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卷　第 3期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Vol. 24 No. 3
1996年 6月 Ac ta Univ . Ag ric. Bo reali-occidentalis Jun. 1996

喉炎康对人工感染鸡传染性

喉气管炎的防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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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80只 45周龄的 I LT琼扩阴性的健康蛋鸡 ,人工感染匈牙利传染性喉气管炎

病毒 ,并随机分成: 不治疗 (Ⅰ )、预防 (Ⅱ )、早期治疗 (Ⅲ )、 1. 2%治疗 (Ⅳ )、 1. 8%治疗 (Ⅴ )和

药物对照 (Ⅵ )等 6组 ,Ⅰ 组不给药 ,Ⅱ 、Ⅲ 、Ⅳ组分别在攻毒前 48 h、攻毒的同时和出现特征性

症状后 ,用喉炎康按 1. 2%混饲 ,Ⅴ 、Ⅵ 组在出现特征性症状时 ,分别用喉炎康按 1. 8% 、喉管

神康散按每只每日 0. 4～ 0. 8 g /kg混饲 ,连续用药 5 d,各组的临床治愈率分别为 0, 100. 0% ,

100. 0% , 92. 9% , 100. 0% 和 30. 0% .统计分析表明 ,喉炎康对 I LT的防治作用显著高于对

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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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传染性喉气管炎 ( ILT)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传播迅速 ,患

鸡生长缓慢 ,产蛋减少 ,死亡率较高 ,已成为危害养鸡业的主要疾病之一
[1, 2 ]
。 目前对该病

西兽医学认为尚无有效的治疗药物 ,重点在于预防接种 [3, 4 ] ,而生产实践中却因多种原因

时有发生和流行。 据报道 ,中成药“ 7811”粒剂对该病的治愈率为 98. 95% [ 5] ,但处方却密

而不露 ,市面也未见有售。为寻求有效的治疗药物 ,我们根据中医药理论 ,并结合多年的临

诊实践 ,自拟配方 ,定名为“喉炎康” (经陕西省新兽药审评委员会审评、陕西省农牧厅签发

生产许可证 ,已由西北农业大学兽药厂投产 ) ,经过在陕西关中地区和安徽、河北等六省区

对百万余只临诊自然感染病例的中试和推广应用证明 ,喉炎康对 ILT有明显的治疗作

用。本试验旨在排除自然感染条件下诸多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证实喉炎康对 ILT的防治

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1. 1. 1　动物　 80只 45周龄自养的罗曼商品代母鸡 ,除未接种 ILT和传染性支气管炎

( IB)疫苗外 ,均按正常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

1. 1. 2　种毒　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 ( ILTV)系匈牙利毒株 ,由陕西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提

供。用 9日龄非免疫鸡胚绒毛尿囊腔接种 ,继代三次 ,收集尿囊液和绒毛尿囊膜备用 [2, 6 ]。

1. 1. 3　抗原及血清　 ILT和 IB琼扩抗原、 IL T和 IB阳性血清及 SPF血清 ,均购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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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鸡新城疫 ( ND)、减蛋综合征 ( EDS-76)抗原及其阳性血清 ,均

由西北农业大学传染病学教研组提供。

1. 1. 4　药物　喉炎康由山豆根、杏仁、贯众、连翘、麻黄、玄参等味中药组成 ,各药物均 按

《兽药典》的质量标准采购 ,并分别粉碎 ,过二号筛后 ,充分混匀 ,计量分装成每袋 120 g的

散剂。对照药物为喉管神康散 (冀南农专兽药厂 ( 93)冀牧渔 (医 )字第 142号批准 ) 200g /

袋 ,散剂。

1. 2　方　法

1. 2. 1　分组　攻毒前 10 d,将 80只鸡随机分成 6组: (Ⅰ )不治疗组 ,攻毒后不进行药物

治疗 ; (Ⅱ )预防组 ,攻毒前 48 h ,用喉炎康按 1. 2%比例混饲 ; (Ⅲ )早期治疗组 ,攻毒和用

药同时进行 ,用喉炎康按 1. 2%比例混饲 ; (Ⅳ ) 1. 2%治疗组 ,攻毒后出现特征性症状时 ,

用喉炎康按 1. 2%比例混饲 ; (Ⅴ ) 1. 8%治疗组 ,攻毒后出现特征性症状时 ,用喉炎康按 1.

8%比例混饲 ; (Ⅵ )药物对照组 ,攻毒后出现特征性症状时 ,用喉管神康散按产品说明的用

量 0. 4g /kg·日·只混饲 ( 5 d后按 0. 8g /kg·日·只混饲 )。 其中Ⅰ 、Ⅵ 组各 10只 ,Ⅱ ～

Ⅴ组各 15只。各组鸡分别编号。试验期间 ,食欲不振而不采食者 ,用常水将药调为糊状投

服。

1. 2. 2　人工感染　攻毒前每组随机采集血样各 5份 ,进行 IL T琼扩试验、 IB琼扩试验、

ND和 EDS-76血凝试验及血凝抑制试验以检测抗体水平
[2, 6～ 8 ]。在 ILT和 IB琼扩试验阴

性 , N D和 EDS-76血凝试验阳性的条件下 ,以相同单位的病毒按每只 0. 7 mL的总剂量 ,

采用滴鼻 4滴、滴喉 10滴 ,人工感染 ILTV.攻毒后 10 d,各组随机采集血样共 15份 (Ⅱ、

Ⅲ 、Ⅴ组各 3份 ,Ⅰ 、Ⅳ、Ⅵ 组各 2份 ) ,进行 ILT琼扩试验。

1. 2. 3　观察记录　攻毒前 10 d分组后 ,即开始记录各组产蛋量等 ;攻毒后每天 10: 00和

16: 00分别记录两次 ,如精神、食欲、粪便、摇头、罗音、咳嗽、喘气、口鼻分泌物和产蛋量等

9项临诊指标的变化。并随时观察鸡群表现 ,对死亡鸡及时进行剖检。

1. 2. 4　饲养管理　试验期间 ,保持各组饲养管理水平一致 ,均按 120 g /只· 日 ,饲喂西北

农业大学饲料厂生产的“惠丰牌” 1号蛋鸡料。

1. 2. 5　诊断标准　①正常:鸡冠潮红 ,精神、食欲、粪便及产蛋量等与试验前比较无明显

变化。 ②发病:轻症 ,体弱、精神稍差、产蛋量下降、流泪、结膜炎、眶下窦肿胀、持续性流涕

及出血性结膜炎 ;重症、精神萎缩、喜卧、食欲不振或不食、迅速消瘦、产蛋量明显下降 ;特

征性症状为鼻有分泌物、湿性罗音、咳嗽、喘气、咳出带血粘液或血块、鸡冠发紫、排绿色稀

粪、摇头、明显张口伸颈吸气或头颈翻转仰面呼吸困难 ,甚至窒息或衰竭而死亡
[ 1～ 4]

。

1. 2. 6　治疗标准　①无效:给药 5～ 7 d,未见症状减轻 ,甚至加重或死亡 [1～ 4 ]。②痊愈: 3

d内上述特征性症状消失 , 5 d以内所有临床症状消失
[1～ 4 ]。

2　结果与讨论

2. 1　结　果

2. 1. 1　各组的临床治愈率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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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的临床治愈表

组别 试验鸡数 发病鸡数 治愈鸡数 治愈率

Ⅰ 10 10 0 0

Ⅱ 15 7 7 100. 0

Ⅲ 15 9 9 100. 0

Ⅳ 14* 14 13 92. 9

Ⅴ 15 15 15 100. 0

Ⅵ 10 10 3 30. 0

　　　注: * Ⅳ组在给药前 37 d死亡 1只。

对各试验组的防治效果进行 X
2检验 ,Ⅰ 组和Ⅱ组的发病率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

Ⅰ 组和Ⅱ～ Ⅴ组的临床治愈率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Ⅰ 组Ⅵ 组间的临床治愈率差异显

著 ( P < 0. 05) ;Ⅲ 、Ⅳ、Ⅴ组间的临床治愈率差异均不显著 (P> 0. 05)。

2. 1. 2　各组试验前与试验期的产蛋率 ,结果见表 2.

表 2　试验前与试验期产蛋率变化

组别
试验前
(X-± S )

试验期
( X-± S )
t检验
( P )

Ⅰ 76. 25± 7. 44 50. 00± 18. 71 < 0. 01

Ⅱ 81. 67± 6. 90 73. 33± 11. 06 > 0. 05

Ⅲ 84. 17± 9. 39 74. 81± 13. 24 > 0. 05

Ⅳ 73. 33± 4. 55 66. 67± 9. 43 > 0. 05

Ⅴ 78. 33± 6. 09 68. 89± 17. 68 > 0. 05

Ⅵ 73. 75± 9. 16 52. 22± 17. 68 < 0. 01

2. 1. 3　 IL T抗体检测结果　试验前 30份血样中 , 阳性 1个 , 阴性 29个 , 阳性率

为 3. 3% ;攻毒后 10 d的 15份血样中 ,阳性 14个 ,阴性 1个 ,阳性率为 93. 3% .

2. 2　讨　论

1)在人工感染后 2～ 4 d,表现不同程度的罗音、咳嗽、摇头、喘气甚至呼吸困难 ,咳出

带血粘液 ,排绿色稀粪 ,病鸡迅速消瘦 ;剖检见喉头、气管粘膜出血、糜烂、脱落 ,这均与

ILT的症状和病变一致。且攻毒后 10 d, ILT琼扩试验 ,阳性率为 93. 3% ,认为人工感染

鸡确已发生了传染性喉气管炎。

2)预防组较不治疗组实验后发病率极显著降低 (P < 0. 01) ,说明喉炎康有极显著的

预防作用。 各治疗组与不治疗组试验后治愈率相比较 ,用喉炎康治疗的各组疗效极显著

(P < 0. 01) ,对照药物显著 ( P < 0. 05) ,说明用药各组均有效 ,且喉炎康的疗效优于对照药

物 ;喉炎康治疗各组间疗效相比较 ,差异不显著 ( P> 0. 05)。 说明按 1. 2%的剂量用药 ,即

可保证对该病的早期 ,甚至中、后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各组实验期和实验前产蛋率相比

较 ,用喉炎康各组产蛋率变化不大 (P> 0. 05) ,而不治疗组和药物对照组差异极显著 ( P <

0. 01)。综上所述 ,喉炎康对于 ILT有明显的预防与治疗作用 ,保护率为 53. 3% ,临床治愈

率达 92. 9% ,且对产量蛋影响不大。

3)按照中兽医学理论 ,肺的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肃降、通调水道 ,开窍于鼻 ;疫疠之

气侵入 ,肺失宣降 ,津液不化而成痰饮 ,出现咳嗽 ,气喘 ,痰鸣 ,呼吸困难等主要症状。因此 ,

ILT应属温热病范畴 ,病性属热 ,病位在肺 ,喉炎康由山豆根、杏仁、贯众、连翘、麻黄、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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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味中药组成 ,具有清热解毒 ,宣肺平喘和息鸣止咳的功效 ,从而取得了极显著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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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rtificial Infected

Chicken Infectious La ryngot racheitis with Houyankang

Yue Zhiquan　 Song Xiaoping　 Zhang Degang　 Yu Quanfu

Liang Xiaojun　 Zhang Wanhai　 Liu Changfu

(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Nor thwestern Ag ricu ltu ral Universi ty ,Yang lin g , Shaanxi , 712100)

Abstract　 80 45-w eek-old heal thy ILT aga r-gel ammunodi ffusion negativ e layers

w ere infected wi th infectious laryngo t racheiti s artificially and div ided into 6 g roups: ( I)

unt reatment , (Ⅱ ) prev ention, (Ⅲ ) early treatment , (Ⅳ ) t rea tment at a do sage of

1. 2% , (Ⅴ ) t reatment at a dosage of 1. 8% and (Ⅵ ) pha rmaceutical contro l. The

chickens in Group I w ere no t t rea ted. The chickens in GroupsⅡ ,Ⅲ andⅣ were treated

w ith 1. 2% of Houyankang by mixing the medicine into feed 48 hours befo re chanllenge,

in the time of infection and appea ring cha racteristic symptoms, respectiv ely. The

chickens in GroupsⅤ and Ⅵ were t reated wi th 1. 8% o f Houyankang and 0. 4- 0. 8 g /

kg of Houguanshenkang san in diet per day, respectiv ely, af ter appearing cha racteristic

symptoms. The medicines w ere administ rated for 5- 7 days continuously. The cure ra te

w as 0, 100% , 100. 0% , 92. 9% , 100. 0% and 30. 0% , respectiv ely. The results by

sta tistics show ed that the ef fect o f Houyankang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 tment of

chicken infectious laryngo t racheiti s w as signi ficant 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led

g roup.

Key words　 chicken, a rtificial infection, Houyankang , infectious la ryngot rachei 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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