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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每个乳区 2.5 mL，没有特别针对性采集阳性强

的乳区，在分离培养过程中，相当于将致病菌浓度

稀释，因此很多乳样培养不出致病菌。

6）检测结果中出现 CNS阳性泌乳牛，由于 CNS

是机会性致病菌，病原主要来自皮肤并感染乳头乳

管和乳腺，这种感染只是短暂的，较少通过牛传牛

的方式传播，对这些阳性牛采取的主要预防和防治

措施就是挤奶后用有效的杀菌剂浸润乳头，同时还

加强环境消毒。

7）奶牛隐性乳房炎的检测可以分为抽样检测和

全群筛查检测。现在很多奶企要求养殖场自检乳房

炎，因此有条件的奶牛养殖场会定期进行隐形乳房

炎监测。如果养殖场对自己奶牛乳房炎情况非常了

解，需要针对性用药预防及治疗时，可以进行抽样

检测；如果情况不是非常清楚，没有明显临床症状，

同时产奶量下降，可以进行泌乳牛全群筛查检测，

以便更好地掌握情况，同时指导用药。

8）细菌培养检查初产奶牛、即将干乳的奶牛和

临床感染乳区的乳样，能够很好地测评临床型和隐

性乳房炎的影响。奶牛场可以协同地方动物疾控中

心定期对乳房炎进行监测，对牛群的整体情况有深

入了解，保护健康群，淘汰慢性感染奶牛。针对不同

程度的乳房炎，提出相应管理方案，以达到理想的

体细胞数。奶牛乳房致病原因比较复杂，实际生产

过程中应切实贯彻“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

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乳房炎对奶牛养殖业造成的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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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评价白头翁颗粒对鸡大肠杆菌病的疗效，将试验鸡随机分为 7个处理组，以健康雏鸡为空白对照，

硫酸新霉素和白头翁汤为对照药物，对鸡大肠杆菌病进行预防和治疗试验。统计各处理组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

菌病的保护率、发病率和治愈率、有效率及测定相对增重率、脏器指数。结果显示，白头翁颗粒中剂量组（150 mg/

只）对鸡大肠杆菌病的预防效果优于硫酸新霉素，但差异不显著（ ＞0.05）。白头翁颗粒高剂量组（600 mg/只）治

愈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71.43%和 85.71%，治疗效果与硫酸新霉素相近（ ＞0.05）。白头翁颗粒高剂量组和硫酸新霉

素组的相对增重率、脏器指数均优于感染对照组。说明白头翁颗粒对鸡大肠杆菌病具有良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可缓解大肠杆菌引起的典型病理症状，降低雏鸡心脏和肝脏的受损。

关键词 白头翁颗粒；鸡大肠杆菌病；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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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大肠杆菌病（Chicken colibacillosis）是家禽养

殖中常见的临床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

特点，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防治，会带来严重的经

济损失。目前防治鸡大肠杆菌病的主要方法为抗菌

治疗，但大量抗生素、抗菌药的使用导致大肠杆菌

产生了显著的耐药性[1-2]。近年来研究表明中兽药对

防治鸡大肠杆菌病具有独特的优势[3-5]。本试验通过

鸡大肠杆菌病模型，考察和评价白头翁颗粒防治鸡

大肠杆菌病的有效性，为兽医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试验药物。白头翁颗粒由山东绿都安特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2015072901，每 1 g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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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分组 药物名称
给药剂量 /

（mL/只）
处理

预防试验

A（健康对照） __ —

除 A组和

B组外，饮

水给药，1

次 /d，连用

7 d

B（感染对照） __ —

C（白头翁汤） 白头翁汤 0.30

D（硫酸新霉素） 硫酸新霉素 0.15

E（药物高剂量） 白头翁颗粒 0.60

F（药物中剂量） 白头翁颗粒 0.30

G（药物低剂量） 白头翁颗粒 0.15

治疗试验

A（健康对照） — —

除 A组和

B组外，饮

水给药，2

次 /d，连用

5 d

B（感染对照） — —

C（白头翁汤） 白头翁汤 0.60

D（硫酸新霉素） 硫酸新霉素 0.30

E（药物高剂量） 白头翁颗粒 1.20

F（药物中剂量） 白头翁颗粒 0.60

G（药物低剂量） 白头翁颗粒 0.30

于原生药 1 g）；硫酸新霉素溶液由山东鲁抗力科动

保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201307116701，规格 100

mg/mL）；中药饮片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番泻叶

购自滨州市瑞丰药店，经鉴定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兽药典》（2010年版）二部收录标准。

2）菌（毒）株。大肠杆菌 O78标准菌株（C84008），

购于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3）培养基。普通琼脂平板、营养琼脂平板、MH

肉汤培养基，按常规方法制备，4 ℃冰箱保存备用。

4）试验动物。1日龄 AA+肉仔鸡，按常规饲养程

序，隔离平面笼养，试验前 12 h禁食不禁水。

1.2 方 法

1）药液的制备。

白头翁汤的制备：按白头翁汤处方，称取药材

195 g（白头翁 60 g、黄连 30 g、黄柏 45 g、秦皮 60 g）

加水煎煮 3次，每次 1 h，过滤，合并滤液，减压浓缩

至 390 mL（每 1 mL相当于原生药 0.5 g），120 ℃

灭菌 20 min，4 ℃保存备用。

白头翁颗粒溶液：称取白头翁颗粒 50 g置 100

mL纯化水中充分搅拌使其溶解，即试药溶液（每 1

mL相当于原生药 0.5 g）。

硫酸新霉素溶液：取硫酸新霉素溶液 1 mL置

容量瓶中，加入纯化水溶解，将其稀释成 5.0

mg/mL。

菌液的制备：挑取复壮的大肠杆菌 O78，接种于

MH肉汤培养基 37 ℃培养 24 h，平板计数，将菌液

的浓度配制为 1×109 cfu/mL，4 ℃保存备用。

2）大肠杆菌 LD50的测定。

健康 12日龄雏鸡（体重 100±10 g）56只随机

分成 7组，每组 8只，用所制备的大肠杆菌 O78菌液

（1×109 cfu/mL）对 1～7组试验雏鸡分别进行胸肌

注射，每组接种剂量依次为 0.05、0.10、0.15、0.20、

0.25、0.30、0.35 mL/只，接种后观察各组试验鸡的

精神、采食量、饮水、粪便、呼吸等情况，记录死亡数

和存活数，测定 LD50值。

3）试验鸡分组及处理。

将试验鸡随机分成 14 组，每组 30只，试验分

组及处理见表 1。

预防试验组：取 6日龄健康试验鸡 210只，称

重后随机分成 7组，按表 1处理。至雏鸡 12日龄，

对各处理组试验鸡进行胸肌注射大肠杆菌 O78菌液

（健康对照组除外），0.24 mL/只。

治疗试验组：将试验用雏鸡饲养至 12日龄，除

A组（健康对照组）外，其余各组胸肌注射大肠杆菌

O78菌液，0.24 mL/只。感染发病后除 B组（感染对

照组）外，其他各组分别进行药物治疗。

连续观察 7 d，记录各组临床症状，采食量、饮

水量，死亡数量，并对死亡试验鸡进行剖检，明确死

因，判定疗效标准如下。

治愈：精神状态、采食饮水、粪便等恢复正常，

且病理症状完全消失；

有效：精神状态、饮食、排粪有好转，症状明显

减轻；

无效：症状无好转甚至死亡，剖检有明显的心

包炎、肝周炎等典型大肠杆菌病。

4）相对增重率和脏器指数的测定。

试验结束时禁食（自由饮水）24 h后称重，计算

试验鸡的相对增重率。将试验各组存活鸡称重后屠

宰，取心、肝、脾、肾称重，计算脏器指数。

脏器指数（mg/g）=脏器重量（mg）/活鸡体重（g）

5）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各组的试验结果以 ± 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鸡大肠杆菌 LD50的测定

采用 Reed-Muech法计算 LD50 12日龄雏鸡胸

肌注射大肠杆菌 O78（菌浓度 1×109 cfu/mL）0.24

mL，死亡率达 50%，即 LD50=0.24 mL，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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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D50测定试验动物死亡、存活统计表

组号
接种 /

mL

死亡量 /

只

死亡累计

数 /只

存活数

/只

存活累计

数 /只

动物总

数 /只

死亡率 /

%

1 0.05 1 1 7 34 35 2.9

2 0.10 1 2 7 28 30 6.9

3 0.15 3 5 5 21 26 20.0

4 0.20 2 7 6 15 22 31.8

5 0.25 4 11 4 9 20 55.0

6 0.30 6 17 2 5 22 77.3

7 0.35 5 22 3 3 25 88.0

表 4 白头翁颗粒对鸡大肠杆菌病的治疗试验结果（ ± ，=30）

表 3 白头翁颗粒对鸡大肠杆菌病的预防试验结果

（ ± ，=30）

注：与白头翁汤对照组比，*表示差异显著（ ＜0.05），**表示差异极

显著（ ＜0.01），下同。

组别
试验数 /

只

发病数 /

只

死亡数 /

只

保护率 /

%

发病率 /

%

死亡率 /

%

A 30 0 0 100.00 0 0

B 30 30 16 0.00 100.00 53.33

C 30 15 13 50.00 50.00 43.33

D 30 5 2 83.33* 16.67* 6.67*

E 30 3 1 90.00* 10.00* 3.33*

F 30 4 2 86.67* 13.33* 6.12*

G 30 16 12 46.67 53.33 40.00

组别 试验数 /只 发病数 /只 死亡数 /只 治愈数 /只 有效数 /只 死亡率 /% 治愈率 /% 有效率 /%

A 30 0 0 - - 0.00 - -

B 30 30 16 - - 53.33 - -

C 30 9 5 15 21 16.67 51.72 72.41

D 30 30 0 27 28 0.00* 90.00* 93.33*

E 30 28 1 20 24 3.33* 71.43* 85.71*

F 30 29 2 20 24 6.67* 68.97* 82.76*

G 30 29 5 12 22 16.67 41.38 75.86

2.2 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

感染对照组在攻毒 8 h后，试验鸡陆续出现精

神沉郁，食欲下降，羽毛粗乱，扎堆，缩头闭眼，排黄

白色粪便等症状，12 h后发病鸡食欲废绝，并出现

死亡，30～48 h达到死亡高峰期。病程长者（48 h

后），精神萎靡，腹泻，采食量减少或废绝，增重缓

慢。试验期间健康对照组精神状态、采食饮水、粪便

等情况均良好，呼吸道、排泄无异常发生，剖检后无

病变。药物治疗各组在感染大肠杆菌 8 h后均出现

与 B组（感染对照组）相同的临床症状，C组（白头

翁汤对照组）在感染后 72 h左右基本恢复正常状

态，死亡 5只，D组（硫酸新霉素对照组）48 h后所

有鸡逐步恢复正常状态，白头翁颗粒高、中剂量组

的发病鸡 48 h后陆续恢复正常，而 G组（低剂量

组）的症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预防试验结果显示，

白头翁颗粒高、中剂量组与化药（硫酸新霉素）的预

防效果相同，且存活鸡无大肠杆菌病的临床症状。

试验结束对存活鸡进行病理剖检。感染组的鸡

只发生重度病变，呈明显的心包炎和肝周炎。试验

鸡的心包增厚且充满白色或淡黄色纤维性渗出物；

肝肾肿大，肝外膜被覆白色或淡黄色纤维样渗出

物；肠道出现点状、呈弥漫性出血。

2.3 预防和治疗结果

由表 3、4 可知，白头翁颗粒高、中剂量及硫酸

新霉素对鸡大肠杆菌病均有较好的防治作用。白头

翁颗粒高、中剂量的预防效果略强于硫酸新霉素，

二者的保护率和发病率均高于硫酸新霉素，死亡率

均低于硫酸新霉素，但差异不显著（ ＞0.01）。与白

头翁汤对照组比较，白头翁颗粒高、中剂量和硫酸

新霉素的保护率明显提高了 40.00%、36.67%和

33.33%（＜0.05），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降低了 40.00%、

36.67%、33.33%和 50.00%、46.66%、46.66%。白头翁

颗粒高、中剂量和硫酸新霉素有效率和治愈率均明

显高于白头翁汤对照组（ ＜0.05），其中高剂量组有

效率与硫酸新霉素相近（ ＞0.05），但其治愈率低于

硫酸新霉素对照组。试验结束，感染对照组死亡率

为 53.33%，健康对照组无死亡，且精神状态、行动、

饮水采食无异常发生。

2.4 相对增重率和脏器指数

动物体的相对增重率和脏器指数是衡量机体

生长状况和反映器官功能的重要指标[4]。由表 5可

知，白头翁颗粒可改善患病鸡只的体重，促进机体

的康复。白头翁颗粒高、中剂量及硫酸新霉素组的

相对增重率与白头翁汤组比较，分别提高了54.75%、

26.99%、52.51%和 50.45%、18.57%、47.69%，且差异极

显著（ ＜0.01），其中白头翁颗粒高剂量组的相对增

重率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 ＞0.05）。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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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乳猪热水浴护理事项

初生乳猪因为体温调节能力欠佳，所以在乳猪出生后可进行热水浴，促使乳猪的血液循环加快，

增加活力，起到消毒作用，可预防疾病，提高成活率。

母猪产仔时，按正常程序接产。喂奶前，先用 0.1%的高锰酸钾水溶液把母猪奶头冼净并挤掉积奶。

然后，用盆或桶盛装 5 kg 45～50 ℃的温水，加入 5 g高锰酸钾（水色一般呈浅红色为宜，注意浓度千

万不能太大，以免损伤仔猪皮肤），将仔猪逐头泡入温水中，使其头、鼻露出水面，一边泡一边给其擦

洗。每头仔猪洗 1 min即可抱出，擦干身体后放到母猪身边喂初乳。若热水浴时室温过低，应把室温升

高一点，以免仔猪感冒。

来源：搜猪网

表 5 白头翁颗粒对雏鸡相对增重率及脏器指数的影响（ ± ，=30）

组别 相对增重 /%
脏器指数 /（mg/g）

心脏 肝脏 脾脏 肾脏

预防试验

A 65.53 7.12±0.23 32.61±0.04 0.94±0.06 13.14±0.26

B 12.31 19.21±0.35 65.27±0.02 3.19±0.91 14.47±0.21

C 11.27 18.24±1.14 59.38±0.16 2.36±0.43 14.29±0.62

D 63.78** 7.93±0.47** 41.01±0.24** 1.51±0.81 14.35±0.32

E 66.02** 8.23±0.91** 34.67±0.52** 1.21±0.14 14.36±0.29

F 38.26** 15.47±0.24 49.81±0.13 2.84±0.51 13.92±0.46

G 11.91 17.36±0.27 52.82±0.21 2.59±0.81 14.01±0.82

治疗试验

A 64.27 8.39±0.09 29.61±0.27 0.67±0.15 13.73±0.12

B 17.24 17.65±0.26 56.27±0.64 2.14±0.74 14.97±0.46

C 14.69 19.47±1.75 59.07±0.28 1.47±0.92 14.18±0.72

D 62.38** 13.51±0.82** 39.24±0.14** 1.07±0.89 14.04±0.72

E 65.14** 14.73±0.91** 42.67±0.84** 1.12±0.64 14.29±0.69

F 33.26 15.97±0.47 50.81±0.26 1.84±0.51 14.67±0.70

G 14.36 17.36±0.27 52.82±0.21 2.59±0.81 14.46±0.82

白头翁汤组比较，高剂量的白头翁颗粒及硫酸新霉

素可极显著地降低患病鸡的心脏指数、肝脏指数，

对脾脏和肾脏无影响。

3 讨 论

白头翁颗粒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防治

效果明显好于白头翁汤剂，但与对照药物硫酸新霉

素比较其预防效果强于治疗。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

肉仔鸡感染大肠杆菌后发病快、病程短，而中药制

剂起效慢，故而其治疗效果不如预防。同时在用于

预防鸡大肠杆菌病的药物使用时，白头翁颗粒能有

效抑制鸡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典型病理症状，降

低感染试验鸡的脏器指数，促进试验鸡的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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