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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药效学、药动学、毒理学等多个方面对盐酸沃尼妙林在家禽上的应用及国内外主要研

究进展进行对比概述，分析了盐酸沃尼妙林对于家禽的安全性、有效性等情况，以期为临床用药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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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尼妙林（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是截短侧耳素（ｐｌｅｕｒｏ⁃

ｍｕｔｉｌｉｎ）类的新一代动物专用半合成抗生素，属于

二萜烯类，与泰妙菌素同属一类。 沃尼妙林具有抗

菌活性强，抗菌谱广等特点，其可以通过结合病原

微生物核糖体上的 ５０Ｓ 亚基，抑制病原微生物蛋白

质的合成，从而达到抗菌作用［１ － ２］。 １９８４ 年，该药

由 Ｓａｎｄｏｚ 公司首次合成，且主要用于猪细菌性疾病

的防治［３］。 １９９９ 年，欧盟批准了瑞士诺华公司的

·２７·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５３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盐酸沃尼妙林预混剂，商品名为 Ｅｃｏｎｏｒ，主要用于

预防和治疗由猪痢疾短螺旋体感染引起的猪痢疾

以及由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猪地方性肺炎［４］。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欧盟批准增加了沃尼妙林的适应症，可

用于预防结肠菌毛样短螺旋体感染引起的猪结肠

螺旋体病（猪结肠炎 ｃｏｌｉｔｉｓ）和由胞内劳森菌引起

的猪增生性肠炎（猪回肠炎 ｉｌｅｉｔｉｓ） ［５］。

关于盐酸沃尼妙林，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不同

靶动物上开展了药动学、药效学、分布及代谢的若

干研究，其中涉及到的动物有大鼠［６］、犬［６］、肉

鸡［７ － ８］、番鸭［９］、猪［１０ － １１］ 和蛋鸡［１２］，并取得了一定

的研究成果。 目前该药仅被批准用于猪和兔，尚未

获批应用于家禽。 基于此，本文就盐酸沃尼妙林在

家禽上的主要研究结果进行相关概述。

１　 基础信息

为保证沃尼妙林的稳定性，临床上一般常用其

盐酸盐形式，即盐酸沃尼妙林。 盐酸沃尼妙林的分

子式为 Ｃ３１Ｈ５３ＣｌＮ２Ｏ５ Ｓ，相对分子量为 ６０１ ３，呈白

色或淡黄色结晶性粉末状，有引湿性，在水、无水乙

醇中易溶，在叔丁基甲醚中不溶，比旋度为 ＋ １５ ５ ～

＋ １８°，ｐＨ 值为 ３ ０ ～ ６ ０。 盐酸沃尼妙林对存放环

境的要求较为严格，当光照或湿度较大时，其稳定

性较差，因此，需要在密封、避光、干燥条件下贮藏，

其制剂一般采用包被技术［１３］。

２　 药效学

盐酸沃尼妙林的抗菌谱较广，抗菌活性比较强，

主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等革兰氏阳性菌、肺

炎支原体、螺旋体等有较强抑制作用，但是对革兰氏

阴性菌，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抗菌活性较弱。

Ｈａｎｎａｎ 等［１］研究发现，盐酸沃尼妙林对猪肺炎支

原体的ＭＩＣ 值为０ ０００５ μｇ ／ ｍＬ，对猪滑液支原体的ＭＩＣ

值为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５ μｇ ／ ｍＬ；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Ｍ等［１４］发现该药

对猪痢疾短螺旋体的ＭＩＣ 值为０ ０１６ ～１ μｇ ／ ｍＬ。

多位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的鸡毒支原体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ｃｅｐｔｉｃｕｍ，ＭＧ）进行分离后，测定

其对不同药物的敏感性，结果发现：泰乐菌素、泰妙

菌素、多西环素是临床防治支原体的高敏感性药

物［１５ － １８］。 另外，Ｊｏｒｄａｎ 等［１９］研究发现，盐酸沃尼妙

林对不同 ＭＧ 分离株的 ＭＩＣ 值 ＜ ０ ００８ μｇ ／ ｍＬ，低

于泰妙菌素、泰乐菌素、恩诺沙星及林可霉素 ／大观

霉素的 ＭＩＣ 值，因此可知，盐酸沃尼妙林在临床防

治支原体方面敏感性更高。 隋兆峰等［２０］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期间研究了从山东不同地区分离鉴定的 ３３

株 ＭＧ，并对其耐药性进行测定，结果显示，盐酸沃

尼妙林、延胡索酸泰妙菌素、多西环素敏感性最高，

ＭＩＣ 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８、０ １６７ 和 ０ ２９ μｇ ／ ｍＬ。

结合以上研究结果，综合分析后认为盐酸沃尼妙林

可以用于预防及治疗由 ＭＧ 感染引起的家禽慢性

呼吸道疾病。

Ｊｏｒｄａｎ 等［１９］认为，对于预防性治疗由 ＭＧ 引起

的疾病，可以长期给予相对较低的剂量，饮水中的

添加量为 ５０ ～ ５００ ｍｇ ／ Ｌ 的盐酸沃尼妙林时会有比

较明显的临床效果，建议最佳添加量的范围为

１００ ～ ３００ ｍｇ ／ Ｌ。 孟志敏等［２１］ 通过体外抑菌试验

证实，盐酸沃尼妙林与延胡索酸泰妙菌素均对鸡毒

支原体 ＭＧ Ｓ６ 有抑制作用，且盐酸沃尼妙林（ＭＩＣ

值为 ０ ００７５ μｇ ／ ｍＬ）的抑制作用优于延胡索酸泰

妙菌素（ＭＩＣ 值为 ０ ０１５ μｇ ／ ｍＬ）；同时，其人工感

染鸡后的治疗试验结果显示，盐酸沃尼妙林治疗鸡

慢性呼吸道病的效果优于延胡索酸泰妙菌素，临床

推荐剂量为 １６０ ｍｇ ／ Ｌ（以盐酸沃尼妙林计）时，能

明显提高感染鸡的成活率及平均增重，显著降低气

囊的病理损伤程度及抗体检出率。

Ｎａｎ Ｚ 等［２２］ 采用突变选择窗（ＭＳＷ）测定法研

究了 ５ 种药物诱导产生抗药性的倾向，结果显示盐

酸沃尼妙林的 ＭＰＣ ／ ＭＩＣ９９比值最低。 该指数越低，

ＭＳＷ 越窄，说明盐酸沃尼妙林在临床使用过程中

产生耐药菌株的可能性越小，从而说明盐酸沃尼妙

林相较于其他抗支原体药物更适合用于临床上对

ＭＧ 的预防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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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滑液囊支原体病又称传染性滑膜炎，是由鸡

滑液囊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ｓｙｎｏｖｉａｅ，ＭＳ）所引起的

蛋鸡和肉鸡的一种急性或慢性呼吸道和滑液囊传

染病。 目前该病主要发生在肉鸡和肉种鸡上，蛋鸡

发生该病的几率很小，死亡率和发病率不高，但是

该病对肉鸡的生产性能和蛋鸡的产蛋率影响较大。

石晓磊［２３］通过微量稀释法筛选敏感药物时发现，

ＭＳ 分离株对酒石酸泰万菌素、酒石酸泰乐菌素、盐

酸沃尼妙林等药物最为敏感，认为药物治疗是控制

已感染鸡群的最佳方案。 刘轶秋等［２４］ 通过体外抑

菌试验表明，恩诺沙星与盐酸沃尼妙林联合表现出

无相关作用，为临床联合用药提供了指引。

３　 药动学

目前关于盐酸沃尼妙林应用于家禽体内药动

学方面的报道有限，欧洲药品评价局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ＥＭＡ）对盐酸沃尼妙林在动物体

内的药动学过程做了简单说明：盐酸沃尼妙林在动

物体 内 吸 收 迅 速， 分 布 广 泛， 生 物 利 用 度 接

近 １００％ 。

据 ＥＭＡ 报道，猪内服给药时，沃尼妙林血药浓

度达峰时间（Ｔｍａｘ）在 １ ～ ４ ｈ，血浆半衰期（ ｔ１ ／ ２β）

为 １ ３ ～ ２ ７ ｈ；血浆药物浓度与给药剂量呈线性关

系，存在肝肠循环，首过效应明显，而且给药途径对

血浆浓度影响较大，同时沃尼妙林在肺组织中有较

高的药物浓度，一般高出血浆浓度几倍，其发挥作

用的靶器官主要为肺［６］。

盐酸沃尼妙林在肉鸡［７］、番鸭［９］、蛋鸡［１２］ 体内

的药动学也有相关研究报道，三项研究均采用单剂

量静注、肌注、口服动物给药，给药剂量（以沃尼妙

林计）分别为 １０、１５ 和 １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口服给药后

三者的药动学数据如下： ｔ１ ／ ２β 分别为 ６ ７０ ± ０ ６３、

４ ８３ ± １ ８１、５ ４４ ± ２ ７７ ｈ，根据研究结果的消除半

衰期可以看出，在鸡鸭体内，盐酸沃尼妙林属于快

速消除药物。 Ｔｍａｘ 分别为 １ ３８ ± ０ ２１、１ ８０ ± ０ ６８、

１ ０４ ± ０ ０３ ｈ，达峰浓度 Ｃｍａｘ 分别为 ０ ８１ ± ０ ０８、

０ １２ ± ０ ０２ 和 １ ０ ± ０ ３ μｇ ／ ｍＬ，与曾东平［２５］ 给猪

按 １０ 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口服盐酸沃尼妙林包衣制剂时

Ｔｍａｘ为 １ ７０ ± ０ ０４ ｈ、Ｃｍａｘ为 １ ３５ ± ０ ０６ μｇ ／ ｍＬ 相

比，说明了盐酸沃尼妙林在家禽和猪体内的吸收速

度相类似，但在猪体内的吸收程度要比在家禽高。

血药浓度 －时间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 分别为 ６ １２ ±０ ６７、

１ ０５ ± ０ １７ 和 １ ０５ ± ０ １７ ｕｇ·ｈ ／ ｍＬ，绝对生物利

用度 Ｆ 分别为：７４ ４２％ 、３６ ６８％ 、５２ ６４％ 。 由以

上主要药动学参数可以看出，盐酸沃尼妙林在家禽

体内与猪体内一样吸收迅速，且分布广泛，虽然在

家禽体内的生物利用度低于猪，但临床使用效果较

好。 Ｗａｎｇ Ｒ［７］和 Ｓｕｎ Ｆ［１２］ 等研究采用口服给药研

究时，盐酸沃尼妙林药时曲线出现双峰 ／多峰现象，

血药浓度较低，但有效血药浓度维持时间较长。

Ｘｉａｏ Ｘ 等［２６］ 通过体内药动药效（ＰＫ ／ ＰＤ）同步

模型来研究盐酸沃尼妙林对 ＭＧ 的药效作用特征。

经计算，最终推荐对于 ＭＩＣ９０等于或低于 ０ ０２４ ｍｇ ／ Ｌ

的机体，可达到杀菌效果及消除 ＭＧ 效果的剂量浓

度为 １２ ４ 和 １８ ３ ｍｇ·ｋｇ －１·ｄ －１。

４　 药物残留

关于盐酸沃尼妙林在家禽体内的药物残留情

况，Ｒｕｉ Ｗ［２７］、Ｓｕｎ Ｊ［９］、Ｓｕｎ Ｆ［１２］ 等也开展了相关研

究，三项研究中均采用多剂量口服给药，给药剂量

（以沃尼妙林计）分别为 １０、１５ 和 １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试验

动物分别为肉鸡、番鸭、蛋鸡。 三者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盐酸沃尼妙林在家禽各组织中的残留分布不均，

在组织分布中广泛，尤其是肺脏中含量最高，是药物

作用的靶器官；各组织中的盐酸沃尼妙林在 ４ ～ １２ ｈ

之间消除迅速，其残留浓度高低顺序为：肺 ＞肝 ＞肾

＞皮脂 ＞肌肉。 根据盐酸沃尼妙林在家禽体内的药

物动力学特征和组织中的残留消除特点，对家禽多

剂量（１０ ～ １５ ｍｇ ／ ｋｇ·ｂｗ）口服盐酸沃尼妙林后，均

建议休药期为 ２ ｄ。

于倩倩等［２８］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

法（Ｕ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建立了检测猪肉样品中盐酸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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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５３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尼妙林残留的方法，方法简便迅速且稳定准确，可

为其它靶动物的肌肉残留检测提供一定的理论指

导。 毕言锋等［２９］ 通过给大鼠口服盐酸沃尼妙林

（２０ ｍｇ ／ ｋｇ），采集给药前后尿液样品，通过利用超

高效液相色谱 ／四级杆 －飞行时间质谱（ＵＰＬＣ ／ Ｑ －

ＴＯＦ ＭＳ）对大鼠体内的代谢产物进行分析，最终鉴

定了 ５ 种代谢产物，经分析发现该药物是通过母核

羟基化和侧链硫醚键氧化产生代谢，同时表明，大

鼠口服盐酸沃尼妙林后，药物在体内可迅速代谢，

母核羟基化是该药物代谢的主要途径。 但是关于

盐酸沃尼妙林在家禽体内代谢物的研究，目前尚无

相关文献报道。

５　 毒理学

根据上述药效、药动学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口

服盐酸沃尼妙林制剂时，１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以盐酸沃尼

妙林计）的给药剂量对一般家禽是有效的。 但此剂

量下的动物组织的病理变化及更高剂量的安全性

尚无系统的研究结果呈现。 李朋朋［３０］ 开展了盐酸

沃尼妙林在猪体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研究，其靶

动物安全性试验结果表明，临床推荐 １０ 倍剂量应

用时，对猪的采食量、日增重及血液生化指标有一

定影响，但未达到显著差异。

ＥＭＡ 报道［６］，猪每天拌料饲喂 ７５ ｍｇ ／ ｋｇ ｂｗ

（以盐酸沃尼妙林计），连用 ２８ ｄ 后观察发现，猪的

健康状况良好、粪便无异常、增重正常且没有观察

到任何毒性反应。 急性毒性研究结果显示，盐酸沃

尼妙林毒性低，大鼠口服半数致死量（ＬＤ５０）的范围

是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雌、雄小鼠的 ＬＤ５０分别是

１４８２ 和 １７１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 盐酸沃尼妙林中毒的明

显症状有活动量减少、竖毛、共济失调、呼吸困难

等。 亚慢性毒性试验结果显示：给大鼠每日口服 ０、

１、２０、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的盐酸沃尼妙林，连用 １３ 周后

发现，最高剂量组（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导致大鼠体重及

食欲明显下降，生化指标呈明显异常变化，剖检后

可见肝损伤及甲状腺滤泡上有增生。 盐酸沃尼妙

林对兔的毒性较大，但毒理作用机理尚不清楚。 由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盐酸沃尼妙林对动物的毒性可

能具有种属差异性。

Ｂｏｘａｌｌ 等［３１］应用模型预测了盐酸沃尼妙林在

土壤、地下水中的环境浓度，从而评估该药的环境

风险，其结果表明盐酸沃尼妙林不存在环境风险。

６　 展 望

盐酸沃尼妙林的抗菌活性较强，明显优于泰妙

菌素、泰乐菌素等常用支原体防治药物，作为一种

优良的动物专用抗生素，不仅能够防治疾病，而且

具有无毒、无残留、无污染等优点，其在家畜（猪）的

临床应用效果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目前在家禽

上的应用虽然没有获批，但在家禽上的探索性研

究，相关体内和体外试验结果均已确认了该药对鸡

毒支原体、滑液囊支原体十分敏感，由鸡毒支原体

引发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及滑液囊支原体引起关节

炎的临床疗效也已经通过试验得到了确认。 随着

防治家禽支原体药物耐药性的逐渐凸显，盐酸沃尼

妙林在家禽上的合法使用也越来越被养殖者所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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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０１， ２（１）： ５９ － ６５

［１５］ 孔意端， 林居纯， 陈继荣， 等  鸡毒支原体不同地区分离株

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试验［ Ｊ］  动物医学进展， ２００８

（６）：３５ － ３８

Ｋｏｎｇ Ｙ Ｒ， Ｌｉｎ Ｊ Ｃ， Ｃｈｅｎ Ｊ Ｒ， ｅｔ 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ｐｔｉｃｕｍ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２００８（６）：３５ － ３８

［１６］ 牛家强， 徐业芬， 胡思顺， 等  藏鸡鸡毒支原体的分离鉴定

及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试验［Ｊ］ 中国兽医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１（１１）：２０８４ － ２０８７

Ｎｉｕ Ｊ Ｑ， Ｘｕ Ｙ Ｆ， Ｈｕ Ｓ Ｓ，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ｐｔｉｃｕｍ ｆｒｏｍ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３１（１１）：２０８４ － ２０８７

［１７］ 吴清民， 杨秀玉， 沈志强， 等  鸡毒支原体的分离鉴定和最

低抑菌浓度测定［ Ｊ］  中国预防兽医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５ （４）：

３０９ － ３１２

Ｗｕ Ｑ Ｍ， Ｙａｎｇ Ｘ Ｙ， Ｓｈｅｎ Ｚ Ｑ，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ｔ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３， ２５（４）：３０９ － ３１２

［１８］ 林居纯， 曾振灵， 吴聪明  鸡毒支原体的耐药性调查［Ｊ］ 中

国兽医杂志， ２００８， ４４（８）：４０ － ４１

Ｌｉｎ Ｊ Ｃ， Ｚｅｎｇ Ｚ Ｌ， Ｗｕ Ｃ Ｍ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ｔｉｃｕｍ［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８，

４４（８）：４０ － ４１

［１９］ Ｊｏｒｄａｎ Ｆ， 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 Ｃ， Ｒｉｐｌｅｙ Ｐ Ｈ， ｅｔ ａｌ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ｖｉｖｏ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 ｔｙｌｏｓｉｎ， ｅｎ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ｃｏｍｙｃｉｎ ／

ｓｐｅｃｔｉｎｏｍｙｃｉ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ｐｔｉｃｕｍ［ Ｊ］ Ａｖｉａｎ Ｄｉｓ，

１９９８， ４２（４）： ７３８ － ７４５

［２０］ 隋兆峰， 张侃吉， 徐建义， 等  山东地区鸡毒支原体分离鉴

定及耐药性监测［Ｊ］ 中国家禽， ２０１６， ３８（１４）：５１ － ５４

Ｓｕｉ Ｚ Ｆ， Ｚｈａｎｇ Ｋ Ｊ， Ｘｕ Ｊ Ｙ，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ｐｔｉｃ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ｕｌｔｒｙ， ２０１６， ２８（１４）：５１ － ５４

［２１］ 孟志敏， 牛小飞， 李连缺， 等  盐酸沃尼妙林可溶性粉对人

工感染鸡慢性呼吸道病的疗效试验［ Ｊ］  黑龙江畜牧兽医，

２０１３（１９）：１３６ － １３９

Ｍｅｎｇ Ｚ Ｍ， Ｎｉｕ Ｘ Ｆ， Ｌｉ Ｌ Ｑ，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３（１９）：１３６ － １３９

［２２］ Ｎａｎ Ｚ， Ｘｉａｏｍｅｉ Ｙ， Ｙｕｚｈｉ Ｗ，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ｔａ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ｐｔｉｃｕｍ ｂｙ ｄａｎ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 ｔｉｌｍｉｃｏｓｉｎ， ｔｙｌｖａｌｏｓｉ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７， １２（１）：ｅ０１６９１３４

［２３］ 石晓磊 鸡滑液囊支原体的分离鉴定及其活疫苗免疫效果的

评价［Ｄ］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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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 Ｘ 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ｓｙｎｏｖｉａ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ｉｖ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Ｄ］ ２０１８

［２４］ 刘轶秋， 薛青红， 张 媛， 等  恩诺沙星及其他抗菌药对鸡滑

液囊支原体的体外联合抑菌试验［ Ｊ］  中国家禽， ２０１３， ３５

（２２）：１３ － １６

Ｌｉｕ Ｙ Ｑ， Ｘｕｅ Ｑ Ｈ， Ｚｈ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ｓｙｎｏｖｉａｅ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ｕｌｔｒｙ， ２０１３， ３５（２２）：

１３ － １６

［２５］ 曾东平， 严 楚， 孙永学， 等  沃尼妙林在猪体内的生物

利用度及药代动力学研究［ Ｊ］  中国兽医科学， ２０１０（１０）：

１０７６ － １０７９

Ｚｅｎｇ Ｄ Ｐ， Ｙａｎ Ｃ， Ｓｕｎ Ｙ Ｘ，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 ｉｎ ｐｉｇ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７６ － １０７９

［２６］ Ｘｉａｏ Ｘ， Ｓｕｎ Ｊ， Ｃｈｅｎ Ｙ， ｅｔ ａｌ Ｅｘ ｖｉｖ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ｐｔｉｃｕｍ Ｓ６ ｉｎ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ａｌｌｉｓｅｐｔ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Ｊ］  Ｔｈ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２０４

（１）：５４ － ５９

［２７］ Ｒｕｉ Ｗ， Ｌｉ Ｇｕｏ Ｙ， Ｌｉ － Ｍｉｎ Ｈ，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ｂｙ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

ｇｒａｐｈｙ －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０， ３８（７）：１０３１ － １０３５

［２８］ 于倩倩， 汪 霞， 李一婧， 等  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

快速检测猪肉中的沃尼妙林残留［Ｊ］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１，

４５（４）：２４ － ２７

Ｙｕ Ｑ Ｑ， Ｗａｎｇ Ｘ， Ｌｉ Ｙ Ｊ，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ｐｏｒｋ ｂｙ ｕｌｔｒ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２０１１，４５（４）： ２４ － ２７

［２９］ 毕言锋， 孙 雷， 李 丹， 等  ＵＰＬＣ ／ Ｑ － ＴＯＦ ＭＳ 鉴定沃尼妙林

在大鼠体内的代谢产物［Ｊ］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１， ４５（１０）：

１２ － １５

Ｂｉ Ｙ Ｆ， Ｓｕｎ Ｌ， Ｌｉ Ｄ，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ｒａｔ ｕｓｉｎｇ ＵＰＬＣ ／ Ｑ － ＴＯＦ Ｍ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２０１１， ４５（１０）：１２ － １５

［３０］ 李朋朋 盐酸沃尼妙林在猪体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试验研

究［Ｄ］ 华中农业大学， ２０１１

Ｌｉ Ｐ 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ｎｅｍｕｌｉｎ

ｉｎ ｐｉｇｓ［Ｄ］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

［３１］ Ｂｏｘａｌｌ Ａ Ｂ Ａ， Ｏａｋｅｓ Ｄ， Ｒｉｐｌｅｙ Ｐ，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ｒ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０， ４０（７）：７７５ －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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