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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对人工感染大肠杆菌 Ｏ７８雏鸡的治疗作用，本试验以 ８
日龄的雏鸡为试验动物，腹腔注射一定剂量的 Ｏ７８菌悬液，建立雏鸡大肠杆菌人工感染模型，然后给

予不同剂量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对其进行治疗试验。 结果显示，给予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 碱偏离型恩

诺沙星注射液进行预防给药，其增重率显著升高，增重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１０２．４５％和 １００％；给予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进行治疗给药，雏鸡增重率、治愈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９３．３４％、
７０％和 ８３％，试验证明，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能有效防治人工感染雏鸡大肠杆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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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大肠杆菌病是由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细

菌性传染病［１］。 近年来，随着养禽业集约化规模化

不断的发展和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鸡的大肠杆菌

病在各地时常暴发，给养禽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２］。 据报道，该病的发病率为３０％～６０％，幼鸡死

亡率为６０％～１００％，耐药率为３０％～８０％［３－５］。 恩诺

沙星作为广谱的动物专用抗菌药物，对埃希氏大肠

杆菌引发的细菌性传染病起到了良好的防治效

果［６－８］。 近年来，随着恩诺沙星的不合理使用，致使

大肠杆菌的耐药菌株不断产生［９］，兽医临床为了减

少因耐药性而造成抗感染失败，往往将其与其他类

抗菌药物配伍使用。 由于传统的恩诺沙星注射液

（ｐＨ值常大于１０）碱性较强，与许多酸性药物不能

配伍，为此，本研究对恩诺沙星注射液的生产工艺

进行了改进，研发出了碱性较弱的碱偏离型恩诺沙

星注射液，从而弥补了传统恩诺沙星注射液的不

足。 本研究以鼎正动物药业（天津）有限公司研发

出的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为研究对象，建立鸡

大肠杆菌感染模型，拟确定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

液的最佳给药剂量，以期为该制剂的后续研究奠定

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受试药与主要试剂、仪器　 受试药：碱偏离型

恩诺沙星注射液，鼎正动物药业（天津）有限公司生

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９０１，１００ ｍＬ：２０ ｇ；市售恩诺沙星注

射液，江西创导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主要试剂：ＭＨ 肉汤、ＭＨ 琼脂、三糖铁琼脂、麦
康凯琼脂培养基、伊红美蓝琼脂，青岛高科园海博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２０１４０８１９， ２０１４０５２６，
２０１５０６２３，２０１５０２１０，２０１２０４１３；细菌微量生化反应

管、吲哚指示剂、ＭＲ 试剂、Ｖ－Ｐ 试剂，杭州微生物

试 剂 有 限 公 司， 批 号： ２０１４１１２３， ２０１５０４０３，
２０１４０２１１，２０１５０８１３。

主要仪器：ＹＸＱ－ＳＧ４６－２８０Ｓ 型高压蒸汽灭菌

锅，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ＨＰＳ－２５０ 型生化培养

箱、ＤＬ－ＣＪ－１Ｎ 型洁净工作台，北京东联哈尔仪器

制造有限公司；ＪＡ１１０３ 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海康

电子仪器厂；ＢＳＣ－１３００ＩＩＡ２ 型生物安全柜，苏净安

泰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菌株 　 血清型 Ｏ７８ 大肠杆菌菌株 （ ＣＶＣＣ⁃
１５５５），批号：２０１００４１３，购自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１．３　 试验动物及饲料　 ＡＡ 白羽肉鸡雏，购自长春

市农科院饲养场；肉鸡系列饲料（一号料），购自长

春市吉源饲料厂，批号：２０１５０１２０。
１．４　 人工感染雏鸡大肠杆菌病模型的建立与治疗

试验

１．４．１　 模型建立　 将血清型 Ｏ７８大肠杆菌冻干菌株

粉末复苏，传代至 ３ 代后制备甘油菌，液氮中冻存。
取 １０ μＬ 甘油菌加入 ５ ｍＬ 马丁肉汤培养基中，混
匀，３７ ℃恒温培养过夜，然后转移至 ５００ ｍＬ 马丁肉

汤培养基中，３７ ℃、１８０ ｒ ／ ｍｉｎ 的恒温摇床中培养

２４ ｈ，即得到血清型 Ｏ７８大肠杆菌的菌悬液，将菌液

进行平板活菌计数。
将试验动物随机分为 １０ 个组，每组 ３０ 只，分

笼饲养。 取鸡血清型 Ｏ７８大肠杆菌菌液进行一定比

例稀释后，菌落计数后感染鸡雏，空白对照组雏鸡

按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注射无菌生理盐水，隔离饲养；第 ２ ～
１０ 组雏鸡按 ０．２ ｍＬ ／ １０ｇ 的感染剂量，分别注射大

肠杆菌浓度为 １×１０５、２×１０５、３×１０５、１×１０６、２×１０６、
３×１０６、１×１０７、２×１０７、３×１０７ＣＦＵ ／ ｍＬ 的 Ｏ７８菌悬液。
１．４．２　 疗效试验　 将饲养至５日龄的供试ＡＡ白羽

肉鸡雏随机分为７组，每组１００只，按表１进行分组处

理。 预防组雏鸡５日龄开始给药，连续给药３ ｄ，以
攻毒１８～２４ ｈ后，雏鸡未见无明显发病症状认为碱

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达到保护效果；感染对照组

和各治疗组雏鸡于８日龄按照２．１项中确定的最佳

人工感染剂量采用肌肉注射方式进行攻毒，待出现

典型的发病症状（羽毛蓬乱，翼下垂，拉白色、黄白

色、绿色、泥土样稀粪）后，进行药物肌肉注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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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动物分组及给药方案

Ｔａｂ １　 Ａｎｉ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ｎ
组别 动物数 ／ 羽 试验处理

健康对照组 １００ 单独隔离饲养，不攻毒，不给药。

感染对照组 １００ 攻毒感染，不给药。

药物对照组 １００ 攻毒感染发病后，肌注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按４ ｍｇ ／ ｋｇ，每天 １ 次，治疗 ３ ｄ，给药结束后观察 １４ ｄ。

预防组 １００ 于攻毒前 ３ ｄ 按临床推荐剂量（１．７５ ｍｇ ／ ｋｇ）给予碱偏离型恩诺沙星，肌注，每天 １ 次，连续 ３ ｄ，
给药结束后观察 １４ ｄ。

低剂量组 １００ 攻毒感染发病后，按临床推荐剂量的 １ ／ ２ 倍量（０．８７５ ｍｇ ／ ｋｇ）给药，灌服，每天 １ 次，连续 ３ ｄ，
给药结束后观察 １４ ｄ。

中剂量组 １００ 攻毒感染发病后，按临床推荐剂量（１．７５ ｍｇ ／ ｋｇ）给药，灌服，每天１次，连续３ ｄ，给药结束后观察１４ ｄ。

高剂量组 １００ 攻毒感染发病后，按临床推荐剂量的 ２ 倍量（３．５ ｍｇ ／ ｋｇ）给药，灌服，每天 １ 次，连续 ３ ｄ，
给药结束后观察 １４ ｄ。

１．５　 判断标准　 模型建立：血清型 Ｏ７８大肠杆菌动

物感染模型判定标准：①临床症状：精神沉郁，食欲

减少，消化不良，羽毛蓬松粗乱，呼吸困难，神经症

状等；②病理变化：皮肤淤血，心包炎，腔内有脓性

分泌物，气囊内有黄色分泌物，壁增厚，肝脏、脾脏

肿大有坏死点，肺出血，腹膜炎等；③细菌鉴定：包
括细菌分离鉴定和生化试验鉴定判断雏鸡是否感

染大肠杆菌病。
疗效试验：给予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进行

预防性治疗时，以攻毒 ２４ ｈ 后无明显大肠杆菌临

床感染症状为标准，进而计算得到预防组（临床推

荐剂量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的保

护率；给予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治疗后，以健

康对照组增重率 １００％及无明显大肠杆菌临床感染

症状为标准，计算得到其他组别的相对增重率、治
愈率、有效率及无效率。
１．６　 数据分析　 体重变化用 ｔ 检验，治愈率、有效

率、无效率用卡方检验。 用生物统计方法进行各组

数据的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动物模型建立　 通过对 ８ 日龄雏鸡接种血清

型Ｏ７８大肠杆菌菌悬液后，观察并记录大肠杆菌感

染２４ ｈ内各组雏鸡死亡情况，雏鸡全部死亡的试验

组的最低菌液浓度确定为该菌液的最小致死量。
试验结果表明：随着血清型Ｏ７８大肠杆菌的剂量增

大，雏鸡死亡率也在发生变化（表 ２），当感染剂量

为０．２ ｍＬ ／ １０ｇ体重，大肠杆菌浓度为 １×１０７ＣＦＵ ／ ｍＬ
时，雏鸡的死亡率达８２％，因此，确定建立鸡大肠杆

菌病模型的最佳感染剂量是腹腔注射 ２ × １０６

ＣＦＵ ／ １０ｇ的菌悬液。 试验雏鸡表现精神沉郁、萎
靡，羽毛杂乱，食欲减退，排灰白色水样和黄绿色粪

便，呼吸困难，行动迟缓。 剖检后发现，病死雏鸡胸

腹腔内有渗出物，肝脏肿大有淤血（图 １），心包积

液，心脏表面有灰白色纤维素样渗出物（图 ２），脾
脏肿大充血（图 ３），直肠粘膜充血、出血，肠壁变薄

（图 ４）等。 分离细菌经培养后可见圆形、光滑的白

色菌落，革兰氏染色为阴性杆菌，生化鉴定为大肠

杆菌（吲哚实验阳性，甲基红实验阳性，ＶＰ 实验阴

性，柠檬酸盐实验为阴性）。
２．２　 预防和治疗组疗效试验

２．２．１　 攻毒及治疗后雏鸡临床症状 　 预防组（临

床推荐剂量１．７５ ｍｇ ／ ｋｇ） 雏鸡攻毒后，雏鸡精神

状态良好、食欲及呼吸正常；各治疗试验组雏鸡

攻 毒 后， 中 剂 量 治 疗 组 （ 临 床 推 荐 剂 量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雏鸡精神状态良好、食欲及呼吸正

常；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治疗对照组（临床给药

剂量４ ｍｇ ／ ｋｇ）部分雏鸡精神萎靡，呼吸正常，碱
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治疗效果优于市售恩诺

沙星注射液治疗（临床给药剂量４ ｍｇ ／ ｋｇ） ；低剂

量治疗组（给药剂量０．８７５ ｍｇ ／ ｋｇ）大部分雏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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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萎靡、羽毛蓬乱、食欲减退、喜卧、有白色水样

粪便；高剂量治疗组（给药剂量３．５ ｍｇ ／ ｋｇ）雏鸡

除表现低剂量组临床感染症状外，伴有口流粘

液、呼吸困难。

图 １　 大肠杆菌感染后肝脏病变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ｉｖｅｒ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图 ２　 大肠杆菌感染后心脏病变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图 ３　 大肠杆菌感染后脾脏病变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图 ４　 大肠杆菌感染后直肠病变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ｃｔｕｍ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表 ２　 动物模型死亡率统计结果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ｌｅ
组别 感染途径 感染剂量 大肠杆菌浓度 实验鸡数量 死亡率

空白对照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无菌生理盐水 ３０ 只 ９７％

Ⅰ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１×１０５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２７％

Ⅱ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２×１０５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３６％

Ⅲ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３×１０５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４７％

Ⅳ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１×１０６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５７％

Ⅴ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２×１０６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６５％

Ⅵ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３×１０６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７３％

Ⅶ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１×１０７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８２％

Ⅷ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２×１０７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８５％

Ⅸ组 腹腔注射 ０．２ｍＬ ／ １０ｇ ３×１０７ＣＦＵ ／ ｍＬ ３０ 只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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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给药后雏鸡脏器病理变化 　 预防治疗组

（临床推荐剂量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雏鸡各脏器未见明

显病理变化；给药治疗第 ２ 天时，各试验组雏鸡

心包内可见有少量纤维素样渗出物，部分雏鸡可

见心包外增厚，肝内有少量淤血，脾脏肿大，盲肠

膨胀，内有水样白色粪便；给药治疗第 ３ 天时，市
售恩诺沙星注射液治疗对照组部分雏鸡可见盲

肠膨胀，大量水样白色粪便；低剂量组（给药剂

量 ０．８７５ ｍｇ ／ ｋｇ）雏鸡心包内纤维素样渗出物增

多，肝内淤血，脾脏肿大，盲肠膨胀，水样白色粪

便增多；中剂量组（临床推荐剂量 １． ７５ ｍｇ ／ ｋｇ）
部分雏鸡可见盲肠膨胀，少量水样白色粪便；高
剂量组（给药剂量 ３． ５ ｍｇ ／ ｋｇ）雏鸡肝脏质地变

硬，盲肠内可见水样白色粪便；结束给药后第 ７
天时，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治疗对照组部分雏鸡

可见盲肠膨胀严重，水样白色粪便减少；低剂量

组（给药剂量 ０．８７５ ｍｇ ／ ｋｇ）雏鸡盲肠膨胀严重，
水样白色粪便增多，中剂量组 （临床推荐剂量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仅部分雏鸡可见排少量水样白色粪

便，高剂量组（给药剂量 ３．５ ｍｇ ／ ｋｇ）雏鸡肝脏质

地变硬；结束给药后第 １４ 天时，市售恩诺沙星注

射液治疗对照组部分雏鸡死亡，肝脏质地变硬；
低剂量组（给药剂量 ０． ８７５ ｍｇ ／ ｋｇ） 雏鸡全部死

亡，中剂量组（临床推荐剂量 １． ７５ ｍｇ ／ ｋｇ） 雏鸡

各脏器未见明显病理变化，高剂量组（给药剂量

３．５ ｍｇ ／ ｋｇ）雏鸡肝脏质地变硬。
２．２．３　 攻毒后病原菌分离鉴定　 病原菌经分离纯

化及鉴别培养基培养后，病原菌在麦康凯培养基

上形成红色的露珠状菌落；在伊红－美蓝培养基

上形成黑色、有金属光泽的菌落；在三糖铁琼脂

斜面上生长并产酸，琼脂斜面部分变黄，穿刺培

养后，于管底产酸产气，培养基底层变黄且浑浊，
不产生硫化氢。
２．２．４　 病原菌生化鉴定　 病原菌生化鉴定结果显

示，病原菌经葡萄糖、乳糖、麦芽糖及甘露醇发酵

管培养后均产酸产气；吲哚试验及 ＭＲ 试验呈阳

性；ＶＰ 试验、硫化氢试验及枸橼酸盐试验呈阴

性；所分离病原菌经鉴别培养培养及生化鉴定，

符合大肠杆菌生理生化特性，确定所分离病原菌

为大肠杆菌。
２．３　 药物预防及治疗效果评价　 试验雏鸡给予碱

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预防组（临床推荐剂量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雏鸡增重率变化最明显（为１０２．４５％）
（表 ３），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预防组对雏鸡大

肠杆菌的有效率变化亦最明显（为１００％）；其次中

剂量组（临床推荐剂量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雏鸡增重率为

９３． ３４％， 治愈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７０％ 和 ８３％
（表 ４）；而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治疗对照组（临床

推荐剂量 ４ ｍｇ ／ ｋｇ）雏鸡增重率为 ７９．２４％，治愈率

和有效率分别为 ５５％和 ６０％，因此，从治疗效果上

看，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中剂量组的治疗效果

要优于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治疗组。
３　 讨论与小结

恩诺沙星是治疗大肠杆菌敏感药物之一，引发

禽类大肠杆菌病的主要血清型为 Ｏ１、 Ｏ２ 和 Ｏ７８

等［１０－１１］。 本实验以血清型Ｏ７８大肠杆菌作为受试菌

株，建立雏鸡大肠杆菌人工感染模型，用碱偏离型

恩诺沙星注射液进行预防和治疗试验，并与市售恩

诺沙星注射液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通过增重率、
治愈率和有效率等指标对试验结果进行考核。 试

验结果表明：与健康组的增重率相比，预防组和中

剂量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低剂量组、高剂量组

和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对照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在治愈率和有效率方面，预防组、中剂量与健康组

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低剂量组、高剂量组和

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对照组与健康组相比差异显

著（ Ｐ ＜ ０． ０５）。 给予人工感染大肠杆菌的雏鸡

３．５ ｍｇ ／ ｋｇ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时，药物在雏鸡

体内大量沉积，并产生毒性，损害了脏器的部分机

能，致使雏鸡免疫力下降，进而导致死亡率升高；给
予０．８７５ ｍｇ ／ ｋｇ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时，大肠杆

菌长期接触低剂量碱偏离型恩诺沙星后，大肠杆菌

发生适应性变化，大肠杆菌大量繁殖，进而损害了

各主要脏器的功能，导致死亡率增加；给予４ ｍｇ ／ ｋｇ
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时，由于药物本身强碱性，
对雏鸡内脏器官的刺激性比较大且不利于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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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给药前后体重对比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３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组别 试验数量 ／ 只 开始时雏鸡
平均体重 ／ ｇ

结束时雏鸡
平均体重 ／ ｇ 相对增重率

健康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２０．４±１１．７８ ２８５．３±１３．１５ １００％

感染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２８．３±８．８６ ０ ０％

市售药物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２９．４±１４．３８ ３３７．５±１５．１７ ７９．２４％

预防组 １００ １３１±１０．１２ ２９１．９５±１０．５２ １０２．４５％∗

低剂量组 １００ １１５±９．８７ ３６４．９±１７．５２ ６５．９８％

中剂量组 １００ １２４±１２．１５ ４０６．６７±９．８４ ９３．３４％∗

高剂量组 １００ １２２±１１．８７ ４７１．３±１６．１２ ４７．２１％

　 ∗表示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４　 给药治疗后效果对比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组别 试验数量 ／ 只 治愈数量 ／ 只 治愈率 有效数量 ／ 只 有效率 无效数量 ／ 只 无效率

健康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感染对照组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 １００ ５５ ５５％ ６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预防组 １００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低剂量组 １００ ５５ ５５％ ５８ ５８％∗ ４２ ４２％

中剂量组 １００ ７０ ７０％ ８３ ８３％ １７ １７％

高剂量组 １００ ３０ ３０％ ４３ ４３％∗ ５７ ５７％

　 ∗表示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使药物对病鸡的有效率和治愈率降低；而给予雏鸡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时，具有显著

的预防和治疗效果，表明１．７５ ｍｇ ／ ｋｇ注射剂能有效

的防治鸡大肠杆菌病。 据刘小艳等报道［７］，用

１００ ｍｇ ／ Ｌ的恩诺沙星混悬液通过混饮治疗人工感

染的鸡大肠杆菌病，其有效率高达９６．７％，而通过恩

诺沙星溶液混饮用于治疗人工感染的鸡大肠杆菌

病的有效率仅为７３．３％，说明恩诺沙星发挥作用与

其剂型有关。 江俊［８］ 等报道使用１０％的恩诺沙星

注射液用于临床型鸡大肠杆菌病的治愈率和有效

率高达９０．０％和９６．７％，进一步表明剂型对恩诺沙

星作用的影响。 同时，唐一鸣［１２］ 等也有报道乳酸

恩诺沙星可溶性粉对鸡大肠杆菌病的保护率可高

达１００％。 由此可见，恩诺沙星对鸡大肠杆菌病具

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对于养鸡业的影响意义深远。
本试验利用建立的雏鸡大肠杆菌人工感染模

型，评价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对人工感染雏鸡

大肠杆菌的治疗作用试验，试验结果显示：给予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进行预防给药

后，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预防组对雏鸡的

有效率为 １００％，雏鸡的增重率为 １０２．４５％，给予

１．７５ ｍｇ ／ ｋｇ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进行治疗给药

后，雏鸡增重率为 ９３．３４％，治愈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７０％和 ８３％，给予４ ｍｇ ／ ｋｇ市售恩诺沙星注射液进

行治疗给药后，雏鸡增重率为 ７９．２４％，治愈率和有

效率分别为 ５５％和 ６０％，由此可见，碱偏离型恩诺

沙星注射液对人工感染的雏鸡大肠杆菌病有良好

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４　 展　 望

作为氟喹诺酮类药物，恩诺沙星抗菌的作用机

理是通过抑制细菌的 ＤＮＡ 螺旋酶作用，阻碍该酶

在 ＤＮＡ 双链上引入切口和连接功能，使 ＤＮＡ 不能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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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复制，从而从深处破坏细菌核的增殖与代谢，

致使细菌迅速死亡，且其效果稳定，不易产生残

留［１３］。 本试验中碱偏离型恩诺沙星注射液为弱碱

性，刺激性较小，容易吸收，作用迅速，生物利用度

较高，克服了传统强碱性恩诺沙星注射液（ｐＨ 值常

大于 １０．０）刺激性大、作用速度慢的缺点，并可与多

种酸性药物配伍，扩大了其联合用药可选择的范

围，发挥药物间协同作用，不但能极大的减少用药

量，解决残留问题，而且能迅速地控制病情，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耐药菌株的泛滥的问题。 因此，碱偏离

型恩诺沙星注射液在治疗细菌引起的动物疾病方

面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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