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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中药对夏季家兔热应激的防治效果，将 96只新西兰家兔随机分为 4组，设 1个对照组和高、

中、低 3个中药剂量组，以重庆地区自然高温高湿为热应激源，试验组家兔在饲喂中药后，通过检测家兔生长性

能、血清生长激素、胰岛素、葡萄糖的含量来评判该中药对家兔热应激的防控效果。结果显示 3个剂量组家兔因

热应激死亡的数量降低，生长性能显著提高，中剂量组与对照组比差异极显著（ ＜0.01）；生长激素、胰岛素的分

泌量和葡萄糖吸收利用量升高，与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极显著（ ＜0.01）；且中剂量组效果较好，在生长激素的分

泌量和葡萄糖量升高，与低剂量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0.01）。表明该中药复方能提高家兔生长性能，升高血清中

生长激素和血清胰岛素水平，改善家兔夏季热应激时的内分泌调节，增强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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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处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地跨东

经 105°11'～110°11'，北纬 28°10'～32°13'，属青

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夏季炎热多

雨，气温高，湿度大，又有“火炉城市”之称。伴随养殖

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形成，夏季的高温高湿，严重地危

害了现代养殖业的发展。家兔被毛浓密、汗腺少，代谢

旺盛，产热多，而其背皮厚，汗腺少，对外界环境温度

相当敏感，适宜生长环境温度为 15～25 ℃，长期处

于高温高湿环境，家兔遭受神经刺激和体液调节的双

重影响，热量无法散发出去而影响生长性能，容易感

染疾病，引起家兔的死亡。就这个问题，养殖场多采用

各种降温设备和饲养管理程序进行预防，均增加了养

殖投入或者加大饲养工作量，而中药以其独有的自然

结构和生物活性，能够有效地用于疾病的预防。

1 材料与方法

1）试验材料。

①试验动物。新西兰家兔，96只，体重 0.9～1.2

kg，雌雄均可。

②中药制剂。石膏、陈皮、黄芩等，购于重庆市

巫山县当地某大药房。通过水煎提取，浓缩成 1 mL

药液含中药 1 g，即得。

2）试验方法。

①动物的分组及处理。试验将新西兰白兔随机

分为 4组，对照组、高剂量组、中剂量组、低剂量组，

每组 24只，12个重复，每个重复 2只，各组家兔分

别采用独立饮水瓶进行饮水和自由采食，预饲 7 d

后对照组家兔正常饮水，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

剂量组分别在 20 mL饮水中加入 0.5、1.0、2.0 g/kg

的中药，待药液喝完后正常饮水，饲喂 28 d。

②环境温湿指数的测定。试验主要是通过测量

温湿指数来评判动物所遭受的应激程度，在兔舍内

悬挂温湿度计，每天上午 8:00、11:00，下午 14:00、

20:00，进行温度和湿度记录，依据温湿指数公式：

THI=0.81×T+（0.99×T-14.3）×RH/100+46.3。参照

文献，温湿指数 THI≤72表示家兔无热应激；72＜

THI≤79 表示遭受轻度热应激；79＜THI≤88 表示

遭受中度热应激；THI＞88表示遭受重度热应激[1-2]。

③家兔死亡率的统计。在试验期间严格观察各

组家兔的临床变化，记录死亡的数量，计算死亡率。

④家兔生长性能测定。分别在试验前和结束后

称量家兔体重，计算日增重；称量家兔每天的进食

量，计算饲料增重比。

⑤家兔生长激素、葡萄糖、胰岛素的测定。在试

验结束 24 h后，心脏采血，送巫山县人民医院分离

血清，并检测生长激素、葡萄糖、胰岛素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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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药对家兔生长激素、葡萄糖、胰岛素的影响

项目
生长激素 /

（ng/mL）

胰岛素 /

（μIU/mL）

葡萄糖 /

（mmol/L）

对照组 10.36±1.04C 14.49±0.87C 7.22±0.19C

高剂量组 12.11±0.93A 19.74±1.02A 8.04±0.30AaBb

中剂量组 13.69±1.14A 20.06±0.91A 8.12±0.24Aa

低剂量组 10.88±0.86B 17.41±1.02A 7.91±0.19Bb

4）中药对家兔生长激素、葡萄糖、胰岛素的影

响。由表 3可知，使用中药进行防治后，家兔生长激

素、胰岛素的分泌量、血清中葡萄糖含量升高，与对

照组相比较，差异极显著（ ＜0.01）；中剂量组效果

较好，在生长激素的分泌量、血清中葡萄糖的含量 2

个指标与低剂量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0.01）。

3 分析与讨论

重庆夏季炎热多雨，容易形成湿热环境，家兔

受到湿热病邪的侵袭，由表及里，湿热蕴积动物体

内，伤及脾胃，而脾为湿土之脏，胃为水谷之海，致

运化失常，耗损阴津。此时，胃肠受到损伤，对营养

物质的消化吸收能力也会有所降低，进而影响生长

性能；肺为气海，大量湿热邪气呼吸侵入肺内，难以

清除体内浊气，使动物呼吸困难，临床表现为张口

吸气，腹式呼吸；脾主运化，统血，当脾脏受到损伤，

动物机体的造血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免疫屏障被破

坏，极易引起疾病的感染而致使死亡[3-4]。试验中使

用中药对处于湿热环境中的家兔进行防治，降低了

家兔死亡率，改善生长性能，能达到预期的防治效

果，与中兽医辨证理论相符合。

家兔遭受热应激，机体在感受到湿热刺激后，

把热信号传递给大脑皮层，刺激交感神经，垂体位

于脑的下部，当信号传递到垂体，垂体会通过内分

泌调节系统分泌激素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激素调

节中，生长激素和胰岛素主要是影响机体的糖代

谢，促进脂肪、肝糖原、肌糖原的分解代谢，改善新

陈代谢，调节生长[5]。家兔长期处于此种高温高湿环

境，动物的机体代谢必然受损，生长发育也会受到

影响。试验中家兔生长激素、胰岛素分泌水平升高，

葡萄糖的吸收量升高，说明该复方中药能改善机体

的内分泌调节系统，有效防治湿热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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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药对夏季家兔热应激的防治效果

表 2 中药对家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注：同列标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0.01），无字母者或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0.05），下同。

组别 动物数 /只 死亡数 /只 死亡率 /%

对照组 24 15 62.5

高剂量组 24 7 29.2

中剂量组 24 5 20.8

低剂量组 24 9 37.5

项目 饲料增重比

对照组 3.36±0.17A

高剂量组 2.95±0.21Bb

中剂量组 2.88±0.19Bb

低剂量组 3.15±0.30ABa

始重 /kg 末重 /kg 日增重 /（g/d） 进食量 /（g/d）

0.96±0.09 1.81±0.05C 30.13±0.23C 101.37±2.17b

1.04±0.10 2.07±0.09ABa 36.63±0.17A 109.69±3.44a

1.09±0.13 2.18±0.10A 38.71±0.33A 111.54±1.93a

0.94±0.06 1.91±0.08Bb 34.55±0.19B 108.93±2.59a

3）统计分析。试验数据采用 Excel进行统计，检验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 ）表示。

2 试验结果

1）环境温湿指数测定结果。经试验检测，兔舍

的环境温度为 32.43±0.51 ℃，湿度为 85.29%±

2.49%，温湿指数 79＜THI≤88，因此判定试验家兔

遭受中度热应激。

2）家兔死亡情况统计。从表 1可以看出，未进

行给药防治的对照组家兔死亡率达到 62.5%，使用

中药进行防治后的家兔表现出明显的防治效果，死

亡率均降低，且中剂量组死亡率降至 20.8%。

3）中药对家兔生长性能的影响。由表 2可知，

饲喂中药的 3个剂量组家兔日增重、进食量明显增

高，饲料增重比降低，与对照组比，差异极显著（ ＜

0.01）或显著（ ＜0.05），且中剂量组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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