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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分别用 35味常用中药的水煎剂对鸡白痢沙门氏菌进行了抑菌试验, 结果仅

有石榴皮、地榆、诃子、泽泻、黄芩、金银花、黄柏、苍术、陈皮有一定的抑菌作用。以这些药物为

主药组成的“白痢康”制剂对鸡白痢沙门氏菌抑菌效果明显。“白痢康”用于鸡白痢沙门氏菌人

工感染鸡的预防和治疗, 保护率达 88% ～ 90% , 治愈率为 75% ～ 84. 4% , 并有明显的增质量

效果; 用于鸡白痢阳性父母代产蛋鸡的治疗, 可使鸡白痢的阳性率由 100%降低到 13. 3%以

下, 同时能提高鸡的产蛋率和降低死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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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白痢 ( pu llo rum d isease, PD)是危害养鸡业最严重的细菌性疾病之一 [1, 2 ]。 长期以

来,鸡白痢在我国虽然得到一定控制,但在有些鸡场感染率还非常高,某些种鸡群中鸡白

痢阳性检出率高达 10%～ 70% ,这不仅严重影响产蛋量,而且 PD阳性鸡所产种蛋孵出的

雏鸡死亡率高达 50%
[2 ]
。目前, 对鸡白痢除检疫净化外, 抗菌药物的应用仍然是预防和治

疗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各类抗生素、磺胺类药物的广泛应用及饲料中长期添加使用,鸡白

痢沙门氏菌的耐药性在逐年增加,家禽的肉、蛋等产品中的抗生素蓄积残留,危害人体健

康 [3, 4 ]。因此,寻求防治鸡 PD等细菌性疾病疗效好且无公害的药物,获得安全的家禽产品

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中草药大多数为天然的绿色有机植物,不仅具有防病治病,促进生长

发育,提高生产性能,调节机体免疫力的作用,而且长期使用毒副作用小,不容易产生抗药

性,在畜禽产品中无残留 [5 ]。 本研究旨在从临床上常用中药中筛选出防治 PD的有效中

药,以中兽医组方原则组成方剂,通过对人工感染鸡和自然感染的 PD阳性鸡的治疗, 为

鸡群 PD的防治净化提供疗效好、毒副作用小的中药制剂。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黄芩、黄柏、大黄、白头翁、金银花、地榆、苦参、败酱草、连翘、鱼腥草、黄连、柴胡、龙胆

草、白芍、淫羊霍、石榴皮、山楂、诃子、乌梅、苍术、藿香、五倍子、韭菜子、桂枝、茵陈、车前

草、蒲黄、泽泻、鸦胆子、马齿苋、陈皮、紫苏、黄芪等 35味,由扶风县绛帐药材公司提供; 25

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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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p u llorum )C 79-1株, 由扬州大学农学院动物医学系提供, 鸡大肠杆菌 (E. coli )O 78:

K 80, 由西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预防兽医学教研室提供; 鸡白痢全血平板

凝集抗原购自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批号 970321; LB肉汤、麦康凯琼脂培养基、普通琼

脂培养基,均按常规方法制备; 1日龄尼克红商品代公鸡, 50周龄尼克红父母代蛋鸡,由西

北农业大学种鸡场提供。

1. 2　方　法

1. 2. 1　体外抑菌试验　①中药煎液及药敏纸片的制备　取单味中药各 20 g,加 5倍量水

煎 30 m in过滤,药渣再加 2倍量水煎 20m in, 2次煎液合并,用文火浓缩成 20 m L (即 l. 0

kg /L生药 ),方剂、煎剂按同样方法制备。药敏纸片是将直径 6 m m的滤纸片 121℃高压

蒸气灭菌 30 m in后烘干, 再将纸片分别在中药煎剂中浸泡 24 h,凉干后备用。

②菌液制备　将鸡白痢沙门氏菌、葡萄球菌接种于血清肉汤中,大肠杆菌接种于普通

肉汤中, 37℃培养 18～ 24 h,测其菌落形成单位后,用生理盐水稀释,调其含菌量在 1. 0×

109 CFU /L备用。

③纸片扩散法　在普通琼脂平板上分别加各种菌液 0. 1 m L,用玻璃刮子涂布均匀,

在 37℃温箱中放置片刻,待平板表面水分干后贴上药敏纸片。 每味药 (包括方剂 )做 3个

平皿,并编号记录,在 37℃培养 18～ 24 h后测量抑菌圈直径,取 3个平皿的平均值作为该

味药及方剂的抑菌圈直径。

④挖洞法　琼脂平板接菌后,用 6 mm灭菌打孔器在直径 9 cm琼脂平板上按梅花形

打 5个孔,挑出琼脂块,分别加入中药煎剂,置 37℃培养 18～ 24 h, 测其抑菌圈大小。

⑤判定标准　抑菌圈直径在 10 m m以下者为不敏感; 10～ 15 mm 者为中度敏感; 15

mm以上者为高度敏感
[ 6, 7]
。

⑥最低抑菌质量浓度测定　将具有一定抑菌效果的中药以及“白痢康”散剂的煎液用

生理盐水稀释,使其药液浓度达到每毫升含生药 0. 5 g (即 500 g /L )。 采用试管法进行抑

菌力测定,方法参见表 1.

表 1　药物最低抑菌质量浓度的测定方法 L

测定液 1 2 3 4 5 6 7

肉汤 4. 8 4. 6 4. 4 4. 2 4. 0 5. 0 5. 0

药液 0. 2 0. 4 0. 6 0. 8 1. 0 - -

菌液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

　　注: - ,指未加。

判定标准:稀释管中无细菌生长者,其最高稀释倍数即为中草药对该细菌的抑菌效

价;当中草药颜色深,肉眼不易判定有无细菌生长者,则无菌取出 25μL接种于麦康凯琼

脂平板, 37℃培养 18 h后观察;若无细菌生长,则该稀释度即为中草药的抑菌效价
[8 ]
。

1. 2. 2　体内抑菌试验　①“白痢康”对鸡白痢沙门氏菌人工感染鸡的防治试验　将 160

只 1日龄尼克红公鸡随机分成 3组: 中药预防组 50只, 用方剂“白痢康”预防性投药 7 d

后感染;中药治疗组 50只, 7日龄感染的同时用方剂“白痢康”治疗;抗生素治疗组 30只,

7日龄感染同时,用乳酸诺氟沙星按说明饮水给药;感染不治疗组 30只, 7日龄时感染,不

作治疗。感染时,对 3组鸡均采取腹腔注射的方式,每只鸡注射鸡白痢沙门氏菌 2. 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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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U.服用中药的各组, 按 20 g· kg
- 1

(以饲料量为基数 )添加中药方剂“白痢康”, 7 d为 1

疗程,连用 3个疗程,两疗程间隔 5 d. 抗生素治疗组同时饮用乳酸诺氟沙星。观察记录各

组发病鸡和死亡鸡数, 对存活鸡在 70日龄时进行鸡白痢全血平板凝集试验, 检测阳性率。

②“白痢康”对鸡白痢阳性产蛋鸡的治疗试验　采用全血平板凝集试验法从 500只

50周龄尼克红父母代蛋鸡中检出鸡白痢阳性鸡 134只,将其随机分成 2组, 即中药治疗

组 90只, 用“白痢康”按质量浓度 20 g· kg- 1拌料,每 7 d为 1疗程, 连用 2个疗程,两疗

程间隔 5 d;不治疗组 40只,不作任何治疗。用药 40和 70 d后,分别用全血平板凝集试验

检测两组鸡白痢阳性率变化情况。

2　结　果

2. 1　体外抑菌试验结果

　　从表 2可看出, 35味中药中黄芩、泽泻、鸦胆子、诃子、地榆、石榴皮对鸡白痢沙门氏

菌抑菌圈直径在 10 mm 以上; 茵陈、车前草、马齿苋、陈皮、黄连、五倍子等中草药对鸡白

痢沙门氏菌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而其他中草药的抑菌作用不明显甚至无抑菌作用。几种单

味药组成的“白痢康”方剂,其抑菌圈平均达 12. 8 mm 以上,说明该中药方剂对鸡白痢沙

门氏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表 2　 35味中药及抗生素抑菌试验结果 mm

药　物
抑菌圈直径 (X± S )

鸡白痢沙门氏菌 鸡大肠杆菌 O 78
药　物

抑菌圈直径 (X± S )

鸡白痢沙门氏菌 鸡大肠杆菌 O 78

金银花 8. 7 6. 0 地　榆 10. 7 7. 5

黄　柏 7. 3 6. 0 黄　芩 10. 3 8. 0

白头翁 7. 3 7. 0 苦　参 7. 2 7. 5

败酱草 6. 2 6. 2 连　翘 6. 3 6. 0

鱼腥草 6. 8 6. 0 大　黄 6. 7 6. 2

黄　连 8. 8 6. 3 柴　胡 6. 0 6. 3

龙胆草 6. 3 6. 3 白　芍 6. 7 6. 3

淫羊霍 7. 3 6. 5 秦　皮 7. 5 6. 3

石榴皮 10. 2 6. 0 山　楂 6. 3 6. 3

诃　子 10. 7 11. 0 乌　梅 7. 2 8. 2

苍　术 8. 0 7. 3 五倍子 8. 5 12. 0

韭菜子 6. 5 6. 0 桂　枝 7. 0 6. 0

茵　陈 9. 0 8. 3 车前草 9. 3 8. 3

蒲　黄 6. 0 6. 0 泽　泻 12. 0 17. 0

鸦胆子 11. 0 9. 7 马齿苋 9. 3 8. 7

陈　皮 9. 5 10. 0 紫　苏 8. 0 8. 0

黄　芪 6. 0 8. 3 茯　苓 7. 3 7. 5

霍　香 7. 0 6. 3 “白痢康” 12. 8 11. 0

丁胺卡那 21. 0 21. 0 强力霉素 10. 8 14. 3

庆大霉素 14. 3 20. 6

2. 2　药物最低抑菌质量浓度试验结果

从表 3可以看出, 9味有抑菌作用的中药以及“白痢康”方剂对鸡白痢沙氏菌的最低

抑菌质量浓度均小于 100 g /L,说明各味中药及方剂均有较强的抑菌作用,这一点与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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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菌试验结果一致。

表 3　 9种中药及“白痢康”最低抑菌质量浓度结果 g /L

药　名 鸡白痢沙门氏菌 鸡大肠杆菌 药　名 鸡白痢沙门氏菌 鸡大肠杆菌

黄　连 60 60 诃　子 20 40

黄　芩 60 80 泽　泻 80 100

石榴皮 20 20 陈　皮 40 40

鸦胆子 60 100 地　榆 40 40

五倍子 60 20 “白痢康” 60 100

2. 3　“白痢康”对人工感染鸡的防治试验

从表 4可以看出,感染不治疗组的死亡率最高,经 t检验后,与预防组和治疗组的死

亡率差异极显著 (P < 0. 01)。这表明感染不治疗组作为对照成立。抗生素防治组的阳性率

明显高于中药治疗组和预防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P< 0. 01),表明方剂对人工感染鸡有

明显的保护率和治愈率。

无菌采取病死的雏鸡肝、脾等组织,在麦康凯琼脂平板上划线分离, 37℃培养 24 h后

观察,挑取菌落进行染色、镜检, 并对分离的细菌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从病死鸡中均分离

到鸡白痢沙门氏菌。

表 4　“白痢康”对人工感染鸡白痢沙门氏菌雏鸡防治结果

组　别 试验鸡数 /只 死亡鸡数 /只 死亡率 /% 白痢阳性鸡数 /只 阳性率 /% 平均质量 / g

“白痢康”预防组 50 6 12 11 25. 0 851. 0

“白痢康”治疗组 50 5 10 7 15. 6 857. 5

抗生素治疗组 30 3 10 16 59. 3 712. 0

感染不治疗组 30 18 60 12 100 385. 0

　　注:鸡白痢阳性率和平均质量为存活鸡 70日龄时检测的结果。

2. 4　“白痢康”对鸡白痢阳性产蛋鸡的治疗效果

从表 5可知, 治疗组在应用方剂“白痢康”后 70 d, 鸡白痢阳性率由 100%下降到

13. 3% ,下降了 86. 7%, 对照组阳性率仍达 93. 2%, 治疗组与对照组的阳性率有明显差异

(P< 0. 01),方剂可以显著降低成年鸡白痢的阳性率。同时, 治疗组和对照组在用药前后

的产蛋率差异显著 (P< 0. 01)。

表 5　“白痢康”制剂对鸡白痢阳性产蛋鸡治疗结果

组　别 试验鸡数 /只 治疗后阳性鸡数 /只 治疗前产蛋率 /% 治疗后产蛋率 /% 阳性率 /%

治疗组 90 12 60 60 13. 3

对照组 44 41 60 12 93. 2

3　讨　论

在体外抑菌试验中, 35味中药中仅有黄芩、泽泻、鸦胆子、诃子、地榆、石榴皮的抑菌

圈直径大于 10m m, 而其余各味药的抑菌效果不明显, 甚至无抑菌作用。药物最低抑菌质

量浓度试验结果较纸片法敏感,因其试验条件是在液体环境中, 与机体内环境相近似, 其

抑菌效果更接近于药物在动物机体内的作用,其结果可作为判断药物效力的主要参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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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体外抑菌试验的结果表明, 由各单味药组成的方剂“白痢康”抑菌效果显著,平均抑菌

圈直径在 12. 8 mm左右。 这可能与各单味药在方剂中的协同作用以及彼此间的溶出度、

生物碱的相互影响等因素有关。 资料表明,许多中草药除含有杀灭、抑制病原微生物的有

效物质外, 还能激发机体抗感染的免疫力,增强白细胞和肝脏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作用,

能抑制对机体产生破坏性的免疫反应 [8 ]。 祖国医学认为,中药的治疗机理,一方面是药物

直接抑制或杀灭病原体,另一方面是中药可调节机体阴阳平衡, 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抵抗

力,起到免疫调节作用,即所谓的扶正祛邪,最终达到人或动物疾病的康复
[ 8, 9]
。

我国祖代鸡群 PD检疫大多全群检疫 1～ 2次,而成千上万个父母代鸡群在开产前仅

做 PD抽检,很少全检,商品代蛋 (肉 )鸡群,经过祖代→父母代→商品代的两级放大,白痢

病普遍比较严重, 是导致我国商品代蛋 (肉 )鸡群死淘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
[10, 11 ]

。种鸡群 PD的防治净化是控制鸡白痢的关键,要达到无白痢,除严格检疫外,

无公害、无残留药物的应用仍是目前生产鸡群防治鸡白痢的重要手段。中草药制剂在这方

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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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udy on th e p reven tion and cu re o f pu llo rum d isease

w ith Ch inese he rb p repara tion

WANG Jing-yu
1
, ZHANG Chao-hong

1
, ZHANG Yan-m ing

1
,

GUO Hui-chen
1
, LI Zhan-hu

2
, WANG H ong

1

( 1Co lleg e of A n im a l S cience and V eter inary M ed icine, N orthw estern A g r icu ltura l

U niver sity, Y ang l ing, Shaanx i 712100, Ch ina )

( 2Shaan x i A g r icu l tu ra lS choo l, Y ang ling, Shaan x i 712100, Ch ina )

Abstract: Bac te rio stasis test o f w a ter-decoc tion p reparat ion o f 35 Ch inese herb s

m ost ly u sed fo r con tro lling S a lm one lla Pu llo rum w as car ried ou t. T he result show ed th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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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iliup i (Punica g rana tum L. ), D iyu (S anguisorba of f icina lis L. ), H ezi ( T erm inalia

chebu la Re tz. ), Zex ie (A lisma p lan tago-aquat ica L. v ar. orien ta le S am ue ls ), H u ang lian

(Cop tis ch inensis F ranch. ), H uangq in ( S cu tel laria ba ica lensis G eo rg i ), Jiny inhua

(Lonicera japonica T hunb. ), H uangba i (P hellod end ron am urense Rupr. ), C ang shu (A-

tracty lod es chinensisK o idz. ), C henpi (Citrus tangerina H or t. e t T anaka) had bacterio sta-

sis. Ba ilikang m a in ly m ade up o f these Ch inese he rbs h ad bacterio stasis obv iously. A du lt

chicken and young ch icken in fected ar tif icia lly w ith pu llo rum disea se w ere t rea ted w ith

Ba ilikang, w ith 85% - 90% p ro tect ion ra te, 75% - 84% cure rate, and obv iou sly in-

creased body w e igh t. Pa rent lay ing hen s su f fering f rom pu llo rum disease w e re t rea ted

w ith B ailikang. T he posit ive ra te o f pu llo rum decreased from 100% to 13. 3% below,

therefo re increasing lay ing ra te and decreasing dead and d ie-up ra te.

K ey words: C h inese herbs; Ba ilikang; pu llo rum d isease; m ed icine sensitiv ity test;

p rese rv at ion and con tro l

西瓜名牌品种“西农 8号”再获殊荣

——荣获’ 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银奖

由原西北农业大学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王鸣教授主持选育的我国

名牌西瓜新品种“西农 8号”,在’ 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 (EXPO’ 99)上大展风采。 “西农

8号”不仅在陕西省展厅展出,而且被入选博览会国家级科技馆, 是陕西省进入科技馆参

展的惟一项目,受到广大参观者的高度评价, 并获’ 99世界园艺博览会 (EXPO’ 99)、国际

园艺生产者协会 (A IPH )和国际博览会 (B IE )共同签发的银奖证书及奖牌。

“西农 8号”是我国目前最受瓜农欢迎的中熟西瓜的主导品种,在全国瓜协 1999年西

瓜甜瓜种子产销协调会上被定为价格最高的西瓜种子,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将“西农 8号”

列为国家专利产业示范工程重点项目。该品种 1993年通过陕西省品种审定, 1998年通过

全国品种审定, 1996年被授予国家级新产品证书。其育种方法 1997年获中国专利局和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 (W IPO )共同签署颁发的中国专利发明创造金奖, 是获此殊荣的惟一农

业项目。此外还获得各种省部级奖多项。该品种高产、优质、抗病、耐重茬,已在全国 20余

省 (市、自治区 )大面积推广,在有些省已成为主栽品种。 截至 1997年统计,累计创经济效

益 11. 42亿元以上,其后又有成倍的增长和发展, 显著地减少了西瓜种子的进口, 为国家

节约了大量外汇支出, 也为生产和销售“西农 8号”种子的种子公司和广大瓜农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收益。中央电视台曾先后 5次报道“西农 8号”, 《农民日报》、《中国产业报》、《中

国教育报》、《陕西科技报》等 20余种中央或地方报刊也曾对“西农 8号”进行过报道, 1999

年 10月中央电视台“星火科技 30分”栏目专程对“西农 8号”的选育者进行了采访和拍

摄, 《人民日报》国际部已将“西农 8号”选编入 21世纪大型国史文库画册—— 《奋进的中

国》 (时代撷英 )。 (申云霞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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