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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蓟对银黑狐免疫功能及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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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了解小蓟的药理作用，开发中兽药，采用单因素随机化设计方法，选择健康、体重

相近、性别相同的１３周龄公银黑狐８０只，随机分为５个处理组，每组１６只。其中Ａ组为对照组，饲

喂基础日粮；Ｂ、Ｃ、Ｄ、Ｅ为试验组，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０．２％、０．４％、０．８％、１．６％的小蓟。结果

表明：小蓟的添加提高了平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重增加，降低了料重比；鲜皮重、鲜皮长度有所增

加，其中Ｄ组（０．８％）效果最好，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增强了机体的免疫功能，使得

肝脏和脾脏等器官发育良好；通过调节脂质代谢水平，血清中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的含量降低，白

蛋白和球蛋白的比值呈上升趋势，Ｄ组（０．８％）效果最好，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小蓟

在银黑狐日粮中的添加比例为０．８％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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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兽药是天然药物或产品，所含有的天然药

用成分具有防病、治病，促进生长、发育的作用，即

使长期使用也没有药物残留，无抗药性，药效不减

和无毒副作用。未病先防是中医药学的核心理念

之一，利用中兽药替代抗生素防治动物疾病、促进

动物生产符合“绿色环保”理念，是目前养殖业发

展的趋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小蓟，学名刺儿

菜，民间俗称刺角芽、分布范围较广［１］。本试验将

其添加到银黑狐的日粮中，研究其对银黑狐防病、

抗病、促生长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以期为小蓟在

动物生产上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更好的开发中兽

药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试验仪器　小型中药粉碎机：吉首市中诚

制药机械厂，ＸＦＢ－２００Ｏ。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ＤＨＧ－９０２３Ａ。电子

天平：上海精密仪器表有限公司，ＪＡ－Ｂ。电子分析

天平：上海精密仪器表有限公司，ＦＡ１００４Ｎ。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迈瑞医疗国际有限公司，ＢＳ－３５０。

１．１．２　试验动物　本试验所用试验动物由大安市

骞赫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提供，选择健康、体重相

近（２．６１±０．４０）ｋｇ、性别相同的１３周龄公银黑狐

８０只。

１．１．３　小蓟　２０１４年８月末把小蓟地上部分齐地

面刈割、晾干、切割之后用中药粉碎机粉碎成粉末

状，备用。该粉末呈暗绿色，气味辛香。

１．１．４　时间与地点　试验在大安市骞赫农民养殖

专业合作社和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动物营养实验室

进行。试验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

日，进行饲养试验，同时进行生产性能的测定之后

进行实验室分析，得出基本数据。

１．１．５　试验日粮　日粮配方如表１所示。

表１　银黑狐基础日粮配方

（参照１９８４版ＮＲＣ狐饲养标准）
原料 百分比／％ 营养指标

膨化玉米 ３５．００ 代谢能 １５．５６ＭＪ／ｋｇ

豆粕 ２１．００ 粗蛋白 ３０．０９％

鱼粉 １２．００ 粗脂肪 １６．１５％

肉骨粉 ８．００ 粗灰分 ４．２７％

玉米蛋白粉 ８．００

豆油 １２．００

赖氨酸 １．５０

蛋氨酸 １．００

食盐 ０．５０

预混料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设计　试验在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１日 －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进行，历时７５ｄ，在大安市骞赫
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动物营

养实验室进行。采用单因素随机化设计，健康、体

重相近、性别相同的１３周龄公银黑狐８０只，随机
分为５个处理组，每组１６只。分为对照组和试验
组，其中Ａ组为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Ｂ、Ｃ、Ｄ、Ｅ
为试验组，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０．２％、０．４％、
０．８％、１．６％［２］的小蓟。

１．２．２　银黑狐称重　在试验期间对各处理组银黑
狐进行称重，比较增重情况。试验开始前３ｄ，在早
饲前进行称重，取３ｄ的平均重作为初始重。饲养
试验结束再进行称重，作为末重，计算饲养试验期

间的平均日增重。

１．２．３　银黑狐采血　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从每
组随机选取８只银黑狐，在后肢股骨外侧用酒精棉
擦拭，避免剪毛对皮张的损伤，要把毛浸湿，找到后

肢外侧小隐静脉血管凸出，用一次性采血针和促凝

采血管，采集１０ｍＬ血液，在室温下静置 ３０ｍｉｎ，然
后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２０ｍｉｎ，收集血清，－８０℃冷
藏，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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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银黑狐处死及剥皮　试验动物处死当天的
早上停食，处死方法采用药物致死法，使用的药物

为氯化琥珀胆碱，商品名为司可林（２ｍＬ：０．１ｇ）；
使用方法为：每支司可林先做５０倍的稀释，按照每
千克体重１ｍＬ的剂量注射，注射部位为动物的心
脏。试验动物注射药物之后５～８ｍｉｎ之内死亡，动
物死亡之后按照挑裆、抽尾骨、褪筒剥皮、剥离头部

的步骤进行剥皮。

１．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１．３．１　生长性能　平均日采食量（ＡＤＩ）＝试验期
采食量／试验天数；平均日增重（ＡＤＧ）＝（试验末
体重－试验初体重）／试验天数；料重比（Ｆ／Ｇ）＝日
采食量／日增重。
１．３．２　毛皮质量　皮张重：电子秤称量。鲜皮长

度：鼻尖到尾根之间的距离。鲜皮宽度：使用皮尺

测量以颈部与尾根对叠整齐处的距离。针、绒毛长

度：参照耿文静的方法测量［３］。

１．３．３　组织器官重量　内脏器官重量：电子秤
称量。

１．３．４　血液生化指标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葡萄
糖、总蛋白、球蛋白、白蛋白、白／球。
１．４　统计分析　试验结果用平均值 ±标准误

（ｘ
－
±ＳＤ）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分析，

Ｄｕｎｃａｎ法进行多重比较，其中Ｐ＜０．０１为差异极显
著，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为差异不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小蓟对银黑狐生长性能的影响　结果如表２
所示。

表２　小蓟对银黑狐生长性能的影响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Ｄ组 Ｅ组

平均日采食量（ｇ／ｄ） ２２１．５６±３３．４５ａ ２３０．３３±２３．７５ｂ ２４８．５５±２８．１１ｃ ２５８．５６±３２．９７ｄ ２４０．３７±２３．２１ｅ

平均日增重（ｇ／ｄ） １２．９３±０．８７ａ １３．６７±０．９５ｂ １４．６６±０．８８ｃ １５．９８±０．３５ｄ １３．２３±０．７４ｂ

料重比 １７．０９±０．３２ａ １６．８２±０．３２ｂ １６．９５±０．３２ｂ １６．１８±０．３２ｂ １８．１９±０．３２ｃ

注：同行数据中，肩标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肩标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从表２可知，银黑狐的平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
重随着小蓟添加水平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

势，各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Ｄ
组平均日采食量最高。银黑狐的料重比，试验组与

对照组相比出现降低、升高，再降低、再升高的现象；

Ｂ、Ｃ、Ｄ组比对照组低，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其中
Ｄ组料重比最低，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Ｅ组与比对
照组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２　小蓟对银黑狐毛皮质量的影响　结果如表３
所示。

表３　小蓟对银黑狐毛皮质量的影响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Ｄ组 Ｅ组

鲜皮重（ｇ） ７６５．７５±９２．４５ａ ７６８．６２±６２．１０ａ ７７２．７５±９２．４５ｂ ７８５．７５±７７．４５ｃ ７６９．７５±６９．４５ｂ

鲜皮长度（ｃｍ） １００．０３±３．８７ａ １００．９７±５．５１ａ １０１．３４±５．５８ａ １０３．８２±３．３５ｂ ９９．２３±２．８９ａ

针毛长度（ｃｍ） ８．２１±０．３２ ８．６８±０．７４ ８．８３±０．２９ ８．８０±０．６２ ８．７６±０．４４

绒毛长度（ｃｍ） ５．０９±０．３２ ５．１９±０．２１ ５．３３±０．１６ ５．４７±０．３７ ５．３５±０．１９

注：同行数据中，肩标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肩标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从表３可知，日粮中添加小蓟后鲜皮重有所增
加，其中Ｄ组效果最好，差异显著（Ｐ＜０．０５）。鲜
皮长度有所增加，Ｂ组、Ｃ组、Ｄ组、Ｅ组的鲜皮长度
均比对照组长，其中Ｄ组效果最好，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添加小蓟之后针毛、绒毛的长度有增加，但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２．３　小蓟对银黑狐组织器官发育的影响　结果如
表４所示。

从表４可知，日粮中小蓟添加水平并没有对银
黑狐的心脏和肾脏的重量产生显著影响。但是随

着日粮中小蓟添加水平的增加，银黑狐肝脏和脾脏

的重量先增加后降低，Ｂ组、Ｃ组、Ｄ组、Ｅ组的肝脏
和脾脏的重量比对照组（Ａ组）相高，高，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其中Ｄ组重量最高。
２．４　小蓟对银黑狐血液指标的影响　结果如表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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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小蓟对银黑狐组织器官发育的影响（ｇ）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Ｄ组 Ｅ组

心脏 ４８．３１±３．９９ ４８．５９±３．１７ ４９．１４±４．６１ ４９．３０±６．０１ ５０．１５±５．５１

肝脏 １４３．２５±３０．０２ａ １４９．２５±２９．４２ｂ １５２．２５±２３．８６ｂ １６０．２５±１９．１７ｃ １５２．００±２１．４２ｂ

脾脏 ７．０２±１．５１ａ ７．５０±１．２４ａ ８．５０±１．５９ｂ ８．３３±０．９５ｂ ７．５９±１．１１ａ

肾脏 ２６．５０±３．２７ ２７．１０±３．７７ ２６．５５±４．１７ ２５．９０±２．２７ ２６．４９±３．８１

注：同行数据中，肩标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肩标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５　小蓟对银黑狐血液指标的影响（ｍｍｏｌ／Ｌ）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Ｄ组 Ｅ组

甘油三酯 １．７６±０．３２ａ １．４２±０．２９ｂ １．２１±０．２１ｃ １．０２±０．４１ｄ ０．９６±０．５２ｄ

总胆固醇 ３．４４±０．５２ａ ３．３２±０．７１ａ ３．０１±０．３２ｂ ２．９６±０．４５ｂ ２．７８±０．３９ｂ

葡萄糖 １３．８９±１．３６ａ １４．９６±１．２５ａ １６．４５±０．９６ｂ １７．３９±２．０９ｃ １６．２２±１．５１ｂ

总蛋白 ７０．１７±５．５３ａ ６９．２４±２．９３ａ ６５．３７±４．６２ｂ ６０．３３±４．２１ｃ ６６．５７±４．８２ｂ

白蛋白 ３９．４４±２．１３ａ ４０．０８±３．８８ａ ３９．４５±３．５６ａ ３７．８９±４．６５ａ ４２．１５±３．９２ｂ

球蛋白 ３０．７３±５．２２ａ ２８．４４±３．６１ａ ２５．９２±１．５３ｂ ２２．４４±６．１１ｃ ２４．４２±４．５３ｂ

白／球 １．２８ １．４１ １．５２ １．６９ １．７３

注：同行数据中，肩标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肩标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从表５可知，随着日粮中小蓟含量的增加，银黑
狐血清中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的含量试验组均比对

照组降低，Ｅ组降低最多，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葡萄
糖的含量随着日粮中小蓟含量的增加而升高，Ｄ组
最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总蛋白和球蛋白的含
量随着小蓟水平的增加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均

是Ｄ组最低，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白蛋白的含量
无显著变化。白蛋白和球蛋白的比值呈上升趋势，

Ｅ组降低最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　讨论与小结
３．１　小蓟对银黑狐生长性能的影响　研究显示，
中药小蓟的化学成分中含黄酮类、有机酸类、生物

碱类、皂苷类、胆碱等化学成分。在药理上具有清

热、止血，祛瘀消肿的功效；对肺炎双球菌、溶血性

链球菌、白喉杆菌、伤寒村菌、绿脓杆菌、痢疾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均有抑制作用［４］，还有抗炎作

用，预防呼吸、泌尿系统疾病，所以小蓟在动物日粮

中添加可以降低动物发病率，甚至起到治疗的作

用，进而能够提高平均日增重、降低料重比，提高经

济效益。小蓟中还含有咖啡酸、绿原酸、原儿茶酸

等有机酸类［５］，可以增强饲料的适口性，从而提高

动物的采食量。有关小蓟在银黑狐上的应用在国

内未见研究报道。本研究表明，在银黑狐日粮中添

加小蓟可以使其平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重增加，

料重比降低。造成本试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与小

蓟的提高适口性、抗菌作用有关，降低了大肠杆菌

引起的腹泻、葡萄球菌引起的脓肿、化脓性炎症及

败血症、出血性肺炎等疾病，从而提高了生长性能。

何翔［６］的研究表明２％的中药组方对ＡＡ肉鸡
的平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重、料重比有正向效果

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与本试验相比不
同的是由于采用复方中草药，考虑到了药物配伍，

所以试验效果比较明显，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要

把小蓟和其他中药联合使用，以充分发挥其药效。

刘正中［７］在乌苏里貉的日粮中添加０．８％的复方
党参，貉的体重在２～９月龄间增加明显，有明显的
促生长作用，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本次试验结果
与以往的的报道相一致，体现了中兽药作为添加剂

能够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随着小蓟剂量的增加

０．８％的添加量效果最好，当添加量达到１．６％时，
由于小蓟的味道导致银黑狐的采食量下降，而导致

生长性能降低，进而也会降低小蓟对银黑狐毛皮质

量、组织器官发育、血液指标的影响。

３．２　小蓟对银黑狐毛皮质量的影响　本试验结果
显示，日粮中添加小蓟后鲜皮重、鲜皮长度有所增

加，其中Ｄ组效果最好，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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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小蓟之后针毛、绒毛的长度有增加，但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小蓟提高银黑狐毛
皮长度的原因是，通过抗炎、抗菌做作用降低发病

率，使出血性肺炎；葡萄球菌引起的脓肿、化脓性炎

症及败血症；大肠杆菌引起的腹泻等疾病的发病率

降低，从而使动物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使其生长

性能及生产性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于毛皮动

物来讲，使皮张的长度和面积达到最好。但是对针

毛和绒毛的长度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小蓟中

铜、锌元素含量低的原因。高俊［８］用火焰原子吸收

光谱法测定了小蓟中６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试验结
果表明小蓟中含有多种矿物质，Ｃａ、Ｍｇ、Ｆｅ、Ｍｎ元
素含量较高，而 Ｚｎ、Ｃｕ含量较低。铜、锌两种元素
是毛皮动物毛发生长发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能够增强毛皮的色素沉着，改善毛皮质量，促进毛

皮发育［９］。缺乏的时候被毛稀疏、粗糙、暗淡无光、

脆弱、易断、颜色变浅［１０］。由于小蓟中铜、锌的元

素含量不是很高，可见小蓟对针毛和绒毛的长度及

光泽度上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葛铭［１１］的研究表明复方中草药添加剂有提高

乌苏里貉的毛皮质量的作用，针毛、绒毛及皮张的

长度与对照组相比有所增加，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本试验结果与报道的中草药提高皮张长度和面积

的功效相一致。李莹［１２］先用乳鼠作为试验对象筛

选出能够促进毛囊发育的几种中药：何首乌、女贞

子、菟丝子、荆芥、白芷、黄芪，按照一定比例组成复

方作为饲料添加剂在乌苏里貉日粮中应用，结果表

明此复方中草药可以改善乌苏里貉的毛皮质量，主

要是因为其组方能够促进毛囊发育，但是在本试验

中的小蓟没有使针毛和绒毛的数量和质量提高，所

以说小蓟没有促进毛囊发育的功效。研究表明复

方党参可以提高毛皮质量，貉的皮张长度与对照组

相比较，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针毛、纸毛长度均
有所增加，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与本试验相
比效果更加明显，原因可能是由于选用的中药种类

比较多，所以以后在小蓟的开发利用上应该在单一

中药的基础上，考虑配伍提高效果。

３．３　小蓟对银黑狐组织器官发育的影响　中药具
有防病的保健作用，中草药大部分是清热解毒药，

都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小蓟具有抗氧化功

能，能清除动物体内的脂溶性的自由基，也能清除

水溶性的自由基，可能与总黄酮（含量在 ３％ ～
１６％）、皂苷 （含量可 １．４４％），生物碱 （含量
０．０５％）、植物甾醇、多糖类等生物活性成分有
关［１３］。又由于上小蓟的抗菌、抗炎功能能够增强

肝脏、脾脏等免疫器官的功能。其提取物具有清热

解毒，保肝、利胆的作用，对急性或慢性肝炎、肝硬

化、脂肪肝、代谢中毒性肝损伤、胆石症、胆管炎及

肝胆管周围炎等肝、胆炎病均有良好疗效。因此，

日粮中小蓟添加水平并没有对银黑狐的心脏和肾

脏的重量产生显著影响。但是随着日粮中小蓟添

加水平的增加，银黑狐肝脏和脾脏的重量先增加后

降低，Ｂ组、Ｃ组、Ｄ组、Ｅ组的肝脏和脾脏的重量比
对照组（Ａ组）相高，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其中
Ｄ组重量最高。
３．４　小蓟对银黑狐血液指标的影响　中药小蓟中
的多糖类具有调节脂质代谢、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

含量、抗氧化的作用［１４］。本试验中随着日粮中小

蓟含量的增加，银黑狐血清中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

的含量试验组均比对照组降低，Ｅ组降低最多，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葡萄糖的含量随着日粮中小
蓟含量的增加而升高，Ｄ组最高，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本试验的结果说明小蓟有提高免疫力、抗病毒

或抗细菌病的作用，中草药添加剂能够增强动物机

体的免疫功能。中兽药含有的活性物质具有多靶

点的功能特性，能够有效提高动物机体本身的免疫

能力和抵抗疾病的能力，在日粮中添加也起到治未

病的作用，促进动物生长潜力的发挥。“治未病”的

思想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前沿的命题，经过历代医家

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中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在现代集约化养殖的今天，中兽医“治未

病”疗法不但安全，而且多具有双向调整作用，无病

可防，有病可治，尤其对“亚健康”状态具有良好的

效果，比西兽医学的“对抗式”治疗更为科学。中药

小蓟的添加体现了“中医中药“治未病”的观念，未

病先防、防重于治。

“治未病”就是防止疾病的发生，从而显著地

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真正达到实践“治未病”的

目的。葛铭［１１］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把黄

芪等６味复方中草药制成的口服液以５％的比例添
加到乌苏里貉日粮中，使银黑狐免疫指标显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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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刘正中［７］的研究表明，

应用复方党参 ７ｄ后可以提高乌苏里貉血清中
ＩｇＧ、ＩｇＭ和ＩｇＡ的含量，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２１ｄ后Ｃ３、Ｃ４的含量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
著（Ｐ＜０．０１），同样也说明中草药添加剂对提高动
物免疫功能的作用，与本试验的结果相一致，在本

试验中，由于小蓟的保肝和抗炎作用使得白蛋白和

球蛋白的比值呈上升趋势，Ｅ组降低最高，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总蛋白和球蛋白的含量随着小蓟
水平的增加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均是 Ｄ组最
低，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小蓟添加到银黑狐日粮中后，充分发挥中草药

饲料添加剂的 抗病、抗应激、促进动物消化吸收等

优点，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动物的生长性能，提高

养殖效益；增强了机体的免疫功能，使得肝脏和脾

脏等器官发育良好；总蛋白和球蛋白含量降低，白

蛋白和球蛋白的比值呈上升趋势。小蓟作为中草

药饲料添加剂有助于提高生产性能，在银黑狐日粮

中的添加比例为０．８％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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