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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合剂对新城疫病毒抑制作用的体内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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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抗病毒合剂由具有抗病毒、清热、滋阴凉血等作用的中药组方经水煎、浓缩而成。通过鸡胚法和人

工感染雏鸡测定其对新城疫病毒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抗病毒合剂在鸡胚内对新城疫病毒 F 48E9 毒株具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 对人工感染新城疫病毒的雏鸡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并可延长雏鸡的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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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疫也称亚洲鸡瘟或伪鸡瘟, 是由新城疫病

毒 (N ew cast le d isease viru s,NDV ) 引起的急性高度

传染性疾病, 常呈败血症经过, 主要特征是呼吸困

难, 下痢, 神经紊乱, 浆膜和黏膜出血[1 ] , 该病严重危

害养鸡业的发展, 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国内外

均采用疫苗免疫接种进行预防。近年来, 广大科技工

作者开展了中草药抗病毒和促进机体免疫功能的研

究,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 4 ]; 中草药在畜禽疫病的防

治上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并已显示出其独特

的优势。抗病毒合剂正是在中兽医药理论的卫气营

血辨证方法指导下, 筛选具有清热、抗病毒、滋阴凉

血等作用的中药组方而成, 为了初步观察合剂对新

城疫病毒的抑制作用, 进行了本试验, 现将试验结果

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1. 1. 1　抗病毒合剂　由石膏、知母、紫花地丁、金银

花、连翘、龙胆草、板蓝根、大青叶、鱼腥草、穿心莲、

赤芍、玄参、生地、麦冬、蟾酥 15 味中草药组成, 药材

均购自陕西省扶风中药采购供应站。用电子天平称

取上述前 14 味中草药, 蒸馏水浸泡 2 h 后煎煮 15

m in, 药物煎煮 2 次, 合并煎液, 浓缩至 1 gömL , 将蟾

酥研为极细粉加入, 混匀, 放入 4 ℃冰箱备用。

1. 1. 2　新城疫 F 48E9 病毒株　E ID 50为 10- 6. 71, 本校

禽病研究室提供。鸡胚试验将新城疫病毒稀释至每

0. 1 mL 稀释液中含有 20 个 E ID 50。

1. 1. 3　鸡胚　9 日龄, 60 枚, 购自本校农科院种鸡

场。雏鸡, 购自杨陵卜村孵化场。

1. 1. 4　1% 鸡红细胞悬液　按常规方法制备[5 ]。

1. 2　方　法

1. 2. 1　鸡胚抗病毒试验[6 ]　选择 9 日龄健康活鸡

胚, 随机分为以下 5 组, 每组 12 枚。

( 1) 同途径治疗组: 先经尿囊腔接种病毒 0. 1

mL , 置胚于 37 ℃温箱 60 m in 后取出, 每胚尿囊腔

再注射抗病毒合剂 0. 2 mL。

( 2) 同途径预防组: 先于尿囊腔注射药物 0. 2

mL , 置胚于 37 ℃温箱 60 m in 后取出, 每胚于尿囊

腔接种病毒 0. 1 mL。

( 3) 异途径治疗组: 先于尿囊腔接种病毒 0. 1

mL , 置胚于 37 ℃温箱 60 m in 后取出, 每胚于卵黄

囊注射药物 0. 2 mL。

( 4) 异途径预防组: 先于卵黄囊注射药物 0. 2

mL , 置胚于 37 ℃温箱 60 m in 后取出, 每胚于尿囊

腔接种病毒 0. 1 mL。

(5)对照组: 先于尿囊腔接种病毒 0. 1 mL , 置胚

于 37 ℃温箱 60 m in 后取出, 于尿囊腔注射生理盐

水 0. 2 mL。

以上各组鸡胚接种完毕后, 用石蜡封孔。放入

37. 5 ℃温箱孵育 96 h, 每 12 h 照蛋 1 次, 弃去 24 h

内死亡的鸡胚。收集余胚尿囊液, 测定其血凝 (HA )

效价。

1. 2. 2　人工感染试验[7, 8 ]　将 60 只 25 日龄健康雏

鸡随机分为以下 3 组, 每组 20 只, 感染病毒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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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mL ö只 (含 2. 65×103 ELD 50) , 药物灌服剂量为

每只每次 0. 5 mL , 12 h 灌服 1 次。

(1)预防组: 于给药后 24 h 接种新城疫病毒 0. 5

mL , 连续给药 3 d。

(2)治疗组: 于给药前 24 h 接种新城疫病毒 0. 5

mL , 连续给药 3 d。

(3) 对照组: 灌服生理盐水前 24 h 接种新城疫

病毒 0. 5 mL , 每 12 h 灌服生理盐水 0. 5 mL , 连续 3

d。

观察各组鸡的临床症状、死亡情况及剖检变化,

并记录结果。

2　结　果

2. 1　鸡胚抗病毒试验结果

　　不同途径组血凝效价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差异

极显著 (P < 0. 01) , 说明抗病毒合剂在鸡胚内对新

城疫病毒 F 48E 9 毒株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 1　鸡胚试验血凝效价测定结果

T able 1　T he resu lts of an tibody titer

in ch icken em bryo s test

组别
Group

胚数
N o. of

em bryo2
nated eggs

血凝效价
(X{ ±S )

A ntibody
titer

同途径治疗组
Cure in sam e w ay

11 2. 09±1. 703 3

同途径预防组
P reven tion in sam e w ay

12 2. 67±1. 153 3

异途径治疗组
Cure in differen t w ay

12 2. 50±1. 173 3

异途径预防组
P reven tion in differen t
w ay

12 3. 50±0. 673 3

对照组
Contro l

10 6. 50±0. 85

　　注: 3 3 差异极显著 (P < 0. 01)。

N o te: 3 3 D ifferen t very sign ifican tly (P < 0. 01).

2. 2　人工感染试验结果

动物试验中, 病毒对照组在给毒 48 h 后, 逐渐

出现临床症状; 60 h 后, 其他 2 组出现临床症状。表

现为体温升高, 升幅多在 0. 5～ 1 ℃, 有的鸡甚至达

到 1 ℃以上, 食欲减少或不吃, 昏睡, 拉黄绿色或黄

白色稀粪, 呼吸困难, 伸头, 张口呼吸, 倒提时有大量

黏液从口内流出, 有的病鸡出现神经症状, 96～ 128

h 为死亡高峰期。剖检可见典型新城疫病变[1 ]。预防

组、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进行 ς2 检验, 结果预防组、

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较, 差异显著, 说明抗病毒合剂

有明显抑制病毒的作用。雏鸡存活率和平均存活时

间见表 2。

表 2　人工感染试验雏鸡存活率和平均存活时间

T able 2　Survival ra te and living days on

average of infected ch ickens

组别
Group

感染只数
Infected
num ber

存活数
Survival
num ber

存活率ö%
Survival

rate

平均
存活时间öd

Survival days
on average

预防组
P reven tion 20 7 353 8. 63

治疗组 Cure 20 8 403 8. 45

对照组 Contro l 20 1 5 5. 73

　　注: 3 差异显著 (P < 0. 05)。

N o te: 3 D ifferen t sign ifican tly (P < 0. 05).

3　讨　论

在中兽医药理论的指导下, 按卫气营血辨证, 针

对鸡新城疫的特征和临床表现组成本方。方中金银

花、紫花地丁、连翘、板兰根、大青叶、鱼腥草、穿心

莲、蟾酥为清热解毒药, 透热外出。其中板兰根、大青

叶善治热毒时疫、咽喉肿痛、热毒发斑; 鱼腥草具有

祛痰、平喘等作用; 龙胆草可清泻肝胆之火。现代药

理学研究证明, 金银花、连翘、板兰根、大青叶、鱼腥

草、穿心莲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病毒的作用[9～ 11 ]。

石膏、知母为清热泻火药, 清泻肺胃热; 配以赤芍, 凉

血活血, 主治血热妄行引起的各种出血症和瘟病发

斑; 玄参、生地、麦冬具有滋阴清热, 用于瘟病引起的

津液亏损。诸药合用, 清热、解毒、滋阴, 能使热毒迅

速清除。

新城疫病毒在鸡胚中增殖, 释放到尿囊液中。新

城疫病毒在一定条件下能使鸡红细胞发生肉眼可见

的血凝现象。如在鸡胚内注入药物后, 尿囊液不出现

血凝现象, 则表示药物在鸡胚内对新城疫病毒具有

抑制作用[6 ]。本试验采用不同的给药途径来观察抗

病毒合剂在鸡胚内对新城疫病毒的抑制作用, 鸡胚

试验结果表明, 抗病毒合剂对不同途径感染

20E ID 50新城疫病毒的增殖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人工感染动物试验证明, 新城疫病毒通过呼吸

道或消化道侵入鸡机体后, 先在呼吸道和肠道内繁

殖, 然后迅速侵入血液, 导致红细胞凝集, 并随血液

扩散至全身, 引起败血症。病毒在血液中损伤血管

壁, 引起出血和坏死变化[12 ]。本试验中, 病毒进入机

体, 一定浓度的抗病毒合剂通过有效成分直接杀灭

病毒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抑制了新城疫病毒。对试

验动物存活情况和平均存活时间进行方差分析, 并

对其平均数进行多重比较, 表明抗病毒合剂对雏鸡

有显著的治疗和预防作用, 并可延长雏鸡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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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unct ion of an t i2viru s m ix tu re to resist NDV

ZHANGW e i-m in , ZHANG Shu-x ia , SONG X iao-p ing,

ZHANG D e-gang,YANG Gui- jun 3 ,L U Shuang-bao3

(Colleg e of A n im al S ciences and T echnology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A n t i2viru s m ix tu re con sisted of m any k inds of m edicine w h ich had funct ion s such as an t i2
viru s, heat2clearing, nou rish ing Y in and coo ling2b lood, etc, and fin ished by deconct ing w ith w ater and con2
cen tra t ing m ethod. Inh ib it ing funct ion of it to N ew cast le D isease V iru s (NDV ) w as tested th rough ch icken

em b ryo s m ethod and art if icia lly infect ing ch icken s.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an t i2viru s m ix tu re had rem ark2
ab le inh ib it ing funct ion to NDV F 48E 9 in ch icken em b ryo s and had obviou s p reven t ive and trea tm en t func2
t ion s to young ch icken s that w ere infected by NDV. In addit ion, it cou ld also p ro long the living t im e of the

infected ch icken.

Key words: an t i2viru s m ix tu re; inh ib it ion; N ew cast le D isease V ir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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