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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纯合日粮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母肉鸡生产性能、
盲肠菌丛数量及其代谢产物的影响

①

曹兵海 　张秀萍 　呙于明 　袁建敏 　聂 伟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 , 北京 100094)

摘 　要 　研究了半纯合日粮分别添加 0. 4 %的茶多酚 (TP)和果寡糖 (FOS)对 28～42 日龄母肉鸡的生产性能等的影

响。结果为 ,添加 TP和 FOS比对照显著降低了死亡率、腹腔脂肪重量和腹腔脂肪率 ( P < 0105) ,并且 TP 对腹腔脂

肪的抑制效果比 FOS大 ( P < 0105) ;添加 TP显著降低了盲肠菌群的总数、各菌群的数量以及细菌代谢产物的总量

( P < 0105) ;添加 FOS不影响盲肠菌群的总数 ,但选择性地显著增加了双歧杆菌 ( Bifidobacteri) 和真细菌 ( Eubacteria)

群、降低了其他菌群的数量以及酚类和吲哚的含量 ( P < 0105) 。试验认为 ,茶多酚和果寡糖具有降低死亡率和腹腔

脂肪沉积以及改变盲肠菌群的效果 ,茶多酚表现的是类抗菌素效果 ,即 ,非选择性地降低所有菌群的数量及其代谢

产物含量 ,而果寡糖的效果是选择性地增加有益细菌、降低盲肠内挥发性脂肪酸以外的代谢产物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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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P and FO S supplementation on performance and caecal

microflora counts and its metabolite s in female broiler

chickens fed semi - purified di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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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s of 0. 4 % tea polyphenols ( TP) and 0. 4 % fruc2
tooligo saccharide s (FOS) supplementation on performance and caecal microflora count s and it s metabolite s in female

broiler chickens fed semi - purified diet s from 28 to 42 day old. As the re sult s , dietary TP and FOS significantly de2
creased mortality. abdominal fat pad weight and abdominal fat pad weigh/ body weight at 42 day old compared to con2
trol group ( P < 0. 05) . In addition , the inhibitory effect for abdominal fat was larger in TP than in FOS (P < 0. 05) . Di2
etary T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aecal total microflora count s and count s of each caecal flora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of caecal microflora metabolite s compared to other group s (P < 0. 05) . Dietary FOS not influenced caecal microflora

count s but it selectively increased Bifidobacteri and Eubacteria ( P < 0. 05) , decreased other microflora (P < 0. 05) and

concentration of caecal phenols and indole (P < 0. 0. 5) compared to control. Re sult s of this experiment sugge st that

in the semi - purified diet s , TP and FOS have the effect s of decreasing mortality , abdominal fat retention and changing

caecal caecal flora population , but the TP showed the antibiotics2like effect s i. e . non2selectively decreasing all caecal

flora and it s metabolite s , and the FOS indicated the effect s of selectively increasing probiotics and decreasing produc2
tion of caecal flora metabolite s be side s volatility fatty acids.

Key words 　broilers ; tea polyphenols ; fructooligo saccharide s ; performance ; caecal microflora count s ; caecal microflo2
ra metabolite s

　　茶多酚 (Tea polyphenols ,TP) 是从茶中提取的儿

茶酸及其异位体化合物的统称 ,已经证明具有抗氧

化[1 ] 、脱臭[2 ] 、杀菌[3 ]及药理学[4 ]作用 ,还可减少鸡

盲肠内容物 [2 ] 和猪粪中 [5 ] 的拟杆菌 ( Bacteroidac2
eae) 、增加乳酸杆菌 ( Lactobacilli) 的数量。我国几乎

没有将茶多酚用在畜禽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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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果寡糖 ( Fructooligosaccharides , FOS) 与

畜禽关系的研究很多 ,在其对鸡肠道微生态环境的

改善作用方面 ,有效[6 ,7 ] 、无效[8 ]各说不一 ,但以前

者居多。

茶多酚和果寡糖如果能改变肠道微生态环境 ,

必定引起肠道内微生物数量或种类的变化 ,进而可

能引起微生物发酵产物、特别是挥发性气体的产量

或抑制粪便臭气成分的排泄量。另一方面 ,如果茶

多酚在体内也具有上述的杀菌及药理学等作用 ,那

么 ,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抗菌药物。这对缓

解粪便异臭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提高畜产品的品质将

具有现实意义。

降低抗菌药物的残留提高鸡肉品质和降低臭气

成分的排泄量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与鸡肠道内的微生

物有直接关系。因此 ,笔者抓住这个主要环节 ,在实

际生产规模下 ,使用纯合饲料研究了茶多酚和果寡

糖对肉鸡生产性能、盲肠菌丛及其发酵产物的影响 ,

并希望通过本文引起国内饲料、养殖业界对茶多酚

的关注。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及饲养方法

从平养在半开放鸡舍内、采食普通饲料 (添加有

抗菌素)的 28 日龄、1 万只雌性 AA 商品代肉仔鸡中

挑选体重为 (1 152. 07 ±15. 00) g 的健康仔鸡 4 500

只 ,移到对鸡舍、饲喂设施、垫料经过充分水洗、熏蒸

消毒的半开放平养鸡舍 ,随机分成对照组、茶多酚组

及果寡糖组 ,各 6 个重复 ,每重复 250 只。各组从转

舍当天开始在相同管理下接受相应的试验饲料到

42 日龄试验结束。记录试验期间的死亡只数。

1. 2 　试验饲料

试验饲料的组成 (表1) :用精制大豆蛋白质

(CP82. 27 %)作蛋白质源 ,用精制玉米淀粉和玉米油

作能源 ,配成粗蛋白质含量为 18. 00 %的半纯合对

照饲料。然后分别用从茶中提取的茶多酚 (纯度

97. 22 %)和购入的果寡糖 (纯度 98. 18 %) 替代对照

饲料中的淀粉 ,调制成含茶多酚及果寡糖分别为

0. 4 %的饲料。这样 2 种处理和对照饲料的粗蛋白

质含量相等 ,代谢能基本相同 (13. 17～13. 18 MJ ·

kg - 1) 。将上述饲料造粒后 ,再粉碎成直径 0. 3～0. 5

mm 的细粒贮藏于密封料罐内备用。

每天在饲喂前空转螺旋式料槽回收剩余饲料 ,

称取 2 kg 密封后在 - 45 ℃下冷冻保存 ,以备试验结

束时测定水分含量。把用水分含量校正后的饲喂量

与剩余量的差作为饲料采食量。

表 1 　实验饲料的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 diet %

饲料组成 菌株数
茶多
酚组

果寡
糖组

　玉米淀粉 681315 5 671895 5 671905 5

　精制大豆蛋白质 (CP82127 %) 21188 21188 21188

　纤维素 (98 %) 3150 3150 3150

　玉米油 2100 2100 2100

　CaHPO3 1190 1190 1190

　NaHCO3 1100 1100 1100

　绿茶多酚 (97122 %) 　　— 0142 　　—

　果寡糖 (98118 %) 　　— 　　— 0141

　石粉 0160 0160 0160

　氯化胆碱 (99198 %) 0120 0120 0120

　蛋氨酸 (98 %) 0113 0113 0113

　赖氨酸 (98 %) 0105 0105 0105

　胱氨酸 (98 %) 0109 0109 0109

　复合微量元素① 0130 0130 0130

　复合维生素② 0102 0102 0102

　2 ,62二2丁基2甲酚 01012 5 01012 5 01012 5

　DL2α2醋酸生育酚 01002 01002 01002

　代谢能 MJ·kg - 1 13118 13117 13118

　粗蛋白质/ % 18100 18100 18100

　 　注 ①每 千 克 日 粮 含 微 量 元 素 : Cu 8100 mg , Fe 80100 mg ,
Zn 75100 mg ,Mn 100100 mg ,Se 0130 mg ,I 0135 mg。
　　②每千克日粮含维生素 :VA 1018 kIU ,VD3 2116 kIU ,VE 316 IU ,

VK3 011 mg ,叶酸 710 mg , D2泛酸钙 510 mg ,VB2 310 mg ,VB1 014 mg ,

VB1201006 mg。

1. 3 　取样及屠宰

出栏时 ,首先以重复为单位测定活重 ,然后从各

重复随机抽取 10 只鸡 ,取下左右盲肠 ,做好标记后

以二处理和对照 3 组为单位立即置于 3 个液氮罐内

保存 ,用来测定盲肠内细菌数。同时再从各重复随

机抽取 10 只鸡 ,取下左右盲肠后按照后述的方法立

即取出盲肠内容物直接测定发酵产物的含量。

所有试验鸡交由屠宰公司统一屠宰、按照商品

规格进行分割处理。以重复为单位记录全净膛重

量、胸肉 (左右)及带骨腿肉 (大腿肉 + 小腿肉)重量。

1. 4 　盲肠内容物的处理、接种及培养

从保存于液氮中的各重复中随机抽取盲肠样品

5 对 ,置于 4 ℃的循环 CO2 无菌解冻箱中解冻 ,在超

净台内剥离盲肠内容物 ,以重复为单位混合后称重、

搅拌均匀。取内容物混合物 1 g 放入无氧磷酸缓冲

液 (pH 6. 8)内 ,用该 10 - 1稀释液作原液 ,制成 10 倍

68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03 年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系列稀释液。取适宜稀释液 0. 05 mL 用灭菌康拉德

棒涂布于根据 Mitsuoka 等[9 ]方法调制的下述非选择

性及选择性培养基的 1/ 3～1/ 4 区域。[非选择性琼

脂培养基 : EG(水解蛋白胨2酵母) 、BL (葡萄糖2血液2
肝脏) 、TS(胰化大豆蛋白胨2血液) 。选择性琼脂培

养基 :BS(亚硫酸铋琼脂) 、ES ( EG + 丙酸钠) 、NBGT

(EG+ 牛黄胆酸钠) 、NN (新霉素2蛋白胨2脱纤维马

血液) 、改良 VS(胰化大豆蛋白胨2酵母2竹桃霉素) 、

改良LBS(肉汤2大豆2醋酸钠) 、TATAC (胰化蛋白胨2
酵母2谷氨酸钠2氯化三苯四唑啉2牛黄胆酸钠 ) 、

PEES(葡萄球菌 110 琼脂2苯乙二醇2氯化锂) 、DHL

(胆硫氢化乳糖) 、PD (蛋白胨2葡萄糖) 、NAC(萘啶酸

琼脂2溴棕三甲胺) ]。以上培养物在 37 ℃下培养

48 h。厌氧培养使用钢绒厌氧培养瓶。

对于包括产气荚膜梭状杆菌 ( Clostridium perf rin2
gens) 在内的卵磷脂酶阳性梭菌 (Lecithinase2Positive

Clostridium) ,根据 Terada 等[10 ]的方法将盲肠内容物

稀释液在 80 ℃下加热 10 min ,制成 10 - 1、10 - 3 和

10 - 4稀释液 ,取各稀释液 0. 1 mL 涂布于上述的 BL

琼脂培养基和魏尔希氏琼脂培养基 (日水制药株式

会社 ,日本) ,35 ℃培养 48 h ,然后测定各培养基上

的菌落。对菌群及酵母根据形态、革兰氏染色、芽孢

的形成、好气性发育等进行鉴定。用对数值表示 1 g

盲肠内容物的细菌数 ( (Log10 CFU) ·g - 1) ,把所检测

出的所有细菌数的和作为总菌数。

1. 5 　盲肠内容物挥发性脂肪酸浓度的测定

在无菌室 4 ℃的循环 CO2 气体中以只鸡为单位

剥离盲肠内容物 ,称重、搅拌均匀后 ,取 0. 3 g 置于

0. 3 mL 蒸馏水中稀释 ,再加入 40 mmol·L - 1的丁烯

酸内部标准液 0. 2 mL ,混合均匀。在 0 ℃、104 r·

min - 1条件下离心稀释液 10 min。取上清液用摩尔

分离仪除去分子量 104 以上的蛋白质 ,取 1μL 用气

相色谱分析仪 (263230 型 ,日立制作所 ,日本) 进行分

析。使用的色谱柱为 FFAP 20 %气相色谱 54 型分析

包 (长 2. 0 m ×直径 3 mm , GL Science 株式会社 ,日

本) ,柱温 195 ℃,N2、H2 以及空气压力分别为1. 4、

1. 5和 1. 0 fkg·cm - 2。

1. 6 　盲肠内容物其他挥发性物质浓度的测定

取 1. 5 节处理后的新鲜盲肠粪 1 g ,用 5 mL 蒸

馏水稀释后 ,再用 NaOH 20 mol·L - 1调整 pH 到 8. 5

～9. 0 ,水蒸气蒸馏 30 min。在该蒸馏液 9 mL 内加

入 0. 1 %的异丙醇内部标准液 1 mL ,混合均匀后 ,取

4μL 用上述的气相色谱分析仪进行分析。使用的

色谱柱为 17 %硅树脂 SE - 30 (长 2. 0 m ×直径

3 mm , 株式会社 岛津制作所 ,日本) ,柱温 152 ℃,

N2、H2 以及空气压力分别为 1. 0、1. 5 和 1. 0 fkg·

cm - 2。

所测的盲肠内容物中挥发性脂肪酸和其他物质

的质量分数用“mg·g - 1”表示。

1. 7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新复级差法分析所有数据后 ,用统计程序

Excl 97[11 ]检验平均值间差异的显著性。

2 　结 　果

2. 1 　饲料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肉仔鸡生产性能

的影响(表 2)

在出栏前 2 周内投喂茶多酚及果寡糖的最显著

效果是比对照组显著降低了死亡率 ( P < 0. 05) 。试

验结束时的体重及 28 到 42 日龄的体增重、饲料采

食量、试验期间的饲料采食量与体增重之比并没有

因为在饲料中添加茶多酚及果寡糖而得到显著改

善 ,但有改善的趋势。

表 2 　饲料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 28～42 日母肉鸡
生产性能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TP and FOS supplementation o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in female broilers from 28 to 42 day old

　生产性能 对照组 茶多酚组 果寡糖组

死亡率/ % 3123 ±0130 b 1121 ±0111 a 1186 ±0114 a

采食量/ g 1 920101 ±146182 1 926143 ±152121 1 924106 ±133195

体增重/ g 1 041165 ±92142 1 064111 ±83167 1 050146 ±88174

料重比 1184 ±0109 1181 ±0107 1183 ±0107

42 日龄体
　重/ g

2 193172 ±192127 2 214146 ±189143 2 203161 ±204166

　　同行不同字母的平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 ( P < 0105) ,下同。

2. 2 　饲料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肉仔鸡产肉性能

的影响(表 3)

饲料添加茶多酚及果寡糖不能改善全净膛重、

全净膛率、胸肉重、胸肉率、腿肉重以及腿肉率 ,但能

显著降低腹腔脂肪的沉积量和沉积率 ( P < 0105) ,

茶多酚对腹腔脂肪重量和腹腔脂肪率的抑制作用比

果寡糖更大 ( P < 0105) 。

2. 3 　饲料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肉鸡盲肠细菌数

的影响(表 4)

饲料添加茶多酚比其他 2 组显著降低了细菌总

数 ( P < 0105) 。双歧杆菌 ( Bifidobacteria ) 、拟杆菌

( Bacteroidaceae) 、肠球菌 ( Peptococcaceae) 及乳酸杆菌

( Lactobacilli) 比其他 2 组 ,真细菌 ( Eubacteria) 比果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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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组 ,卵磷脂酶阳性梭菌、链球菌 ( Streptococci) 、葡萄

球菌 ( Staphylococci) 及芽孢杆菌 ( Bacilli) 比对照组的

显著减少 ( P < 0105) 造成了总数的显著降低。饲料

添加果寡糖比对照组显著降低了肠球菌、卵磷脂酶

阳性梭菌、链球菌、葡萄球菌及芽孢杆菌的数量 ( P

< 0105) ,但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双歧杆菌和真细菌的

数量 ( P < 0105) 。

表 3 　饲料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 42 日龄母肉鸡
产肉性能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TP and FOS supplementation on meat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female broilers at 42 day old

生产性能 对照组 茶多酚组 果寡糖组

全净膛重/ g 1 494136 ±102112 1 546114 ±111114 1 513144 ±94182

全净膛率/ % 68112 ±6124 69182 ±4157 68168 ±5171

胸肉重/ g 382156 ±22167 391114 ±33171 393100 ±29194

胸肉率/ % 17144 ±1132 17166 ±1146 17183 ±1162

腿肉重/ g 322155 ±22113 322115 ±26167 315162 ±24161

腿肉率/ % 14170 ±0118 14155 ±0122 14132 ±0114

腹腔脂肪重/ g 61162 ±0154 c 49126 ±0136 a 53106 ±0148 b

腹腔脂肪
　率/ %

2181 ±0103 c 2122 ±0103 a 2141 ±0102 b

表 4 　饲料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 42 日龄母
肉鸡盲肠细菌数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TP and FOS supplementation on cecal flora
counts of female broilers at 42 day old

(Log10CFU)·g - 1

　微生物菌群 对照组 茶多酚组 果寡糖组

　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a

8142
　
±0106 b
　

7174
　
±0103 a
　

9114
　
±0112 c
　

　拟杆菌
　　Bacteroidaceae

11115
　
±0118 b
　

8199
　
±0109 a
　

11104
　
±0110 b
　

　真细菌
　　Eubacteria

9186
　
±0120 a
　

9101
　
±0114 a
　

10136
　
±0112 b
　

　肠球菌
　　Peptococcaceae

9190
　
±0116 c
　

8126
　
±0117 a
　

8184
　
±0113 b
　

　梭菌
　　Clostridia 3

4133
　
±0126 b
　

3126
　
±0111 a
　

3102
　
±0109 a
　

　乳酸杆菌
　　Lactobacilli

10112
　
±0116 b
　

9134
　
±0112 a
　

10135
　
±0131 b
　

　肠杆菌
　　Emterobacteriaceae

6189
　
±0119
　

6112
　
±0160
　

6156
　
±0122
　

　链球菌
　　Streptococci

9106
　
±0113 c
　

7133
　
±0124 b
　

6182
　
±0122 a
　

　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i

2188
　
±0104 b
　

1167
　
±0102 a
　

1165
　
±0126 a
　

　芽孢杆菌
　　Bacilli

7134
　
±0132 c
　

6161
　
±0110 b
　

5127
　
±0112 a
　

　合计 11107 ±0112 b 9130 ±0109 a 11159 ±0113 b

　　3 卵磷脂酶阳性。

2. 4 　饲料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肉鸡盲肠微生物

发酵产物浓度的影响(表 5)

饲料添加茶多酚比其他 2 组显著降低了醋酸、

丁酸、丙酸、戊酸、酚及吲哚 ,比对照组显著降低了甲

酚、乙基苯酚的浓度 ( P < 0105) 。饲料添加果寡糖

比对照组显著降低了酚、甲酚、乙基苯酚及吲哚的浓

度( P < 0105) , 但显著增加了戊酸的浓度 ( P <

0105) 。

表 5 　饲料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 42 日龄母肉鸡
盲肠微生物发酵产物浓度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TP and FOS supplementaion on cecal
flora leavening concentration of female broilers at
42 day old mg·g - 1

　发酵产物 对照组 茶多酚组 果寡糖组

　　醋酸 6102 ±1103 b 4104 ±0192 a 6152 ±0125 b

　　丁酸 3128 ±0121 b 1134 ±0115 a 3116 ±0133 b

　　丙酸 1106 ±0116 b 0114 ±0111 a 0194 ±0130 b

　　戊酸 0148 ±0111 b 0122 ±0107 a 0174 ±0105 c

　　酚 3135 ±0102 c 1149 ±0101 a 2130 ±0103 b

　　甲酚 1132 ±0101 b 0177 ±0102 a 0168 ±0101 a

　　乙基苯酚 0166 ±0101 b 0137 ±0102 a 0143 ±0102 a

　　吲哚 0111 ±0101 c 0103 ±0101 a 0107 ±0101 b

　　合计 16127 ±0173 b 8141 ±0122 a 14185 ±0119 b

3 　讨 　论

1) 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出栏前 2 周内停用抗菌

药物的同时 ,在半纯合日粮中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

的最大生产效果是显著降低死亡率 (表 2) 和腹腔脂

肪的沉积量及沉积率 (表 3) 。茶多酚对腹腔脂肪的

沉积量及沉积率的抑制效果比果寡糖更大 (表 3) ,

且能显著减少盲肠内的细菌数量 (表 4) 及其发酵产

物在盲肠内容物中的含量 (表 5) 。果寡糖能有效增

殖有益微生物的数量 (表 4) 、降低挥发性脂肪酸以

外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在盲肠内的含量 (表 5) 。

茶多酚和果寡糖不含蛋白质和代谢能 ,在饲料

中的比例很低 ,都是 0. 4 % ,即便是二者具有杀

菌[3 ,6 ] 、减少拟杆菌、增加乳酸杆菌的数量[2 ,5 ] 、调节

肠道微生态环境[2 ,6 ,7 ]的作用 ,但在 2 周的时间内也

不可能对提高饲料利用性和产肉性能直接作出贡

献。因此本试验在饲料利用性 (表 2) 以及产肉性能

(表 3)上并没有观察到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带来的

显著变化。

但是 ,使用茶多酚和果寡糖在 2 周内明显降低

了 28～42 日龄的死亡率 (表 3) ,特别是由于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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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没有使用一切药物 ,所以 ,可以肯定本试验

通过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收到了提高生产性能和降

低药物残留的双重效果。

造成肉鸡死亡的疾病有很多 ,如猝死症[12 ] 、腹

水症[13 ]等 ,由于这些病症都伴有腹腔脂肪的过度沉

积[14 ] ,所以有人推测病因是高生长率[15 ]和脂肪代

谢紊乱[12 ] 。本试验使用茶多酚和果寡糖都显著降

低了腹腔脂肪的沉积量和沉积率 (表 3) ,因此对腹

腔脂肪的沉积量和沉积率的有效抑制可能是处理组

死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直接原因。

由于茶多酚具有调节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16 ] 、

降低肝脏葡萄糖苷酸酶的活性[17 ]以及抑制脂肪过

氧化反应[18 ]等生理或药理[4 ]作用 ,所以本试验茶多

酚组腹腔脂肪沉积的有效抑制 ,可能就是茶多酚的

这些作用。

果寡糖不具有茶多酚那样对脂肪代谢的调节作

用 ,被推测主要是作为乳酸菌的基质生成乳酸来选

择性地增殖和抑制某些微生物改善微生态环

境[6 ,9 ] ,进而保护全身的免疫系统[19 ] ,但与抑制腹腔

脂肪沉积有怎样的因果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 茶多酚和果寡糖对盲肠内微生物的不同作

用 ,在细菌的数量和种类上得到了明确反映 (表 4) 。

茶多酚显著降低了细菌总数 ,与对照组相比 ,降低了

肠杆菌 ( Enterobacteriaceae) 外的所有细菌的数量 ,表

现的是杀菌[3 ]作用 ,似乎对细菌的性质没有选择性。

而果寡糖表现的是选择性抑制和增殖 ,在细菌数量

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了菌丛的构成 ,比对照组显著增

加了常住菌双歧杆菌和真细菌 ,降低了肠球菌、梭

菌、链球菌、葡萄球菌及芽孢杆菌的数量。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a 和真细菌 Eubacteria 属于有益菌[19 ] ,二

者的主要产物是乳酸和醋酸。虽然芽孢杆菌 Bacilli

也属于有益菌[19 ] ,但由于该菌是非常住菌 ,平时处

于劣势 ,因此该菌数量的减少可能起因于果寡糖的

间接作用 ,也就是占据优势的乳酸杆菌 Lactobacilli

和果寡糖增殖的双歧杆菌和真细菌竞争性地抑制了

该菌的增殖。

虽然不清楚茶多酚和果寡糖抑制、增殖盲肠内

微生物的作用机制 ,但从结果 (表 4) 来看 ,可以肯定

二者对细菌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 ,前者的作用方式

类似于药物的杀菌 ,后者则是选择性地抑制或增殖

某些细菌。

3) 茶多酚和果寡糖对盲肠内微生物的不同作

用方式 ,导致了微生物产物在盲肠内容物中的浓度

差异 (表 5) 。添加茶多酚把盲肠内容物内挥发性气

体的总量降到了对照组的 51 % , 比使用果寡糖

(56 %)还低 ,而果寡糖则没有抑制盲肠内容物的挥

发性气体总量的效果。然而 ,尽管茶多酚和果寡糖

可能对细菌的作用方式不同 ,但二者都同时降低了

酚、甲酚、乙基苯酚和吲哚这些非脂肪酸类物质的含

量 (与对照比较) 。

一些研究发现 ,使用茶多酚[2 ]和乳果寡糖[20 ]能

改变鸡盲肠菌丛 ,降低盲肠内容物中的氨、酚以及甲

酚的浓度。本试验在确认了茶多酚的这些作用的同

时 ,发现茶多酚还能降低挥发性脂肪酸、乙基苯酚和

吲哚 ,以及果寡糖能降低酚、甲酚、乙基苯酚和吲哚

在盲肠内容物中的浓度。这些微生物代谢产物在盲

肠内含量的降低 ,实际上意味着这些物质排泄量的

减少。

4) 在本试验的 2 周中 ,不论是鸡还是其肠道微

生物都经历了突然更换饲料、停药、接受茶多酚和果

寡糖的作用这 3 个应激 ,特别是微生物菌丛在 2 周

内也许还没有完全达到平衡状态。本试验的结果是

在这 3 个应激的作用下 ,或者说是在鸡和肠道微生

物尚在适应的过程中得到的。因此 ,今后需要进一

步研究在常规日粮中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的效果以

及提高这些效果的途径。

4 　小 　结

使用半纯合饲料的研究结果证明 ,茶多酚和果

寡糖具有降低死亡率、腹腔脂肪沉积以及改变盲肠

菌群的效果。在对盲肠菌群的作用效果上 ,茶多酚

表现的是非选择性地降低所有菌群的数量及其代谢

产物含量的类抗菌素效果 ,而果寡糖表现的是选择

性地增加有益细菌、降低盲肠内挥发性脂肪酸以外

的代谢产物含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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