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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黄酮的作用及其在养殖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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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竹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竹叶黄酮是一种具有多重生理功效的新型天然活性物质，具有高开

发应用价值。科学界对竹叶黄酮作了大量研究，本文综述了竹叶黄酮的作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断亚硝化反

应、抗癌，抑菌、抗炎，调节血脂、降血清胆固醇，抗心脑血管疾病）及其在养猪、养鸡、养牛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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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黄酮，又名竹叶抗氧化剂，简称 AOB，开发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以淡竹叶为原料进行植物

萃取提取的一种植物类有机物质，其功效广泛，对

机体保健、抗病、抗衰老等具有重要价值。目前的研

究表明该物质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抗菌、抗微

生物及保护心脑血管等多种医疗功效。目前竹叶黄

酮与其他植物提取物一样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

将其逐步应用在养殖业中有利于提高养殖效益，增

强动物机体体质和抗病力等。

1 竹叶黄酮的主要作用

1.1 抗氧化、清除自由基

有研究报道类黄酮里的 PN3 抗氧化活性最强[1]。
我国卫生部于 2007 年批准了竹叶抗氧化剂（AOB）
作为天然食品添加剂，AOB 可以用作食品中的抗氧

化剂、防腐剂、调味品。有研究表明 AOB 对丙烯酰

胺可形成抑制作用，可有效减少加工食物中丙烯酰

胺的形成[2]。
氧化应激是由自由基与抗氧化活性之间的失

衡导致，生物分子的氧化损伤与自由基有关，诱导

多种氧化产物产生细胞损伤[3]。前人研究报道植物

体内的天然抗氧化剂在防止氧化应激和减少活性

氧（ROS）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被用于抑制

或减轻氧化损伤和相关疾病，一些富含活性化合物

的植物提取物可减轻细胞损伤，维持细胞正常生理

功能[4]。罗宇倩等[5]发现竹叶黄酮的抗氧化能力比

Vc 强，在抗氧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2 阻断亚硝化反应、抗癌

癌症病变的基本单位是癌细胞。细胞为什么会

癌变? 目前的研究表明生活中存在大量致癌物，其

中亚硝胺具有极强的致癌性，机体摄入亚硝胺的方

式多数来自于食物，因而阻断亚硝胺合成或消除亚

硝胺的前体物是防治癌症的有效途径。二甲胺与亚

硝酸钠在胃液作用下可生成二甲基亚硝胺，加入黄

酮类物质可抑制亚硝胺的生成。董丽娟等[6]研究表

明竹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阻断亚硝胺合成的作用，

并且与金属离子结合后其活性增强。有研究表明毛

竹提取物具有抗乳腺癌的作用，能有效降低乳腺癌

发病率。将竹叶黄酮添加在油炸、热加工食品中可

有效降低杂环胺、丙烯酰胺的含量，从而减少机体

对该类物质的摄入，降低癌症发病率，有效抑制致

癌物 PHIP（2-氨基-1-甲基-6-苯基-咪唑[4,5-b]吡
啶）的产生。Thangaraj 等[7]提出竹叶类黄酮能有效清

除自由基，其可被用于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失活，主

要抑制由 NF-资B 信号途径介导的炎症反应。

1.3 抑菌、抗炎

黄酮类化合物通过破坏细菌、病毒、真菌的细

胞壁及细胞膜的完整性，引起细胞膜膜内电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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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营养吸收、核苷酸合成及 ATP 活性、蛋白凝固

变性等功能障碍从而起到抑菌作用。有研究表明迷

迭香提取物具有抗炎作用，能有效减轻由关节炎产生

的氧化应激反应[8]。Jaja-Chimedza 等[9]研究表明辣木

籽提取物可启动 Nrf 2 通路以增强抗炎效果、增进机

体健康。游辉[10]研究结果表明竹叶黄酮的抑菌性受

pH 值影响较大，对热处理不敏感，其效果优于霉菌。

1.4 调节血脂、降血清胆固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三高”病发病

率越来越高，目前的降脂药里多数为化学合成的药

物，具有价格昂贵，副作用强等特点。中草药的研究

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开发研究天然的降脂药成

了热点，有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可有效促进肝脏

和血液内的胆固醇降解，从而起到降血脂的作用[11]。
有研究报道食用竹茎会降低女性血清总胆固醇和

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相关记录表明从毛竹中

提取的竹笋油可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血

清三酰甘油、植物甾醇和脂蛋白脂肪酶水平，竹茎

提取物亦可改善脂肪肝疾病[12]。
1.5 抗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脑卒中和冠心病是当前心脑血管疾病

的研究热点，植物提取物在针对这些疾病的应用上

具有降血脂、降血胆固醇、扩血管、防动脉粥样硬

化、增强心脏运动功能、减少血管梗阻等[13]，对于各

类植物化合物的提取和应用在医学上的研究仍在

进行。类黄酮主要存在于植物多酚的次生代谢物

中，在水果、蔬菜和草药等多数植物中均被发现。目

前的研究表明其对抗癌、抗心血管疾病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有研究表明该物质对抗过敏、抗病毒、抗微

生物、抗基因诱变、抗炎等方面也起着一定作用[14]。其

理化特性有亲水性、不稳定性、无机介质的不溶性，

且这些特性仍是当前研究需攻克的难点，有研究者

认为通过改善其在疏水环境中的溶解度，可以很容

易地攻克其缺点[15]。

2 竹叶黄酮在养殖业中的应用

2.1 在养猪业中的应用

张金枝等[16]研究了竹叶黄酮对仔猪生产性能的

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各指标均存在显著

性变化，显著性提高了仔猪日增重、饲料利用率、经

济效益，降低了仔猪腹泻率、耗料成本，该物质对仔

猪生产性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肖熠等[17]研究报道

了竹叶黄酮在仔猪养殖领域的应用效果，试验结果

表明实验前期（1耀28 d）该物质显著性地提高了仔

猪平均日增重、平均日采食量、降低饲料利用率；实验

后期（28耀35 d）对仔猪生产性能无显著性影响。总之

饲粮中添加适量竹叶黄酮对保育猪生长性能起到促

进作用，同时可适度激活免疫系统，有利于减少仔猪

的断奶应激，加强仔猪对环境的生理适应性。

2.2 在养鸡业中的应用

家禽体内的抗生素水平普遍高于家畜，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禁抗是

目前研究的热点，对各类植物性饲料添加剂的研究

也逐渐增多，我国农业农村部允许在动物养殖中使

用的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主要包括糖萜素、杜

仲叶提取物、大豆黄酮等。

竹叶黄酮在养鸡业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目前

玥张锦 等[18]研究了竹叶黄酮对免疫抑制肉鸡生产性

能、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添加适量该物

质有利于提高肉鸡生产性能，改善肉鸡免疫抑制，

增强机体健康，可极显著地提高免疫抑制肉鸡流行

性疾病的抗体水平。舒刚等[19]研究了竹叶黄酮颗粒

（饲料添加剂）对肉鸡的安全性影响，结果表明试验

组肉鸡精神状态良好、采食饮水无异常，增重明显；

添加该物质对肉鸡大部分血液生理指标和生化指

标无显著影响，安全性测定表明其毒性小，机体耐

受性高，最高可达 10 倍的剂量给药。李正田等[20]采
用随机分组饲喂法研究了竹叶黄酮对济宁百日鸡

增重及部分器官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该物质

能有效提高 1 周龄雏鸡的肝脏指数，且在 2 周龄时

效果最佳。肝脏指数、肌胃指数、胸腺指数的变化出

现在 3 周龄左右，在 4 周龄时提高肝脏指数和心脏

指数，降低肌胃指数和胸腺指数。总之，日粮中添加

适量竹叶黄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济宁百日鸡

生长性能，提高饲料转化率和日增重。

在养鸡业中，细菌性疾病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问题，目前危害最大的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赵露

露等[21]研究了竹叶黄酮、黄芩黄酮和肉桂精油这 3
种植物提取物对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

结果表明竹叶黄酮对大肠杆菌无抑制作用，但对沙

门氏菌有较强的抑菌效果。

2.3 在养牛业中的应用

在养牛业上，竹叶提取物主要应用在产奶性能、

生产性能、改善血液生化指标等上面，贾若愚等[22]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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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添加竹叶提取物对奶牛生产性能和血液指标

的影响，结果表明该物质的添加有利于提高乳脂

率、乳蛋白率、标准乳含量、乳干物质等，调节奶牛

代谢机理，改善其生理状况。侯昆等[23]研究了竹叶黄

酮与青蒿提取物对患病奶牛（隐性乳房炎）相关生

理生化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适量该物质可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牛生产性能，增强机体抗氧化能

力、免疫功能、降低乳中体细胞数，总之该物质在奶

牛业上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栗明月[24]研究了竹叶

黄酮对奶牛瘤胃发酵、泌乳性能、抗氧化及免疫功

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该物质约 3.0耀4.5 mg/g 有

利于降低甲烷排放量，显著提高乳糖含量、乳蛋白

含量、对奶产量无不良影响，同时可提高机体抗氧

化能力、细胞和体液免疫能力。总之竹叶黄酮提取物

对奶牛各项生产性能具有显著性提升作用，将其应用

在养牛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保健作用及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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