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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诺沙星对人工诱发的鸡大肠
杆菌病的疗效

欧阳五庆 1　杨增岐 1　李　雅 2

( 1西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系 , 2西北农业大学图书馆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应用氟喹诺酮类抗菌动物专用药恩诺沙星水溶性粉剂对人工感染大肠杆菌病

的雏鸡进行了治疗研究 ,用环丙沙星、阳性空白对照、阴性空白对照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

60, 30, 10 mg· L- 1浓度的恩诺沙星可溶性粉剂的保护率分别为 85. 7% , 77. 1% , 28. 6% ;环

丙沙星 20 mg· L- 1的保护率为 74. 3% ,阳性对照组为 11. 4% ,阴性对照组为 100% .说明恩

诺沙星对鸡大肠杆菌病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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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诺沙星又称乙酰环丙沙星 ,是第一个畜禽专用的氟喹诺酮类药物。该药物的特点是

抗菌谱广、杀菌力强、作用迅速和体内分布广泛 ,与其他抗菌药之间无交叉耐药性。对革兰

氏阴性菌及革兰氏阳性菌、细胞内病原菌、霉形体及某些耐药菌株有很好的抗菌活

性 [1～ 3 ]。其疗效优于目前常用的抗菌药物 ,如庆大霉素、氯霉素、四环素、氨苄青霉素等 [4 ]。

药动学研究表明 ,该药内服及肌注吸收迅速 ,在大多数组织中的浓度高于血清浓度
[5 ]

,且

鸡内服生物利用度可达 101%
[6 ]

.自 1994年农业部批准以来 ,该药在治疗鸡的常见细菌

病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3年来 ,恩诺沙星是否仍能保持其原有的疗效 ,至今缺乏严格对

照的试验结果。本试验旨在观察恩诺沙星对鸡大肠杆菌病的疗效 ,探讨临床用量 ,并为客

观评价其疗效及指导临床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药品

　　 5%恩诺沙星水溶性粉剂由天津市津发兽药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960416. 2%盐酸环

丙沙星水溶性粉剂由齐鲁制药厂兽药分厂生产 ,批号 950906.

1. 2　试验动物

京白雏鸡 210只 ,未经大肠杆菌病等细菌病菌苗免疫 ,随机平均分为 6组 ,试验时鸡

龄为 18日龄。试验前按常规饲养 ,喂全价料 ,不含任何抗菌药物 ,自由采食及饮水 ,并进行

临床观察 ,分组情况见附表 .

1. 3　人工诱发鸡大肠杆菌病

1. 3. 1　菌种　鸡大肠杆菌 C44365 (血清型 O2 ) ,由中国兽药监察所提供。 使用时 ,于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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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汤培养基中 , 37℃增菌培养 24 h.菌液用细菌计数法测定其含活菌量 ,并用普通肉汤稀

释为每毫升含活菌 5亿。

1. 3. 2　接种量和细菌数　试验雏鸡第 1～ 5组均胸部肌肉注射稀释好的菌液 0. 3 m L,约

含活菌 1. 5亿。

1. 3. 3　接种前及接种后鸡的临床症状观察　主要观察精神状态、食欲、粪便、行为等 ,并

分别记录。对死亡鸡进行尸体剖检 ,取肠浆膜、肠粘膜、心包膜、脾脏、肝脏和气囊等进行细

菌分离培养。

1. 4　实验性治疗

雏鸡接种大肠杆菌 C44365后 4 h,即按附表分别对第 1组至第 4组鸡进行饮水给药 ,连

续 3 d.临床观察 18 d,每天观察鸡的各种临床表现 ,对死亡鸡进行尸体剖检 ,做细菌分离

培养 ,以确定死因。

附表　恩诺沙星对鸡大肠杆菌病的治疗效果

组别 名　称 接种量
(亿 /只 )

给药浓度
( mg· L- 1 )

试验鸡
(只 )

死亡鸡
(只 )

保护率
(% )

1 恩诺沙星 1. 5 60 35 5 85. 7

2 恩诺沙星 1. 5 30 35 8 77. 1

3 恩诺沙星 1. 5 10 35 25 28. 6

4 环丙沙星 1. 5 20 35 9 74. 3

5 阳性对照 1. 5 接种不给药 35 31 11. 4

6 阴性对照 不接种不给药 35 0 100

1. 5　药物疗效评价指标

药物疗效用保护率表示。凡在试验期间出现鸡大肠杆菌病症状并死亡 ,尸体剖检有典

型的特征性病变 ,并从肠浆膜、肠粘膜、心包膜、脾脏、肝脏和气囊中分离培养出大肠杆菌

C44365 ,则判为感染死亡。从各组鸡总数中减去各组感染死亡的鸡数即为受保护鸡数 ,受保

护鸡数占总鸡数的百分率即为保护率。

1. 6　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用生物统计进行数据的显著性检验。

2　结　果

2. 1　临床症状及病变

　　接种 4 h后鸡开始发病 ,主要表现为精神不振 ,无力 ,体温升高 ,剧烈腹泻 ,粪便灰白

色 ,有些混有血液 ,死前有抽搐和转圈运动 ,有些则突然死亡。死亡高峰在接种后 24～

72 h,对死亡鸡只剖检 ,见心包膜、肠浆膜有明显出血点 ,肠壁粘膜有大量粘液 ,脾脏显著

肿大。气囊增厚 ,表面被覆有灰白色纤维性渗出物。肝脏肿大 ,被膜增厚 ,被膜下有出血点

和坏死灶。经细菌分离培养 ,培养出相应的病原菌。

2. 2　各试验组保护率

由附表看出 ,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对鸡的保护率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均达极显著水平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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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 1　恩诺沙星对鸡大肠杆菌病的治疗效果

　　人工感染大肠杆菌的鸡发病较急 ,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 ,则由于体温升高、食欲下降

甚至废绝、剧烈腹泻等而迅速死亡。本试验期间 ,阳性对照组 35只鸡中 31只死亡 ,死亡率

达 88. 6% ,由此可见鸡大肠杆菌病对养鸡业的巨大危害。 内服恩诺沙星能迅速缓解感染

鸡的临床症状 ,显著降低死亡率 ,促进鸡的康复 ,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60 mg· L- 1饮水 ,

保护率达 85. 7% ; 30 mg· L
- 1
饮水保护率达 77. 1% ,表明 30～ 60 mg· L

- 1
恩诺沙星饮水

剂能有效防治鸡的大肠杆菌病。 方炳虎等 [7 ]报道 ,用 20 mg· L
- 1的恩诺沙星饮水剂治疗

人工感染的鸡大肠杆菌病 ,保护率达 95% ,疗效高于本试验结果。其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细

菌对恩诺沙星的耐药性增加。 1994年 ,经农业部批准 ,恩诺沙星进入我国市场 ,由于其优

异的疗效而受到用户的广泛欢迎。经 3年使用 ,由于细菌耐药性的增加而使疗效下降。本

试验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 ,为此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试验结果提示 ,欲保持恩诺沙星的

较高疗效 ,需提高用量 ,或与其他抗菌药交替使用。 本试验用盐酸环丙沙星饮水剂作为疗

效对照 ,其 20 mg· L
- 1
的保护率为 74. 3% .在国外 ,环丙沙星只作为人用抗菌药。而在我

国 ,既作为人用抗菌药 ,又作为兽用抗菌药 ,在人医临床和兽医临床已广泛使用。 因此 ,本

试验用环丙沙星作为疗效对照。 结果表明 ,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的疗效基本相当。

恩诺沙星对鸡大肠杆菌病的疗效与其抗菌强度和体内过程有关。 Ziv
[6 ]
报道 ,鸡以

5 mg· kg
- 1
剂量内服恩诺沙星 ,生物利用度为 101% . Scheer

[ 5]
报道 ,鸡以 10 mg· kg

- 1
剂

量内服恩诺沙星 2 h后 ,组织中的药物峰浓度 ( mg· kg
- 1

)分别是:肺 2. 4,肾 3. 1,肝 4. 6,

脾 2. 5,肌肉 2. 0,皮肤 1. 1,脑 1. 1,心 2. 8,血清 1. 4 m g· L
- 1.由此可见 ,恩诺沙星在鸡体

内吸收快 ,分布广泛 ,特别是大多数组织中的药物浓度均高于血清。良好的抗菌活性、独特

的药理学特征是恩诺沙星治疗细菌性感染具有良好疗效的基础。

3. 2　恩诺沙星抗菌作用机理

恩诺沙星作为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成员之一 ,其抗菌的作用机理是抑制细胞脱氧核糖

核酸合成酶之一的回旋酶 ( Gyrase) ,又称Ⅱ型拓扑异构酶 ( Topoisomerase)。 此酶在三磷

酸腺苷和镁离子存在的条件下 ,能使脱氧核糖核酸暂时切断与再结合 ,以形成螺旋 ,为脱

氧核糖核酸复制所必需。回旋酶有 A、 B两个亚基 ,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主要作用部位是 A

亚基 ,只有少数药物还作用于 B亚基 ,结果使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及蛋白质的合成受

干扰 ,使细胞不能再进行分裂 ,而起杀菌作用。 由于细菌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呈裸露状态

(原核细胞 ) ,而动物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呈包被状态 (真核细胞 ) ,故这类药物易进入菌体

直接与脱氧核糖核酸相接触而呈选择性作用 [ 1, 2]。现在 ,一些细菌对许多抗生素的耐药性

可因质粒传导而广泛传播。 氟喹诺酮类药物则不受质粒传导耐药性的影响 ,因此 ,这类药

物与许多抗菌药物之间无交叉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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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Enroflox acin against Experim entally

Induced Co libacillosisin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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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dealed wi th the efficacy of enrof lox acin against experimentally

induced colibaci llosis in chicken. The result show ed that the pro tectiv e rate of en-

ro flox acin powder in dif ferent concentra tions w as 60 mg· L- 1 85. 7% , 30 mg· L- 1

77. 1% and 10 mg· L
- 1

28. 6% , respectiv ely. Cio rof lox acin wi th 20 mg· L
- 1

w as

74. 3% , wi th the pro tectiv e ra te in po sitiv e and nega tive control g roup being 11. 4% and

100% , respectively. This resul t indica ted that the enrof lox acin had a bet ter ef ficacy a-

gainst colibaciollo sis in chicken.

Key words　 enrof loxacin, colibaciollo sis,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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