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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对鸡 T-淋巴细胞数量的影响3 Ξ

史 秋 梅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动物科学系, 河北 昌黎 066600)

　　[摘　要 ]　为探讨中草药免疫增强剂的作用机理, 进行了鸡 T 淋巴细胞数量的动态观察。将 240 只 1 日龄雏

鸡随机分为 3 组: 1 组为对照组, 其余 2 组分别饮用 10 和 5 mL öL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 48 d, 采用 Α醋酸萘酯酶染色

(ANA E)法检测了 12, 24, 36 和 48 日龄各组鸡血液中T 2淋巴细胞数量。结果显示, 饮用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后, T 2淋
巴细胞百分率较对照组显著提高, 且 10 mL öL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组 T 2淋巴细胞百分率较 5 mL öL 组显著提高。并

运用组织学常规切片技术和ANA E 法, 观察了 10 mL öL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组和对照组在 14 和 21 日龄时鸡小肠

黏膜淋巴组织中 T 淋巴细胞的数量分布。结果显示, 10 mL öL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组鸡小肠的 T 淋巴细胞数量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显著。上述结果表明, 该免疫增强剂对鸡 T 2淋巴细胞数量有显著的提高作用, 且 10 mL öL 组的效果

优于 5 mL öL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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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2淋巴细胞 (即胸腺依赖性淋巴细胞) 来源于

骨髓的多能干细胞, 多能干细胞中的部分淋巴细胞

进入胸腺后, 在胸腺素的诱导下, 经过 10～ 30 d 的

分化、增殖, 成为成熟的 T 2淋巴细胞。成熟的 T 2淋
巴细胞经血流分布至外周免疫器官, 有的在淋巴结

胸腺依赖区定居, 这部分细胞占淋巴细胞总数的

75% 左右; 有的在脾脏定居, 分布于白髓中央小动脉

周围, 这部分细胞占淋巴细胞总数的 25% 左右, 并

反复经血液- 组织- 淋巴- 血液, 再循环周游全身,

以发挥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和免疫调节作用[1 ]。免

疫功能直接影响着动物的抗病力和接种疫苗后的免

疫效果, 动物机体免疫功能的高低与机体的 T , B 淋

巴细胞数量关系密切。一般认为, T 2淋巴细胞的功

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产生细胞免疫作用或迟发型

变态反应; 使宿主对移殖物或肿瘤产生排斥作用; 溶

解细胞和毒细胞的作用; 增强或扩大免疫反应; 帮助

B 2淋巴细胞产生抗体; 抑制由于免疫作用增强而对

机体产生的损伤。因此, T 2淋巴细胞数量的增加反

映了机体免疫力的提高。

现已证明, 很多物质如弗氏佐剂、左旋咪唑、细

胞因子等, 均能够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增加机体 T ,

B 淋巴细胞的数量, 以起到免疫调节作用, 但都有一

定的副作用。大量资料[2～ 6 ]表明, 一些中草药及复方

制剂能够明显提高机体 T 2淋巴细胞的数量, 有助于

免疫调节作用的发挥。戴远威等[7 ]分别在雏鸡日粮

中添加何首乌、补骨脂, 结果试鸡血液中 T 淋巴细

胞百分率显著或极显著升高。王超英等[8 ]将黄芪等

10 种天然药物加工成粉末, 按 20～ 30 gökg添加到

饲料中饲喂雏鸡, 在用药后第 3, 5, 7, 10 周检测 T 2
淋巴细胞 E 花环形成率、B 淋巴细胞花环形成率等,

结果显示, 大多数中药试验组上述指标值较对照组

显著或极显著增加。胡庭俊等[9 ]在使用禽霍乱疫苗

进行免疫时, 配合使用 8301 多糖肌注试验鸡, 结果

与单用禽霍乱疫苗免疫鸡相比, 多糖能显著提高鸡

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率, 与正常淋巴转化率比较差

异极显著, 表明 8301 多糖能增强鸡的细胞免疫功

能, 提高禽霍乱疫苗免疫力。本试验研制了由黄芪、

白花蛇舌草、党参、茯苓、猪苓、甘草组成的中药免疫

增强剂饮水剂型, 探讨了该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对鸡

外周血中及小肠中 T 2淋巴细胞数量的影响, 旨在为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试剂与仪器

　　淋巴细胞分层液, Α2醋酸萘酯, 六偶氮副品红溶

液, 甲醛2丙酮缓冲液, 甲醛2钙固定液, 磷酸盐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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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pH 7. 6) ;M B 525 数码生物显微成像系统等。

1. 2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

由黄芪 5 g, 白花蛇舌草 2 g, 党参 2 g, 茯苓 0. 5

g, 猪苓 0. 5 g, 甘草 0. 5 g 组成, 所有草药均购自河

北省安国市中药材医药公司, 质量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兽药典 (2000 版) [10 ]标准, 水煎制成每毫升含

原生药 1 g 的水剂。

1. 3　试验动物

海兰褐蛋雏鸡, 由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畜牧场提

供, 1 日龄时将 240 只健康海兰褐蛋雏鸡随机分成 3

组, 每组 80 只。É 组、Ê 组分别按 10 和 5 mL öL 全

天饮用中草药免疫增强剂, 连续饮用 48 d, 另设不饮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为对照组。分别于 12, 24, 36 和

48 日龄时检测鸡血液中 T 淋巴细胞数量; 在试验

14 和 21 日龄时分别取 10 mL öL 中草药免疫增强

剂组和对照组的鸡小肠制成组织切片, 进行组织学

观察。

1. 4 　血液中淋巴细胞的 Α醋酸萘酯酶反应

(ANA E)

血液中淋巴细胞的分离、制片、固定、染色等均

按文献[ 2 ]的方法进行。

1. 5　结果判定

经染色后, 淋巴细胞可分为 2 大类, 即酯酶染色

阳性细胞和酯酶染色阴性细胞。阳性细胞形态为圆

形, 胞质少, 胞核为绿色大圆形, 胞质边缘及其他部

位有 1 个或多个粗大的红色或棕红色颗粒。阴性细

胞也如上述, 但无明显的着色颗粒。油镜下观察 200

个淋巴细胞, 计算 T 淋巴细胞ANA E 阳性细胞百

分率。

1. 6　小肠组织学常规切片和 Α醋酸萘酯酶染色

(ANA E)

按文献[ 2, 11 ]介绍的方法进行。每次每组取 5

只鸡, 每只鸡分别取其十二指肠、空肠组织块做 5 张

切片。每个切片观察 10 个视野, 每张切片观察 10 个

面积, 面积定为 8 cm ×8 cm。计算组内个体间淋巴

细胞的平均值。

1. 7　统计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对鸡血液中 T 2淋巴细胞数

量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 饮用中草药免疫增强剂 12 d

后 (即鸡 12 日龄时) , 试验É 组 T 2淋巴细胞百分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 但É 组与Ê 组、Ê 组与对照组间差

异不显著 (P > 0. 05)。在鸡 24 和 36 日龄时, É 组T 2
淋巴细胞百分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Ê 组, 试验Ê 组

与对照组间差异也达显著水平 (P < 0. 05)。在鸡 48

日龄时, É 组 T 2淋巴细胞百分率极显著 (P < 0. 01)

高于对照组和Ê 组, Ê 组极显著 (P < 0. 01) 高于对

照组。淋巴细胞酯酶染色的阳性淋巴细胞和阴性淋

巴细胞见图 1 和图 2。

表 1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对鸡血液中 T 2淋巴细胞百分率的影响

T able 1　Effect of Imm unopo ten tia to r on the Percen tage of T L ymphocyte in b lood of ch icken %

分组 Group s
鸡龄öd A ge

12 24 36 48

CK 0. 15±0. 02 a 0. 18±0. 02 a 0. 19±0. 02 a 0. 21±0. 09 A

É 0. 22±0. 05 b 0. 35±0. 05 c 0. 36±0. 05 c 0. 39±0. 05 C

Ê 0. 18±0. 04 ab 0. 23±0. 05 b 0. 23±0. 04 b 0. 28±0. 05 B

　　注: 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标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P < 0. 01)。下表同。

N o te:M ark ing differen t sm all letter after data exp ressed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P < 0. 05) , b ig letter exp ressed po lari2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P < 0. 01)。T he fo llow ing tab le is the sam e.

2. 2　鸡小肠切片组织学形态观察

在光学显微镜下 (10×目镜, 100×油镜)观察鸡

小肠 (十二指肠与空肠) 组织学结构, 发现试验É 组

鸡的小肠皱襞组织结构由内向外依次为黏膜层、黏

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 小肠绒毛大小不等, 呈指状

突起, 向内突入肠腔。经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后, 小肠

绒毛中部和固有层内可以看到许多免疫细胞, 细胞

呈圆形或椭圆形, 细胞质呈棕褐色, 细胞核呈蓝色。

而对照组细胞质呈阴性。

2. 3　鸡小肠中 T 淋巴细胞观察

由表 2 可知, 试验É 组鸡在 14 和 21 日龄时, 小

肠中 T 2淋巴细胞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05)。

试验É 组和对照组鸡小肠中 T 2淋巴细胞观察

结果见图 3～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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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酯酶染色淋巴细胞

(箭头所指为酯酶染色颗粒)

F ig. 1　ANA E stain T lymphocyte

(the A rrow indicates ANA E granu les)

图 2　酯酶染色淋巴细胞

(箭头所指为酯酶染色颗粒)

F ig. 2　ANA E stain T lymphocyte

(the A rrow indicates ANA E granu les)

图 3　对照组 14 日龄鸡小肠中的

T 淋巴细胞 (10×100)

F ig. 3　Contro l 14 d T lymphocyte of

sm all in test ine (10×100)

图 4　试验É 组 14 日龄鸡小肠中的

T 淋巴细胞 (10×100)

F ig. 4　É group 14 d T lympho2
cyte of sm all in test ine (10×100)

图 5　试验É 组 21 日龄鸡小肠中的

T 淋巴细胞 (10×100)

F ig. 5　É group 21 d T lymphocyte of

sm all in test ine (10×100)
表 2　鸡小肠中 T 淋巴细胞数比较 (X ±SD )

Tab le 2　Effect of sm all in testine T lymphocyte in ch ickens

组别
Group

鸡龄öd A ge

14 21

CK 24. 54±2. 71 a 25. 45±2. 80 c

É 44. 87±10. 76 b 45. 57±6. 18 b

2. 4　鸡小肠绒毛中单核细胞观察

在试验É 组 14 日龄的鸡小肠绒毛中, 所观察视

野内单核细胞的个数平均为 64 个, 21 日龄鸡小肠

绒毛中单核细胞平均为 63 个, 而对照组平均只有

22 个, 表明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对鸡小肠的单核细胞

也有增加作用。

3　讨　论

3. 1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对鸡血液中免疫细胞数量

的影响

在家禽体内的免疫活性细胞中, T 淋巴细胞的

数量及其分泌淋巴液的量, 以及淋巴因子的功能, 直

接决定了机体细胞免疫的效果。因此, T 淋巴细胞的

多少是机体全身免疫机能强弱的一个具体表现。本

研究中, 试验É 组和Ê 组鸡 12 日龄时, 血液中免疫

细胞数量差异不显著, 试验Ê 组与对照组间差异也

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饮用免疫增强剂的时间太短,

药物在体内尚未达到一定浓度, 或与免疫增强剂还

未充分激活机体的免疫系统有关。但在 12 日龄以

后, 试验É 组和Ê 组鸡的体内 T 2淋巴细胞数量呈明

显上升趋势。至 24 日龄时, 各组间有明显差异, 尤其

在 48 日龄时, 各组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这充分说

明试验用免疫增强剂能明显提高鸡机体的 T 2淋巴

细胞数量, 而且 T 2淋巴细胞数量与饮用免疫增强剂

的浓度呈正相关。

研究[12～ 14 ]表明, 黄芪多糖具有促进胸腺发育、

延缓胸腺萎缩、提高机体 T 2淋巴细胞数量、维持机

体特异性与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作用。本试验将含

有黄芪、党参、甘草等中草药的免疫增强剂给鸡饮用

48 d, 明显提高了鸡体内的 T 2淋巴细胞数量。

3. 2　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对鸡黏膜免疫细胞数量的

影响

家禽黏膜部位有特异的具有调节或效应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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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淋巴细胞[1 ] , 黏膜免疫系统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免

疫系统。机体在正常状态下, 黏膜是预防病原体的主

要屏障。在本试验中, 试验É 组鸡在 14 和 21 日龄

时, 小肠中淋巴细胞的平均数分别为 44. 87 和45. 57

个, 较对照组的 24. 54 和 25. 45 个明显增多。试验组

的单核细胞分别为 64 和 63 个, 对照组分别为 22 和

21 个, 也有明显差异。这表明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对

鸡小肠绒毛中 T 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的数量均有

增加作用。小肠黏膜中 T 淋巴细胞的数量增加, 有

效地加强了黏膜的屏障作用, 从而提高了机体的免

疫力。单核细胞能非特异性地吞噬侵入畜禽体内的

病原体和有害异物, 而且能将抗原递呈给 T、B 淋巴

细胞, 从而参与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应答。近年来的研

究[15～ 18 ]发现, 许多中草药都能促进免疫细胞的增殖

分化, 促使淋巴细胞数量增加, 特别是有助于 T、B

淋巴细胞数量的增多, 从而可增强动物的细胞免疫

和体液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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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mm unopo ten t ia to r on the quan t ity of T lym phocyte in ch icken

SH I Qiu-m e i
(D ep artm en t of A n im al S cience, H ebei N orm al Colleg e of S cience & T echnology , Chang li, H ebei 066600, Ch ina)

Abstract: In o rder to discu ss the m echan ism of imm unopo ten t ia to r, the quan t ity of T lymphocyte w as

ob served. Tw o hundred and fo rty 12day2o ld ch iken w ere divided in to 3 group s random ly: one con trast group

and tw o group s fed imm unopo ten t ia to r w ith the concen tra t ion of 10 and 5 mL öL fo r 48 days. T he num ber

of T lymphocyte w ere tested in b lood w ith ANA E at 12, 24, 36, 48 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percen t

of T lymphocyte in tria l group w as h igher than the con trast group and that of the 10 mL öL group h igher

than that of 5 mL öL group; A nd the quan t ity d ist ribu t ion s of T lymphocyte in in test ina l m uco sa lympho id

t issue on 142day2o ld, 212day2o ld ch iken of the con trast group and 10 mL öL group w ith the m ethod of

no rm al h isto logy2slices and ANA E w ere ob serv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quan t ity of T lymphocyte in

the 10 mL öL group w as m uch h 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ast, w h ich indica ted that imm unopo ten t ia to r

advanced m arkedly the quan t ity of T lymphocyte and 10 mL öL group p roduced bet ter resu lt than 5 mL öL
group.

Key words: imm unopo ten t ia to r; T lymphocyte; ANA E; h ist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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