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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鸡生产性能及
!!

肉品质的影响
!!

姜义宝&

!杨玉荣&

!王成章&

!崔国文!

#

&6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78"""!

$

!6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8""#"

%

摘要!为了研究红车轴草"

!"#

$

%&#'(

)

"*+,-.,

#异黄酮对肉鸡生长$屠宰性能及肉品质的影响!将
&2"

羽
&

日龄

))

肉仔鸡分成
#

组!即对照组$试验
!

组$试验
"

组!分别饲喂基础日粮$基础日粮
9

红车轴草异黄酮

"

&":

;

%

<

;

#$基础日粮
9

红车轴草异黄酮"

!":

;

%

<

;

#&结果显示!红车轴草异黄酮可以提高肉鸡的日增体质量

"

/

$

"0"8

#和屠宰性能"

/

%

"0"8

#!降低血清中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腹脂率"

/

$

"0"8

#!减少了储存第
%

天肉中

丙二醛含量"

/

$

"0"8

#!降低了肉品滴水损失和剪切力"

/

%

"6"8

#&表明红车轴草异黄酮能够提高肉鸡生长性能

和屠宰性能!改善肉品品质!添加
!":

;

%

<

;

时肉鸡日增长速度最快&

关键词!红车轴草'异黄酮'肉鸡

中图分类号!

.2#&6=!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

!"&&

%

&&>!"#!>"8

&#

!

饲料中抗生素和激素类添加剂的应用可谓双

刃剑"既达到促进动物生长"改善畜产品品质的效

果"同时也对人类的健康及环境构成威胁&寻求绿

色饲料添加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已有研究

发现异黄酮具有促生长"改善畜产品品质"并且毒性

远低于雌二醇'

&>!

(的特性"是一种在畜牧业生产上具

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饲料添加剂&此外"红车轴草

#

!"#

$

%&#'(

)

"*+,-.,

%为豆科三叶草属的多年生草

本植物"南北均有种植"资源丰富"是集草)药兼用于

一体的优良植物'

#

(

"其含有黄酮类)异黄酮类)黄酮

醇类)香豆素和酚羧酸类化合物等成分'

7

(

"深度开发

及加工增值潜力大"且红车轴草中异黄酮含量占干

质量的
&?

"是大豆#

1&

2

3#-,(*4

%籽粒中异黄酮含

量的
&"

倍"它是少数几种含
7

种异黄酮#植物雌激

素%的植物之一'

8

(

&红车轴草异黄酮已成为一种保

健食品和医药品原料"是继大豆异黄酮之后备受国

内外关注的一种植物雌激素"但红车轴草异黄酮的

应用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人类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和抗

氧化方面'

%>@

(

"在畜禽生产方面研究的较少&本试验

以红车轴草异黄酮为原料"研究其对肉鸡生长)屠宰

性能和肉品质的影响"以期为其在畜禽生产上的应

用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6!

试验动物及试验设计
!

选用
&

日龄雄性

))

肉仔鸡
&2"

羽"随机分为
#

组"对照组)试验
!

组和试验
"

组"每组
7

个重复"每个重复
&8

只鸡"自

由采食)饮水)消毒"防疫按常规程序进行&

!6"

红车轴草异黄酮
!

红车轴草异黄酮购于湖

南现 代 九 汇 有 限 公 司"总 黄 酮 含 量
2"6%7?

#

A'-+

%"其中芒柄花素#

B4C:4D4DEFGD

%

@!62"?

)鹰

嘴豆芽素
)

#

HIG4JKLDGD)

%

@6"7?

)黄豆苷元#

MLGM>

NEGD

%

"6!#?

)染料木黄酮#

;

EDGOFEGD

%

"6&=?

&

!6#

试验日粮
!

参照肉鸡饲养标准'

2

(

"配制不同

阶段日粮"基础日粮组成见表
&

"对照组饲喂基础日

粮"试验
!

组饲喂基础日粮
9

红车轴草异黄酮

#

&":

;

!

<

;

%"试验
"

组饲喂基础日粮
9

红车轴草异

黄酮#

!":

;

!

<

;

%"试验从
&

日龄开始"

7=

日龄结束&

!6$

测量指标与方法

!6$6!

生长性能
!

每周末空腹
&!K

称量各组肉鸡"

记录各组鸡采食量和剩料量"计算平均日采食量)日

增体质量和料重比"并且每天记录鸡发病和死亡情

况&

!6$6"

屠宰性能
!

饲养结束时鸡空腹
&!K

"每组取
!

只称量后进行屠宰"测定屠宰率)全净膛率和半净膛

率"分离胸肌)腿肌和腹脂"计算胸肌率)腿肌率和腹

&

收稿日期*

!"&&>"&>&"

!!

接受日期*

!"&&>"7>&8

基金项目*牧草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科学家岗位经费#

D

P

J

P

FQ>

#@

%

作者简介*姜义宝#

&=@%>

%"男"山东巨野人"讲师"在读博士

生"研究方向为牧草加工与资源开发利用&

0>:LG5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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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基础日粮组成及其营养水平

成分
!!

含量#

?

%

"

%

#

周
7

%

@

周
营养指标

!!

含量#

?

%

"

%

#

周
7

%

@

周

玉米
8862# 826""

粗蛋白
!&6!8 !"6""

大豆油
767% 8627 S0

#

ST

!

<

;

%

#6"" #6&"

大豆粕
#&6"8 !26%=

粗纤维
#6&# #6"!

鱼粉
768" #6%&

粗脂肪
@6"! 267&

石粉
&67" &6&&

钙
&6"" "6="

磷酸氢钙
&6"8 &6!%

有效磷
"67! "67#

蛋氨酸
"6!" "6&"

食盐
"6!" "6&8

赖氨酸盐酸盐
"6&8 "6&!

赖氨酸
&6!= &6&@

预混料
&6"" &6""

蛋氨酸
"682 "678

食盐
"6&" "6"@

蛋氨酸
9

胱氨酸
"6=& "6@%

氯化胆碱
"6!% "6!"

!

注*每千克日粮含铁
&"":

;

"铜
2:

;

"锰
=":

;

"锌
@8:

;

"碘
"678:

;

"硒
"6!:

;

$维生素
)%"""/,

"维生素
U#!"""/,

"维

生素
0!"/,

$维生素
V

#

!:

;

"硫胺素
&62:

;

"泛酸
&":

;

"烟酸
#!:

;

"吡哆醇
#68:

;

"生物素
"6&8:

;

"叶酸
"688:

;

"维生

素
H

&!

"6"&:

;

&

脂率&

!6$6#

血脂的测量
!

屠宰时鸡翅静脉取血样"分离血

清后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中总胆固醇

#

*+

%)低密度脂蛋白#

-U-

%)高密度脂蛋白#

AU-

%

和甘油三酯#

*W

%&

!6$6$

肉品丙二醛#

SU)

%的测量
!

测定
7X

下冷

藏
"

)

!

)

7

)

%

和
2M

后胸肌
SU)

含量"采用南京建

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试剂盒测定&

!6$6%

肉品质的测量
!Y

A

值*屠宰后取胸肌"用

'A.>#+

酸度计测量
78:GD

Y

A

值和
!7K

Y

A

值$

滴水损失*采用吊袋法将胸肌在
7X

冰箱悬挂保存

72K

后称量测量$肌肉嫩度*将胸肌肉样置于

+>-S#

型嫩度仪上进行剪切"测定剪切肉样所需的

力值"以
1

表示&

!6%

统计分析
!

采用
U'.@6"8

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以
/

$

"6"8

为差异显著"试验结果以平均

值
Z

标准偏差#

SELDZ.U

%表示&

"

!

结果与分析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

日粮中添加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鸡生长有较大

影响#表
!

%"试验
!

组和
"

组的平均日增体质量分

别比对照组显著提高
76!@?

#

/

$

"6"&

%和
%672?

#

/

$

"6"&

%"料重比试验
!

组和
"

组低于对照组"但

差异不显著#

/

%

"0"8

%&试验组日采食量与对照组

相比无显著差异#

/

%

"0"8

%&试验组间比较"除日

增体质量试验
"

组显著高于试验
!

组外#

/

$

"0"8

%"其余指标差异不显著#

/

%

"6"8

%"说明添加

量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鸡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鸡屠宰性能的影响

!

与对照组相比"日粮中添加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

鸡的屠宰率)半净膛率)全净膛率)胸肌率和腿肌率

均有所提高#表
!

%"但差异不显著#

/

%

"0"8

%"试验

!

组和
"

组间差异也不显著#

/

%

"6"8

%&试验
!

组

和
"

组与对照组相比"腹脂率降低
!678?

#

/

%

"6"8

%和
&#67@?

#

/

$

"6"8

%"说明红车轴草异黄酮

能够提高肉鸡的屠宰性能&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鸡血脂的影响
!

日

粮中添加红车轴草异黄酮显著降低了肉鸡血清
*W

和
*+

#

/

$

"6"8

%"对
AU-

无明显影响#

/

%

"6"8

%"

试验
!

组和
"

组
-U-

均低于对照组"但各试验组间

差异不显著#

/

%

"6"8

%#表
#

%"说明红车轴草异黄

酮能够调节肉鸡血清中胆固醇代谢&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品质的影响
!

试验

!

组和
"

组滴水损失分别比对照组低
26#8?

和

!6==?

"剪切力分别比对照组低
=67@?

和
76!@?

"

但差异均不显著#

/

%

"6"8

%$胸肌的
78:GD

Y

A

值

和
!7K

Y

A

值"试验组和对照组间均无明显差异

#

/

%

"6"8

%#表
#

%&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鸡肉丙二醛含量的影

响
!

在
7X

冷藏条件下"各组丙二醛含量随着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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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鸡生长和屠宰性能的影响

项目 指标 对照组 试验
!

组 试验
"

组

生长性能

日增体质量#

;

%

776"&Z!68%J 7862=Z&6=7I 7%62%Z!6"=L

日采食量#

;

%

=26!%Z262"L =%6==Z&"6"@L &"&6=7Z&!6=@L

料重比
!6!#Z"6"@L !6&&Z"6&#L !6&@Z"6&2L

屠宰性能

屠宰率#

?

%

=!67#Z"6!%L =#6!#Z"62@L =!6@%Z"6@#L

半净膛率#

?

%

2%677Z"62"L 2@67=Z&62&L 2%6%&Z"6==L

全净膛率#

?

%

@!68%Z"6=2L @76"%Z&67%L @#62&Z&6&"L

胸肌率#

?

%

!&6"&Z!67%L !#6@"Z#6%#L !#6%8Z&622L

腿肌率#

?

%

&=6%=Z&6&!L &=68=Z"67!L !"6""Z&672L

腹脂率#

?

%

!678Z"6"=L !6#=Z"6&&LI !6&!Z"6&7I

!

注*同行小写字母不同表示试验组间差异显著#

/

$

"6"8

%&下表同&

表
#

!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血脂"肉品质和胸肌
&'(

含量的影响

项目 指标 对照组 试验
!

组 试验
"

组

血脂

*W

#

::45

!

-

%

"62#Z"6"@L "6%@Z"6"%I "6%=Z"6"#I

*+

#

::45

!

-

%

768!Z"6##L #62&Z"6&#I #62!Z"6!@I

AU-

#

::45

!

-

%

!6%&Z"6&@L !6=!Z"6!@L !682Z"6!"L

-U-

#

::45

!

-

%

&6!#Z"6&2L &6&=Z"6&!L &6"=Z"6&#L

肉品质

滴水损失#

?

%

%6#8Z"67!L 862!Z"6%7L %6&%Z"6%8L

剪切力#

1

%

8268!Z26!7L 8!6=2Z@6&#L 8%6"7Z86"8L

78:GD

Y

A

值
%6#8Z"6#&L %677Z"6!2L %6#2Z"6##L

!7K

Y

A

值
%6&7Z"6!=L %6!#Z"6!7L %6"=Z"6&2L

胸肌
SU)

含量

"M "67&Z"6"#L "6#@Z"6"7L "6#2Z"6"#L

!M "67#Z"6"@L "67"Z"6"#L "67!Z"6"%L

7M "677Z"6"#L "67!Z"6"8L "67&Z"6"#L

%M "68=Z"6"8L "67=Z"6"!LI "67@Z"6"7I

2M "6%7Z"6"%L "6%&Z"6"8L "68=Z"6"#L

的延长逐渐升高"试验组始终低于对照组"在
"

)

!

)

7

)

2M

各组间差异不显著#

/

%

"6"8

%"在
%M

试验
!

组和
"

组均低于对照组"并且试验
"

组明显低于对

照组#

/

$

"6"8

%#表
#

%&

#

!

讨论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生长性能的影响
!

红

车轴草异黄酮具有植物雌激素的作用"动物摄食后

被胃肠道代谢"并通过与下丘脑和垂体雌二醇受体

结合而干扰雌二醇的反馈调节"从而在细胞水平与

内源雌激素竞争雌激素受体"影响下丘脑和垂体的

神经内分泌性腺轴和生长轴"使睾酮和生长激素等

生成释放增加"进而加速蛋白质合成"促进肌肉生

长'

=

(

&谢棒祥等'

&"

(研究表明"肉鸡日粮中添加大豆

异黄酮和山楂#

5"*+*,

6

'.

)

#--*+#

$

#7*

%叶总黄酮"

可以显著改善其
7

%

%

周的生长性能"本试验添加红

车轴草异黄酮亦提高了肉鸡日增体质量"降低了料

重比"这与王国杰和韩正康'

&&

(

)朱宇旌等'

&!

(的研究

结果一致$试验组提高了肉鸡的胸肌质量和腿肌质

量"进一步表明红车轴草异黄酮能够促进蛋白质合

成与肌肉生长&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屠宰性能和血脂的影

响
!

脂肪沉积及代谢是一个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

受饮食)内分泌)神经及脂肪组织自身等多因素的调

控"大量研究表明"异黄酮对动物和人类的脂肪代谢

7#"!



&&

!

!"&&

草
!

业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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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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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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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调节作用'

&#

(

&沙棘#

8#

))

%

)

9*,"9*(-%#7,.

%

黄酮提高了肉鸡血清中高)低密度脂蛋白和游离脂

肪酸含量"降低了肉鸡血清中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

的含量'

&7

(

"大豆黄酮具有降低肉鸡脂肪沉积的作

用'

&8

(

"试验中添加两种不同剂量的红车轴草异黄酮

提高了肉鸡的屠宰率"降低了腹脂率"显著降低了总

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对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

白无显著影响&幸奠霞等'

&%

(研究表明"刺芒柄花素

能够有效降低高脂血症大鼠的胆固醇含量&这可能

由于植物雌激素能够与雌激素受体结合"上调肝脏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表达"直接抑制胆固醇合成限

速酶+++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
)

#

ASW>+4)

%还

原酶'

&@>&2

(

"影响脂肪合成与分解的速率"达到对脂肪

沉积的调节作用&红车轴草异黄酮使肉鸡高密度脂

蛋白相对稳定"由于维持一定的血浆高密度脂蛋白"

有助于体内血脂代谢和转运"维持血浆脂蛋白浓度

的稳定"使肉鸡腹脂率降低&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肉品丙二醛含量的影

响
!

机体的脂质氧化与肉品质量有密切的关系&

ALOCEF

'

&=

(的研究表明"肉品在储存期间"不饱和脂

肪酸在自由基攻击下导致脂质过氧化"生成丙二醛"

是肉品脂质过氧化程度直观的定量化指标"与肉品

感观性状质量和货架寿命显著相关&本试验中日粮

中添加红车轴草异黄酮降低了肉品组织储存期间丙

二醛的积累"减轻脂质过氧化水平"从而延长了货架

期&红车轴草异黄酮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功能"能提

高机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酶的活性"清除

机体内的活性氧自由基"这与红车轴草异黄酮类化

合物含多酚结构有关'

!"

(

&

#6$

红车轴草异黄酮对肌肉品质的影响
!

系

水力是一种重要的肉质性状"它可影响到肉的多汁

性)嫩度)营养成分和色泽等食用品质"通常用失水

率或滴水损失来衡量肉的系水力&嫩度的高低一般

用剪切力来表示"剪切力值越大"肌肉嫩度越小"反

之则嫩度越大'

!&

(

"试验中肉鸡日粮中添加红车轴草

异黄酮
&"

和
!":

;

!

<

;

降低了胸肌滴水损失和胸

腿肌的剪切力"提高了肌肉的嫩度&肉品
Y

A

值是

反映宰杀后动物体肌糖原酵解速率的重要指标"肉

类保持较高
Y

A

值可以延长商品的货架期'

!!

(

"本试

验中肉鸡日粮中添加红车轴草异黄酮
&":

;

!

<

;

胸

肌在试验各时间段
Y

A

值均高于对照组"表明添加

适宜浓度的红车轴草异黄酮能够延长鸡肉的储藏

期&

$

!

结论

本试验在饲料中添加
&"

和
!":

;

!

<

;

红车轴

草异黄酮可提高肉鸡生长速度和屠宰性能"改善了

肉品的品质&并且在添加
!":

;

!

<

;

时肉鸡日增长

速度最快"能明显降低腹脂率"延长鸡肉的储藏时

间"红车轴草异黄酮作为肉鸡饲料添加剂"具有一定

的应用潜力&本试验只是对其在鸡饲料中添加做了

初步探讨"红车轴草异黄酮在生产上的诸多用途和

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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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4DFC45

%"

FKEILOGJMGEF9CEMJ54]ECGO4B5L]4DE

#

&":

;

!

<

;

%

LDM

FKEILOGJMGEF9CEMJ54]ECGO4B5L]4DE

#

!":

;

!

<

;

%"

CEO

Y

EJFG]E5

P

6*KECEO\5FOGDMGJLFEMFKLFFKECEMJ54]EC

GO4B5L]4DEJ4\5MGDJCELOEMLG5

P;

LGDLDMO5L\

;

KFEC

Y

ECB4C:LDJE

#

/

$

"6"8

%"

CEM\JEFKEJ4DFEDFO4BFCG

;

5

P

JEC>

GME

#

*W

%"

F4FL5JK45EOFEC45

#

*+

%

GDOEC\:LDMFKE

Y

ECJEDFL

;

E4BLIM4:GDL5BLF4BIC4G5EC

#

/

$

"6"8

%

6*KE

J4DFEDFO4B:L54DMGL5MEK

P

ME

#

SU)

%#

/

$

"6"8

%"

MCG

Y

54OOLDMOKELCB4CJE4B:\OJ5E ÊCEMEJCELOEMLBF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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