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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饲料添加剂的应用,加快了养殖业的发

展以及养殖技术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危害

人畜健康和污染环境的事件。因此,科学合理地使

用饲料添加剂意义重大。

1 饲料添加剂的概念与作用

1.1 概 念

饲料添加剂狭义上讲是指各种用于提高饲料效

果和有利于配合饲料生产和储存的一类非营养性微

量物质。广义上的饲料添加剂则是指为了满足饲养

动物的需要向饲料中添加的少量或微量的物质,包
括营养性和非营养性两大类。

1.2 作 用

饲料添加剂是现代工业饲料必要的原料,能够

提高配合饲料的饲养效果。主要有六大作用:一是

完善饲料的全价性、提高其利用率、改善其适口性,
增加动物的采食量;二是预防动物疾病,提高动物的

健康水平;三是促进动物生长发育,提高其日增重;
四是减少饲料在储存过程中营养物质的损失,保证

饲料的饲喂效果;五是改善动物产品的品质,提高其

商品价值;六是改进饲料的加工性能,提高饲料的

品质。
当前的动物品种已经经过不断的改良,饲养技

术也在不断进步,动物的生产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

提高,仅靠单一的饲料或几种原料的混合,已经满足

不了动物的营养需要。特别是工厂化饲养模式的出

现,动物饲养密度非常大、养殖数量也很多,其中猪、
禽大多采取封闭式饲养,其营养供给几乎全部来源

于饲料,因此必须要求饲料具有全价性。虽然添加

剂在配合饲料中的用量很少,但是对于平衡饲料的

全价性、改善其品质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饲料添加剂的分类

目前世界上批准使用的饲料添加剂种类繁多,

仅我国就有170多种,其分类大致如下。

2.1 按作用分类

1)营养性添加剂。主要代表有氨基酸类、微量

元素和维生素类。

2)非营养性添加剂。主要代表有防霉剂、抗氧

化剂、保健剂、黏结剂、着色剂、益生素、酶制剂等。

2.2 我国分类

我国一般将饲料添加剂分为营养性、一般性和

药物性3类。

3 饲料添加剂对人畜健康的影响

饲料添加剂通常以粉状的形式使用,在饲料配

方中的添加量很少,很难跟踪。如果加工或使用不

当、添加剂量不精确、混合不均匀等,容易对动物以

及消费者造成危害。

3.1 营养性添加剂

1)维生素与氨基酸类添加剂。在生产这类添加

剂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成分(如
铅、砷等)或者存在掺假的现象;同时,在储存和使用

这类添加剂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化学性或生物性

的污染,给人畜健康带来隐患。

2)微量元素添加剂。高铜可以促进仔猪快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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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使其皮肤发红、粪便变黑,还可以提高饲料的商

品效能,以致超量使用屡禁不止。然而超量使用会

影响猪的肝脏功能,降低血红蛋白的含量和血液的

比容值。饲喂高铜饲料的猪的肝脏被人食入后,会
引发血红蛋白含量降低、黄疸等中毒症状。同样,锌
和铁的添加也因为具有一定的生理意义(如在仔猪

饲料中添加氧化锌可预防腹泻)而在逐年增加,但是

高锌和高铁的使用,也会引起残留并最终致使人体

中毒。另外,使用质量低劣的矿物质添加剂,会导致

铅、汞、砷、铬等超标。而此类重金属元素半衰期比

较长,一旦进入人体很难排出,且和人体内的蛋白质

结合形成不溶性的盐,导致蛋白质变性,也可以在人

体内蓄积最后导致中毒。

3.2 非营养性添加剂

1)有机砷制剂。砷是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之

一。近年来,某些研究片面地强调砷制剂的促生长

机能,却忽视了其引起中毒和污染环境的问题。如

今砷制剂已成为引起食品安全危害最突出的一种,
如给鸡饲喂“阿散酸”(对氨基苯胂酸),即使停喂

5d,鸡肝脏中砷的残留量还仍然超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所规定的食品中砷的含量。砷的危害性主

要表现在具有三致作用(致畸、致癌、致突变)、在人

体或动物体内残留和蓄积、通过胎盘进入临分娩的

胎儿体内毒害胎儿等方面。现在某些发达国家已明

令禁止使用砷制剂;我国规定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要求使用;美国规定如果使用有机砷,一定要在标签

上标明,并且在屠宰前5d停止使用。

2)抗生素。该类产品的使用面很广,用量越来

越大且有的超剂量添加,造成抗生素以原型或代谢

物的形式贮存在动物的细胞、组织、器官甚至是动物

产品中。动物产品中抗生素残留对人类健康造成的

危害主要包括3个方面。
第一,过敏和变态反应。最早发现的是青霉素

和四环素类药物,我国出现最多的是人食入含有青

霉素的有机奶后引起皮肤过敏或荨麻疹,其中儿童

和婴儿偏多。
第二,细菌耐药性。许多研究发现,一些病原微

生物在长期低浓度抗生素的作用下会对该种抗生素

产生耐药性,而细菌的耐药性基因可以在人类与动

物之间、生态系统中的细菌之间进行传递,从而引起

人体内某些致病菌产生耐药性,影响某些药物对疾

病的治疗。

第三,菌群失调。人体肠道内存在大量的菌群,
多数菌群并无致病性,少量为条件性致病菌。若人

体经常性地摄入有抗生素残留的动物产品,一些敏

感菌则易被抑制或杀灭,耐药菌群就会大量繁殖,从
而打破人体内的菌群动态平衡,导致腹泻或营养不

良,严重的会出现耐药菌的感染,给治疗带来困难。

3)盐酸克伦特罗。盐酸克伦特罗是一种化学合

成的β-兴奋剂,俗称“瘦肉精”。该物质可以提高

瘦肉的沉积能力和饲料的利用率,因此曾于20世纪

80年代在欧洲作为添加剂来使用。“瘦肉精”作为

一种再分配剂,性质比较稳定,进入动物体后主要分

布于肝脏,代谢慢、容易蓄积。一般的烹饪方法并不

能将“瘦肉精”破坏,人类食用含有“瘦肉精”的动物

产品后,会出现中毒现象,轻者心悸、胸闷或四肢肌

肉颤抖,严重者出现心率失常、高血压、甲亢等。我

国法律规定,禁止在饲料生产或动物饲养过程中使

用该物质。

4)激素类添加剂。包括性激素和甲状腺类激素

两大类。该类添加剂也可能会残留在动物产品中,
近些年来出现的儿童早熟和肥胖问题或许与动物产

品中激素类添加剂的残留有关。此外,利用提纯方

法和重组DNA技术制取的高纯度的生长激素(如
牛生长激素BST和猪生长激素PST),不仅可以促

进动物生长发育,还有助于氮素的存留,从而提高瘦

肉率;但安全问题和动物权益方面还存在争议,世界

各国是否同意使用,看法不一。

5)改善饲料品质的添加剂。这类产品的种类很

多,如抗氧化剂、着色剂、防霉剂等,允许适量添加;
若过量使用,也会残留在动物产品中,从而对人体造

成危害。

4 饲料添加剂对环境的影响

1)高铜排入土壤中,不仅会使土壤中的微生物

减少;而且会使土壤板结、肥力下降,从而抑制植物

的生长;还会使畜禽养殖环境更加恶劣。

2)砷制剂虽然具有抗菌、促进动物生长等作用,
但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不容忽视。如果长期大量

使用砷制剂饲喂猪、羊、鸡、鸭等动物,砷会随动物粪

尿进入生态循环系统,导致不良后果。

3)过多的使用矿物质添加剂,不但不能保证预

期的饲养效果,而且还会由于多种矿物元素之间比

例不平衡而导致利用率降低,使多余的矿物质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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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粪尿排出体外,造成环境污染。

4)某些养殖户为了防止动物生病和促进动物生

长,经常会在日粮中添加化学合成的抗菌素。动物

摄入后,吸收量比较少,部分残留在动物产品中,大
部分随粪尿排出体外污染环境。

5)饲料级微量元素也可造成重金属超标,造成

环境污染。我国每年大约有10万t微量元素添加

剂没有被动物利用而随粪尿排出,污染环境。

5 饲料添加剂的合理应用

饲料添加剂的应用虽有利于养殖业的发展,但
其不是万能的,使用不好反而可能“弄巧成拙”。因

此,科学合理地应用饲料添加剂尤为重要。

1)改进饲料添加剂的加工工艺,并规范其生产

操作;同时,合理设计饲料配方,正确选择饲料添

加剂。

2)制定饲料添加剂使用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

段来规范饲料添加剂的使用,避免滥用、乱用;另外,
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尤其是安全、高效、无污

染的饲料添加剂。

3)对于药物性饲料添加剂,要根据药物在生物

体内的代谢规律,制定使用要求和规范;对于抗生素

类添加剂,要根据人体对抗生素的耐受程度,确定动

物产品中的最高残留量。

4)只有在满足动物生长和生产需要的前提下使

用饲料添加剂,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如对生

长迅速的幼龄仔猪使用促生长添加剂,效果较好。

5)在使用饲料添加剂的过程中还需遵循以下原

则:屠宰前要严格遵守休药期;粉状、风干状添加剂

直接加入饲料;多种添加剂混合使用时,要确认相互

间是否存在拮抗作用(如矿物质元素不能和维生素

长期混在一起,有可能会使维生素氧化);混合一定

要均匀,以免造成饲料中某部分含量不足或过高,导
致动物营养缺乏或中毒;使用过程中要观察动物的

反应,有异常马上停止使用;及时做好记录、总结

经验。
只有掌握好以上要领,并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使

用,才会使添加剂更好地为养殖生产服务、为人类生

活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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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仔猪腹泻慎用抗生素

秋冬季仔猪常因感染轮状病毒等引起腹泻。在发病初期表现为轻度呼吸道感染症状,如发热、咳

嗽、流涕等;接着出现呕吐、腹泻,严重时有脱水、心力衰竭、酸中毒等症状。抗生素仅适用于细菌感染引

起的腹泻,对病毒性腹泻无效。因此,仔猪腹泻后,不要乱用抗生素治疗,笔者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建

议采用下列方法,疗效较好。

1)仔猪腹泻后,使用核苷肽等干扰素诱导剂,促进机体对病毒产生抗体,增强体质。

2)对轻、中度脱水的腹泻仔猪,可少量多次灌服葡萄糖盐水,每头每次20~30mL。

3)对有呕吐、腹泻、严重脱水、心力衰竭、酸中毒等症状的仔猪,止吐用“爱茂儿”或维生素B6注射液

2~4mL/头;止泻用病毒灵注射液15~20mL、板蓝根注射液10~15mL、肠痢宁注射液10~15mL、
维生素C注射液10~20mL,1次肌肉注射,2次/d,连用3~5d;心力衰竭时,用10%安钠咖注射液4~
5mL,1次肌肉注射;严重脱水并伴有酸中毒时,用5%碳酸氢钠注射液30~50mL加葡萄糖氯化钠注

射液500mL,静脉注射,直到症状消除为止。中药可用白头翁300g、龙胆末150g、木炭90g混合,每

头每次灌服10g,3次/d,连用3d。

4)治疗过程中,一般无需禁食;即使仔猪患的是急性腹泻,胃肠道也能吸收一定量的营养物质。腹

泻伴有呕吐时,应考虑禁食。
来源:中国养猪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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