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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添加剂替代产品的研究进展

万伶俐，于振斌，张尔刚，王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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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其危害已被逐渐认识。发达国家对抗生

素作饲料添加剂早已加以限制。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为打破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与国

际接轨我国必须开发应用无公害环保型饲料添加剂。为此，对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的特点与功能、

应用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对微生态制剂和低聚糖的特性与作用以及在饲料中的应用进行

了综述，为饲料行业人士在生产安全饲料产品过程中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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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在畜禽疾病防治，提高动物生产性能方面起

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表明，抗生素及其添加剂长期使用，会导致许多不良

后果。如细菌产生抗药性和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会给人类的疾病防治

带来困难等。因此，世界许多先进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提出限制，丹麦不允许在畜牧业生产

中使用抗生素添加剂，欧盟只允许使用四种抗生素，我国新的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也对抗生

素添加剂的使用做出了规定和限制。

我国已加入 ,-.，以世贸组织成员的身份进入国际市场。国际上对畜产品的药物残留

控制越来越严格，我国每年都有出口到日、美、欧的畜产品和农产品被以种种技术壁垒的名

义予以限制退回或销毁处理，其中药物残留超标是影响我国畜禽产品质量的主要问题，也是

我国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障碍。因此，研究和开发替代抗生素添加剂的新型饲料添加

剂产品，已成为世界性研究课题。一些具有防病促生长作用的新型环保型饲料添加剂产品不

断被研究和开发出来，如中草药添加剂、益生素、酶制剂、低聚糖等。虽然目前这些产品的作

用效果还有许多不如抗生素的地方，但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这些安全、环保型添加剂

产品将成为 /" 世纪饲料工业中最有发展前景的高科技产品。现将这些产品的研究开发状况

作以介绍。

! 中草药饲料添加剂

中草药作为饲料添加剂，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饲料添加剂系列产

品。它是以传统中医药学理论扶正祛邪、健脾开胃、补气活血、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促进新陈

代谢为基础，与现代动物营养学理论及饲料工业技术相结合研制出的单一或复方中草药添

加剂。

!,! 中草药添加剂的作用特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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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草药资源非常广阔，与其它饲料添加剂相比，中草药添加剂具有如下特点和功

能：!纯天然性。中草药多为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其成分均在数十种，保持了各种成分结构的

自然状态和生物活性。同时，经过人和动物长期的筛选，保留下来的是对人和动物有益无害

的精华物质，具有纯天然性，在畜禽体内残留低或不残留，不产生抗药性，可以长期添加使

用。"多功能性。中草药是复杂的有机体，本身含有多种成分，通过合理配伍组合，形成独特

的多功能性。第一是营养作用：中草药一般都含有蛋白质、糖、脂肪、淀粉、维生素、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等，可起到一定的营养作用。第二是增强机体免疫作用：研究已经证明，许多中草药

中的多糖类、有机酸、生物碱和挥发油类等，均有增强免疫的作用，而且可避免西药类免疫预

防剂对动物机体组织有交叉反应的副作用。第三是激素样作用：中草药本身不是激素，但可

以起到与激素相似的作用，并有减轻或消除外源激素的毒副作用。第四是抗生素作用：许多

中草药具有广谱的抗病毒和杀菌作用。第五是复合作用：中草药在配伍中尊循四气、五味、升

降沉浮和十八反等规律，多味复合后，取长补短，使作用大大增强。

!"# 中草药添加剂的应用现状

目前，可以开发利用作为饲料添加剂的中草药已有 !"" 种，其应用对象包括鸡、鸭、鹅、

鸽、兔、犬、猪、牛、羊、鱼、虾等动物。有许多关于中草药添加剂试验报道，其产品开发也取得

一定的进展，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对畜禽疾病的控制和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及改善畜产品品质

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如满晨等（#$$%）报道，用黄柏、板兰根、大蒜等十味中草药和中草药

发酵制剂，按一定比例配制的添加剂应用于肉鸡日粮中，结果表明，试验组增重、成活率都高

于对照组（&’"(")）。吉林省敦化市动物药厂生产的中成药速效管囊散对防治鸡法氏囊炎有

显著效果。山西省研制的激蛋添加剂，可提高蛋鸡产蛋率 #*，并能预防减蛋综合症。吉林省

农科院畜牧分院筛选出的三组复方中草药添加剂，应用于肉仔鸡，其增重效果达到饲喂含抗

生素添加剂饲料的增重水平。

!"$ 中草药添加剂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中草药饲料添加剂产品的研究开发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

问题，如产品添加量大、有效成分不明、作用机理不清、作用效果不稳定、剂型单一和缺乏毒

理安全方面的研究等，原料和产品质量无标准可依，从而导致新的中草药添加剂研究与应用

受到限制，上市新品种较少，不能大面积推广应用。

目前投放市场的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多为散剂，其生产工艺落后，品种单调，加工简单粗

糙，使用的剂量普遍偏大，不仅增加了产品成本，而且影响饲料的营养配比。在原料来源上，

由于采收季节不同，地域不同，其本身的有效成分含量有较大差异，难于准确控制药效，致使

推广使用出现偏差，真正科学、合理的用法和用量难于掌握。

现在全国各地名目繁多的产品中，科技含量高、效果确实、用户信赖的名牌产品不多，在

提高畜禽生产性能、增加养殖经济效益上难以担当主角，适应不了大规模、集约化畜牧业生

产的需求。

综上所述，这些问题使目前市场上的中草药添加剂不符合+微量、高效+这一饲料添加剂

的基本功能原则，难以实现产业化、标准化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 理想中草药添加剂的配方原则

中草药添加剂的配方原则：!满足市场需要，市场急需的是能替代或部分替代抗生素和

化学药物，使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达到规定标准；"效果确实，发挥中草药的整体、多效功

能，即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增强免疫力，减少应激等；#配方精练，不宜庞杂，添加量小，精品

化、系列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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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草药添加剂的研究开发趋势

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对中草药的有效成分进行提取、分离和鉴定，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

深入研究。根据动物的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生产性能和不同生产条件等，研究开发具有专用

特异性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制定中草药添加剂原料和产品的质量标准。

! 微生态制剂（益生素）

$"! 益生素的作用与特性

微生态制剂是可直接饲喂的有益活体微生物制剂，又称活菌制剂或益生素。它是根据微

生态学原理，选用动物体内的正常微生物或其促生长物质，经特殊工艺加工制成。它能够在

数量上或种类上补充肠道内减少或缺乏的正常微生物，调整并维持肠道内正常的微生态平

衡，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从而达到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饲料转化

率、促进畜禽生长发育的作用。

微生态制剂的促生长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动物种类、生理状态、饲料类型及成分、加

工工艺、菌制剂的菌株组成、饲喂方法、剂量、水分、温度、!" 值、其它饲料添加剂成分的干扰

和菌制剂的保存时间等。

微生态制剂产品多是由各种有益微生物组成的复合制剂，按微生物的菌种类型可将这

些有益微生物分为：乳酸杆菌制剂、芽孢杆菌制剂和酵母类等几种类型；按制剂的用途及作

用机制可分为微生态生长促进剂、微生态多功能制剂及微生态治疗剂。目前应用于生产中的

微生态制剂有如下几种。

#$ 菌：日本琉球大学叱嘉照夫教授发明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简称 #$），是众多微生态

制剂中最成功的一例。我国目前的试验结果表明，应用 #$ 技术，一般可提高育肥猪增重 %
& ’( )*，肉鸡增重 (+(% & (+,% )*，而且可以降低粪便的臭味。

芽孢杆菌制剂：商品名为“促菌生”、“止痢灵”、“菌素”等，可治疗畜禽腹泻并有一定的促

生长作用。

乳酸杆菌制剂：目前应用的乳酸菌主要有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制剂。

酵母类制剂：酵母只是零星存在于动物肠道中，目前应用的主要是啤酒酵母和石油酵

母。它可为动物提供蛋白质，帮助消化，刺激有益菌生长，抑制病原微生物繁殖，提高机体免

疫力和抗病力，对防治畜禽消化道疾病起到有益作用。

优杆菌类：优杆菌可分泌乳酸，促进饲料消化，抑制病原菌，刺激有益菌生长，但稳定性

较差。

拟杆菌制剂：拟杆菌是人和动物下肠道，-.厌氧杆菌中占第一位的正常菌，它的应用在

我国尚属起步阶段。

其它微生态制剂：黑曲霉和米曲霉也可用于制备微生态制剂。

$"$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目前微生态制剂作为一种新型的饲料添加剂产品，在生产中已有应用，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主要为益生菌在运输、使用和保存过程中易失活，从而

降低生物活性作用。"有些菌进入消化道后不能有效抵抗盐酸、胆汁酸等的作用，从而无法

长时间定植肠道发挥功能。#目前已确认宜作饲料添加剂的微生态制剂的菌种还较少，生产

工艺远不完全成熟。但是，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微生态制剂前景非常广阔，继抗生素之后

的时代，将是微生态制剂时代。

" 饲料用低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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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聚糖又名寡聚糖或少糖类，是由 ! " #$ 个单糖以不同键型连结众多小聚合物的总

称。目前出售的低聚糖多数是由生物酶法合成的，因此，也属于生物饲料添加剂之列。

日本、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将低聚糖广泛应用于饲料中，特别是仔猪料中。我国从 %$
年代才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有些企业已开始研究生产。当前用作饲料添加剂的低聚

糖主要包括异麦芽糖、果寡三糖、果寡四糖、果寡五糖、半乳寡糖和木糖寡糖等。

!"# 饲用低聚糖的作用与特性

饲用低聚糖是一种新型饲料添加剂，可以促进肠道内双歧杆菌及乳酸杆菌等有益微生

物的增殖，同时抑制沙门氏菌与大肠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增殖，从而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

它还可以改善脂质代谢，对蛋白质的代谢也有一定的影响；它也可以促进日粮中钙、镁、磷及

铁的吸收；另外，它还可以为肠粘膜细胞提供能源，增进肠粘膜细胞的增殖，促进肠道发育。

低聚糖具有耐热、稳定、安全、无毒等特性，其作用效果优于益生素，在畜牧生产及饲料

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较大发展潜力，被视为新型绿色、环保型饲料添加剂。

!"$ 饲用低聚糖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在低聚糖的使用中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低聚糖的种类，不同的低聚糖所起的作用

不同，可以考虑重复使用；二是低聚糖的适宜添加量，合理有效的添加是保证使用效果的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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