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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复方中草药与鼠李糖乳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共发酵产物

对鸡球虫病的治疗效果，将复方中草药（青蒿、常山、白头翁、仙鹤草、槐花、黄芩、甘草）与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共发酵 １２ ｈ，患球虫病雏鸡灌服共发酵产物，连续用药 ５ ｄ，观察雏鸡临床症状，并检测各组雏鸡的

相对增重率，盲肠病变记分，制作盲肠病理切片，计算每克粪便卵囊值（ＯＰＧ）及各组药物抗球虫指

数（ＡＣＩ）。 结果表明，服用复方中药发酵制剂后的感染球虫的雏鸡体重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发酵产物可以明显减轻盲肠病理变化，同时可以降低受感染雏鸡卵囊的排出量；发酵产物组

的 ＡＣＩ 为 １３０． ５９，达到中等抗球虫水平。 复方中草药与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共发酵提高了中药对鸡球虫

病的治疗效果，为益生菌中药发酵治疗球虫病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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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ｃｈｉｃｋｓ． Ｔｈｅ ＡＣＩ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１３０． ５９，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ｔｉｃｏｃｃｉｄ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ｃｏ －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ｃｏｃｃｉｄｉ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ａｙｓ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ｃｏｃｃｉｄｉｏ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ｃｃｉｄｉｏｓｉｓ；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ｆ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Ｉ；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球虫病（ｃｏｃｃｉｄｉｏｓｉｓ）是鸡主要的寄生虫病，能够

造成雏鸡死亡、吸收不良、饲料利用率低和生长迟

缓［１］。 目前，药物和活疫苗是控制球虫病的主要措

施，但是，由于长期使用药物和疫苗费用高昂，需要

研发更有效和更安全地控制鸡球虫病的策略［２］。
中药具有无耐药性、成本低廉等优点，已经在多种

原虫感染中发挥出较好的治疗作用，如利什曼原

虫、阿米巴原虫、锥虫和隐孢子虫等。 益生菌发酵

中药一方面可以使中药释放出更多的有效成分，降
低药物中原有的毒副作用，提高中药的适口性；另
一方面益生菌也可以通过调节肠道环境、分泌活性

分子、调节宿主免疫［３］ 等方式发挥抗寄生虫作用。
本实验将具有抗球虫作用的复方中药与鼠李糖乳

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共发

酵，并评价发酵产物的抗球虫效果，旨在应用乳杆

菌促进中药释放有效成分，提高中药抗球虫效果，
为鸡球虫病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菌株、虫株 　 鼠李糖乳杆菌 （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ＡＴＣＣ５３１０３，由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

技术学院动物微生态实验室保存，柔嫩艾美耳球虫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孢子化卵囊由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

技术学院动物寄生虫实验室保存。
１． ２　 复方中药液的制备 　 本实验的中药方剂为：
青蒿（２０％ ）、常山（２０％ ）、白头翁（１５％ ）、仙鹤草

（１５％ ）、槐花（１０％ ）、黄芩（１０％ ）、甘草（１０％ ）。
取复方中药 ５００ ｇ，加入 ５ 倍体积蒸馏水进行煎煮

４０ ｍｉｎ，取出药液后再加入 ５ 倍体积蒸馏水煎煮 ４０
ｍｉｎ 反复 ３ 次，将 ３ 次所得药液过滤后放入 ８０ ℃烘

干箱内，将药物浓缩成 １． ００ ｇ ／ ｍＬ 药液，即每 ｍＬ 相

当于生药 １ ｇ，药液灭菌后放入 ４ ℃冰箱保存备用。
１． ３　 制备复方中药与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共发酵产物　
２５０ ｍＬ 容量瓶加入 １００ ｍＬ 复方中药液、４ ｍＬ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菌液（５ × １０８ＣＦＵ ／ ｍＬ）转速为 ８０ ｒ ／ ｍｉｎ、
３７ ℃条件下培养 １２ ｈ，获得共发酵产物。
１． ４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将 ３０ 只 １ 日龄雏鸡

随机分成 ６ 组，每组 ５ 只。 雏鸡于 １３ 日龄经口接

种 ５ × １０４个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 孢子化卵囊。 之后，每日观

察雏鸡状态，当雏鸡出现精神不振、腹泻血便时按

表 １ 中处理方法进行治疗，每天给药一次，连续治

疗 ５ ｄ，之后处死雏鸡检测各项指标。

表 １　 实验处理与分组

Ｔａｂ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组别 攻虫（１３ 日龄） 治疗

空白对照组

地克珠利组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 ５ × １０４个 ／ 只 ２‰饮水给药

发酵产物组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 ５ × １０４个 ／ 只 发酵产物 ２００ μＬ ／ 只

复方中药组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 ５ × １０４个 ／ 只 中药液 ２００ μＬ ／ 只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组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 ５ × １０４个 ／ 只
每只灌服

ＬＧＧ ２ × １０８ ＣＦＵ

攻虫组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 ５ × １０４个 ／ 只 ＰＢＳ ２００ μＬ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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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体重　 分别记录接种球虫卵囊时雏鸡体重作

为初重，试验结束时雏鸡体重作为末重，二者相差

体重数值与组内存活雏鸡数量比值为平均增重。
１． ６　 盲肠病变计分　 试验计算盲肠病变记分方法

采用 Ｒｅｉｄ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计分法，该方法有 ５ 个等级的

盲肠病变，其病变程度逐渐加深，分别用 ０ ～ ４ 分来

对应，０ 分：肉眼观察盲肠病理变化不明显；１ 分：盲
肠中内容物无血色出现，肠壁并没有增厚但可见少

量出血点；２ 分：盲肠中内容物带有血迹且肠壁出

现增厚现象；３ 分：盲肠中内容物带有明显血迹，肠
壁水肿增厚，肠道严重臌气；４ 分：可见盲肠芯，肠
道肿胀严重，粪便为血红色呈结块状。
１． ７　 粪便内卵囊数（ＯＰＧ 计数） 　 试验使用的是麦

克马斯特的方法来进行粪便中卵囊值的计算。 取各

组雏鸡粪便 ２ ｇ，用 ５８ ｍＬ 饱和食盐水混匀，用麦克

马斯特计数板在显微镜下记录卵囊数量。 每克粪便

卵囊数（ＯＰＧ） ＝显微镜下记录卵囊数量 ×１００。
１． ８　 抗球虫指数（ＡＣＩ） 　 ＡＣＩ 是评价各类物质抵

抗艾美耳球虫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ＡＣＩ ＝ （相对增

重率 ＋ 存活率） － （卵囊值 ＋ 病变值）。 相对增重

率 ＝各个试验组雏鸡增重 ／空白对照组雏鸡增重 ×
１００％ ；存活率 ＝各组雏鸡的存活数 ／各组雏鸡总数

× １００％ ；病变值 ＝雏鸡盲肠病变计分 × １０；卵囊值

计算方法： 雏鸡卵囊比数（％ ） ＝ 空白对照组雏鸡

ＯＰＧ ／各个试验组雏鸡 ＯＰＧ × １００％ ，卵囊值评价标

准见表 ２。

　 　 ＡＣＩ 评价标准：（１）若 ＡＣＩ ＜ １２０ 时，说明达不

到抗球虫的效果；（２）若 １２０≤ＡＣＩ ＜ １６０，说明能够

达到中等抗球虫效果；（３）若 １６０≤ＡＣＩ ＜ １８０，说明

能够达到良好抗球虫效果；（４）若 ＡＣＩ ＞ １８０，说明

达到优秀的抗球虫效果。

表 ２　 卵囊值计算方法

Ｔａｂ ２　 Ｏｏｃｙｓ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卵囊比数 卵囊值

卵囊比数为 ０％ ～１％ 卵囊值 ０

卵囊比数为 １％ ～２５％ 卵囊值 ５

卵囊比数为 ２６％ ～５０％ 卵囊值 １０

卵囊比数为 ５１％ ～７５％ 卵囊值 ２０

卵囊比数为 ７６％ ～１００％ 卵囊值 ４０

１． ９　 病理组织学变化 　 处死雏鸡，分离盲肠，经
１０％甲醛固定、ＨＥ 染色后，用显微镜观察各组雏鸡

盲肠病理组织学变化。
１． １０　 试验数据分析　 将实验所得数据进行记录

后，用 ＧｒａｐｈＰｒｉｓｍ５． ０ 和 ＳＰＳＳ １１． ５ 软件分析处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体重变化　 由表 ３ 可知，雏鸡 １３ 日龄攻虫后

第五天临床症状明显，连续用药 ５ ｄ 后检测抗球虫

各项指标。 体重变化结果显示，地克珠利组雏鸡平

均增重显著高于各处理组（Ｐ ＜ ０． ０５ 或 Ｐ ＜ ０． ０１）。
发酵产物组雏鸡与攻虫组相比平均增重显著升高

（Ｐ ＜ ０． ０５），但与复方中药组和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相比

差异不显著。

表 ３　 接种球虫后各组雏鸡的体重变化

Ｔａｂ ３　 Ｃｈｉｎｋｅｎ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ｃｃｉｄｉｏｓｉｓ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组别 初重 ／ ｇ 末重 ／ ｇ 平均增重 ／ ｇ 相对增重率 ／ ％

空白对照组 １００． ８０ ± ２． ７０ １８８． ２０ ± ８． ８４ａ ８７． ４０ １００

地克珠利组 １０３． ００ ± １． ００ １７７． ６０ ± ９． ７２ｂ ７４． ６０ ８５． ３５

发酵产物组 ９９． ２０ ± ２． ４９ １６４． ４０ ± ９． ８４ｃ ６５． ２０ ７４． ５９

复方中药组 １０１． ２０ ± １． ６４ １６０． ４０ ± ７． ８９ｃ ５９． ２０ ６７． ７３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组 １００． ６０ ± ０． ８９ １５５． ７５ ± ７． ９７ｃｄ ５５． １５ ６３． １０

攻虫组 １０１． ４０ ± １． １４ １４８． ５０ ± １２． ２８ｄ ４７． １０ ５３． ８９

２． ２　 盲肠病变计分　 由表 ４ 和图 １ 可知，处死雏

鸡后分离盲肠，观察病变程度并计算出病变值。 结

果显示，攻虫组盲肠肿胀，有血液凝块和栓塞的现

象，发酵产物组、复方中药组、雏鸡盲肠壁出现少量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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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点，盲肠壁增厚，发酵产物组与攻虫组相比差

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表 ４　 盲肠病变记分

Ｔａｂ ４　 Ｃｅｃ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ｓ
组别 盲肠病变记分 病变值

空白对照组 ０ ０

地克珠利组 １． ８０ ± ０． ４５ｄ １８

发酵产物组 ２． ４０ ± ０． ４５ｂｃ ２４

复方中药组 ３． ００ ± ０． ７１ａｂｃ ３０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组 ３． ４０ ± ０． ５５ａｂ ３４

攻虫组 ３． ８０ ± ０． ４５ａ ３８

（Ａ： 发酵产物组；Ｂ： 复方中药组；Ｃ：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组；

Ｄ： 攻虫组；Ｅ： 地克珠利组；Ｆ： 空白对照组）

图 １　 盲肠病变对比

Ｆｉｇ １　 Ｃｅｃ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２． ３　 ＧＰＧ 结果　 各组雏鸡 ＯＰＧ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地克珠利组卵囊值最少，发酵产物组卵囊比数明显

低于复方中药组和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组。
表 ５　 ＯＰＧ 计数

Ｔａｂ ５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ｏｏｃｙｓｔｓ ｉｎ ｃｅｃｕｍ ｏｆ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组别 ＯＰＧ 值（ × １０５） 卵囊比数 卵囊值

空白对照组 ０ ０ ０

地克珠利组 ２． ９４ ３１． ５９ １０

发酵产物组 ５． ２４ ５６． ９５ ２０

复方中药组 ５． ８５ ６３． ５８ ２０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组 ６． ４０ ７２． ５６ ２０

攻虫组 ９． ２０ １００ ４０

２． ４　 抗球虫指数（ＡＣＩ） 　 由表 ６ 可知，计算各组抗

球虫指数表明，发酵产物组的 ＡＣＩ 高于复方中药组

和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组，其 ＡＣＩ 可以达到中等抗球虫

水平。
２． ５　 盲肠病理组织切片的观察 　 ＨＥ 染色结果显

示，攻虫组雏鸡盲肠腺体消失，黏膜下层水肿，肠绒

毛消失，肠腔内充满血栓；地克珠利治疗组雏鸡盲

肠腺 体 界 限 清 晰， 绒 毛 完 整； 复 方 中 药 组 和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组雏鸡盲肠绒毛轻微断裂，肠腺组织结

构破坏明显；发酵中药组雏鸡盲腺体清晰且绒毛相

对完整。 说明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与复方中药的共发酵产

物能降低球虫引起的盲肠病理变化（图 ２）。

表 ６　 抗球虫指数

Ｔａｂ ６　 Ａｎｔｉｃｏｃｃｉｄ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
组别 存活率 ／ ％ 相对增重率 ／ ％ 卵囊值 病变值 ＡＣＩ

空白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２００

地克珠利组 １００ ８５． ３５ １０ １８ １５７． ３５

发酵产物组 １００ ７４． ５９ ２０ ２４ １３０． ５９

复方中药组 １００ ６７． ７３ ２０ ３０ １１７． ７３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组 ８０ ６３． １０ ２０ ３４ ８９． １０

攻虫组 ８０ ５３． ８９ ４０ ３８ ５５． ８９

３　 讨论与结论

禽球虫病对禽类生产的经济影响最大，全世界

每年控制球虫成本估计约为 ８ 亿美元，这些成本包

括药物、疫苗、动物死亡、饲料消耗等［４］。 按照中兽

医理论，鸡球虫病属于外感虫邪而引起的一类疾

病，因虫邪会引起耗血伤津，体内湿热困脾，故鸡球

虫病都会引起鸡的食欲不振，腹泻便血，口渴喜饮

水，精神萎靡等特点［５］。 治疗球虫病的方剂都以驱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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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盲肠病理切片（１０ × ）（黑色箭头：血栓）

Ｆｉｇ ２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ｃａｌ（１０ × ）

虫、清热燥湿为主，补益气血、凉血止血为辅［６］。 本

实验的中药复方选用具有驱虫作用的常山和清热

燥湿的黄芩、白头翁为主药；辅以清热解毒的青蒿，
止血的仙鹤草、槐花；佐以补益气血的甘草。 研究

显示，以常山为君药的复方中药对鸡球虫病有一定

的治疗作用。 梁剑平等用常山提取物对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
感染的雏鸡进行治疗，结果显示中药常山能减轻盲

肠病变，提高雏鸡增重率［７］。 常山在球虫治疗中广

泛应用，其活性成分常山碱、常山酮已经用于抗球

虫、抗疟疾的研究中［８］。 本研究中复方中药与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共发酵产物对鸡球虫治疗效果优于复方

中药，说明中药发酵能够促进中药有效成分的释

放，提高复方中药的抗球虫效果。
益生菌对抗肠道病原的方式包括竞争性排斥

和拮抗作用维持正常的肠道菌群；通过增加消化酶

的活性和减少细菌酶的活性以及氨的产生来改变

代谢；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中和肠毒素并激活免

疫系统［９］。 通过拮抗作用、免疫调节作用和改变肠

上皮组织通透性对抗病原，研究显示益生菌对多种

肠道寄生虫有抑制作用，包括：艾美耳球虫（Ｅｉｍｅｒｉａ）、
贾第虫（Ｇｉａｒｄｉａ）、隐孢子虫（Ｃｒｙｐｔｏｓｐｏｒｉｄｉｕｍ）、旋毛

虫（Ｔｒｉｃｈｉｎｅｌｌａ）、蛔虫（Ａｓｃａｒｉｓ）等［３］。 并且在饲料

中添加益生菌可改善肉鸡的生长性能和饲料转化

率［１０］。 乳酸杆菌对堆型艾美球虫（Ｅｉｍｅｒｉａ ａｃｅｒｖｕｌｉ⁃
ｎａ）引起的球虫病具有治疗作用，能减少雏鸡粪便

中卵囊数量［１１］。 研究显示，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也可以对

抗肠道病原，如轮状病毒的感染［１２］。 本研究中观

察到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能雏鸡提高增值率，减少 ＯＰＧ，
减轻盲肠病变。

益生菌发酵中药可利用其微生物改变中药化

学成分，从而提高药效、降低药物毒副作用。 秦波

等以当归、苦参、马鞭草、常山作为主药，组成抗球

虫复方中药，并分别与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植物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戊糖片球菌（Ｐｅｄ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ｐｅｎｔｏｓａｃｅｕｓ）等进行发酵处理，结果发现，经乳酸菌

发酵后的复方中药发酵液不仅能够提高抗球虫效

果，还可以提高雏鸡生长性能，增强机体的免疫水

平［１３］。 陈雷等以马鞭草、黄柏、郁金作为主药组成

抗球虫中药复方，并与乳酸菌进行固体发酵，结果

发现，复方中药发酵产物对球虫病具有较好的治疗

作用［１４］。 本研究选择中药复方以常山、仙鹤草、白
头翁、青蒿为主要，复方中药与 Ｌ．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 共发酵

产物对 Ｅ． ｔｅｎｅｌｌａ 引起的球虫病显示出良好的治疗

效果， 雏鸡盲肠病理变化明显降低， ＡＣＩ 达到

１３０． ５９。 益生菌与中药协同发酵综合了二者的优

势，对疾病的治疗效果明显增强，其在鸡球虫病的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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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面拥有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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