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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肉仔鸡免疫功能的影响。将３００只罗斯３０８白羽肉仔鸡

分为党参多糖可溶性粉高、中、低剂量组，阳性药对照组，疫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每组５０只。党

参多糖可溶性粉在每千克饮水中添加０．４、０．２和０．１ｇ药物，阳性药对照组在每千克饮水中添加

０．２ｇ黄芪多糖粉，疫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不添加任何药物。除空白对照组外，７日龄首免用鸡新

城疫低毒力活疫苗（ＬａＳｏｔａ株）滴鼻点眼，２１日龄二免，在每次免疫的同时给药，连续三天。结果显

示，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可显著增加肉仔鸡胸腺、脾脏和法氏囊指数；显著提高接种新城疫（ＮＤ）疫苗

后肉仔鸡血清中ＮＤ抗体水平、免疫球蛋白 Ｇ（ＩｇＧ）含量和肠道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Ａ（ＳＩｇＡ）含量

（Ｐ＜０．０５）。此外，饮水中添加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肉仔鸡有明显增重作用（Ｐ＜０．０５）。因此，党参

多糖可溶性粉不仅有增强肉仔鸡免疫功能的作用，而且对肉仔鸡体重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其中以

中剂量药物组，即在每千克饮水中添加０．２ｇ党参多糖可溶性粉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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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参是桔梗科党参属多年生缠绕性草本，根

供药用。党参之名，中国最早见于清吴仪洛著

《本草从新》。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各地都有分

布，朝鲜及苏联远东地区也有，山西潞安（今长

治县）栽培的“潞党参”较为有名。党参根含皂

苷、糖类及微量生物碱［１］。多糖是广泛存在于

植物体内，经过提取分离得到的一类天然大分子

活性物质，由单糖之间脱水形成糖苷键，并以糖

苷键线性或分枝连接而成的多于２０个糖基的链

状聚合物［２］，已被认为有免疫调节和抗肿瘤的

作用，其作用于免疫效应细胞如淋巴细胞、巨噬

细胞、树突状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参与固有免

疫和适应性免疫［３－５］。党参多糖可溶性粉的有

效成分为多糖，本研究通过给肉仔鸡饮用不同浓

度的党参多糖可溶性粉，观察抗体效价、免疫器

官指数、体重、免疫球蛋白Ｇ（ＩｇＧ）和肠道分泌型

免疫球蛋白 Ａ（ｓＩｇＡ）的变化，探讨党参多糖可溶

性粉对肉仔鸡免疫功能的影响，为党参多糖可溶

性粉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药物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实验室自制。规

格：每１ｇ含党参多糖大于５００ｍｇ。

阳性对照药：黄芪多糖粉，规格１００ｇ／袋，每１ｇ

含黄芪多糖不得少于４５０ｍｇ，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

有限 公 司 生 产，批 准 文 号：兽 药 字 （２０１４）

０１０６３５２３６，批号：１５０６１８１。新城疫疫苗及检测抗

原：鸡新城疫低毒力活疫苗（ＬａＳｏｔａ株），青岛易邦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兽药生字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１３２００７，批号：１５０１８５００１；新城疫检测抗原，中

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批准文号：兽药生字（２０１２）

１５０１３８０８２，批号：２０１５００１。

１．２　试验动物　１日龄罗斯３０８健康白羽肉仔鸡

４５０只，购于文水县锦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饲养

于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试验站实验动物房内。

３层笼养、自由采食和饮水。

１．３　动物分组处理　健康罗斯鸡饲养至 ７日龄

时，按体重相近的原则，取３００只随机分为６组，每

组５０只，分组与处理见表１。
表１　试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组别 数量／只 处理

药物低剂量组 ５０
鸡新城疫低毒力活疫苗（ＬａＳｏｔａ株）滴鼻点眼免疫，１羽份／只，７日龄和２１日龄各免疫１次。

在免疫的同时，按每１Ｌ水添加党参多糖可溶性粉０．１ｇ，连用３ｄ。

药物中剂量组 ５０
鸡新城疫低毒力活疫苗（ＬａＳｏｔａ株）滴鼻点眼免疫，１羽份／只，７日龄和２１日龄各免疫１次。

在免疫的同时，按每１Ｌ水添加党参多糖可溶性粉０．２ｇ，连用３ｄ。

药物高剂量组 ５０
鸡新城疫低毒力活疫苗（ＬａＳｏｔａ株）滴鼻点眼免疫，１羽份／只，７日龄和２１日龄各免疫１次。

在免疫的同时，按每１Ｌ水添加党参多糖可溶性粉０．４ｇ，连用３ｄ。

阳性药对照组 ５０
鸡新城疫低毒力活疫苗（ＬａＳｏｔａ株）滴鼻点眼免疫，１羽份／只，７日龄和２１日龄各免疫１次。

在免疫的同时，按每１Ｌ水添加黄芪多糖粉０．２ｇ，连用３ｄ。
疫苗对照组 ５０ 鸡新城疫低毒力活疫苗（ＬａＳｏｔａ株）滴鼻点眼免疫，１羽份／只，７日龄和２１日龄各免疫１次。不用药。
空白对照组 ５０ 不免疫，不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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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检测项目
１．４．１　血清ＮＤ抗体效价　分别于首免当天（７日
龄）及首免后第 ７（１４日龄）、１４（２１日龄）、２１（２８
日龄）和２８天（３５日龄），每组随机抽取 １０只，心
脏采血，分离血清，用 β－微量法检测血凝抑制抗
体效价。

１．４．２　免疫器官指数　分别于首免后第１４（２１日
龄）、２８天（３５日龄），每组随机抽取１０只，称取体
重，剖杀，取胸腺、脾脏、法氏囊称重。

计算器官指数＝器官重量（ｍｇ）／体重（ｇ）。
１．４．３　免疫球蛋白含量　分别于首免后第１４（２１
日龄）、２８天（３５日龄），每组随机抽取１０只，心脏
采血并分离血清，屠宰后摘取十二指肠、空肠和回

肠（各约３ｃｍ）置于平皿中，纵行剖开，刮取肠黏膜
黏液，收集于同一离心管。内容物与生理盐水按

１∶１（Ｗ／Ｖ）稀释，混匀后 ３０００ｒｐｍ，４℃，离心
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２０℃冰箱保存备用。采用双
抗夹心ＥＬＩＳＡ法检分别检测血清中免疫球蛋白 Ｇ
（ＩｇＧ）和分泌型免疫球蛋白Ａ（ｓＩｇＡ）含量。
１．４．４　平均体重　分别于免疫当天（７日龄）、首
免后第１４（２１日龄）、２８天（３５日龄），每组随机抽

取１０只，称取体重，计算平均体重。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和统计分析。以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程序计算各组各项指标平均数和标准差，
用ＬＳＤ（最小显著级差）法和 Ｄｕｎｃａｎ＇ｓ多重比较对
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均以均数 ±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２　结 果

２．１　血清抗体效价　由表２可知，７日龄时，各组
新城疫抗体效价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除７日
龄外不同时间点疫苗对照以及给药组抗体效价均

大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新城疫疫苗免疫
成功。１４日龄，低剂量组、高剂量组与疫苗对照组
抗体效价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中剂量组抗体效
价明显高于疫苗对照（Ｐ＜０．０５）。２１日龄、２８日
龄、３５日龄，低剂量组抗体效价相比于疫苗对照组
有升高趋势但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中剂量
组、高剂量组抗体效价明显高于疫苗对照组

（Ｐ＜０．０５）。中剂量药物组与阳性药物组抗体效价
比较，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

表２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鸡血清新城疫抗体效价的影响（以ｌｏｇ２表示，ｎ＝１０）
组别 ７日龄 １４日龄 ２１日龄 ２８日龄 ３５日龄

药物低剂量组 ３．９±０．４８ａ ４．６±０．７０ｃ ５．１±０．８８ｃ ５．５±０．７１ｃ ５．６±０．５２ｃ

药物中剂量组 ３．８±０．４２ａ ５．８±０．６３ａ ６．８±０．４７ａ ８．２±０．６３ａ ７．７±０．６７ａ

药物高剂量组 ３．９±０．７４ａ ４．２±０．４２ｃ ６．２±０．９２ｂ ６．８±１．１４ｂ ６．５±１．１８ｂ

阳性药对照组 ３．８±０．５２ａ ５．２±０．４２ｂ ６．９±０．７４ａ ８．０±０．４７ａ ７．５±０．７１ａ

疫苗对照组 ３．８±０．４７ａ ４．４±０．５２ｃ ４．９±０．５７ｃ ５．４±０．８４ｃ ５．８±０．４２ｃ

空白对照组 ３．８±０．６３ａ ２．９±０．５７ｄ ２．６±０．５２ｄ ２．２±０．６３ｄ １．８±０．４２ｄ

同列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２．２　免疫器官指数　由表３可知，低剂量组胸腺
指数在２１日龄与空白对照组和疫苗对照组无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３５日龄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Ｐ＜０．０５），与疫苗对照组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中剂量组胸腺指数均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和疫苗

对照组（Ｐ＜０．０５）；高剂量组胸腺指数在２１日龄明
显高于空白对照组和疫苗对照组（Ｐ＜０．０５），３５日
龄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与疫苗对照组
无差异（Ｐ＞０．０５）。中剂量组胸腺指数与阳性药
物组基本相似（Ｐ＞０．０５）。

表３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鸡胸腺指数
的影响（ｍｇ／ｇ，ｎ＝１０）

组别 ２１日龄 ３５日龄

药物低剂量组 ３．４３９±０．２９９ｂ ３．６３８６±０．０９０７ｂｃ

药物中剂量组 ４．５９０±０．０８６ａ ４．１１５±０．３６１ａ

药物高剂量组 ４．３５２±０．１６３ａ ４．０１５±０．２５２ａｂｃ

阳性药对照组 ４．５４５±０．２７５ａ ４．０６７±０．２２８ａｂ

疫苗对照组 ３．２０４±０．１８１ｂ ３．５８０±０．２６４ｃｄ

空白对照组 ３．４７３±０．２９８ｂ ３．１６３±０．１４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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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４可知，低剂量组脾脏指数在２１日龄和
３５日龄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与疫苗对
照组组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中剂量组脾脏指数
在２１日龄和３５日龄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与疫苗
对照组（Ｐ＜０．０５）。高剂量组在２１日龄明显高于
空白对照组和疫苗对照组（Ｐ＜０．０５）；３５日龄明显
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与疫苗对照组无差异
（Ｐ＞０．０５）。２１日龄和３５日龄，高剂量组与阳性
药物组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中剂量组在３５
日龄与阳性药物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４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鸡脾脏指数
的影响（ｍｇ／ｇ，ｎ＝１０）

组别 ２１日龄 ３５日龄

药物低剂量组 ０．９０２±０．０３１ｃ １．０４３±０．０４９ｂ

药物中剂量组 １．０２３±０．０４２ａ １．１５９±０．０３８ａ

药物高剂量组 ０．９４８±０．０１７ｂ １．１２５±０．０８１ａｂ

阳性药对照组 ０．９７１±０．０１１ｂ １．１３９±０．０４１ａ

疫苗对照组 ０．８９１±０．０１６ｃ １．０３９±０．０２２ｂ

空白对照组 ０．８０９±０．０２４ｄ ０．８７６±０．０２２ｃ

　　由表５可知，低剂量组法氏囊指数在２１日龄
和３５日龄与空白对照组和疫苗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中剂量组法氏囊指数在 ２１日龄和
３５日龄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与疫苗对照组
（Ｐ＜０．０５）；高剂量组法氏囊指数在２１日龄显著高
于空白对照组和疫苗对照组（Ｐ＜０．０５），３５日龄显
著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与疫苗对照组无差
异（Ｐ＞０．０５）；２１日龄和３５日龄，高剂量组与阳性
药物组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中剂量组在３５
日龄与阳性药物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５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鸡法氏囊指数
的影响（ｍｇ／ｇ，ｎ＝１０）

组别 ２１日龄 ３５日龄

药物低剂量组 ２．３９０±０．０４５ｃ １．３０７±０．０４４ｂｃ

药物中剂量组 ２．８７５±０．０１７ａ １．４５２±０．０５７ａ

药物高剂量组 ２．７２３±０．０７４ｂ １．４１６±０．０６８ａｂ

阳性药对照组 ２．７８３±０．０６６ｂ １．４５４±０．１２６ａ

疫苗对照组 ２．３８６±０．０２１ｃ １．２８２±０．０４０ｂｃ

空白对照组 ２．３０８±０．０３２ｃ １．２５７±０．０８５ｃ

２．３　免疫球蛋白含量　由表６可知，低剂量组血
清免疫球蛋白Ｇ（ＩｇＧ）在２１日龄与空白对照组和
免疫对照组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３５日龄时明显

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与疫苗对照组无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中剂量组 ＩｇＧ在２１日龄和３５日
龄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与疫苗对照组（Ｐ＜０．０５）；
高剂量组ＩｇＧ在２１日龄与空白对照组和疫苗对照
组无差异（Ｐ＞０．０５），３５日龄均明显高于空白对照
组和疫苗对照组（Ｐ＜０．０５）；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
与阳性药物组ＩｇＧ含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６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鸡血清免疫
球蛋白Ｇ（ＩｇＧ）的影响（ｇ／Ｌ，ｎ＝１０）

组别 ２１日龄 ３５日龄

药物低剂量组 ２．０１±０．４７ｂｃ ２．７０±０．３５ｂ

药物中剂量组 ２．５６±０．２１ａ ３．７２±０．２０ａ

药物高剂量组 ２．２６±０．０８ａｂｃ ３．３４±０．２４ａ

阳性药对照组 ２．４４±０．１２ａｂ ３．６５±０．１８ａ

疫苗对照组 １．９２±０．２５ｃ ２．３６±０．１１ｂ

空白对照组 １．７８±０．２５ｃ １．６７±０．１９ｃ

　　由表７可知，低剂量组肠道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Ａ（ｓＩｇＡ）在 ２１和 ３５日龄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Ｐ＜０．０５），与 疫 苗 对 照 组 组 无 显 著 差 异
（Ｐ＞０．０５）；中剂量、高剂量组在２１日龄和３５日龄
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与疫苗对照组（Ｐ＜０．０５）；
中剂量组与阳性药物组相比 ｓＩｇＡ含量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表７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鸡肠道分泌型免疫
球蛋白Ａ（ｓＩｇＡ）的影响（ｍｇ／ｇ，ｎ＝１０）

组别 ２１日龄 ３５日龄

药物低剂量组 ４１４．３２±１４．７８ｃ ４０２．８２±１５．４６ｂ

药物中剂量组 ４８７．４５±２１．３２ａ ４５５．６５±１２．１６ａ

药物高剂量组 ４５２．８１±９．８２ｂ ４３８．３６±２０．７０ａ

阳性药对照组 ４９８．０６±１６．４５ａ ４３８．２５±２１．４２ａ

疫苗对照组 ３９４．３６±１１．５８ｃ ３９６．７４±１０．６２ｂ

空白对照组 ３５０．０６±１９．７２ｄ ３６２．６４±１３．２８ｃ

２．４　体重变化　由表８可知，７日龄时，各组之间
体重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低剂量组体重在２１
日龄与空白对照组和疫苗对照组对照组相比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３５日龄时，低剂量组体重明显
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０．０５），与疫苗对照组无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中剂量、高剂量组体重在２１日龄
和３５日龄均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与疫苗对照组
（Ｐ＜０．０５）。中剂量组和高剂量与阳性药物组相比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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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鸡体重的
影响（ｇ，ｎ＝１０）

组别 ７日龄 ２１日龄 ３５日龄

药物低剂量组 １６３．８５±２．２４ａ ７９４．８２±４２．２５ｂ１９７９．４６±３８．７６ｃｄ

药物中剂量组 １６３．６２±４．１０ａ ８５８．５４±２１．９４ａ ２１０５．３３±３２．４５ａ

药物高剂量组 １６４．０９±３．１２ａ ８５６．３０±１８．１０ａ２０２２．４２±２４．１８ｂｃ

阳性药对照组 １６４．２６±４．２７ａ ８５８．６６±３６．２３ａ２０７８．３１±３５．２２ａｂ

疫苗对照组 １６４．８３±３．５９ａ ８０２．２８±２５．１２ｂ１９３２．７４±２３．２５ｄｅ

空白对照组 １６５．１７±３．２４ａ ７８６．５７±２２．３６ｂ １８９２．４６±３２．１８ｅ

３　讨论与小结
３．１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 ＮＤ抗体效价的影响　
新城疫（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Ｄ）是由新城疫病毒引
起的一种急性、热性、败血性和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又称为禽副粘病毒１型（ＡＰＭＶ－１）［６］，其特征是
高热、呼吸困难、下痢和出现神经症状。新城疫是

危害鸡和最严重的疫病之一，易感鸡群一旦传入新

城疫，传 播很快，于数天内波及全群，造成毁灭性

流行，发病率和死亡率可达９０％以上，因此在集约
化的养鸡场提高新城疫疫苗的抗体效价显得尤为

必要。体液免疫是由 Ｂ细胞介导通过分泌抗体来
进行免疫应答，新城疫抗体水平是反应新城疫疫苗

免疫后鸡特异性免疫反应功能的指标［７］，多糖通过

与Ｂ淋巴细胞表面不同受体结合激活下游的信号
通路，从而激活 Ｂ淋巴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及抗
体［８］。刺五加多糖与 Ｂ淋巴细胞表面的 ｔｏｌｌ样受
体结合激活ＭＡＰＫｓ（ＥＲＫ２、ＪＮＫ和ｐ３８），从而激活
Ｂ淋巴细胞［９］。本研究表明，ＮＤ抗体效价在７日
龄到３５日龄低剂量组与免疫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中剂量组与免疫对照组相比抗体水平显著升高；高

剂量组在１４日龄到３５日龄与免疫对照组相比抗
体水平显著升高。表明党参多糖可溶性粉与新城

疫低毒力活疫苗配合使用，可显著提高鸡血清 ＮＤ
抗体效价，但党参多糖与Ｂ细胞膜上的哪些受体结
合，以及是否会使抗体效价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还

有待研究。

３．２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免疫球蛋白（ＩｇＧ）的
影响　免疫球蛋白 Ｇ（ＩｇＧ）在脾脏和淋巴结中合
成，主要分布在血清和组织液中，是抗细菌、抗毒素

和抗病毒抗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机体抗感染免

疫的过程中的重要物质基础，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

水平的检测是检验机体免疫状况的常用指标。多

糖的添加可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从而使血清中

ＩｇＧ含量升高［１０］。在 ２１日龄中剂量组与疫苗对照
组相比血清中ＩｇＧ有显著升高，２１日龄、３８日龄中
剂量、高剂量与疫苗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表明党

参多糖可溶性粉可以明显增加血清中 ＩｇＧ的含量，
从整体上看中剂量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免疫增强效

果最好，提示中药多糖的生物活性不是剂量越大越

好。

３．３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免疫器官指数及体重的
影响　胸腺、脾脏和法氏囊是鸡主要的免疫器官。
胸腺与细胞免疫有关，脾脏与细胞和体液免疫均有

关系，法氏囊是禽类的中枢免疫器官，可产生 Ｂ淋
巴细胞从而产生特异性抗体来完成特定的免疫应

答。大量研究表明，多糖可提高鸡免疫器官

指［１１－１３］。本研究表明，免疫器官指数在２１日龄、
３５日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在７
日龄各药物组肉仔鸡体重与疫苗对照组对照组无

显著差异，２１、３５日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显著高于
对照组。表明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肉仔鸡免疫器

官发育及肉仔鸡体重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中

剂量和高剂量党参多糖粉效果比较明显。

３．４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对泌型免疫球蛋白 Ａ
（ＳＩｇＡ）的影响　肠消化管内含有弥散淋巴组织、孤
立淋巴小结、集合淋巴小结以及淋巴细胞、巨噬细

胞和浆细胞等，它们参与构成机体免疫防御的第一

道防线，当消化管的黏膜受到抗原的作用后，其黏

膜内的淋巴组织随即产生免疫应答并向消化管内

分泌免疫球蛋白，即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Ａ（ＳＩ
ｇＡ）［１４］。ＳＩｇＡ作为粘膜免疫的主要效应因子，不仅
能抗细菌抗病毒，而且在肿瘤的发生中也起着重要

作用［１５－１６］。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植物多糖可调节

肠道粘膜免疫。张芳毓［１７］等人证明人参茎叶多糖

可提高雏鸡小肠 ＳＩｇＡ的分泌量；乌贼墨多糖可增
加小鼠肠道内ＳＩｇＡ的分泌量［１８］。本研究表明，ＳＩ
ｇＡ在２１日龄、３５日龄中剂量和高剂量明显高于对
照组，且疫苗对照组明显高于空白组，证明疫苗免

疫后可提高 ＳＩｇＡ的分泌量，配合党参多糖可溶性
粉使用则可使分泌量提高。提示党参多糖可溶性

粉可明显提高肉仔鸡肠内 ｓＩｇＡ的分泌量，表明党
参多糖可溶性粉可增强肉仔鸡的肠粘膜免疫功能。

党参多糖可溶性粉与新城疫疫苗配合使用可

增强疫苗效果，并且对免疫系统有一定的调节作

用，且中剂量推荐为最适临床用量。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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