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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药的快速发展促使中草药应用越加广泛，产生的药渣逐渐变废为宝，在能源、种植、养殖等多个行

业得到应用。本文综述近些年药渣应用于猪、鸡、牛等畜禽养殖行业的研究进展，并指出药渣在当前养殖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为药渣在畜禽养殖行业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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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草药的应用越发广

泛，产生的药渣数量相应增加，仅植物类药渣年排

放量就高达 65万多吨[1]，这类药渣被当成废弃物通

过堆放、填埋、焚烧等方式进行处理，不仅耗时费

力，而且容易腐败污染环境，同时也是对资源的极

大浪费。多位学者研究表明药渣中含有丰富的营养

成分，除常规养分之外，赵婷等[2]从五味子药渣中提

取 11.52%的多糖，韦云川等[3]从三七药渣中提取高

达 50%的三七多糖，并发现其中含有 12.7%总皂苷，

马逊风等[4]发现淫羊藿药渣含有原药材 40％的淫羊

藿黄酮，并且部分药渣应用于畜禽养殖业中具有较

好的效果，本文将对近年来中药渣应用于畜禽养殖

的情况进行综述。

1 药渣在家猪养殖中的应用

药渣中含有粗蛋白、粗纤维、钙、磷等多种营养

成分，能够代替部分常规饲料原料用于猪生产中。

李致甫等[5]用四环素药渣、土霉素药渣代替日粮中

的花生饼饲喂保育猪，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日增

重、料肉比并无显著差异；耿春银等[6]在生长育肥猪

日粮中添加水飞蓟药渣代替米糠，也得出类似的结

论，日增重、采食量和料肉比均无显著区别；李鹏等[7]

在育肥猪日粮中添加复方丹参滴丸药渣测定其表

观消化能，表明该药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麸

皮，且能够提升饲料适口性，但生产性能方面没有

显著的提升。也有部分中药渣对畜禽生长性能有较

积极的影响，李肖梁等[8]在育肥猪日粮中添加“十全

大补”药渣显著提升其日增重、降低料重比。总的来

说，由于药渣价格低廉，在生猪养殖中合理适量地

使用能够降低饲养成本、维持甚至提高生长性能、

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药渣作为一种非常规原料不仅性价比较高，能

少量代替部分常规原料，而且对提高饲料中营养物

质的消化率也有一定作用。苏家宜等[9]在断奶仔猪

日粮中添加发酵芪楂口服液药渣，试验组的干物

质、粗蛋白、粗脂肪的消化率显著提高；罗杰等[10]使

用蛹虫草真菌发酵过的五味子药渣也使断奶仔猪

的粗蛋白、粗脂肪、纤维的消化率显著提升；而耿春

银等[6]用水飞蓟药渣和果寡糖改进猪料配方研究结

果表明试验组的粗蛋白、粗纤维、钙、磷的消化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此外也有研究药渣对畜禽肉品质的

影响，李肖梁等 [8]在育肥猪日粮中添加十全大补药

渣显著降低了背膘厚和滴水损失率，提高了瘦肉率

和红色色度。

2 药渣在家禽养殖中的应用

20世纪 90年代张尔刚等[11]将不同剂量的土霉

素药渣代替蛋白饲料应用于雏鸡料中，显著提高雏

鸡存活率，且 5~8周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刘超等[12]、

万伶俐等[13]对土霉素药渣进行分析发现其真代谢能

6.6 MJ/kg，粗蛋白含量 44.4%，氨基酸平衡指数

0.881~0.892，能够作为一种优质的蛋白源应用于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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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吴华等[14-16]分别将甘草药渣和黄芪药渣添加

到白羽肉鸡饲料中，发现 3%的甘草药渣与 5%黄芪

药渣均显著提高了日增重，降低了料肉比，且饲粮

中粗蛋白表观消化率显著提升，在岭南黄鸡日粮中

添加黄芪药渣显著降低了鸡肉的含水量，显著提升

了鸡肉的系水力。张瑞等[17]在白羽野鸭日粮中添加

4%、8%的黄芪药渣也显著提升了各阶段体重，但添

加五味子药渣对白羽野鸭各指标均无影响。也有科

研工作者将药渣发酵用于饲喂家禽，如敖杨等[18]利

用安琪酵母菌发酵过的金莲花药渣饲喂未免疫的

黄羽肉鸡，发现能显著提高其成活率，高剂量组显

著提升其胸腺指数、法氏囊和抗氧化效果，从而提

升其生产性能。

3 药渣在牛、羊养殖中的应用

将药渣用于饲喂反刍动物，不仅能提高其生产

性能，对肉品质的改善也有一定作用。王尚荣[19]在西

门塔尔×本地黄牛杂交奶牛日粮中分别添加 1、2 kg

“催奶灵”药渣粉剂，饲喂 40 d，期间试验组日产奶量

较未添加组分别增加 2.19、2.28 kg，差异极显著，但

对乳成分没有明显影响；在肉羊养殖方面，王向民[20]、

屈国敏等[21]在肉羊日粮中添加不同比例的药渣均表

明药渣添加组的生长效果比未添加组明显提高，并

且由于药渣是中药企业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的，使

得经济效益极为可观。此外将药渣和其他非常规原

料搭配使用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吴波等[22]用 50%药

渣与豆渣、废菌糠混合发酵形成的糟渣饲料饲喂 4

月龄波尔山羊日增重、料重比、发病率均优于 100%

药渣发酵组。药渣直接或处理后用于反刍动物料中

不仅能提高生产性能，对产品本身也有一定改良作

用，蔺军[23-24]分别在 3月龄陶寒一代肉羊日粮中添加

党参、黄芪药渣以及当归药渣，挥发性化学物质的总

量差异不大，但辛酸、己酸、癸酸等致膻物质明显减

少，对羊肉口感的提升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当归

药渣的添加对脂肪、蛋白质的优化有明显的效果。

4 药渣在畜禽养殖中存在的问题

药渣应用于畜禽养殖中的首要问题是安全性，

部分中草药，如附子、川乌等含有一定量的毒性，其

使用都是经过严格炮制而入药的，但经提取有效成

分后剩余药渣毒性物质含量多少，能否应用于畜禽

养殖中的相关研究极少。此外由于药渣含水量较

高，堆积存放、运输过程极易腐败变质、产生霉菌毒

素等，这对于畜禽的健康养殖是极为不利的。其次

药渣来源不定，成分不明，效用不稳，药渣来源途径

多种多样，包括中成药生产、原料药生产、中药材加

工与炮制、含中药的轻化工产品生产等，这种不稳

定性导致了其很难作为一种常规原料大批量应用。

虽然中成药生产剩余的药渣占总比的 70%，但中成

药种类繁多，生产过程差异较大，且原料药品种多、

加工工艺参差不齐也导致其中营养成分差异很大。

最后系统化研究程度偏低，药渣价格较低，且每类

药渣数量较少，也导致其经济效益较低，系统化地

研究极少。杨声等[25]基于文献分析表明 28种单味药

渣研究文献 48篇，其中最高研究次数为甘草药渣

仅 5篇；22种复方药渣研究文献仅 31篇，平均每种

药渣不到 2篇。除了研究数量较少外，药渣在畜禽

养殖领域研究也有待深入，现有研究大部分停留在

比较其生长效果与经济效益，后续的成分分析、作

用原理极少。

5 解决思路与未来展望

由于植物源药渣细胞壁的存在，其中的活性成

分不易被畜禽利用，大量饲喂既稀释了饲料的营养

浓度，又造成了适口性不佳的问题，而通过微粉碎、

选择合适的发酵剂进行发酵不仅可以破坏药渣的

细胞壁、降解纤维素等抗营养因子，还可产生一些

次级代谢产物，降低毒性，提高药渣的药效和有效

成分利用率。戴德慧等[26]发现发酵后的丹参药渣可

溶性多糖含量比发酵前提高 103.8%，真蛋白含量也

提高 14.3%；周勇等[27]利用混合菌种对复合中药渣

进行发酵后，其产物中多糖含量达到了 6.08%，菌体

含量为 1.5×107 cfu/g 。在实际养殖试验过程中，罗

杰等[10]、吴波等 [22]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发酵药渣对畜

禽的生长性能有一定的提高。

提取药渣中的某类活性成分并应用于畜禽养

殖行业也是较为常见的高效利用方式。由于工艺原

因，部分药材经提取有效成分后，药渣中仍有大量

残余，如李军等[28]发现在柴胡煎煮汤剂后剩余的药

渣中柴胡皂苷含量远高于柴胡汤剂，潘华峰等[29]发

现人参药渣中所含的人参皂苷含量仍占总提取量

20%以上。此外对部分单独提取某种或某类有效成

分的药渣，其中含有丰富的其他营养成分，如工业

化提取药材所采用的水提法，提出的有效成分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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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脂溶性成分仍在药渣中，而这类成分大多具

有抗氧化、抗肿瘤、抗炎等功效，对其进行再提取具

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如在提取甘草甜素后的甘草药

渣中再提取黄酮类成分[30]。将药渣直接或间接应用

于畜禽养殖产业，既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实现药

渣的二次利用，促进其深度开发，也对开发非常规

饲料原料，缓解饲料资源紧张起着重要作用。药渣

的开发离不开政策引导、科技的进步和市场调控，

首先需要适当的政策引导，鼓励中成药企业根据药

渣的特性进行分类、研发、加工、销售，促使其由一

种污染环境的废弃物转换为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

次要加强对药渣资源的研发，在明确药渣的营养成

分后通过发酵、提取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形成一

种功效明确、性能稳定的产品，从而可以在畜禽养

殖业中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随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中医药法》及《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2016-2020年）》等相关政策的密集颁布，国家对中

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可谓空前，中草药、中成药的

利用研究必然会逐步深入，在此基础上，将药渣变

废为宝，逐步应用于畜牧养殖业中，对打造资源节

约型社会、美丽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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