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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圣罗勒和刺罂粟叶的提取物在鸡模型中的免疫调节影响。用 250 毫克/公斤口服剂量的圣罗

勒和刺罂粟叶对无毒的鸡和实验鸡饲做对比试验。S.鼠伤寒沙门氏菌 O 抗原的体液免疫应答通过定量免疫鸡血清抗体水平

通过 ELISA 试验测定。在对照组比较中喂养的鸡在 OS 抗体滴度显著升高。抗体滴度在有操作系统的血清样品和喂养的鸡

(5 333.33±674.62)和(4 266.67±674.62)，而对照组为(3 733.33±533.33)。这项研究表明在这两种植物的提取物能增强的抗

体水平，可以作为一种体液免疫刺激。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CMI)是由微分淋巴细胞计数检测(DLC)和 DNCB 森西敏过敏试

验。DLC 透露增加淋巴细胞计数在圣罗勒喂养组和降低淋巴细胞计数是刺罂粟叶喂养组与对照组相比。DNCB 试验表明在

24 小时的间隔组控制内圣罗勒喂养组和刺罂粟叶喂养组分别为皮肤厚度减少 34.02%，皮肤厚度增加 29.89%相比。本研究

表明，圣罗勒和刺罂粟叶的热水提取物对细胞抑制的影响具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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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study the immuno modulatrory effects of leaves of Ocimum santum (OS) and 

Argemone mexiana (AM) plants in chicken model. 250 mg/kg body weight oral dose of OS and AM was found ideal and nontoxic in 

chickens and experimental chickens were fed this dose. Humoral immune response to S. enterica serovar Typhimurium ‘O’ 

antigen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ng the serum antibody level of immunized chickens by ELISA tes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ise in 

antibody titre of OS and AM fed chicken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group. The antibody titre in the serum samples of HAE of OS and 

AM fed chickens were (5333.33±674.62) and (4266.67±674.62) respectively, whereas in control group it was 3733.33±533.33.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extract of both plants enhanced the antibody level and acted as a humoral immuno stimulant. Cell 

mediated immune response (CMI) was assayed by differential lymphocyte count (DLC) and DNCB sensitized hypersensitivity test. 

DLC revealed increase in lymphocyte count in OS fed group and decrease in lymphocyte count in AM fed group as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DNCB test demonstrated 29.89% increase in skin thickness in OS fed group and 34.02% decrease in skin thickness  in 

AM fed group as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at 24 hour interval.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e T cell suppressive impact of hot aqueous 

extract of AM and stimulator effect of OS.  
Keywords Argemone mexicana, Ocimum sanctum, Hot aqueous extract; Humoral, CMI, DNCB 

 
有几种疾病，这是由于无论是体液或细胞介导的

或这两种类型的反应的免疫抑制。往往在这种情况

下，化学药物不能恢复正常功能 NS。在这种情况

下，由药用植物或他们的产品的免疫系统的调制可能

是一种可能的替代治疗方法。世界卫生组织(WHO)

已开始给予强调发展和使用草药产品的世界人口的利

益，在观看化学药物的局限性和不良影响 (李，

2004)。环保型和非危险性质对人类和动物的草药，

没有残留的影响，最低的耐药性和副作用的情况下，

进一步灌输草药的兴趣。 

这些植物圣罗勒在许多亚洲本土的医学体系中占

有重要地位，非洲和南美洲国家。在印度，我的传统

制度的实践者药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和圣地。从过去的

二十年中，证明圣罗勒在现代医学治疗的科学依据，

一些研究人员(苏德 et al.，2006；印度 et al.，2006；

Goel 等人，2010)已经开始探索这种植物的药理作

用，发现这些提取物对免疫应答的调节的调节作用亭

因子。 

除了这些行之有效的药材，有一些杂草如墨西哥

众所周知的毒性可能有生物活动有益于动物王国包括

http://dx.doi.org/10.5376/jpmp.cn.2013.02.0010
http://dx.doi.org/10.5376/jpmp.cn.2013.0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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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库马尔，2006)。刺罂粟叶可以归结为各种疾

病，疥疮，皮肤瘙痒，湿疹和牛皮癣，疾病受损或有

缺陷的细胞介导的免疫和用于白内障的治疗和 opthal

米娅(oudhia Gupta，2004，2001，，库马尔，2006，

Goel 等人，2008)。 

1 结果 

1.1 无毒剂量的测定 

众所周知，刺罂粟叶的种子，含有有毒物质，叫

做血根碱在人类和动物消费产生水肿。然而，在我们

的研究中，水提取物的制备 M A 刺罂粟叶墨西哥

叶、GC-MS、HPTLC 叶粉透露血根碱化合物的情况

下。所有三个剂量的操作系统是安全无毒无不良临床

表现观察任何鸟类。所有的鸟显然是正常和健康的。

没有对血液学参数的不利影响被发现(数据未显示)。

体液和 CMI 系统是剂量反应研究 250 毫克/公斤，被

使用，因为它是理想的。 

1.2 体液免疫反应对 S.鼠伤寒沙门氏菌 O 抗原 

在实验和控制对 S.鼠伤寒沙门氏菌 O 抗原组采

用间接伊莉莎估计鸡抗体滴度。免疫前抗体滴度在所

有三 EE 组类似，从 933.33±133.33 到 933.33±

458.12。第一免疫后第七天血清圣罗勒和刺罂粟叶提

取收集显示抗体效价上升到 2800±400 和分别为

434.1 和 2266.67。抗体效价进一步上升至 5333.33±

674.62 和 4266.67±674.62 分别在圣罗勒和刺罂粟叶

喂养组测量时，在第七天之后第二免疫化。在抗体滴

度显着上升在圣罗勒和刺罂粟叶鸡与对照组相比。抗

体滴度的平均值在表 1 和图 1 中给出。表 1 体液免疫

鸡对沙门氏菌血清型鼠伤寒沙门氏菌 O 抗原 

 

 

 

 

 

 

 

 

图 1 线图呈现的体液免疫应答，使用鼠伤寒沙门氏菌 O 抗

原在美联储和饥饿组 

 

 

 

 

 

 

 

 

 

 

 

1.3 细胞免疫(CMI)鸡用 DNCB 反应 

研究操作系统的作用是有叶细胞介导的免疫反

应，在体内试验来评估迟发型超敏反应(DTH)采用

DNCB 作为鸡的反应过敏原。意味着鸡实验皮肤厚度

值(OS，是美联储)组和对照组在 24 h、48 h 和 72 h

后挑战 DNCB 在表 2 和图 2 给出了。在关系对照组

饲喂 24 h 时，对照组的皮肤厚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9.89%，而对照组的 34.02%的抑制率为 24 皮肤厚度

测量时，在 48 小时和 72 小时，操作系统喂养的鸡群

保持较高的 22.98%和 8.10%的比较，以控制。在我

喂养组情况有全面抑制 SK 在厚度。有明显的细胞介

导的免疫反应，但显示抑制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表 2控制、操作系统和不同时间间隔的鸡的皮肤厚度平均值 

 

 

 

 

 

 

 

 

2 探讨 

免疫反应有 OS 是叶片通过测定体液和细胞介导

的免疫反应评价。许多工人(godhwani et al.，1988 和

梅迪拉塔 et al.，2002)也研究操作系统的影响，发现

免疫细胞刺激免疫细胞。巴布等人，(2001)报道，免

疫调节作用主要是关注与造血细胞的参与和

lymphoiD 组织。体液免疫反应进行定量测定抗体的

间接 ELISA 方法 S.鼠伤寒沙门氏菌 O 抗原，结果与

对照组相比(无鸡)。据观察，在有操作系统的血清抗

体滴度和我喂养的鸡均较高 (5333.33±674.62) 和



 

3 
 

(4266.67±分别 674.62)，而对照组有 3733.33±饥饿

533.33 抗体滴度(表 1 和图 1)。这表明，与对照组相

比，系统的抗体水平分别提高了 14.28%和 42.85%，

作为体液免疫有效的兴奋剂。这些结果是可重复的和

一致的。早些时候，库马尔(2006)也观察到类似的结

果，使用鼠伤寒沙门氏菌抗原在兔。sadekar 等人

(1998)也表明提高 OS 的抗体反应叶喂养的鸟有 IBD

病毒感染。真理(2004)报道的有效作用，操作系统在

提高对细菌和病毒感染的免疫系统功能。lombal 等人

(2004)观察到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的基于 OS 的免疫

反应，发现叶提取物刺激抗体反应。我们的研究结果

与他们的发现相似 sinister(Latin=left)(拉丁语 )左边

(的)，左派(的)； 

发现有这些植物的叶片的影响对细胞介导的免疫

反应过敏性皮肤反应采用 DNCB 为过敏原。Ocimum

圣地组有 94.73%皱纹皮肤的厚度而在 Argemone 墨西

哥治疗 49.23%组与对照组相比均增加 77.6%增加 24

小时。分析显示增加(29.82%，22.98%和 8.10%)在操

作系统美联储(- 2.70%，- 13.79%和- 34.02%)在上午

喂鸡相比，对照组分别为 24，48 和 72 小时后(表 2

和图 2)。总体结果了：目前的研究表明，有操作系

统有刺激影响，是研究鸡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大水

提取物抑制 T 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墨西哥的钱。最

近 Goel 等人(2010)观察罗勒油对体液免疫和细胞介

导的免疫刺激作用。通过增加抗体滴度 AGA 观察体

液免疫应答研究院美国鼠伤寒沙门氏菌 O 抗原和免

疫过敏测试皮肤厚度显著增加。Argemone 墨西哥对

体液免疫反应和抑制的刺激作用在 CMI 抑菌效果也

Goel 等人报道(2008)。 

梅迪拉塔等人(2002)研究了 OS 籽油对应激和非

应激动物发现 OS 调制的体液免疫和细胞介导的免疫

反应，并认为这马的影响 Y 是由于 GABA 能通路调

解。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有对免疫系统的两个武器

的刺激作用，而有抗体刺激的反应，但引起的在

CMI 反应的抑制。这项研究表明，操作系统可用于

对细菌，病毒感染，以及鸡具有免疫抑制。虽然有我

的可用于治疗疾病 E 异常升高的细胞介导的免疫反

应 (Gupta ， 2004 ；库马尔， 2006 ； Goel 等人，

2008)。穆克吉等人(2005)报道，操作系统具有一定的

生物活性的免疫刺激玉米叶美联储操作系统对实验大

鼠的实验研究。 

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时间，当我们

面对现代医学的局限性在应对病鸡因免疫失调，植物

疗法提供 BY 的阿育吠陀医学和其他传统医学系统似

乎是解决方案的潜力。结果表明：罗勒油、蓟罂粟调

节免疫反应和显示有前途的治疗价值。 

图 2 示出了在操作系统和上午喂养组的皮肤厚度(mm)的差

异线图 

 

 

 

 

 

 

 

 

 

3 材料和方法 

3.1 热水提取物(有)的制备 

HAE OS /是用索氏提取器按协议通过 Goel 等人

描述的准备(2008)。悬浮液过滤棉布然后什么人 1 号

滤纸和 DRIED 在冻干机在真空下。百分比率为 14% 

~ 16%(W / W)为 OS 和 16% ~ 19%(W / W)为 AM 在

干燥的起始物料。 

3.2 实验鸟 

标准病原体免费一日龄雏鸡(av。重量 30 ~ 35 

GM)是由 Uday孵化场购买和饲养在农场，Mathura，

DUVASU，Mathura。所有的鸟都被安置在标准的控

制之下条件。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防止环境污染。在

每个实验心理组，个别鸟类识别采用翼标签。七日龄

雏鸡被用于实验。所有这些实验是通过“实验动物伦

理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并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

的研究。每实验组 6只/对照组用。 

3.4 体液免疫应答 

3.4.1 serovartyphimurium沙门氏菌 O 抗原的制备 

S.鼠伤寒沙门氏菌 O 抗原的制备由 Bhatia 等人

(2003)描述。沙门氏菌血清型鼠伤寒沙门氏菌光滑菌

落在脑心浸液琼脂培养基上生长(BHI)硒同时接种于

BHI 肉汤。接种肉汤培养 6 ~ 8 小时在 37ºC 于 3000 

rpm 离心 20 分钟，弃去上清液，用生理盐水冲洗煮

100ºC 2.30 小时热灭活的沙门氏菌血清型鼠伤寒沙门

氏菌培养为 O 抗原的体液免疫反应(HIR)测定鸡。 

3.4.2 免疫鸡 

三组即；控制，圣罗勒和刺罂粟叶已经喂养，每

组 6 只鸡龄 7 天了。操作系统和上午组鸡口服 250 毫

克/公斤体重的有操作系统/上午分别为 21 天。对照组

给予口服三组蒸馏水(安慰剂组)21 天。在第二十二天

和七天第一个剂量间隔第二剂量的沙门氏菌血清型鼠

伤寒沙门氏菌 O 抗原皮下给所有群体如表 3 所示的

鸡。在接种前第七天，接种疫苗后，从各鸡群中采集

血清样本第二免疫间接 ELISA 试验测定对沙门氏菌

的 O 抗原抗体滴度首次免疫后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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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免疫计划 

 
 
 
 
 
3.4.3 体液免疫反应的抗体效价用间接伊莉莎测量： 

沙门氏菌 O 抗原包被聚苯乙烯微量滴定板(威尔

斯 Nunc)在 4â„ƒ 孵育过夜。三洗涤用 PBS(PBS pH 

7.2、0.01)含 0.05%吐温-20(pBS-T)，阻断了 1%牛血

清白蛋白溶于 PBS，1 个小时 37â„ƒ½。连续稀释的

血清样品(1:100 至 1:10240)从 1 到 11 的第十二孔微

量滴定板分别作为阴性对照。兔抗鸡免疫球蛋白–

Y(IgY)结合 HRP(辣根过氧化物酶，1:4000)和底物

TMB(1:20)连续添加到所有的威尔斯啊 F 微板，显色

后，加入 50µl 1M 硫酸每 15 分钟停止。的光密度测

定在 450到 570纳米，并与对照组相比。 

3.5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在鸡用 DNCB 

本研究的目的是进行评估有操作系统的效果，是

叶 2，4-二硝基氯苯(DNCB)致敏鸡的方法是由蒂瓦

里和戈尔描述(1985)。我本实验模型作为抗原。每组

6 只鸡(7 日龄)，每组三只。第二组和第三组口服 250

毫克/公斤体重的操作系统和上午离开 S 提取物分别

为 21 天。I 组作为对照组和安慰剂(TDW)口服 21

天。 

在后第二十二天喂 0.25 毫升的二等分(10 毫克/毫

升)应用下降对腹部羽毛的地区联合国左侧下降到个

别鸟每组干吹。车辆的乐(丙酮)单独应用于腹部右

侧。经过 7 天的挑战剂量(1 毫克/毫升)对 DNCB 于相

同的测试方和车辆本身对腹部右侧 (Renu et al.，

2003)。通过 varnier 卡尺的挑战前，24 h、48 h 测定

皮肤厚度，72 小时后的挑战。在 C 之前减去测量厚

度的厚度的差异计算从那后挑战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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