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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泰地罗新注射液分为高、中、低（８、４、２ ｍｇ ／ ｋｇ ｂｗ）３ 个剂量组分别肌内注射治疗猪传

染性胸膜肺炎，同时设默沙东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泰地罗新注射液为对照组，按 ４ ｍｇ ／ ｋｇ ｂｗ 给

药，给药一次。 结果表明，泰地罗新注射液中（４ ｍｇ ／ ｋｇ ｂｗ）、高（８ ｍｇ ／ ｋｇ ｂｗ）剂量对人工感染传染

性胸膜肺炎病猪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无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与默沙东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泰

地罗新注射液推荐剂量（４ ｍｇ ／ ｋｇ ｂｗ）的效果相当。 试验表明泰地罗新注射液按一次量，每 １ ｋｇ 体

重 ４ ｍｇ 肌注，对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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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是由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ＡＰＰ）引起的一种高度传染性、致死性呼吸道疾

病，以急性出血和慢性的纤维素性坏死性胸膜炎病

变为主要特征，是危害养猪业的几大细菌感染性疾

病之一。 目前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治仍主要依

靠化学药物［１ － ２］。 泰地罗新是一种动物专用的大

环内酯类半合成抗生素，为泰乐菌素的衍生物，对
一些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菌均具有抗菌活

性，对引起猪、牛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原菌如胸膜肺

炎放线杆菌、多杀性巴氏杆菌、支气管败血波氏杆

菌、副猪嗜血杆菌、溶血性曼海姆菌、睡眠嗜组织菌

等尤其敏感［３ － ５］。 本研究对泰地罗新注射液进行

了人工感染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临床试验，以明确

该药对目标疾病的临床疗效、确定临床使用剂量，
为该药在兽医临床合理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药物 　 受试药物泰地罗新注射液，河北

远征药业有限公司，规格 ５０ ｍＬ：２ ｇ，批号 ＴＩＬＤＩ４ －
１ － ０３；对照药物泰地罗新注射液，默沙东动物保健

品有限公司，规格 １００ ｍＬ：４ ｇ，批号 Ａ１４７Ａ０１。
菌种，Ｖ 型（血清型）胸膜肺炎放线杆菌，由中

国农业大学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保存。
１． ２　 试验动物及试验地点　 健康杜 × 长 × 大三元

杂交猪，２ ～ ３ 月龄，体重 ２０ ～ ３０ ｋｇ，共 ８０ 头。 未接

种过胸膜肺炎放线杆菌疫苗，１５ ｄ 内未接受过全身

性抗菌药物和抗炎药物（糖皮质激素、ＮＳＡＩＤｓ 等）
治疗。 购入试验猪转运至四川农业大学实验动物

楼猪舍进行适应性饲养。
１． ３　 菌种鉴定及染毒菌液制备 　 菌种鉴定：将冷

冻保存的胸膜肺炎放线杆菌（ＡＰＰ）解冻后混匀，醮
取少量接种于 ＴＳＡ 琼脂平板，置于 ５％ ＣＯ２、３７ ℃
恒温箱中培养 ２４ ｈ，对菌落进行染色观察，采用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基因 ＰＣＲ 方法进行鉴定。

菌液制备：挑取已鉴定确认 ＡＰＰ 的单菌落，接
种于 ＴＳＢ 肉汤，置于恒温摇床振荡培养 １２ ～ １６ ｈ；
采用平版计数法获得 １ ｍＬ 原菌液的菌落形成单位

（ＣＦＵ）。 用无菌生理盐水将原菌液稀释至合适浊

度后进行染毒复制疾病。
１． ４　 人工发病　 将 ＡＰＰ 菌液稀释至合适浊度盛于

灭菌喷瓶中［６］，以一定的染毒量对随机选择的 ８ 头

试验猪进行一次性鼻腔喷雾。 染毒后观察感染猪

的临床表现，记录各染毒猪出现临床症状的时间，对
死亡的染毒猪或症状典型的染毒猪进行剖检，采集

病变组织分离鉴定病原菌。 通过 ８ 头试验猪的预试

验，确定将 ７ × １０８ ｃｆｕ ／ ｍＬ 的菌液按 ０． ２５ ｍＬ ／ ｋｇ 体

重的染毒量给试验猪一次性鼻腔喷雾，可以复制出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疾病模型。
１． ５　 试验设计　 将 ７２ 头受试猪随机分为 ６ 个组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Ｖ、ＶＩ 组），每组 １２ 头。 按确定的染毒

方法对其中 ５ 个组（Ｉ、ＩＩ、ＩＩＩ、ＩＶ、Ｖ 组）的试验猪进

行染毒复制猪传染性胸膜肺炎，１ 个组（ＶＩ 组）不染

毒（鼻腔喷雾 ０． ２５ ｍＬ ／ ｋｇ 体重的无菌生理盐水）作
为健康对照。 待染毒猪出现明显症状后（染毒 １５ ｈ
左右）进行单次肌内注射治疗，给药方案如表 １ 所

示。 用药后持续观察 １５ ｄ。 试验猪按组隔离饲养

于不同圈舍，自由采食和饮水。 猪饲料为自配，饲
料和饮水不含任何药物成分。
１． ６　 疗效评价指标与标准　 分别在染毒前、给药

前、给药后检查各猪临床症状表现，分别于染毒前、
给药前、试验结束后对各组试验猪进行肺部 Ｘ 光检

查；对各组试验期间死亡猪、试验结束时部分存活

猪进行剖检，观察胸腔脏器病变并按标准进行评

分；在试验结束时，综合上述各项指标观测结果，按
标准判定每头猪的疗效（治愈、有效、无效），计算各

组的治愈率和有效率；称量计算试验期间各组猪的

增重、耗料和饲料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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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试验猪给药方案

Ｔａｂ 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ｉｇｓ
组别 数量（头） 染毒情况 给药品种 给药剂量 给药方式

Ⅰ １２ 染毒 泰地罗新注射液（Ｚｕｐｒｅｖｏ） ４ ｍｇ ／ ｋｇ ｂｗ 颈部（耳后）肌肉注射，用药 １ 次

Ⅱ １２ 染毒 泰地罗新注射液（远征） ２ ｍｇ ／ ｋｇ ｂｗ 颈部（耳后）肌肉注射，用药 １ 次

Ⅲ １２ 染毒 泰地罗新注射液（远征） ４ ｍｇ ／ ｋｇ ｂｗ 颈部（耳后）肌肉注射，用药 １ 次

Ⅳ １２ 染毒 泰地罗新注射液（远征） ８ ｍｇ ／ ｋｇ ｂｗ 颈部（耳后）肌肉注射，用药 １ 次

Ⅴ １２ 染毒 不给药 — —

Ⅵ １２ 不染毒 不给药 — —

　 　 治愈：病猪体温、呼吸、状态正常；体重明显增

加；剖检胸腔脏器无病变；剖检肺 ／胸腔积液或鼻拭

子无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检出。 治愈率 ＝ （组内治愈

猪头数 ／组内用药猪头数） × １００％ 。

有效：病猪体温、呼吸、状态趋于正常；体重不

变或有所增加；剖检胸腔脏器病变较微；剖检肺 ／胸

腔积液或鼻拭子无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检出。 有效

率 ＝ ［（组内有效猪头数 ＋ 治愈猪头数） ／组内用药

猪头数］ × １００％ 。

无效：用药后病猪出现死亡；病猪状态异常，发

热明显，存在严重呼吸症状；体重下降；剖检胸腔脏

器病变明显；剖检肺 ／胸腔积液或鼻拭子有胸膜肺

炎放线杆菌检出。

１． ７　 数据处理　 数据统计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 软件，各

组猪的体温、状态 ／呼吸 ／发热评分、胸腔脏器病变

评分、增重以平均值 ± 标准差（Ｍ ± ＳＤ）表示，采用

Ｔ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各组病猪的病原菌检出率、

饲料转化率、死亡率、治愈率和有效率以百分比

（％ ）表示，采用卡方（Ｘ２）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比

较组内不同时间点和 ／或组间相同时间点上述指标

的差异显著性。

２　 试验结果

２． １　 临床检查结果 　 试验结果显示，各组（ Ｉ、ＩＩ、

ＩＩＩ、ＩＶ、Ｖ、ＶＩ）试验猪染毒前精神良好、食欲旺盛，

呼吸正常。 给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Ｖ 组试验猪人工感染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１２ ～ １５ ｈ 后染毒猪均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精神不振，采食量下降，气喘，咳嗽呼吸困

难，体温升高等临床症状，个别试验猪还出现了呕

吐现象。 按低、中、高剂量给发病猪单次肌内注射

河北远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泰地罗新注射液，均

可有效缓解病猪的上述症状。 用药 １ ｄ 开始起效，

用药 ４ ～ ５ ｄ 多数病猪恢复正常，之后精神食欲稳

定，呼吸恢复正常，症状未见反复。

２． ２　 试验猪肺部 Ｘ 光检查结果　 人工感染胸膜肺

炎放线杆菌，可引起猪肺部出现炎症性病变，Ｘ 光

检查肺野呈现大面积或局灶性的团块状、云雾状阴

影。 按低、中、高剂量给发病猪单次肌内注射河北

远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泰地罗新注射液，可有效

消除病猪肺部的炎症性病变，其中中、高剂量的效

果无明显差异，与按推荐剂量单次肌内注射默沙东

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泰地罗新注射液相当，

均优于低剂量。

２． ３　 试验猪剖检及胸腔腔器病变评分结果　 试验

期间死亡猪、试验结束时各组存活猪剖检胸腔腔器

病变评分统计结果见表 ２。 比较各组试验结束时剖

检胸腔脏器病变的评分，药物对照组（ Ｉ 组）、各受

试药物组（ＩＩ、ＩＩＩ、ＩＶ 组）、感染对照组（Ｖ 组）、健康

对照组（ＶＩ 组）之间无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 比较

整个试验期间各组尸检和剖检胸腔脏器病变的合

计评分，感染对照组（Ｖ 组）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ＶＩ 组）和受试药物高剂量组（ ＩＶ 组），其他各组之

间无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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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猪胸腔脏器病变评分结果统计

Ｔａｂ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ｏｒｇａｎ ｌｅｓ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ｉｇｓ
组别 试验猪数（头） 试验期间死亡猪尸检评分均值 试验结束存活猪剖检评分均值 试验期间合计评分均值

Ⅰ １２ ３（ｎ ＝ １） ０． ２ ± ０． ４（ｎ ＝ ５） ０． ７ ± １． ２ａｂ（ｎ ＝ ６）

Ⅱ １２ ３（ｎ ＝ ２） ０． ４ ± ０． ５（ｎ ＝ ５） １． １ ± １． ３ａｂ（ｎ ＝ ７）

Ⅲ １２ ３（ｎ ＝ １） ０． ２ ± ０． ４（ｎ ＝ ５） ０． ７ ± １． ２ａｂ（ｎ ＝ ６）

Ⅳ １２ － ０． ２ ± ０． ４（ｎ ＝ ５） ０． ２ ± ０． ４ｂ（ｎ ＝ ５）

Ⅴ １２ ３（ｎ ＝ ４） ０． ６ ± ０． ５（ｎ ＝ ５） １． ７ ± １． ３ａ（ｎ ＝ ９）

Ⅵ １２ － ０． ０ ± ０． ０（ｎ ＝ ５） ０． ０ ± ０． ０ｂ（ｎ ＝ ５）

　 组间尸检和剖检合计评分数据采用 Ｔ 检验进行比较，具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Ｔ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ｓ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ｐｓ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

２． ４　 试验猪增重及饲料转化率　 各组试验猪的增

重和饲料转化率（料重比）统计结果见表 ３。 试验

结束时各组试验猪的体重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

以健康对照组（ＶＩ 组）的体重最高；其后依次为受

试药物高、中剂量组（ＩＶ、ＩＩＩ 组）、药物对照组（Ｉ 组）
和受试药物低剂量组（ＩＩ 组），增重最低的是感染对

照组（Ｖ 组）。 ＩＩ 组和 Ｖ 组试验猪 Ｄ１５ 的体重无显著

差异（Ｐ ＞０． ０５），均显著低于其他组（Ｐ ＜ ０ ０５），而

Ｉ、ＩＩＩ、ＩＶ、ＶＩ 组之间也无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 试验

期间各组猪的平均增重和日增重，Ｉ、ＩＩＩ、ＩＶ、ＶＩ 组显

著高于 ＩＩ、Ｖ 组（Ｐ ＜ ０． ０５），ＩＩ 组显著高于 Ｖ 组（Ｐ ＜
０． ０５），其他组间无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 试验期间

各组试验猪的料重比，健康对照组（ＶＩ 组）的料重比

最低；其后依次为为受试药物高、中剂量组（ＩＶ、ＩＩＩ
组）、药物对照组（ Ｉ 组）和受试药物低剂量组（ ＩＩ
组）；料重比最高的是感染对照组（Ｖ 组）。

表 ３　 试验猪增重、耗料及饲料转化率统计（ｎ ＝１２）

Ｔａｂ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ｆｅ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ｉｇｓ（ｎ ＝１２）

组别
Ｄ０ 平均体重

／ ｋｇ
Ｄ１５ 平均
体重 ／ ｋｇ

试验期间平均
增重 ／ ｋｇ

平均日增重
／ ｋｇ

组增重
／ ｋｇ

组耗料
／ ｋｇ 料重比

Ｉ ２３． ５ ± １． ７ ２９． ９ ± ２． ６ａ ６． ４ ± ２． ５ａ ０． ４ ± ０． ２ａ ７７． ３ ２０７． ８ ２． ７

ＩＩ ２３． ６ ± １． ７ ２７． ８ ± ３． ０ｂ ４． ２ ± ２． ３ｂ ０． ３ ± ０． １ｂ ５０． ０ １８３． ４ ３． ７

ＩＩＩ ２３． ５ ± １． ７ ３０． １ ± ２． ４ａ ６． ５ ± ２． ２ａ ０． ４ ± ０． １ａ ７８． ５ ２１０． ４ ２． ７

ＩＶ ２３． ３ ± １． ８ ３０． ６ ± １． ８ａ ７． ２ ± ０． ９ａ ０． ５ ± ０． １ａ ８７． ０ ２２４． １ ２． ６

Ｖ ２３． ４ ± １． ４ ２６． ０ ± ３． ２ｂ ２． ２ ± ３． ２ｃ ０． １ ± ０． ２ｃ ２６． ３ １５１． １ ５． ７

ＶＩ ２３． ４ ± １． ９ ３１． ６ ± １． ９ａ ８． ２ ± ０． ２ａ ０． ５ ± ０． ０ａ ９８． ７ ２４１ ２． ４

　 组间数据采用 Ｔ 检验进行比较，具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Ｔ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ａｔ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２． ５　 药物疗效评价 　 试验结束后，综合各试验猪

的死亡情况、临床表现（状态、呼吸、发热评分）、体
重变化、胸腔脏器病变评分，按标准进行疗效评价，
统计各组试验猪的治愈率、有效率和无效率，结果

见表 ４。 数据显示，对照药物和低、中、高剂量受试

药物对人工感染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病猪均有治疗

效果。 其中高剂量受试药物（Ⅳ组）的有效率和治

愈率最高；其次为推荐剂量对照药物（Ｉ 组）和中剂

量受试药物（ＩＩＩ 组）。 分别比较低、中、高剂量受试

药物之间以及各剂量受试药物与推荐剂量对照药

物之间的有效率、治愈率和无效率，均无显著差异

（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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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试验猪药物疗效评价结果统计

Ｔａｂ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ｒｕｇ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ｉｇｓ

组别 试验猪数 ／ 头 治愈猪数 ／ 头 有效猪数 ／ 头 无效猪数 ／ 头 治愈率 ／ ％ 有效率 ／ ％ 无效率 ／ ％

Ｉ １２ １０ １ １ ８３． ３ ９１． ７ ８． ３

ＩＩ １２ ８ ２ ２ ６６． ７ ８３． ３ １６． ７

ＩＩＩ １２ １０ １ １ ８３． ３ ９１． ７ ８． ３

ＩＶ １２ １１ １ ０ ９２ １００ ０

Ｖ １２ － － － － － －

ＶＩ １２ － － － － － －

　 Ｖ、ＶＩ 组未用药物治疗，故不评价其治愈率、有效率和无效率；各组病猪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百分比（％ ）表示，采用卡方（Ｘ２ ）检验进行统
计分析，各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
　 Ｇｒｏｕｐ Ｖ ａｎｄ ＶＩ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ｒｕｇｓ， ｓ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Ｔｈｅ ｃ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ｉｇ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ａｎｄ ｃｈｉ － ｓｑｕａｒｅ （Ｘ２）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
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Ｐ ＞ ０． ０５）

３　 讨论与结论

２０１１ 年荷兰英特威动物保健品公司以泰地罗

新为主要成分研制的商品名为 Ｚｕｐｒｅｖｏ 无菌注射液

通过了欧洲药物管理局（ＥＭＡ）兽用药委员会的审

批，并相继投放市场。 泰地罗新对牛、猪的呼吸道

疾病具有十分明显的治疗效果［７］，药效强于同类药

物泰乐菌素、替米考星，而且具备动物专用、用量

少、一次给药全程治疗、超长的消除半衰期、生物利

用度高、低残留等众多优点［８ － ９］。

根据兽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１０］，计算各组的

有效率、治愈率和无效率，作为疗效评价指标，初步

评价了泰地罗新对靶动物猪适应症的防治作用和

安全性，确定合理的给药剂量方案。 以 ７ × １０８

ＣＦＵ ／ ｍＬ 浊度按 ０． ２５ ｍＬ ／ ｋｇ 体重的染毒量给 ２０ ～
３０ ｋｇ 的仔猪一次性鼻腔喷雾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新

鲜培养菌液，可成功复制猪放线杆菌胸膜肺炎疾病

模型。 染毒 １５ ｈ 左右，感染猪出现体温升高，精神

沉郁，摄食减少，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Ｘ 光检查感

染猪，肺野呈现大面积或局灶性的团块状、云雾状

阴影；剖检感染死亡猪，可见出血性、纤维素性胸膜

肺炎等典型病变；采集肺部病料，可分离出胸膜肺

炎放线杆菌。
按低、中、高剂量给人工感染胸膜肺炎放线杆

菌病猪单次肌内注射河北远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泰地罗新注射液，对人工感染猪传染性胸膜肺炎

病猪有治疗效果。 可有效缓解和消除病猪发热、精
神食欲不振、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有效清除猪体

感染的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对抗病原所致机体的炎

症性损伤，促进肺部病变的修复；降低饲料转化率。
用药 １ ｄ 开始起效，用药 ４ ～ ５ ｄ 多数病猪恢复正

常，之后症状未见反复。 其中，中、高剂量的效果无

明显差异，中、高剂量的有效率超过 ９０％ ，治愈率超

过 ８０％ ，与按推荐剂量单次肌肉注射默沙东动物保

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泰地罗新注射液相当，均优于

低剂量。
根据本试验结果，传染性胸膜肺炎病猪使用泰

地罗新注射液治疗较安全、有效，推荐泰地罗新注

射液按一次量每公斤体重 ４ ｍｇ，肌内注射治疗猪传

染性胸膜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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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唐文山，李 昕．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研究进展［ Ｊ］ ． 动物医学进

展，２００８，２： ９８ － １０２．

Ｔａｎｇ Ｗ Ｓ，Ｌｉ 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ｐｌｅｕｒｏ⁃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 Ｊ ］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８， ２：

９８ － １０２．

·８５·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第 ５６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３］ 　 匡宝晓． 新型动物专用抗生素 － 泰地罗新［ Ｊ］ ． 今日养猪业，

２０２２， １：９ － １００．

Ｋｕａｎｇ Ｂ Ｘ． Ａ ｎｅｗ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ｓ － Ｔｉｌｄｉｐｉｒｏｓｉｎ［ Ｊ］ ． Ｐｉｇｓ

Ｔｏｄａｙ，２０２２， １：９ － １００．

［４］ 　 王宏磊，刘义明，徐 飞，等． 一种新型大环内酯类抗菌剂 － 泰

地罗新［Ｊ］ ． 兽医导刊，２０１７，１５：４９ － ５１．

Ｗａｎｇ Ｈ Ｌ，ｌｉｕ Ｙ Ｍ，Ｘｕ Ｆ，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

Ｔｉｌｄｉｐｉｒｏｓｉｎ［Ｊ］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２０１７，１５：４９ － ５１．

［５］ 　 ＥＭＡ．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Ｕｓｅ

（ＥＭＡ ／ １９７２３６ ／ ２０１１） ［ Ｄ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２］．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ｅｍａ．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ｓ ／ ｅｎ ＿ Ｇ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ＥＰＡＲ －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 ００２００９ ／ ＷＣ５００１０６５７７． ｐｄｆ．

［６］ 　 左之才． 人工感染放线杆菌（Ⅰ型）对猪肺脏和肺门淋巴结的

损伤机理研究［Ｄ］． 四川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Ｚｕｏ Ｚ 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ＰＰ ｏｎ ｓｗｉｎ 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ＨＬＮＣ［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

ｖｅ － 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

［７］ 　 李伟岭，杨 芳，于振梅，等． 泰地罗新研究进展［ Ｊ］ ． 中国兽药

杂志，２０１２，４６（１０）：５０ － ５３．

Ｌｉ Ｗ Ｌ，Ｙａｎｇ Ｆ，Ｙｕ Ｚ Ｍ，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ｉｌｄｉｐｉ⁃

ｒｏｓｉｎ［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２０１２，４６ （１０ ）：

５０ － ５３．

［８］ 　 杨 昆，孙志良，龙雪明． 动物专用抗生素泰地罗新［Ｊ］ ． 动物医

学进展，２０１８，３９（３）：１１０ － １１４．

Ｙａｎｇ Ｋ，Ｓｕｎ Ｚ Ｌ，Ｌｏｎｇ Ｘ Ｍ． Ｔｉｌｄｉｐｉｒｏｓｉ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８，３９（３）：１１０ － １１４．

［９］ 　 闫超群，黎健业，张 申，等． 泰地罗新注射液在猪体内的药动

学及生物利用度研究 ［ Ｊ］ ． 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５１ （１９ ）：

３８０７ － ３８１４．

Ｙａｎ Ｃ Ｑ，Ｌｉ Ｊ Ｙ，Ｚｈａｎｇ Ｓ，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ａｖａｉ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ｌｄｉｐｉｒｏｓ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ｇｓ［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

ｉｃａ，２０１８，５１（１９）：３８０７ － ３８１４．

［１０］ 段文龙，梁先明． 兽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汇编（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Ｍ］．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３．

Ｄｕａｎ Ｗ Ｌ，Ｌｉａｎｇ Ｘ Ｍ． Ａ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３．

（编 辑：侯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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