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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ACTH 和地塞米松对鸡血浆纤维连接蛋白
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①

梁礼成②　刘健华　金久善　赵继勋　何 诚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摘　要　研究了肌肉注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 CTH , 6 IU õkg- 1体重) 和人工合成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
(DXM , 6 m gõkg- 1体重) 对 19 日龄和 39 日龄肉鸡血浆急性期蛋白——纤维连接蛋白 (FN ) ——和血清生化

指标的影响。结果如下: A CTH 和DXM 处理 19 日龄鸡, 血浆中 FN 浓度在注射后 28 h 分别比对照组高 1. 6

和 2. 5 倍, 并持续到 52 h。39 日龄鸡A CTH 处理组 FN 水平 4 h 后较对照组高 1. 3 倍,DXM 组 FN 水平 28 h

时较对照组高 2 倍; A CTH 和DXM 注射后 4 h 血糖和尿酸水平升高, DXM 处理使高血糖持续到 28 h; DXM

组胆固醇水平在 28 和 52 h 时明显比对照组高; 其他血清生化指标如总蛋白、白蛋白水平、谷草转氨酶活性均

无明显变化。由此可见, A CTH 和DXM 均可选择性地引起鸡血浆急性期蛋白纤维连接蛋白的浓度升高; 与其

他血清生化指标的变化比较, A CTH 和DXM 对血糖和尿酸浓度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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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sing a single in tram u scu lar adm in ist ra t ion of adrenoco rt ico trop ic ho rmone

(A CTH , at 6 IUõkg- 1 body w eigh t ) and the syn thet ic g lucoco rt ico ids, dexam ethasone

(DXM , at 6 m gõkg- 1 body w eigh t ) , the effect of A CTH and DXM on b ro iler p lasm a

fib ronect in (FN ) levels and o ther selected serum b iochem ical param eters w ere evaluat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as fo llow s: ①W ith in 28 h of A CTH and DXM adm in ist ion, p lasm a levels of

FN w ere increased to 1. 6 and 2. 5 t im es over the con tro l levels respect ively and st ill kep t a t

h igh level a t 52 h. ②Serum levels of g luco se and u ric acid w ere increased sign if ican t ly after

4h of A CTH and DXM adm in ist ra t ion and the gluco se w ere st ill rem ained in h igh level a t 28

h after adm in ist ra t ion of DXM. Cho lesterone levels w ere increased by DXM after 28 h

adm in ist ra t ion. Serum to ta l p ro tein, a lbum in and aspara ta te am ino tran sferase (A ST ) act ivity

rem ained unchanged. T he resu lts ind ica ted that the A CTH ,DXM cou ld select ively induce the

increases of the acu te phase p ro tein s2f ib ronect in in ch icken s in circu la t ing levels and influence

the serum gluco se and u ric acid values dram at ica 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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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养禽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应激因素如高温、寒冷、转群、免疫接种等, 因此而导

致家禽生长受阻、生产性能低下, 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和死亡率升高,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应激

因素通过神经2内分泌途径作用于机体, 使A CTH (促肾上腺皮持激素)和糖皮质激素分泌明显

增多, 并由此而引起家禽营养、生理、代谢等方面发生变化。

近年来随着对应激反应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应激还会引起急性期蛋白的变化。急性期蛋

白 (A PP)又叫应激敏感蛋白, 是指一类在感染、创伤、炎症等应激原作用于动物机体时, 其血浆

浓度发生改变的蛋白质, 主要由肝脏合成[1 ]。纤维连接蛋白 (FN )是一种A PP, 在急性炎症或糖

皮质激素作用下, 鼠、兔、人、鸡血浆 FN 浓度升高[2 ]。Gen try (1992)报道, A CTH 和DXM 均可

使家兔血浆 FN 浓度升高, 但给小牛注射A CTH , 其血浆 FN 水平并不发生改变, 说明 FN 等

急性期蛋白在应激时的变化有种属差异性[2 ]。虽然 FN 被认为是鸡的A PP, 但都是在人工诱发

炎症或离体培养肝细胞时得出的结论[3 ] , 鸡血浆 FN 浓度能否在A CTH、糖皮质激素的作用下

升高国内外还未见有报道。因此,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通过应激反应模型, 给肉鸡注射与应激反

应有关的激素, 即A CTH 和糖皮质激素 (地塞米松,DXM ) , 检测鸡血浆 FN 浓度的变化, 并与

其他血清生化指标 (如血糖, 尿酸和胆固醇等) 的变化进行比较, 探讨激素对肉鸡内分泌、代谢

方面的影响, 为研究禽类应激的机制提供理论依椐。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也为比较不同发育

阶段肉鸡对应激激素的反应, 本研究观察了不同日龄肉鸡在注射激素后血浆 FN 的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与饲养条件

艾维茵商品代肉鸡, 按常规育雏, 采用自由饮水和采食。

1. 2　分组和处理

19 日龄时选 56 只体重相近的健康鸡, 随机分成 4 组, 每组 14 只, 各分成 2 个重复, 分别

于鸡的腿部肌注DXM (6 m gõkg- 1, 按体重给药, 下同) 或A CTH (6 IU õkg - 1 ) 或生理盐水

(1 mLõ只- 1) , 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其中A CTH 购自 Sigm a 公司 (L o t 126H 0037)、地塞米松

磷酸钠注射液为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生产 (批号: 980416)。39 日龄时重复上述

过程。

1. 3　采血及血样处理

分别于处理后 4, 28, 52 h 自心脏采血, 每次每组取 7 只鸡采血, 每只采血 3 mL , 其中

1 mL 制血浆 (3. 8% 柠檬酸钠抗凝, 1 份抗凝剂+ 9 份血) , 2 mL 制血清。血浆在采血后经

3 000 rõm in - 1离心 20 m in 获得, 立即保存于- 20℃中; 血清在采血后静置 2 h 经 3 000 rõ

m in - 1离心 10 m in 获得, 当天检测血清生化指标。

1. 4　检测项目和方法

1. 4. 1　血浆纤维连接蛋白　用双抗体 EL ISA 法[4 ]。20 ΛgõmL - 1兔抗鸡 FN IgG (pH 9. 5 碳酸

盐缓冲液配制) , 包被 96 孔酶联板, 每孔加 100 ΛL , 4℃放置 12 h 或 37℃ 2 h 以上; 封闭溶液

为 1% 明胶 (溶于包被液中) , 置 37℃ 1 h 或 4℃过夜; 用含N aC l 0. 13 mo lõL - 1pH 7. 2 的磷酸

盐缓冲液 (PBS) 配制标准鸡 FN 液或待测样品液, 标准鸡 FN 按倍比稀释设 7 个不同浓度

(15. 6～ 1 000 ΛgõL - 1) , 鸡血浆 1÷5 000 稀释, 以 1% BSA 作为阴性对照, 每孔加入 100 ΛL , 均

设 3 个重复孔, 置 37℃反应 100 m in; 抗 FN IgG2HR P 以上述 PBS 作 1÷ 1 000 稀释, 每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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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ΛL , 置 37℃反应 80 m in; 加底物溶液 37℃显色 15 m in, 用 2 mo lõL - 1硫酸溶液终止反应;

在酶标仪上设定测量程序后, 放入待测酶联板, 仪器计算并打印出标准曲线和样品的浓度。上

述各层溶液加入以前均用含 0. 5% Tw een220 的 PBS 溶液洗脱 3 次。兔抗鸡 FN IgG、标准鸡

FN、HR P 标记 IgG 均自制, 明胶购自 Sigm a 公司。

1. 4. 2　血清生化指标　血糖 (GLU ) 采用酶连续检测法; 总蛋白 (T P) 采用双缩脲法; 白蛋白

(ALB ) 采用溴甲酚绿法; 尿酸 (UA ) 采用尿酸酶2过氧化物酶法; 胆固醇 (CHO ) 采用 CHOD 2
PA P 法; 谷草转氨酶 (A ST öGO T ) 采用 IFCC 酶动力法。测定仪器为日立 7070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 药盒均购自北京中生生物工程高技术公司。

1. 5　数据处理

用 SA S 软件处理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 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各处理组均与同一

时间对照组比较。

2　试验结果

2. 1　ACTH,D XM 和生理盐水对鸡血浆 FN 浓度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19 日龄鸡A CTH 组和DXM 组血浆 FN 浓度在注射后 28 h 分别比对

照组高 1. 6 和 2. 5 倍, 52 h 后二组 FN 浓度仍显著比对照组高 (P < 0. 05) ; 39 日龄鸡A CTH

组 4 h 后 FN 水平较对照组高 1. 3 倍,DXM 组 FN 水平 28 h 后较对照组高 2 倍; 生理盐水组

FN 浓度与对照组比各时间均无显著差异。

2. 2　ACTH,D XM 和生理盐水对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DXM 组 GLU 水平在注射后 4 h 和 28 h 显著比对照组高 (P < 0. 01) ,

A CTH 组 4 h 后 GLU 水平也较对照组高, 但统计无差异; A CTH 组和DXM 组UA 水平较对

照组高 2～ 3 倍, 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DXM 组CHO 水平在 28 h 和 52 h 后较对照组高 (P

< 0. 05) ; 二组 T P 水平 28 h 后比对照组稍低, 但差异不显著; A ST 和ALB 水平各组均无显著

差异。生理盐水组各种生化指标均无明显变化。

表 1　注射A CTH ,DXM 和生理盐水对鸡血浆 FN 浓度的影响 (X ±S E ) ΘögõL - 1

鸡　龄 处理后时间 töh 对照组 生理盐水组 A CTH 组 DXM 组

19 日龄 4 0. 35±0. 11 0. 31±0. 06 0. 34±0. 07 0. 31±0. 05

28 0. 32±0. 08 0. 33±0. 05 0. 51±0. 163 0. 79±0. 273 3

52 0. 34±0. 10 0. 31±0. 08 0. 46±0. 113 0. 58±0. 133

39 日龄 4 0. 45±0. 07 0. 43±0. 06 0. 60±0. 103 0. 44±0. 05

28 0. 42±0. 08 0. 41±0. 04 0. 47±0. 06 0. 84±0. 123 3

52 0. 41±0. 07 0. 45±0. 09 0. 42±0. 05 0. 52±0. 09

　　注: 3 表示该值与同一时间对照组比差异显著 (P < 0. 05) ;

3 3 表示该值与同一时间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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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注射A CTH ,DXM 和生理盐水对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指标 处理后时间 töh 对照组 生理盐水组 A CTH 组 DXM 组

血糖 Θöm gõdL - 1 4 242. 4±12. 2 241. 4±12. 2 278. 4±20. 7 377. 4±62. 93

28 216. 9±19. 0 206. 1±21. 2 247. 7±104. 6 386. 4±125. 23

52 163. 3±7. 5 177. 1±8. 6 178. 1±13. 6 182. 7±47. 7

尿酸 Θöm gõdL - 1 4 4. 80±0. 99 5. 13±1. 16 9. 20±2. 423 12. 47±2. 963 3

28 7. 18±1. 92 6. 02±1. 59 5. 72±1. 27 8. 85±2. 47

52 3. 05±0. 97 5. 23±0. 95 4. 92±1. 05 6. 07±0. 95

胆固醇 Θöm gõdL - 1 4 122. 8±19. 3 111. 1±9. 9 127. 1±10. 5 116. 2±11. 8

28 126. 5±18. 9 114. 4±13. 6 113. 1±19. 8 183. 4±25. 53

52 90. 0±15. 4 102. 0±7. 6 103. 1±12. 4 162. 0±21. 63

总蛋白 Θöm gõdL - 1 4 238. 0±20. 4 232. 6±11. 9 228. 7±12. 6 234. 9±13. 8

28 236. 9±12. 7 253. 5±9. 0 219. 2±19. 4 207. 8±24. 0

52 234. 2±4. 5 234. 4±1. 2 233. 3±2. 4 229. 2±3. 4

白蛋白 ΘögõL - 1 4 15. 3±1. 4 16. 1±1. 1 16. 8±1. 1 16. 7±1. 3

28 18. 4±0. 8 16. 9±0. 9 18. 9±1. 4 20. 1±2. 0

52 14. 6±1. 4 14. 4±0. 5 15. 0±1. 2 17. 0±1. 7

谷草转氨酶öUõL - 1 4 175. 3±51. 1 164. 4±13. 3 179. 9±28. 4 223. 3±52. 4

28 150. 3±12. 8 151. 7±13. 9 168. 3±21. 9 194. 7±40. 9

52 160. 4±11. 2 160. 6±17. 2 161. 9±23. 7 191. 1±4. 0

3　讨论

3. 1　ACTH 和D XM 对鸡血浆 FN 浓度的影响

FN 是一种高分子糖蛋白, 主要以 2 种形式存在于动物体内: 可溶性 FN 存在于血液和体

液中; 不溶性 FN 存在于细胞表面、结缔组织和基底膜中[5 ]。FN 有促进细胞粘附、分化、迁移、

增殖等功能, 在血液凝集、伤口愈合、肿瘤的发生和转移及生殖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血浆中的 FN 还是单核2巨噬细胞系统的主要调理素[6 ]。

FN 作为急性期蛋白是由Ow en s 在 1982 年首先提出的, 他在给成年大鼠皮下注射松节油

人工诱发急性炎症的同时, 发现循环血中 FN 较正常水平增加了 2～ 4 倍[7 ]。后来, 许多学者研

究发现在急性炎症或糖皮质激素作用下, 大鼠、家兔、鸡、人的血浆 FN 水平升高[2 ]。糖皮质激

素被认为是调控肝脏合成急性期蛋白的一种因子, 大量实验证明糖皮质激素可促进 FN 的合

成[3 ]。A CTH 作为糖皮质激素的刺激剂, 也可使兔血浆FN 浓度增加[2 ]。本研究结果表明, 注射

A CTH 或DXM 后无论是 19 日龄还是 39 日龄鸡血浆FN 浓度都升高了, 进一步证实 FN 是鸡

的一种急性期蛋白, 也验证了糖皮质激素可促进 FN 合成的结论。DXM 处理组 19 日龄和 39

日龄肉鸡两次结果比较一致, 但A CTH 处理组, 19 日龄鸡 FN 28 h 后升高并持续到 52 h, 而

39 日龄鸡 4 h 后即升高, 28 h 后又下降。A CTH 处理后, 39 日龄肉鸡比 19 日龄肉鸡 FN 升高

快可能与垂体2肾上腺轴发育较完善有关。D avis 发现, A CTH 不使 1 日龄鸡血浆皮质酮浓度

升高, 却使 3～ 7 日龄和 14 日龄鸡血浆皮质酮水平分别在注射后 6 h 和 4 h 达高峰。因此推测

19 日龄鸡的垂体2肾上腺轴发育还不够完善, 肾上腺皮质对A CTH 的反应较 39 日龄鸡迟钝,

皮质酮释放慢, 导致在 28 h 后才使血浆 FN 浓度升高, 而 39 日龄鸡垂体2肾上腺轴发育完善,

肾上腺皮质能迅速对A CTH 作出反应, 皮质酮很快增多并刺激肝细胞合成 FN。因此, 4 h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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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现出血浆 FN 增多。从结果也可以看出, 血浆 FN 浓度在 52 h 后仍较对照组高, 说明 FN

等急性期蛋白的变化有可能用来反映动物的应激反应, 但还需在进一步研究确定。血浆FN 浓

度升高是由于糖皮质激素作用于肝细胞, 引发肝细胞合成 FN 增加并释放入血而使血浆浓度

增加的[3 ]。但增加的 FN 在应激反应过程中究竟有何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

3. 2　ACTH 和D XM 对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A CTH 和DXM 在引起鸡血浆急性期蛋白——纤维连接蛋白——浓度变化的同时, 也使

其他血清生化指标浓度发生改变。血糖变化历来是研究应激反应的重点对象, 许多应激因素可

使血糖升高[8, 9 ]。本研究结果中显示: A CTH 和DXM 均使鸡血糖浓度升高, 血糖水平在DXM

组升高更显著, 并持续到 28 h 后。这与 FN 的变化一致, 说明注射的DXM 剂量大, 在体内作用

时间长, 而A CTH 剂量相对较小, 作用时间短, 故呈现前述 FN 和血糖水平的变化。尿酸是禽

类蛋白质、非蛋白氮和嘌呤等物质的主要分解代谢产物,A CTH 和DXM 使尿酸浓度升高, 这

与 Saadom 的结果一致, 说明糖皮质激素有促进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作用[10 ]。从总蛋白的变化来

看,A CTH 和DXM 组 T P 水平均有所下降, 也表明蛋白质的分解代谢加强了。地塞米松使胆

固醇浓度显著升高, 与 John 的报道一致[11 ]。John 认为, 升高的胆固醇与类固醇激素的合成减

少有关, 即外源性糖皮质激素通过反馈控制, 引起内源性糖皮质激素合成下降, 胆固醇利用减

少, 从而导致血浆CHO 浓度升高。

4　结论

①A CTH 和DXM 均可使鸡血浆 FN 浓度升高, 说明 FN 是鸡的一种急性期蛋白。

②A CTH 处理使血糖和尿酸水平显著升高, 使总蛋白水平下降, 但差异不显著;DXM 处

理使血糖、尿酸、胆固醇水平显著升高, 并使高血糖持续到 28 h 后, 使总蛋白水平下降及使

A ST 活性上升, 但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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