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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密集笼养
、

预繁应激的条件下
,

衬 60 只 白莱航鸡在其 日根内分别加入
“ 西 农 A

.

S
”

添加荆和铁血矿物精等
, 进行间断或长期何喂

。

通过对供试鸡的血 桨 皮 质 醉
、

皮质

酮
、

血糖
、

白细胞数等项指标测定
, 结果表明长期饲喂

“ 西农 A
.

S,, 添加剂的产蛋率较琦

照组和铁血矿物精组提高 9
.

9一 14
.

4% , 蛋杆比提高 16 一 25
.

9%
。

同时 , 皮质 醉和 皮质

酮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
。

作者认 为
,
血 装皮质醇 浓度可作 为 判定 禽类 应 激的 指标之

关键词 西农 A
.

S添加剂 , 白莱航产蛋鸡
;
抗应激作用

;
血浆皮 质醇

;
血浆皮质

酮 ,
产蛋率

随着养禽业生产集约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

不可避免的管理因子 (如注射疫苗
、

驱

虫 , 混群
、

斗架等 ) 造成的应激强度远比内外环境中的应激因子 (如噪音
、

惊恐 ) 大得

多
, 轻者

, 造成产品数量下降
,
质量低劣

; 重者
,

引起疾病甚至死亡
。

所以机械化养禽

业并未使应激因子减少
,

相反却加大了应激的强度
。

据 H
.

K
.

C aB
e z 、 。 。 ( 1 9 6 5) 和 C

.

y
.

R H M ( 1 9 7 6 ) 报道
,

经疫苗性应 激后
,

母鸡的产蛋性能从第三天开始下降 15 一 20 % 或更

多
;
雏鸡的增重在免疫后第三天下降 9 %

。

所以
,
应激与其它疾病一样

,
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是不可忽视的
。

如何使禽类能够抵抗各种不同强度的应激
, 提高其生产性能和抗病力

, 就愈显得必

要和紧迫
。

迄今国内这方面研究报道甚少
,
为此

,
我们从 1 9 8 5年 3 月 10 日至 6 月 23 日进

行了本项 目的试验工作
,

经过 1 00 多天的初步研究
,

研制出了一种新型抗应激添加剂

—西农 A
.

S添加剂
。

.

本校 1 9 8 5届毕业生
。

本文于 1 9 8 5年 1 2月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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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材料与方法

( 一 )材料
1

.

实验动物
:

60只 臼莱航产蛋鸡 ( 产蛋率为 5 0% )和 4 只公鸡均由西北农业 大学畜

牧站提供 ( 1 94 8年 3月份孵 化
, 1 0月份开产 )

。

2
.

蛋 鸡饲料
: 由西北农业大学畜牧 站饲料加工厂生产

。

其配 方为 教皮王。% ,
大麦

10 %
, 豆饼 15 % ,

骨粉 3 %
,

鱼粉 5 % , 食盐 0
.

材石
,

多维素万分之 一 , 其 余 为 玉米

粉
。

3
.

西农 A
.

S添加剂
:

配方为镇静剂
、

维生素 C
、

维生素 E等
。

4
.

铁血矿物精
:
为美国爱必旺大制药厂产品

。

(二 )
’

方法

1
。

分组

将 60 只母鸡随机分组后
, 每组放 1 只公鸡

。

第 I 组
:

在饲料中添加铁血矿物精 0
.

23 克 /公斤
。

第 I 组
:
在饲料中添加西农 A

.

S添加剂 5
.

15 克 /公斤
, 长期饲喂

。

第 l 组 : 饲料中添加西农 A
。

S添加剂 5
.

15 克 /公斤
, 间隔一周饲喂

。

第 F 组
:

单纯喂混合饲料
,
为对照组

。

2
.

饲养条件

实验期间的舍内温度
: 13 一 28 ℃ ; 相对湿度

:

85 一 92 %
。

饲料量均按 0
.

1 25 公斤 /只鸡配给
, 用 自来水拌匀后

, 于每 日 7一 19 时 , 分四 次饲

喂 ,
自由饮水

。

每 日光照 16 小时
。

I 组笼高度为 80 公分
; l 组笼高 50 公分

; l 组和 W组笼高 1 00 公分
。

每 平方米面积

投放 8 只 鸡
。

3
.

应激方式

( 1 ) 人为制造的应激因子
:
实验期间每星期二

、

五用 95 分贝
、

3 0 0 O H Z的 电 铃进

行应激
, 鸡表现惊叫

、

恐慌不安
,

一分钟后再驱赶一分钟
,

鸡惊飞
、 舌灌

、
_

相互践踏
。

( 2 ) 实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应激因子
:
各组均在 8 一 n 点

, :

倒吊鸡剪冠采血
, 每

只采血 5 毫升
,
需吊20 分钟左右

, 包括抓鸡前的驱赶
、

惊吓
、

捕抓等 高 强度 的应激因

子
。

序 3 天清除一次粪便
,

雌外哭还有噪音
、
气温突变

、

停 电
、

,

停水等应檄困子
。

、

, ;

4
.

测定应激指标

( 1 ) 血浆皮质酮和皮质醇含量的测定
:
应用放射免疫法

。

( 2 ) 血糖 的测定
:
应用邻甲苯胺法

。

血浆用三氯醋酸处理至无蛋 白血滤液后
, 用

” 1分光光度计比色
。

( 3 ) 白细胞分类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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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全血涂片
, 瑞特氏染色法 , 油镜下计 数 2 00 个

,
进行分类

。

二
、

结果与讨论

( ~ ) 血桨皮质酮及皮质醉含皿

我们对供试鸡血浆 中皮质酮和皮质醇的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
。

表 1 血浆皮质酮
、

皮质醉浓度的平均数友标准误

7tzt了巧办)t自户01占

:
00̀

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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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
乎下耳

.

下…事荞朴
.

七
.

公
I {

:
,

5 3 * 。
.

: 5 … :
.

4 3 ) 一 。
.

3 4

1}1
2 2 1

.

3 3 * 1 : 2
.

2。 { , 7 53
.

。 : 一 1 7 3
.

血浆皮质酮经 L S R分析表明
:

实验前 F = 0
.

1 < F。 . 。。 ,

即P > 0
.

05 ,
各组 间无差异

。

实验后 F 二 13
.

77 > F 0
.

01 , 即 P < 。
,

01 ,
各组间有显著差异

。

q检验 表明
:

I
、

贾组与

万组比较
, 差异极显著

; I组与 W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

I
、

l 组间无显著差异
; I

、

W

组差异显著
。

血浆皮质醇的 L S R分祈表明
:

实验前 F = 。
.

6 14 < 几
. 。 5 ,

即 P > 0
.

05
,

组间 差异 无

意义
。

实验后 F 二 1 7 3
.

9 8 > F
。 . 。 , , 即 P < O

。

01 , 组间有显著差异
。

q检验表明
:

一

I
、

l

组间差异极显著
; I

、

万组无差异 ;
l

、

兀组分别与那组比较 ,
差异均达极显著

; I
、

, 组间无显著差异
。

迄今为止
,
测定禽类皮质激素因采血时间

、

动物状态
、

实验条件等因素的不同
,

所

得的结果差异很大
。

U r i 、 t和 D e ut c h ( 1 9 6 0 ) 提 出
:

母鸡外周血液皮质 酮含量为 8
.

0 土 3

微克 / 10 0毫升
〔` ’ ,

而H il l
.

丁
.

A ( 1 9 8 3年 ) 提出
:

母鸡血中皮质酮浓度峰 值为 0
.

4微克 /

10 0毫升
。

血浆皮质酮水平是一种遗传性状
,
个体间变异较大

,
有趣的是无 论 高活性或

底活性的鸡
,
在你息时皮质酮水平相似

, 只有在应激时差别才明显 21[
。

本试验的结果表明
, 鸡在应激状态 (驱赶

、

采血
、

抓捕
、

践踏
、

惊 恐等 ) 下
, 皮质

酮浓度均值为 2
.

66 士 0
.

4微克八 0 0毫升 , 应用西农 A
.

S添加剂后
, 鸡血浆皮 质 酮浓度显

著下降
,

其年均值为。
.

3 95 土 0
.

1微克 f功 。毫升
。

从而表明: 西农 A
.

S添加荆具有降低血

浆皮质酮的作用
。

斯托凯认为
:

家禽体内皮质醇含量甚微
, 且不是由 禽类 肾 上腺所 分

泌 , 故它不能做为禽类应激反应的指标 向
。

但从本试 验的结果着夕 在应激 状态 下
, 血

浆皮质醇含量普遍较高
,
应角西农 A

.

S添加剂后
夕
抗应激组明显降低

,

其变化规律与皮

质酮浓度变化相似
。

因此我们认为
:

皮质醇浓度变化也可作为评定应 激与杏的指标
。

只

是在鸡外周血中其含量较皮质酮少
,

但用放射免疫方法还是可以测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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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

应激时糖皮质 激素分泌增多机理是由于下丘脑神经分泌细胞分泌灼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 C R H ) 增多
,

进而使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A C T H ) 和带 皮 质

激素分泌增多
。

N u n c k认为
:

应激时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多的意 义在于抑制机休的性御反

应
,

使其不至于过强
,

从而损害机体
,

因而抑制这些反应所需要的糖皮质激 素也 增多声
` ’ 。

故 应 用 西农 A
.

S添加剂后搪皮质激素浓度
一

下降 , 显示出它游效应
。

(二 ) 血璐含 t

家禽正常血糖含量的报道也存在着较大的 差 异
。

季 培元介出
:

鸡的 正常 }咪仲含量为

1 8 0一 2 00 毫克 / 1 0 0毫 升 间
。

田光 威 和 夫 提 出
:

鸡 血 糖含 量为 1劝 一 2 00 毫龙 / 1 0 0毫

升
`。 , 。

在应 激反应时
, 交感神经兴奋

, 血中的儿茶酚胺浓度升高
,

胰高 血棺素分泌增

多
,

促进糖元异生和肝糖元分解
,

从而引起应激性高血糖
。

我们测定血糖含量见表 2
。

表 2 血糖含量的平均数及标准误

量 (
,:飞。 / 1 0 0 :刀 1)

组 别

`
}

卫
{

里

{
一一兰—二

实 验 前

2 3 3
.

1 0 士 8
,

9 5

2 2 3
.

2 5 日
一

1 1
.

8 7

2 4 8
.

3 8 十 1 2
.

0 0

2 6 1
.

6 7 士 1 2
。

2 9

实 验 后

1 2 0
。

5 7 士 6
.

6 6

1 2 7
.

1 9 土 9
.

2 3

1选8
.

4 6 士 1 9
,

g D

2 3 5
.

8 5十 2 1
.

3 3

!一…!

L S R分析表明
:

实验前 F 二 1
.

83 < F 。 . 。。 , 即 P > 0
.

仍
,

各组间差异 无意义
。

实验

后 F = 41
.

49 > OF
. 。 , , 即 P < 0

.

01
,
各组间有显著差异

。
q检验表明

:
I

、

I
、

l 组分

别与 W组比较
, 差异极显著

,
!

、

l 组无显著差异
。

这说明在同等饲养管理水平和应激

条件下
,
对照组和抗应激组出现极显著的差异

, 词喂西农 A
.

S添加剂组血糖明显降低
,

其原因是通过中枢神经
,
植物性神经及 内分泌系统的广泛抑制之故

〔 7 , 。

(三 ) 白细胞分类计数

实验前后每隔三周采血一次
, 涂血片共四次

,

其白细胞变化规律见图 1 , 2 , 3 。

从图 1一 3 可看出
,
应用西农 A

.

S添加剂后
,
抗应激组的淋 巴细胞

、
’

嗜酸性粒细胞

上升
, 异嗜性粒细胞呈现下降趋势

,
接近正常

。

而铁血矿物精组和对照组的淋 巴细胞趋

于下降
,
嗜酸性粒细胞未表现明显变化

,

异嗜性粒细胞有升高趋向
。

其原因是由于在应激

状态下
, 皮质激素促进网状内皮细胞吞噬和分解嗜酸性粒细胞的作用

,

故嗜酸性粒细胞

减少 内
,
淋 巴细胞的减少是由于血液中循环的和固定的淋 巴细胞被分解的缘

·

故
` 。

异嗜

性粒细胞增多为骨髓被兴奋所致
。

se l y e .

H认为
:
长时期的应激造成了鸡胸腺淋 巴腺损

害山
。

另外
,
体内维生素缺乏亦可引起上述变化

。

可见
夕

嗜酸性粒细胞可 作 为应激时

肾上腺皮质活性的间接指标的论点也由本试验证实
。

( 四 ) 产班性抢砚弃

记录 n 周实验斯简的产蛋盈
,
产蛋品质

,
进行经济效益评定

,
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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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前后淋 巴细胞变化

i
。

西农A
。

S添加剂间断饲喂组

2
.

西农A
。

S添加剂长期饲喂组

3
.

对照组 4
.

铁血矿物精饲喂组

粥冬 j`
一 二少` 汤之

图 2 实验前后嗜酸性细胆变化
1

。

西农 A
。

S添加剂间断饲喂组

2
。

西农A
.

5添加剂长期饲喂组

3
.

对照组 4
.

铁血矿物精饲喂组

匆助勿外邵

异嗜性细数胞ǎ%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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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验前后异嗜性粒细胞的变化
1

.

西农 A
.

5添加剂间断饲喂组 2
.

西农A
,

S添加剂长期饲喂组 3
。

对照组 4
。

铁血矿物精饲喂组

表 8
’

周产蛋量统计 ( 19 8 5年 )

周产 蛋量 (枚 )

测定 日期

长期抗应激组 间断抗应激组 { 对照组

62邓686966626775创6975747268肠6855“4
。

1 一 4
。

7

4
。

8 一奋
。

1 4

4
。

1 5一 4
。

2 1

4
。

2 2一 4
。

2 8

4
。

2 9一 5
。

5

5
。

6 一 5
。

1 2

5
。

13一 5
。

1 9

5
。

2 0一 5
。

2 6

5
.

` 2 7一 6
,

2

6
.

3 一 6
。

9

6
.

1 0一 6
。

1 6

总计 于 6石0
`

8 2 6

、 r 4 3

砂牙

卢。

7 12

7173邓758178加7674私7366626266676360555163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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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L S R分析头验期间每周增加蛋数
,

表明 F 二 7
.

33 > OF
. 。 : ,

P < 。
.

01
, 组 间 差异

显著
。 q检验表明 :

长期抗应激组与其它各组出现极显著差异
。 _

`

表 1 经济效益评定

体重 ( k g ) 产蛋质量 实验期间
组 别

实验前 ! 实验后
软蛋率

(协石)

畸形率
( % )

玉量
毯 )

蛋料 比

( k g / k g )

,. .卜卜泞;
f、̀

资奥犷物
。青组

1
`

·

, `

}
3

·

8

}
6

·

5

1
2 6

·

5

…
“

·

2 5

{
“

·

2 8 5

资钾势亚
一

赘组 }
”

·

” o

}
“

·

“ 3

}
”

·

” 9

}
1 2

、

“
}

5 ,
,

6

1
0 3 5 8

}司断

撇
下散组】 ”

·

4 4
1

”
·

4 6
1

“
·

“ 6
1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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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

4 可见
:

长期抗应激组效果最好
, 产蛋数量及质量均比其它组高

。

在长期

应激下
,
长期饲 喂效果显著

, 比对照组提高产蛋率 9
.

9 % , 比铁血矿物精组提高 14
.

4% ;

比间断抗应激组提高 10
.

1%
。

蛋料比
,
较对照组和铁血矿物精组提高了拓一 25

.

9 %
。

间断抗应激组虽然也添加
“ 西农 A

.

S ” 添加剂
,

但由于是间断 的添加
, 而应激却是

持续的产生
夕
这样

, 虽然在加
“ 西农 A

.

S ” 添加剂时采血测定抗应激指标都符合要求
,

但因间断一周时间
, 鸡不能适应较强的应激

, 因而出现产蛋量下降和品质低劣的现象
,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依据
: “ 西农 A

.

S ” 添加剂在应激来临前 2 一 3 天 , 应激后

持续 3 一 4 天词喂 ,
才具有抗应激作用

。

铁血矿物精组
, 由实验结果分析

,

它不能抵抗过强的应激 , 但可减少产软蛋
。

造成产蛋数量下 降
, 蛋质量低劣的原因应归于本实验 长期频繁的应激引起蛋鸡

一

l\’ 丘

脑垂体对促性腺的调节功能失调
, 皮质 激素的分泌引起生殖激素分泌紊乱 , 因而产蛋率

下 降
, 蛋的畸形率升高

。

长期抗应 激组经常处 于抗应激状态
,

使得各种应 激得 以缓和
,

从而提高 了生产性能
。

三
、

小 结

1
. “ 西农 A

.

S ” 添加剂对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降低 了机体对应激原的敏感性
。

对下

丘脑基底节的抑制
,
使神经元的冲动发放率减少

,

从而使 C R H的释放降低
, 进 一 步使

垂体前叶 A C T H分泌减少
,

皮质激素分泌降低
。

还可通过对肾
_

卜腺皮质的直接作用
, 引

起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减少
。

2
.

,’V娇农 A
.

S” 添加剂可抑制植物性神经的活性
,

阻断了应激时的另一调节途径
:

交感

—
肾上腺髓质的活性

,
造成儿茶酚胺分泌减少

。

3
.

应激时
,

家禽体内肾上腺皮质细胞不能顺利合成维生素 C , 造成 体内 维生素 C缺

乏
, “ 西农 A

.

S ” 添加剂既补充了应激时维生素 C的缺乏
, 又具协同镇 静剂抵 抗应激的

作用
。

维 ,,t 素 E除提高母鸡的产蛋量外
,

还可提高机体体浪免疫能力
,

从而加强 了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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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力
。

由于上述作用抗应激组鸡的皮质激素水平下降
, 白细胞相基本 恢复

,
血 搪 趋于正

常 ,
产蛋率提高

。

所 以
, “ 西农 A

.

S
” 添加剂是一种有效的抗应淤作用极为显著的饲料

添加荆
。

由于血浆皮质醇和皮质酮的变化规律相似
, 故可作为判定鸡应激的指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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