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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对肉鸡生长性能和肉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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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茶多酚对肉鸡生长性能、屠宰性能和肉品质的影响ꎬ选取 １ 日龄 ８１７ 肉鸡 ２００ 只ꎬ随机分为 ５ 组ꎬ每组 ４０ 只ꎬ对
照组饲喂基础日粮ꎬ试验Ⅰ、Ⅱ、Ⅲ、Ⅳ组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２００、４００、６００ 和 ８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茶多酚ꎬ试验期 ４９ ｄꎮ 结果显

示:(１)１~２１ 日龄ꎬ与对照组相比ꎬⅡ、Ⅲ组肉鸡平均日增重显著升高ꎬⅡ组料重比显著降低(Ｐ<０.０５)ꎻ２２~ ４９ 日龄ꎬ与对照组

相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２)与对照组相比ꎬⅡ组半净膛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ꎻ(３)与对照组相比ꎬ试验组肉鸡宰后

２４ ｈ 胸肌 ｐＨ 和 ａ∗值显著提高ꎬ剪切力显著降低(Ｐ<０.０５)ꎮ 由此可见ꎬ饲粮中添加茶多酚可提高肉鸡生长性能ꎬ改善屠宰性

能ꎬ提升肌肉品质ꎬ其中 ０.０４％的添加量效果最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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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Ⅰꎬ Ⅱꎬ Ⅲꎬ Ⅳ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００ꎬ ４００ꎬ６００ ａｎｄ ８００ ｍｇ / ｋｇ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４９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Ｆｒｏｍ １ ｄａｙ ｔｏ ２１
ｄａｙ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ｉｎ ｏｆ Ⅱ ａｎｄ Ⅲ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ｅｄ ｔｏ ｗ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Ⅱ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 Ｆｒｏｍ ２２ ｄａｙ ｔｏ ４９ ｄａｙ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ｈａ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ｈａｌｆ－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０５).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ｆｔｅｒ ２４ ｈｏｕｒ ｏｆ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Ｈ ａｎｄ
ａ∗ ｏｆ 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ｅ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ｄｄ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ｉｓ ０.０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ａ ｐｏｌｙｈｅｎｏｌｓꎻ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ꎻ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ꎻ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引言

茶多酚(ｔｅａ ｐｏｌｙｈｅｎｏｌｓꎬＴＰ)属于稠环芳香烃ꎬ是
茶叶中多酚类纯天然活性物质的总称ꎬ一般占茶叶

干重的 ３０％左右ꎮ 其中ꎬ主要作用成分儿茶素ꎬ又
名儿茶酸、儿茶精ꎬ分子式为 Ｃ１５Ｈ１４Ｏ６ꎬ含有酚性羟

基ꎬ极易发生氧化、聚合或缩合等反应ꎬ因此茶多酚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功能ꎬ常作为一

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应用于饲料工业中[１]ꎮ 有研究

报道ꎬ茶多酚对肉鸡的日增重、料重比有一定的改

善作用[２]ꎬ可提高肉鸡的屠宰率、半净膛率和全净

膛率ꎬ保持肉质的新鲜嫩度ꎬ提高剪切力ꎬ降低滴水

损失ꎬ改善肉质和口感[３]ꎮ 但在 ８１７ 肉鸡饲养中的

应用研究尚未见报道ꎬ本试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 ８１７ 肉鸡为模型ꎬ分析探讨了饲粮中添加不同比

例茶多酚对肉鸡生长性能、屠宰性能及肉品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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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ꎬ以期为茶多酚的推广利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茶多酚粉剂购自安徽芜湖天远科技生物有限

公司ꎬ有效成分≥９８％ꎮ 试验动物选用 ８１７ 肉鸡ꎬ由
合作养殖户提供ꎮ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在安徽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合作养殖场进行ꎬ选取 １ 日龄 ８１７ 肉鸡 ２００ 只ꎬ随机

分为 ５ 组ꎬ每组 ４０ 只ꎮ 其中ꎬ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ꎬ
试验Ⅰ、Ⅱ、Ⅲ、Ⅳ组分别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２００、
４００、６００ 和 ８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茶多酚ꎬ试验期 ４９ ｄꎬ采用

多层笼养ꎬ常规免疫ꎬ基础日粮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日龄

日粮组成 / ％

玉米 豆粕 豆油 面粉
玉米

蛋白粉
磷酸氢钙 氯化钠 石粉

维生素
预混料

微量元素
预混料

１~２１ ６０.７８ ２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１０ ０.３５ １.４５ ０.０２ ０.３０
２２~４９ ６０.４３ ２１.００ ５.５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０.３５ １.４０ ０.０２ ０.３０

日龄

营养水平

代谢能 /
(ＭＪｋｇ－１)

粗蛋白 / ％ 粗脂肪 / ％ 钙 / ％ 有效磷 / ％ 蛋氨酸 / ％ 赖氨酸 / ％ 蛋＋胱氨酸 / ％

１~２１ １２.３２ ２１.０７ ３.４８ ０.８３ ０.２９ ０.４３ １.２６ ０.８０
２２~４９ １３.３２ １８.９９ ８.３４ ０.７９ ０.２７ ０.４４ １.２１ ０.７７

注:每千克维生素预混料:ＶＡ １５ ０００ ＩＵꎬＶＤ３１ ０００ ＩＵꎬＶＥ ４０ ｍｇꎬＶＫ ３ ｍｇꎬＶＢ１２ ｍｇꎬＶＢ２５ ｍｇꎬＶＢ６４ ｍｇꎬ泛酸 ２０ ｍｇꎬ烟酸 ３０
ｍｇꎬ生物素 ０.２ ｍｇꎮ 每千克微量元素预混料:铁 ８０ ｍｇꎬ锌 ４０ ｍｇꎬ锰 ４０ ｍｇꎬ铜 ８ ｍｇꎬ碘 ０.２ ｍｇꎬ硒 ０.１５ ｍｇꎮ
　
１.３ 指标测定

１.３.１ 生长性能

在 １、２１ 和 ４９ 日龄时进行称重ꎬ试验期间记录

耗料量ꎬ计算每阶段平均日采食量、日增重和料

重比ꎮ
１.３.２ 屠宰性能

饲养试验末ꎬ从每组随机选取 ８ 只接近平均体

重的肉鸡放血致死ꎬ测定屠体重、半净膛重、全净膛

重、胸肌重、腿肌重和腹脂重ꎬ并计算相应的百分

率ꎬ方法参照«ＮＹ / Ｔ８２３—２００４ 家禽生产性能名词

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ꎮ
１.３.３ 肉品质

取左侧胸肌测定 ｐＨ２４ｈ值、滴水损失、剪切力和

肉色(亮度 Ｌ∗、红度 ａ∗、黄度 ｂ∗)ꎮ ｐＨ２４ｈ值采用 ｐＨ
计测定 ４ ℃环境下保存 ２４ ｈ 的胸肌样品ꎻ滴水损失

采用自然蒸发法ꎬ将新鲜样品(Ｍ１)悬挂于 ４ ℃冰箱

内 ２４ ｈ 后称重(Ｍ２)ꎬ代入[(Ｍ１ －Ｍ２) / Ｍ１] ×１００％
公式计算ꎻ剪切力利用肌肉嫩度测定仪(Ｃ－ＬＭ３)测
定ꎻ肉色利用自动测色色差仪(ＳＣ－８０Ｃ)测定ꎮ
１.４ 数据处理

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处理ꎬＳＰＳＳ１７.０ 进行方差分

析和多重比较ꎬ结果以均值±标准差表示ꎬＰ<０.０５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茶多酚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ꎬ１~２１ 日龄各处理组肉鸡平均日采

食量和日增重随着茶多酚添加比例增加呈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ꎬ料重比则相反ꎻ与对照组相比ꎬ各处

理组肉鸡平均日采食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Ⅱ、Ⅲ组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了 ８. ６５％、７.
７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Ⅱ组料重比降

低了 ６.２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２ ~ ４９
日龄ꎬ各处理组肉鸡各指标变化趋势与 １ ~ ２１ 日龄

基本一致ꎬ与对照组相比ꎬ各处理组平均日采食量

和料重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Ⅱ组平均

日增重显著高于Ⅳ组(Ｐ<０.０５)ꎮ 由此可知ꎬ添加茶

多酚对肉鸡生长性能有提高趋势ꎬ其中Ⅱ、Ⅲ组效

果较好ꎮ
２.２ 茶多酚对肉鸡屠宰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ꎬ与对照组相比ꎬ各处理组肉鸡屠宰

率、全净膛率、胸肌率、腿肌率和腹脂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但试验Ⅰ、Ⅱ组全净膛率、腿肌率

有一定程度提高ꎬ腹脂率降低ꎮ Ⅱ组半净膛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Ⅲ和Ⅳ组(Ｐ<０.０５)ꎬ比对照组提高了

２.６５％ꎬ而与Ⅰ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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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处理组肉鸡生长性能指标

项目 对照组 Ⅰ组 Ⅱ组 Ⅲ组 Ⅳ组

平均日采食量 / ｇ ３０.７０±１.９７ ３０.８３±１.２２ ３１.３８±０.９８ ３１.４２±１.３４ ３１.２９±１.８１
１~２１ 日龄 平均日增重 / ｇ １９.３１±０.９４ｂ １９.４５±０.７１ｂ ２０.９８±０.５３ａ ２０.８０±０.６３ａ ２０.３７±０.７０ａｂ

料重比 １.５９±０.０６ａ １.５８±０.０６ａ １.４９±０.０３ｂ １.５１±０.０７ａｂ １.５３±０.１１ａｂ

平均日采食量 / ｇ ８７.３９±３.０３ ８７.６５±２.２４ ８７.９７±２.６５ ８８.１０±１.７９ ８６.７６±２.０６
２２~４９ 日龄 平均日增重 / ｇ ４１.７９±１.１２ａｂ ４２.０２±０.８８ａｂ ４３.２５±０.７４ａ ４２.９４±０.６９ａｂ ４１.５８±０.７１ｂ

料重比 ２.０９±０.１２ ２.０８±０.０８ ２.０３±０.０６ ２.０５±０.０７ ２.０９±０.１０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相同或无字母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下同ꎮ

表 ３　 不同处理组肉鸡屠宰性能指标 ％

项目 对照组 Ⅰ组 Ⅱ组 Ⅲ组 Ⅳ组

屠宰率　 ８６.５７±１.５４ ８６.６２±２.０３ ８６.３５±１.６７ ８７.００±０.８９ ８５.６９±１.３３
半净膛率 ８０.５１±１.２３ｂ ８１.９８±１.２２ａｂ ８２.６４±０.８７ａ ８０.２６±０.９８ｂ ７９.６４±１.３６ｂ

全净膛率 ６７.２０±１.２７ ６９.２８±１.０６ ６９.３５±１.３１ ６７.０３±１.１９ ６６.８４±１.６２
胸肌率　 １８.２６±０.７０ １８.３２±０.６２ １８.４５±１.０７ １７.５２±１.１２ １６.７６±０.８１
腿肌率　 ２１.４２±１.２４ ２２.１３±１.３５ ２２.３０±２.０３ ２１.６５±１.７６ ２１.４４±１.８６
腹脂率　 ２.１２±０.１５ ２.０５±０.１７ １.９７±０.２３ ２.２１±０.０９ ２.２４±０.１９

表 ４　 不同处理组肉鸡胸肌肉品质指标

项目 对照组 Ⅰ组 Ⅱ组 Ⅲ组 Ⅳ组
ｐＨ２４ｈ值 ５.８７±０.０６ｃ ５.９９±０.０４ｂ ６.１２±０.０６ａ ６.１０±０.０４ａ ６.１０±０.０８ａｂ

滴水损失 / ％ ４.５８±０.０４ ４.５５±０.０３ ４.５２±０.０５ ４.５０±０.０５ ４.４６±０.１０
剪切力 / (ｋｇｆ) ２.７７±０.０４ａ ２.４５±０.０６ｂ ２.３４±０.０８ｂ ２.３５±０.０５ｂ ２.４１±０.０６ｂ

Ｌ∗值 ４７.２９±３.５８ ４５.８７±２.７５ ４５.６８±３.０４ ４６.０１±２.４７ ４５.６６±２.６２
ａ∗值 ３.７０±０.０５ｃ ３.８１±０.０５ｂ ３.９８±０.１０ａ ３.８７±０.０６ａｂ ３.８１±０.０４ｂ

ｂ∗值 １１.７３±１.１４ １１.６２±０.８２ １１.８６±１.２１ １１.５４±１.０３ １１.７１±０.７９

２.３ 茶多酚对肉鸡肉品质的影响

由表 ４ 可知ꎬ与对照组相比ꎬ各处理组肉鸡胸肌

ｐＨ２４ｈ值和 ａ∗值均显著提高ꎬ剪切力显著降低(Ｐ<
０.０５)ꎬ其中Ⅱ组 ｐＨ２４ｈ值和 ａ∗值分别提高了４.２６％、
７.５７％ꎬ剪切力降低了 １５.５２％ꎬ而各处理组滴水损

失、Ｌ∗和 ｂ∗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由此

可知ꎬ添加茶多酚对肉鸡胸肌 ｐＨ２４ｈ值、剪切力和 ａ∗

值有显著影响ꎬⅡ、Ⅲ组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３.１ 茶多酚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刘梅等[４]研究报道ꎬ１２０ ｍｇ / ｋｇ 茶多酚可显著

提高 ＡＡ 肉鸡平均日采食量和平均日增重ꎬ降低料

肉比ꎮ 李桦等[２]在饮水中添加茶多酚ꎬ结果显示与

对照组相比ꎬ１ ~ ２８ 日龄试验组肉鸡平均日增重均

提高ꎬ料重比降低ꎬ这与本试验结果基本一致ꎬ说明

饲粮中添加茶多酚对肉鸡平均日增重和料重比有

一定改善作用ꎮ 李丽等[５] 研究报道ꎬ饲粮中添加

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 ｍｇ / ｋｇ 茶多酚对肉鸡生产性能均无显

著性影响ꎬ与刘海军等[６] 研究结果一致ꎮ 易先国

等[７]与王妍琪等[８] 研究报道ꎬ与对照组相比ꎬ添加

茶多酚试验组 ４ ~ ６ 周龄肉鸡的采食量和平均日增

重显著提高ꎬ料肉比显著降低ꎮ 以上研究与本试验

结果不一致ꎬ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动物品

种、饲料营养状况或饲养环境等有关ꎮ 本试验还表

明随着茶多酚添加比例的增加ꎬ肉鸡生长性能呈先

提高后降低趋势ꎬ其中以 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添加比例最佳ꎬ
这与曹兵海等[９] 报道一致ꎮ 徐晓娟等[１０] 研究也表

明ꎬ饲粮中添加茶多酚可提高青脚麻鸡生长性能ꎬ
提高程度与添加量不成正比ꎬ其中 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添加

效果优于 ２００ 和 ６００ ｍｇ / ｋｇꎮ
３.２ 茶多酚对肉鸡屠宰性能的影响

李卫春等[３]研究报道ꎬ２００、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茶多酚

可提高 ２１ ~ ４２ 日龄公母肉鸡全净膛重和腹脂率ꎬ
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ꎮ 李丽

等[５]研究也表明ꎬ添加 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 ｍｇ / ｋｇ 茶多

酚对肉鸡的全净膛率、胸肌率和腿肌率无显著影

响ꎬ与本试验结果一致ꎻ饲粮中添加 ２００、４００、６００
和 ８００ ｍｇ / ｋｇ 茶多酚对 ４９ 日龄时肉鸡屠宰率、全
净膛率、胸肌率、腿肌率和腹脂率均无显著性影

响ꎮ 魏建军等[１１] 在郎德鹅饲粮中添加 ４０、 ８０、

１４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１６０、３２０ ｍｇ / ｋｇ 茶多酚ꎬ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ꎬ
试验组郎德鹅屠宰性能均差异不显著ꎬ而本试验

添加 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茶多酚可显著提高肉鸡半净膛率ꎬ
结果的差异可以与动物种类或添加量不同有关ꎮ
刘晓华等[１２] 研究也进一步证实ꎬ在日粮中添加 １
０５０ 和 １ ４００ ｍｇ / ｋｇ 茶多酚ꎬ结果显示试验组肉鸡

屠宰率、全净膛重、半净膛率均显著提高ꎮ 黄全

成[１３]研究报道ꎬ在饲粮中添加 ５、１０ 和 ２０ ｇ / ｋｇ 绿

茶末ꎬ可显著提高公母鸡胸肌率和腿肌率ꎮ 由此

表明ꎬ茶多酚对肉鸡屠宰性能的影响与其添加量

相关ꎬ即高添加量(约 １ ０００ ｍｇ / ｋｇ 以上)对肉鸡有

显著影响ꎬ其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改善肉鸡生长

性能从而影响屠宰性能的指标ꎮ
３.３ 茶多酚对肉鸡肉品质的影响

动物宰后肌肉的 ｐＨ 值、系水力和剪切力是衡量

畜禽肉品质的重要指标ꎬ其中 ｐＨ 值的变化反映肌糖

原的无氧酵解ꎬ乳酸积累导致 ｐＨ 值降低ꎻ系水力常

用滴水损失表示ꎬ滴水损失和系水力呈反比ꎬ即滴水

损失越低ꎬ表示肌肉系水力越强ꎻ剪切力反映肌肉嫩

度ꎬ一般剪切力大于 ４ ｋｇｆ 的肉口感较差ꎮ 有研究

表明ꎬ日粮中添加茶多酚对宰后肌肉排酸效果有显著

影响ꎬ可提高肉鸡胸、腿肌 ｐＨ 值[１０ꎬ１４]ꎬ降低剪切

力[５ꎬ１３ꎬ１５]ꎮ 李明元等[１６]研究报道ꎬ添加 １０ ｇ / ｋｇ 茶多

酚可显著提高猪肉 ｐＨ 值ꎮ 廖勇等[１７] 研究进一步证

实ꎬ单一添加茶多酚对肉鸡肌肉 ｐＨ 值降低有延缓作

用ꎬ嫩度明显提高ꎮ 本试验结果显示ꎬ饲粮中添加茶

多酚的肉鸡宰后 ２４ ｈ 胸肌的 ｐＨ 值显著提高ꎬ剪切力

显著降低ꎬ这与前人研究一致ꎮ 茶多酚具有抗氧化

性ꎬ能够清除脂质过氧化自由基ꎬ维持细胞膜完整性ꎬ
减少肌浆渗出和滴水损失ꎬ从而提高肌肉的系水

力[１８]ꎮ 大量研究[１０ꎬ１４ꎬ１６ꎬ１９] 证实了这一点ꎬ但也有研

究表明ꎬ茶多酚对肉鸡胸、腿肌滴水损失无显著影

响[１２ꎬ１５ꎬ１７]ꎮ 本试验结果也显示ꎬ与对照组相比ꎬ试验

组宰后 ２４ ｈ 肉鸡胸肌滴水损失无显著变化ꎬ这可能

由测定方法不同造成ꎬ本试验采用自然蒸发法ꎬ而有

的研究采用压力仪挤压法ꎮ
肉色的深浅由色素含量、分布及化学状态决

定ꎬ且与 ｐＨ 值、系水力等指标存在相关性[１０]ꎮ 左

晟希[１５]在 １~４２ 日龄 ＡＡ 肉鸡饲粮中添加茶多酚混

合物ꎬ结果表明胸、腿肌 Ｌ∗、ａ∗和 ｂ∗值均无明显变

化ꎮ 李丽[５]研究发现ꎬ茶多酚能够延缓肌红蛋白氧

化ꎬ起到稳定肉色的作用ꎮ 本试验结果与前人基本

一致ꎬ茶多酚对宰后肉鸡胸肌 Ｌ∗和 ｂ∗值无影响ꎬ但
试验组的 ａ∗值显著高于对照组ꎬ这可能是由于茶多

酚提取自绿茶ꎬ本身含有一定量的植物色素ꎬ会在

肌肉部位沉积ꎬ同时也与肌肉特性有关ꎬ肉鸡胸肌

红度值较低ꎬ小幅度的变化则会引起显著差异ꎮ 而

赵萌等[１９]以猪为研究模型ꎬ结果表明茶多酚能够显

著改善猪肉肉色ꎬ这可能由于不同动物对茶多酚的

敏感度不同有关ꎮ

４ 结论

在本试验条件下ꎬ日粮中添加适量浓度水平的茶

多酚可以提高肉鸡平均日增重ꎬ降低料重比ꎬ改善屠

宰性能ꎬ同时缓解宰后肉鸡肌肉 ｐＨ 值下降ꎬ降低滴

水损失ꎬ提高嫩度ꎬ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肉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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