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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鸡球虫几乎存在于所有养鸡场，目前防治鸡球虫病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药物治疗，但耐药性的广泛

存在不仅影响了鸡球虫病的防治效果，而且药物残留等问题也制约了养鸡业的健康发展。植物精油具有抗菌、抗

球虫等作用，而且无毒，无残留等特点，因此被认为是潜在的抗球虫药物替代物。本试验研究了植物精油对柔嫩

艾美耳球虫临床分离株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供试植物精油具有抑制鸡球虫的作用，同时具有一定的免疫增强

和促生长作用，显示了植物精油作为抗球虫药替代物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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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球虫病（Chicken coccidiosis）是由艾美耳属的

一种或多种球虫引起，以罹病雏鸡血便、食欲废退、

体重下降迅速为主要临诊症状的原虫病。孢子化的

鸡球虫卵囊从口腔进入鸡体消化道，在肠上皮细胞

内繁殖，对肠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继而引发机体

的损伤与病变，给养鸡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目

前药物预防和治疗仍然是鸡球虫病控制的主要手

段，但是由于长期不合理地使用抗球虫病药物，使得

其耐药性日趋严重。而且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越

来越多，因此，寻找和筛选新型的抗鸡球虫药物具有

重要意义。已报道植物精油具有免疫促生长和抑菌

抗菌作用，而且不会产生耐药性与药物残留，因此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本研究探讨了植物精油的

抗鸡球虫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精油

试验所用植物精油由山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武汉索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商品名为

索唯香 III，所含主要成分为饲料级肉桂醛、百里香

酚，以二氧化硅作为载体。保存于干燥阴凉处，避免

阳光直射。产品批号为鄂饲添字（2014）247166。

1.2 鸡球虫疫苗

鸡球虫病四价活疫苗（柔嫩艾美耳球虫 PTMZ

株 + 毒害艾美耳球虫 PNHZ株 + 巨型艾美耳球虫

PMHY株 +堆型艾美耳球虫 PAHY株），每羽份疫

苗含有孢子化卵囊 1 100±10%个，佛山市正典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兽药生字（2012）

190462139，生产批号为 15030401。

1.3 化学药品

磺胺氯吡嗪钠可溶性粉，商品名为通扬血球

净，主要成分磺胺氯吡嗪钠、二甲氧苄啶、二甲硝

唑、速效止血素，江苏南农高科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批准文号为兽药字（2012）100172704。

1.4 虫 株

由本实验室收集并纯化的鸡柔嫩艾美耳球虫

株（ ）。利用饱和食盐水漂浮法收集，

孢子化后计数，存放于 2.5%的重铬酸钾溶液中，4

℃保存备用。接种前，用生理盐水洗去重铬酸钾溶

液，以免接种后重铬酸钾引起中毒，导致试验鸡的

死亡。

1.5 Elisa试剂盒

IL-2 Elisa试剂盒，TGF-β Elisa试剂盒，IFN-γ

Elisa试剂盒购自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6 试验鸡与饲养场所

试验在华中农业大学试验鸡场进行，为期 42 d。

试验鸡为科宝 500型的 1日龄无球虫感染的肉鸡，

购自湖北省荆州市正康畜禽有限公司，鸡只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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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组及用药剂量情况

表 2 病变记分的评价标准

表 3 卵囊比数和卵囊值的对照表

用药剂量

不感染不用药组 /

感染不用药组 /

疫苗组 /

磺胺氯吡嗪钠对照组 0.6 g/kg

大蒜组 10 g/kg

大蒜 +植物精油 250 mg 大蒜 10 g/kg +植物精油 250 mg/kg

大蒜 +植物精油 500 mg 大蒜 10 g/kg +植物精油 500 mg/kg

植物精油 250 mg 250 mg/kg

植物精油 500 mg 500 mg/kg

组别

病变分值 判断标准（盲肠病变特征）

0 盲肠壁厚度正常，无肉眼可见病变，粪便正常

1 盲肠黏膜有点状出血，盲肠壁不增厚，内容物正常

2 盲肠内容物为黏液，有少许血丝，肠壁略增厚，黏膜散在出血点

3 盲肠内容物有大量血液或有盲肠芯，肠壁肥厚，盲肠变形

4 盲肠壁极度肥厚，形成干酪样肠芯，黏膜布满出血点、出血斑，黏膜脱落，死鸡亦记为 4分

项目 对应值

卵囊比数 0～1% 1%～25% 26%～50% 51%～75% 76%～100%

卵囊值 0 5 10 20 40

况和生长发育状况良好。

1.7 试验饲料

本次试验中所用的饲料为本实验室自行配制，

无任何抗球虫药和抗生素成分。

1.8 试验设计

将 8日龄雏鸡，每组 8只，随机分为 9组，每组

2个重复。分组情况以及各组用药量见表 1。疫苗对

照组在人工感染鸡球虫前一周经口免疫球虫疫苗；

大蒜、植物精油和大蒜与植物精油配伍组于 12日

龄开始拌料饲喂。接种鸡球虫 1 d后，磺胺氯吡嗪

钠组开始用药，连续用 6 d，用药剂量为说明书推荐

剂量。于 16日龄清晨，逐一对每组每只鸡称重，并

记录。除空白对照外，其他每组每只鸡感染鸡柔嫩

艾美尔球虫的孢子化卵囊 1×105个。感染 8 d后，

对各组试验鸡进行称重，之后试验 I组全部剖杀，计

算各组的存活率、增重率、病变值、卵囊值以及抗球

虫指数。试验 II组饲喂至 40日龄，逐只称重后剖

杀。各组鸡于 16、24、32和 40日龄时均随机选取 4

只，翼下静脉采血 1 mL，置于含有抗凝剂 EDTA的

采血管中，采血管置于 4 ℃，2 h内 4 500 r/min离

心 5 min制备血清，于 -20 ℃条件下保存，以备后

续试验中测定血液中的细胞因子水平。

1.9 测定指标与方法

生长性能测定。试验期 42 d。测定每周各组鸡

只体重，记录饲料消耗量，并计算平均日增重与饲

料转化率。

1）增重率。增重率 =（试验结束后平均体重 -试

验开始时平均体重）/ 试验开始时的平均体重×

100%

2）相对增重率。相对增重率 =感染各组鸡平均

每只增重 /不感染不给药组鸡平均每只增重×100%

3）存活率。存活率 =组内鸡存活数 /组内鸡总

数×100%

4）粪便计分 /血便计分。参照Morehouse and Baron

（1970）的方法，粪便正常 0分；1堆血粪 +l分；2堆

血粪 +2分；3堆血粪 +3分；4堆血粪以上，无正常

粪便 +4分；因球虫病死亡的鸡也记 +4分。

5）病变计分。参照 Johnson and Reid（1970）的

病变记分方法记分，两侧盲肠病变不一致者以严重

一侧为准。盲肠病变计分的评价标准见表 2。

6）盲肠内容物卵囊值。按麦克马斯特氏法（Mac-

Master’s method）测定。其中，卵囊比数 =不感染对

照组或感染用药组卵囊数／感染不给药组卵囊

数×100%。卵囊比数和相应卵囊值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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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物精油抗鸡球虫病试验指数结果

图 2 植物精油抗鸡球虫病相对卵囊产量下降率

图 3 肉鸡存活率试验结果

7）抗球虫指数（ACI）。抗球虫指数（ACI）是包括

存活率、增重、病变、卵囊产量和粪便记分等多项参

数指标判定球虫抗药性或药物效力的综合药效指

标。本研究采用 ACI=（相对增重率 +存活率）-（病

变分值 +卵囊值）。

10）数据统计。用 Graphpad prism 5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抗球虫指数

抗球虫指数结果表明植物精油不同剂量组（无

大蒜配伍）所获得的抗球虫指数在 120～160之间，

说明此类药物在抑制鸡球虫病过程中起到了作用

（见图 1）。尤其以单独使用植物精油 250 mg/kg饲

料配伍后 ACI最为显著，说明此类药物在综合防治

鸡球虫病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

2.2 卵囊和存活率相关指标

卵囊排出的结果见图 2。从图 2可以看出，磺胺

氯吡嗪钠作为常规抗鸡球虫病药物，仍然在抑制虫

卵产量过程中具有较好作用；植物精油虽没磺胺氯

吡嗪钠抑制率高，但也具有一定的抑制虫卵产出能

力，而大蒜组作用不明显。

肉鸡存活率结果如图 3所示。大蒜单独使用以

及大蒜与植物精油配伍，感染鸡球虫后 8 d，都出现

了死亡，且存活率维持在 70%；而单独使用植物精

油，成活率都维持在 8成以上，其中 250 mg/kg组成

活率更为 100%。分析认为，植物精油，在鸡球虫入

侵宿主细胞过程中，对宿主抵御其入侵和繁殖，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大蒜与植物精油配伍效果

不明显。

疫苗组

磺胺氯吡嗪钠对照组

大蒜组

大蒜 +植物精油 25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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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染不用药组
感染不用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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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氯吡嗪钠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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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Ⅱ组 IFN-γ变化情况

时间 /d

图 4 不同阶段饲料转化率

图 5 不同阶段体重增重率变化情况

图 6 不同日龄 IFN-γ水平

2.3 饲料转化与体重增长相关指标

图 4和图 5显示了整个试验期间 3个不同周期

的饲料转化率和体重增长率情况，从结果看，植物精

油的效果都相对较好，说明植物精油在促进鸡体对

饲料的转化能力上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而加速了机

体体重增长。并且，24日龄时（感染鸡球虫 8 d），单

独添加植物精油的 2个不同剂量组效果相当，而后 2

个周期，植物精油 500 mg/kg剂量组的效果较好。

2.4 细胞因子水平

通过对不同时期鸡体细胞因子的检测，在鸡球

虫感染前、中以及感染后 2周不同细胞因子水平出

现不同变化，分析认为，植物精油可使动物体在感染

鸡球虫病过程中，促进动物体产生免疫应答作用，细

胞因子水平上升，IFN-γ含量提高，而 IFN-γ能够

抑制艾美耳球虫的生长发育。感染鸡球虫病后，植物

精油有使动物体逐渐恢复的能力，如各项水平在感

染鸡球虫后 2周，平稳下降。如图 6所示。

3 小结与讨论

鸡球虫病是一类严重危害鸡肠道的原虫疾病。

在鸡球虫病不同种类中，以柔嫩艾美耳球虫危害能

力最强，其主要通过对宿主肠上皮细胞进行入侵和

掠夺繁殖所需的营养物质，从而进行无性生殖和有

性生殖。当前，药物防控，仍然是抗鸡球虫病的主要

措施。不同的药物，有着不同的药物靶点，针对于球

虫生活周期的不同阶段作用，进而对虫体进行杀

灭。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观念的改变，人们对

抗生素导致的耐药性与药物残留问题的关注越来

越多，许多国家已经制定并正在制定法律严格限制

抗生素的运用，因此人们开始寻求抗生素的替代产

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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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这些研究中，植物精油被认为是潜在的抗生

素替代产品，用于提高畜禽的生长性能。

本试验所选取的试验药物，是一类从植物中萃

取的天然植物精油，具有潜在的药物治疗作用。抗

球虫指数结果显示，植物精油在抗球虫能力上具有

积极作用，其中以植物精油 250 mg/kg剂量组效果

较为明显。在卵囊下降率方面，磺胺氯吡嗪钠仍然

具有较好的作用，而植物精油，也展示出了一定的

抑制能力；较好的饲料转化率与动物体增长率成正

比。这说明，植物精油不仅在抗鸡球虫病方面有积

极作用，而且在促进肠营养吸收和促生长方面也有

一定的作用。大蒜素，作为潜在的抑菌物质，在本试

验中对防控鸡球虫病的效果一般，为探究其是否对

鸡球虫有抑制作用，仍需深入试验论证。

本试验中，无球虫感染的空白对照，饲料转化率

和增长率都较高。同时磺胺氯吡嗪钠组的饲料转化

率与增长率也较为明显，说明磺胺氯吡嗪钠仍然是

控制球虫病的重要手段。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人们

对抗生素产生的耐药性与药物残留的关注越来越

多，因此寻求抗生素的替代产品就尤为重要。植物精

油作为天然产品，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的产品，不会产

生抗药性与药物残留，在本研究中植物精油显示了

很好的抗球虫作用，在未来鸡球虫病防控药物中，将

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植物精油的抗鸡球虫病机

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试验也对动物体不同时期各项细胞因子水

平进行了检测，结果反映了植物精油作用后不同日

龄机体各项细胞因子水平，在鸡球虫感染前、感染

中以及感染后 2 周不同细胞因子水平出现不同变

化。鸡球虫在入侵宿主细胞过程中，机体会产生保

护性免疫应答，药物本身也会对细胞免疫应答产生

影响，本试验结果显示，植物精油在感染鸡球虫病

过程中，对机体保护性免疫应答产生了影响，其机

理有待进一步试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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