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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月旨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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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标准及自制的环核昔酸组合剂分别处理青年揭同羊各 12 只
,

观测其胭体组

成
、

肉质
、

肝脏
、

脂肪和血液等性状指标
.

结果表明
,

环核昔酸能显著改善同羊的胭体组成
,

肉

质干物质及粗蛋白含量显著增加
,

脂肪含量显著下降 .体脂中对人体必偏的不饱和脂肪酸含

t 及尾脂中饱和脂肪酸含t 均显著增加
,

体
、

尾脂中癸酸含 t 显著下降
。

关健词 外源性环核昔酸
,

同羊
,

胭体组成
,

肉脂品质
,

枯草期

中图分类号 5 8 2 6
.

9 5 0
.

2
,

5 8 5 8
.

26 0
.

2 2
,

5 82 6
.

9 5 0
.

6 2 3

环核昔酸是生物体内没有特异性的低分子物质
,

广泛存在于动物机体的各种组织及

细胞中〔, 〕
.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

环核昔酸作为含氮激素的
“

第二信使
” ,

在细胞 内介导激

素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2

·
3 , .

离体条件下
,

外源性环核昔酸及其衍生物可以模拟激素的

作用 [‘
·
5〕

.

同羊系我国古老的肉毛兼用脂尾半细毛羊地方 良种
,

主要分布于陕西渭北东部的白

水
、

蒲城
、

澄城
、

合阳
、

韩城等县 (市 )
。

为了探讨外源性环核昔酸对同羊肉脂品质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理
,

我们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在白水县种羊场进行
.

正式试验于 1 9 9 1 年 n 月 14 日开始
,

1 9 9 2 年元月 13 日

结束
,

后效观察至 1 9 9 2 年 7 月 10 日
。

室内测试分析分别在西北农业大学及陕西省农科院

进行
。

1
.

1 材 料

供试动物 选择年龄
、

级别
、

体重
、

膘情
、

产毛量
、

毛质等大体相近 (尤其是体重差异不

显著 )的 7一8 月龄健康青年揭同羊 36 只
,

随机分成 3 组
,

每组 12 只
,

打耳号标记
。

3 组羊

平均体重分别为 2 8
.

0 3 士 3
.

6 2
,

2 7
.

9 6 土 4
.

7 1
,

2 8
.

0 0 士 3
.

6 1 k g
.

正式试验前 1 5~ Z o d 进行

驱虫处理
。

试荆 赋型剂
,

生理盐水 (西北农业大学兽药厂产 品 ) ;
标准环核昔酸组合剂

,

美国

Si g m a
公司产品 (进 口分装 ) ;

自制环核昔酸组合剂
,

西北农大动物生化教研室制品
.

上述

三种制剂均按一定配伍调制而成
。

收稿 日期
:
2 9 9 4 一 0 1一 1 2

.

* 陕西省
“

八五
”

攻关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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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方 法

试验处理 第一组为对照组
,

只注射赋型剂
;
第二组注射标准环核昔酸组合剂 (简称

标准组) ;
第三组注射自制环核昔酸组合剂 (简称自制组 )

.

3 组注射量均为 10 m L
,

耳后皮

下一次性注射
。

3 组羊统一大群放牧
,

上
、

下午各一次
,

约 7 ~ s h
,

自由饮水
,

同一圈舍反当

卧息
,

专人看管
。

试验前 30 d 不补饲
,

后 30 d 补饲豆秸
.

试验结束时
,

采血一次
,

供分析

用
;
尔后

,

试验羊空腹 24 h
,

每组随机抽样 4 只一次性屠宰
,

并计算屠宰率
、

净肉率
、

眼肌

面积
、

熟肉率等[.3
。

生化分析 ¹ 肉质
.

测定干物质 (常规烘干法 )
、

粗脂肪 (快速索氏浸提法 )
、

粗蛋白(凯

氏定氮法 )和灰分含量 ( 日产 18 0 一

80 偏 振塞曼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等
,

肉样取 自桐

体第 9 ~ n 胁间 (不含背最长肌 )
.

º肝脏
.

测定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
,

肝样取自屠宰羊肝

脏左叶中央
。

» 血液
。

测定血糖
、

血清非蛋白氮及血清总蛋白
,

血清样品由直接采集的血

样 自然凝固而得
.

¼ 脂肪
.

测定低级脂肪酸旧本岛津 G C
一

T A G 型气相色谱仪 )和高级脂

肪酸 ( 日立 “ 3气相色谱仪 )
.

板油作为体脂样品分析
,

尾脂样从桐体尾脂的左半面的纵中

线附近 由上而下采得
。

数据处理 采用单因子方法分析的最小显著极差法 (L S R 法 )汇幻 , q 检验
。

2 结 果

2
.

1 桐体组成的变化

从表 1 看出
,

施 用 外 源性 环 核 昔 酸可以改善同羊的桐体组成
。

标准组屠宰率提高

6
.

35 % ( q < 。
.

0 5 )
,

背膘厚度减少 4
.

51 % ;
标 准 组 和 自制 组 与对照组比较

,

眼肌面积分

别增加 8
.

4 4%
, 13

.

9 5% ( g < 0
.

0 5 ) ;
后腿重分别提高 10

.

1 8 % , 19
.

6 4% ( g < 0
.

0 5 ) ;
后腿围

分别提高 7
.

73%
,

23
.

17 % ( q < 0
.

0 1 ) ;
熟 肉率 分 别 提 高 4

.

7 6写 ( q < 0
.

0 5 )
, 9

.

7 8 % ( q <

。
.

0 1) ;
而肉骨比及肝重变化不大

.

项 目

宰前里 ( k g )

屠宰率 ( % )

背膝厚( m m )

眼肌面积 ( e m Z )

后砚重 (k g )

后陇围 (c m )

肉骨 比

熟肉率 ( % )

肝孟 ( k g )

农 1 试验羊胭体组成分析 (n ~ 4)

CK 组 标准组 自创组

31
.

31士 1
.

7 2a
44

.

42士 1
.

36a

2
.

8 8士 0
.

4la

17
.

42士 0
.

41a

2
.

7 5士 0
.

13a

37
.

25士 1
.

15A

4
.

38土 0
.

40a

5 3
。

8 0士 1
.

0 4a A

0
.

5 3士 0
.

0 3a

32
.

0 6 士2
.

15 a

47
.

24 士 1
.

17 b

2
.

7 5 士 0
.

25 a

18
.

8 9 士 0
.

6 7 ab

3
.

0 3士 0
.

15 a b

40
.

13士 1
.

24B

4
.

41士 0
.

39a

5 6
.

36 士 1
.

7 8 bAB

0
.

5 0 士 0
.

0 4a

33
。

0 6 士 0
.

78 a

4 5
。

12士 l
。

5 5 a b

2
.

7 5 士 0
.

5 6 a

19
.

8 5士 0
.

22b

3
。

29 士 0
.

34b

45
.

8 8士 1
.

43C

趁
.

55士 0
.

36 a

5 9
.

0 6士 1
.

18 bB

0
.

5 7士 0
.

0 8 a

2
.

2 肉质生化成份的变化

外源性环核昔酸对同羊肉质生化 成 份 的 影 响 效 果 见表 2
.

结果表明
,

经环核昔酸

处理的同羊肉中
,

标准组和 自制组的干物质含量增加
,

分别为 3
.

46 % , 3
.

23 % ( q < 0
.

01 ) ;

粗蛋白质含量增加为 n
.

“%
, 14

.

23 % ( q < 0
.

01 ) ;
粗脂肪含量下降为 6

.

36 %
, 9

.

43 % ( q

< 0
.

0 1) ;
粗灰分含量下降为 2

.

0 6 %
,

11
.

46 % ( q < 0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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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肝脏生化成份的变化

由表 2 可见
,

经环核昔酸处理标准组和 自制组同羊
,

其肝脏脂肪含量下降 1 1
.

62 纬
,

18
.

69 % (q < 。
.

0 1 ) ;
粗蛋白含量增加 4

.

17 %和 4
.

85 % (q < 0
.

0 5 )
.

表明环核昔酸对肝脏组

织仍具有类同于肌肉组织的功效
,

即促进脂肪的分解代谢和蛋 白质的合成积累
。

表 2 肉质
、

肝脏生化成份分析 (二 = 4)

处 理
肉质(% ) 肝脏(% )

干物质 粗脂肪 粗蛋白 粗灰分 粗脂肪 祖蛋白

CK 组

标准组

自钊组

3 0
.

3 2 士 0
.

4 5a A 1 3
.

0 5 士 0
.

7 3 aA 16
.

3 0 士 0
.

3 8a A 0
.

9 7土 0
.

0 1aA 5
.

9 4士 0
.

73 aA 18
.

9 5士 0
.

3 5a

3 1
.

3 7 士 0
.

7 1 bB 1 2
.

2 2 士 0
.

4 3 bB 18
.

2 0 士 0
.

1 5 bB 0
.

9 5士 0
.

0 1 aA 5
.

25士0
.

3 Sa bAB 1 9
.

7 4士 0
.

5 7a b

3 1
.

3 0 士 0
.

2 6 bB 1 1
.

8 2 士 0 3 3 bB 18
.

6 2 士 0
.

2 5 bB 0
.

8 6士 0
.

0 2 bB 4
.

8 3士 0
.

3 1bB 1 9
.

8 7士 0
.

6 0 b

2
.

4 血液生化指标的变化

外源性环核昔酸对同 羊 血 液 生化指标的影响 (表 3) 表明
,

环 核 昔 酸 可 使 标 准

组 和 自制组的血液生化指标 (除 N PN 含量外 )普遍显著升高
。

血糖含量分别升高 3 4.

2 5 %
,
5 0

.

4 4 % (q < 0
.

0 1 ) ;
血清总脂含量升高 2 0

.

3 7 %
,

3 6
.

0 5 % (q < 0
.

0 1 ) ;血清总蛋白含

量升高 7
.

2 6 % (q < 0
.

0 1 ) ;
而血液 N PN 含量下降 8 6

.

6 0 %
,

8 8
.

6 6 % (q < 0
.

0 1 )
.

同羊血液

生化指标的上述明显变化
,

表明环核昔酸能显著地改善同羊机体的能量分配
,

促进体脂分

解利用和蛋白质合成积累
.

而血糖的升高则表明
,

这种机体的能量分配还包括糖的利用加

强
。

丧 3 试验羊血液生化指标分析(二 ~ 12 ) m g
·

(1 0 伽m L )
一 ’

处 理

CK 组

标准组

自制组

血糖含t
血清总蛋白含t
(二 (i o o m L ) 一 l 血清 N PN 含t

4 8
.

9 9士 2
.

3 6a A

6 5
.

7 2士 2
.

6 2 bB

7 3
.

7 0士 2
.

7 7 bB

血清总脂含 t

2 7 3
.

8 9士 3
.

8 3A

3 2 9
.

6 7士 3
。

86 B

3 7 2
.

6 3士 5
.

56 C

6
.

6 1士 0
.

0 3 aA

7
.

0 9士 0
.

1 1 bB

7
。

0 9士 0
.

1 3 bB

0
.

04 8 5 士 0
.

0 02 7 aA

0
.

006 5 士 0
.

0 00 5 bB

0
。

0 0 5 5 士 0
.

00 0 5 bB

2
.

5 体脂与尾脂的脂肪酸组成的变化

从表 4 得知
,

经环核昔酸处理的同羊板油
,

其高级脂肪酸中的总饱和脂肪酸 (T SFA )

含量低于对照组 (67
.

25 % )
,

而总不饱和脂肪酸 (T U FA )含 量高于对照组 (2 5
.

81 % )
,

其

中对 人 体有 益 的 必需脂肪 酸—
油酸含量增加幅度较大

,

标 准 组 和 自制 组 分 别为

3 5
.

6 9 % (叮< 0
.

0 1 )
,

6
.

4 %
;
而亚麻 酸为 2 3

.

4 2 %
,

2 3
.

5 4 % (口< 0
.

0 5 ) ;
棕桐油酸含量显著

增加
,

为 29
.

86 %
,

34
.

4 6 % (q < 0
.

0 1 ) ;
高级脂肪酸含量均呈下降趋势

.

低级脂肪酸中癸酸

含量下降
,

其余低级脂肪酸含量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
,

有助于同羊体脂组成的稳定
。

表 4 结果表明
,

经环核昔酸 处理的同羊尾脂高级脂肪酸中的 T SFA 含量高于对照

组 ;而 T U FA 含量低于对照组
,

情况恰与体脂结果相反
。

尤 其 是 豆 落 酸 和棕 桐酸含量

较对照极显著增加
,

自制组和标准组分别增加 31
.

74 %
,

104
.

90 % (q < 。
.

01 )及 7
.

26 %
,

30
.

26 % (q < 。
.

0 1 )
.

就尾脂中的低级脂肪酸而言
,

除与羊肉擅味来源有关的癸酸具有与体

脂中癸酸含量明显一致的下降外
,

其余低级脂肪酸含量变化亦与体脂中的情况相反
.

这些结果表明
,

施用外源性环核昔酸可显著地改善同羊脂肪组织的脂肪酸组成
,

尤以

标准组处理效果为优
,

而对其他性状指标的处理效果则以 自制组为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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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试验羊体尾及尾脂的脂肪酸组分 (n ~ 4)

脂肪酸
体 脂 尾 脂

CK 组 标准组 自制组 C K 组 标准组 自创组

豆 范 酸

棕 桐 酸

棕桐油酸

脂 酸

3
.

0 5 士 0
。

1 1 a 3
.

0 4 士 0
.

4 3a 2
.

9 9 士 0
.

4 5 a 1
.

74 士 O
.

0 5A 3
。

56 士 0
.

19 B 2
。

2 9士 0
.

OSC

2 3
.

2 1士 1
.

1 7 a 2 3
.

3 6 士 0
.

2 9 a 2 2
.

7 8 士 0
.

7 2 a 1 8
.

9 9士 0
.

3 0A 2 4
.

8 3士 0
。

3 7 B 2 0
。

3 7士 0
。

4《尤

0
.

6 5士 0
.

0 7 aA 0
.

3 5 士 0
.

0 8b B 0
.

8 8 士 0
.

0 5 eB 4
.

2 5士 0
.

3 9 aA 2
.

9 5士 0
.

19 bB 4
。

6 3士 0
.

3加A.

4 0
.

9 1士 0
.

7 7 aA 3 7
.

6 2士 0
.

4 9bB 3 9
.

9 1士 0
.

6 9 eA 1 1
.

9 7士 0
.

1 9 A 14
.

0 1士 0
.

39 B 1 1
.

5 7士 0
。

3 6 A

2 0
.

7 8士 1
.

0 3 ‘A 2 8
.

2 0士 0
.

5 7bB 2 2
.

1 1士 0
.

3 9 eA 4 6
.

3 4士 0
.

4 0 A 4 4
.

2 3士 0
.

53 B 4 8
.

4 2士 0
.

6以二

3
.

4 3士 0
.

4 3 a A 2
.

7 9士 0
.

2 0bB 3
.

2 8 士 0
.

22 eA B 4
.

8 0 士 0
.

2 9 A 2
.

6 2士 0
.

20 B 3
。

4 5士 0
。

2 3 C

1
.

6 0士 0
.

2 5 a A 1
.

9 7士 0
.

0 7b A 1
.

9 7士 0
.

29 bA 4
.

0 4 士 0
.

4 7 a 3
.

4 3 士 0
.

2 8a 3
。

1 7士 0
.

4 3a

0
.

0 9士 0
.

0 2 a A 0
.

1 3士 0
,

0 2 b B 0
.

10 士 0
.

0 2 bB 0
.

4 7 士 0
,

0 4人 0
.

2 1士 0
.

0 2B 0
.

3 5士 0
.

0 3 C

6
.

3 0士 0
.

4 l a A 1
.

4 9士 0
.

6 2 b B 5
.

9 8士 0
.

73a A 7
.

4 2 士 0
.

4 9a A 4
.

10 士 0
.

6 4b B 5
。

7 7 士 0
。

57 eB

0
.

1 0士 0
.

0 0 a 0
.

1 0士 0
.

0 0 a 0
.

1 0士 0
.

00 a 0
.

1 0士 0
.

0 0a 0
.

2 0 士 0
.

Oo a 0
.

1 0士 0
.

0 0 a

0
.

1 0士 0
.

0 0 a 0
.

1 0士 0
.

0 0a 0
。

1 0 士 0
.

0 0 a 1
.

2 5士 0
.

ll aA 0
.

20 士 0
.

0 7 bB 0
.

1 8 士 0
。

0 8 bB

Q
.

1 0士 0
.

0 0 a 0
.

1 0士 0
.

0 0a 0
.

1 0 士 0
.

0 0 a 1
.

0 5士 0
.

1 1 aA 0
.

20 士 0
.

0 7 bB 0
.

18 士O
.

13 bB

2
.

6 8士 0
.

2 9 a 2
.

5 8 士 0
.

3 3a 2
.

4 0 士 0
.

2 1 b 1
.

7 3士 0
.

2 6 aA 3
.

9 0士 0
.

3 0 bB 3
.

20 士 0
。

3 1e B

2
.

3 8士 0
.

4 4 a A 1
.

1 5士 0
.

1 5 bB 2
.

18士0
.

1公 bA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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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酸酸酸酸一酸酸酸酸胶酸胶酸酸酸

油麻生知

硬油亚亚花未一甲乙因丁戊己庚辛壬癸
高级脂肪酸

级低脂肪酸

3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
,

环核昔酸可降低肉中脂肪沉积
,

促进蛋白质积累
。

前人研究发现
,

棕

色脂肪组织中环腺昔酸 (c A M P )的增加与脂肪分解的加强有关〔, 〕
.

离体实验也表明
,

去甲

肾上腺素可提高棕色脂肪组织中
cA M P 的含量

。 cA M P 水平的升高
,

可活化脂酸
,

使脂肪

在细胞 内的浓度增加
,

从而加快了脂肪酸的氧化分解
。

杨在清[10 〕认为机体肪肪的分解和

血脂的升高
,

系 cA M P 促进脂肪酶活性升高和诱导生长激素 (G H )合成
,

减少蛋白质氧化

分解等一系列综合作用的结果
。

本次试验测得的血液生化指标变化情况与其他有关试验

的结果一致 [l ’〕
。

目前对环核昔酸处理 畜体的组织蛋白质含量增加现象 尚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
.

但从

以往的研究结果及本试验结果看
,

环核昔酸很可能是精细地促进了基因的转录
,

加强了蛋

质的净合成
,

并减少体蛋 白的分解氧化所致
。

这种加强蛋 白质合成的途径可能有二
:

¹
c A MP 直接促进了肝 中蛋 白质的合成过 程

;º c AM P 诱导 了 G H 的释放[l: 〕,

从而刺激机

体蛋白质合成的加强
.

而减少蛋 白质的分解氧化可能与机体大量分解脂肪供能有关 t1 ’〕.

另外
,

多数研究认为草地肥育家畜肉脂饱和脂肪酸含量多
,

而非饱和脂肪酸含量

少 [l’〕
,

这与体脂结果一致
,

但与尾脂结果相反[ls 〕
。

动物脂肪的重新合成和代谢的产物多为

棕搁酸
、

硬脂酸等饱和脂肪酸
。

从本文的测试结果看
,

环核昔酸促进了肉脂的分解减少
,

体

脂中棕桐酸和硬脂酸等饱和脂肪酸也呈下降趋势
,

唯尾脂中的这些饱和脂肪酸总量明显

增加
,

这似乎反映了环核昔酸在促进同羊脂肪重新合成与代谢方面的独特功效
。

而且脂肪

中饱和脂肪酸比例愈高
,

其色泽
、

硬度和耐贮存性等品质越好 [l. } 。 因此
,

本研究结果也为

保证同羊脂肪色白
、

质地坚硬和不易腐败等优 良特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

另一方面
,

无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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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还是尾脂
,

经环核昔酸处理
,

其低级脂肪酸中与羊肉擅味来源有关的癸酸含量明显下

降
,

说明环核昔酸有助于保持同羊肉
“
不腻不殖

”
的独特风味

。

本研究在试脸安排及总结过怪中曾得到杨在清咐教授的带助
.

该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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