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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粉碎机制成青草粉。喂牛羊的草屑长度为 3 mm，

为了减少贮藏和运输过程的损失，也可以将草粉制

成草粒，甚至草块。这样草颗粒的容重增加，减少了

与空气的氧化，减少了营养的损失，还可以提高饲

喂效果和适口性。

总之，饲草是牛羊等反刍动物重要的饲料资源，

是维持反刍家畜健康的重要原料。饲草养畜应结合地

区特点和发展规划进行，通过不断对饲草种植、加工、

贮存运输的研究，逐渐建立起科学的种草养畜模式，

以促进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和草地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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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蒜素理化性质

项目 性能指标

颜色 淡黄色至棕红色液体

气味 浓烈的大蒜气味

密度 1.050～1.095

折光率 1.550～1.580

溶解性能
溶于大多数非挥发性油，部分溶于乙醇，不溶于

水、甘油和丙二醇

化学稳定性 强酸、强氧化剂和紫外线可能引起变质

摘要 大蒜素是一种绿色、天然的植物源性提取物，具有改善饲料适口性、促进生长等特点，且安全无毒，对

环境无公害，还可用于空气消毒。本文概述大蒜素的作用及在仔猪健康生长中的应用进展，为研究大蒜素作为猪

肉品质改良的绿色添加剂和替代抗生素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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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的主要活性物质是含硫有机化合物[1]，而大

蒜素是从新鲜大蒜中提取，在疾病预防上作为抗菌

药替代品效果好，饲料营养上是一种多功能绿色饲

料添加剂，长期饲喂可改善畜牧产品肉的风味、提

高仔猪成活率和增加食欲等功能。近几年相关研究

表明，大蒜水溶液还用于空气消毒。大蒜液被誉为

“植物性天然广谱抗生素”[2]，具有抗菌消炎、降血

脂、抗血小板凝聚等多种药理作用。

1 大蒜素的理化性质

大蒜素可以从新鲜大蒜中提取或者是合成，主

要成分是大蒜油。其理化性质[3]见表 1。

2 大蒜素的制备工艺

大蒜素可通过多种方式生产，目前主要有以下

几种。

1）生物提取。采用适当的溶剂和条件直接从大

蒜提取，常用方法为有机溶剂提取、水蒸气蒸馏法、

超酶解法提取、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周宇等[4]、朱平

华等[5]采用酶解法提取大蒜素，结果显示，酶解法提

取大蒜素的工艺简便可行，显著提高了大蒜的利用

率。王婉舒等[6]采用超声波处理和双水相体系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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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法提取大蒜素，提取率为 88.89%。

2）化学合成。主要是通过对陈大蒜经提取大蒜

精油，加入适当的载体和适合辅料，干燥加工制成

大蒜素。

3 大蒜素的功能与作用机理

1）诱食助消化，促进动物生长。大蒜素的特殊

气味可以改良饲料中原料的不适气味，通过散发出

气味吸引动物，使之产生食欲，改善饲料适口性，提

高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促进动物生长。陈嘉奇等[7]

报道，大蒜素能刺激仔猪的味觉和嗅觉，改善食欲。

2）抗菌及抗病毒作用。大蒜素及其衍生物对常

见的 G+和 G-细菌均有较好的抗菌作用[8]。大蒜素抗

菌活性主要是氧原子与微生物生长繁殖所必需的

含有疏基的酶相互作用，不可逆地抑制疏基蛋白酶

的活性[9]。因而大蒜素对多种致病菌有明显的抑制

和杀死作用。陈晓月等[10]体外大蒜素抗菌活性实验、

Culter等[11]抗菌实验、Markos等[12]体外抗杆菌活性实

验以及闻平等[13]都证明大蒜素在体外具有较好的抑

菌活性和杀菌作用，其中闻平发现大蒜素对 197株

解脲脲原体最小抑菌浓度和最小杀菌浓度分别为

2.0 mg/L和 4.0 mg/L，与临床常用的大环内酯类和

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相仿。

医学研究方面也发现，大蒜素提取物对疤疹单

纯病毒、人巨细胞病毒、水泡性口炎病毒、人鼻病

毒、副流感病毒等具有灭活作用[14]。

3）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适当浓度的大蒜素

有促进 T淋巴细胞激活作用，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

及 T淋巴细胞酸性 a-醋酸萘酯酶（ANAE）阳性率的

作用，增强细胞免疫功能[15]，从而增强动物体液免疫功

能。Hassan等[16]研究大蒜素对肿瘤细胞 caspases-3、

caspases-8、caspases-9蛋白表达的影响，田小娟等[17]

利用大蒜素诱导喉癌细胞 Hep-2凋亡实验，两位研

究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大蒜素可抑制肿瘤细胞和

喉癌细胞的生长。

4）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作用。鲜大蒜中的蒜氨

酸经物理作用后使蒜酶激活，催化蒜氨酸形成大蒜

素，在此过程中蒜酶、蒜氨酸及其混合物在一定浓度

下，能明显清除·O2
-和·OH，并能抑制脂质过氧化[1]，

说明产生的大蒜素具有较强清除氧自由基的作用，

是良好的体外抗氧剂。有研究报道，大蒜素能有效

保护肝组织细胞正常生理功能，主要机理是大蒜素

通过抑制维生素 C用 FeSO4引发的肝线粒体膜脂

质过氧化，降低丙二醛含量，抑制脂质微粒体连锁

氧化反应。

5）空气消毒作用。大蒜水溶液杀菌作用强，目

前，关于大蒜液用于空气中消毒的报道较少，但大蒜

有很强的抗菌作用，效果非常明显，对人体无毒副作

用，可在有人场所使用，尤其适用于呼吸道传染病病

房使用，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广的环保型空气消毒剂。

张狄华等 [18]、应惠芳等[19]用大蒜液直接喷于室内空

气，细菌杀灭率分别为 88.2%、96.6%。何祖光等[20]用

鲜大蒜汁的水溶液对医院 8个病区的部分病房进行

空气消毒。结果表明，经 1 g/mL大蒜水溶液消毒后

的病房空气中含菌量均小于 200 cfu/m3，达Ⅱ类区域

标准，对空气中细菌具有明显杀灭效果。

4 大蒜素促仔猪健康应用

动物在幼龄时期处于快速生长期，需要充足的

能量、蛋白质营养和微量元素，而仔猪断奶时期情

绪比较烦躁，应激大，对日粮的营养物质要求更高

更全面，由于断奶仔猪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免疫系

统，抗病力比成年猪弱，是疾病感染较高危险期。养

殖员主要是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来预防疾病，但是

抗生素会造成体内残留以及严重的耐药性等问题。

因此，大蒜素作为新型绿色天然的饲料添加剂，可

以预防疾病，减少仔猪断奶应激的影响，改善饲料

适口性，提高仔猪日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降低成

本。大蒜素特殊的气味及其含硫化合物挥发可以驱

赶舍内环境的蚊蝇虫，粪中未消化的大蒜素及其代

谢产物大蒜辣素阻止蚊蝇在粪中的繁殖，从而改善

了养殖场仔猪生存的环境质量，减少疾病，有利于

仔猪的健康生长，提高断奶仔猪成活率。刘超良等[21]

在饲料中添加 0.01%、王银钱等[22]在仔猪饲料中添

加 20、40、80 mg/kg 25%的大蒜素，发现大蒜素对

提高仔猪的生长性能、免疫性能、减少仔猪发病率

作用显著，同时降低仔猪腹泻率。

涂兴强[3]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蒜素对生长育肥

猪生长性能有促进作用，能提高肌苷酸、氨基酸含

量、降低胆固醇含量，饲喂剂量在 300 mg/kg以上可

增加鲜味氨基酸比例，改善肉质嫩度，提高鲜味。

5 展 望

大蒜素有抗菌力强，体内无残留、无耐药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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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兔催奶小窍门

1）中草药催奶。将紫花地丁、车前草、蒲公英等切碎拌入饲料中，单喂混喂均可，连服 3 d，既可催

奶，又可消炎去火。

2）拉毛催奶。通过拉毛，可以刺激母兔的乳腺，促进泌乳。在母兔产前拉毛时，将其拉下的毛悄悄

取走，母兔发现毛少了，即会继续拉毛，初产的母兔可人工帮助拉毛，使乳房充分暴露，此方催奶效果

明显。

3）蚯蚓催奶。将鲜蚯蚓用沸水浸泡至发白，然后切碎拌入红糖，用来喂产兔，2次 /d，每次约 2条。

也可以把蚯蚓晒干后粉碎，每天喂 10～15 g。连喂 4 d，可使泌乳量增加。

来源：中国农科新闻网

污染等优点，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和现代科学

技术进步以及研究的深入，进行大蒜素及其提取物

作为猪肉品质改良的绿色添加剂将具有独特的开

发和利用价值。大蒜素替代抗生素的开发与研究，

对猪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资源、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天然大

蒜素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饲料工业上使用

的“大蒜素”，是以人工合成的为主；另外，大蒜具有

臭味，易发生褐变，长期饲喂蒜产品会引起肉、蛋、奶

带有蒜臭味，使得大蒜的有效应用受到一定限制；从

新鲜大蒜提取的大蒜素对热和碱稳定性差，在空气

中长时间放置也会使其失去活性。而且，大蒜素的作

用机制研究仍不够深入，因此，在大蒜素基础上加以

改良，提高其纯度使其更稳定或进一步研究其作用

机制寻找新型替代物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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