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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猫病毒性鼻气管炎（ＦＶＲｓ）是由 １ 型猫疱疹病毒引起的一种对猫科动物健康构成严重

威胁的病毒性传染病，其传播迅速、潜伏感染的特点一直以来都是宠物临床中诊断与治疗的难点。

目前存在多种猫疱疹病毒的治疗性药物，但是对药物治疗效果的评价存在很大的争议。 因此，充分

认识抗疱疹病毒药物的研究现状及治疗效果对于 ＦＶＲｓ 治疗方案的制定十分重要。 对近年来抗猫

疱疹病毒药物及治疗效果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以期为 ＦＶＲｓ 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猫病毒性鼻气管炎；猫疱疹病毒；治疗性药物；赖氨酸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２０１６ＹＦＤ０５０１００２）

作者简介： 牛江婷，硕士研究生，从事动物病毒学研究。

通讯作者： 胡桂学。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ｉｘｕｅ１９６４＠ １２６．ｃｏｍ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Ｄｒｕｇｓ ｏｆ Ｆｅｌｉｎｅ Ｖｉｒａｌ Ｒｈｉｎｏｔｒａｃｈｅｉｔｉｓ

ＮＩＵ Ｊｉａｎｇ－ｔｉｎｇ１， ＹＩ Ｓｈｕ－ｓｈｕａｉ１，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ｋａｉ１， ＬＩ Ｄ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１， ＤＯＮＧ Ｇｕｏ－ｙｉｎｇ２， ＨＵ Ｇｕｉ－ｘｕｅ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ｉｌ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１１８， 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Ｕ Ｇｕｉ－ｘｕｅ，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ｉｘｕｅ１９６４＠ １２６．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ｅｌｉｎｅ ｖｉｒａｌ ｒｈｉｎｏｔｒａｃｈｅｉｔｉｓ （ ＦＶＲｓ） ｉｓ ａ ｖｉｒ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１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ｎ 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ａｎｔｉ － 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ｏｆ ＦＶ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ｏｕ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Ｖ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ｅｌｉｎｅ ｖｉｒａｌ ｒｈｉｎｏｔｒａｃｈｅｉｔｉｓ； 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ｄｒｕｇｓ； ｌｙｓｉｎｅ

　 　 猫病毒性鼻气管炎（Ｆｅｌｉｎｅ ｖｉｒａｌ ｒｈｉｎｏｔｒａｃｈｅｉｔｉｓ，

ＦＶＲｓ），又称为猫传染性鼻气管炎或猫传支，是由

１ 型猫疱疹病毒（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１， ＦＨＶ－１）

感染引起的一种以猫科动物上呼吸道炎症与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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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膜炎为主要临床症状的上呼吸道病毒病［１］。

ＦＨＶ－１ 属于疱疹病毒科，α－疱疹病毒亚科成员，为

线状双股 ＤＮＡ 病毒，具有复制周期短、传播迅速、

诱导细胞溶解以及引起潜伏感染的特点［２－３］。

ＦＨＶ－１感染幼猫后主要诱发流涎、咳嗽、鼻眼脓性

分泌物等上呼吸道症状以及结膜炎、角膜树枝状溃

疡、眼周皮肤溃疡等眼部临床症状， 发病率为

１００％，病死率可达 ５０％，患病猫康复后可持续带

毒，造成持续性感染或潜伏感染［１，４］。 目前，猫传染

性鼻气管炎的治疗性药物主要包括赖氨酸，干扰素

以及阿昔洛韦、泛昔洛韦、喷昔洛韦等核苷类抗疱

疹病毒药物［１，５］。 但是，国内外学者对各种抗 ＦＨＶ－１

药物治疗效果的评价仍然存在争议，并进行了大量

临床研究予以证明。 本文对近年来抗 ＦＨＶ－１ 药物

及其治疗效果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以期为

ＦＶＲｓ 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参考。

１　 赖氨酸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Ｔａｎｋｅｒｓｌｅｙ 等通过体外试验证

明高浓度赖氨酸可以有效地抑制单纯疱疹病毒

（Ｈｅｒｐｅｓ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ｖｉｒｕｓ ， ＨＳＶ）的复制［６］，此后，食源

性赖氨酸被广泛应用于疱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

疗。 目前，国内外 ９０％的宠物诊疗机构建议使用食

源性赖氨酸治疗 ＦＨＶ－１ 感染引起的 ＦＶＲｓ，并提倡

通过在猫粮中添加赖氨酸进而预防 ＦＨＶ－１ 的感

染。 普遍认为，使用过量的赖氨酸可以有效的抑制

ＦＨＶ－１ 的复制，从而减轻感染后引发的临床症状，

并降低健康猫感染 ＦＨＶ－１ 的风险。 但是，近年来

相关研究证明赖氨酸并没有拮抗疱疹病毒的作用，

补充赖氨酸对于 ＦＶＲｓ 的治疗是无效的，甚至可能

会增加 ＦＨＶ－１ 隐性感染猫复发的风险［７］。 因此，

充分认识赖氨酸对 ＦＶＲｓ 的治疗效果及研究现状，

对赖氨酸在宠物临床中的正确使用以及 ＦＶＲｓ 治疗

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１．１　 体外研究　 鉴于赖氨酸在宠物临床中使用的

普遍性以及治疗效果上的争议性，国内外学者在细

胞水平上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希望证明赖氨酸对

ＦＨＶ－１ 复制的影响。 Ｍａｇｇｓ 等通过体外试验发现，

培养 ＦＨＶ－１ 时，在 ＣＲＦＫ 细胞培养液中添加不同

浓度赖氨酸与精氨酸对病毒滴度存在显著的影响，

并证明虽然赖氨酸本身不具有拮抗疱疹病毒的作

用，但是可以通过降低精氨酸的浓度，进而抑制

ＦＨＶ－１ 的复制［８］。 然而，Ｃａｖｅ 等通过改变 Ｍａｇｇｓ

试验中赖氨酸与精氨酸的浓度，发现赖氨酸并不能

降低培养液中精氨酸的浓度，也不会抑制 ＦＨＶ－１

的复制［９］。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试验中设置的精氨

酸浓度有关。 疱疹病毒复制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精

氨酸用于病毒衣壳的装配，降低细胞内精氨酸的浓

度会影响病毒粒子的形成，从而抑制疱疹病毒的复

制［１０－１１］。 健康猫血浆与细胞内赖氨酸含量为 １２ ～

１５ μｇ ／ ｍＬ，精氨酸含量为 １７ ～ ２３ μｇ ／ ｍＬ，Ｍａｇｇｓ 等

实验过程中并未考虑精氨酸对 ＦＨＶ－１ 复制的影

响，设置的精氨酸含量均低于正常含量，影响了病

毒复制过程中衣壳蛋白的形成，从而抑制了病毒的

复制，并不能用于赖氨酸治疗效果的准确评价。 此

外，Ｆａｓｃｅｔｔｉ 等通过检测过量饲喂赖氨酸后成年猫

血浆中精氨酸的浓度，证明饲喂过量的赖氨酸并不

能降低血浆中精氨酸的水平［１２］，进一步否定了

Ｍａｇｇｓ 等的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推测体

外培养 ＦＨＶ－１ 的过程中，添加赖氨酸并不能抑制

ＦＨＶ－１ 的复制。

１．２　 临床试验　 ２００２ 年，Ｓｔｉｌｅｓ 等首次使用赖氨酸

进行了 ＦＶＲｓ 的临床治疗试验，结果发现添加赖氨

酸可以有效的减轻 ＦＨＶ－１ 感染诱发的打喷嚏、结

膜炎等临床症状，降低 ＦＶＲｓ 临床评分，但是赖氨酸

治疗组与对照组结膜拭子 ＦＨＶ－１ 病毒检出量并无

显著差异［１３］。 Ｍａｇｇｓ 等选择了 １４ 只 ＦＨＶ－１ 感染

猫也进行了相同的临床治疗试验，但是结果与

Ｓｔｉｌｅｓ 等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Ｍａｇｇｓ 等发现

添加赖氨酸后并不能改变结膜炎等临床症状的发

展进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结膜炎的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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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是赖氨酸可以降低 ＦＨＶ－１ 的传播风险［１４］。

考虑到样本量对临床试验准确性的影响，Ｍａｇｇｓ

（样本量 为 ５０ 只 ）、 Ｒｅｅｓ （ 样 本 量 为 ２９１ 只 ）、

Ｄｒａｚｅｎｏｖｉｃｈ（样本量为 ２６１ 个动物收容所内所有的

猫）等［１５－１７］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临床研究，希望证

明赖氨酸对 ＦＨＶ－１ 感染的治疗及预防效果，结果

发现补充赖氨酸并不能减轻 ＦＨＶ－１ 感染引发的临

床症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发感染猫出现更严

重的眼部症状以及更高的病毒检出率，同时增加了

ＦＨＶ－１ 隐性感染猫复发的风险。

综合体外研究与临床试验的相关研究结果，充

分说明赖氨酸对于治疗 ＦＨＶ－１ 感染引起的上呼吸

道炎症与眼部疾病是无效的，甚至可能对 ＦＨＶ－１

在猫体内的复制具有增强作用。 鉴于缺乏赖氨酸

良好治疗效果的科学依据，建议猫病毒性鼻气管炎

治疗过程中应减少或停止使用赖氨酸，避免使用赖

氨酸造成 ＦＶＲｓ 症状加重。

２　 核苷类抗疱疹病毒药物

核苷类抗病毒药是一类核苷酸类似物，是目前

应用最为广泛的抗疱疹病毒药物。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初，５－碘尿嘧啶核苷（ ｉｎｄｏｘｕｒｉｄｉｎｅ， ＩＤＵ）作为第一

个批准上市的抗疱疹病毒药物，打破了世界上无疱

疹病毒治疗性药物的历史。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新一

代核苷类抗疱疹病毒药物－阿昔洛韦的问世，开辟

了疱疹病毒治疗性药物新的里程［１８］。 目前，最有

效的核苷类抗疱疹病毒药物为无环鸟苷及其衍生

物（包括喷昔洛韦、泛昔洛韦、西多福韦等），它们与

阿昔洛韦的抗病毒机制相同，被疱疹病毒感染的细

胞吸收后，经疱疹病毒胸腺激酶磷酸化形成单磷酸

盐，进一步被细胞产生的激酶磷酸化形成三磷酸化

合物，模拟核苷酸，竞争性抑制 ＤＮＡ 聚合酶，阻断

病毒 ＤＮＡ 复制，进而发挥抗病毒作用［１８－１９］。

２．１　 阿昔洛韦　 阿昔洛韦（Ａｃｙｃｌｏｖｉｒ， ＡＣＶ），又称

为无环鸟苷，是美国 ＦＤＡ 批准的第一个用于治疗

疱疹病毒感染的药物，也是目前宠物临床中使用较

多的一种 ＦＶＲｓ 治疗性药物［２０］。 虽然 ＡＣＶ 并不能

抑制疱疹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但是局部使用高倍

剂量的 ＡＣＶ 可以有效的减轻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

鼻部以及眼部症状［２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通过临床试验

证明局部使用 ５ 倍剂量的 ＡＣＶ 对 ＦＨＶ－１ 感染诱

发的疱疹性结膜炎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２２］。 因

此，宠物临床中建议 ＦＨＶ－１ 感染猫眼、鼻局部使用

３％阿昔洛韦，连续使用 １０～１４ ｄ，用于治疗 ＦＨＶ－１

感染引起的角膜结膜炎。

２．２ 　 三氟胸腺嘧啶核苷 　 三氟胸腺嘧啶核苷

（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 ＴＦＴ），又称为三氟胸苷或曲氟

胸苷，理论上是针对 ＦＶＲｓ 感染最有效的局部外用

抗病毒药物，治疗效果优于碘苷，但是目前尚无相

关的临床试验予以证明。 ＴＦＴ 可渗入未感染疱疹

病毒的细胞中，影响健康细胞的生理活动，故不可

以用于全身性病毒感染的治疗，仅可作为局部外用

药物［２３］。 感染 ＦＨＶ－１ 引发鼻、眼以及眼周皮肤溃

疡的猫，可使用 １％ ＴＦＴ 软膏或液体制剂，每天 ４～６

次，连续使用 ２１ ｄ，可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由于

ＴＦＴ 价格昂贵，并且对幼猫皮肤有刺激损伤作用，

故宠物临床中不常使用。

２．３　 喷昔洛韦　 喷昔洛韦（ｐｅ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 ＰＣＶ）为无

环鸟苷类似物，其抗病毒机制以及疗效与阿昔洛韦

相同，但是 ＰＣＶ 的血浆半衰期比 ＡＣＶ 长，一般临床

用量为口服 ９０ ｍｇ ／ ｋｇ，每天 ３ 次，连续口服 ２１ ｄ。

２．４　 泛昔洛韦　 泛昔洛韦（ 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 ＦＣＶ）是喷

昔洛韦的前体药物，口服后通过胃肠道转化为喷昔

洛韦发挥抗病毒作用。 Ｇｒｏｔｈ 等通过细胞试验证明

泛昔洛韦自身并无抗病毒活性，需要通过代谢后转

化为 ＰＣＶ 才可以发挥强大的抗病毒活性，但是抗

病毒的作用时间相对较短［２４］。 ＦＣＶ 转化为 ＰＣＶ

后，随血液循环进入组织器官、泪液，进而拮抗疱疹

病毒的复制，Ｓｅｂｂａｇ 等对口服 ＦＣＶ 后血浆与泪液

药代动力学进行了测定，推荐 ＦＣＶ 的口服治疗剂

量为 ９０ ｍｇ ／ ｋｇ（间隔时间为 １２ ｈ） ［２５］。 Ｔｈｏｍａｓｙ 等

·７６·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第 ５１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通过临床治疗试验进一步证明，ＦＨＶ－１ 感染猫口

服高剂量的泛昔洛韦（９０ ｍｇ ／ ｋｇ，每天 ３ 次，连续口

服 ２１ ｄ）可以降低感染猫病毒载量，缓解结膜炎等

临床症状，有效控制 ＦＶＲｓ 临床症状的进一步

发展［２６－２８］。

２．５　 昔多福韦 　 昔多福韦（ ｃｉｄｏｆｏｖｉｒ）主要用于治

疗人类的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也可以作为广谱

的抗病毒药物用于病毒性感染的治疗。 细胞与动

物治疗试验均证明昔多福韦可以有效地抑制

ＦＨＶ－１的增殖，并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２９－３１］。

此外，昔多福韦血浆半衰期较长，为 ６５ ｈ，每天内服

０．５％昔多福韦两次便可以有效地抑制 ＦＨＶ－１ 感染

引起的鼻眼溃疡与其他严重的临床症状。 虽然昔

多福韦疗效显著，但是由于缺乏临床试验证明，目

前仍处于实验研究阶段。

３　 干扰素

干扰素是由宿主细胞释放的一类具有广谱抗

病毒活性的细胞因子，主要分为Ⅰ、Ⅱ、Ⅲ型。 其

中，Ⅰ型干扰素是由宿主细胞激活抗病毒免疫应答

后释放的一类细胞因子，大多数细胞均可以释放，

主要包括 ＩＦＮ－α， ＩＦＮ－β， ＩＦＮ－ω 等。 用于治疗

ＦＶＲｓ 的Ⅰ型干扰素主要包括重组人 α－干扰素与

猫 ω－干扰素，但是目前仍处于试验研究阶段，并未

投入临床试验。

Ｓａｎｄｍｅｙｅｒ 等使用人源 ＩＦＮ－α 治疗 ＦＨＶ－１ 感

染猫，结果证明每天口服 ＩＦＮ－α 可以在感染初期

有效抑制病程的发展，减轻临床症状［３２］。 仇婧等

利用基因与蛋白质工程技术制备了猫 ＩＦＮ－α 与

ＩＦＮ－ω 重组蛋白，并对抗病毒活性进行了研究，证

明制备的重组猫干扰素可以在细胞水平上有效抑

制水疱性口炎病毒的复制，并且 ＩＦＮ－ω 抗病毒活

性优于 ＩＦＮ－α［３３］。 国内外学者使用重组猫 ＩＦＮ－ω

进行了大量关于 ＦＨＶ－１ 治疗的临床试验，并对治

疗剂量、治疗方案进行了研究［３４－３５］。 Ｂａｌｌｉｎ 等比较

了皮下注射重组猫 ＩＦＮ－ω 与安慰剂（抗生素＋祛痰

剂）对 ＦＨＶ－１ 感染猫的治疗效果，结果二者对感染

猫临床症状的治疗效果并无显著差异，但是注射

ＩＦＮ－ω 显著减少了感染猫的病毒载量［３６］。 Ｆｅｎｉｍｏｒｅ、

Ｓｌａｃｋ 等也通过临床治疗试验相继证明，皮下注射

人 ＩＦＮ－α 与猫 ＩＦＮ－ω 均可以减轻 ＦＨＶ－１ 以及杯

状病毒感染引发的上呼吸道症状，降低感染猫呼吸

道病毒载量［３７－３８］。 综合临床研究结果，建议猫

ＩＦＮ－ω使用方法为，静脉注射 ２０ ｍＬ 浓度为 １０ ＭＵ

的 ＩＦＮ－ω 生理盐水稀释液，每天 ５ 次，连续 １０ ｄ。

虽然，已有相关临床研究证明了干扰素的治疗

效果，但目前并未批准干扰素在宠物临床中的使

用，仍需进行更多的临床治疗试验进一步评估干扰

素对于 ＦＨＶ－１ 感染的治疗效果，为干扰素的临床

使用提供依据。

４　 结　 语

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逐渐成

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宠物健康也逐

渐成为世界宠物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 猫病毒性

鼻气管炎作为宠物猫常发病毒病之一，其混合感

染、潜伏感染与终身带毒的特点一直以来都是宠物

临床中治疗的难点。 因此，了解国内外猫病毒性鼻

气管炎治疗性药物的研究进展，并寻找新型抗疱疹

病毒药物对于 ＦＶＲｓ 的治疗至关重要。 应在人类抗

疱疹病毒药物的研究基础上，加快中药制剂、免疫

球蛋白、单克隆抗体的研发工作，逐步实现对猫病

毒性鼻气管炎的有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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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Ｓａｎｄｍｅｙｅｒ Ｌ Ｓ， Ｋｅｌｌｅｒ Ｃ Ｂ， Ｂｉｅｎｚｌｅ 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ｉｄｏｆｏｖｉｒ ｏｎ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 １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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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ｃｕｌａｒ ｆｅｌ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１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ｔｓ ［ Ｊ］ ． Ａｍ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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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 ２００５， ６６（２）： ２１０．

［３３］ 仇 婧． 猫 α 和 ω 干扰素的原核表达及抗病毒活性测定［Ｄ］．

南京农业大学，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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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ａｌｐｈａ ａｎｄ ｏｍｅｇａ ［ Ｄ］． Ｎａｎｇ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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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ｃａｔｓ［Ｊ］． Ｖｅ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 ２００７， １０（５）： ２７８－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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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Ｂ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Ｊ

Ｆｅｌｉｎｅ Ｍｅｄ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９， １１（７）： ５４７－５５５．

［３６］ Ｂａｌｌｉｎ Ａ Ｃ， Ｓｃｈｕｌｚ Ｂ， Ｈｅｌｐｓ Ｃ， ｅｔ 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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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ｕｔ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ｉｒ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 Ｖｅｔ Ｊ，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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