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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的194号公告称，自2020年

元旦起，我国饲料中全面禁止添加抗生素，减少滥用

抗生素造成的危害，维护动物源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

安全。随着抗生素、化学合成药物作为添加剂导致的

药物残留量、细菌耐药性急剧发展，寻求改进和替代

抗生素的绿色添加剂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中草药

兼具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能够促进畜禽生长发育、

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肉品质及提高饲料利用率，动

物合理使用可避免药物残留、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是

研究者开发新型添加剂的热点之一。近几年我国养殖

规模迅速发展，饲料消耗量也在逐年上涨，我国饲料

农作物产量不足的情况成为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之一，新型饲料原料开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

菜用枸杞是茄科枸杞属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

很强，我国南北均可种植。枸杞叶俗称天精草，性

凉、味苦，与枸杞子具有同源性，其营养成分和生物

活性物质与之基本相同[2]，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

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黄酮类化合物、

枸杞多糖、生物碱、甾类化合物等活性成分[3]，具有

抗氧化、抑菌、抗病毒、抗炎镇痛、免疫调节、促生

长、降血脂、降血糖、保护神经等作用[4，5]，具有较

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还具有成本低、产量高的

优势。枸杞叶含有18种氨基酸，且人体必需的八种氨

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41%以上[6]，枸杞叶与枸杞子所

含氨基酸种类相似，但其含量高于枸杞子[7]，枸杞冬

季落叶无氮浸出物的含量高达64.38%，粗纤维、粗蛋

白、粗脂肪含量依次为12.24%、7.48%、2%，且各营

养成分在瘤胃中的降解率随着消化时间呈上升趋势，

其干物质的降解率在36h达到86.32%[8]，表明枸杞叶

具有较高的消化率。天水地区引进菜用枸杞品种营养

成分含量及其营养价值的研究还未见报道。因此，本

试验采集菜用枸杞叶，并将其制成枸杞叶草粉，测定

其常规营养成分，研究其能否作为一种优质的饲料资

源，这将促进畜禽产品安全生产，为菜用枸杞在天水

地区更广泛的应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制备

试验采集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元龙镇天精8号菜

用枸杞品种的嫩叶，采集于秋季，采摘长度为10cm

左右，自然晾晒至水分为45%左右，70℃恒温烘干，

将烘干样品粉碎，过40目筛，制得枸杞叶草粉。

1.2　指标测定及方法

枸 杞 叶 草 粉 在 甘 肃 中 商 食 品 质 量 检 测 有 限

公司实验室进行水分、粗灰分（Ash）、粗纤维

（ C F ） 、 粗 蛋 白 （ C P ） 、 粗 脂 肪 （ E E ） 、 钙

（Ca）、总磷（P）的测定。枸杞叶草粉水分测

定参照GB/T6435-2014标准，粗灰分含量参照GB/

T6438-2007标准，粗纤维含量用过滤法测定，参

照GB/T6434-2006标准，粗蛋白用凯氏定氮法测

定，参照GB/T6432-2018（7.2）标准，粗脂肪含量

按照GB/T6433-2006标准测定，钙的测定参照GB/

T6436-2018标准，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总磷，参照

GB/T6437-2018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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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Excel2010进行比较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1可知，枸杞叶草粉干物质含量均高于能

量饲料，但差异不显著（P>0.05）；粗蛋白含量

较4-07-0278玉米、4-07-0288玉米、4-07-0279玉

米、4-07-0280玉米、小麦、4-07-0069小麦麸、

4-07-0070小麦麸分别高2.43倍、2.80倍、2.71倍、

3.14倍、1.41倍、1.06倍、1.26倍，粗脂肪、无氮浸

出物含量均低于能量饲料，粗纤维、粗灰分及钙含

量均高于能量饲料，总磷含量高于4-07-0278玉米、

4-07-0288玉米、4-07-0279玉米、4-07-0280玉米、

小麦，但低于4-07-0069小麦麸、4-07-0070小麦

麸。

由表2可知，枸杞叶草粉干物质含量均高于蛋白

饲料，但差异不显著（P>0.05）；粗蛋白含量较大

豆、全脂大豆、大豆饼、去皮大豆粕、大豆粕、菜

籽饼、菜籽粕分别低9%、9%、23%、33%、27%、

9%、16%，粗脂肪含量均低于蛋白质饲料，但与菜

籽粕含量接近；粗纤维含量高于大豆、全脂大豆、大

豆饼、去皮大豆粕、大豆粕，但低于菜籽饼、菜籽

粕；无氮浸出物、粗灰分及钙含量均高于七种蛋白

饲料；总磷含量高于全脂大豆，低于其他六种蛋白饲

料。

表1  枸杞叶草粉与能量饲料的饲料成分含量表

名称 中国饲料号 干物质％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无氮浸出物％ 粗灰分％ 钙％ 总磷％

枸杞叶草粉 … 90.98 32.32 1.10 7.80 34.76 15.00 2.16 0.43

玉米 4-07-0278 86.00 9.40 3.10 1.20 71.10 1.20 0.09 0.22

玉米 4-07-0288 86.00 8.50 5.30 2.60 68.30 1.30 0.16 0.25

玉米 4-07-0279 86.00 8.70 3.60 1.60 70.70 1.40 0.02 0.27

玉米 4-07-0280 86.00 7.80 3.50 1.60 71.80 1.30 0.02 0.27

小麦 4-07-0270 88.00 13.40 1.70 1.90 69.10 1.90 0.17 0.41

小麦麸 4-07-0069 87.00 15.70 3.90 6.50 56.00 4.90 0.11 0.92

小麦麸 4-07-0070 87.00 14.30 4.00 6.80 57.10 4.80 0.10 0.93

表2  枸杞叶草粉与蛋白饲料的饲料成分含量表

名称 中国饲料号 干物质％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无氮浸出物％ 粗灰分％ 钙％ 总磷％

枸杞叶草粉 … 90.98 32.32 1.10 7.80 34.76 15.00 2.16 0.43

大豆 5-09-0127 87.00 35.50 17.30 4.30 25.70 4.20 0.27 0.48

全脂大豆 5-09-0128 88.00 35.50 18.70 4.60 25.20 4.00 0.32 0.40

大豆饼 5-10-0241 89.00 41.80 5.80 4.80 30.70 5.90 0.31 0.50

去皮大豆粕 5-10-0103 89.00 47.90 1.50 3.30 29.70 4.90 0.34 0.65

大豆粕 5-10-0102 89.00 44.20 1.90 5.90 28.30 6.10 0.33 0.62

菜籽饼 5-10-0183 88.00 35.70 7.40 11.40 26.30 7.20 0.59 0.96

菜籽粕 5-10-0124 88.00 38.60 1.40 11.80 28.90 7.30 0.65 1.02

由表3可知，枸杞叶草粉干物质含量较三种苜

蓿草粉干物质含量高出4.57%；枸杞叶草粉粗蛋白

含量较1-05-0074苜蓿草粉高69.21%，较1-05-0075

苜 蓿 草 粉 高 8 7 . 9 1 % ， 较 1 - 0 5 - 0 0 7 6 苜 蓿 草 粉 高

126.01%；枸杞叶草粉粗脂肪较1-05-0074苜蓿草

粉、1-05-0075苜蓿草粉、1-05-0076苜蓿草粉分

别低52.17%、57.69%、47.62%；枸杞叶草粉粗纤

维含量较1-05-0074苜蓿草粉、1-05-0075苜蓿草

粉、1-05-0076苜蓿草粉分别低65.64%、69.53%、

73.83%；枸杞叶草粉无氮浸出物含量介于三种苜蓿

草粉之间，粗灰分和钙含量均高于苜蓿草粉，总磷含

量低于1-05-0074苜蓿草粉，但高于其他两种苜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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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3　讨论

从以上结果来看，枸杞叶草粉干物质含量均高

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和苜蓿草粉，说明其含水量较

低，可能在试验过程中，将制得的枸杞叶草粉立即

密封保存在了牛皮纸袋中，防止其吸潮而增大含水

量，造成霉变。枸杞叶草粉粗蛋白含量较4-07-0278

玉米、4-07-0288玉米、4-07-0279玉米、4-07-0280

玉米、小麦、4-07-0069小麦麸、4-07-0070小麦麸

分别高2.43倍、2.80倍、2.71倍、3.14倍、1.41倍、

1.06倍%、1.26倍，较1-05-0074苜蓿草粉高69.21%，

较1-05-0075苜蓿草粉高87.91%，较1-05-0076苜蓿

草粉高126.01%，但较大豆、全脂大豆、大豆饼、

去皮大豆粕、大豆粕、菜籽饼、菜籽粕分别低9%、

9%、23%、33%、27%、9%、16%，李跃森等用凯

氏定氮法测得上引枸杞、漳农引枸杞、甘枸杞1号、

甘枸杞2号四个品种菜用枸杞嫩茎叶粗蛋白含量为

5.3%-6.9%，含水量为81.3%-83.4%[6]，可粗略推算出

其干燥茎叶粗蛋白含量为29.47%-38.36%，这与本试

验结果一致，而闫宏等测得宁夏枸杞冬季落叶的粗

蛋白为7.48%[8]，这说明了枸杞叶不同品种、不同部

位、不同采摘时间，粗蛋白含量存在较大差异。枸杞

叶含有18种氨基酸，且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占氨基

酸总量的41%以上[6]，枸杞叶与枸杞子所含氨基酸种

类相似，但其含量高于枸杞子[7]。枸杞叶草粉粗脂肪

含量均低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和苜蓿草粉，其含量

与闫宏等的研究结果相近。枸杞叶草粉粗纤维含量高

于能量饲料和大部分蛋白饲料，但是远远低于三种苜

蓿草粉；其无氮浸出物含量低于能量饲料，与蛋白饲

料和苜蓿草粉相近，但是仅为冬季落叶无氮浸出物含

量的一半，这也许与枸杞生长生理有关系，生长后期

茎叶中无氮浸出物提高，而粗蛋白含量显著下降，营

养沉积到果实或者根部。枸杞叶草粉粗灰分高于能量

饲料、蛋白饲料和苜蓿草粉，这与其丰富的矿物质含

量是分不开的，本试验测得枸杞叶草粉Ca含量远高于

能量饲料、蛋白饲料和苜蓿草粉。此外，王宝风等测

得天精1号Cu含量为15.80mg/kg，Zn为55.65 mg/kg，Fe

为129.94 mg/kg，Mn为58.32 mg/kg，Ca为2 613.54 mg/

kg，Mg为549.57 mg/kg[9]；赖正锋等测得甘枸杞2号嫩

梢鲜样铁含量为20.67mg/（100g），Zn含量为1.10 mg/

（100g），Se含量为0.25mg/（10kg），甘枸杞1号嫩

梢鲜样Ca含量高达112.18 mg/（100g）[10]，这说明了

菜用枸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本文仅研究了秋季枸杞叶草粉的营养价值，为

了全面的认识和更好的开发利用其营养价值，应深入

研究和对比分析春秋两季、各季节茬次、收割高度、

晾晒及干燥方式、土壤等对枸杞叶草粉的营养价值的

影响，以期提高枸杞叶草粉的产量和品质、划分枸杞

叶草粉等级，为其科学使用提供依据。

4　结论

枸 杞 叶 草 粉 干 物 质 含 量 为 9 0 . 9 8 % ， 粗 蛋 白

32.32%，粗脂肪1.10%，粗纤维7.8%，无氮浸出物

34.76%，粗灰分15%，钙2.16%，总磷0.43%。枸杞

叶草粉干物质含量高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和苜蓿草

粉，粗蛋白高于能量饲料和苜蓿草粉，粗脂肪低于三

者，粗纤维含量介于蛋白饲料之间，无氮浸出物与蛋

白饲料和苜蓿草粉相当，粗灰分和钙高于三者，总磷

介于三者之间。综上所述，枸杞叶草粉具有较高的营

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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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赖正锋，张少平，吴水金，等.几个菜用枸杞品种

的生长特性及营养品质分析[J].热带作物学报，

2010，31（10）：1706-1709.

度，才能解决现在与未来的技术难题，以及成本问题

等。此外还需要注重行业相关生物技术的协作攻关，

注重温室产业配套技术研发，根据生产需要研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温室产业设备，建立起温室产业技术

创新体系。

3.6　推进温室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养殖温室产业是一类高效益、高产出、高投入

的新产业，这类产业有着明显的规模效益，只有达到

一定的规模，才能快速的占领市场，从而对已有的资

源进一步扩张，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这种原

因，促使各级政府都在加大相关投入，期望能够从大

规模具有潜力的龙头企业那里进行突破，集中培育与

扶持规模化温室产业基地的发展，以推进规模产业化

的发展进程，加快企业发展。

3.7　大力提高生产者素质

先进的技术与设施设备需要高素质人才进行操

控，这样才能物尽所用，发挥出先进技术的潜力，让

优异的性能得以展现。但是现阶段国内温室产业相关

技术管理、研发等高素质人才匮乏，乃至很多关键技

术的开发及管理人员，都极大地落后于国外，所以，

想要促进温室产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大对技术人员的培

养，加大对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全方位提升劳动生

产者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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