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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腹泻用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
饲料添加剂的制备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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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生产中抗生素的滥用导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增强，部分猪肉中残留抗生素。为

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亟需开展畜牧业“减抗/替抗”等抗菌药减施关键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本文介绍了

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添加剂的制备，试验选取 64头 24~34日龄仔猪，分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32头，在试

验组饲料中添加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添加剂，对照组饲料中添加粘杆菌素和金霉素，经过 10 d饲养，试验

组腹泻率比对照降低30.0%，效果良好，希望能用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添加剂替代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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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腹泻是养猪生产中比较棘手的问题。近

年来，我国在防治猪消化道病时超范围、超剂量、超

长时间使用抗生素的问题较为突出。根据《全国遏

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2017–2020年）》《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

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医[2018]13号）和农业

农村部公告（第 194号），提出在 2020年底以前，药

物饲料添加剂从饲料中消失，不能再用在饲料生产

中。为实现“减少使用抗菌药类药物饲料添加剂，

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兽药残留和动物

细菌耐药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的目标，尽快让广大

养殖场户适应兽药减量使用形势，甚至杜绝使用抗

生素饲料添加剂而不影响生产，研究“减抗/替抗”等

抗生素减施关键技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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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肠道菌群结构，抑制霉菌和霉菌毒素，降低牛乳

中体细胞数，预防隐性乳房炎，提高经济效益[5]。

3 小 结

试验表明在奶牛的饲喂中，添加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刍旺GX，能有效提高全群产奶量，增加牛场的经

济效益。体细胞数明显降低，促进了乳房保健，降低了乳

房炎、尤其是隐性乳房炎的发病风险，减少奶牛场抗菌素

的用量，为奶牛场生产有机绿色健康的鲜乳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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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抗生素减量化使用的形势要求，我们与相

关专家合作进行了仔猪用丁酸梭菌[1~2]与中草药复

合饲料添加剂的制备及其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丁酸梭菌，由河南金百合生物科技公司提供；

中草药方剂，由汤阴中兽医生物科技公司提供。

1.2 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添加剂的制备

方法

1）用于防治猪腹泻的中药的制备方法。

步骤 1：按重量配比称取原料，将称取的丁酸

梭菌与中草药混合，进行超微粉碎，得到粒径小于

25 µm的中药粉末。

步骤 2：将步骤 1的中药粉末放入密封罐中，

均匀喷洒混合溶剂，然后通入水蒸汽，在蒸汽压力

7 MPa、温度 105 ℃的条件下保持 10 s，卸去压力。

混合溶剂包括 NaHCO3、乙醇和水，NaHCO3的质量

分数为 0.3 %，乙醇的体积分数为 70%，剩余为水，

中药粉末和混合溶剂的质量比为30∶1。
将步骤 2处理好的中药粉末溶解在乙醇的水溶

液中进行超声波萃取，乙醇的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

分数为30%，料液比为1∶30，超声功率为80 W，温度

为40 ℃，萃取时间40 min。
萃取后，采用膜过滤、喷雾干燥，得到中药提取

物，向中药提取物中添加糖萜素、氨基酸、维生素和

益生菌，并混合均匀。

2）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制剂的制备。

采用定向选育的猪源微生物菌种（BD-1-4、
BS-1-17等）结合液固联合厌氧发酵工艺，以饲用天

然植物（煨诃子、杨树花、马齿苋、乌梅、黄芪、甘草

等）为发酵底物，对饲用天然植物进行酶解、发酵。

一方面提高天然植物的作用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定

向选育的同源菌种将天然植物生物转化，形成富含

天然植物有效成分、活性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新

型活性物质的功能性复合微生态制剂。用于解决

腹泻、肠炎、消化不良等实际问题。

原料成分：丁酸梭菌≥5.0×101CFU/kg，地衣芽孢

杆 菌 ＞2.5×102CFU/kg，枯 草 芽 孢 杆 菌 ＞2.5×
102CFU/kg，乳酸菌≥5.0×101 CFU/Kg；

天然植物：杨树花 50~60份、煨诃子 15~25份、

马齿苋 50~60份、乌梅 35~45份、黄芪 50~60份、甘

草25~35份。

丁酸梭菌与中草药的重量之比为 1∶(15~20)；用
于防治仔猪腹泻的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添

加剂与猪饲料的添加比例为0.2%~0.4%。

因本试验结果已申报国家专利，出于保密考

虑，暂不公布中草药各成分具体比例，确需使用请

参考基础配方。

1.3 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添加剂在仔猪养

殖中的应用

1）试验猪场选择。具有一定规模，能够一批次

提供 80头日龄相近仔猪（±10日龄以内）；有责任心

强、具备畜牧兽医专业专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

具备科技示范能力，自愿参加试验。

2）试验方案。指标：重点测试试验期间的日增

重、日耗料量，以及试验结束后的日均增重、料肉

比、腹泻率等。

试验用猪为断奶仔猪，试验期限为 10 d，试验

阶段为 24（23日龄断奶）~34日龄。试验分 2组，试

验组和对照组，每组32头猪，初始体重平均6.38 kg。
试验组：每吨全价饲料添加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

合饲料添加剂 23 kg；对照组：每吨全价饲料添加粘

杆菌素 15 g和金霉素 150 g；观察指标：生长绩效

（料重比/增重）、采食量、断奶后腹泻控制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猪只生长指标

10 d后，试验组与对照组平均体重、试验期增

重、采食量、料重比、腹泻率结果见表1。
通过试验可知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

添加剂在断奶仔猪料中添加 10 d后，试验期增重

3.87 kg、采食量 4.17 kg、料重比为 1.07、腹泻率为

7%，试验组均比对照组使用抗生素饲养有显著改

善，腹泻率比对照组降低30.0%。

2.2 结果分析

1）本试验提供的用于防治仔猪腹泻饲料添加

剂的中草药组方中，杨树花具有清热去火、涩肠止

泻、化湿止痢、健脾开胃的功效；煨诃子具有收敛止

泻的功效；马齿苋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抗菌止

痢的功效；乌梅具有敛肺、涩肠的功效；黄芪具有益

气固表的功效；甘草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

止咳，缓急止痛，调和诸药的功效。诸药合用，可以

有效防治仔猪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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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添加剂能全面提升机体免疫力和耐受性，

阻断多个病理环节的恶性循环，充分体现出中药多

途径吸收、多成分作用、多靶点治疗、多环节调整的

整体施治优势，起到“未病先防、即病防变、先证用

药、标本兼治”的良好效果。

3）该饲料添加剂富含多种中药精提成分和植

物多糖，能提高白细胞诱生干扰素的功能，提高局

部感染部位 lgA、lgG的含量，能明显增加白细胞、多

核白细胞的数量[3]。促进细胞再生与修复、维持肠

道正常菌丛及影响营养素利用，提高机体对环境变

化的耐受力，具有显著的抗疲劳、增强机体对寒暑

的抗应激能力、促进营养物质利用等作用。

4）该添加剂有效剂量小、活性强、溶解度大、吸

收性好、消除慢、有效成分丢失少；通过对中药组合

的超微粉碎，利用后续的中药萃取，通过对中药粉

末的高温高压配合混合溶剂的处理，高温高压使中

药粉末内部结构膨胀，同时提前喷洒的混合溶剂进

入中药粉末的内部，在保证萃取率的条件下，有利

于缩短超声波萃取的时间，超声萃取的时间缩短了

2/3，同时降低了膜过滤、喷雾干燥的工作量，提高生

产效率。

3 结 论

本试验应用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丁酸梭菌与传

统中兽医益气健脾、化湿、清热、止泻的中草药相结

合，制成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制剂使用，能有效

杀灭引发猪腹泻的细菌、病毒，并能健脾益气，祛湿

止泻，使肠胃功能逐渐恢复，增强机体免疫机能、提

高抗应激、抗疾病能力、改善生产性能，提高生长速

度[4~5]，尤其适用于抗生素治疗效果不明显的病例，

能充分体现丁酸梭菌与中医药的优势，使药效和功

能更为全面，达到标本兼治，不易产生耐药性，无毒

害物质残留，符合近年来倡导的减抗、替抗政策，可

减少抗生素使用，解决药物残留和滥用药物等问

题，改善猪肉品质，使其达到绿色食品纯天然的要

求，利于动物疫病的群防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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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丁酸梭菌与中草药复合饲料添加剂代替抗生素在断奶仔猪料中添加试验结果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生长绩效

试验头数

/头

32
32

初始平均

体重/kg

6.38
6.38

结束时平均体

重/kg

10.25
9.68

提高5.9%

试验期增重

/kg

3.87
3.48

提高11.2%

采食量/kg

4.17
3.91

提高6.7%

料重比

1.07
1.12

改善4.4%

腹泻率

/%

7
10

降低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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