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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中药微粉组合物，属于兽

用复方中药技术领域。本发明提供的中药微粉组

合物，包括牛蒡子、蛇床子、常山、黄芪、艾草、青

蒿、党参，所述中药微粉组合物可应用于鸡微生

物发酵养殖床。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鸡养殖床，

包括垫料、中药微粉组合物和混合微生物菌种发

酵液，所述鸡养殖床可配合鸡舍内悬挂中药包以

及养殖过程中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不同功效的

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形成一套健康、安全、高

效、生态的鸡养殖系统，确保鸡类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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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药微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原料：牛蒡子3～12份、

蛇床子2～12份、常山1～6份、黄芪5～16份、艾草5～16份、青蒿5～12份、党参1～6份。

2.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微粉组合物在养殖发酵床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床

为鸡养殖发酵床。

3.一种鸡养殖发酵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床中包括垫料和0.05～0.5wt％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中药微粉组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鸡养殖发酵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床中还包括混合微生物

菌种发酵液。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鸡养殖发酵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微生物菌种由乳酸乳球

菌LAWH202106、粪肠球菌EFWH202105、地衣芽孢杆菌BLHB‑20200701按照1～2:1～2:1～2配

比得到。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鸡养殖发酵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中，

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的有效活菌数为4～6×108cfu/ml，粪肠球菌EFWH202105的有效活

菌数为4～6×108cfu/ml，地衣芽孢杆菌BLHB‑20200701的有效活菌数为4～6×108cfu/ml。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鸡养殖发酵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液用量为0.5～1.6L/m2。

8.一种鸡养殖模式，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3～7任意一项所述的鸡养殖发酵床养

殖鸡，同时于鸡舍内悬挂中药包，并在鸡养殖过程中，于饲料或饮水中添加中药制剂或中药

提取物。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鸡养殖模式，其特征在于，在蛋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第0～7

天添加0.5～2％的黄芪提取物；第8～14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腹泻中药制剂或其提

取物；第15～21天、91～98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大肠杆菌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22

～27天、42～49天、63～70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球虫病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127

～133天添加1～2％的黄芪、益母草、黄柏混合粉散剂。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鸡养殖模式，其特征在于，在肉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第0～7

天添加0.5～2％的黄芪提取物；第8～14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腹泻中药制剂或其提

取物；第15～21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大肠杆菌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22～27天、42

～49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球虫病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63～70天添加0.5～2％的

黄芪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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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药微粉组合物及其在鸡生态养殖模式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兽用复方中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中药微粉组合物及其在鸡养殖

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鸡类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近年来，我国的养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规模和生产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现代大规模

畜牧养殖饲养方式，养殖密度较大，养殖管理不够科学合理和全面，蛋鸡产蛋率不高，蛋产

品品质欠佳，肉用土杂鸡生长缓慢，并且容易产生各种疾病，导致鸡的养殖效益不高。而目

前，市场上用于鸡病防治的药物较多，但多是一些抗生素类药物，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残

留在肉蛋产品中，人们食用后会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因此，在当前国家减抗、限抗、禁抗的大

环境下，如何有效研发出替抗产品，减少抗菌素等化学药物的使用，确保畜禽健康养殖，减

少抗菌素等药物耐药性和残留危害，是当前畜禽养殖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0003] 中草药为我国传统瑰宝，且长期实践证明，中草药在医药卫生、畜禽健康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因此，如何在我国中医医

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顺应当前行业养殖需求，选取传统常用中草药植物形成组方制剂应

用于鸡养殖中，建立一套无抗、生态养殖的模式成为鸡养殖领域的关键。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中药微粉组合物，可与新型生物发酵床

养殖方式结合，有效提高生物发酵菌种和发酵床的降解能力和效率。

[0005]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了一种鸡养殖发酵床，可保证鸡养殖过程中养殖环境的

健康，确保了养殖鸡群的健康，降低死淘率。

[0006]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了一种鸡养殖模式，实现了鸡的健康、安全、高效、生态

养殖，确保了鸡产品质量安全。

[0007]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中药微粉组合物，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原料：牛蒡子3～12

份、蛇床子2～12份、常山1～6份、黄芪5～16份、艾草5～16份、青蒿5～12份、党参1～6份。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中药微粉组合物在养殖发酵床中的应用，所述发酵床为鸡养

殖发酵床。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鸡养殖发酵床，所述发酵床中包括垫料和0.05～0.5wt％上

述的中药微粉组合物。

[0011] 优选的，所述发酵床中还包括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

[0012] 优选的，所述混合微生物菌种由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粪肠球菌EFWH202105、地

衣芽孢杆菌BLHB‑20200701按照1～2:1～2:1～2配比得到。

[0013] 优选的，所述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中，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的有效活菌数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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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8cfu/ml，粪肠球菌EFWH202105的有效活菌数为4～6×108cfu/ml，地衣芽孢杆菌

BLHB‑20200701的有效活菌数为4～6×108cfu/ml。

[0014] 优选的，所述发酵液用量为0.5～1.6L/m2。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鸡养殖模式，采用上述鸡养殖发酵床养殖鸡，同时于鸡舍内

悬挂中药包，并在鸡养殖过程中，于饲料或饮水中添加中药制剂或中药提取物。

[0016] 优选的，在蛋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第0～7天添加0.5～2％的黄芪提取物；第8～

14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腹泻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15～21天、91～98天添加0.5～

1.0％的防治鸡大肠杆菌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22～27天、42～49天、63～70天添加0.5～

1.0％的防治鸡球虫病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127～133天添加1～2％的黄芪、益母草、黄

柏混合粉散剂。

[0017] 优选的，在肉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第0～7天添加0.5～2％的黄芪提取物；第8～

14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腹泻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15～21天添加0.5～1.0％的防

治鸡大肠杆菌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22～27天、42～49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球虫

病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63～70天添加0.5～2％的黄芪提取物。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将中药微粉组合物与新型生物发酵床养殖方式结合，抑制了其他病原微生

物的生长繁殖，有效促进了生物发酵菌种的生长和繁殖，提高了生物发酵床的降解活性，发

酵床和环境中氨气浓度基本为零，可保证鸡养殖过程中养殖环境的健康，从而确保了养殖

鸡群的健康，降低了死淘率，全群成活率达96％以上，其中蛋用土杂鸡高峰期产蛋率达到

75％以上。

[0020] 本发明的鸡养殖模式将生物发酵床和复方中药组方制剂联合应用，实现了鸡的健

康、安全、高效、生态养殖，减少了抗菌素的使用，避免了抗菌素成分在肉蛋产品内的残留，

确保了鸡产品质量安全，提高了产品的风味和功能性营养成分，其中所得鸡蛋中胆固醇降

低、有益不饱和脂肪酸提高、风味氨基酸提高。

[0021] 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拉丁名Lactococcus  lactis  LAWH202106)，保藏单位：中

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简称CCTCC)，保藏单位地址：中国武汉，武汉大学，保藏编号为

CCTCC  NO：M  2021959，保藏日期为2021年7月30日。

[0022] 粪肠球菌EFWH202105(拉丁名Enterococcus  faecalis  EFWH202105)，保藏单位：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简称CCTCC)，保藏单位地址：中国武汉，武汉大学，保藏编号为

CCTCC  NO：M  2021958，保藏日期为2021年7月30日。

[0023] 地衣芽孢杆菌BLHB‑20200701(拉丁名Bacillus  licheniformis  BLHB‑

20200701)，保藏单位：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简称CCTCC)，保藏单位地址：中国武汉，武

汉大学，保藏编号为CCTCC  NO：M  2020428，保藏日期为2020年8月17日。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中药微粉组合物，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原料：牛蒡子3～12

份、蛇床子2～12份、常山1～6份、黄芪5～16份、艾草5～16份、青蒿5～12份、党参1～6份。

[0025]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原料按质量份数计，包括牛蒡子8～12份、蛇床子8～12份、常

山4～6份、黄芪14～16份、艾草14～16份、青蒿8～12份、党参4～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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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更优选的，本发明所述原料按质量份数计，包括牛蒡子9～11份、蛇床子9～11份、

常山5～5.5份、黄芪14.5～15份、艾草14.5～15份、青蒿9～11份、党参5～5.5份。

[0027] 牛蒡子，为菊科牛蒡属植物牛蒡的干燥成熟果实，味辛、苦，性寒；归肺、胃经。具有

疏散风热，宣肺祛痰，利咽透疹，解毒消肿的功效。主治风热感冒，温病初起，麻疹不透，风疹

瘙痒，痈肿疮毒，丹毒，痄腮喉痹。

[0028] 蛇床子，为伞形科蛇床属植物蛇床的果实，味辛，苦，性温；归脾，肾经。具有温肾壮

阳，燥湿杀虫，祛风止痒的功效。主治阴部湿痒，湿疹，疥癣；寒湿带下，湿痹腰痛；肾虚阳痿，

宫冷不孕等。

[0029] 常山，为虎耳草科黄常山属植物常山的干燥根，味苦、辛，性寒；归肺、肝、心经。分

布于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

南和西藏等地。具有涌吐痰涎，截疟之功效。常用于痰饮停聚，胸膈痞塞，疟疾。

[0030] 黄芪，为豆科黄芪属植物蒙古黄芪或膜荚黄芪的根，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具

有健脾补中，升阳举陷，益卫固表，利尿，托毒生肌的功效。主治脾气虚证，肺气虚证，气虚自

汗证，气血亏虚，疮疡难溃难腐，或溃久难敛等。

[0031] 艾草，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本，或略成半灌木状，植株有浓烈香气，性味苦、辛、温，入

脾、肝、肾。全草入药，有温经、去湿、散寒、止血、消炎、平喘、止咳、安胎、抗过敏等作用。

[0032] 青蒿，菊科蒿属植物黄花蒿的干燥地上部分，味苦、辛，性寒；归肝、胆经。具有清透

虚热，凉血除蒸，解暑，截疟的功效。主治温邪伤阴，夜热早凉，阴虚发热，劳热骨蒸，暑热外

感，发热口渴，疟疾寒热。

[0033] 党参，为桔梗科党参属植物党参、素花党参或川党参的根，味甘，性平；归脾、肺经。

具有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主治脾胃虚弱，肺虚喘咳，津伤口渴，血虚体弱等。

[0034] 本发明将7味中药合理配伍，蛇床子、常山、牛蒡子、青蒿发挥杀虫、驱虫以及抗菌

和抗病毒作用，控制发酵床上病原微生物的生长、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为君药；黄

芪、党参发挥健脾补中的功效，促进鸡群生长，为臣药；艾草为佐使之药。

[0035] 本发明将所述中药原料制备得到中药微粉组合物。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本

发明将各类药材按比例混合，粉碎过筛后封存备用，所述过筛优选为过1号筛。本发明对具

体的混合、粉碎、过筛方式不作限定。

[003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中药微粉组合物在养殖发酵床中的应用，所述添加上述中药

微粉组合物的养殖发酵床优选为鸡养殖发酵床。

[003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鸡养殖发酵床，在鸡养殖发酵床垫料中添加垫料总质量0.05

～0.5％的中药微粉组合物，所述中药微粉组合物的添加量优选为0.1～0.4wt％，更优选为

0.2～0.3wt％。本发明所述中药微粉组合物直接与发酵床垫料混合均匀即可，本发明对具

体的混合方式不作限定。

[0038] 本发明对鸡养殖发酵床的垫料原料不作具体限定，可选择锯末、统糠粉、棉籽壳

粉、棉杆粗粉、椰子壳粉、花生壳粉、各种秸秆等。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本发明所述鸡

养殖发酵床垫料以质量百分比计，由70～90％的稻壳和10～30％的锯末配比得到。

[0039] 本发明所述鸡养殖发酵床深5～25cm，优选为10～22cm，更优选为20cm。本发明通

过控制鸡养殖发酵床的厚度，可保证单位面积内的发酵空间和发酵效率，最大限度的降解

鸡粪尿，同时又可以及时排出发酵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和水蒸汽，保证了发酵床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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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氨气浓度基本为零。

[0040] 本发明对鸡养殖发酵床的含水量不作限定，本发明对鸡养殖发酵床的温度不作限

定，采用室温即可。

[0041] 本发明将所得中药微粉组合物添加到生物发酵床中，可抑制生物发酵床中病原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对生物发酵床起到消毒作用，同时还可以促进有益菌种的生长和繁殖，提

高生物发酵床的降解活性，改善养殖环境，提高了畜禽免疫能力和抗病力。

[0042] 在本发明中，所述鸡养殖发酵床中还添加有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

[0043] 本发明的混合微生物菌种由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粪肠球菌EFWH202105、地衣

芽孢杆菌BLHB‑20200701按照1～2:1～2:1～2配比得到，优选为1:1:1配比得到。本发明的

微生物菌种是从鸡群养殖环境、粪便中分离得到的对鸡粪便降解率高的优势菌种。

[0044] 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拉丁名Lactococcus  lactis  LAWH202106)，保藏单位：中

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简称CCTCC)，保藏单位地址：中国武汉，武汉大学，保藏编号为

CCTCC  NO：M  2021959，保藏日期为2021年7月30日。

[0045] 粪肠球菌EFWH202105(拉丁名Enterococcus  faecalis  EFWH202105)，保藏单位：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简称CCTCC)，保藏单位地址：中国武汉，武汉大学，保藏编号为

CCTCC  NO：M  2021958，保藏日期为2021年7月30日。

[0046] 地衣芽孢杆菌BLHB‑20200701(拉丁名Bacillus  licheniformis  BLHB‑

20200701)，保藏单位：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简称CCTCC)，保藏单位地址：中国武汉，武

汉大学，保藏编号为CCTCC  NO：M  2020428，保藏日期为2020年8月17日。

[0047] 本发明对混合菌种进行发酵培养得到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作为一种可选的实

施方式，本发明将三种菌株按比例混合，取混合菌种9～11g，加入10～16L水(水中提前加入

0.9～1.1kg红糖)中，密封，于24～26℃发酵2～3天，即得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

[0048] 本发明得到的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中，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的有效活菌数为

4～6×108cfu/ml，优选为5×108cfu/ml；粪肠球菌EFWH202105的有效活菌数为4～6×

108cfu/ml，优选为5×108cfu/ml；地衣芽孢杆菌BLHB‑20200701的有效活菌数为4～6×

108cfu/ml，优选为5×108cfu/ml。

[0049] 本发明将得到的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均匀喷洒到鸡养殖发酵床垫料中，所述发

酵液用量为0.5～1.6L/m2，优选为1～1.6L/m2，更优选为1.2～1.5L/m2。

[0050] 本发明添加的混合菌种是从养殖场环境中分离出来的降解菌种，菌种适应养殖环

境，对粪污降解效率高。本发明将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添加到鸡养殖发酵床中，鸡粪中能

量物质包括未被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其他含氮物质(粗蛋白)等可为菌株提供

氮源，促进微生物菌种的生长和繁殖，而大量微生物菌种的生命活动既可以分解粪尿，改善

养殖环境，同时菌群间又能在发酵过程中发生生物学反应达到产热的目的，杀灭或抑制其

他有害微生物繁殖生长，保证了鸡健康的生长环境，从而提高了鸡免疫能力和抗病能力，提

高了鸡产品的品质。

[005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鸡养殖模式，采用上述鸡养殖发酵床养殖鸡，同时于鸡舍内

悬挂中药包，并在鸡养殖过程中，于饲料或饮水中添加中药制剂或中药提取物。

[0052] 本发明所述中药包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原料：艾叶8～12份、青蒿8～12份、菖

蒲8～12份。优选的，所述中药包原料为艾叶9～10份、青蒿9～10份、菖蒲9～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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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本发明将所述中药包悬挂于鸡舍内，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本发明中每个中

药包重90～100g，约100平方1个，均匀分布于鸡舍内，离地面1～1.5米高。本发明通过在鸡

舍内悬挂中药包，可补阳利湿，还能有效驱蚊，阻止蚊虫叮咬，改善了蛋用土杂鸡养殖环境，

可有效提高鸡产品的品质。

[0054] 本发明可采用上述鸡养殖模式可对多种品种的鸡进行养殖，优选的，所述鸡品种

为蛋用土杂鸡或肉用土杂鸡。

[0055] 本发明在蛋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于饲料或饮水中添加中药制剂或中药提取物。

本发明在蛋用土杂鸡养殖的第0～7天添加0.5～2％的黄芪提取物；第8～14天添加0.5～

1.0％的防治鸡腹泻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15～21天、91～98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

大肠杆菌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22～27天、42～49天、63～70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

球虫病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127～133天添加1～2％的黄芪、益母草、黄柏混合粉散剂。

[0056] 本发明对蛋用土杂鸡养殖133天以后的中药制剂使用情况不作限定，可根据鸡群

的具体情况，适当使用上述防治疾病的中药制剂。

[0057] 本发明在肉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于饲料或饮水中添加中药制剂或中药提取物。

本发明在肉用土杂鸡养殖的第0～7天添加0.5～2％的黄芪提取物；第8～14天添加0.5～

1.0％的防治鸡腹泻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15～21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大肠杆菌

中药制剂或其提取物；第22～27天、42～49天添加0.5～1.0％的防治鸡球虫病中药制剂或

其提取物；第63～70天添加0.5～2％的黄芪提取物。

[0058] 本发明对肉用土杂鸡养殖70天以后的中药制剂使用情况不作限定，可根据鸡群的

具体情况，适当使用上述防治疾病的中药制剂。在本发明中，肉用土杂鸡一般70～90天便可

出栏上市。

[0059] 本发明对上述中药制剂和中药提取物的来源和制作方法不作具体限定，采用本领

域中的已知对应中药制剂和中药提取物即可。

[0060] 在本发明所述养殖模式中，夏季高温季节时，当气温超过25℃后，可以在鸡饲料或

饮水中添加0.5～2％防治鸡热应激复方中药制剂。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本发明防治

鸡热应激复方中药制剂包括藿香25～40％，桑叶15～22.5％，佩兰10～17.5％，生石膏10～

11％，青蒿10～11％，白术5～15％，香薷5～15％，本发明将各原料分别经粉碎机粉碎，过80

～100目筛后混合即得。本发明也可应有现有技术中的任何具有防治鸡热应激效应的中药

制剂。

[0061] 本发明通过在鸡养殖的不同阶段，针对性的添加防治鸡疾病的中药组方制剂，有

效保障了鸡群的正常生产，替代了抗菌素在鸡养殖过程中的使用，确保了产品的质量安全，

增加了产品的风味和功能性营养成分，提高了产品的品质。

[006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

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63]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黄芪提取物的提取方法为：对黄芪根原料进行清洗，干

燥，粉碎，加入原料重量10倍的水，加热沸腾提取三次，每次2小时，合并三次提取液，浓缩蒸

发至60℃下的相对密度为1.20，喷雾干燥，收粉，粉碎，过50目筛，混匀，即得。

[0064]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防治鸡腹泻的中药制剂提取物为：党参15份，白术15

份，川黄柏20份，白头翁20份，蒲公英15份，诃子10份，肉豆蔻15份，穿心莲10份，马齿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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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陈皮10份，白茯苓10份；提取方法为：称取所述重量份的各原料，混合，加入原料总重量3

倍的65℃的水浸泡1小时后，再加入原料总重量12倍的水于92℃回流提取10小时，然后将料

液浓缩至原料总重量的3倍时，静置12h，沉淀，取上清液减压浓缩至60℃下的相对密度为

1.20，喷雾干燥，收粉，粉碎，过50目筛，混匀，即得。

[0065]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防治鸡大肠杆菌中药制剂提取物为：黄芩10份，黄柏10

份，穿心莲12份，鱼腥草12份，黄芪10份，蒲公英12份，夏枯草8份，柴胡8份，马齿苋8份，茯苓

10份，石膏10份，麻黄8份，白头翁9份，甘草8份；提取方法为：称取所述重量份的各原料，混

合，加入原料总重量3倍的60℃的水浸泡1小时后，再加入原料总重量12倍的水于92℃回流

提取10小时，然后将料液浓缩至原料总重量的3倍，静置12h，沉淀，取上清液减压浓缩至60

℃下相对密度1.20，喷雾干燥，收粉，粉碎，过50目筛，混匀，即得。

[0066]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防治鸡球虫病的复方中药制剂提取物为：常山25份，青

蒿60份，仙鹤草15份，黄柏15份、白头翁15份、苦参10份；提取方法为：称取所述重量份的各

原料，混合，加入原料总重量3倍的65℃的水浸泡1小时后，再加入原料总重量12倍的水于92

℃回流提取10小时，然后将料液浓缩，浓缩至原料总重量的3倍时，静置12h，沉淀，取上清液

减压浓缩至60℃下相对密度为1.20，喷雾干燥，收粉，粉碎，过50目筛，混匀，即得。

[0067]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黄芪、益母草、黄柏混合粉散剂为：黄芪30份、益母草50

份、黄柏20份；制备方法为：黄芪、益母草和黄柏三种药材分别经粉碎机粉碎，过100目筛后

混合，得到混合粉散剂。

[0068]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防治鸡热应激复方中药制剂为：藿香29％，桑叶20％，佩兰

15％，生石膏10％，青蒿10％，白术8％，香薷8％；制备方法为：藿香、桑叶、佩兰、生石膏、青

蒿、白术、香薷7种药材分别经粉碎机粉碎，过80目筛后混合，得到混合粉散剂。

[0069] 实施例1

[0070]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中药微粉组合物，由以下原料组成：牛蒡子10kg、蛇床子

10kg、常山5kg、黄芪15kg、艾草15kg、青蒿10kg、党参5kg。

[0071] 中药微粉组合物的制备方法为：将各类药材按照配比关系混合，于粉碎机中粉碎，

过1号筛。

[0072] 实施例2

[007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中药微粉组合物由以下原料组成：牛蒡子9kg、蛇

床子11kg、常山6kg、黄芪14kg、艾草15kg、青蒿10kg、党参5kg。

[0074] 实施例3

[007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中药微粉组合物由以下原料组成：牛蒡子11kg、

蛇床子11kg、常山4kg、黄芪15kg、艾草14kg、青蒿9kg、党参4kg。

[0076] 对比例1

[0077]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中药微粉组合物由以下原料组成：蛇床子10kg、

常山5kg、黄芪7kg、艾草7kg、青蒿9kg、党参6kg。

[0078] 对比例2

[0079]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中药微粉组合物由以下原料组成：牛蒡子11kg、

常山4kg、艾草14kg、青蒿9kg、党参4kg。

[0080]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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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鸡养殖发酵床，发酵床垫料由80％的稻壳和20％的锯末混合

得到，垫料中添加0.2％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中药微粉组合物，混合均匀后，铺设于鸡舍内，

铺设厚度为20cm。

[0082] 实施例5

[008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垫料中添加0.4％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中药微粉

组合物。

[0084] 实施例6

[008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鸡养殖发酵床铺设厚度为22cm。

[0086] 对比例3

[0087]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垫料中添加0.2％对比例1制备得到的中药微粉

组合物。

[0088] 对比例4

[0089]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垫料中不添加中药微粉组合物。

[0090] 实施例7

[009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鸡养殖发酵床，将混合微生物发酵液通过喷雾器均匀喷洒在

实施例4的垫料中，每平方米垫料喷洒1.5L。

[0092] 将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粪肠球菌EFWH202105、地衣芽孢杆菌BLHB‑20200701按

照1:1:1混合，得到混合微生物菌种。取混合菌种10g，加入15L水(水中提前加入1kg红糖)

中，密封，于25℃发酵3天，得到乳酸乳球菌的有效活菌数为5.2×108cfu/ml，粪肠球菌的有

效活菌数为5.5×108cfu/ml，地衣芽孢杆菌的有效活菌数为5.5×108cfu/ml的混合微生物

菌种发酵液。

[0093] 实施例8

[009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7的区别在于：将乳酸乳球菌LAWH 20 21 0 6、粪肠球菌

EFWH202105、地衣芽孢杆菌BLHB‑20200701按照1:2:2混合，得到混合微生物菌种。取混合菌

种10g，加入15L水(水中提前加入1kg红糖)中，密封，于24℃发酵3天，得到乳酸乳球菌的有

效活菌数为5.5×108cfu/ml，粪肠球菌的有效活菌数为5.4×108cfu/ml，地衣芽孢杆菌的有

效活菌数为5.6×108cfu/ml的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

[0095] 实施例9

[009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7的区别在于：将乳酸乳球菌LAWH202106和粪肠球菌

EFWH202105按照1:1混合，得到混合微生物菌种。取混合菌种10g，加入15L水(水中提前加入

1kg红糖)中，密封，于25℃发酵3天，得到乳酸乳球菌的有效活菌数为5.5×108cfu/ml，粪肠

球菌的有效活菌数为5.4×108cfu/ml的混合微生物菌种发酵液。

[0097] 实施例10

[009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蛋用土杂鸡养殖模式，采用鸡养殖发酵床养殖蛋用土杂鸡，

同时于鸡舍内悬挂中药包，中药包原料为艾叶10份、青蒿10份、菖蒲10份，每个中药包重

100g，约100平方1个，均匀分布于鸡舍内，离地面1.2米高。

[0099] 在蛋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于饮水中添加中药提取物：第0～7天饮水中添加1.5％

的黄芪提取物；第8～14天添加0.8％的防治鸡腹泻中药提取物；第15～21天、91～98天添加

0.8％的防治鸡大肠杆菌中药提取物；第22～27天、42～49天、63～70天添加0.8％的防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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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虫病中药提取物；第127～133天添加1.5％的黄芪、益母草、黄柏混合粉散剂。

[0100] 实施例11

[0101]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0的区别在于：在蛋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饮水和饲料中均不

添加中药提取物或复方散剂，仅在蛋用土杂鸡不同病症发生时采用对应的抗生素药剂治

疗。

[0102] 实施例12

[0103] 2019年3月，于武汉市黄陂区某蛋用土杂鸡(地方土鸡品种)养殖场进行实验，采取

发酵床+林下放养模式，饲养30日鸡苗6000羽，并随机将鸡苗分为6份，分6栋鸡舍饲养，实验

组1～5采用实施例10的养殖模式，实验组6采用实施例11的养殖模式。

[0104] 实验组1采用实施例4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

[0105] 实验组2采用对比例3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

[0106] 实验组3采用对比例4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

[0107] 实验组4采用实施例7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

[0108] 实验组5采用实施例9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

[0109] 实验组6采用对比例4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

[0110] 将各组蛋用土杂鸡饲喂到270日龄，统计各组平均产蛋率、平均蛋重和蛋用土杂鸡

死亡淘汰率，结果如表1所示。

[0111] 表1各组平均产蛋率、平均蛋重和蛋用土杂鸡死亡淘汰率对比

[0112]

[0113] 由表1可知，实验组4的平均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最高，分别达到72.4％和38.5g，较

实验组6分别提高了19.2％和10.39％，实验组5的死淘率最低，为3.9％，较实验组6降低了

12.6％，表明采用本发明的鸡养殖模式以及在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中同时添加中药微粉

组合物和混合微生物发酵液可以有效提高蛋用土杂鸡产蛋率和蛋重，同时降低蛋用土杂鸡

的死淘率。

[0114] 实验组1的平均产蛋率较实验组2和实验组3分别提高了0.9％和5.7％，平均蛋重

较实验组2和实验组3分别提高了2.13％和4.52％，死淘率较实验组2和实验组3分别降低了

0.3％和1.7％，表明本发明所述中药微粉组合物的添加可以有效提高蛋用土杂鸡产蛋率和

蛋重，同时降低蛋用土杂鸡的死淘率。

[0115] 实验组4的平均产蛋率和平均蛋重分别较实验组1提高了3.6％和2.34％，死淘率

较实验组1降低了1.7％，表明本发明所述混合微生物发酵液与中药微粉组合物的复合使用

可以有效提高蛋用土杂鸡产蛋率和蛋重，同时降低蛋用土杂鸡的死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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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实验组1～5的平均产蛋率、蛋重较实验组6具有大幅度的提升，死淘率较实验组6

大幅减少，表明在养殖过程中添加复方中草药进行各类疾病的预防，有效的保障了鸡群的

成活率。

[0117] 随机在各组中选取20枚鸡蛋，对鸡蛋的胆固醇含量、16种氨基酸总量(天冬氨酸、

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脯氨酸、丙氨酸、甘氨酸、蛋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酪氨

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油酸含量、亚油酸含量含量进行检测，结果见表2。

[0118] 表2各组鸡蛋品质对比

[0119]

[0120] 由表2可知，各实验组鸡蛋中的16种氨基酸总量相差不大，实验组4和实验组5的鸡

蛋中16种氨基酸总量略高，但实验组1～5的氨基酸总量整体较实验组6略高，表明在养殖过

程中添加复方中草药有提高16种氨基酸总量的功效，进而提高鸡蛋品质。

[0121] 实验组4的胆固醇含量最低，为156mg/100g，较实验组3降低了12mg/100g，表明采

用本发明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中同时添加中药微粉组合物和混合微生物发酵液可以

有效降低鸡蛋中的胆固醇含量；同时，实验组1～5的胆固醇含量整体较实验组6低14～

26mg/100g，表明在养殖过程中添加复方中草药有功降低了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提高鸡蛋

品质，有益人体心血管健康。

[0122] 实验组4的油酸含量最高，为0.4180g/100g，与实验组5的油酸含量相差不大，比实

验组6提高了91.15％，表明采用本发明的养殖模式和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并且在发酵

床中同时添加中药微粉组合物和混合微生物发酵液可以显著提高鸡蛋中的油酸含量，提高

鸡蛋品质，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

[0123] 实验组4和实验组5的鸡蛋中均检测到亚油酸，含量分别为0 .0758g/100g和

0.0735g/100g，其他实验组中均未检测到亚油酸的含量，表明本发明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

酵床中同时添加中药微粉组合物和混合微生物发酵液可提高鸡蛋中亚油酸含量。

[0124] 分别对各组蛋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的第20天、第40天、第60天、第80天、第100天、

第120天、第140天、第160天、第180天、第200天、第220天、第240天、第260天发酵床的氨气浓

度进行检测，取13次检测结果的平均值进行对比，结果见表3。

[0125] 表3发酵床氨气浓度检测(PPM)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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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 由表3可知，实验组5的发酵床氨气浓度最低，为0.26PPM，实验组4与实验组5相差

不大。实验组5较实验组1的氨气浓度降低了61.19％，表明养殖发酵床中混合微生物发酵液

的添加可以显著降低氨气浓度。实验组5较实验组3的氨气浓度降低了83.02％，表明本发明

的蛋用土杂鸡养殖发酵床中中药微粉组合物和混合微生物发酵液的复合添加可以显著降

低氨气浓度。

[0128] 实施例13

[012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肉用土杂鸡养殖模式，采用鸡养殖发酵床养殖肉用土杂鸡，

同时于鸡舍内悬挂中药包，中药包原料为艾叶10份、青蒿10份、菖蒲10份，每个中药包重

100g，约100平方1个，均匀分布于鸡舍内，离地面1.0米高。

[0130] 在肉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于饮水中添加中药提取物：在养殖第0～7天添加1.0％

的黄芪提取物；第8～14天添加0.6％的防治鸡腹泻中药制剂提取物；第15～21天添加0.6％

的防治鸡大肠杆菌中药制剂提取物；第22～27天、42～49天添加0.8％的防治鸡球虫病中药

制剂提取物，63～70天开始添加0.5％的黄芪提取物。

[0131] 实施例14

[013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3的区别在于：在肉用土杂鸡养殖过程中，饮水中不添加中药

提取物，仅在肉用土杂鸡不同病症发生时采用对应的抗生素药剂治疗。

[0133] 实施例15

[0134] 2021年3月，于武汉市黄陂区某肉用鸡(地方土鸡品种)养殖场进行实验，采取发酵

床+林下放养模式，饲养0日鸡苗3000羽，并随机将鸡苗分为6组，分6栋鸡舍饲养，实验组7～

11采用实施例13的养殖模式，实验组12采用实施例14的养殖模式。

[0135] 实验组7采用实施例4的鸡养殖发酵床；

[0136] 实验组8采用对比例3的鸡养殖发酵床；

[0137] 实验组9采用对比例4的鸡养殖发酵床；

[0138] 实验组10采用实施例7的鸡养殖发酵床；

[0139] 实验组11采用实施例9的鸡养殖发酵床；

[0140] 实验组12采用对比例4的鸡养殖发酵床。

[0141] 将各组鸡饲喂到75日龄，统计各组70天平均体重和鸡群整体死亡淘汰率，结果如

表4所示。

[0142] 表4各组70天平均体重和鸡群整体死亡淘汰率对比

[0143]

[0144]

[0145] 由表4可知，实验组10中肉用鸡70天平均体重最高，较实验组12提高了18.75％，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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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组11的死淘率最低，较实验组12降低了4.2％。表明本发明的鸡养殖模式以及在肉用鸡养

殖发酵床中同时添加中药微粉组合物和混合微生物发酵液可以有效提高肉用鸡的平均体

重，同时降低死淘率。

[0146] 实验组7～11在每只鸡平均体重较实验组12高0.097～0.35kg，表明饲料或饮水中

添加复方中草药制剂具有一定促生长作用；同时在饲料和饮水中添加复方中草药制剂也在

很大程度上较低了鸡群的死淘率。

[014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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