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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蛋宝对蛋鸡生产性能及
安全性的试验研究

张德刚　耿果霞　岳治权　李新潮　付克为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将 132只 455日龄尼克红蛋鸡随机分成 A, B, C, D 4组 (n= 33) , A组喂基础日

粮 , B, C, D 3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1% , 2% , 4%的中药“增蛋宝”。结果表明: B, C, D 3组

的产蛋率和饲料报酬分别比 A组提高 14. 48% , 16. 89% , 17. 15%和 19. 27% , 20. 48% ,

20. 53% ,以 B组的经济效益最为明显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除 T淋巴细胞 E花环百分率、

血清总蛋白 ( TP)、血清球蛋白 ( G )、血清白蛋白 ( A )显著增加 (P < 0. 05或 P> 0. 01)外 ,其余

8项血液指标均无显著变化 (P> 0. 05) ,临床观察和病理学剖检 ,各试组无任何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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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用的不少化学药物添加剂 ,虽然能提高蛋鸡的生产性能 ,但长期使用引起的耐

药性、毒副作用 ,以及在禽产品中残留而危害人类健康等问题已不容忽视 [1 ]。 为了寻求一

种既能保护人类健康 ,又能提高蛋鸡生产性能的饲料添加剂 ,笔者研制成纯中药添加剂

“增蛋宝” ,经过初步试验 ,证明有显著提高蛋鸡生产性能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添加

剂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并探讨其最佳添加量及安全性问题 ,笔者于 1998年 3月 11日

至 5月 24日进行了本试验。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方剂和剂型　中药“增蛋宝”由黄芪、陈皮、麦芽、补骨脂、芝麻、黄芩、当归、甘草、

板蓝根、紫苏、益母草、淫羊藿、熟地、神曲、蜂蜜、芒硝、大蒜素、奶粉等 18味原料组成。 将

方中诸药晒干 ,分别粉碎过 60目筛 ,按比例混合均匀 ,计量 ,塑料袋包装贮存备用。

1. 1. 2　试验动物及饲养管理　将西北农业大学农一站购回的 455日龄尼克红蛋鸡 132

只 ,随机分成 A, B, C, D 4组 , A为对照组 , B, C, D为试验组 ,饲喂该校饲料厂生产的惠丰

牌 1号蛋鸡全价料。试验组和对照组均按产蛋后期蛋鸡的一般饲养管理 ,笼养于条件相同

的同一鸡舍同一列笼的左、右侧 ,定时、计量喂食 ,自由饮水。在试验期间 ,鸡舍温度控制在

18～ 22. 4℃ .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　 1998年 3月 11日至 25日进行预试验 ,共计 15 d,各组均只喂基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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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观察与测定项目 ,除病理学观察外 ,其余与正式试验相同 ; 1998年 3月 26日至 5月 9

日正式试验 ,共计 45 d; A组喂基础日粮 , B, C, D 3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中添加中药“增蛋

宝” 1% , 2% , 4% . 1998年 5月 10日至 5月 24日进行安全性试验 ,共计 15 d; A组喂基础

日粮 , B, C, D 3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中按 8% , 12% , 16%添加中药“增蛋宝”。

1. 2. 2　血样采集　在添加中药“增蛋宝”第 0, 15, 30和 45天 ,分别自鸡翅下静脉常规采

取抗凝血 3 mL,供血液学检验用 ;采取非抗凝血 4 mL,分离血清 ,置冰箱中供血液生化分

析用。 每次每组 6只鸡。

1. 2. 3　观察、测定项目和方法　鸡群的健康状态:每日观察各组鸡的饮食、精神和粪便等

有无异常 ,记录鸡的死亡情况。鸡的产蛋性能:每日 17: 00定时捡蛋 ,分别记录对照组和各

试验组的产蛋枚数、蛋重和喂料量 ,以计算产蛋率、料蛋比等。病理学观察:在试验用药 45

和 60 d后 ,从对照组和各试验组分别捉鸡 2只 ,颈部放血致死 ,交该校病理解剖学课题组

薛登民教授作大体病理解剖学观察。血液生化检验项目和方法: 检验项目为红细胞数

( RBC) ,白细胞数 ( WBC) ,红细胞压积 ( PCV ) ,血红蛋白 ( Hb) ,白细胞分类计数 ( DC) ,红

细胞平均血红蛋白量 ( M CH)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 M CHC) ,红细胞平均容积

( M CV ) , T淋巴细胞 E花环百分率 ,血清总蛋白 ( TP) ,血清球蛋白 ( G) ,血清白蛋白 ( A)。

其中 RBC, WBC用邵乌氏法
[2 ]
; M CH, MCHC, MCV, A用计算法 ; PCV用温氏法

[3 ]
; Hb

用沙利氏法 [3 ]; DC用涂片法
[3 ] ; TP, G用双缩脲法

[3 ]。

1. 2. 4　各项检验结果的处理　对各项检验结果用生物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学处理 ,并将各

试验组与对照组所测指标进行比较 ,对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 t检验 )。

2　结　果

2. 1　鸡群健康状况

　　试验期间鸡的饮食、精神和粪便等无异常变化 ,无死亡鸡。

2. 2　鸡群的产蛋性能 (表 1)

表 1　鸡群产蛋性能测定结果

批　段 组别 鸡数 /只 试验时间 /d 产蛋个数 /枚 总蛋重 /kg 平均蛋重 /kg 产蛋率 /%

预试期

A 33 15 348 22. 41 64. 40 70. 30　

B 33 15 337 21. 90 64. 98 68. 08

C 33 15 349 22. 30 63. 90 70. 51

D 33 15 357 22. 70 63. 59 72. 12

试验期

A 18 45 555 35. 84 64. 58 68. 52A

B 18 45 638 41. 24 64. 64 78. 70B

C 18 45 649 41. 98 64. 68 80. 09B

D 18 45 650 42. 11 64. 78 80. 27B

安全性试验

A 10 15 86 5. 65 65. 70 57. 33Aa

B 10 15 115 7. 14 64. 43 76. 97B

C 10 15 97 6. 20 63. 92 64. 67b

D 10 15 100 6. 40 64. 00 66. 67B

　　注:表中试验鸡数为不同时期采血后的平均数 ;正式试验鸡数为不同时期鸡数换算而来。

由表 1可见 ,预试验期 A, B, C, D 4组产蛋率均无显著差异 ( P> 0. 05) ;试验期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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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组产蛋率高于 A组 ,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安全性试验中 B, D组产蛋率与 A组比

较 ,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C组产蛋率与 A组比较差异显著 ( P < 0. 05)。

2. 3　饲料报酬 (表 2)

表 2　饲料报酬测定结果

组　别 总蛋重 /kg 耗料量 /kg 料蛋比 提高饲料转化率 /%

A 35. 84 106. 28 2. 965∶ 1 0A

B 41. 24 102. 53 2. 486∶ 1 19. 27B

C 41. 98 103. 31 2. 461∶ 1 20. 48B

D 42. 11 103. 60 2. 460∶ 1 20. 53B

　　由表 2可见 ,试验期 B, C, D组饲料转化率高于 A组 ,差异达极显著 ( P < 0. 01) .

2. 4　病理学观察

两次剖检观察 ,各试验组除比对照组营养较好外 ,心、肝、脾、肺、肾及消化道未发现明

显损害或异常。

2. 5　血液生理生化检验指标

除 T淋巴细胞 E花环百分率 , TP, G, A试验组较对照组显著增加 (P < 0. 01或 P <

0. 05)外 ,其余红细胞数 ( RBC) ,白细胞数 ( WBC)、红细胞压积 ( PCV)、血红蛋白量 ( Hb)、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量 ( M CH)、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 M CHC)、红细胞平均容积

( M CV )及白细胞分类计数 ( DC)均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

3　讨论与小结

表 1, 2表明 , B, C, D 3个试验组分别能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饲料利用率 14. 48% ,

16. 89% , 17. 15%和 19. 27% , 20. 48% , 20. 53%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说

明中药“增蛋宝”能显著提高产蛋鸡的生产性能。这可能与“增蛋宝”所含黄芪、陈皮、补骨

脂、淫羊藿具有的健脾理气、补肾助阳作用 ,可使饲料的消化、吸收良好和生长发育及生殖

机能旺盛有关。本研究结果表明 ,“增蛋宝”能提高 T淋巴细胞 E花环百分率 , G, A也比

对照组有显著增加 ;与文献报道的黄芪能提高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相似 [4, 5 ]。

试验结果表明 ,各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各项血液生理生化指标除 T淋巴细胞 E花环百

分率和 G, A外 ,其余 8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异 ( P> 0. 05) ,大体病理剖检表明 ,即使将添加

量增加至 8%～ 16%时 ,也未发现有何明显病理变化。加之鸡群健康状况良好 ,特别是各

试验组的产蛋性能较对照组有显著增加 ( P < 0. 05或 P < 0. 01) ,提示该添加剂有着良好

的安全性。

本试验结果表明 ,中药“增蛋宝”作为添加剂可显著提高试验鸡的产蛋率和饲料利用

率 ,且药源丰富 ,使用方便 ,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 ,经济效益明显 ,其最佳添加量为基础日

粮的 1% ,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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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duction Perfo rmance and Safety

of Zengdanbao in Laying Hens

Zhang Degang　Geng Guoxia　 Yue Zhiquan　 Li Xinchao　 Fu Kewei

(College of Anima l S cience and Veter inary Med icine, Northwestern

A gricutural Un iversity, Yangl ing , Shaan xi 712100)

Abstract　 One hundred and thi rty tw o hens o f 455 day s o ld were randomly div ided

into four g roups ( A, B, C and D) , wi th thi rty th ree in each g ro rp. Hens in g roup A

were giv en ration only , w hile B, C and D were given ration plus 1% , 2% , 4% of Chinese

midicine Zengdanbao, respectiv ely.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ra te of laying and feed

conversion in g roup B, C and D increased by 14. 48% , 16. 89% , 17. 15% and 19. 27% ,

20. 48% , 20. 53% than g roup A, respectiv ely. Compa ring test g roup wi th the controls,

the percent o f T cell E rosset te f roming cell, serum to tal pro tein. g lobulin, albumin w as

signi ficant ly increased ( P < 0. 05 or P> 0. 01) , while the other 8 items of blood had no

signi ficant di fference ( P> 0. 05) . Results f rom clinical observa tion and patho logical an-

o tomy indicated tha t there w as no any harm ful response in a ll g roups.

Key words　 Chinese midicine Zengdanbao , layer, production perfo rmance,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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