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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兽用疫苗中药佐剂的研究和应用方面

取得了重要成果和实际成效，兽用疫苗中药佐剂为

低免疫原性病原体疫苗开发提供了高效、安全、稳
定的新型佐剂，并有助于解决疫苗佐剂关键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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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和国产化供应问题，在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和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等方面具备诸多优势。 加强兽

用疫苗中药佐剂的研究和管理，推动中药佐剂产业

发展，对于兽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兽用疫苗中药佐剂的定义

佐剂（Ａｄｊｕｖａｎｔ），或者叫免疫佐剂（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是指与抗原同时或预先使用，能增强机

体针对抗原的免疫应答能力或改变免疫反应类型

的一类物质。 一般来说，佐剂是非特异性免疫增强

剂。 兽用疫苗佐剂可以看作是疫苗的一种添加剂，
目前最常用的佐剂为铝佐剂、油乳佐剂和蜂胶佐

剂，多用于灭活疫苗、亚单位疫苗和重组蛋白疫

苗等。
兽用疫苗中药佐剂是以中药或其提取组份、成

分制成的与抗原一起使用或配合兽用疫苗使用，辅
助发挥免疫效用的物质。 具有免疫增强功能的兽

用中药成方制剂往往也作为疫苗佐剂使用。
中药佐剂主要来源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某些具

有免疫活性的成分，这些成分具有毒性低、易于代谢

的特点，既可以降低抗原需要量，提升兽用疫苗免疫

效果，又可以通过替代其他佐剂，减少毒副反应，为
解决佐剂的安全性和局部反应问题提供新的方案。
２　 现有兽用疫苗中药佐剂

我国常用的兽用疫苗中药佐剂主要包括蜂胶

佐剂、多糖与糖苷佐剂、壳聚糖佐剂、皂苷佐剂等；
近年来批准的配合疫苗使用的中药制剂，也可以看

作是一种兽用疫苗佐剂新形态。
２． １　 蜂胶佐剂　 蜂胶是由从植物中提取的树脂和

蜜蜂分泌物经特定工序加工而成的胶状物质。 以

蜂胶作为佐剂研制的禽类和猪用疫苗，如禽霍乱蜂

胶疫苗［１］、新城疫 － 减蛋综合征蜂胶二联灭活疫

苗［２］等都能引起较早、较持久和强的免疫保护；用
于猪圆环病毒疫苗，能显著增强猪群的特异性免疫

和非特异性免疫，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３］。 蜂胶佐

剂毒性低，接种后不良反应小。 近年来，蜂胶佐剂

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禽大肠杆菌类灭活苗、禽多

杀性巴氏杆菌类灭活苗、猪链球菌类灭活苗等蜂胶

苗得到了市场认可，在特定种类疫苗中，蜂胶佐剂

疫苗的生产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传统佐剂疫苗。 蜂

胶混合油乳剂、铝胶作为兽用疫苗佐剂在畜禽临床

生产中的应用也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２． ２　 多糖与糖苷佐剂　 多糖是由至少 １０ 个单糖

分子脱水聚合而成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可形成直

链或分支长链，结构复杂且庞大。 多糖在自然界分

布广泛，从天然产物中分离出的多糖化合物多达数

千种。 具有佐剂活性的多糖有黄芪多糖、人参多

糖、党参多糖、枸杞多糖、淫羊藿多糖、当归多糖、灵
芝多糖、香菇多糖、牛膝多糖等［４］。 多糖作为疫苗

佐剂，生物相容性良好、毒性低、安全性高；作为抗

原易被多种免疫细胞识别，免疫反应迅速。 具有补

益功能的中药所含多糖在临床应用中的表现效果

更加明显。 黄芪多糖和蒲公英多糖能够提升水产

疫苗哈维氏弧菌灭活疫苗对牙鲆的保护效果［５］。
兽医领域已将黄芪多糖和香菇多糖开发成产品在

生产实践中广泛推广应用。
２． ３　 壳聚糖佐剂　 壳聚糖（β － （１ － ４） － ２ － 氨基

葡聚糖）是存在于昆虫甲壳中的碱性多糖，由甲壳

素经浓碱处理脱乙酰基后制备而成。 壳聚糖不溶

于水，可溶于部分无机酸中，性质稳定。 壳聚糖佐

剂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安全性较高；壳聚糖在黏膜中可以产生分泌型

ＩｇＡ 抗体，具有黏膜吸附性优势，可以用于黏膜免

疫。 壳聚糖能在较温和条件下进行一系列化学修

饰，形成具有不同生物特性的衍生物。 壳聚糖 － 三

磷酸盐是近年来研发出的多聚糖衍生物，克服了壳

聚糖在生理 ｐＨ 下溶解度低的缺点，延长抗原释放

时间并降低降解率，从而提高疫苗的有效性。
２． ４　 皂苷佐剂　 皂苷（Ｓａｐｏｎｉｎｓ）是螺旋甾烷类化

合物或三萜的天然糖苷。 目前皂苷类佐剂研究中

以三萜皂苷类为主［６］。 其中，以皂苷 Ｑｕｉｌ Ａ、人参

皂苷 Ｒｂ１、人参皂苷 Ｒｇ１ 应用最广。
皂甙 Ｑｕｉｌ Ａ 是从蔷薇科南美奎拉雅属皂树

（Ｑｕｉｌｌａｊａ 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 Ｍｏｌｉｎａ）的皮中提取而来，目前已成

为亚单位疫苗及癌症疫苗的理想佐剂［７］。 猪 Ｏ 型口

蹄疫（ＦＭＤ）疫苗中添加佐剂 Ｑｕｉｌ Ａ，能显著提高 ＦＭＤ
疫苗免疫后猪 ＶＰ１ 结构蛋白抗体以及血清中细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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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水平，显著提高 Ｔ 淋巴细胞增殖率［８］；将皂苷

Ｑｕｉｌ Ａ应用于猪繁殖和呼吸综合征病毒（ＰＲＲＳＶ －１）
改性活病毒（ＭＬＶ）疫苗，可以上调 Ｉ 型 ＩＦＮ 调节基因，
Ｉ 型和 ＩＩ 型 ＩＦＮ 以及炎症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还可

以增强细胞对 ＰＲＲＳＶ 的免疫防御［９］。
人参皂苷 Ｒｂ１ 对禽流感油乳剂灭活苗有较强

的免疫增强作用；人参皂苷 Ｒｂ１ 与奶牛乳房炎金黄

色葡萄球菌疫苗或猪细小病毒（ＰＰＶ）灭活苗混合

免疫豚鼠，能明显提高豚鼠血清抗体水平。

２． ５　 成方制剂类中药佐剂　 兽医领域深入挖掘兽

用中药的主要和辅助免疫作用，通过严格的临床试

验，研发了几十种用于提高动物疫苗免疫效果或免

疫应答的新兽用中药制剂，如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农业

农村部批准了一批用于鸡新城疫、法氏囊病、禽流

感、口蹄疫、猪瘟、蓝耳病等动物病毒性传染病的疫

苗免疫增强剂［１１］。
农业农村部批准用于提高动物疫苗免疫效果

或免疫应答的新兽用中药制剂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 年农业农村部批准的部分新兽用中药制剂

Ｔａｂ １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
序号 新兽药名称 功能 主治

１ 芪芍增免散 益气养阴 用于提高鸡免疫力，可配合疫苗使用

２ 芪芍增免口服液 益气养阴 用于提高鸡免疫力，可配合疫苗使用

３ 参芪粉 补中益气，扶正祛邪 用于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猪、鸡抗病力，配合疫苗使用提高疫苗保护率

４ 紫锥菊口服液 促进免疫功能 用于增强动物免疫功能，提高新城疫疫苗的免疫效果

５ 紫锥菊末 促进免疫功能 用于增强动物免疫功能，提高新城疫疫苗的免疫效果

６ 藿蜂注射液 补益正气，增强免疫 鸡免疫抑制，提高鸡、猪疫苗的免疫效果

７ 芪藿注射液 补益正气，增强免疫 鸡免疫抑制，提高鸡、猪疫苗免疫效果

８ 党参多糖口服液 补中益气，健脾益肺 提高鸡新城疫疫苗免疫效果

９ 紫锥菊根 增强免疫 用于增强猪蓝耳病灭活疫苗和鸡新城疫疫苗的免疫效果

１０ 紫锥菊根末 增强免疫 用于增强猪蓝耳病灭活疫苗和鸡新城疫疫苗的免疫效果

１１ 参龙合剂 增强机体免疫力 提高鸡新城疫疫苗免疫效果

１２ 芪楂口服液 增强鸡免疫力 增强鸡对鸡新城疫、法氏囊和禽流感疫苗的免疫应答

１３ 芪术增免合剂 补气健脾，益卫固表 增强鸡对鸡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１４ 五加芪粉 补中益气 用于增强鸡病毒灭活疫苗免疫效果

１５ 五加芪口服液 补中益气 用于增强鸡对病毒灭活疫苗的免疫应答

１６ 北芪五加颗粒 益气健脾 用于增强猪对猪瘟疫苗和鸡对鸡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１７ 玉屏风颗粒 益气固表，提高机体免疫力 用于提高猪对猪瘟疫苗的免疫应答

１８ 芪术玄参微粉 补益正气，增强免疫 用于提高鸡对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疫苗的免疫应答

１９ 紫锥菊颗粒 促进免疫功能 用于增强猪对猪瘟疫苗和鸡对鸡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０ 芪藿散 补益正气，增强免疫 用于提高猪对猪瘟疫苗、鸡对鸡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１ 香菇多糖 扶正补虚 用于提高鸡对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２ 香菇多糖粉 扶正补虚 用于提高鸡对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３ 芪芝口服液 补中益气 用于提高鸡对鸡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４ 芪根可溶性粉 益气固表，提高鸡的免疫力 用于增强鸡对鸡新城疫弱毒苗的免疫应答

２５ 人参茎叶总皂苷颗粒 增强免疫功能 用于提高鸡对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６ 地黄散 增强鸡的免疫力 用于提高鸡对鸡新城疫疫苗及禽流感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７ 茯苓多糖散 增强免疫 用于提高猪对猪瘟疫苗和猪伪狂犬病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８ 藿蜂散 补益正气，增强免疫 用于提高鸡对鸡新城疫疫苗、猪对猪瘟疫苗的免疫应答

２９ 党参可溶性粉 补中益气，健脾益肺 用于提高鸡对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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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 １２ 种兽用中药制剂用于“配合疫苗使

用、提高免疫效果”，１７ 种兽用中药制剂用于“提高

疫苗免疫应答”。 此类“免疫增强剂”通过合理应

用，可以发挥佐剂作用［１２］。
３　 中药佐剂应用及机制研究

３． １　 中兽医理论免疫机制研究 　 早在一千多年

前，我国古代的医药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对免疫学

的探索。 “免疫”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明代医书《免
疫类方》，指的是“免除疫疠”，也就是防治传染病。

中医学认为，正气是决定因素，正气具有祛除

邪气、调节整体的阴阳平衡以保护机体的作用。 这

一认识与现代医学中免疫的概念基本相同，即识别

异己，排斥异己，保存自己。 病毒性疫病是动物感

受外邪导致的，病毒一般属于“热毒”，感受热毒的

主要症状为发热，并且热度较高，而且具有发病急、
发展快等特点，中医把这类热病统称为温病。 病毒

引起的鸡法氏囊炎、禽流感、猪瘟、猪蓝耳病等疫病

属于瘟疫范畴，具体辨治时以卫气营血辨证为主，
辅以六经辨证；以热邪为主要病因，冬春多以风热、
夏季多以湿热、秋季多以燥热为主；以邪热炽盛为

主要病机；治疗原则始终围绕邪热，透邪出表，清泄

内热，应用具有“祛邪”作用的中药将侵入体内的

“热毒”驱除出去。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发展，运用现代

免疫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中药增强畜禽等动物

机体的免疫功能已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对于阐明

有关中兽医理论的物质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３． ２　 现代医学免疫机制研究　 佐剂主要包括免疫

调节、细胞毒性 Ｔ 淋巴细胞诱导、抗原递呈、抗原靶

向和储存等几种作用方式［１３］。 佐剂增强免疫应答

的机制是通过改变抗原的物理形状，增强抗原表面

面积，延长抗原在机体内保留时间；刺激单核吞噬

细胞对抗原的递呈能力；刺激淋巴细胞分化，增加

扩大免疫应答能力。
有理论认为铝佐剂使可溶性抗原微粒化，

激发树突状细胞的吞噬作用，也有人认为佐剂

将抗原锁定在呈递细胞上，加强抗原呈递……

总之，佐剂可能通过不同途径增强机体的免疫

反应。
３． ２． １　 多糖免疫作用机制 　 多糖可促进免疫调

节，具有多靶点、多功能和多因子效应，因此可广泛

用作兽用疫苗免疫佐剂。 多糖作为疫苗佐剂可提

高免疫动物脾脏、胸腺和法氏囊等免疫器官指数，
增强巨噬细胞吞噬活性及抗原递呈能力，增强 ＮＫ
细胞杀伤能力，促进树突细胞的成熟和分化，增强

机体对抗原的摄取能力，影响 Ｔ 细胞亚群的种类和

数量，改变 Ｔｈ１、Ｔｈ２ 型免疫应答反应的类型，促进

Ｂ 淋巴细胞增殖，刺激细胞因子及抗体的产生等。
而多糖作为配体通过与 Ｔｏｌｌ 样受体 （ Ｔｏｌｌ － 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ＬＲ）、 甘 露 糖 受 体 （ ｍａｎｎｏｓ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ＭＲ）、Ｃ 型凝集素受体 （ Ｃ － ｔｙｐｅ ｌｅｃｔｉｎｓ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ＬＲ）、清道夫受体（ 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Ｒ）等受体

分子结合，激活下游信号通路，进而发挥上述免疫

活性［１４］。
黄芪多糖、当归多糖、淫羊藿多糖等均能不同

程度地促进细胞增殖和抵抗病毒感染。 黄芪多糖

较氢氧化铝和白油吐温能够激发较多的白细胞和

淋巴细胞数，进而提高机体免疫力。 香菇多糖具有

Ｔ 细胞特异免疫佐剂的特性。 香菇多糖能够增强

胸腺细胞对细胞因子的敏感性，从而增强了这些细

胞向杀伤性 Ｔ 细胞的分化。 猪苓多糖单独给药能

显著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
增强记忆性 Ｔ 细胞的活性，与乙肝疫苗合用可进一

步提高吞噬率；猪苓多糖可使垂直传播鸭乙型肝炎

病毒（ＤＨＢＶ）的麻鸭血清 ＤＨＢＶ 阴转并改善肝脏

病变。 枸杞多糖可明显增加小鼠外周 Ｔ 淋巴细胞

百分数，对 Ｔ 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有明显的选

择促进作用，对胸腺 Ｔ 淋巴细胞的增殖效应最强，
对脾 Ｔ 淋巴细胞亦有促进作用。 从浮萍（ Ｌｅｍｎａ
ｍｉｎｏｒ Ｌ． ）的愈伤组织中提取的果胶多糖具有口服

免疫佐剂特性，能增加迟发型过敏反应和血清中溶

菌酶抗体 Ｉｇ Ｇ 反应，增加小肠组织中丙二醛浓度和

骨髓过氧化物酶活性。
３． ２． ２ 　 皂苷免疫作用机制　 皂苷作为疫苗佐剂，
在进入机体后会诱导各种免疫相关细胞的分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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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比如中性粒细胞的富集，诱导细胞因子的产生，
以及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ＤＣ）的分化成熟。 皂

苷能有效增强疫苗的免疫原性是基于皂苷在注射

部位具有“仓库效应”，缓慢释放，持久起效，而且还

会上调相关免疫基因 ｍＲＮＡ 的表达，促进细胞因子

和趋化因子的分泌［１５］。
ＱｕｉｌＡ 佐剂作用机理包括：与细胞膜上的胆固

醇形成复合物［１６］；诱导产生特异性 ＭＨＣＩ 抗原限

制性细胞毒性 Ｔ 细胞；诱导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如
白细胞介素 ＩＬ － １０、γ 干扰素；提高动物机体对抗

原的特异性抗体的水平，刺激产生 ＩｇＧ１、ＩｇＧ２ｂ 和

ＩｇＧ２ａ 抗体亚类。
人参皂苷 Ｒｇ３ 可诱导 ＤＣ 分化和成熟，并通过

促进 ＤＣ 分泌 ＩＬ － １２ 来促进 Ｔ ／ ＮＫ 细胞的增殖和

活化，从而达到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人参总

皂苷通过提高马立克氏病病毒 （Ｍａｒｅｋ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ｖｉｒｕｓ，ＭＤＶ）的 Ｌ － ｍｅｑ 基因含量抑制 ｍｅｑ 基因的

相关转录，从而诱导马立克氏病肿瘤细胞系———
ＭＳＢ －１ 细胞的凋亡。
３． ２． ３　 其他中药及组份与免疫机制　 很多类中药

均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以补益类中药为主，涉
及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类药物。 黄芪可使巨噬细

胞形态呈多样性，其表面积增加，吞噬功能增强，还
可提高巨噬细胞内糖原和黏多糖物质，有利于加强

巨噬细胞吞噬活力，加强对抗原处理和加强免疫调

节作用。 人参可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诱导干

扰素生成，刺激细胞毒性 Ｔ 淋巴细胞活性。 有研究

发现［１３］人参总提取物与 Ａｌ（ＯＨ） ３胶合用有协同作

用，与灭活猪细小病毒（ＰＰＶ）免疫豚鼠，抗体滴度

明显提高。
应用蜂胶或配合抗原引入机体，既能引起特异

性免疫应答，又能启动非特异性防御机制，能刺激

免疫系统增加抗体产量，增强补体活性和吞噬细胞

的能力。 蜂胶可以显著提高 ＣＤ４ ＋ Ｔ 细胞、ＣＤ８ ＋ Ｔ
细胞数量和血清中 ＩＬ － ４ 含量。 淫羊藿 － 蜂胶佐

剂不仅对特异性免疫起作用，还具有增加小鼠和雏

鸡的 ＮＫ 细胞、巨噬细胞活性及血浆 ｃＡＭＰ、ｃＧＭＰ
含量等非特异免疫功能［１７］。

壳聚糖中游离的氨基和羟基可通过氢键和静

电吸引作用吸附于机体黏膜上。 通过作用于 Ｔｏｌｌ
样受体诱导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的活化，提高共刺

激膜蛋白 ＣＤ８０ 和 ＣＤ８６ 的表达，从而激活免疫

系统。
黄芪多糖、淫羊藿多糖、蜂胶黄酮、人参皂苷组

成复方与新城疫疫苗混合后免疫雏鸡，能显著促进

淋巴细胞转化，提高血清抗体效价，部分时间点显

著强于油佐剂。
中药也可通过激活网状内皮系统、诱生多种细

胞因子来增强动物免疫功能。 大量的研究证实，中
药及中药复方制剂可以通过细胞免疫、体液免疫提

高机体的抗病力和抵抗力，增强畜禽等动物机体的

免疫功能。
４　 兽用疫苗中药佐剂生产工艺

中药产地不同，采收时间不同，药物的特性及

有效组份、有效成分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如多糖多为粗品，无法确定活性多糖结构，生产工

艺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较多。
我国兽医领域已成功将蜂胶佐剂、多糖与糖苷

佐剂、壳聚糖佐剂、皂苷佐剂应用于各类动物疫苗，
也有将壳聚糖微球与白油佐剂混合作为禽流感疫

苗佐剂的成功尝试。 开展了中药佐剂生产工艺、独
立包装配合疫苗使用等研究和探索。 与疫苗一体

化生产、用于注射给药的中药佐剂，有效解决了壳

聚糖不易溶于水、大部分多糖溶解性低的问题。 同

时，某些成分如皂苷类还存在一定的溶血性、细胞

毒性和神经毒性，需要提升减毒增效工艺生产水

平，针对溶血问题，采用脂质体包被等技术，如将巴

西藜芦皂苷（ＱＢ －８０）包裹在脂质中制成纳米佐剂

（ＩＭＸＱＢ －８０），消除溶血作用并保留佐剂效果。 针

对壳聚糖黏膜免疫在机体中存在各种阻碍，如口服

易在胃中被消化，滴鼻在鼻腔内作用时间短等问

题，可以将壳聚糖等制成小于 １ μｍ 的纳米颗粒

（ＮＰｓ） ［１８］，发挥 ＮＰｓ 抗原高效递呈作用。 如将新城

疫病毒 Ｆ 基因 ＤＮＡ 疫苗封装到壳聚糖纳米粒中，
促进黏膜免疫传递系统的持续释放，提高免疫效

率。 各类中药佐剂生产工艺比较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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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类中药佐剂生产工艺比较

Ｔａｂ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ｓ
佐剂类型 给药途径 主要生产工艺

与疫苗一体化
生产的佐剂

注射用
提取；乳化；化学修饰提高溶
解性；脂质体包埋降低毒性

内服 提取；混合

黏膜给药 提取；纳米、脂质体包埋技术

分别生产，单独包装的
佐剂（中药成方制剂）

内服
散剂、颗粒剂、口服液、片剂、
可溶性粉生产工艺

注射用 注射剂生产工艺

５　 兽用疫苗中药佐剂发展趋向及对策

近年来，国际兽药领域高度关注新型佐剂的研

发。 佐剂是我国兽用疫苗，尤其是重组蛋白疫苗、
亚单位疫苗等的开发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开发新

型疫苗佐剂，尤其是从天然药物中筛选出疫苗佐剂

就显得尤为重要。
５． １　 建立兽用疫苗中药佐剂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

在兽用疫苗中药佐剂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但兽用

疫苗中药佐剂构效关系、理化特性及免疫机制仍不

完全清楚，中药佐剂的评价与审批体系尚跟不上创

新发展需求，有关标准和质量控制方法尚不完善。
建议从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等多角度建立

全面的佐剂评价体系，推动兽用疫苗中药佐剂和中

药免疫调节制剂的研发与创新。
５． ２　 推动兽用疫苗中药佐剂规范化生产　 中药佐

剂尤其是注射用佐剂，一般是由药材经过水、醇提

取纯化制备而来，有的与抗原混合制成含佐剂疫

苗，生产过程较为复杂，需要解决标准化、规范化生

产的问题。 建议建立有关兽用疫苗中药佐剂标准

化生产技术要求，推动规范化生产，全面提升我国

兽用疫苗的质量水平。
５． ３　 合理应用兽用中药免疫增强剂　 兽用疫苗中

药佐剂品种丰富，类型多样，中药单味、组份、复方

制剂等不同类型佐剂的应用有不同的要求。
作为免疫增强剂批准的兽用中药制剂品种，有

散剂，也有注射剂，主要通过口服和注射给药，除了

可以单独使用，还可以配合疫苗使用，使用方式包

括：独立给药；与疫苗分开但同时给药；混合后一次

性给药。 通过不同方式发挥该类制剂在提高疫苗

效果、提高疫苗免疫应答方面的作用。 口服制剂应

明确是在疫苗使用之前，还是之后给药；注射液一

般与疫苗同步使用或混合后一起注射使用，此类注

射剂产品宜采用合适包装，并建立相应使用规范。
５． ４　 加大中药佐剂推广应用　 为更好发挥中药佐

剂作用，切实提升兽用疫苗免疫效果、减少疫苗使

用副作用，有必要加大各类中药佐剂的使用推广力

度，切实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 佐剂与疫苗一体化

生产的品种，包括注射用和口服疫苗，应用最为方

便；对于佐剂独立包装的品种，与疫苗配合使用时，
需要掌握临用配制的有关技术；配合疫苗使用提高

免疫效果、提高疫苗免疫应答的中药复方制剂，一
般与疫苗同步或配伍使用，需要一定的中兽医诊疗

知识。
我国兽医临床灵活运用中兽医药理论，采用穴

位注射增强药效。 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

研究所研究成功的猪腹泻二联疫苗经后海穴注射，
通过经络和疫苗免疫建立双重免疫屏障，使用方

便，效果显著，减少应激，为兽用疫苗佐剂的创新性

发展和应用打开了新的空间。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兽用疫苗中药佐剂研究与产业发展取得新成

绩，中兽医药技术为动物疫病防控发挥更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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