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５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５１ ／ 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８０．２０１７．９．１１

中药防治鸡大肠杆菌病的研究进展

张 璐，龚旭昊，戴 青，王静文，范 强∗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２８０ （２０１７） ０９－００６１－０７　 ［中图分类号］Ｓ８５３．７４

［摘　 要］ 　 利用中药防治鸡大肠杆菌病已成为近几年兽医药界研究的热点，并得到广泛认可。 检

索国内外相关文献，从中药作用机理、试验研究和临床实践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分析在研究和应用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中药体内抑菌作用、抗炎作用和质粒消除作用机理研究，明确处方

作用机理以优化中药配伍，完善中药质量控制体系以增强疗效等建议，为促进中药在防治鸡大肠杆

菌病中的广泛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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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大肠杆菌病（Ｃｈｉｃｋｅｎ Ｃｏｌｉｂａｃｉｌｌｏｓｉｓ）是由大

肠埃希氏菌（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的某些致病性血清型

菌株引起的细菌性传染病。 因致病性大肠杆菌血

清型众多，无法制备出具有针对性的疫苗。 现阶段

对大肠杆菌的药物治疗主要依靠抗生素类药物。

而抗生素类药物的滥用和错用，导致大肠杆菌耐药

菌株不断增多，耐药性不断加强，耐药机制不断变

迁，特别是多重耐药株的大量出现，增加了临床防

治大肠杆菌病的难度［１］。 因此，利用中药防治并探

讨其如何防治鸡大肠杆菌病已受到兽医药界的重

点关注。 农业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６ 年共批准 １４ 种治疗

鸡大肠杆菌病的中药新制剂，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中

药治疗鸡大肠杆菌病的研究热度。 本文通过检索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中药防治鸡大肠杆菌病的作

用机理、试验研究及临床应用优势，分析了在中药

防治鸡大肠杆菌病的研究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建议，以促进中药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

１　 中药防治鸡大肠杆菌病的作用机理研究

１．１　 中药体外抑菌的作用机理　 在中药体外抑菌

方面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方

面证实中药具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另一方面也锁定

了中药抑菌的活性成分。 中药抑菌活性成分主要

包括黄酮类、生物碱类、蒽醌类、挥发油类、有机酸

类、糖类、皂苷类、萜类等。 其中许多成分对大肠杆

菌有很强的抑菌活性（表 １）。

１．２　 中药抗炎的作用机理　 鸡大肠杆菌病的病理

基础是广泛性渐进性炎症，致病性大肠杆菌在局部

大量繁殖产生毒素进入血液引起脓毒败血症导致宿

主动物死亡。 炎症反应一旦启动，则无法逆转，对炎

症的控制主要集中在预防性干预。 研究表明中药可

干预炎症进程，对疾病转归具有积极作用（表 ２）。

１．３　 中药消除细菌耐药性的作用机理　 鸡大肠杆

菌耐药现象非常严重。 消除耐药菌株携带的质粒，

可引起质粒上的耐药相关基因缺失，从而使耐药菌

株重新恢复药物敏感性。 近年来，许多国内外专家

研究发现，十二烷基硫酸钠（ＳＤＳ）和部分抗生素均有

质粒消除作用，但其使用又容易引起新的耐药性出

现。 因此学者开始在中药中寻求新的消除剂（表 ３）。

表 １　 具有抑菌作用的中药、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理

Ｔａｂ １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中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抑菌活性成分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抑菌途径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黄芩 黄芩苷、黄芩素 改变大肠杆菌细胞膜通透性，使细胞内容物外泄［２］

黄连 小檗碱 抑制菌丝生长，改变大肠杆菌细胞膜通透性［３］

大黄 大黄酸 改变大肠杆菌细胞膜通透性，使细胞内容物外泄［２］

地榆 鞣质 改变大肠杆菌细胞膜通透性，破坏细胞完整性［４］

金银花 绿原酸 破坏细菌细胞壁、膜的结构，导致细胞通透性增加，使细胞内容物外泄［５］

乌梅
对羟基肉桂酸

３，４－二羟基苯甲酸
对菌体细胞壁和细胞膜的破坏作用［６］

蒲公英 蒲公英多糖 影响细菌蛋白质的表达，干扰其生存［７］

肉桂 肉桂醛 使细菌蛋白质变性［８］

大蒜 大蒜素 干扰微生物酶系，破坏其正常的新陈代［８］

白头翁 原白头翁素 影响细胞壁完整性［９］

芦荟 多糖、蒽醌、二氢香豆素 破坏菌体 ＤＮＡ 的构象，干扰其生存和繁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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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具有抗炎作用的中药、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理
Ｔａｂ ２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中药 ／ 活性成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 ／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抗炎途径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α－香附酮 通过抑制 α－溶血素的表达拮抗炎症的发生［１１］

黄芩苷
降低脂多糖（ＬＰＳ）诱导核因子－κＢ（ＮＦ－κＢ）活化和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

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表达［１２］

穿心莲内酯 减少巨噬细胞炎症因子的表达，进一步抑制 ＥＲＫ １ ／ ２ 信号通路［１３］

苦参碱 抑制磷脂酶（ＰＬＡ ２）活性，表现抗炎作用［１４］

苦参苍术口服液 抵抗炎性物质刺激，减轻炎症反应［１５］

香芪汤
极显著降低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ＥＲＫｓ）和 ｃ－Ｊｕｎ 氨基末端激酶（ＪＮＫｓ） ［１６－１７］

的磷酸化水平［１８－２０］ ，抑制细胞内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活化，
抑制炎症因子 ＴＮＦ－α 的分泌［２１］ ，发挥抗炎作用［２２］

连翘酯苷提取物、苦参提取物、
苍术提取物、硫酸小檗碱提取物混合物

降低炎症因子 ＮＦ－κＢ、ＴＮＦ－α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抑制炎症发生；
增加抗炎因子 ＩＬ－１０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提高抗炎效应［２３－２５］

表 ３　 具有消除大肠杆菌耐药性作用的中药及其作用机理
Ｔａｂ 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ｗｉｔｈ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中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消除耐药性途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艾叶、升麻
对耐环丙沙星菌株有耐药消除作用；主导耐药性消除的途径由多种消除机理调控产生；
可能与质粒无直接相关性［２６］

千里光
消除大肠杆菌 Ｒ 质粒，在含有四环素、链霉素、氨苄青霉素的抗生素药物平板上仍可有效清除大肠杆菌

Ｒ 质粒［２７－２８］

黄芩 对大肠杆菌耐药性消除效果好于黄连；高剂量组的消除效果最好［２９－３０］

黄连
大肠杆菌菌株质粒丢失 ２ 条质粒带；对耐药基因的消除率最高可达 １００％；
大肠杆菌对环丙沙星等多种抗生素恢复了敏感性［２９－３０］

五味子 对 ６ 株禽源大肠杆菌的耐药性消除率在 ０－１００％之间，高剂量组的消除效果最好［３０］

连翘 经连翘作用过的大肠杆菌无质粒带［３１］

苍术 体内消除优于体外，最佳作用时间为 ７２ ｈ［３２］

蒲黄
耐药消除率与作用浓度呈正相关；去除中药作用后，耐药菌株对卡那霉素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有所恢复，
但总体水平仍呈下降状态［３３］

紫花地丁 对耐环丙沙星菌株有耐药消除作用［３４］

克痢痧、三黄片、止痢灵 具有大肠杆菌 Ｒ 质粒的消除作用；消除效果强弱次序为：ＳＤＳ＞复方制剂＞单味药［３５］

双黄连汤
大肠杆菌菌株质粒丢失 ２ 条质粒带［２９］ ；抑制 β－内酰胺酶活性［３６］ ；
对大肠杆菌耐药性消除效果优于君药［３５］

三黄汤 消除耐药大肠杆菌 Ｒ 质粒；耐药消除率与作用浓度呈正相关［３３，３７］

黄连解毒汤
对大肠杆菌耐药性具有较强的消除作用；消除率（６．４－７．６％），显著或极显著高于 ＳＤＳ（２．０－２．８％）；
对大肠杆菌耐药性消除效果优于君药［３５］

泻心汤
大肠杆菌菌株质粒丢失 １－３ 条质粒带，且恢复对 ２－１１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消除耐药性，且不再恢复；
对细菌耐药性消除效果优于君药［３５］

清开灵 丢失质粒带，消除耐药大肠埃希菌质粒，抑制 β－内酰胺酶活性［３６］

白头翁汤 使大肠杆菌耐药菌株恢复对氨苄西林、庆大霉素等 ８ 种药物的敏感性［３８］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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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药防治鸡大肠杆菌病的试验研究

李瑞杰［３９］ 借助人工诱发鸡大肠杆菌病模型，
比较黄连解毒散超微粉与氟苯尼考对人工鸡大肠

杆菌病疗效，试验结果表明黄连解毒散超微粉疗效

优于氟苯尼考。 赵增成［４０］ 采用体外抑菌试验和雏

鸡大肠杆菌人工感染试验证明黄连解毒汤、白虎

汤、清瘟败毒饮、银翘散、清营汤、五味消毒饮、桑菊

饮、白头翁汤、双黄连口服液在体外、体内对大肠杆

菌均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张京和［４１］ 在中药组方

（黄连、黄芩、黄柏、炒栀子、党参、白术、甘草、石榴

皮、柴胡、板蓝根、芦荟、地榆、黄芪、大青叶、金银

花）中添加大蒜提取物后，对肉鸡大肠杆菌病的预

防和治疗效果明显提高，显著优于抗生素（庆大霉

素、先锋霉素、链霉素）。
试验研究表明，中药对治疗鸡大肠杆菌病有确

切疗效，防治效果与给药剂量相关。 郭永刚［４２］ 以

金银花、黄连、黄芩、鱼腥草复方制剂对人工感染肉

仔鸡大肠杆菌病进行预防及治疗，给药剂量与防治

效果呈正相关，高剂量组防治效果好。 复方中药制

剂“芪苓汤”高、中、低剂量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

病的治愈率分别为 ７０．００％、８３．３３％、９０．００％，中高

剂量组与氧氟沙星组疗效相当，同时可显著提高病

鸡的体重［４３］。
３　 中药防治鸡大肠杆菌病的临床实践研究

传统中兽医认为，根据鸡大肠杆菌病的临床表

现及发病机制，应属“疫疬”范畴。 现代中兽医从辨

证论治角度分析鸡大肠杆菌病，认为本病的病因、
病机归纳为疫毒内侵、肺胃热盛、血瘀气滞，所以临

床上对鸡大肠杆菌病的治疗应以清热解毒、活血行

气为主，达到清肺胃热、凉血止痢的功效。
张丁华［４４］ 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０ 年在河南省对

１０９６５０ 只自然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患鸡进行田间

防治试验。 中药组（黄柏 １００ ｇ 、黄连 ８０ ｇ、秦皮 ８０ ｇ
等）和抗生素类药物组均有较好的预防效果，而且

中药的预防效果优于抗生素类药物。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河南某鸡场肉鸡 ６０００ 只感染鸡大

肠杆菌病。 发病后，饲养员在饮水中加入三黄汤

（黄连 ３００ ｇ、黄芩 ３００ ｇ、大黄 ２００ ｇ 等），配以白头

翁等 ５００ ｇ，鲜马齿苋 １０００ ｇ，拌料喂，３ ｄ 后腹泻症

状减轻，病鸡停止死亡。 ７ ｄ 后整个鸡群基本恢复

健康［４５］。
２０１４ 年昌黎县多家养殖厂暴发鸡大肠杆菌病。

李丽媛［４６］自拟中药赤黄散对病鸡进行治疗。 回访发

现对照组的死亡率是治疗组的 ３ 倍，治疗组愈后良

好，表明赤黄散预防和治疗鸡大肠杆菌病效果显著。
贵州省长顺县某林下生态养鸡场饲养的绿壳

蛋鸡 ２６００ 羽（２７ 日龄）患鸡大肠杆菌病，采用中药

方剂（白头翁 １００ ｇ、黄芪 １００ ｇ、板蓝根 １００ ｇ 等）混
合粉碎成末，按 ０．５％～１％比例拌料，病鸡病情得到

控制，７ ｄ 痊愈［４７］。
吕贵斌［４８］用中药方剂郁金散治疗 １０００ 只大

肠杆菌病鸡，治愈 ９８０ 只，死亡 ２０ 只，治愈率高。
有资料报道，将加味三黄汤（黄连 ３０ ｇ、黄芪３０ ｇ、

大黄 ２０ ｇ 等）制成散剂，１％比例混料饲喂，每天

１ 次，连用 ３ ｄ，治愈率 ９５％，有效率 １００％。 将黄

连、黄柏、秦皮等 ８ 味中药按一定比例煎成口服液，
按 ２％的比例均匀拌料饲喂，治愈率 ９０％，有效率

１００％，同时可提高产蛋率和蛋重［４９］。
以上临床实例表明，中药对大肠杆菌病不仅具

有良好的防治效果，还能在控制病情的同时，增加

病鸡体重，提高产蛋率和蛋重，体现了中药“标本兼

治”的特色。
４　 展　 望

在中药防治鸡大肠杆菌病的基础研究中，广泛

应用了一些先进手段，探讨了其作用机理，主要集

中在抑菌、抗炎、消除细菌耐药性方面。 中兽医临

床上治疗鸡大肠杆菌病多从清热解毒、活血行气入

手，配合止痢和增强免疫，辨证施治，改善病鸡的临

床症状。
目前使用中药防治鸡大肠杆菌病仍然存在以

下几个问题：一是对中药抗菌作用的研究大多局限

在体外试验，体内研究相对较少。 因中药及其复方

制剂成分的复杂多样性，不能单纯根据体外抑菌效

果来评价中药在体内的作用［５０］。 二是对中药抗炎

机理的研究还比较浅显，对具体的作用过程研究不

够深入，尤其是在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的研究较

少。 三是关于中药质粒消除剂的选择存在很大的

盲目性。 若深入研究中药消除质粒机理、优化中药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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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伍，可大大提高消除率。 四是中药处方种类繁

多，处方作用机理尚待明确，各类中药的合理配伍

也需要深入研究。 五是由于中药质量控制体系尚

不完善，制约了中药疗效的充分发挥，导致中药产

品市场竞争力较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无法得到

充分体现。 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今后需要

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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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Ｊ］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

１６（１２）： １１４７－１１５０．

［２８］ 沈红仙． 千里光消除大肠埃希菌 Ｒ 质粒的实验研究［Ｊ］ ． 新中

医， ２０１５， （０５）： ２７６－２７７．

　 Ｓｈｅｎ Ｈ 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Ｒ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ｂｙ Ｑｉａｎｌｉｇｕａ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 ０５： ２７６－２７７．

［２９］ 宁官保， 牛艺儒， 张 鼎， 等． 鸡源大肠杆菌耐药性分析及中

药对大肠杆菌耐药性消除作用的研究［ Ｊ］ ． 畜牧兽医学报，

２０１５， ４６（６）： １０１８－１０２５．

　 Ｎｉｎｇ Ｇ Ｂ， Ｎｉｕ Ｙ Ｒ， Ｚｈａｎｇ Ｄ，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ｉａ ｅｔ Ｚｏ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４６（６）： １０１８－１０２５．

［３０］ 李 栋． 禽源大肠杆菌质粒介导氟喹诺酮类耐药基因的检测

及中药消除耐药性研究［Ｄ］． 扬州大学， ２０１５．

　 Ｌｉ 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ｏｒｏ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 ．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３１］ 张寅晨， 吴雨龙． 中药连翘对大肠杆菌 Ｒ 质粒的消除作用的

研究［Ｊ］ ． 安徽农学通报， ２００９， １５（１３）： ５７－５８．

　 Ｚｈａｎｇ Ｙ Ｃ， Ｗｕ Ｙ 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ｅｅｐｉｎｇ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ｔｏ ｅｌｍｉｎａｔｅ Ｒ ｐｌａｓｍｉ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ｉ［Ｊ］ ． Ａｎｈｕｉ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９， １５（１３）： ５７－５８．

［３２］ 王兴旺， 胡 勇， 宋伟舟， 等． 苍术对鸡大肠杆菌耐药质粒消

除作用的研究［Ｊ］ ． 重庆工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 （０２）： １２３－１２５．

　 ＷＡＮＧ Ｘ Ｗ， ＨＵ Ｙ， ＳＯＮＧ Ｗ Ｚ，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ｉｄ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ｌａｓ⁃

ｍｉｄ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０２）： １２３－１２５．

［３３］ 姚永瑞． 中药消除剂对大肠杆菌耐药性消除作用的研究［Ｄ］．

西南大学， ２００８．

　 Ｙａｏ Ｙ 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 ｃｏｌｉ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８．

［３４］ 罗音久． 紫花地丁提取物对耐环丙沙星大肠杆菌耐药性消除

作用研究［Ｄ］． 重庆医科大学， ２００６．

　 Ｌｕｏ Ｙ Ｊ．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

ｃ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ｂ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Ｖｉｏｌ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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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

［３５］ 马 驰． 不同中药对 ３ 种细菌耐药质粒的消除作用研究［Ｄ］．

四川农业大学， ２０１１．

　 Ｍａ 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ｐａｌｓｍｉｄ ｃｕ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

［３６］ 雷 云． 双黄连及清开灵对耐药大肠埃希菌质粒的消除作用

及对 β－内酰胺酶活性的影响［ Ｊ］ ．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

育， ２０１４， １２（２０）： １５７－１５８．

　 Ｌｅｉ 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ａ

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Ｑｉｎｇｋａｉｌｉｎｇ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１２（２０）： １５７－１５８．

［３７］ 舒 刚，马 驰，黄 春． ４ 种中药复方对大肠杆菌、沙门氏菌 Ｒ

质粒的消除作用［Ｊ］．河南农业科学， ２０１３， ４２（１１）： １４９－１５３．

　 Ｓｈｕ Ｇ， Ｍａ Ｃ， Ｈｕａｎｇ Ｃ． Ｔｈｅ Ｒ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ｃｕ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ｔｏ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ａｎｄ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４２（１１）： １４９－１５３．

［３８］ 李艳玲， 赵建平， 裴亚玲， 等． 白头翁汤增强耐药鸡大肠杆菌

敏感性的初步研究［Ｊ］． 黑龙江畜牧兽医， 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４－１６５．

　 Ｌｉ Ｙ Ｌ， Ｚｈａｏ Ｊ Ｐ， Ｐｅｉ Ｙ Ｌ， 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ｌａ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 Ｊ］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４，

（１０）： １６４－１６５．

［３９］ 李瑞杰． 黄连解毒散超微粉对人工诱发鸡大肠杆菌病的疗效

［Ｊ］ ．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１３．

　 Ｌｉ Ｒ Ｊ．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 Ｊｉｅｄｕ ｐｏｗｄｅｒ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１３．

［４０］ 赵增成， 林树乾， 李桂明， 等． ９ 种中药方剂对鸡大肠杆菌病

的防治效果［Ｊ］ ．中兽医学杂志， ２０１４， （１０）： ３－４．

　 Ｚｈａｏ Ｚ Ｃ， Ｌｉｎ Ｓ Ｑ， Ｌｉ Ｇ 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９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１０）： ３－４．

［４１］ 张京和， 关建民， 曹金元， 等． 中草药与抗生素预防肉鸡大肠

杆菌病的对比试验研究［Ｊ］ ． 当代畜牧， ２０１１， （１１）： ４６－４７．

　 Ｚｈａｎｇ Ｊ Ｈ， Ｇｕａｎ Ｊ Ｍ， Ｃａｏ Ｊ Ｙ，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ｂｒｏｉｌｅｒ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ｂｙ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Ｊ］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２０１１， （１１）： ４６－４７．

［４２］ 郭永刚， 胡立磊， 樊国燕， 等． 中药复方制剂对人工诱发鸡大

肠杆菌病的防治观察［Ｊ］． 中国兽医杂志， ２０１６，５２（３）：５３－５４．

　 Ｇｕｏ Ｙ Ｇ， Ｈｕ Ｌ Ｌ， Ｆａｎ Ｇ Ｙ， ｅｔ 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

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 ５２（３）： ５３－５４．

［４３］ 赵登福． 复方中药制剂“芪苓汤”对人工感染鸡大肠杆菌病的

治疗试验［Ｊ］ ．湖北畜牧兽医， ２０１１， （９）： １３－１５．

　 Ｚｈａｏ Ｄ 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ｙ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Ｑｉｌｉｎｇ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Ｊ］ ． Ｈｕｂｅ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

（９）： １３－１５．

［４４］ 张丁华， 王艳丰， 王书丽， 等． 中药复方对鸡大肠杆菌病和沙

门杆菌病的田间防治试验［Ｊ］ ． 黑龙江畜牧兽医， ２０１１， （６）：

１３１－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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