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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多年来对宠物犬冠状病毒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验证，笔者建议采用奥司他韦联

合中药配方马鞭草、毛叶草、木通煎剂治疗，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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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冠状病毒（Ｃａｎｉｎｅ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ＣＣｏＶ）属 冠

状病毒科冠状病毒属，易感染不同品种、性别、年龄

的犬。该病 毒 随 病 犬 粪 便 排 出，在 泥 土、粪 便 中 可

存活６～９ｄ。犬由于采食被病毒污染的饲料、饮水，

经消化道感染。笔者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１２例犬

冠状病毒病病例，取得了满意效果。

１　病例情况

　　幼犬３例（泰迪２例，♀，２月龄；雪 纳 瑞１例，

♀，４月龄），成年犬９例（比 熊 犬３例，２♂＋１♀，２

～３岁；波斯 顿２例，♂，３岁；杂 交 犬３例，♀，２～

３岁；斗牛犬１例，♂，２岁）。病 毒 在 犬 体 内 潜 伏１

～３ｄ，幼犬症状 严 重，食 欲 大 减，呕 吐 持 续 多 天，排

恶臭稀粪，粪便呈咖啡色或绿色，含有少量血液，偶

见高温３９．５～３９．８℃。多年的病例中肠炎型较多。

２　诊断

　　从直肠取带肠黏膜的粪便，于稀释剂中搅匀后

滴 于 ＣＰＶ／ＣＣｏＶ 抗 原 快 速 检 测 试 纸 （韩 国

ＢＩＯＩＮＤＩＳＴ　Ｃｏ．，Ｌｔｄ生 产 ）板 孔 中，５～１０ｍｉｎ

后，观测结 果。血 检 可 见 白 细 胞 数 减 少，血 小 板 数

量下降。据检测阳性结果结合流行病学、临诊症状

确诊。

３　防治

　　预防为主，２月龄幼犬开始注射荷兰英特威进

口 四 联 苗，程 序 性 注 射２～３次，能 起 到 较 好 免 疫

效果。胃肠炎型治 疗 措 施：采 用 营 养 支 持 疗 法，进

行对症治疗。检测到ＣＣｏＶ感染，最先喂服 奥 司 他

韦胶囊（瑞士产）２５ｍｇ／ｋｇ，５％葡 萄 糖 水 和 复 方 氯

化钠（Ｖ∶Ｖ＝１∶１），依 脱 水 程 度 及 时 补 液４０～

９０ｍＬ／ｋｇ，ＡＴＰ、ＣＯＡ、６５４－２、头孢曲 松 钠、奥 美 拉

唑，呼吸道炎症输 液 量 应 适 当 控 制，加 穿 琥 宁 注 射

液（成都天台药业）、氨溴 索 注 射 液、恩 诺 沙 星 注 射

液，适当补充葡 萄 糖 酸 钙、ＶＣ、Ｂ６；肌 注ａ－干 扰 素、

黄芪注射液（大理药 业 有 限 公 司）、止 吐 宁（北 京 佑

宠生物有限公司）、止 泻 宁、科 特 状（拜 耳 公 司），腹

泻严重的成年犬 直 肠 给 药 氯 霉 素、思 密 达 等；高 热

的犬灌服中药（马 鞭 草７ｇ、毛 叶 草１０ｇ、木 通５ｇ，

１　０００ｍＬ水 煎３次 后 合 并 煎 成２００ｍＬ），喂 服

３次／ｄ，烧退 后 不 服 中 药，主 要 靠 输 液 营 养 支 持。

及时清除病犬粪尿，０．２％过氧乙酸或２％～４％的

烧碱喷洒消毒，及时补 液。成 年 犬 经 治 疗７～１２ｄ

可痊愈。

４　体会与讨论

　　目前为止，国际病毒学分类委员会将冠状病毒

分为α型、β型、γ型和δ型４个型。犬冠状病毒和

猫冠状 病 毒 （Ｆｅｌｉｎ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ＦＣｏＶ）属α型 冠

状病毒［１－２］。研究发现，α型冠状病毒通常利用氨基

肽酶Ｎ（Ａｍｉｎｏ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Ｎ，ＡＰＮ）作为功能性受体

入胞，利用细胞膜表面的血管紧张素２（Ｔｈｅ　ａｎｇｉｏ－

ｔｅｎｓ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２，ＡＣＥ２）作 为 受 体，识 别

宿主细胞，发生吸附和入胞，完成感染［３］；ＡＰ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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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种属特异性［４－５］，不同冠状病毒的Ｓ蛋白只能

结合相应物种的ＡＰＮ。α型冠状病毒对家畜、宠物

犬、猫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对该类病毒入胞途径

的研究较多。ＭＩＬＥＷＳＫＡ等发现ＨＣｏＶ－ＮＬ６３病

毒通过 硫 酸 肝 素 蛋 白 多 糖 与 靶 细 胞 结 合，ＳＡＲＳ－

ＣｏＶ 感染宿主 细 胞 时，首 先 与 细 胞 膜 表 面 的 ＡＣＥ２

蛋白结合，随后进入内吞小体［６］。上述是抗病 毒 药

物设计的思 路，只 能 针 对 特 定 病 毒，特 别 是 针 对 一

些危害严重的病毒而考虑的细节。

奥司 他 韦 （ｏｓｅｌｔａｍｉｖｉｒ），商 品 名 达 菲（ｔａｍｉ－

ｆｌｕ），是一种抗病毒药，其活性代谢产物是强效的选

择性的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 （ｎｅｕｒａｍｉｎｉｄａｓｅ，ＮＡ）

抑制剂［７－８］。奥司他韦通过抑制病毒从 被 感 染 的 细

胞中释放，从 而 减 少 流 感 病 毒 的 传 播，目 前 临 床 上

主要用于流行性感冒的治疗［９］。

使用奥司他韦治疗犬冠状病毒病，可能通过抑

制神经氨酸 酶 的 活 性，切 断 病 毒 的 扩 散 链，抑 制 病

毒传播，早期用药治疗效果较好。另外犬的呕吐中

枢发达，肠 胃 型 炎 症 呕 吐 比 较 严 重，用 止 吐 宁（成

分：马罗皮坦柠檬酸盐、格拉司琼）输液止吐效果较

好。马罗皮坦柠檬酸盐是Ｉ型神经肽（ＮＫ１）的受体

拮抗剂，可通过抑制Ｐ物质（引起呕吐的神经递质）

而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从而抑制外周神经性及中

枢性呕吐。格拉司琼是一种５－ＨＴ３受体拮抗剂，其

机理主要是 通 过 拮 抗 中 枢 化 学 感 受 区 及 外 周 迷 走

神经末梢的５－ＨＴ３受 体，从 而 对 恶 心、呕 吐 有 较 好

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马鞭草味苦，微 寒，具 有 清 热 解 毒、截 疟、利 尿

消肿、活血散瘀的功效，用于治疗痛经、喉痹、痈肿、

水肿、百 日 咳；毛 叶 草 性 寒、味 苦、辛，清 热 解 毒，消

肿止痛，治疗 咽 喉 肿 痛、急 性 肠 炎、带 状 疱 疹 等；木

通性寒，味 苦，归 心 经、小 肠 经、膀 胱 经，清 心 火，利

小便，通经下乳。三药合用清热解毒，消炎利湿。

　　在 采 用 头 孢 类、恩 诺 沙 星 抗 炎，穿 琥 宁 抗 病

毒、氨溴索 止 咳 化 痰、止 吐、止 泻 保 护 肠 胃 治 疗 的

基础 上，使 用 奥 司 他 韦 胶 囊 大 幅 提 升 了 患 犬 治

愈率。

奥司他韦抗病毒疗效优于传统抗病毒药物，联

合中成药配方治疗犬冠状病毒病有一定疗效，且不

良反应小，值得动物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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