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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添加剂对热应激蛋鸡 

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效 梅 ，安立龙，王秋 芳 V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畜牧兽医学院，陕西 扬陵 西农校区 712100) 

[摘 要] 应用红细胞 C 受体花环试验及淋 巴细胞转化 试验 ，研究了中药添加剂 对热 

应激蛋鸡 红细胞和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药添加荆能显著提高红细胞 C 受 

体花环促进宰 显著降低红细胞 C 受体花环抑制率 ，显著或极显著增加红细胞 Cn受体花环 

率 ，极显著增加淋巴细胞转化宰。中药添加荆可增强热应激蛋鸡的免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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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部分地 区鸡的生产受夏季高温的严重影响。集约化饲养的蛋鸡在夏季高温时 

产蛋率可下降 1O ～25 ，死亡率明显上升 ]。热应激通过细胞介导免疫使鸡脾和外周 

淋 巴细胞对植物凝血素、刀豆蛋白、磷脂多糖等的刺激反应性降低 ]。热应激也可使鸡淋 

巴细胞转化率下降 ] 机体免疫力下降是热应激蛋鸡产蛋率下降，死亡率升高的一个主要 

原因⋯。在 日粮中添加营养物质以提高热应激蛋鸡免疫机能是提高高温环境蛋鸡生产率、 

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口]。中药可增强机体免疫力 ，具有营养和药物两重性 l6]。但由于缺 

乏了解中药抗蛋鸡热应激的生理机制，使用药具有盲 目性 ，降低 了中药抗蛋鸡热应激的效 

果。本研究的主要 目的是从细胞免疫角度探讨中药添加剂抗蛋鸡热应激的生理机制，为克 

服热应激对蛋鸡生产的危害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 

在西北农业大学农场同一栋鸡舍 内，选用 52周龄健康尼克红种蛋鸡 200只，随机分 

成 5组(每组 40只)。试验鸡基础 日粮见表 1。A，B和 c组分别添加 1 5，8，4 g／kg粉碎并 

混合的中药 (生石膏、柴胡、延胡索 、黄芪、仙灵脾 、朴骨脂 、茯苓、山药等)，D组添加研磨、 

混和的西药(KCI，NaHCO。，水杨酸钠和 Vc等)，E组为对照组 ，仅喂基础 !El粮。经 1周预 

试 后，持 续试 验 40 d。在试验期 内，蛋鸡光 照时 间为 1 7 h／d；!El平均 温度 为 28 16～ 

31．45℃，最高温度 33．71 c，最低温度 25．70℃，日平均相对湿度为(66．70~9．365) 。在 

整个试验过程 中，蛋鸡处于馒性热应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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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驻鸡基础 日粮及营养水平 g·kg 

组分 占量 纽分 占量 组分 含量 

王 米 620 鱼 耕 30 多 维 0 0 

豆 帕 i20 骨 粉 ∞ 粗蛋白 18 7 

菜 子粕 0 石 粉 70 钙 Z9 8 

棉 子粕 40 蛋氨 醢 i 有数磷 i0 

麸 皮 50 赖氨 敢 0 5 胆 碱 i0 

I．2 方 法 

试剂与仪器 补体致敏酵母多糖冻于试剂和补体未致敏酵母多糖冻干试剂购自第二 

军医大学；刀豆蛋白购 自华美公 司；淋巴细胞分离液购自军事医学科学院{RPMI1640细 

胞培养液购自美国 GIDCO公司 。96E型全自动酶标测定仪为美国 ERMA公司制造。 

血样采集 分别于试验初期(7月 10日)和末期 (8月 19日)l 3：0O～14；O0从蛋鸡翅 

静脉采血 ，两次采样数分别为 6只／组和 20只／组 ，采血量为 6 raL／只(4 mL肝 素抗凝， 

2 mL自然凝 血)。 

红细胞c 受体花环率(EAC)的测定 按照文献[7]进行。结果以 1个红细胞上结合 

2个或 2个以上酵母菌为 1个花环，分别计数 200个红细胞，计算出 EAC。 

红细胞 c 受体花环促进率(RFER)及抑制率(RFIR)的剥定 按照文献Es]的方法 

进行 。 

淋 巴细胞转化试验 参考文献[9]并稍加改进 ，采用二 甲亚砜作助溶剂 ，溶解 甲砜结 

晶。结果用刺激指数(SI值 )表示 。 

数据处理 对试验组与对照组各项指标数据分别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血液红细胞 c。 受体花环率 (EAC)的变化 

与对照组相 比，初期各添加剂组血液 EAC无显著差异 ；末期各添加剂组血液 EAC 

均增加，其中中药 A，B组差异极显著 ，中药 C组差异显著(表 2) 

表 2 各组血 液 EAC的变化 

处理 柯期 束期 处理 EAC 

初 期 

l4．62土 0．Z0 

1 5．75士0．柚 

束期 

l5 80士0 34 

1 5．2O士0．88 

A组 

B组 

c组 

l4 83土 0 42 

l4 50± 0．32 

l5 72士0 97 

19．10士 0．75‘。 

l9 2O士 0 24 。 

18．00士 0．34 

D组 

E组 

注 -表中 ·**”分别表示与对照组相 比较 试验组差异显著(，<O．O5)或极显著(，<0
． 01)．下表同． 

2．2 血清 RFER和 RFIR的变化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初期各添加剂组血清 RFER及 RFIR均无显著差异；试验末期中 

药 A，B和 C组血清 RFER显著升高，A和 B组血清 RFIR显著降低 ，西药对血清 RFER 

及 RFIR的影响则不显著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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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组血清 RFER和 RFIR的变化 

2+3 血液淋巴细胞转化率 (SI值)的变化 

与对照组相 比，初期各试验组血液 sI值均无显著差异 ；末期各中药添／Jtl#,I组均可极 

显著提高血液 sI值 ．西药对血液 sI值的影响则不显著(表 4) 

表 4 各 组血液 sT值的变化 

⋯  
sI值 ⋯  S1值 

理 初期 束期 n吐 初期 末期 

A 组 0 922士0 1 03 I I94士0 I27‘‘ D组 0．902士O．227 0．947士O．I22 

B组 0．83 5士O 445 I．260士0 1 30‘‘ g组 0 854士0．842 0．866±O 1 08 

C组 0．897士O 263 1 208士0 II6’‘ 

3 讨 论 

8O年代初 ，Siegel等L】 证实人红细胞表面存在 c 受体，并指出人红细胞免疫功能的 

发挥是通过红细胞表面的 c 受体米实现的。红细胞通过其表面的 c。 受体粘 附循环免疫 

复合物(clc)而清除 CIC，促进自细胞吞噬，提呈抗原于淋巴细胞，影响补体系统及效应 

细胞样免疫功能的发挥。冯来坤等 ”证实鸡红细胞上也存在 c 受体 ，鸡红细胞能够通过 

其表面的 Cab受体完成重要的免疫功能。本试验结果表明，中药添加剂能极显著或显著增 

加热应激蛋鸡 EAC。这表明中药添加剂能显著提高热应激蛋鸡红细胞 c 受体活性 ，增强 

热应激蛋鸡红细胞的多种免疫功能。 

红细胞免疫功能也受血清中红细胞 cn受体花环促进因子和抑制因子等的调控[12] 

机体通过调节红细胞 c s 受体花环促进 固子与抑制因子的比值来影响红细胞 c 受体活 

性 ，使红细胞免疫功能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本试验结果表明，中药添hl~,I能显著提高热 

应撤蛋鸡的 RFER，同时显著降低热应激蛋鸡的 RFIR，极显著或显著增加 EAC。这说明 

中药添加剂中确实存在调节红细胞C 受体促进因子和抑制因子的物质 ，并具有增强热应 

激蛋鸡红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 。调节红细胞 c 受体花环促进因子和抑制因子的中药可能 

是黄芪、仙灵脾、补骨脂、茯苓及 山药等 。 

淋巴细胞转化率与鸡体对病原产生抗体密切相关 慢性热应激使高抗体鸡和低抗体 

鸡淋巴细胞转化率下降，死亡率增加0 。本试验结果表明，中药添加剂可提高慢性热应激 

蛋鸡淋巴细胞转化率 。因此 ，中药添加荆可提高热应激蛋鸡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减少热应 

激蛋鸡的死亡率 。利用该中药添加剂饲喂热应激蛋鸡 ，可使死亡率降低 17．5 嘲。中药添 

加剂中的补益药如黄芪、茯苓、山药、补骨脂等可提高蛋鸡淋巴细胞转化率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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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 edicine additive on eell 

im mune function of heat s tress layers 

XIAO M ei，AN Li-long，WANG Qia—Fang 

(C~lege of Ani~ l Sci~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North~ 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 sityof Agriculture and F~estrytYangling Shaanxi 712100，CAi~ ) 

Abstract：The effect of traditionaI Chinese medicine additive on red eel1 and 

lym phocyte immune function of egg—laying hens in heat stress is studied
． The result 

show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dditive can not only increase Erythrocyte C 

receptors (E—C3hR )rosettee inhancing assay and decrease E—C R rosettee inhibiting 

assay'but also can raise E—CabR rosettee assay and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sharply
．  

So，it improved the im munity of hen in heat stress．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dditive；heat stress；layer；red cell； 

lymphocyte；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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