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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体外抑菌活性及小鼠感染模型的防治效果。
利用传统水煎法制备翼草景香水煎液，用 ＨＰＬＣ 方法测定翼草景香水煎液中红景天苷浓度，并用红

景天苷浓度标定翼草景香水煎液药物浓度，分别采用牛津杯法和试管 ２ 倍稀释法测定翼草景香水

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抑菌圈直径和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通过建立死亡率为 ７５％的多杀性巴氏

杆菌体内感染小鼠模型，测定翼草景香水煎液浓度为 ０．１２３１６ ｍｇ ／ ｍＬ 时，在感染前和感染后给药方

式下，分别给与 ０．１、０．３、０．５ ｍＬ 药物时对小鼠的体内感染防治作用。 结果表明，当翼草景香水煎液

浓度为 ０．４９２６３ ｍｇ ／ ｍＬ 时，抑菌圈平均直径为 ２８．５ ｍｍ；ＭＩＣ 值为 ０．００３８５ ｍｇ ／ ｍＬ，经病理解剖、细菌

镜检、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ＶＴＥＫ ２ ＣＯＭＰＡＣＴ）系统细菌鉴定，表明死亡率为 ７５％的多杀

性巴氏杆菌体内感染小鼠模型建立成功，当水煎液浓度为 ０．１２３１６ ｍｇ ／ ｍＬ 时，０．１、０．３、０．５ ｍＬ 预防

组和治疗组小鼠死亡率分别依次为 ５０％，４１．７％，８１．８％，６６．７％，５０％和 ７５％。 因此，翼草景香水煎

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具有良好的体内、外抑菌活性，且其预防作用较治疗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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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出血性败血症，简称“牛出败”，是由多杀性

巴氏杆菌引起的牛急性热性败血性传染病［１］，该病

原是条件致病菌，机体抵抗力降低时病菌即可侵入

体内大量繁殖［２］，除内源性感染发病外，也经呼吸

道，消化道以及损伤皮肤和粘膜感染。 易感动物为

牛［３］，猪［４］等动物，发病死亡率高达 ８０％以上，痊愈

牛虽可产生免疫力，但其生产性能出现一定幅度下

降［５］。 西藏牧区内，牛出败常地方流行或零星散

发，根据临诊症状，分为肺炎型、浮肿型和败血

型［６］，此病潜伏期为 ２～５ ｄ，多见犊牛［７］，发病牛多

呈急性经过，死亡率高达 ４０％ ～ ５０％［８］，如芒康县，

林芝地区［９－１０］等。 近年来，西藏、青海［１１］ 等主要牧

区发病呈现上升态势，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且对草场和水源造成二次污染。

近年来，抗生素滥用导致临床分离到的牛源多

杀性巴氏杆菌耐药菌株不断增多，临床抗感染治疗

效果越来越差，新疫苗研制开发周期较长，这些因

素严重影响了对牛出血性败血症的临床预防治疗。

有研究表明中药或天然植物提取物可发挥对病原

菌直接杀灭作用而不产生耐药性或提高其对抗生

素的敏感性［１２－１５］，如中药“连黄”可降低巴氏杆菌

的耐药性［１６］。 利用中药或天然植物提取物用于临

床疾病防治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藏药因其生长

环境得天独厚，药用成分含量高，药性纯正副作用

低，临床治疗效果较好，已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认

可［１７］。 试验利用该复方对引起牛出败的多杀性巴

氏杆菌进行体外抑菌活性研究及体内防治实验，以

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　 料

１．１　 药材与菌种　 铁棒锤、诃子、藏木香、安息香、

翼首草、兔耳草、草果、红景天，均购自西藏亚郎藏

药材销售有限公司。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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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杀性巴氏杆菌（编号：ＣＶＣＣ１６５９），购自中国

兽医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１．２ 　 培养基 　 ＭＨ 琼脂培养基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Ｈｉｎｔｏｎ
Ａｇａｒ， ＭＨＡ）， ＭＨ 肉汤培养 基 （ Ｍｕｅｌｌｅｒ － Ｈｉｎｔｏｎ
ｂｏｒｔｈ，ＭＨＢ）均购自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ＬＳ４５０９ 增菌培养基，批号 ＺＢＡＰ－１７０７１６Ｄ，购
自广州市迪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动物　 ＳＰＦ 级昆明（ＫＭ）小鼠共计 ２４０ 只，
雌雄各半，体重（１８±２） ｇ，购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兰

州兽医研究所实验动物中心，批号为 ＳＣＸＫ（甘）
２０１５－０００１，连续饲喂 ７ｄ，自由采食，饮水，观察小

鼠适应环境情况。
１．４　 仪器和试剂 　 生物安全柜（ＨＦｓａｆｅ－１５００，上
海力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９０ 超高效液

相色谱仪 （美国安捷伦公司）；恒温培养振荡器

（ＨＮＹＣ－２０２Ｔ，天津欧诺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ＶＩＴＥＫ
２ ＣＯＭＰＡＣＴ 仪器（梅里埃生物公司）；沃特浦制水

机（四川沃特尔水处理有限公司）； ＣＯ２ 培养箱

（ＴＡＢＡＩ ＥＳＰＥＣ ＣＯＲＤ，Ｊａｐａｎ）；革兰氏阴性细菌鉴

定卡（产品批号 ２４１０１１２１０３，梅里埃诊断产品（上
海）有限公司）；注射用硫酸链霉素 （产品批号：
１７０１０３，合肥强力动物药品有限责任公司）；注射用

青霉素钠（产品批号：１６０５０９０５－１，哈药集团）；红
景天苷对照品（购自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含量以 ９８． ８％计，批号为 １１０８１８ － ２０１７０８）；甲醇

（色谱纯）。
２　 方　 法

２．１　 翼草景香水煎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各组分药

材，加 １０ 倍体积超纯水水浸泡 ２ ｈ，大火煮沸后连

续煎煮 ２ ｈ，四层纱布过滤，收集滤液，药渣中再加

入 ８ 倍体积超纯水，大火煮沸后连续煎煮 ２ ｈ，加四

层纱布过滤，合并两次滤液，烘干备用。
取 ９ 支 １０ ｍＬ 无菌离心管，用二倍稀释法将药

液分别稀释为生药浓度为 ５００，２５０，１２５，６２．５，３１．２５，
１５．６３，７．８，３．９１，１．９５ ｍｇ ／ ｍＬ，标记为 ２－１ ～ ２ － ９，
４ ℃保存，以备牛津杯法中使用。
２．２　 ＨＰＬＣ 测定翼草景香中红景天苷方法

２．２．１ 　 色谱条件 　 ｋｒｏｍａｓｉｌ － ｓｂ －ｃ１８ 色谱柱（４． 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５ μｍ），流动相为甲醇：水 ＝ １５ ∶ ８５，
柱温为 ３０ ℃，检测波长 ２７５ ｎｍ，流速 １ ｍＬ ／ ｍｉｎ，进
样量 １０ μＬ。
２．２．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红景天苷对

照品，溶于 ５０％甲醇，配制成浓度为 ０．５６１５ ｇ ／ Ｌ 的

对照品溶液。
２． ２． ３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复方提取物

４．０００９８ ｇ，置具塞锥形瓶中，加入 １０ ｍＬ 甲醇，超声

处理 ３０ ｍｉｎ，离心取上清，重复一次，合并两次上清

于 ２５ ｍＬ 容量瓶，甲醇定容至刻度，再将其转移到

５０ ｍＬ 容量瓶，用水定容至刻度，经 ０．２２ μｍ 滤膜

过滤后备用。
２．２．４　 标准曲线　 将红景天苷对照品分别稀释为

０．５６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７５０００、０． １４０３７５００、０． ０７０１８７５０、
０．０３５０９３７５ ｇ ／ Ｌ 的工作标准液，经 ０．２２ μｍ 滤膜过

滤后待进样。 以峰面积为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
求其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２．２．５　 精密度试验　 取浓度为 ０．１４０３７５００ ｇ ／ Ｌ 的

工作标准液重复进样 ６ 次，测定其峰面积的 ＲＳＤ。
２．２．６　 稳定性试验　 取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０，２，
４，８，１２，２４ ｈ 进样， 测定其峰面积的 ＲＳＤ，考察样

品的稳定性。
２．２．７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次样品六份，按 ２．２．３
制备供试液，按色谱条件进样，计算样品含量，峰面

积 ＲＳＤ 值。
２．２．８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浓度的样品 １ ｍＬ，
分别在其中加入不同体积的工作标准液（浓度为

０．５６１５００００ ｇ ／ Ｌ）１、０．８、０．６、０．４、０．２、０．１ ｍＬ，按色谱

条件计算供试样液回收率及 ＲＳＤ 值。
２．３　 菌悬液的计数和制备　 将原菌液进行 ７ 次 １０
倍稀释，吸取 １００ μＬ 稀释液于 ＭＨＡ 平皿涂布均

匀，重复 ３ 次，３７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１８ ｈ，对菌落

进行计数，求平均值，将菌液稀释为 １×１０６ ＣＦＵ ／ ｍＬ，
现用现配。
２．４　 牛津杯法测定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

杆菌抑菌作用　 按向双云等［１８］ 做牛津杯的方法进

行试验，对照组为无菌水，每个药液浓度重复 ３ 次，
４ ℃冰箱放置 ２ｈ，３７ ℃恒温培养 １８ ｈ，测量抑菌圈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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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取平均值。
２．５　 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 ＭＩＣ 值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制定的微生物临床检

验标准，取 １２ 支试管，依次标记为 １～１２，按向双云

等［１８］利用试管 ２ 倍稀释法测定 ＭＩＣ 值，试管 １ ～ １０
生药浓度依次为 ２５０，１２５，６２．５，３１．２５，１５．６３，７．８，
３．９１，１． ９５，０． ９８，０． ４９ ｍｇ ／ ｍＬ。 试管 １１ 为阴性对

照，１２ 为空白对照，３７ ℃摇床培养 １８ ｈ，将培养物

接种于 ＭＨＡ 培养基，平板标记为 ２－１～２－１１，３７ ℃
恒温培养 １８ ｈ，并设 ３ 个重复平行组。
２．６　 小鼠体内感染多杀性巴氏杆菌模型的建立　
将 ＳＰＦ 级昆明小鼠 １３２ 只，随机分 １１ 组，Ａ ～ Ｋ 组

每组 １２ 只，雌雄各半。 将原菌液 １０ 倍稀释为 １０８ ～
１０２ ＣＦＵ ／ ｍＬ，Ａ－Ｇ 组依次腹腔注射菌液浓度为 １×

１０８ ～１×１０２ ＣＦＵ ／ ｍＬ １００ μＬ，Ｈ 组腹腔注射浓度 １×

１０２ ＣＦＵ ／ ｍＬ 菌液 ５０ μＬ，连续观察 ３ ｄ。 并将菌液

浓度为 １×１０２ ＣＦＵ ／ ｍＬ ５０ μＬ 进行 ３ 次重复，统计

小鼠死亡率。
试验结束后，将存活小鼠处死并解剖，观察病

理变化，并取一部分小鼠肺脏组织做细菌涂片染

色，镜检。 同时将病料接种于 ＭＨＡ 培养基中，划线

挑取单个菌落，将其配制为 ０．５０－０．６３ 麦氏浓度的

菌悬液，利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ＶＴＥＫ
２ ＣＯＭＰＡＣＴ）进行细菌鉴定。
２．７　 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小鼠体内感染多杀性巴氏

杆菌防治作用　 将 ＳＰＦ 级昆明小鼠 １０８ 只，雌雄各

半，随机分为 ９ 组，分别为预防组 １～３、治疗组 １～３、
阳性对照组、阴性对照组、空白对照组。 预防组 １～３
分别连续 ５ ｄ 灌服 ０． １、０． ３、０． ５ ｍＬ 生药浓度为

１２５ ｇ ／ Ｌ藏药复方水煎液，在第 ５ ｄ 给药后 １ ｈ，每只

小鼠腹腔注射 ５０ μＬ 多杀性巴氏杆菌菌液；治疗组

每只小鼠腹腔注射 ５０ μＬ 多杀性巴氏杆菌菌液，感
染 １ ｈ 后，分别灌服 ０．１、０．３、０．５ ｍＬ 生药浓度为

１２５ ｇ ／ Ｌ 藏药复方水煎液 １ 次；阳性对照组感染多

杀性巴氏杆菌 １ ｈ 后按每千克体重肌肉注射 ２ 万单

位青链霉素混合药液治疗 １ 次；阴性对照组在感

染细菌 １ ｈ 后，灌服 ０．５ ｍＬ 无菌水 １ 次；空白组灌

服 ０．５ ｍＬ 无菌水 １ 次，正常采食，饮水。 将各试验

组小鼠饲喂于相同环境中，观察统计 ３ ｄ 内小鼠精

神状况及死亡情况。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ＨＰＬＣ 法测定翼草景香红景天苷含量结果

３．１．１　 标准曲线　 按色谱条件进样求出其回归方

程为 ｙ ＝ ３２８１．６ｘ＋３．９６５，ｒ２ ＝ ０．９９９９，红景天苷进样

量在 ０．０３５０９３７５～０．５６１５００００ ｇ ／ Ｌ 之间峰面积与进

样量呈良好线性关系，见图 １。

图 １　 红景天苷的标准曲线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ａｌｉｄｒｏｓｉｄｅ

３．１．２　 精密度试验　 取浓度为 ０．１４０３７５００ ｇ ／ Ｌ 的

工作标准液重复进样 ６ 次， 其平均峰面积为

９２７．１３６９８３３，ＲＳＤ＝０．１７％，表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３．１．３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配

制后 ０，２，４，８，１２，２４ ｈ 进行测定，供试品溶液 ＲＳＤ

值在 ０～８ ｈ 内为 １．８２％，０～２４ ｈ 内为 １３．３０％，故样

品在 ８ ｈ 内基本稳定，这时其峰面积为 ７３０．４９４６１，

供试品浓度为 ０．２２１４ ｇ ／ Ｌ，则翼草景香水煎液中红

景天苷含量为 ２０１９．７８ ｍｇ。

３．１．４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次样品六份，按色谱

条件进样，其平均峰面积为 ７３２． ８５０６２６７， ＲＳＤ ＝

２．６５％，表明样品重复性良好。

３．１．５　 加样回收率试验　 由表 １ 可知，红景天苷的

平均回收率为 ９０．９９％， ＲＳＤ 为 ４．３５％。

３．１．６　 复方浓度对应关系　 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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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ｔｅｓｔ

化学成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样品浓度

／ （ｍｇ·ｍＬ－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加标浓度

／ （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实测浓度

／ （ｍｇ·ｍＬ－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回收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平均回收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ＳＤ

红景
天苷 Ｓａｌｉｄｒｏｓｉｄｅ

第一组
Ｇｒｏｕｐ １ ０．０９１２ ０．２８０８ ０．３４２１ ９１．７４％

第二组
Ｇｒｏｕｐ ２ ０．１０１３ ０．２４９５ ０．３２８０ ９０．８７％

第三组
Ｇｒｏｕｐ ３ ０．１１３９ ０．２１０６ ０．３０３９ ９０．２０％

第四组
Ｇｒｏｕｐ ４ ０．１３０２ ０．１６０４ ０．２８３５ ９５．５６％

第五组
Ｇｒｏｕｐ ５ ０．１５１９ ０．０９３５ ０．２４０８ ９５．０６％

第六组
Ｇｒｏｕｐ ６ ０．１６５７ ０．０５１０ ０．２０９０ ８４．９０％

９０．９９％ ４．３５％

表 ２　 复方生药浓度与以红景天苷标定复方浓度关系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ｒｕｄｅ ｄｒｕｇ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ｄｒｏｓｉｄｅ
生药浓度 ｇ ／ Ｌ Ｒａｗ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５００ １２５ ３．９１

标定浓度 ｇ ／ Ｌ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０．４９２６３ ０．１２３１６ ０．００３８５

３．２　 牛津杯法测定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

杆菌抑菌作用 　 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

菌抑菌圈大小随生药浓度变化见图 ２。 当翼草景香

水煎液浓度为 ０．４９２６３ ｇ ／ Ｌ 时，对多杀性巴氏杆菌

的抑菌圈平均直径为 ２８．５ ｍｍ，当翼草景香水煎液

浓度大于等于 ０．００３８５ ｇ ／ Ｌ 时对多杀性巴氏杆菌有

抑菌效果。

图 ２　 抑菌圈直径大小随药物浓度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ｔ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３　 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 ＭＩＣ 值

测定　 结合图 ２、表 ２ 及表 ３，翼草景香水煎液浓度

大于 ０．００３８５ ｇ ／ Ｌ 时，培养皿中无细菌生长，小于

０．００３８５ ｇ ／ Ｌ 时培养皿中均有细菌生长。 因此，翼
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 ＭＩＣ 值为

０．００３８５ ｇ ／ Ｌ。 且由表 ３ 可看出，其最小杀菌浓度也

是 ０．００３８５ ｇ ／ Ｌ。

表 ３　 不同药物浓度下的菌落生长数目

Ｔａｂ 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平板标记 药物浓度 ／ ｇ ／ Ｌ 菌落数目 ／ 个

２－１ ２５０ ０±０

２－２ １２５ ０±０

２－３ ６２．５ ０±０

２－４ ３１．２５ ０±０

２－５ １５．６３ ０±０

２－６ ７．８ ０±０

２－７ ３．９１ ０±０

２－８ １．９５ ２．３３±１．５３

２－９ ０．９７ ５．３×１０５±４．５×１０５

２－１０ ０．４８ １．８×１０８±２．９×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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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小鼠体内感染多杀性巴氏杆菌模型的建立　
感染多杀性巴氏杆菌后，小鼠出现精神沉郁，被毛

逆立，食欲下降。 感染试验结束后各组试验小鼠死

亡统计情况如表 ４。 小鼠剖检可见肺脏有明显点状

淤血、坏死，心脏血管明显充血，肝脏上有散在的白

色坏死点，肠道有鼓气现象，取肺部组织做细菌涂

片，革兰氏染色菌体为紫红色（图 ３），初步鉴定为

革兰氏阴性菌；利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

（ＶＴＥＫ ２ ＣＯＭＰＡＣＴ）进行鉴定，结果表明，分离鉴

定获得细菌为多杀性巴氏杆菌的可信性为 ９７％。
并将菌液浓度为 １×１０２ ＣＦＵ ／ ｍＬ ５０ μＬ 注射感染小

鼠，经 ３ 次重复平行试验， ＳＰＦ 级昆明（ＫＭ）小鼠

腹腔注射死亡率均为 ７５％，表明致死率为 ７５％的小

鼠体内感染多杀性巴氏杆菌模型的建立成功。

表 ４　 小鼠感染不同浓度菌液的死亡率

Ｔａｂ 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ｃｅ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组别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菌液浓度 ／ ＣＦＵ ／ ｍＬ １×１０８ １×１０７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２

注射体积 ／ μＬ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小鼠死亡数 ／ 只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１ ９

小鼠死亡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１．７％ ７５％

３．５　 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小鼠体内感染多杀性巴氏

杆菌防治作用 　 预防组不同剂量小鼠死亡率为

５０％，４１．７％，８１．８％，治疗组小鼠死亡率为 ６６．７％，
５０％，７５％，阴性对照组小鼠死亡率为 ７５％，阳性和

空白对照组死亡率为 ０。 如图 ４ 所示，该翼草景香

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有一定防治作用，当给予

每只小鼠含红景天苷 ０．０３６９ｍｇ 的复方时，具有显

著的预防作用，能明显降低死亡率 ３３％。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翼草景香组方　 藏医经典著作《四续》及《四
部医典》均详细的记载了“对治”是藏药治疗疾病

的基本原则，是药味、性、效配方的理论依据。 藏药

方剂组方主要遵循“主仆原则”，具体组方时又有君

王、大臣、王妃、士兵药的不同，与中药的“君臣佐

使”有所不同，藏医多以药效强弱来区别“君王、大
臣”。 藏医组方时，对疾病的诊断需准确，明确疾病

属性和药性之间的关系，藏药药性理论与中医不

同［１９］，见表 ５。
　 　 牛出血性败血症在中医辩证上属于疫疠之病，
临床上常以败血为主要症状，属于热性病。 藏医

上，该病是因为赤巴紊乱造成的热性疾病，根据“对
治”原则，治疗该病应该选用具有寒、凉性质的药

物。 翼草景香复方有八味药组成，分别为翼首草，

图 ３　 菌体革兰氏染色结果（１０００×）
Ｆｉｇ ３　 Ｃｅｌｌ Ｇｒａｍ ｓｔ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４　 小鼠死亡率随复方剂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ｍｉｃ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ｏｓｅ

兔耳草，诃子，红景天，安息香，草果，铁棒锤，藏木

香，在西藏牧区已用于牛出血性败血症临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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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５３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其组方中翼首草含量最多，属苦、寒药物，是翼草景

香复方的主药，其水提物具有很好的抑菌效果［２０］；
《四部医典》将兔耳草列为草药类之首，味苦性寒，
藏医中兔耳草，诃子也多用于治疗赤巴病［２１－２２］，此
两味药含量虽少于翼首草，亦是翼草景香复方的主

药，铁棒锤亦属苦、寒药物，虽具有毒性，但与诃子

配伍使用能有效降低其毒性［２３］。 翼草景香复方使

用翼首草，兔耳草，诃子清热解毒，结合安息香，藏
木香，草果等缓解症状，利用红景天提高机体免疫

力，组方组成符合疾病“对治”原则，遵循“主仆”原
则，且试验结果表明，翼草景香水煎液对牛出血性

败血症致具有防治作用。

表 ５　 藏医五元、六味、八性、十七效与疾病对治简表

五元 土 水 火 风 空

六味 水土偏盛：甘 火土偏盛：酸 火水偏盛：咸 水风偏盛：苦 火风偏盛：辛 土风偏盛：涩

八性 重（腻）润 凉、钝 锐、轻、糙、热 轻、凉

十七效 柔、重、稳、温、润 柔、重、稳、寒、
稀、凉、钝、软

热、锐、干、燥、
轻、浮

凉、稀、干、轻、
浮、糙、燥 轻、虚

三因素
（三邪）

隆：糙、轻、凉微、
坚、动

赤巴：腻、锐、热轻、
臭、泄、湿

培根：腻、寒、重钝、
柔、稳、粘

对治疾病 隆病 赤巴病 培根病 赤巴培根合病 多种疾病

　 表中五元与八性非对应关系

４．２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翼草景香水煎液中红景

天苷含量　 超高效液相色谱凭借其选择性高，分离

效果好，检测灵敏度高等优点被运用于多个领域

中，如化学分析，环境分析，药物分析，食品分析［２４］

等，药材的化学成分含量测定方法有薄层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高效毛细管电泳法、ＨＰＬＣ［２５］等。

红景天是复方主要药材之一，红景天苷作为红

景天的主要成分，其不具备抑菌作用，但可提高机

体免疫力。 因此，本文利用 ＨＰＬＣ 测定翼草景香水

煎液中红景天苷的浓度，并以此来标定该翼草景香

水煎液浓度。 利用 １００％甲醇溶解红景天苷标品

时，出现两个相连的峰，经液相全波长扫描及分光

光度计全波长扫描，确定其为一种物质，经试验，利
用 ５０％甲醇溶解对照品时其峰形最对称。 在该色

谱条件下，标准曲线、仪器精密度、样品稳定性及重

复性 ＲＳＤ 值都良好，加样回收率为 ９０．９９％，偏低，
ＲＳＤ 值为 ４．３５％，偏高，可能是由于该溶液为复方

提取物，成分众多，不同浓度下，中药成分发生的相

互作用程度不一。
４．３　 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体外抑菌

作用　 研究中利用牛津杯法和试管二倍稀释法测

定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体外抑菌

活性，当翼草景香水煎液浓度为 ０．４９２６３ ｇ ／ Ｌ 时抑

菌圈平均直径为 ２８．５ ｍｍ，表明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

杀性巴氏杆菌高度敏感，且其 ＭＩＣ 值为０．００３８５ ｇ ／ Ｌ，
比吕彪、曲径等［２６－２７］ 研究的单味中草药抑菌效果

更显著。
４．４　 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感染模型

小鼠治疗效果 　 实验动物疾病模型已被广泛应用

于医学生物学的研究领域中，本文通过成功建立多

杀性巴氏杆菌感染小鼠模型，研究了翼草景香水煎

液对巴氏杆菌的体内防治作用，经观察，小鼠感染

巴氏杆菌后，２０ ｈ 后无死亡情况，故治疗及对照组

均给药 １ 次，预防及治疗的高剂量组 ０．５ ｍＬ 反而出

现治疗组死亡率较高现象，可能由于感染细菌后小

鼠的免疫力降低所致，当给予 ０．３ ｍＬ 复方水煎液时，
预防组降低死亡率 ３３％，治疗组降低死亡率 ２５％。

目前，国内外对于牛出败多采用疫苗预防［２８－２９］，
但由于多杀性巴氏杆菌的荚膜型和血清型众多，疫
苗免疫具有特异性不能全面覆盖 ［３０］，或基层兽防

人员缺乏技术培训采取不正确的接种方式，接种剂

量［３１－３２］等，牛出败依旧每年发生，临床上治疗巴氏

杆菌病多采用抗生素类药物，多连续用药 ３ ｄ，长时

间使用效果降低，中药多作为后期护理使用或不

用，使用藏药复方防治更是未找到相关报道。 因

此，本文复方以翼首草作为主药，其可入血成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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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原酸、獐牙菜苷等，有文献报道绿原酸具有抑菌

作用［３３］，但在此复方是否为主要有效成分尚需进

一步研究确定；红景天与诃子中都含有没食子酸，
具有抗菌作用［３４－３５］。 文中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

性巴氏杆菌感染小鼠具有明显的防治作用，且预防

作用强于治疗作用。
４．５　 结论 　 翼草景香为藏药复方，在西藏部分牧

区已用于牛出血性败血症临床防治，本文通过液相

定量复方中红景天苷浓度为 ０．２２１４ ｇ ／ Ｌ，体外及体

内试验证明翼草景香水煎液对多杀性巴氏杆菌具

有良好的体内、外抑菌活性，且其预防作用较治疗

作用明显，这为牛出血性败血症的临床药物防治提

供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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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类药物代谢与残留消除以及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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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磺胺类药物在动物和人体内的代谢与残留消除规律以及残留检测方法进行综述，并
展望磺胺类药物的代谢研究方向以及残留检测技术的发展，以期为开发新的磺胺类药物残留检测

方法提供技术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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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ａｎｇ Ｙ Ｘ， Ｗ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Ｙ Ｊ，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ｃｒａｐ ｉｒ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ｂｙ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ｈｅｂｕｌａ［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２０１８，４９（０４）：８３５－８３９．

［３５］ 祝馨怡，罗兴平，陈立仁，等．高效毛细管电泳法测定红景天中

没食子酸的含量［Ｊ］ ．中草药，２００５（０３）：４４３－４４４．

　 　 　 Ｚｈｕ Ｘ Ｙ，Ｌｕｏ Ｘ Ｐ，Ｃｈｅｎ Ｌ Ｒ，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ｌ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ｂｙ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２００５（０３）：４４３－４４４．

（编 辑：陈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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