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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花粉蜂胶对小鼠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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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以蜂花粉蜂胶作为饲料添加剂 ,探讨其对昆明小鼠生长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 :蜂花粉对仔鼠、育成

鼠有明显的促进生长作用 ,蜂胶对小鼠的哺乳期、离乳期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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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llen and Propolis on the Growth of M 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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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used pollen and p ropolis as feed additive to feed KunM ing mouse to exp lore

their effects on its growth . The result showed as follows: It was p roved that pollen has the function to p 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young mouse and adult mouse obviously, p ropolis does not affect the breast - feeding period

and breast - leaving period of the 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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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 ,蜂文化在中国几千年前就有文字记载 ,而蜂业随着人类科学

技术的进步 ,养蜂与蜂产品的研究与应用得到迅速的发展 [ 1 - 4 ]。蜂花粉和蜂胶作为饲料添加剂在畜牧

业中的研究与应用比较广泛 ,而在实验动物学领域中还涉及不多 ,本次试验所使用的实验动物为昆明种

小鼠 :即 K. M小鼠 ,一直是我国生产量、使用量最大的远交群小鼠 ,被广泛应用药理学、毒理学等领域的

研究 ,以及药品、生物制品的生产与检定 [ 5 ]。本文对蜂花粉、蜂胶作为饲料添加剂对实验动物 K. M小鼠

生长的影响以及拓展蜂花粉和蜂胶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研究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试验结果报

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1. 1. 1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 40只 ,雌雄各半 , 60日龄 ,体重 35～40 g,由江西省中医学院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 ,合格证号 : SCXK(赣 ) 2005—0001。

1. 1. 2　饲养条件 　实验动物饲养在江西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屏障环境〔合格证号 : SYXK (赣 ) 2003 -

0003〕,试验室温度控制在 (22 ±3) ℃,相对湿度 40% ～70%。动物自由取食饲料和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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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设计

Tab. 1　D esign the study

组别 Group s 处理 The treat

试验 A

Group A

普通饲料 + 1%蜂花粉

Normal diet + 1% pollen

试验 B

Group B

普通饲料 + 0. 5%蜂胶

Normal diet + 0. 5% p ropolis

试验 C

Group C

普通饲料 + 0. 75%复合蜂花粉蜂胶 (蜂花粉 :蜂胶为 2∶1)

Normal diet + 0. 75% compound of pollen - p ropolis(pollen: p ropolis = 2∶1)

试 验 D

Group D

普通饲料

Normal diet

1. 2　实验方法

1. 2. 1　试验方案设计 　本试验分为 4个组 ,每组雌雄 5对 ,采用雌 (♀)雄 (♂) 1∶1长期同居频密繁殖

方式 ,连续繁殖 4胎 ,限亲本母鼠每次哺乳仔鼠 9只。试验 A组至 C组分别添加蜂花粉和蜂胶为试验

组 ,试验 D 为对照组 ,喂普通

颗粒饲料 ,试验设计如表 1。

1. 2. 2　生长性能的测定 　详

细记录每胎仔鼠的初生日、3

日、7日、10日、14日的窝重和

离乳雌、雄鼠在第 3周、4周、5

周、6周、7周、8周的个体重。

1. 3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用均数 ±标准误

( x ±s)表示 ,采用 Excel - 2003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组

内比较采用 t检验 ,以 P < 0. 05

作为差异显著性指标。

2　结果分析

2. 1　蜂花粉蜂胶添加剂对 K. M小鼠生长性能的实验结果

从表 2可知 ,在 1 - 4胎仔鼠的窝重中 ,从初生到 14日龄 , A组和 C组的窝重始终高于 B组和 D组 ,

在 3日龄时 C组的窝重高于对照 D组 1. 99 g,提高了 8. 2% ,差异显著 ( P < 0. 05) ,在 10日龄 A组的窝

重高于 D组 4. 47 g提高了 6. 52% ,差异显著 ( P < 0. 05) ;在 14日龄时 A组的窝重高于 B组 4. 39 g提

高了 5. 03% , 差异显著 ( P < 0. 05) ,高于 D组 3. 56 g,但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表 2　1 - 4胎哺乳期仔鼠生长情况

Tab. 2　The growth influence on the brea st - feed ing per iod of young m ouse from the f irst to the fourth foetus

组别 group s A B C D

初生窝重 / g

L itter weight on newborn
16. 61 ±1. 23a 16. 15 ±0. 81a 16. 29 ±1. 64a 15. 97 ±1. 30a

3日龄窝重 / g

L itter weight on 3 days old
25. 83 ±2. 63ab 25. 04 ±2. 08ab 26. 40 ±3. 16a 24. 41 ±2. 0b

7日龄窝重 / g

L itter weight on 7 days old
52. 75 ±4. 67a 50. 04 ±4. 24a 53. 11 ±6. 28a 50. 76 ±4. 32a

10日龄窝重 / g

L itter weight on 10 days old
73. 05 ±6. 27a 69. 18 ±4. 89ab 70. 50 ±6. 54ab 68. 58 ±5. 10b

14日龄窝重 / g

L itter weight on 14 days old
91. 72 ±6. 21a 87. 33 ±5. 83b 89. 2 ±7. 82ab 88. 16 ±7. 34ab

　　表中同行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

异极显著 ( P < 0. 01)。

The same lowercases indicat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5) , the different lower2

cases indicate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5) , the cap ital lettermeans the difference is ver2
y significant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1).

从表 3的结果可知 1 - 4胎离乳雌鼠 ,从第 3～8周 A组的个体平均体重高于其它各组 ; C组除了在

第 5周低于 D组外 ,别的周龄个体平均体重均高于 B组、D组 ,从 1 - 4胎整个数据统计看 ,各组之间的

各周龄个体平均体重差异不明显 ,没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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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 4胎离乳雌鼠 ( ♀)育成期生长情况

Tab. 3　The growth influence on the brea st - leav ing per iod of adult fema le m ouse from the f irst to the fourth foetus

组别 group s A B C D

3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3w old
15. 97 ±1. 0a 15. 60 ±0. 87a 15. 63 ±0. 77a 15. 39 ±0. 98a

4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4w old
25. 19 ±1. 80a 24. 06 ±1. 43a 24. 71 ±1. 46a 24. 51 ±2. 18a

5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5w old
30. 84 ±2. 47a 29. 53 ±1. 81a 30. 38 ±1. 46a 30. 63 ±2. 05a

6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6w old
32. 99 ±2. 42a 32. 09 ±2. 09a 32. 34 ±1. 63a 31. 89 ±2. 20a

7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7w old
35. 28 ±2. 58a 34. 08 ±2. 68a 34. 46 ±2. 57a 33. 95 ±2. 86a

8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8w old
36. 6 ±2. 59a 35. 22 ±2. 52a 35. 73 ±2. 61a 35. 56 ±2. 93a

　　表中同行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

异极显著 ( P < 0. 01)。

The same lowercases indicat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5) , the different lower2
cases indicate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5) , the cap ital lettermeans the difference is ver2
y significant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1).

从表 4的结果可看出 , 1 - 4胎离乳雄鼠 ,从第 3～8周日龄 A组、C组的个体平均体重均高于 B组、

D组 , A组和 C组之间及 B组和 D组之间均没有明显的差异 ;从第 3～8周日龄 A组、C组的个体平均

体重均明显高于 B组 ,差异显著 ( P < 0. 05) ;在第 3, 4, 7, 8周龄时 A组、C组的个体平均体重均也明显

高于 D组 ,差异显著 ( P < 0. 05)。
表 4　1 - 4胎离乳雄鼠 ( ♂)育成期生长情况

Tab. 4　The growth influence on the brea st - leav ing per iod of adult ma le m ouse from the f irst to the fourth foetus

组别 group s A B C D

3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3w old
16. 21 ±0. 88a 15. 59 ±0. 89b 16. 05 ±0. 72a 15. 55 ±0. 78b

4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4w old
27. 27 ±1. 64a 25. 75 ±1. 64b 27. 5 ±1. 49a 26. 36 ±1. 47b

5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5w old
35. 45 ±1. 74a 34. 16 ±1. 60b 35. 74 ±1. 52a 34. 76 ±1. 47ab

6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6w old
39. 08 ±2. 0a 37. 10 ±1. 88b 39. 08 ±2. 07a 38. 29 ±2. 13ab

7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7w old
41. 22 ±2. 25a 38. 79 ±2. 01b 41. 44 ±2. 09a 40. 1 ±1. 99b

8周龄体重 / g

W eight on 8w old
43. 06 ±2. 71a 39. 79 ±2. 36b 42. 8 ±1. 70a 41. 26 ±1. 80b

　　表中同行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

异极显著 ( P < 0. 01)。

The same lowercases indicat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5) , the different lower2
cases indicate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5) , the cap ital lettermeans the difference is ver2
y significant among the group s in the line (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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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1)蜂花粉、蜂胶添加剂对 K. M小鼠的生长影响。蜂花粉和蜂胶不管是复合或单剂添加剂对 K. M

小鼠的初生窝重及离乳后的育成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试验结果 1 - 4胎哺乳期仔鼠和离乳鼠的

育成长数据统计来看 , A组、C组的窝重明显高于 B组和 D组 ,离乳鼠的育成长 A组、C组的个体平均周

重也明显高于 B组和 D组 ,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仔鼠的窝重及离乳雄鼠的个体周重上 ,只添加蜂胶的

试验 B组 ,在仔鼠窝重的后几个观察日 , 4胎中就有 3胎的窝重在几个试验组中最低 ,同样在离乳雄鼠

的个体周重上 ,尤其在后几个周体重上 , 1 - 4胎中 B组均为最低 ,从整个试验说明 ,蜂花粉对小鼠的窝

重、育成长有明显的促生长作用 ,而蜂胶对 K. M小鼠生长没有明显的影响 ,和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胡怡秀等 [ 6 ]报道北京蜂胶对 K. M小鼠体重增长无明显影响的结果一致 ,另外从整个试验来看 ,雌、雄

小鼠的育成长的平均周重均要明显高于国内学者左谦益、胡秀兰等 [ 7 - 8 ]报道的数据 ,这可能与本次试验

亲本母鼠只能哺 9只仔鼠有关 ,因有良好的成长空间和丰富的乳汁 ,仔鼠的快增重与离乳后的成长有直

接的联系。整个实验 A组、C组的数据常高于 B组和 D组的数据 ,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蜂花粉对 K. M

小鼠的促进生长作用。

(2)本次研究结果证明 : 蜂花粉对实验动物 K. M小鼠的生长增重有良好的效果。蜂花粉营养丰

富 ,有“浓缩的维生素 ”、“微型的营养库 ”的美称 [ 9 ] ,而蜂胶除了能增强机体的免疫性能外 ,还具有抗细

菌、抗病毒、抗氧化和防虫、防霉的作用 [ 10 - 11 ]
,作为饲料添加剂一直来被人们重视。在应用生产中蜂花

粉、蜂胶按何比例配制 ,既能提高小鼠的生长又能兼顾饲料的转化率及经济效益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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