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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生产层 紫花苜蓿生物活性成分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

夏素银!严学兵!王成章!李海艳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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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花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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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茎$叶中含有多种营养元素及未知生长因子!紫花苜蓿次生代谢物具有

多种独特的生物活性%本研究简述了紫花苜蓿叶蛋白$皂苷$类黄酮$多糖$膳食纤维等主要活性成分!并进

一步阐述了它们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效果及其活性成分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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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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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高产优

质的多年生豆科牧草"在世界许多国家广泛栽培"

也是我国推广应用的主要牧草%在我国"紫花苜

蓿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东北和西南地区"生长

期短至
!

年"长的
'#

年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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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具有品

质好&产草量高&适口性好&营养丰富&易于家畜消

化等特点"故有)牧草之王*的美誉%它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氨

基酸&微量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苜蓿干草中赖

氨酸含量比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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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倍"维生素中

以胡萝卜素的含量最为丰富"它还是钙的集聚体"

钙磷比例约为
$0'

"微量元素中以铁和锰的含量

较高$在同等种植条件下"紫花苜蓿比禾本科牧草

所收获的可消化蛋白质高
$/"

倍左右"矿物质高

(

倍左右"可消化养分高
$

倍左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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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能促进畜禽生长"提高饲料报酬%郑家

明'

*

(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1

&

$#1

&

*#1

的

苜蓿草粉饲喂生长育肥猪"结果发现添加
'#1

&

$#1

的苜蓿草粉猪的增长速度与对照组没有显著

差异但饲料成本降低%苜蓿能改善畜产品品质"

提高商品性能%曹玉风等'

!

(在育肥猪饲粮中添加

"1

"

'"1

的苜蓿草粉会增加胴体瘦肉率"使肉质

鲜嫩"对猪的生产性能无影响%苜蓿还能提高妊

娠母猪的繁殖性能%在妊娠母猪饲粮中添加苜蓿

草粉"对提高母猪及仔猪生产性能&延长母猪利用

年限&提高仔猪断奶窝质量和窝平均日增质量都

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其中以

$#1

的添加量的经济效益最佳'

"

(

%郑文明等'

(

(在

肉鸡日粮中添加苜蓿草粉的研究结果表明+添加

苜蓿草粉组的肉鸡皮肤颜色和胫颜色均比对照组

深"以添加
!1

草粉组皮肤颜色最深"添加
!1

和

(1

草粉组的胫颜色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何欣等'

.

(发现在蛋鸡饲粮中添加
"1

的苜蓿草粉

对产蛋无不良影响"且蛋黄比色度显著增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紫花苜蓿作为畜禽的

一种重要的饲料进行种植与加工%在美国"苜蓿

是除玉米&小麦!

/0$*$%1-&")*$+1-

#&大豆!

23

.

4

%$5"-&6

#以外种植的第四大饲料作物$在我国"

大力发展紫花苜蓿的生产"是解决畜牧业发展中

饲料短缺尤其是蛋白质饲料短缺的重要途径%随

着紫花苜蓿重要性的日渐突出"人们逐渐发现紫

花苜蓿还有降低胆固醇!

23

#&防治动脉粥样硬

化&防治冠心病&增强机体免疫力&抑制癌细胞生

长及改善记忆等多种生物活性功能'

&

(

"此外"还有

降血脂&抗菌&抗肿瘤等作用'

-

(

%研究发现紫花苜

蓿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研究比较多的主要

有叶蛋白&皂苷&类黄酮&多糖&膳食纤维等营养性

功能成分'

'#

(

%此外"紫花苜蓿中还含有异黄酮&

大豆黄酮类物质及多种未知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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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不再仅局限于常规

的草捆&草粉&草颗粒"紫花苜蓿次生代谢物正被

人们所关注"紫花苜蓿次生代谢物具有多种独特

的生物活性"作为新型绿色饲料添加剂等方面的

开发和利用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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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叶蛋白

苜蓿叶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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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青绿茎叶粉碎&压榨&凝固&析出和干燥而形

成的蛋白质浓缩物%目前"用于生产叶蛋白最多

的是苜蓿"主要因为苜蓿茎叶中蛋白质含量高"且

凝聚颗粒大"容易分离"品质好%苜蓿叶蛋白蛋白

质含量高"氨基酸组成齐全且配比合理"含有适量

的脂肪&可溶性糖和淀粉以及多种矿物元素和维

生素"可用于饲料添加剂等多方面%目前"我国蛋

白质饲料资源缺口严重"预计到
$#'#

年"蛋白质

缺口高达
*&##

万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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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辟新的植物蛋

白质资源用于饲料配比具有现实意义"

+@>

的蛋

白质含量可与豆粕和鱼粉相媲美"可作为蛋白质

饲料替代鱼粉和豆粕%国内外的许多试验证明"

可以用叶蛋白取代猪&家禽日粮中的部分乃至全

部的蛋白质来源%

!/!

苜蓿叶蛋白营养价值
#

贺玉薇等'

'*

(在第

$

届中国苜蓿发展大会上提出"苜蓿叶蛋白是从

青绿茎叶中提取的富含蛋白质的浓缩物"其成分

为+蛋白质
"#1

"

("1

&脂肪
'"1

"

*#1

&粗纤维

#/"1

"

$/#1

&灰分
#/"1

"

'/"1

&碳水化合物

"1

"

$#1

$苜蓿叶蛋白含有
'&

种氨基酸!包括
&

种必需氨基酸#"且组成均匀"基本符合联合国粮

农组织推荐的氨基酸模式"尤其富含赖氨酸"含量

为
"/(1

"

./!1

$叶黄素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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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U

&

胡萝卜素
"##

"

'$##D

U

,

V

U

&维生素
B(##

"

.##

D

U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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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磷比例适当"高度不饱和脂肪酸为

*1

"

.1

"其营养价值与脱脂奶粉相当%苜蓿叶

蛋白不含或少含粗纤维"其有效能接近鱼粉或大

豆饼粕"消化能
'$/"

"

'*/" WX

,

V

U

"代谢能

'$/!

"

'$/- WX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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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叶蛋白生物学效价为

.*1

"

.-1

"可消化率为
($1

"

.$1

"能量代谢

率为
(-1

"

-#1

$此外"叶蛋白饲料中还含有促

进畜禽生长发育和繁殖的未知因子&可溶性糖和

淀粉"而一些有毒物质和代谢抑制物如皂角素&氰

苷&生物碱&酚类等在絮凝分离中"通过碱热法处

理或厌氧发酵处理大部分被破坏'

'!

(

%由于加工

过程中蛋氨酸等部分氨基酸变成了动物不易吸收

的氨基酸"故蛋氨酸为叶蛋白饲料第一限制性氨

基酸"所以在饲喂过程中应根据畜禽需要量适量

添加蛋氨酸"以提高蛋白质效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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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叶蛋白对畜禽的影响

!/"/!+@>

在猪日粮中应用效果
#

前苏联学

者'

'(

(报道"

+@>

中所含的各种必需氨基酸之间

的比例与干脱脂乳蛋白相近"仅蛋氨酸&胱氨酸含

量略低于鱼粉"但高于大豆粕%用幼猪做消化平

衡试验表明
+@>

的消化能为
'$/"

"

'*/"

WX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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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率为
($1

"

.#1

"氨基酸吸收率为

../$1

"

&$/*1

!比鱼粉低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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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哺乳仔猪每头日喂
$

U

的
+@>

饲料"

断奶时体质量可增加
$/#

"

$/"V

U

$用苜蓿叶蛋

白饲喂
('

"

'#"

日龄的仔猪"可取代日粮中
&#1

以上的蛋白质饲料而不影响仔猪增体质量%英国

+PVJ;<<

公司研究证明'

'&

(

+用
+@>

替代
!*

"

(#

日龄仔猪日粮中
"#1

的鱼粉与脱脂乳和
'

,

*

的

豆粕与水解酵母"其与对照组的日增体质量仅相

差
!

U

"但可显著地降低饲料成本$用
+@>

替代

('

"

'#"

日龄猪日粮中
&#1

的动物性蛋白质对猪

的生长无影响$体质量
.#V

U

以上的肥育猪可以

用
+@>

替代
$#1

日粮!大麦
Y

鱼粉
Y

豆类#"结

果证明并不影响增加体质量效果%华粉姝'

'-

(也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用
+@>

代替饲喂哺乳仔猪用

的脱脂乳"可使仔猪日增体质量提高
'#1

以上%

!/"/"+@>

在鸡日粮中应用效果
#

苜蓿叶蛋白

是鸡的良好蛋白来源"有一定的助生长作用%在

雏鸡日粮中添加
$/"1

&

"/#1

&

'#/#1

和
'"/#1

的苜蓿叶蛋白"添加
$/"1

"

"/#1

对增加体质量

有良好效果"而过量则效果不明显'

$#

(

%日本香川

县四国犬川农场按
#

&

*1

&

(1

的比例"在日粮中

添加多花黑麦草!

7(3$1--13*$

8

3(01-

#和苜蓿混

合的
+@>

"连续
*

个月的试验证明"试验组在产

蛋量&鸡蛋蛋白品质&蛋壳强度&蛋黄指数诸项指

标上"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

(

%另据冯立志'

$$

(报

道"在成年鸡饲料中用苜蓿叶蛋白代替
"#1

"

'##1

鱼粉后"并不影响产蛋率"蛋的品质得到改

善$代替雏鸡日粮中
"#1

"

."1

的鱼粉或肉骨

粉"其成活率提高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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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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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粗蛋白的
+@>

代替蛋鸡全价日粮中
*1

的

大豆饼"可使产蛋率由原来的
&$/$1

增加到

&"/*1

"平均蛋质量由
""/&

U

提高到
"./.

U

"料

蛋比由
$/*!

降为
$/$*

"蛋黄中
$

,

胡萝卜素含量

由
**/&

%

U

,

U

提高到
!./(

%

U

,

U

"且蛋黄中叶黄素

积累增多"色泽等级提高%苜蓿叶蛋白代替不同

比例的进口鱼粉和豆粕的对比试验表明"用苜蓿

叶蛋白代替进口鱼粉和豆粕是可行的"取代全部

的鱼粉和
"#1

的豆粕效果最佳"可以提高产蛋

率"加深蛋黄颜色'

$!

(

%

!/"/#+@>

在牛日粮中应用效果
#

在奶牛生产

方面"也可以用苜蓿叶蛋白饲料或苜蓿叶蛋白饲

料
Y

蛋氨酸代替奶牛日粮中其他蛋白饲料%曹致

中'

$"

(在
!

组犊牛的饲养试验中"用
'#1

&

$#1

和

*#1

的叶蛋白代替标准乳蛋白"以标准全奶粉作

对照"饲喂
"#7

后"试验组与对照组日增体质量

差异不显著"这说明饲喂犊牛时"可以用
'#1

&

$#1

和
*#1

的叶蛋白代替标准乳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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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苜蓿皂苷

苜蓿皂苷!

+<NE<N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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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苜蓿体内的

次生代谢物质"属五环三萜皂苷"是三萜类同系物

的羟基和糖分子环状半缩醛上的羟基失水缩合而

成的"因其水溶液振摇后生成胶体溶液"并具有持

久性的&似肥皂溶液的泡沫"故有皂苷之称%苜蓿

皂苷的结构较复杂%

26DK8V;TE

等'

$(

(在苜蓿根

中发现
'#

种苜蓿皂苷"新发现的
&

种中有
!

种含

有苜蓿酸"有
!

种含有长春藤皂苷元"同时发现皂

苷对生长&种子发芽及一些致病菌有抑制作用%

苜蓿皂苷水解时可得到三萜烯类皂苷配基&糖和

糖醛酸%苜蓿皂苷糖类经鉴定为葡萄糖&阿拉伯

糖&木糖和少量的半乳糖%

"/!

苜蓿皂苷的生物活性作用
#

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苜蓿皂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苜蓿皂苷在

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菌和抗

虫&溶血及抗营养方面具有不同的生理作用%苜

蓿皂苷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提高成活

率&促进生长&提高日增体质量及饲料转化率的作

用"可以作为新型安全饲料添加剂替代抗生素%

"/!/!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抗动脉粥样硬化
#

苜

蓿皂苷降血脂的机理主要是在胃肠部阻止外源性

胆固醇在胃肠道中吸收"同时促进内源性胆固醇

和胆汁的排泄"使血清磷脂浓度降低"使血浆蛋白

在体内分布正常化%

WE<65;Q

等'

$.

(用苜蓿地上

部分的总皂苷对短尾猕猴胆固醇与胆汁酸平衡的

影响进行了研究"目前研究苜蓿皂苷降低胆固醇&

血脂的作用机理在于+苜蓿皂苷能与胆固醇结合

生成不溶于水的复合物"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而不改变高密度脂蛋白中胆固醇的水平$同时还

能降低肠内对胆固醇的吸收"增加了内源和外源

中性类固醇和胆汁酸在粪便中的排出%

"/!/"

抗营养作用
#

因为皂苷具有降低水溶液表

面张力的作用"所以其水溶液经震荡能产生大量

持久性肥皂样泡沫%当反刍动物大量采食新鲜苜

蓿时"可在瘤胃中形成大量的持久性泡沫%夹杂

在瘤胃内容物中"当泡沫不断增多"阻碍贲门时"

嗳气排放受阻"致使形成瘤胃臌气%这种瘤胃胀

气会导致反刍动物消化不良"严重时家畜会有生

命危险"称之为瘤胃臌胀病%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皂苷不是产生瘤胃臌胀病的原因"经研究发现苜

蓿皂苷的苦涩味及对口腔和消化道的刺激作用"

能降低适口性及采食量%

"/!/#

溶血作用
#

皂苷溶血作用一般认为是它和

红细胞里的胆固醇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同时能和

膜胆甾醇&蛋白质和磷脂结合而形成稳定性不同

的产物%苜蓿皂苷的溶血活性与苜蓿酸有密切关

系%已经证明苜蓿根的提取物比苜蓿茎的提取物

有更强的表面活性和更高的溶血作用"这是因为

苜蓿根中的苜蓿酸含量比茎中的高%

"/"

苜蓿皂苷对畜禽的影响

"/"/!

对单胃动物的影响
#

苜蓿中的皂苷和色素

类物质对提高禽肉禽蛋的品质和商品性状有重要

意义%研究表明+苜蓿皂苷可改善肉仔鸡的胴体

品质"有效降低禽肉禽蛋产品中的胆固醇含

量'

$&,*'

(

%雷祖玉等'

$&

(对肉仔鸡的研究结果表明"

苜蓿皂苷加入到
++

肉仔鸡饲粮中"可导致血清

总胆固醇!

3\]

#&甘油三酯!

2O

#和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Z@,3

#含量极显著降低!

9

&

#/#'

#"

分别降低了
*"/&!1

&

$#/#-1

和
.'/(!1

"从而降

低了肉中脂肪含量和腹脂率%侯永刚等'

$-

(选用

$&&

只
!##

日龄海兰褐商品蛋鸡"随机分为
!

个

处理+即在玉米
C

豆粕型日粮基础上添加
#

&

*#

&

(#

&

-#D

U

,

V

U

的苜蓿皂苷"发现饲喂蛋鸡日粮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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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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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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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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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期#



添加
(#D

U

,

V

U

的苜蓿皂苷效果最佳"可使血清

中高密度脂蛋白!

\Z@

#和粪便胆固醇排泄量有

所提高"蛋黄和血清总胆固醇含量明显下降%在

肉鸡饲粮中添加高水平苜蓿皂苷"不仅能够显著

降低肉中胆固醇的含量"并具有降低血清血脂的

功能'

*#

(

%当饲喂含
#/'1

"

#/$1

苜蓿皂苷日粮

时"

'

"

$'

日龄肉仔鸡日增体质量和饲料转化率

有降低趋势$

*"

"

!-

日龄的屠宰率&胸肌率&腿肌

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肉仔鸡腹脂率有降低趋

势$

*"

及
!-

日龄肉仔鸡血清胆固醇&低密度脂蛋

白&总胆固醇有降低趋势$

*"

日龄仔鸡血清谷胱

甘肽氧化物酶 !

O%\,>F

#水平"血清丙二醛

!

WZ+

#水平有降低趋势'

*'

(

%

"/"/"

对反刍动物的影响
#

胡明等'

*$

(选用
'$

只

$

周岁体况良好&体质量
*"V

U

的安装有永久性

瘤胃瘘管的内蒙古半细毛羯羊"随机分成
!

组"每

组
*

只"饲喂
!

种不同水平苜蓿皂苷日粮%发现

在日粮中添加不同水平苜蓿皂苷对绵羊氮平衡及

生产性能有影响"在试验条件下"日粮中补添苜蓿

&

&

'(

U

,

7

时"绵羊氮沉积及日增体质量效果较

好"苜蓿添加量为
&

U

,

7

的效果优于
'(

U

,

7

的添

加量"当苜蓿皂苷添加量为
*$

U

,

7

时"对绵羊各

项指标改善不大$苜 蓿 皂 苷 对 羊 草 !

7"

.

-1)

%:$5"5)$)

#在绵羊瘤胃中降解有影响"当苜蓿皂苷添

加量为
&

U

,

7

时"羊草中性洗涤纤维!

=ZS

#和酸性

洗涤纤维!

+ZS

#在瘤胃内的表观降解率最高%

"/"/#

苜蓿皂苷的副作用
#

皂苷对动物的繁殖有

副作用"主要包括堕胎&抗受精&抗移植等特性%

关于日粮皂苷的负面影响也有许多报道"如降低

动物生长速度和家禽的产蛋量"增加饲料消耗量

等%皂苷的这些负影响主要表现在由其涩味和刺

激性气味引起的饲料采食量下降&胃肠道运动降

低&蛋白质降解减少及胃肠道黏膜的损害和养分

运输的抑制等%由于皂苷在繁殖和消化上具有明

显的副作用"因此在日粮中添加苜蓿时"一定要注

意其添加量"否则将带来负面影响%

#

#

苜蓿类黄酮

黄酮类化合物!

+<NE<NES<ET;5;67G

#属植物次

生代谢产物"是以黄酮!

$,

苯基色原酮#为母核而

衍生的一类黄色色素%该化合物在植物界分布很

广"在植物体内大部分与糖结合成苷类或碳糖基

的形式存在"也有的以游离形式存在%黄酮类化

合物包括黄酮&异黄酮&花色素等"其生理作用多

种多样%异黄酮在自然界的分布只局限于豆科的

蝶形花亚科等植物中"如大豆&苜蓿和绿豆等植

物"其中含量最高的有苜蓿和大豆"苜蓿中的异黄

酮含量为
#/"1

"

*/"1

"大豆中 的含量为

#/'1

"

#/"1

'

**

(

%紫花苜蓿含有
*

种黄酮"即

.

"

!,

二羟基黄酮&

*

"

!

"

.,

三羟基黄酮&麦黄酮$含

有
!

种异黄酮"即黄豆苷原&染料木黄酮&

.,

羟基
,

!,

甲氧异黄酮&生物卡宁
+

'

*!

(

%苜蓿中富含黄酮

成分"其中最具代表性和特色的就是苜蓿素%

Z;P5K;G

'

*"

(首先从苜蓿中所含的酚醛酸物质内分

离出苜蓿素和
!,

甲氧基苜蓿素%

多项研究表明"从苜蓿中提取的黄酮类化合

物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作用"并有轻度雌激素

和免疫功能"能够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增强免疫

力"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

**,*(

(

%任慧玲'

*(

(研究了

低'

!#D

U

,!

V

U

-

7

#(&中'

'$#D

U

,!

V

U

-

7

#(&高

'

!##D

U

,!

V

U

-

7

#(

*

个剂量的苜蓿异黄酮对小鼠

生长性能&免疫机能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苜蓿异

黄酮对小鼠生长性能的影响与性别和剂量有关"

低剂量的异黄酮可提高雄性小鼠的生长性能"但

随剂量增大作用效果下降$中&高剂量的苜蓿异黄

酮有利于增强小鼠的免疫功能"在细胞免疫&体液

免疫以及非特异性免疫各方面均有体现$高剂量

的异黄酮可降低
Z,

半乳糖致衰老小鼠体内的过

氧化脂质含量"而低剂量的苜蓿异黄酮有利于提

高小鼠体内谷胱甘肽氧化物酶活性和肝组织

%]Z

抗氧化酶活性%现在国内外关于苜蓿中异

黄酮类的研究多集中于大豆异黄酮上"对苜蓿中

黄酮类物质研究较少%

#/!

类黄酮在鸡日粮中应用效果
#

尹靖

东'

*.

(研究表明"连续
&

周给予产蛋鸡含
!#

D

U

,

V

U

大豆黄酮的日粮"不仅能降低肝脏&血浆和

蛋黄中丙二醛含量"延长鸡蛋货架寿命"而且能抑

制蛋黄在加热过程中氧化胆固醇的形成"可见异

黄酮能够增强蛋鸡总抗氧化能力和鸡蛋的脂质稳

定性"提高食用的安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豆

黄酮可直接改善蛋鸡抗氧化水平"不需借助体内

抗氧化酶%谢棒祥'

*&

(对肉仔鸡的研究也得到了

相似的结论"连续
"

周添加
"

"

!#D

U

,

V

U

大豆黄

(*'

>?+2+34@24?+@%3AB=3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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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可显著降低肉仔鸡血清和肝脏中丙二醛水平"

从添加水平看"在降低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水平和升高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Z@,3

#方面"肉鸡日粮中以添加
"D

U

,

V

U

最为

适宜%一般认为免疫器官质量降低为免疫抑制所

致"而免疫器官质量增加则为免疫增强的表现"朱

宇旌'

*-

(用红三叶!

/0$

8

(3$1-

;

0&*"5)"

#异黄酮饲

喂肉鸡"能使胸腺和脾脏的相对质量增大"显示了

免疫增强作用%

#/"

类黄酮在猪日粮中应用效果
#

异黄酮能

够与体内雌激素受体结合"并产生弱的雌激素效

应"这种效应表现出协同和拮抗内源雌激素的双

重性%不同的动物种类&同种动物不同性别&同一

性别不同靶组织&同一靶组织不同的功能状态以

及不同的给药途径都会使其呈现出不同的雌激素

活性'

!#,!"

(

%韦习会'

!#

(在大约克夏和二花脸母猪

妊娠
&"7

至分娩后
.7

的饲料中分别添加
&

和
"

D

U

,

V

U

的大豆异黄酮"公母仔猪初生体质量均显

著大于对照组!

9

&

#/#"

#"可见大豆黄酮显著促

进胎儿的生长"并不影响母猪下一胎次的繁殖能

力"这可能与大豆异黄酮的饲喂时间和剂量有关%

大豆黄酮对雄性及去势仔公猪的生长有促进作

用"以及不同的给药途径都会使其呈现出不同的

雌激素活性"给
"

"

(

周龄仔公猪皮下注射适量大

豆黄酮可显著提高血清睾酮和类胰岛素
'

号增长

因子!

AOS,'

#水平"促进机体生长"料重比降低"

日增体质量提高'

!'

(

%赵志辉'

!$

(等报道"在
$

周龄

仔猪皮下注射大豆黄酮'

$D

U

,!

V

U

-

Q

#(

"

周后"

发现公母仔猪在体质量增幅上有差异"大豆黄酮

组仔公猪较对照组提高
$(/(-1

!

9

&

#/#"

#"同样

处理的仔母猪只增加
(/&(1

!

9

'

#/#"

#%郭慧君

等'

!*

(也认为大豆黄酮能够显著促进去势仔公猪

生长"但对去势仔母猪的生长则起抑制性作用"雌

性去势仔猪增体质量降低
$(/*-1

!

9

&

#/#"

#%

仔公猪注射大豆黄酮
!

周后"胸腺&脾脏质量分别

比对照组增加
'"/&*1

!

9

'

#/#"

#和
'"/&"1

!

9

'

#/#"

#$大豆黄酮能显著提高外周血淋巴细

胞的阳性率"能显著提高
2

淋巴细胞的转化率"

显著促进
3;5+

诱导
2

淋巴细胞产生白介素
,$

!

A@,$

#和白介素
,*

!

A@,*

#

'

!!

(

%大豆黄酮对肥育猪

!阉公猪和小母猪各半#生产性能的影响试验中发

现"添加大豆黄酮对肥育猪的生产性能有所改善"

但影响不显著!

9

'

#/#"

#

'

!"

(

%

$

#

苜蓿多糖

苜蓿多糖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活性的大分

子"存在于动植物体内"不仅是生物的营养成分"

还参与生命科学中细胞的各种活动%苜蓿多糖是

从紫花苜蓿中提取的植物型多糖"由酸溶性碳水

化合物构成"包括葡萄糖&甘露糖&鼠李糖&半乳糖

等%苜蓿多糖无毒性"经茚三酮法检查"苜蓿多糖

不含蛋白质%

$/!

苜蓿多糖的生物活性作用
#

苜蓿多糖是

一类被活跃研究的生物反应调节剂"苜蓿中含有

的活性多糖有增强免疫功能和抗感染的作用%苜

蓿多糖具有抗肿瘤&增强免疫力&降血脂&降血糖&

抗辐射等药理活性"还有治疗高胆固醇的作用"且

可强化血管和预防动脉硬化&血栓症&心肌梗塞等

功能'

!(

(

%苜蓿多糖的免疫作用主要有+促进免疫

器官的发育$显著提高
2

淋巴细胞转化率"提高

血清中巨噬细胞的吞噬指数$增强疫苗的免疫效

果'

!.,!-

(

%

$/"

苜蓿多糖对畜禽的影响

$/"/!

提高免疫性能
#

郝永清等'

!.

(报道"用紫花

苜蓿茎叶中提取的水溶性多糖饲喂艾维茵肉仔

鸡"发现其胸性淋巴细胞增密"胸腺小体增多"法

氏囊的皮髓质界限明显"皱壁增大"脾脏红&白髓

质界限明显"淋巴小结数量增多"动脉周围淋巴鞘

变明显"盲肠扁桃体淋巴细胞增密"说明苜蓿多糖

促进了艾维茵肉仔鸡整个中枢免疫器官的发育%

苜蓿多糖能增强机体防御能力"并可以快速消灭

病原体"清除机体内的衰老死亡细胞%王丽荣

等'

!&

(用水溶性苜蓿多糖饲喂肉仔鸡"证实了巨噬

细胞吞噬功能增强"机体防御能力提高%张世军

等'

!-

(用苜蓿多糖作为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的强化

剂"对
(#

日龄体质量
'&

"

$#V

U

的仔猪进行免疫

试验%结果表明"苜蓿多糖可使猪外周血液的
^

淋巴细胞增多"免疫球蛋白
O

!

A

U

O

#水平提高"可

显著增强猪瘟疫苗的免疫效果%

$/"/"

提高生产性能
#

李海英等'

"#

(选择
$!

只艾

维茵肉仔鸡"分别在第
*

周龄和第
"

周龄各进行

!7

的代谢试验"试验
'

&

$

&

*

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中

添加苜蓿多糖
#/"1

&

'/#1

和
$/#1

"对照组饲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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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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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日粮"研究苜蓿多糖对肉仔鸡养分利用率的

影响%试验结果表明"适量添加苜蓿多糖可提高

肉仔鸡对日粮粗蛋白的利用率"降低粗脂肪代谢

率"其中
'/#1

添加量效果较好%在试验中"在后

期
'/#1

添加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1

"差异显

著!

9

&

#/#"

#"而
$/#1

添加组比对照组降低了

-/$$1

"差异显著!

9

&

#/#"

#%表明苜蓿多糖的

添加存在剂量效应"适量添加苜蓿多糖可以促进

机体对日粮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率"加快蛋白质

合成"从而促进肉鸡的生长"剂量过高则阻止机体

对日粮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

%

#

苜蓿膳食纤维

2P;Q8<<

将膳食纤维定义为不被机体消化吸

收的多糖类碳水化合物与木质素%膳食纤维的化

学组成主要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及果胶类

物质和木质素四个部分"不能片面地将其理解为

粗纤维或纤维素%新鲜苜蓿绿叶经粉碎&榨汁和

过滤后分离出的叶渣"含有
.#1

以上的总膳食纤

维干 基 含 量"含 有
'#/.#1

的 水 溶 性 纤 维&

'./(!1

半纤维素&

*(/$$1

纤维素和
-/$!1

的木

质素'

"'

(

%近年来国际营养学家一致认为膳食纤

维能够平衡机体营养&调节机体功能"可与传统的

六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水&矿物质&维生素&碳

水化合物#并列称为)第七营养素*"它具有吸收水

分&助消化&增强胃蠕动&防便秘&降低血清胆固醇

等作用%

膳食纤维在食品中的应用比较广泛"但在畜

牧业中苜蓿草粉主要是作为日粮纤维的主要来

源"所以未见有添加膳食纤维的报道%但膳食纤

维对肠道健康具有潜在的健康作用已经得到认

可"膳食纤维可促进肠内菌群的繁殖"其中包括有

益健康的益生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杨玉

芬'

"$

(使用苜蓿草粉作为日粮纤维的主要来源"将

仔猪日粮中粗纤维含量由
*1

提高到
(1

"对仔猪

的生产性能没有产生不利影响"反而随着日粮纤

维含量的提高"仔猪的生长速度呈上升趋势%李

雁冰'

"*

(使用苜蓿草粉作为主要纤维来源"将仔猪

日粮中粗纤维含量由
$/&1

提高到
"/*1

"能有效

地防止仔猪腹泻%这是由于日粮中纤维含量上

升"刺激挥发性脂肪酸的产生"

[

\

值下降"大肠

杆菌数量下降%大肠杆菌是猪肠道重要微生物"

它能解除氨基酸的羧基使有毒胺的生成减少"从

而减少腹泻%

&

#

利用苜蓿黄酮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对紫花苜蓿生物活性成分的研究逐

渐增多"但对其活性成分开发和利用较少%首先"

生产苜蓿生物活性物质的原料苜蓿的品质得不到

保证"其苜蓿生物活性成分随苜蓿的病虫害&刈割

期&加工方式&贮藏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差

异$其次"尽管苜蓿生物活性成分提取的方法很

多"但绝大多数还局限于实验室的操作阶段"生产

成本高"不能用于大规模生产"远未达到商业化生

产的水平$最后"目前我国对苜蓿的应用主要以干

草或草粉的形式作为畜禽饲料"关于苜蓿次生产

物的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方面的基础研究非常薄

弱"限制了其在饲料工业中的应用%

虽然对苜蓿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上述

问题"但随着研究方法和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

这几年有关苜蓿生物活性许多新的种类和生理作

用的发现"使其应用前景日益广阔%苜蓿生物活

性的研究和应用将有以下几个趋势+第一"苜蓿叶

蛋白可以减轻我国蛋白原料紧缺的现状"安利公

司的紫花苜蓿浓缩素和蛋白粉在消费者中深受欢

迎"说明了紫花苜蓿的市场潜力巨大$第二"苜蓿

多糖的免疫增强效应和抗感染作用&苜蓿皂苷的

降胆固醇作用&苜蓿黄酮类化合物的抗氧化作用

等都充分显示出苜蓿独特的功效"利用紫花苜蓿

提取物生产低胆固醇的畜禽肉类产品"小规模试

验已经证明苜蓿皂苷饲喂的低胆固醇鸡肉深受人

们的喜爱"也为苜蓿的研究开发指明了方向$第

三"紫花苜蓿作为一些活性成分的来源"具有资源

丰富&价格低廉等特点$苜蓿的天然提取物具有安

全&环保的特点"对苜蓿叶蛋白&皂苷&黄酮等活性

成分的提取提升了紫花苜蓿的经济附加值$第四"

把苜蓿活性物质这个产品加入到草业产业链条中

去"推进草业由简单初级产品生产向精密深加工

方面转变"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层次"促进生产&

科研&加工和销售各环节的产业一体化"发展产业

化经营'

"!

(

%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具有多种

功效的苜蓿活性成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苜

蓿活性成分的开发利用将有广阔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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