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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复方中草药对断奶仔猪抗氧化功能的影响。选取２０日龄杜长大三元杂交仔

猪５０头，随机分为５组，每组１０头。２７～３１日龄时分别以基础日粮为对照组、４个实验组分别为转

移因子组和在基础日粮中添加０．５％、１．０％、２．０％复方中草药组。在３５、４５、５５、６５日龄时每组随

机抽选５头仔猪，前腔静脉采血，测定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超氧化物岐化酶（ＳＯＤ）、丙二醛

（ＭＤＡ）。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中药组和转移因子组均能提高仔猪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活性（Ｐ＜

０．０５或Ｐ＜０．０１）和降低ＭＤＡ含量（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但日粮中添加１．０％复方中草药组提高

断奶仔猪抗氧化功能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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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是我国中医学中的国宝，有几千年的历

史。现代医药学研究成果表明，许多中药含有丰富

的多糖类、生物碱类、有机酸类、甙类、挥发油类及

树脂类等。这些中药制剂用于动物，均具有激活免

疫细胞、增强免疫功能、抗病毒、抗细菌、抗应激等

作用。当前猪群发病主要表现为多种病原混合感

染与继发感染，同时又存在免疫抑制、病毒不断变

异、细菌耐药性增强的问题，致使临床上给猪病的

诊断与防治带来很大的困难。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在探索用中药提高猪的免疫力方面已取得了可喜

的进步。本试验所用的复方中草药制剂是按“扶正

祛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中医理论科学组

方而成的纯中药制剂，该方主要是由金银花、连翘、

板兰根、大青叶、黄连、黄芪、黄柏、忍冬藤、栀子、石

膏、知母等 １７位中药组成，方中单味中药如金银

花、板兰根、大青叶、黄连、黄芪等均具有直接或间

接的免疫增强作用，连翘、黄芪等均有很强的清除

自由基、中断脂质过氧使抗氧化酶免受攻击的作

用。其中，方剂对仔猪生产性能及细胞免疫［１］和体

液免疫［２］的增强作用均已得到证实。因此，根据该

复方中草药的这些组成特点，通过结合规模化养猪

场的临床实际用药程序，测定抗氧化酶的活性和含

量，旨在揭示该复方中药对断奶仔猪抗氧化功能影

响的机理，为中草药的应用及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及分组　四川省邛崃市某猪场提供

平均体重约５ｋｇ的２０日龄健康杜长大三元杂交仔

猪５０头，根据抗体水平、体重相近、公母各半的原

则随机分成５个组（Ⅰ －基础日粮组、Ⅱ －转移因

子组、Ⅲ －０．５％中药组、Ⅳ －１．０％中药组、Ⅴ －

２．０％中药组），每组１０头。所有仔猪在２１ｄ时用２

头份／头剂量猪瘟兔化弱毒苗免疫，其中Ⅱ组转移因

子按０．０２ｍＬ／ｋｇ体重在注射猪瘟苗时混合使用，饲

喂基础日粮，２７日龄时Ⅲ、Ⅳ、Ⅴ组开始在基础日粮中

添加中药“猪康散”，连喂５ｄ，观察期４５ｄ。日粮参

照ＮＲＣ（１９９８）配制，常规饲养管理。

１．２　药物及实验器材　由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

院新兽药研究组提供的复方中草药是由金银花、连

翘、板兰根、大青叶、黄连、黄芪、黄柏、忍冬藤、栀

子、石膏、知母等多位中药组成，按比例配方粉碎过

６０目筛，塑料袋５００ｇ／袋分装备用，所有中草药全

部购于成都中药批发市场；转移因子（５００ｍｇ×１

支，批号：２０１００３２２），河南辉腾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丙二醛（ＭＤＡ）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研究

所（２０１０１１０３，２０１０１０２７，２０１０１００４）；水浴锅、ＢＩＯ－

ＲＩＤ型酶标仪（Ｍｏｄｅｌ６８０）、ＵＶ－２５０１ＰＣ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１．３　指标的测定及方法　于３５ｄ、４５ｄ、５５ｄ、６５ｄ

时从每个试验组中随机抽取５头仔猪，前腔静脉采

血１ｍＬ，用于测定抗氧化酶ＳＯＤ、ＧＳＨ－Ｐｘ的活性

和ＭＤＡ的含量。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

的ＳＯＤ、ＧＳＨ－Ｐｘ、ＭＤＡ检测试剂盒进行测定。按

试剂盒说明书要求操作，采用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

ＵＶ－２５０１Ｐ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各测定管的

ＯＤ值，最后计算出样品中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和 ＭＤＡ

的值。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前处理，

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 ＬＤＳ多重

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对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各试验组仔猪ＳＯＤ酶活性随日龄逐渐

升高，且均高于对照组；转移因子组除３５ｄ和６５ｄ

时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６５ｄ高于０．５％和

２．０％中药组（Ｐ＜０．０５）外，其余均差异不显著；

１．０％中药组在整个试验期间都显著或极显著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

２．２　对血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由

表２可知，ＧＳＨ－Ｐｘ的活性在整个试验期间都随

着日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加（除６５ｄ时０．５％中药组

有所降低外），且均高于对照组；除３５ｄ外，１．０％中

药组都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和其他试验组

（Ｐ＞０．０５）；转移因子组、０．５％中药组和２．０％中药

组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整个试验期间血清ＧＳＨ－

Ｐｘ的活性升高的幅度以１．０％中药组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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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λ＝５５０ｎｍ）
分组 ３５日龄 ４５日龄 ５５日龄 ６５日龄

对照组 １０７．１７±１３．９８ａ １１９．４３±１２．２５ａ １２４．０８±７．５７Ｂ １３３．７８±９．５５ｂ

转移因子组 １３４．６７±１９．４０Ａ １３８．５９±９．３８Ａａ １４２．９８±５．５８ＡＢ １５２．９１±３．０７Ｂａ

０．５％中药组 １２７．９９±４．５８Ａａ １３５．０４±１６．０８Ａａ １３５．４４±３．０２ＡＢ １４１．０２±６．０７ａｂ

１．０％中药组 １３７．６４±８．０１Ａ １４５．４０±１２．５３Ａ １５２．０７±１２．３８Ａ １７０．０７±７．７３Ａ

２．０％中药组 １２９．４３±１２．１４Ａａ １３３．４１±９．８４Ａａ １３２．９４±８．６４ＡＢ １４０．６４±８．１８ａｂ

表中数据格式为±ＳＤ，同列数据间上标有相同大写或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字母相同而大小写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无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下表同。

表２　血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活性（λ＝４１２ｎｍ）
分组 ３５日龄 ４５日龄 ５５日龄 ６５日龄

对照组 ４１０．３０±３．２０Ａ ４３４．５５±４１．０３ａ ４５７．５８±７３．３６ａ ５２７．８８±３６．３８Ｂａ

转移因子组 ４４０．０１±９５．５７Ａ ５４６．０６±８８．８７Ａａ ５７７．２８±９６．７５Ａａ ６９１．８２±４１．７５Ａｂ

０．５％中药组 ４１８．２８±２９．６０Ａ ５８１．８２±１２５．６１Ａａ ６３８．１８±１２．８６Ａａ ６４２．７３±１６６．７１Ａａ

１．０％中药组 ５２７．３１±４４．３７Ａ ６６４．８５±１１３．７８Ａ ７０５．０７±１１７．０８Ａ ７６２．７０±２９．６０Ａ

２．０％中药组 ４２１．８２±４４．６９Ａ ５０９．７０±１０５．３４Ａａ ５３９．７７±２０７．７５Ａａ ６００．９１±３９．８５ａｂ

２．３　对血清丙二醛（ＭＤＡ）含量的影响　由表３可
知，各组ＭＤＡ含量都随着日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
且均低于对照组。１．０％中药组除３５ｄ外，均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转移因子组、０．５％

中药组、２．０％中药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在整个试验期间，所有试验组 ＭＤＡ含量降
低幅度以１．０％中药组最大，其次为转移因子组、
０．５％中药组、２．０％中药组。

表３　血清丙二醛（ＭＤＡ）含量（λ＝５３２ｎｍ）
分组 ３５日龄 ４５日龄 ５５日龄 ６５日龄

对照组 ４．０５±１．１５Ａ ３．８２±０．２５Ａ ３．５８±１．１１Ａ ２．９１±１．１７Ａ

转移因子组 ３．１１±０．２１Ａ ２．７１±０．６５ＡＢ ２．５０±０．４９Ａａ ２．１７±０．１０Ａａ

０．５％中药组 ３．２７±０．４５Ａ ２．７８±０．８４ＡＢ ２．５２±０．２３Ａａ ２．２１±０．３１Ａａ

１．０％中药组 ２．９９±０．７８Ａ ２．４１±０．２５Ｂ ２．０６±０．２８ａ １．７２±０．３１ａ

２．０％中药组 ３．５１±１．５０Ａ ２．９２±０．２９ＡＢ ２．７２±１．０５Ａａ ２．３９±０．１２Ａａ

３　讨论与小结
动物机体内ＳＯＤ和 ＧＳＨ－Ｐｘ活性是抗氧化防

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除自由基、抗氧化

损伤和维持细胞结构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其中

超氧化物歧化酶是自由基损害的主要防御酶，可催

化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分解为 Ｈ２Ｏ２，其含量可反映

出机体清除自由基能力和细胞受损的严重程度［３］。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可以特异的催化还原型谷胱

甘肽对过氧化氢的反应，将其转化为Ｏ２和Ｈ２Ｏ，起
到保护细胞膜结构和功能的完整，达到抗氧化的作

用［４］。ＭＤＡ作为脂质过氧化的终产物之一，其含
量不仅反应氧自由基介导的脂质过氧化程度，而且

是各种氧自由基损伤机体的重要指标［５］。同时

ＧＳＨ－Ｐｘ可加速催化清除生物氧产生的氧自由基，
阻断脂质过氧化作用的引发，使细胞和组织免受损

害，ＭＤＡ含量随之降低。因此，通常用这两种酶活
性的高低来评价机体的抗氧化能力。在体内多不

饱和脂肪酸经酶促反应或非酶促反应途径可生成

一类过氧化物———脂质过氧化物，其主要成分为

ＭＤＡ，ＭＤＡ又可氧化细胞膜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加快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从而破坏细胞膜的完整

性，导致细胞膜的严重损伤［６］。所以，ＭＤＡ含量高
低可以反映该体系中脂质过氧化自由基的存在及

细胞膜过氧化的程度，是反应机体抗氧化能力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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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重要指标［７］。

生物体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是由于体人不饱和

脂肪酸诱导所致，而仔猪断奶应激可损害机体抗自

由基系统及加速体内过氧化反应，引起机体生理机

能的紊乱和抗抵力下降，从而引发各种疾病。本文

所用的中草药在用药后都显著或极显著的提高了

仔猪体内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的活性，且随着日龄的增
长而不断增高，其中０．５％中药组和１．０％中药组
升高较为明显，表明，０．５％ ～１．０％中药添加剂量
能够提高抗氧化酶活性，清除氧自由基，减少脂质

过氧化反应和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增强仔猪抗氧

化能力，这可能是由于中草药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元

素，如锰在蛋白质、ＤＮＡ、ＲＮＡ合成中发挥作用，是
丙酮酸脱羧酶的组成成分，参与体内氧化还原过

程，也是许多酶系统的重要活化剂，在清除超氧化

物、氧自由基，促进生长发育，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方

面均可产生影响［８］。２．０％中药组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
都有所提高，但差异不显著，可能是该浓度对抗氧

化酶活性有抑制作用，但其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

究；同时在整个试验期间也有效的降低了 ＭＤＡ含
量，且以１．０％中药组降低幅度最为显著。转移因
子组提升ＳＯＤ和ＧＳＨ－ＰＸ均高于对照组，ＭＤＡ均
降低，但总体效果都低于中药添加组，结果与郝智

慧等［９］、曹旭敏等［１０］的研究相一致。在本次试验

中以饲料中添加１．０％的复方中草药提高抗氧化功
能最为显著。

在基础日粮中添加复方中草药能够显著提高

仔猪血清 ＳＯＤ和 ＧＳＨ－Ｐｘ活性，降低 ＭＤＡ含量，
且１．０％的添加组效果明显优于转移因子组和其他

实验组。表明复方中草药具有提高仔猪抗氧化能

力的作用，能够改善机体健康状况。由于中药成分

复杂影响因素也较多，因此对仔猪抗氧化能力尚需

进一步深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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