谢、氨基酸代谢和脂质代谢中。 同时，在动物

生产过程中，尿苷酸可提高动物采食量，促进肠绒

毛发育，维持肠道健康，同时减低腹泻率，提高动

物生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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