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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添加剂抗应激反应免疫药理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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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将中草药添加剂按常规方法煎煮, 制成质量浓度 1 gömL 煎液。取体重 19～ 23 g 的健康小白鼠, 随

机分组; 试验组每只每日口服煎液 0. 5 mL , 对照组每只每日口服生理盐水 0. 5 mL , 连续 7 d。停药后检测结果表明,

中草药添加剂可显著提高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 t 测验 P < 0. 01) ; 明显增加外周血液中 T. C 数量 ( t 测验 0. 01<

P < 0. 05) , 并显著提高血清抗体水平 ( t 测验 P < 0. 01)。因此认为, 该试验所用中草药添加剂能显著增强动物机体

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和特异性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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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养鸡业的快速发展, 疫病的有效防治已摆

在重要位置, 临床多采用生物疫 (菌) 苗预防或利用

化学药物进行治疗, 亦有采用中草药添加剂进行预

防和治疗的报道[1 ] , 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由于这些

药物的使用与环境及其他因素对鸡群的应激反应影

响日益突出, 除了直接引起应激性疾病外, 还可引发

一些条件性疾病, 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 死亡率提

高。因此, 对鸡群应激反应进行综合防治已引起人们

的高度重视。目前, 应用药物预防仍是一种简便、实

用而有效的方法, 常用的抗应激药物主要有镇静剂

类、维生素类、微量元素等, 但因其成本高, 且对鸡群

生产性能有影响, 肉蛋内的残留不达标等原因, 使大

面积推广应用受到限制[1, 2 ]。针对以上问题, 作者在

研究天然中草药添加剂防治鸡群 IB , IBD , IL T ,

ED S276 等疫病的疗效和对鸡群药理、毒理及副作

用的试验中, 发现将天然中草药作为添加剂的饲料,

不仅能预防和治疗鸡的某些疫病, 而且对防止鸡的

应激反应, 提高生产性能有明显的效果, 为进一步探

讨其免疫药理机制, 特设计了本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药液制备

　　将用于防治 IB , IBD , IL T , ED S276 疫病的纯中

草药添加剂分别依常规方法进行煎煮, 制成质量浓

度 1 gömL 的煎液, 无菌分装于试管中, 每管 20

mL , 加塞置 4～ 10 ℃冰箱中备用[3, 4 ]。

1. 2　试剂制备

体积分数 5% 鸡红细胞悬液、ANA E 反应液、绵

羊红细胞悬液、都氏试剂等均按常规方法配制[5 ]。

1. 3　试验动物

选用体重 19～ 23 g 的健康小白鼠、雌雄混用,

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试验重复 2 次。试验组每

鼠每日口服添加剂煎液 0. 5 mL ; 对照组每鼠每日口

服生理盐水 0. 5 mL , 连服 7 d, 停药次日进行检测。

1. 4　检测指标

1. 4. 1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测定　检测前 1 天

每鼠腹腔注射质量分数 0. 5 % 淀粉生理盐水 0. 5

mL , 检测时每鼠腹腔注射体积分数 5 % 鸡红细胞悬

液 1 mL ; 30 m in 后拉颈致死小鼠, 从腹部正中剪开

腹壁皮肤, 经腹膜注入生理盐水 2 mL , 轻揉腹部, 然

后吸出腹腔洗液 1 mL , 平均滴于 2 片载玻片上, 温

育, 漂洗, 晾干, 固定, 瑞氏染色, 每片油镜下计数

200 个巨噬细胞所吞噬的鸡红细胞数。按下列公式

计算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4, 5 ]。

吞噬百分率=
吞噬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数

200 个巨噬细胞 (已吞及未吞的) ×100%

吞噬指数=
被吞噬的鸡红细胞总数

200 个巨噬细胞 ×0. 5

1. 4. 2　外周血液淋巴细胞ANA E 检测　小鼠尾尖

采血推片, 血片不固定, 晾干后置于新鲜配制的

ANA E 反应液中 37 ℃温育 2 h, 取出后流水冲洗 3

m in, 晾干, 用质量分数 1 % 甲基绿复染 1～ 2 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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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 晾干。油镜下计数 200 个淋巴细胞, 计算

ANA E 阳性细胞百分率[4, 5 ]。

1. 4. 3　血清溶血素水平测定　于灌药第 4 天每鼠

腹腔注射经无菌生理盐水稀释的浓度为 20 亿·

mL - 1的绵羊红细胞 0. 2 mL , 停药次日摘除小鼠眼

球取血, 分离血清, 用生理盐水 500 倍稀释, 取 1 mL

加入冰浴中的反应管内, 依次加入 0. 5 mL 绵羊红

细胞, 1 mL 补体; 对照反应管以 1 mL 生理盐水代

替鼠血清样品, 余同试验管。各管均在 37 ℃恒温水

浴中反应 10 m in 后置冰浴中终止反应, 离心取上清

液 1 mL , 加入 3 mL 都氏试剂; 另取 0. 25 mL 试验

用的绵羊红细胞, 加入 4 mL 都氏试剂, 用于检测绵

羊红细胞半数溶血时的血红蛋白吸收度值。加毕, 充

分混匀后放置 10 m in, 置分光光度计中 540 nm 比

色, 按下列公式计算每只小鼠样品半数溶血值

HC 50
[5 ]。

HC50=
样品的吸收度值

绵羊红细胞半数溶血时的吸收度值×稀释倍数

2　试验结果

2. 1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试验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 ( t 测验 P < 0. 01) , 说明中草药添加剂能显著提高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表 1)。

表 1　中草药添加剂对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T able 1　 Influence of Ch inese herbal addit ive on m acrophge phagocyto sis of abdom inal cavity

组　别
Group s

鼠数
M ice

吞噬比率ö%
Engulfed ratio

吞噬指数
Engulfed index

试验组
T est group

IB 20 60. 80±4. 45 1. 06±0. 18
IBD 20 61. 20±4. 76 1. 04±0. 14
IL T 20 60. 92±5. 00 1. 05±0. 12
ED S276 20 62. 00±4. 37 1. 06±0. 15

对照组
CK

IB 20 32. 90±3. 14 0. 63±0. 05
IBD 20 33. 36±3. 12 0. 64±0. 04
IL T 20 33. 20±3. 14 0. 70±0. 08
ED S276 20 32. 70±3. 30 0. 69±0. 02

　　注: 吞噬比率, t 测验 P < 0. 01, 达极显著水平; 吞噬指数, t 测验 P < 0. 01, 达极显著水平。

N o te: Engu lfed ratio, t in spection P < 0. 01, ex trem ely no tab le; engu lfed index, t in spection P < 0. 01, ex trem ely no tab le.

2. 2　对外周血液 T 淋巴细胞 (T. C)比率的影响

试验组ANA E+ 细胞 (T. C) 比率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显著 ( t 测验, 0. 01< P < 0. 05) , 说明中草药添

加剂能明显增加外周血液中 T. C 数量 (表 2)。

2. 3　对血清溶血素水平的影响

试 验 组 HC50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t 测 验,

P < 0. 01) , 说明中草药添加剂能促进抗体形成, 明

显提高血清抗体水平 (表 2)。
表 2　中草药添加剂对 T 细胞比率和溶血素水平的影响

T able 2　 Influence of Ch inese herbal addit ive on T. C ratio and level of haemo lysin

组　别
Group s

鼠数
M ice

T 细胞比率ö%
TC ratio

溶血素水平öHC50

L evel of haemo lysin

试验组
T est group

IB 20 69. 9±6. 3 135. 2±9. 2
IBD 20 69. 6±7. 0 134. 8±9. 7
IL T 20 68. 7±6. 5 134. 7±10
ED S276 20 70. 4±6. 7 135. 1±8. 9

对照组
CK

IB 20 56. 4±5. 8 83. 6±7. 3
IBD 20 57. 0±6. 0 82. 9±6. 9
IL T 20 56. 8±4. 9 83. 1±7. 4
ED S276 20 57. 2±5. 6 82. 6±7. 2

　　注: T. C 比率, t 测验 0. 01< P < 0. 05, 达显著水平; 溶血素水平, t 测验 P < 0. 01, 达极显著水平。

N o te: T. C ratio, t in spection 0. 01< P < 0. 05, no tab le; level of haemo lysis w h ite, t in spection P < 0. 01, ex trem ely no tab le.

3　分析与讨论

1) 吞噬细胞是单核吞噬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构成动物机体天然防御的非特异性免疫中起着重

要作用。因此, 吞噬细胞吞噬活性大小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动物机体外周血

清中 T. C 比率主要反映机体的特异性细胞免疫功

能, T. C 比率越高, 则免疫水平也就越高[6 ]。本试验

结果表明, 应用防治 IB , IBD , IL T , ED S276 的中草

药添加剂煎液均能显著提高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

能 (表 1) , 吞噬比率和吞噬指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达极显著水平; 同时可有效提高 T. C 在外周血液

中的比率 (表 2)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达显著水平。说

明该中草药添加剂具有增强动物机体非特异性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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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作用。

2)血清溶血素水平测定旨在检测药物对抗原诱

导循环抗体水平的影响, 即通过B. C 产生抗体——

溶血素的变化反映机体体液免疫功能[5 ]。试验结果

表明, 中草药添加剂能显著提高小鼠血清溶血素的

水平 (表 2)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说明该中草

药添加剂具有提高动物机体体液免疫功能的作用。

3)动物机体对应激原刺激所产生的应激反应的

强弱, 在较大程度上是机体免疫功能的反映。也就是

说, 机体的免疫功能, 尤其是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直接

影响着机体的应激机制。机体的免疫力越强, 则对应

激原刺激的耐受性越强, 应激反应就较轻微; 机体免

疫力越弱, 则对应激原刺激的耐受力就越差, 应激反

应就强烈, 应激损害也就越严重[7 ]。本试验显示, 中

草药添加剂能显著提高机体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

能, 明显增加外周血液中 T. C 比率和血清溶血素水

平。说明该中草药添加剂能显著增强机体的非特异

性免疫功能和特异性免疫功能, 这种增强机体免疫

力的作用, 即是抗应激反应的一个重要的药理机制。

4 ) 当前, 临床应用中草药添加剂防治鸡 IB ,

IBD , IL T , ED S276 疫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尤其是

对防疫效果不确切或禁止注射某种疫苗的非疫区的

鸡群更显示出其优越性[1, 8, 9 ] , 在应用中草药添加剂

有效防治鸡疫病的同时, 能够提高鸡群的生产性能

和抵抗应激因素的能力。另外, 由于减少了化学药物

的使用, 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 对当前发展绿色食

品, 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由于中草药添加剂取材容易、加工简单、价格低

廉、高效无毒[8～ 11 ], 本试验结果又进一步说明中草

药添加剂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能和抗应激反应

的作用, 从而为开发我国中草药资源用于兽医临床

实践提供了新的试验数据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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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 unopharm aco log ica l stud ies of Ch inese herba l add it ive
on an t i2a llerg ic react ion

J IA Y ing-ke, GAO M e i-x iu
(T ianj in A g ricu ltu ra l Colleg e, T ianj in 300384, Ch ina)

Abstract: Severa l Ch inese herb s including roo t of Ch inese herbal addit ive w ere decocted in a conven2
t ional m anner to be quality den sity 100% decoctum. H ealthy m ice of Kunm ing o rig in w eigh ing 19- 23 g,

bo th m ale and fem ale,w ere random ly divided in to a trea tm en t group and a con tro l group. Fo r 7 con secu t ive
d, each of the trea tm en t m ice w as pou red w ith Ch inese herbal addit ive decoctum every day a ch icken 0. 5

mL , and each of the con tro l m ice no rm al sa line every day a ch icken 0. 5 mL. Percen tage of phagocyto sis,

phagocyt ic index, ANA E + cell (T cell) percen tage and HC50 w ere determ ined the fo llow ing day after

w ithdraw al. It show ed that Y ing J i Su enhanced the phagocyt ic funct ion of abdom inal m acrophages ( t in2
spect ion P < 0. 01) , increased the num ber of T lymphocytes in the periphera l b lood ( t in spect ion 0. 01< P <

0. 05) , and imp roved serum an t ibody levels ( t in spect ion P < 0. 01). It w as concluded that Ch inese herbal

addit ive cou ld sign if ican t ly enhance bo th specif ic and non2specif ic imm une funct ion s of the body.

Key words: Ch inese herbal addit ive; an t i2allerg ic react ion; imm unopharm ac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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