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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新型免疫增强剂+++苷肽注射液对犬免疫功能的影响!以 "# 只健康犬为研究

对象!随机分为四组!每组 2 只!分别注射苷肽注射液'苷肽注射液和犬五联疫苗%狂犬病'犬瘟热'

副流感'传染性肝炎与细小病毒性肠炎&'犬五联疫苗'生理盐水!各组犬于注射后 #'"'''$2'"$ A 采

血!检测不同组间I_5/

$

含量的变化" 结果表明$苷肽注射液单独应用及其与疫苗联合应用!在注

射后 " A就可以显著提高I_5/

$

水平!并且可以维持 $2 A#注射苷肽注射液联合犬五联疫苗组和单

独注射苷肽注射液组I_5/

$

含量显著高于单独注射犬五联疫苗组%;l#,#2&!说明苷肽注射液可

以诱导
$

/干扰素的产生!从而发挥其免疫增强的作用"

!关键词"!苷肽注射液#犬#干扰素/

$

#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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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增强剂是指能非特异性增强机体原来低

下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的物质!是一类

能增强白细胞活力并增强动物体对病毒)细菌)真

菌和寄生虫引起疾病的抵抗力的化合物& 单独或

与抗原联合使用均能增强机体特异性)非特异性免

疫应答!它可降低动物对有害微生物的易感性及防

止动物发生免疫抑制!对流行性疾病防控有积极的

作用& 目前!常用的免疫增强剂有氨基酸)多糖)肽

类)中草药)左旋咪唑等'$ /&(

& 苷肽注射液是一种

由胸腺肽和转移因子组成的复方生物制剂!本试验

探讨对犬注射苷肽注射液后!通过测定 I_5/

$

的

含量变化!以确定苷肽注射液对犬免疫功能的影

响!从而探索其作为免疫增强剂在生产中的实际应

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

$,$!苷肽注射液与疫苗!苷肽注射液$吉林省天

达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批号为 "##%#.#$&

犬五联疫苗$由狂犬病)犬瘟热)副流感)传染性肝

炎与细小病毒性肠炎疫苗弱毒株组成!吉林大学犬

病中心提供!批号为 "".$$"#"&

$,"!试验动物与分组!选自吉林大学实验牧场!"

月龄)体重 % ]8左右!"# 只健康雄性犬& 将犬随机

分为四个处理组!每组 2 只& 0组注射苷肽注射液

"#,"2 <̂ )]8*XN#!H组注射苷肽注射液"#,"2

<̂ )]8*XN#和一头份犬五联疫苗!+组注射一头

份犬五联疫苗!4组注射生理盐水"" <̂ #作为对照

组!分组饲养&

$,%!血液的采集!分别于注射当天)注射后 ")')

$2)"?A无菌采集犬颈静脉血!分离血清&

$,&!I_5/

$

的检测!采用上海科兴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购买的犬I_5/

$

/;̂I10"[3II7D,̂BW,5B,

#$$'$' +=W=?B85B,IM%%##试剂盒检测&

$,2!数据处理!应用 1311$',# 软件对实验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平均数 q标准差表示!各组

间的差异显著性采用 1̂4检测法比较&

=<结果与分析

结果如图 $ 所示& 从图 $ 可以看出!犬注射免

疫增强剂和五联疫苗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均可刺激

机体产生
$

/干扰素!且能维持到注射后 $2 A!注

射后 "$ A恢复到正常水平& 并且加入免疫增强剂

后!机体产生的
$

/干扰素显著高于未加免疫增强

剂组";l#,#2#& 因而!本试验表明!该免疫增强

剂具有较明显的刺激机体产生
$

/干扰素的能力&

图 ;<犬注射苷肽注射液和五联苗诱导

产生QEBO

!

含量的变化

><讨<论

苷肽注射液是将从动物脾脏中提取的胸腺肽)

转移因子按照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复方生物制剂!

已应用于临床!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由于该免

疫增强剂含有胸腺肽和转移因子!因此其可激活机

体的免疫器官!使其产生免疫活性物质!促进 [淋

巴细胞的分化增殖)H淋巴细胞的转化)提高抗体

水平及增加白细胞介素受体表达 '2 /-(

!通过诱导)

调动)调节细胞免疫功能!改善机体免疫状态!进而

达到增强机体的抗病效应!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

&

本试验中!该免疫增强剂单独应用和与疫苗联合应

用!在注射的第 "天就可以显著提高犬I_5/

$

的含

量!并且可持续到第 $2 天!"$ A 时恢复到正常水

平!说明该免疫增强剂可以诱导I_5/

$

的产生!提

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机能& 这与曹瑞兵报道的

猪
!

干扰素可显著增强 +=V 蛋白亚单位疫苗接种

仔猪的体液免疫反应结论相一致'$#(

&

I_5是生物细胞受干扰素诱生剂作用后!产生

的一类高活性)多功能的糖蛋白& 大量的研究发

现!干扰素不仅对免疫应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具

有抗肿瘤和广谱抗病毒作用'$$ /$&(

& 干扰素对免疫

应答起调节作用的因子主要是 I_5/

$

!其作用机

制是有利于巨噬细胞对抗原的吞噬!R)5R细胞对

靶细胞的杀伤以及[)H淋巴细胞的激活!增强机体

免疫应答能力& 同时还可以刺激中性粒细胞!增强

其吞噬能力!活化 5R细胞!增强其细胞毒作用等

来参与免疫调节'$2(

& 因此!I_5/

$

的含量可以反

应免疫机能的情况& 本试验中!在犬注射该免疫增

强剂 " A 后就可以显著提高 I_5/

$

含量!表明其

对犬有较明显的诱导产生干扰素细胞因子的能力!

说明其具有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的作用& 由于

该免疫增强剂是复方生物制剂!可以减少耐药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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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及药物的残留!而且能全面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及疾病的治疗效果& 因此!该免疫增强剂克服了抗

生素及其他制剂的不足!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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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效价仍然在上升& 分析原因!可能是 [+I4

2#

的

测定时病毒是 $# 的倍数系列稀释!而 M0效价的

测定是病毒的 " 倍系列稀释!也抑或是病毒装配完

全成熟的病毒粒子与装配具有感染力的病毒粒子

的过程所需时间不一致!也就是说!可能病毒具有

感染力时!其装配不一定是完整的!至少凝聚素可

能还没有完全装配+齐全,或空间构象还没有展开&

因此!为得到高质量的33f"+Q/#2 株#病毒抗原!

单凭 [+I4

2#

测定或 M0效价测定一个指标来评判

可能存在不足!需综合考虑&

在用 1[细胞同步接种 33f"+Q/#2 株#病毒

时!病毒接种后 2. (:. S之间收毒!比较稳妥可行&

在 2. (:. S之间!如果病变达到 -#9以上!且细胞

脱落已形成 "#9以上空斑!即可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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