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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素甲醚对土种鸡死淘率和生产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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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评价大黄素甲醚新型中兽药添加剂对土种鸡生产性能的影响，探讨其在畜禽生产中替代抗菌素

应用的价值，选取 2 250 只 31 周龄产蛋种鸡，随机分为 4 个处理组（400、800、1 000 和 1 200 mg·kg−1）、牛至

油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连续饲喂 14 d，观察其健康状况，测定生产性能。结果表明，添加大黄素甲醚后 4 个

处理组产蛋鸡死淘率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和牛至油组，且呈一定的剂量效应关系。400、1 000 mg·kg−1 组平

均蛋质量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P<0.05）。800 mg·kg−1 组的合格种蛋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P<0.05）。随着

给药时间增加，400、800、1 000 mg·kg−1 组各时段合格种蛋率也逐渐增加，与给药前差异显著 (P<0.05)。800、
1 200 mg·kg−1 组产蛋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P<0.05）。大黄素甲醚处理组与牛至油组相比各项指标差异不

显著。结果说明产蛋期饲料中添加大黄素甲醚可以提高产蛋种鸡的生产性能，降低死淘率。本研究结果为抗

菌素替代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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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 日，农业农村部提出家禽饲养

禁止使用抗菌素添加剂，中兽药添加剂可以用于

饲料添加，这对集约化养殖家禽提出了新的技术

挑战。因此，新型中兽药添加剂研制和开发可为

家禽健康养殖提供技术支撑[1 − 4]。大黄素甲醚作

为蒽醌类化合物，分布广泛，在蓼科、豆科、唇形

科、菊科、兰科、蔷薇科的许多植物中都可以提取

到。蒽醌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消炎、抗病毒、抗癌、

抗氧化、利尿、止血等药理作用，其中抗菌作用效

果显著[5]。蒽醌类化合物对多种植物源性细菌和

真菌都起到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其抗菌机理主

要是抑制菌体糖及糖代谢中间产物的氧化和脱氢

过程，并与 DNA 结合，干扰其模板功能，抑制蛋白

质和核酸合成[6]。BALB/c 小鼠骨髓细胞体外试验

显示大黄素刺激导致 TNF-α、IL-6、IFN-γ 的表达

量增加，从而增强巨噬细胞杀伤布鲁氏菌的能力[7]。

大黄素甲醚是大黄内生菌的次生代谢产物，可以

干扰真菌细胞壁物质合成，使真菌芽管及菌丝体

膨大、破裂，导致真菌细胞内容物泻出而死亡；还

可以抑制孢子生成，从而起到防治植物病害的作

用[8 − 13]。大黄素不仅通过抑制血管的新生来抑制

肿瘤的侵袭和转移，还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的凋

亡，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以发挥抗癌作用[14 − 16]。

此外，大黄素甲醚在脑细胞保护、改善损伤脑组织

方面具重要作用[17]。动物模型证明大黄素甲醚对

小鼠抑郁症有治愈作用[18]。

大黄素甲醚作为一种新型植物源性杀菌剂，

广泛应用于防治植物病害，对白粉病、霜霉病、灰

霉病、炭疽病有很好防治效果，但在家畜疾病防治

应用方面未见报道。大黄素甲醚具有较高的抑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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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笔者推测其可能对防治畜禽养殖细菌病和

真菌病有一定的作用。本研究选取采食正常、产

蛋率和体质量相近的、健康的土种蛋鸡，饲喂大黄

素甲醚，研究其对产蛋高峰期土种鸡死淘率和生

产性能的影响，旨在探索大黄素甲醚潜在的临床

应用用途，为选定土种鸡抗菌素替代添加剂提供

技术支撑和保障。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在广西园丰集团灵山香鸡核心

示范区鸡舍，选采食正常、产蛋率和体质量相近

的、健康的 31 周龄广西麻鸡（品系为土 1.5 种产蛋

鸡）2 250 只作为试验材料。 

1.2    试验药物    大黄素甲醚，有效成分>50%，批

号 20190910，由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配置。

牛至油对照添加剂 (商品名：奥来可): 含量 10%，

由河北威远生化有限公司赠送，批号 21072902。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子完全随机区组

设计，将 2 250 只灵山土鸡随机分为 6 组，每组

450 只鸡，包括 4 个大黄素甲醚处理组、1 个牛至

油对照组和 1 个空白对照组，饲喂大黄素甲醚 14 d。
4 个大黄素甲醚处理组分别在每日基础日粮中加

入 400、 800、 1  000 和 1  200  mg·kg−1 大黄素甲

醚，牛至油处理组在每日基础日粮中加入牛至油

500 mg·kg−1，空白对照组鸡饲喂基础日粮。 

1.4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土种鸡基础日

粮组成（风干基础）原料见表 1。土种鸡基础日粮

营养成分（风干基础）为代谢能、蛋白、钙、有效磷

和赖氨酸，营养水平分别为 2 750 MJ·kg−1、16.50%、

3.00%、0.36% 和 0.86%。 

1.5    饲养管理    选取半开放式鸡舍，内置 3 层立

体笼架，每笼养殖 3 只鸡。试验用鸡饲养管理仍

遵循原鸡舍本土种蛋鸡日常饲养管理程序。鸡舍

中采用自动照明控制系统，每天 16 h 补光，光照强

度为 14 lx。鸡舍采用环控系统，舍内温度控制在

14～15 ℃，相对湿度控制在 40%～70%。干粉饲

料由料机每日定量投放于食槽，每天喂料 2 次，人

工手动匀料 4 次。采用乳头式水线饮水器，鸡群

自由饮水。每天上午 3 次，下午 2 次人工捡蛋。

每天带鸡消毒，上午下午各 1 次，每天更换粪带。

试验期间，鸡群仍按照正常免疫程序，由专人进行

防疫工作。 

1.6    死淘率统计    
C＝X/Y ×100%。

式中，C 为死淘率，X 表示不同时间段处理组和未

处理组死亡鸡只总数，Y 表示测试鸡只数。 

1.7    种蛋性能测定    记录每天产蛋数（包括软壳

蛋、破壳蛋）、蛋质量、死亡鸡数、种蛋入孵数。最

后计算出产蛋率。
L＝X/Y ×100%；

式中，L 为产蛋率，X 表示各处理组和未处理组每

天产蛋数，Y 表示存栏母鸡数。
S＝X/Y ×100%；

式中，S 为合格种蛋率，X 表示各处理组和未处理

组每天合格种蛋数量，Y 表示全部产蛋数量。
A＝X/Y；

式中，A 为平均蛋质量/ g，X 表示各处理组&未处

理组每天产蛋质量，Y 表示产蛋数。
F = X/Y ×100%

式中，F 为种蛋受精率，X 表示处理组和未处理组

每天合格种蛋入孵数，Y 表示各处理组每天合格种

蛋数量。 

1.8    数据处理    本试验所有数据均用均值±标准

差表示，利用 GraphPad Prism 8 软件包中单因素方

差分析 (One-way ANOVA)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以 P<0.05 作为差异显著性判断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黄素甲醚对土种产蛋鸡安全性的影响

由于鸡群长期定量采食和饮水，饲料中添加大黄

素甲醚后，各组采食、饮水情况与前期没有差异。

 
表 1    土种鸡基础日粮组成

原料 含量/g 原料 含量/g

种用玉米 618 蛋氨酸99%(进口) 1.6

豆粕43% 260 种鸡有机矿 1.0

谷糠 24 种鸡维生素 0.6

磷酸氢钙 20 氯化胆碱50% 1.2

细石粉 57.4 耐热植酸酶 0.2

大豆油(一级) 8.0 复合酶 0.2

氯化钠 3.0 霉菌毒素吸附剂 0.5

小苏打 2.3 复合抗氧化剂(抗氧宁) 0.3

赖氨酸98% 1.2 防霉剂 0.5

合计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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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鸡活动正常、精神状况良好。观察发现给药

初期 3～5 d 粪便呈现红色，随着给药时间延长粪

便颜色恢复正常。饲料中添加大黄素甲醚后，死

淘率明显下降 (表 2），与空白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大黄素 4 个处理组与牛至油组相比，差

异显著 (P<0.05)。随着大黄素甲醚添加量增加，处

理组死淘率下降更明显，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2.2    大黄素甲醚对土种产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饲料中添加大黄素甲醚对土种鸡安全性的影响结

果（表 2）表明， 400、 800、 1  000、 1  200  mg·kg−1

大黄素甲醚和牛至油组死淘率显著低于空白对照

组（P<0.05），大黄素甲醚各个处理组死淘率显著低

于牛至油组（P<0.05）。添加大黄素甲醚对土种鸡

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 3。由表 3 可知，（1）平均蛋

质量：给药 1 周，处理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800、
1 200 mg·kg−1组平均蛋质量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P<0.05）。给药 2 周，处理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400、1 000 mg·kg−1 组平均蛋质量显著高于空白对

照组（P<0.05）。停药后，处理组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400、1 000 mg·kg−1 大黄素甲醚和牛至油对照

组平均蛋质量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P<0.05），其他

各组间差异不显著。随着给药时间增加，400、

800、1 200 mg·kg−1 大黄素甲醚组各时段平均蛋质
 

表 2    大黄素甲醚对土种产蛋鸡死淘率的影响

处理 剂量/(mg·kg−1) 死淘率/%

大黄素甲醚组

400 0.18±0.04a

800 0.17±0.04a

1 000 0.17±0.06a

1 200 0.16±0.07a

牛至油组 500 0.24±0.01c

空白对照组 无 0.40±0.11b
　　注：表中数据为Mean±SD形式，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下同。

 
表 3    大黄素甲醚对土种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处理时间
大黄素甲醚组/(mg·kg−1) 牛至油对照组/(mg·kg−1)

空白对照组
400 800 1 000 1 200 500

平均蛋质量/g

给药前 46.04±1.70a 45.14±1.25a 46.93±0.61 45.28±0.85a 46.23±0.61 45.97±0.54

给药1周 46.57±0.62b 45.16±0.49B 46.13±0.81 45.45±0.47B 46.36±0.63 46.49±0.57A

给药2周 47.38±0.51Bb 46.13±0.53 46.86±0.61B 45.80±0.39b 46.65±1.09 46.20±0.36A

停药后 47.71±0.37Bc 46.75±0.36b 46.97±0.32B 46.31±0.31c 47.01±0.88B 46.42±0.31A

合格种蛋率/%

给药前 79.70±3.79a 78.57±2.67a 79.36±2.70a 76.54±6.13 75.83±5.53a 78.34±3.92

给药1周 78.21±4.09a 79.25±4.25a 76.36±3.79a 74.82±6.07 76.04±4.02a 76.90±3.47

给药2周 77.73±5.20a 82.94±3.19 79.97±4.58 76.78±5.46 78.49±3.54a 77.23±4.14

停药后 85.43±3.92b 87.04±2.73Bb 85.31±4.47b 83.60±6.48 88.11±2.93b 80.52±1.74A

产蛋率/%

给药前 73.98±0.94 75.29±2.39B 69.08±1.76 74.23±2.27 70.07±3.59 71.29±1.64A

给药1周 73.53±2.64 72.38±3.80 71.86±4.14 71.28±4.09 69.27±2.32 71.28±1.24

给药2周 74.64±4.09B 76.16±2.52B 71.63±1.97 73.28±2.58 72.36±1.71 69.25±3.88A

停药后 68.53±1.90 71.10±2.51B 69.05±2.46 71.91±2.00B 71.50±2.72B 68.10±2.12A

受精率/%

给药前 92.36±0.50 93.15±2.08 93.45±1.79 90.77±0.30 90.77±2.08 92.26±0.60

给药1周 90.95±3.83 91.67±2.79 91.19±2.95 94.05±2.79 90.60±3.00 91.90±3.29

给药2周 93.45±1.63 92.11±1.48 94.20±2.12 92.26±2.10 91.52±1.36 94.64±2.19

停药后 92.86±0.49 92.46±0.74 93.25±0.56 94.05±0.84 92.26±1.75 92.26±0.49
　　同一表格内的数据分别进行了同行比较和同列比较，同行比较表示组间差异，同列比较则表示同一组不同时间点的差
异。大写字母表示的是同一行内各组数据的差异性，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列数据的差异性。同行数据相比，大写字母不同表
示差异显著（P<0.05）,大写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同一项目，同列数据相比，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小写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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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逐渐增加，与给药前差异相比显著。（2）合格

种蛋率：停药后，处理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800
mg·kg−1 大黄素甲醚组合格种蛋率显著高于空白对

照组（P<0.05），其他各组间差异不显著。随着给药

时间增加，400、800、1 000 mg·kg−1 组各时段合格

种蛋率也逐渐增加，与给药前差异相比显著。

（3）产蛋率：给药 2 周,处理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400、800 mg·kg−1 大黄素甲醚组产蛋率显著高于空

白对照组（P<0.05）。停药后，处理组与空白对照组

相比，800、1 200 mg·kg−1 和牛至油对照组产蛋率

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P<0.05），其他各组间差异不

显著。（4）种蛋受精率：大黄素甲醚处理组、牛至

油组和未处理组之间，合格种蛋的受精率均无显

著差异。综上所述，整个试验期内，大黄素甲醚处

理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死亡率显著降低，平均蛋

质量、合格种蛋率和产蛋率 3 项指标与空白对照

组，差异显著。并且随着给药时间增加，大黄素甲

醚平均蛋质量和合格种蛋率也逐渐增大。 

3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大黄素甲醚后，

鸡群采食饮水均不受影响，精神状况良好。虽然

给药 3～5 d 出现红色粪便，随后即恢复正常。大

黄素甲醚组死淘率显著低于牛至油组和空白对照

组，且呈现剂量 -效应关系。其中 1 200 mg·kg−1

剂量添加大黄素甲醚死淘率降低最明显；平均蛋

质量、合格种蛋率和产蛋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且随给药时间延长，各时段平均蛋质量、合格种蛋

率也逐渐增加，与给药前相比差异显著。说明大

黄素甲醚作为中兽药饲料添加剂在降低土种鸡死

淘率方面优于牛至油添加剂。

大黄素甲醚降低土种鸡的死淘率可能与抑制/
杀灭病原细菌有关。大黄素甲醚是从中药虎杖中

获得抗菌、促生长的活性成分。体外抑菌实验证

明大黄素甲醚对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均

有良好的抑菌效果。大黄素甲醚 64 g·mL−1 即可

有效抑制临床大肠杆菌、鸡杆菌分离株的生长；

128 g·mL−1 可以有效抑制粪肠球菌、沙门氏杆菌、

芽孢杆菌的生长，并可以有效抑制鹦鹉热衣原体的

生长。

HAZIN 等 [19] 通过研究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植物化学成分 MRSA，发现大黄素对 MRSA 的

MIC50 值为（2.0±1.5） μg·mL−1，证明大黄素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球菌、白喉杆

菌、炭疽杆菌、痢疾杆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等

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本试验发现大黄素甲醚添

加土种鸡后，鸡群死淘率显著下降，这可能因为大

黄素甲醚能够破坏细菌细胞膜的通透性，抑制菌

体内蛋白质合成，抑制菌体的呼吸代谢，阻断了病

原菌在呼吸道、生殖道的发病[20]。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饲料中添加大黄素甲醚

后平均蛋质量显著增加，其内在原因与大黄素甲

醚促进机体营养吸收有关。大黄素甲醚有利于种

蛋的色素沉积和钙沉积，从而提高了种蛋的合格

率。蛋鸡企业饲料中添加大黄素甲醚，添加 5 d 后

种蛋颜色发红、蛋黄中红色物质增多，鸡蛋质量提

高 2%～3%。从临床使用上证明大黄素甲醚能够

提高鸡群生产性能，有效防止输卵管炎，增强种蛋

品质。因此，大黄素甲醚作为饲料添加剂能够提

升产蛋鸡生产性能，提高种蛋品质。此外，随着中

国政府全面倡导的抗生素减量行动计划的实施和

推广，大黄素甲醚无疑是一种绿色、健康和可持续

的中兽药添加剂。

虽然本试验未发现大黄素甲醚不同处理组对

土种鸡的生产性能产生副作用，但是，大黄素甲醚

属性寒凉，对鸡胃肠道有促进泻出作用。如果添

加过量，如每吨添加超过 3 kg 饲料，会使蛋鸡、黄

鸡腹泻的数量增加，出现大量红色粪便。一般按

照推荐剂量添加，初期会出现一过性的粪便发红，

3 d 后粪便颜色恢复正常，未见到腹泻现象。

本试验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大黄素甲醚后

可以提高土种鸡的生产性能，平均蛋重、合格种蛋

率均有增加。大黄甲醚添加可以提高机体抵抗病

菌的能力，抑制病原的生长发育，防治蛋鸡输卵管

疾病，显著降低土种鸡的死淘率。这也说明了大

黄素甲醚不仅在植物疾病防控方面效果显著，也

能够提高鸡群生产性能，有效防止输卵管疾病，增

强种蛋品质，提高养殖效益。本实验结果为大黄

素甲醚在家禽饲料添加剂应用方面提供了研究基

础，证明大黄素甲醚的抑菌效果不仅能应用于农

药，也可以应用于畜禽细菌性疾病防治。并且，从

植物中提取的大黄素甲醚作为一种绿色、健康和

可持续的中兽药添加剂，其安全性符合我国政府

提倡的限制使用抗生素的政策，应用前景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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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饲料中添加大黄素甲醚后，能有效防止蛋鸡

输卵管炎，降低土种鸡的死淘率，提高鸡群的生产

性能、种蛋品质和养殖效益，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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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hyscion, a new veterinary additive, on culling rate and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laying hens

LIU Xinyi1,   LIU Jiaqi1,   CHEN Jiaqi1,   TAN Liping1,   GONG Qixiang1,  
LI Daojin2,   WEI Dingxian2,   SONG Lihua3,   HE Cheng1

（1.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2. Guangxi Yuanfeng Group, Lingshan, Guangxi 535418;
3.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hyscion, a new veterimary additive, on the performance of laying
hens,  and  to  assess  its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dustry  2  250  laying  hens  aged  31
week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physcion treatment groups (400, 800, 1 000, 1 200 mg·kg−1), an oregano
oil control group and a blank control group. They were fed with diets supplemented with physion or oregano oil
or with basal diet for 14 days in a run and their daily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on performance were observed
and 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e physcion treatment groups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culling rate
than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and  the  oregano  oil  control  group,  giving  a  dose  response  of  physcion  on  the
laying hens to a given extent. Moreover, the 400 mg·kg−1 and 1 000 mg·kg−1 physcion treatment groups had the
significantly higher average egg weight than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800 mg·kg−1 physcion
treatment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qualified  egg  rate  than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prolonging administration of  physion to the laying hens,  the qualified egg rate  was also observed to increase
gradually in the 400 mg/kg, 800 mg/kg, and 1 000 mg·kg−1 physion treatment group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ying hens prior to and after administration (P<0.05). Compared to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both
800 mg·kg−1 and 1 200 mg·kg−1 physcion treatment groups had a higher egg-laying rate (P<0.05).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various  indexes  between  the  physcion  treatment  groups  and  the  oregano  oil  group.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evidence,  physcion  is  a  promising  feed  additive  to  enhance  production
performance and reduce culling rate of laying hens, and is a new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Keywords：physcion；laying hens；culling rate；production performance；egg quality；anti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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