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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姜提取物作为食药两用的天然植物提取物，具有来源广泛、绿色无残留等特点，并且

具有抗氧化、抗炎、调节脂质代谢、促免疫、抗癌和抑菌等多重生理作用。 本文对生姜提取物的

主要活性成分、作用机制以及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进行了总结，为畜禽行业开发新型有效的饲

料添加剂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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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姜是姜科姜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新鲜根

茎，可作为一种药用植物，被广泛用于疾病治

疗［１－２］ 。 生姜提取物（ｇｉｎｇ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ＧＥ）是生姜中

提取出的一种植物提取物，具有抗氧化［３］ 、抗

炎［４］ 、调节脂质代谢［５］ 、促免疫［６］ 、抗癌［７］ 和抑

菌［８］等生理功能。 随着饲料资源短缺、抗生素滥

用和食品安全等问题日趋严重，寻找使用安全且

功能有效的新型植物源饲料迫在眉睫。 生姜提取

物凭借其天然无害且具有多重生理功能的特点，
成为一类绿色、安全饲料添加剂的良好选择。 本

文将对生姜提取物的主要活性成分、生理功能及

在畜禽生产上的应用进行综述，为其进一步开发

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１　 生姜提取物的主要活性成分
　 　 生姜提取物是一种混合物，其含有多种活性

成分，而其中成分含量根据产地、品种与新鲜程度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生姜提取物中成分复杂，已
分离鉴定出 ４００ 多种化学成分［４］ ，包括挥发油、姜
辣素、二苯基庚烷类等［９］ ，具体情况见表 １。

２　 生姜提取物的生理功能
２．１　 抗氧化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生姜提取物具有强抗氧化

性［２６－２７］ ，这与其结构关系密切。 其组分中姜辣素

和二苯基庚烷类化合物抗氧化性能较强，因为它

们均含有酚基、羟基等极好的氢电子供体官能团，
在遇到氧化底物如活性氧 （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
ｃｉｅｓ，ＲＯＳ）时，能轻易地脱掉氢离子与其结合，降
低机体氧化损伤，同时，形成的新酚类游离基没有

适合氧进攻的位点，故而化学性质极稳定，不会变

成新的自由基参与氧化反应。 Ｓｕｅｉｓｈｉ 等［２８］ 采用

多种自由基清除方法，测定了生姜对 ５ 种 ＲＯＳ（羟
基自由基、超氧化物、烷氧基、过氧自由基和单线

态氧）的清除能力，发现生姜善于清除羟基自由基

和单线态氧；还发现生姜在 ８０ ℃加热 ２ ｈ 后，对过

氧自由基和单线态氧的清除能力下降了近 ５０％。
相反，热处理后清除超氧化物能力提高了 ５６％左

右。 以上结果表明，生姜在高温处理下的抗氧化

活性取决于 ＲＯＳ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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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生姜提取物的主要活性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ｉｎｇ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物理性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官能团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结构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生姜挥发油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
ｏｆ ｇｉｎｇｅｒ

１％ ～ ３％ ［１０］
淡黄色或黄绿色油状液体［１１］ ，

不易溶于水，易溶于
酒精等有机溶剂

— 单萜类和
倍半萜类

—

抗氧化［１２］ 、
抗炎［１３］ 、降
脂［１４］ 、抗病

毒［１５］ 、抗菌［１６］

姜辣素
Ｇｉｎｇｅｒｏｌ — 辛辣味

３－甲氧
基－４－
羟基
苯基

根据它与烃链连
接的不同方式和烃
链的不同长度，分为

姜酚、姜烯酚、
姜酮酚等［１７］

见图 １
抗氧化［１８］ 、抗

炎［１９］ 、降脂［２０］ 、
抑菌［２１］

二苯基庚烷类
Ｄｉａｒｙｌｈｅｐｔａｎｏｉｄｓ — — １，７－二取代苯基

并以庚烷为骨架
线型和
环型

见图 ２ 抗氧化［２２－２３］

和抗炎［２４－２５］

图 １　 姜酚、姜烯酚和姜酮酚的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ｉｎｇｅｒｏｌ， ｓｈｏｇａｏ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ｄｏｌ［４］

图 ２　 １，７－二取代苯基加庚烷骨架

Ｆｉｇ．２　 １，７⁃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ｐｈｅｎｙｌ ｐｌｕｓ ｈｅｐｔａｎｅ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生姜提取物还可以通过激活抗氧化系统，提
高抗氧化酶基因表达与酶活性。 机体内会代谢产

生 ＲＯＳ，它会引起体内脂质过氧化，产生丙二醛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破坏细胞结构，引发机

体损伤。 动物机体内存在抗氧化系统，受到自由

基刺激时，抗氧化系统会自动将其清除，保持内环

境稳态。 Ｈｏｓｓｅｉｎｚａｄｅｈ 等［２９］ 用 ５ 和 ２５ μｇ ／ ｍＬ ２
种不同浓度的生姜提取物处理软骨细胞 ２４ ｈ，之
后用浓度为 １０ ｎｇ ／ ｍＬ 的白细胞介素－１β（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１β，ＩＬ⁃１β）孵育 ２４ ｈ，观察生姜提取物对 ＩＬ⁃１β
诱导的细胞内 ＲＯＳ 产生和脂质过氧化的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生姜提取物能降低 ＩＬ⁃１β 诱导的

Ｃ２８Ｉ２ 细胞 ＲＯＳ 和 ＭＤＡ 生成，且增加了抗氧化酶

基因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ＳＯ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
ｄａｓｅ，ＧＳＨ⁃Ｐｘ） 和过氧化氢酶 （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ＣＡＴ） 的

ｍＲＮＡ 表达。 Ｍｏｈａｍｅｄ 等［３］研究了姜提取物对醋

酸铅致氧化性肝毒性小鼠的改善作用，结果发现

姜提取物能够非常有效地改善铅的毒性作用，并
增加了 ＧＳＨ⁃Ｐｘ 和 ＣＡＴ 活性及谷胱甘肽（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
ｏｎｅ，ＧＳＨ）含量，降低了脂质过氧化反应和肝脏内

ＭＤＡ 含量。 以上的体外和体内试验都证明了生

姜提取物能够提高抗氧化酶表达水平。
　 　 综上所述，生姜提取物发挥抗氧化作用主要

是通过 ２ 个途径来实现：一方面，生姜提取物利用

自身结构，直接清除机体过量自由基；另一方面，
生姜提取物可以激活机体抗氧化系统，促进抗氧

化酶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提高抗氧化酶的产生

（图 ３）。 但其抗氧化功能机制与起作用的具体成

４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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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Ｎｒｆ２：核因子红细胞 ２ 相关因子 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ｒｙ⁃
ｔｈｒｏｉｄ 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２；Ｋｅａｐ１：Ｋｅｌｃｈ 样 ＥＣＨ 相关蛋白 １
Ｋｅｌｃｈ⁃ｌｉｋｅ Ｅ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ＡＲＥ：抗氧化反应元件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ＧＳＨ⁃Ｐ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ＲＯＳ：活性氧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
ｃｉｅｓ；ＳＯＤ：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ＧＥ：生姜

提取物 ｇｉｎｇ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图 ３　 生姜提取物抗氧化作用机制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ｉｎｇ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２．２　 抗炎作用

　 　 生姜提取物可以通过抑制产生炎性介质的酶

类活性，减少炎性介质产生，从而抑制炎性反

应［３０－３１］ 。 前列腺素（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ＰＧ） 和白三烯

（ ｌｅｕｋｏｔｒｉｅｎｅｓ，ＬＴｓ）是机体炎症反应过程中产生的

炎性介质，它们分别是通过环氧化酶（ 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
ｎａｓｅ，ＣＯＸ） 和 ５ － 脂 氧 合 酶 （ ５⁃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５⁃
ＬＯＸ）催化花生四烯酸（ ａｒａｃｈｉｄ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ＡＲＡ）代

谢产生。 而生姜提取物可以同时抑制 ＣＯＸ、５⁃
ＬＯＸ ２ 条途径，从而减少炎性介质产生。 Ｆｌｙｎｎ
等［３２］研究发现，生姜提取物中包括 ６－姜酚等一系

列具有 ４ －羟 基 － ３ －乙 氧 基 苯 基 （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３⁃
ｅｔｈｏｘｙ ｐｈｅｎｙｌ）的化合物都是花生四烯酸代谢的双

重抑制剂，它们可以在小范围内减少人体中性粒

细胞产生 ＰＧ 和 ＬＴｓ。 非甾体抗炎药（ 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ＮＳＡＩＤｓ）只能抑制 ＰＧ 合成，不
能抑制花生四烯酸生成 ＬＴｓ。 当一端被抑制，花生

四烯酸会通过 ５⁃ＬＯＸ 途径产生大量 ＬＴｓ。 相比于

ＮＳＡＩＤｓ，生姜提取物具有双重作用，且更少副作

用，它极具潜力成为新一类抗炎药。
　 　 研究表明，生姜提取物可以抑制炎性因子表

达［３３］ 。 炎症 组 织 中 由 于 ＣＯＸ⁃２ 基 因 的 诱 导，
ＣＯＸ⁃２表达会上调，其蛋白水平大大增加，而生姜

提取物不仅可以抑制 ＣＯＸ 的活性，还可以在转录

水平上抑制 ＣＯＸ⁃２ 表达［４］ 。 核转录因子－κＢ（ｎｕ⁃
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ｋａｐｐａ Ｂ，ＮＦ⁃κＢ）信号通路是调节炎症

的重要信号通路，正常情况时 ＮＦ⁃κＢ 与抑制蛋

白－κＢ（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κＢ， ＩκＢ） 结合。 而肿瘤坏死因

子－α （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 ＴＮＦ⁃α ） 是 激 活

ＮＦ⁃κＢ通路的重要炎性介质，当此类炎性介质过多

时，会激活 ＮＦ⁃κＢ 与 ＩκＢ 脱离，ＮＦ⁃κＢ 进入细胞核

并激活炎性介质基因大量表达，加重炎症反应。
Ｐｈａｎ 等［３３］ 研究发现，生姜提取物 可 以 抑 制 由

ＴＮＦ⁃α 激 活 的 滑 膜 细 胞 中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１β 的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 Ｆｒｏｎｄｏｚａ 等［３４］ 研究发现，生姜

提取物可以抑制多种 ＴＮＦ⁃α 激活途径。 但是，生
姜提取物中的哪个组分是有效成分及具体机制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生姜提取物主要通过 ２ 个途径发

挥抗炎作用：一方面是通过抑制产生炎性介质的

酶类活性，减少炎性介质产生；另一方面通过抑制

ＴＮＦ⁃α 等炎性介质，阻止其激活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
进而 减 少 炎 性 因 子 表 达， 从 而 抑 制 炎 症 反 应

（图 ４）。

　 　 ＧＥ：生姜提取物 ｇｉｎｇ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ＣＯＸ：环氧化酶 ｃｙ⁃
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ＰＧ：前列腺素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ＬＴｓ：白三烯 ｌｅｕ⁃
ｋｏｔｒｉｅｎｅｓ；５⁃ＬＯＸ：５－脂氧合酶 ５⁃ｌｉｐ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ＴＮＦ⁃α：肿瘤

坏死因子－α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ＮＦ⁃κＢ：核转录因子－
κＢ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ｋａｐｐａ Ｂ。

图 ４　 生姜提取物抗炎作用机制图

Ｆｉｇ．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ｎｇ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２．３　 降脂作用

　 　 畜禽养殖过程中，母畜的妊娠期常常容易过

５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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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影响生产性能。 研究发现生姜提取物可以通

过不同的机制调节脂质代谢，如增加脂类分解［３５］ 、
抑制脂肪生成［３６］ 、抑制肠道吸收膳食脂肪［３７］等。
　 　 一方面，研究表明生姜提取物可以从多种方

面促进脂类分解，不仅可以通过增加骨骼肌脂肪

分解代谢和能量消耗来减弱高脂饮食诱导的肥

胖［３８］ ，也可以增加糖酵解酶的活性促使葡萄糖代

谢降解形成丙酮酸［３９］ ，还可以通过激活交感神经

系统，增加激素敏感性脂肪酶的活性，从而增加脂

肪组织的降解［４０］ 。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生姜提取

物还可以抑制脂肪生成。 脂肪分化可以将前脂肪

细胞变成脂肪细胞，而生姜提取物能有效抑制前

脂肪细胞向脂肪细胞分化，防止脂肪沉积［３８，４１］ 。
生姜提取物可以降低一些参与脂肪生成的酶，如
脂肪酸合成酶（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ＦＡＳ）和乙酰辅

酶 Ａ 羧化酶（ ａｃｅｔｙｌ ＣｏＡ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ＡＣＣ） ［４２］ 的

基因表达，从而减少脂肪生成。 生姜提取物对碳

水化合物水解酶，如 α－葡萄糖苷酶和 α－淀粉酶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４３］ ，有助于减少肠道对碳水化合

物的吸收，降低血糖。 并且，生姜提取物可以抑制

胰脂肪酶活性，降低肠道对膳食脂肪的吸收。
２．４　 促免疫作用

　 　 生姜提取物可以通过促进机体免疫细胞分泌

和提高其活性来增强免疫力。 Ｒａｈｍａｔ 等［４４］ 发现

生姜提取物通过引起淋巴细胞增殖来提高杀菌活

性。 熊平源等［４５］ 研究表明，生姜能增强自然杀伤

（ＮＫ）细胞活性，增加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活性

及细胞毒性。 Ｐｕｒｉ 等［４６］发现喂食生姜后老鼠的巨

噬细胞迁移指数提高，增强了体液免疫功能。 总

而言之，生姜提取物可以增强淋巴细胞和 ＮＫ 细胞

活性，活化巨噬细胞和 Ｂ 细胞，让它们作为主要抗

原呈递细胞，增加免疫球蛋白的产生或者调节细

胞因子的分泌［４７］ 。 近期研究发现，生姜提取物还

可以提高溶菌酶活性［４８］ ，下调一氧化氮浓度［４９］ ，
从而增强机体杀菌效果［５０］ 。

３　 生姜提取物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
３．１　 在家禽生产中的应用

　 　 研究表明，饲粮中添加生姜提取物，可以提高

家禽的生产性能 和 免 疫 力［５１－５２］ （ 表 ２ ）。 蒋 慧

等［５３］在饲粮中添加 １０ ｇ ／ ｋｇ 的生姜粉，土杂鸡的

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提高。 Ａｄｅｍｏｌａ 等［５４］ 发现，
饲粮中添加 ２０ ｇ ／ ｋｇ 生姜粉时，肉鸡前 ４ 周的增重

有所增加。 生姜提取物可以提升肉鸡生产性能可

能与其肠道保护作用有关。 研究发现，６－姜酚对

大鼠肠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５５］ ，生姜提

取物的 ６－姜酚等活性成分可以清除 ＲＯＳ，提高抗

氧化酶活性和总抗氧化能力，降低氧化应激对肠

道结构破坏作用，保障肠道功能。 也有研究表明，
生姜提取物可以通过抑制结肠运动来缓解腹

泻［５６］ 。 胃肠蠕动异常是腹泻的原因之一，Ｇｈａｙｕｒ
等［５７］发现，生姜提取物对高钾诱导的豚鼠结肠收

缩具有抑制作用，它可以通过抑制肠内神经兴奋

性传递和体外平滑肌机械活性来抑制大鼠肠道运

动［５８］ 。 生姜提取物还可缓解禽类免疫防御应激，
影响微生物菌群的分布，增强肠道营养物质吸收

效用，从而拥有更好的促生长作用［５９］ 。 生姜提取

物通过避免在生产过程中因应激、免疫损伤等原

因造成肠道结构受损，提高肠道消化速率和营养

物质吸收率，从而提高采食量并促进生长。 Ｅｌ⁃
ｍｏｗａｌｉｄ 等［４８］研究表明，饲粮中添加 １５ ｇ ／ ｋｇ 生姜

提取物，可增强肉仔鸡的免疫性能，相比对照组，
试验组仔鸡免疫吞噬作用增强、杀菌活性增强。
生姜提取物能够增加体内粒细胞和中间细胞数量

从而增强机体免疫力［４７］ 。 粒细胞是免疫细胞之

一，中间细胞是机体免疫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吞噬、趋化作用。 生姜提取物还可以激活淋巴

细胞或增强细胞因子调节吞噬细胞作用，刺激免

疫球蛋白的分泌［６０］ ，具有明显的免疫促进作用。
３．２　 在猪生产中的应用

　 　 研究发现，在饲粮中添加生姜提取物能够提

高妊娠母猪和哺乳仔猪免疫性能［６１］ ，还可以提高

生长育肥猪的瘦肉率和肉系水力［６２］ 。 Ｌｅｅ 等［６１］研

究发现，在妊娠母猪饲粮中添加 ５ ｇ ／ ｋｇ 生姜提取

物后，母猪初乳和母、仔猪血浆中免疫球蛋白 Ｇ
（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Ｇ，ＩｇＧ）含量显著升高；且对比生

姜提取物组和对照组的仔猪出生重发现，生姜提

取物组仔猪体重高于对照组。 以上结果表明，生
姜提取物不仅可以提高母猪体内的 ＩｇＧ 含量，且
通过血液循环，提高了血液向乳腺供应 ＩｇＧ 的含

量，进而增加了仔猪从初乳中吸收得到的 ＩｇＧ 含

量，仔猪免疫性能得到提高。 李雪艳等［６３］发现，饲
粮中添加 １０ ｇ ／ ｋｇ 生姜能显著降低莱芜黑猪的肌

肉滴水损失，提高其瘦肉率。 滴水损失下降可能

与生姜提取物的抗氧化功能有关，通过清除细胞

中的自由基，降低 ＭＤＡ 含量，提高细胞中 ＳＯＤ 和

６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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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ＳＨ⁃Ｐｘ 的活性，减少细胞膜脂肪酸氧化，保持膜

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从而降低了肌肉的液体流

失。 而瘦肉率增加可能是因为生姜提取物会减少

膳食脂肪的吸收，降低脂质沉积。
３．３　 在反刍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生姜提取物应用于反刍动物上的研究鲜有报

道，目前仅限于对营养物质消化吸收和血清抗氧

化性能影响的研究。 刘明杰等［６４］在肉牛饲粮中添

加 １．５ ｇ ／ ｋｇ 姜粉显著提高了肉牛瘤胃对中性洗涤

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的消化率，并且增加了其血

清 ＧＳＨ⁃Ｐｘ 活性，减少了 ＭＤＡ 含量，提高了肉牛

的总抗氧化能力。 粗纤维的降解过程中，瘤胃微

生物发挥着重要作用，生姜提取物中含有的游离

氨基酸可能为瘤胃中分解粗纤维的菌群提供营养

物质［６５］ ，导致其生长、繁殖大量增加，提高了中性

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的分解速率。 而生姜提

取物能够提高动物抗氧化性能，是因为它在体内

能清除 ＭＤＡ，提高抗氧化酶活性，降低机体氧化

应激损伤，发挥抗氧化作用［６６］ 。

表 ２　 生姜提取物在畜禽生产上的应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ｎｇ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研究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ｙ

添加量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ａｍｏｕｎｔ ／ （ｇ ／ ｋｇ）

研究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蛋鸡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 １ 产蛋率极显著提高，料蛋比、

畸形蛋比率均显著降低
安胜英等［５１］

肉仔鸡
Ｂｒｏｉｌｅｒ ｃｈｉｃｋｅｎ １５ 免疫吞噬作用增强，

杀菌活性增强
Ｅｌｍｏｗａｌｉｄ 等［４８］

肉鸡
Ｂｒｏｉｌｅｒ ２０ 日增重增加 Ａｄｅｍｏｌａ 等［５４］

妊娠母猪和哺乳仔猪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ｓ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ｋｌｉｎｇ ｐｉｇｌｅｔ ５ 母猪初乳和母、仔猪血浆中免疫

球蛋白 Ｇ 含量均显著升高，仔猪出生重增加
Ｌｅｅ 等［６１］

生长育肥猪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ｐｉｇ ２ 日增重、出栏重、瘦肉率和

肉系水力提高
李炳霞等［６２］

肉牛
Ｂｅｅｆ ｃａｔｔｌｅ １．５

瘤胃对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的
消化率显著提高，血清总超氧化物歧化酶和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增加，
丙二醛含量减少

刘明杰等［６４］

４　 小　 结
　 　 生姜提取物作为食药两用的天然的植物提取

物，价格低廉、来源广泛，结合其生理功能，合理利

用这类资源，不但可以开发新型非常规饲料资源，
且为畜禽养殖行业面临的抗生素替代、健康养殖

问题提供了解决措施。 有关生姜提取物的研究还

不多，若要广泛应用于畜禽生产，仍存在一些问

题：１）单个成分的结构及生理功能尚不明确，其作

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在畜禽生产应用方

面较为匮乏，实际应用效果及最适添加量仍需要

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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