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双炎散治疗鸭疫里默氏杆菌病的研究

王存连1 , 贺祥2 , 张建2 , 徐彤1
 ( 1 .河北北方学院 ,河北张家口075000 ;2 .河北省滦平县虎什哈镇动检站 ,河北滦平068250)

摘要  [ 目的] 为寻求能防治鸭疫里默氏杆菌病的中药 , 减少抗生素残留奠定基础。[ 方法] 从某养鸭场出现典型病变的病死鸭分离到3
株鸭疫里默氏杆菌, 探讨中药制剂双炎散对鸭疫里默氏杆菌病的防治效果 , 并将其与氟甲砜霉素的防治效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 双炎
散对鸭疫里默氏杆菌具有显著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对感染里默氏杆菌的雏鸭的有效治疗率为82 .5 % , 与氟甲砜霉素无明显的差异( P
>0 .05) 。双炎散对发病雏鸭的治疗效果与氟甲砜霉素无明显的差异( P >0 .05) 。双炎散发挥药效的时间较晚, 但其治疗效果却稍好于
氟甲砜霉素。[ 结论] 双炎散制剂在防治鸭疫里默氏杆菌病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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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Treat ment of Riemerella anatipestifer Disease in Duck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Shuangyansan
WANG Cun-lian et al  ( Hebei North University , Zhangjiakou, Hebei 075000)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 med to lai d the foundationfor seeking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that could control Riemerella anatipestifer dis-
ease and reducing antibiotics residues . [ Method] Three strains of R . anatipestifer of duck were isolated fromthe diseased and dead ducks with typical
pathological changes i n a duck farm. The control effects of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Shuangyansan on R . anatipestifer of duck we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with that of florfenicol . [ Result] Shuangyansan had significant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ffects on R . anatipestifer .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rate of
Shuangyansan to ducklings infected by R . anatipestifer was 82 .5 % ,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florfenicol ( P > 0 .05)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Shuangyansan onthe diseased ducklings had no difference withthat of florfenicol ( P > 0 .05) . The ti me of playing the drug efficiency by Shuangyansan was
later , but its treatment effects were slightly better thanflorfenicol . [ Conclusion] Shuangyansan preparation had a broad application foreground of control-
ling R . anatipesti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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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疫里默氏杆菌( Riemerell a anatipestifer , RA) 主要能引起

1 ～8 周雏鸭纤维性心包炎、肝周炎、气囊炎、脑膜炎等, 造成

较严重的经济损失, 尤其是恶劣的环境条件或并发感染时 ,

死亡率最高可达75 % 以上[ 1 - 3] 。由于该菌血清型多且交叉

免疫性较差 , 因此, 免疫预防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RA 极

易产生耐药性 , 在临床上用抗生素治疗经常失败[ 4 - 6] 。然

而, 我国传统的中药具有广泛的抗菌、杀菌、增强免疫功能以

及调节免疫机能等作用, 因此利用中药预防和治疗鸭疫里默

氏杆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2007 年11 月底, 笔者从某养

鸭场分离、鉴定了3 株鸭疫里默氏杆菌并对其进行了致病性

研究, 探讨中药双炎散对鸭疫里默氏杆菌病治疗效果, 为寻

求中药防治鸭疫里默氏杆菌, 减少抗生素残留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1 试验仪器。生物安全柜( SG403TNT 型, 美国制造, 批

号:20010105) ; 培养箱 ; 高压灭菌器; 无菌室; 显微镜; 接种棒。

1 .1 .2 试验药物。2 % 氟甲砜霉素预混剂, 由美国先灵葆雅

公司提供; 中药双炎散, 由河北北方学院兽药厂生产。

1 .1.3 药敏制片。氟派酸、环丙沙星、庆大霉素、丁胺卡那

霉素、卡那霉素、复方新诺明、红霉素、痢特灵、四环素、先锋

霉素 V、氯霉素、头孢拉定、氟甲砜霉素等药敏制片购自杭州

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1 .1 .4 试验菌株。由河北省张家口市某养鸭场送检的6 只

疑似鸭疫里默氏杆菌感染的病鸭和4 只死亡约2 周的雏鸭 ,

分离、鉴定, 选取典型菌株在肉汤培养液中于37 ℃培养16 ～

18 h , 用普通肉汤稀释为6×108 个/ L 菌, 于4℃冰箱保存。

1 .1 .5 试验动物。150 只经抗体检测为鸭疫里默氏杆菌血

清学反应阴性的2～3 周龄健康雏鸭。

1 .2 方法

1 .2.1 分离菌的致病力试验。将16 只鸭疫里默氏杆菌血清

抗体阴性的雏鸭随机分为2 组, 每组8 只, 其中一组为细菌

接种感染组 , 另一组为对照组。试验组每只雏鸭肌肉接种

0 .2 ml 的细菌培养液; 对照组接种等剂量的生理盐水。两种

动物严格隔离饲养, 接种后自由采食和饮水, 观察感染后雏

鸭的症状并记录死亡率。

1 .2 .2  对鸭疫里默氏杆菌敏感抗生素的筛选。采用制片扩

散法进行药敏试验, 将以上保存的菌种接种至专用的细菌培

养基上, 培养12 h , 挑选典型菌落 , 按纸片法药敏试验的常规

方法进行药敏试验, 根据抑菌圈的大小 , 判断病菌对药物的

敏感程度。判定标准为抑菌圈直径:0 ～9 mm 耐药;10 ～19

mm 低中敏;20 mm 以上高敏。

1 .2 .3 双炎散与氟甲砜霉素治疗试验性感染鸭疫里默氏杆

菌的对比试验。将120 只3 周龄的北京鸭饲养于通风良好、

清洁的鸭舍, 采用网上饲养, 自由采食和饮水。3 d 后, 雏鸭

均肌肉接种于0 .2 ml 的鸭疫里默氏杆菌细菌培养液, 然后随

机分为3 组, 即感染组、感染+ 双炎散治疗组以及感染+ 氟

甲砜霉素治疗组。治疗组分别在接种后1 d 采用5 % 氟甲砜

霉素预混剂按质量浓度1 .5 ×10 - 3 拌料, 双炎散组采用按2

g/ kg( 体重) 拌料, 均连续治疗4 d。统计发病率以及死亡率 ,

比较两者的治疗效果。

1 .2 .4 双炎散和氟甲砜霉素对临床鸭疫里默氏杆菌感染鸭

群的治疗对比试验。将经实验室诊断确诊的鸭疫里默氏杆

菌发病鸭群随机分为两群, 分别采用5 % 氟甲砜霉素( 质量浓

度1 .5×10 - 3) 和双炎散[ 2 g/ kg( 体重) ] 拌料治疗, 均连续应

用4 d , 观察治疗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 .1 致病性试验结果  接种后, 雏鸭呈现与临床发病鸭群

类似的症状, 即表现为精神沉郁、缩颈、嗜眠、嘴拱地、腿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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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走动、行动迟缓、共济失调、食欲减退 ; 眼有浆液性或粘

液性分泌物 , 常使两眼周围羽毛粘连脱落; 有的表现出神经

症状。接种后2 d 出现死亡, 感染后7 d 症状逐渐减轻 , 期间

死亡5 只, 死亡率为62 .5 % 。对照雏鸭未见异常。

2 .2 13 种抗生素对鸭疫里默氏杆菌的药敏试验  结果见表

1 。从表1 看出, 氟甲砜霉素与头孢唑啉钠抗菌效果相当, 丁

胺卡那霉素效果次之 , 而氯霉素则出现较强的耐药性。虽然

氟甲砜霉素为氯霉素族药物, 但其与氯霉素未发现交叉耐药

现象, 仍然表现出较高的抗菌活性。在临床实践中, �诺酮

类( 如恩诺沙星等) 、四环素族、红霉素族、磺胺类等药物已出

现严重耐药。这表明鸭疫里默氏杆菌对大部分抗生素具有

耐药性 , 这与目前的报道相似[ 1] 。

2 .3  双炎散与氟甲砜霉素对试验感染雏鸭的治疗效果 感

染组内, 大部分雏鸭在接种的第2 天出现精神沉郁、采食下

降、下痢 , 同时部分病鸭不愿走动, 进而出现共济失调, 有的

可见头颈歪斜、转圈、后退行走、消瘦、呼吸困难 , 最后衰竭死

亡。由表2 可知, 感染未治疗照组内有31 只雏鸭死亡, 死亡

率62 % 。治疗组雏鸭仅有少数雏鸭出现临床症状, 其中双炎

散治疗组内有8 只雏鸭死亡, 治疗有效率为78 % , 而氟甲砜

霉素治疗组有6 只死亡, 治疗有效率为76 % 。治疗组之间的

有效率没有明显的差异( P > 0 .05) 。

表1 13 种抗生素对鸭疫里默氏杆菌的药敏试验结果 mm

Table 1 The drugsensitivitytest results of 13antibiotics to RA

药物

Druggery

菌株1

Strain 1

菌株2

Strain 2

菌株3

Strain 3
氟哌酸    6    8     10

环丙沙星 13 9 14

庆大霉素 16 21 8

丁胺卡那霉素 24 22 18

卡那霉素 9 11 13

复方新诺明 6 8 17

红霉素 6 9 6

痢特灵 6 6 8

四环素 13 14 16

先锋霉素V 32 28 41

氯霉素 16 32 8

头孢拉定 30 32 34

氟甲砜霉素 40 42 38

表2 双炎散与氟甲砜霉素对试验感染雏鸭的治疗结果

Table 2 Thetreatment outcome of Shuangyansan andthiamphenicol on ducklings infectedindrugsensitivitytest

组别
Groups

试验鸭数∥只
Tested ducklings

有效数治愈数∥只
Effective number( Cure ducklings)

治愈率∥%
Cure rate

有效率∥%
Effective rate

死亡数∥只
No.of deaths

死亡率∥%
Deathrate

对照组 50     31       62

双炎散 50 42(39) 84 78 8 16

治疗组

氟甲砜霉 50 43(38) 86 76 6 12

素治疗组

2 .4  双炎散与氟甲砜霉素对临床发病雏鸭的治疗效果 统

计表明 , 雏鸭鸭疫里默氏杆菌病各病例中双炎散治疗组与氟

甲砜霉素治疗组之间治疗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异( P > 0 .05) ;

用药后停止死亡时间和鸭群恢复正常时间, 氟甲砜霉素治疗

组分别提前1 ～2 d , 但是双炎散治疗组的死亡率较氟甲砜霉

素治疗组低2 .6 % 。以上结果表明, 双炎散治疗发挥作用较

晚, 但治疗效果却稍好于氟甲砜霉素。

3  讨论

双炎散与氟甲砜霉素对比表明, 双炎散的治疗效果与氟

甲砜霉素相似, 统计学分析表明两者没有差异( P < 0 .05) 。

这表明中药双炎散对鸭疫里默氏杆菌具有有效的治疗效果。

同时经过对临床自然感染并经实验室检验确诊的单纯感染

的6 000 多羽病鸭( 占群鸭总数2 % ～5 %) , 用双炎散1 % 拌

料, 结果治愈率达85 % 以上。2007 年9～10 月 , 用双炎散于7

～10 、17 ～20 日龄鸭疫里默氏杆菌病易感阶段, 按50 g/ 40 kg

料添加, 有效率达95 % 以上。这些结果显示, 双炎散具有有

效的预防和治疗鸭疫里默氏杆菌病的作用, 同时其无耐药

性、无残留, 且对病毒性疾病如鸭肝炎也具有明显的预防和

治疗等作用[ 8] , 因此 , 具有一些抗生素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在

防治鸭疫里默氏杆菌病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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