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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接种致死量鸭肝炎病毒后雏鸭生长及发育的改变及水飞蓟素对其的影响。【方法】100 只

11 日龄雏鸭分为 5组，分别为攻毒组、攻毒+30 mg 水飞蓟素组、攻毒+10 mg 水飞蓟素组、10 mg 水飞蓟素组、空

白对照组。试验期内正常喂食及饮水，并每隔 3 d 空腹测定一次体重，观察动物发病及死亡情况。于攻毒后的第

15 d 和第 30 d 测定动物吻尾长度，于攻毒后第 30 d 扑杀，并测定腹脂重以及各内脏器官指数。【结果】用致死

量鸭肝炎病毒攻击后，雏鸭在 96 h 内死亡严重，死亡率达 75%（第 1组）；30、10 mg·kg-1
bw·d-1

的水飞蓟素具有良

好的保护作用，死亡率分别为 20%和 0（第 2 组，第 3 组）。第 1、第 2 组的幸存者显示出显著快的增重和发育速

度，胴体构成发生了明显改变，内脏指数显著降低，胸肌指数显著上升。10 mg·kg-1
bw·d-1

的水飞蓟素可有效抑制病

毒的促生长发育效应，但 30 mg·kg-1
bw·d-1

的水飞蓟素却没有抑制效应。【结论】致死量鸭肝炎病毒可显著促进存活

雏鸭的生长发育，水飞蓟素对鸭肝炎病毒的促生长发育效应具有双相性作用，在较低剂量时可发挥抑制作用，但

在较高剂量时抑制作用丧失。 

关键词：鸭肝炎病毒；体重；发育；水飞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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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duck hepatitis virus-Ⅰ(DHV-Ⅰ) on the body weight gain and the body 
length gain in duck and the effects of Silymarin on them in vivo. 【Method】 One hundred 11days old ducks, both male and female, 
were collected to be subjected to the test.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5 groups: In geoup 1-3, the animals were inoculated 
with 1:5×104 diluted duck hepatitis virus infected allantoic fluids and given 0, 30 and 10 mg·kg-1bw·d-1 Silymarin orally respectively. 
In group 4, the animals were only given 10 mg·kg-1bw·d-1 Silymarin. The group 5 was the control one.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the food and water were given ad libitum except that the food was deprived for about 36 h once every four days in order to 
body-weighting. At the middle (15 d) and end of the treatment period (30 d), their body-length were measured. At the end of 
treatment, all the birds were slaughtered and the main visceral organs, pectoral muscles, thymus, lateral head of gastrocnemius were 
weighted for gaining the organ indexes (organ weight/corpse weight). 【Result】 In group 1, most (75%) birds died in 96h after 
inoculation of the virus and in group 2 some birds (20%) died in 120 h. All of other three groups survived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30 days). The survivals of group1 and 2 showed significant highly body weight gain and body length gain than that of other three 
groups. The eventual body weights were higher about 19.11% and 20.38% than that of group 5 respectively (P＜0.01) and the body 
lengths were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5 (P＜0.05). The gastric indexes, intestinal indexes and pancreas indexes of the gro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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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2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5, but the pectoral muscle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5. 
【Conclution】 The silymarin had significantly protective effects for younger ducks from duck virus (DHV-Ⅰ) hepatitis.Inoculation 
of the virus could stimulated the body weight gain and body development in duckling. Silymarin had dual efficacy on the effects of 
the virus to stimulate the body weight gains. In lower dose, it can inhibit the virus’ effect, but in higher dose, it can’t.  

Key words: duck hepatitis virus-Ⅰ(DHV); body weight gain; dual efficacy; silymarin  
 

0  引言 

【研究意义】由于现代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以及人

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使得病毒感染导致的亚临床症

状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例如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Ⅱ

型糖尿病[1]、疱疹病毒感染与动脉粥样硬化[2-3]等。探

明和研究病毒的这类效应对于全面认识病毒在动物体

内的行为以及病毒-宿主相互作用机制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在以往 20 多年，病毒导致动

物肥胖和体重增加的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   
注[4-5]。迄今为止，已经明确有 6 种病毒具有这类作用，

分别是犬瘟热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CDV）、

罗氏肉瘤相关病毒 -7 （ rouse-associated virus-7，
RAV-7）、波那病病毒（borna disease virus，BDV），

搔痒症病原（scrapie agent）、SMAM-1 型禽类腺病毒

以及人类腺病毒-36（human adenovirus Ad-36）。其导

致肥胖的机理各不相同[5]。其中大部分发病机理均与

病毒导致的下丘脑损伤有关，即下丘脑-采食行为、下

丘脑-代谢和下丘脑-内分泌轴异常导致的动物肥胖和

体重增加[5-7]，一些腺病毒则可直接作用于脂肪细胞或

前脂肪细胞，促进其增殖和分化，从而导致体重增加

和肥胖。SMAM-1 型禽类腺病毒以及人类腺病毒-36
由于其能够导致人类肥胖而受到格外关注[5,8-9]。对肥

胖的传染性因素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肥胖发生

机理的认识，促进了防制手段的提升。【本研究切入

点】笔者前期的工作发现以亚致死剂量的鸭肝炎病毒

感染雏鸭，可导致增重显著加快，水飞蓟素可拮抗病

毒的这种效应[10]。【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为了进一步

分析生长速度加快的同时有无体脂的增加，以及骨骼

肌、内脏等躯体成分所受的影响，在本试验进一步采

用致死剂量的鸭肝炎病毒，观察其感染对雏鸭生长发

育的影响，以便更深入探索鸭肝炎病毒促生长和发育

的机理。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100 只 1 日龄仙溪湖 3 号雏鸭，购自本校科研禽 

场，不拘雌雄，饲养于实验动物房，放养前笼具、房

舍均用消毒液喷洒消毒。饲料：统一饲喂广东穗屏企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宝鼎牌 501 小鸭配合饲料。 
1.2  病毒   

由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动物生理生化实验室分离的

一株野毒株，鸭胚增殖回收，以其尿囊液作为原倍攻

毒材料，血凝试验为阴性，细菌学检验阴性。致死剂

量病毒尿囊液接种雏鸭显示典型的肝脏病变，死亡迅

速。死亡时间在 24～120 h。 
1.3  水飞蓟素 

水飞蓟种子粗提品，购自西安惠丰生化股份有限

公司，水飞蓟素含量≥80%。 
1.4  试验方法 

动物饲养前动物饲养间提前4 d用1 000倍稀释的

金碘消毒液喷洒消毒。从本校实验禽场购入无鸭肝炎

病史的 1 日龄仙湖 3 号配套系雏鸭 100 只，未分雌雄, 
自购入后常规饲养 10 日，随机分为 5 组，于第 11 日

龄时开始试验。每组 20 只动物，第 1 组为病毒感染组，

腿肌注射 0.2 ml 5×104倍稀释的病毒尿囊液；第 2、3
组为病毒感染＋水飞蓟素，于接种病毒的次日开始分

别口服 30 和 10 mg·kg-1 bw·d-1的水飞蓟素，第 4 组为

水飞蓟素对照组，即仅口服 10 mg·kg-1 bw·d-1的水飞蓟

素，第 5 组为空白对照组。水飞蓟素每日投药一次，

直至试验结束。试验中空白对照组与其它各组在同一

房间隔离饲养，由专人管理。 
1.5  动物体重测量   

采用弹簧度盘秤（OTZ 型）空腹测量，攻毒时测

定动物初始重，以后每隔 3 d 空腹测定体重一次，直

至试验结束。某阶段增重率按下式计算： 
[（该阶段终末重－该阶段初始重）÷该阶段初始

重]×100%。 
1.6  动物体长测量   

用钢卷尺由喙前端量至尾椎末端。 
1.7  器官指数测定   

动物颈静脉放血致死，首先称出尸体重，然后剖

解，分别称出腹脂、胸大肌、胃、肠、脾、肝、胆囊、

胰、腔上囊、胸腺、腓肠肌外头重量，再分别除以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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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得出各器官指数。 
1.8  数据统计   

采用 Statistics 5.0 版本的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组

内值采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Mean±SD）；显著性

检验采用非配对 t 检验，以 P＜0.05 判为差异显著，

以 P＜0.01 判为差异极显著。对于死亡率的检验，由

于 n＜40，采用精确的卡方（χ2）检验，第 1 组与第 2、
3、5 组、第 2 组与第 5 组的比较按单尾概率设置判定

标准，即 P＜0.05 判为差异显著，P＜0.01 判为差异极

显著；第 2 组与第 3 组的比较按双尾概率设置判定标

准，即 P＜0.025 判为差异显著，P＜0.005 判为差异极

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动物死亡情况  
以 5 万倍稀释的尿囊液攻毒，于 120 h 内各组出

现不同程度的死亡，统计结果见表 1。动物死亡前症

状典型，呈侧向倒地，角弓反张，后肢呈划水样动作。

死后剖解见轻度腹水，肝肿大，呈棕黄色花斑样坏死。

肾肿大，脑有轻度淤血。 

 
表 1  攻毒后 120 h 内动物死亡数统计（个） 

Table 1  Counts of death in 120 h after inoculation (case) 

时间 
Period after inoculation (h) 

1 组 
Group 1 

2 组 
Group 2 

3 组 
Group 3 

4 组 
Group 4 

5 组 
Group 5 

0～24 0 0 0 0 0 

24～48 3 0 0 0 0 

48～72 11 2 0 0 0 

72～96 1 1 0 0 0 

96～120 0 1 0 0 0 

总死亡数 Total deaths 15 4 0 0 0 

死亡率 Death rate 75%** 20%* 0% 0% 0% 

**与对照组（第 5 组）比较，P＜0.01；*，P＜0.05 

**indicated P＜0.01，*，P＜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5) 

 
通过卡方检验获知，第 1 组与第 2 组比较，P＜

0.05，差异显著，与第 3 组比较，P＜0.01，差异极显

著，表明30 mg·kg-1的水飞蓟素疗效显著，而10 mg·kg-1

的水飞蓟素具有极显著的疗效。第 2 组与第 3 组比较，

P=0.0236，P＜0.025，达到显著水平，表明不同剂量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120 h 后未见动物死亡。 

2.2  鸭肝病毒对动物增重的刺激作用以及水飞蓟素

对其的影响 

120 h 后动物虽未见死亡，但却表现出明显的促增

重作用（图 1～图 3）。由图 1 可以看出，在第 1 阶段

（攻毒后第 4 d），第 1～4 组的增重率都高于对照的

第 5 组，经 t 检验得 P＜0.00005，差异极其显著；在

第 2 阶段，增重率最高的是第 1 组，与其它各组比较

差异极其显著（P≤0.0005）；在第 3 阶段，增重率最

高的是第 2 组，极显著高于第 3～5 组（P＜0.01）；

在第 4 阶段，仍然以第 2 组最高，极显著高于第 3～4
组（P＜0.01），显著高于第 5 组（P＜0.05）；在第 5

阶段，增重率最高的是第 1 组；在第 6 阶段，以第 1
组增重率最低，极显著地低于 2～4 组（P＜0.01），

显著低于第 5 组（P＜0.05）。 
由图 2 可见，到试验期末（30 d），第 1、2 组的

体重极显著高于第 5 组，同时也极显著高于第 3、4
组。第 1、2 组分别比第 5 组高出 19.11% 和 20.38%。 

由图 3 可见，第 1 阶段（处理的第 1～4 天），第

1、2、3、4 组的平均体重高于第 5 组。在第 2 阶段（处

理的第 4～8 d），第 1 组的体重变化最为显著，在第

3 阶段（处理的第 8～12 天）第 2 组的体重变化最为

显著。 
2.3  鸭肝炎病毒对动物发育（体长）的刺激作用以及

水飞蓟素对其的影响 
对试验中期（15 d）和末期（30 d）体长的测定结

果见图 4。显著性检验表明，在试验末期，第 1、2 组

的体长均显著或极显著地高于第 3～5 组，表明鸭肝炎

病毒可刺激雏鸭的身体发育，10 mg·kg-1的水飞蓟素具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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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攻毒后各组增重率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the body growth rate between treatments 

 

 
 
**表示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P＜0.01 
**showed the very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P＜0.01 

 

图 2  各组终末重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eventual body weight between 

groups 
 

2.4  鸭肝病毒及水飞蓟素对胴体构成的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腹腔内脏（包括胃、肠、肝、胰、

胆、腹脂、脾）所占体重的比例，第 1 组极显著低于

第 5 组，第 2 组显著低于第 5 组；胃、肠、胰指数也

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而第 1、2 组的胸肌指数则极显

著地高于第 5 组。胆、脾、腔上囊、腓肠肌外头未见

显著性差别。 
肝脏指数以第 3、4 组显著或极显著高于第 5 组以 

 
 
图 3  各组平均体重变化曲线 

Fig. 3  Growth curves of treatments 

 
及第 1、2 组。 

腹脂指数在各组差异不显著，仅第 4 组较高，

P=0.08，接近显著水平。 

3  讨论 

21 世纪以来，出于对人类自身健康水平要求的不

断提高，病毒所致的亚临床的危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本试验前期的工作发现鸭肝炎病毒可导致雏鸭

生长速度显著加快，并且从内分泌水平揭示了其可能

的机制。前期的工作表明，亚致死量的鸭肝炎病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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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期末器官指数测定结果（%） 

Table 2  Organ index (%) at the end of trial period 

组别 
Group 

腹脂 
Abdominal 

fat 

肝 
Liver 

胆 
Gallbladder 

胃 
Ventriculus 

肠 
Intestine

胰 
Pancreas

脾 
Spleen

胸腺 
Thymus

腔上囊

Cloacal 
bursa 

胸肌 
Pectoral 
muscle 

腓肠肌外头 
Lateral head of 
gastrocnemius

腹腔内脏

Abdominal
viscera 

1 0.603 
±0.381 

3.01 
±0.441 

0.196 
±0.038 

3.75** 
±0.34 

4.24**
±0.19 

0.519*
±0.075 

0.101
±0.022

0.537**
±0.061 

0.103 
±0.015 

2.309** 
±0.28 

0.449 
±0.018 

12.523** 
±0.843 

2 0.604 
±0.231 

3.12 
±0.342 

0.230 
±0.062 

3.96* 
±0.38 

4.56**
±0.27 

0.561 
±0.059 

0.086
±0.011

0.323 
±0.092 

0.114 
±0.035 

2.142** 
±0.179 

0.471 
±0.043 

13.232* 
±0.553 

3 0.522 
±0.176 

3.69** 
±0.321 

0.210 
±0.045 

4.30 
±0.48 

5.41* 
±0.70 

0.577 
±0.078 

0.090
±0.022

0.302 
±0.070 

0.112 
±0.021 

1.885 
±0.364 

0.478 
±0.038 

14.694 
±0.942 

4 0.659 
±0.294 

3.52* 
±0.361 

0.180 
±0.046 

4.20 
±0.51 

5.11 
±0.54 

0.605 
±0.074 

0.103
±0.030

0.338 
±0.135 

0.119 
±0.024 

1.805 
±0.289 

0.483 
±0.066 

15.545 
±0.972 

5 0.483 
±0.175 

3.19 
±0.301 

0.197 
±0.041 

4.33 
±0.36 

5.01 
±0.35 

0.601 
±0.071 

0.091
±0.026

0.278 
±0.079 

0.106 
±0.021 

1.817 
±0.205 

0.486 
±0.031 

14.002 
±0.731 

**P＜0.01,*P＜0.05，与第 5 组比较 

**,* indicated P＜0.01and P＜0.05 respectively,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5) 

 

 
 
 
*表示与同时期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表示差异极显著，P＜
0.01 
*indicate P＜0.05, **, P＜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at same time 

 

图 4  试验期中（15 d）和期末（30 d）体长 

Fig. 4  Body length of the ducklings at the middle (15 d) and 

end (30 d) of the trial period 

 
导致动物增重显著加快，口服水飞蓟素可显著抑制该

病毒的这种促生长作用。同时发现受病毒攻击后，血

浆中三碘甲腺原氨酸（T3）水平有显著的提高，而甲

状腺素（T4）则极显著地降低。笔者对这一特殊现象

的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与肝细胞的 5′D-Ⅰ单

脱碘酶活性显著提高有关[10]。 
本研究中则发现，采用致死剂量的病毒接种后， 

幸存者也呈现出显著快的增重。接种病毒并口服 30 

mg 的水飞蓟素也能达到极显著的增重效果。从死亡率

分析，可见 10 mg 的水飞蓟素可完全地抑制病毒所致

的死亡，而 30 mg 组效果略逊，出现了 20%的死亡率。

可见水飞蓟素对鸭病毒性肝炎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其疗效与剂量有密切的关系，以 10 mg 剂量最好，30 
mg 则疗效降低，出现病死，但死亡时间较未给药的推

迟（表 1）。 
水飞蓟素（silymarin）是从植物水飞蓟的种子中

提取的黄酮木酚类化合物，是一类经典的保肝护肝药

物，广泛应用于人类慢性肝炎的治疗。本研究应用适

当剂量的水飞蓟素，成功地遏制了鸭肝炎病毒所致的

死亡，证明了水飞蓟素同样可用于家禽急性肝炎的治

疗。出乎意料的是治疗效果并不随用药剂量的加大而

巩固，而是存在最佳剂量。作者以为，这与水飞蓟素

的作用机理有关。据现代研究，水飞蓟素具有多种药

效和生物活性，包括稳定细胞膜、抗炎、抗肿瘤、促

进细胞凋亡、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影响到前列

腺素、血栓素和白三烯的合成或分泌）以及类雌激素

样作用。在分子水平则具有很强的抑制细胞内 NF-κB
活性的作用，通过降低细胞内转录因子NF-κB的活性，

降低炎症反应性与免疫反应性[11]。Saliou 等通过比较

发现，水飞蓟素抑制 NF-κB 仅需要很低的剂量[12],本
试验中当剂量在 10 mg·kg-1时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然而当剂量增至 30 mg·kg-1时，效果反而较差，似乎

是一种双相调节现象。Manna 曾证明水飞蓟素对由

TNF-α诱导的NF-κB活化的抑制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

的特点[13]。在对人类上皮癌细胞 A431 采用紫外线照

射诱导凋亡的研究中发现，水飞蓟宾在照射前和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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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使用具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效果，在照射前使用水飞

蓟宾可促进凋亡，在照射后处理可抑制凋亡[14]；在人

类角化细胞系 HaCaT 也观察到水飞蓟宾对接受低剂

量紫外线照射的细胞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但对于接

受大剂量照射的细胞其保护作用完全丧失[15]。上述说

明，水飞蓟素疗效可能存在着某种双向性，与剂量和

细胞所受伤害程度有关，而并不总是遵循剂量和时间

依赖性原则。 
30 mg·kg-1 的剂量时出现稍逊的疗效也可能与水

飞蓟素的毒性有关。但水飞蓟素用于治疗人类肝、胆

系统疾病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无数临床实践证明

其是相当安全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消化道综合症，

但发生率非常低，仅比不给药的对照组高出 2%～

10%，这与用安慰剂得出的数据几乎相差无几[16]。因

此，本试验中较高剂量的水飞蓟素导致死亡率较高并

不是水飞蓟素本身的毒性所致。 
从本试验结果看出，病毒的感染的确可以导致动

物生长发育速度的加快，一定剂量的水飞蓟素可抑制

病毒的这种刺激作用，进一步印证了笔者前期的试验

结果。综合前期和本试验的结果，可以认为鸭肝炎病

毒促生长作用不单是病毒作用的结果，而极有可能是

病毒导致的肝炎的综合指征，即生长发育速度直接反

映了肝炎的严重程度，从而涉及到更多的因素，如病

毒的剂量、病毒毒力、动物的敏感程度以及水飞蓟素

用量等，而不单是感染病毒的量。笔者认为这一现象

与家禽生长发育的调控特点有关。根据前期的发现，

家禽生长发育的速度与体内 T3、T4 的含量，特别是

T3 的含量相关。在家禽，T3 是在肝脏由 T4 脱碘转化

而来，肝细胞的病变可能改变了相关酶类的活力，导

致循环中 T3、T4 和 IGF-Ⅰ水平发生显著的改变，从

而影响了动物的生长发育。 
本试验结果还证明，病毒感染导致的生长发育加

快时，消化系统各器官指数（胃、肠、胰）显著或极

显著下降，胸肌指数显著或极显著地上升，导致腹腔

内脏指数显著或极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表明增重速

度的加快主要地体现在躯体成分（骨骼肌、骨、皮肤

等），屠宰后全净膛率将显著增高。这种效应与给予

外源性 T3 诱导的生长发育减速的模式恰好相反，即

病毒感染对于胸肌有明显的促生长作用，但对于后肢

的腓肠肌外头的生长却没有影响，与 Vasilatos- 
Younken 采用 GH 得到的结果十分相似[17]。从笔者前

期在不同生长速度的鸡所测得的结果来看，生长较慢

的鸡具有显著高的血浆 T3 水平[18]，而在由鸭肝炎病

毒诱导的促生长作用的试验中则发现血浆T3水平与生

长速度呈平行上升的变化[10]。May J D[19]，Bowen S J[20]，

Tixier-Boichard [21]均发现给予外源性 T3 可导致家禽

生长速度变慢，胸肌的增重率下降。Vasilatos-Younken 
R 通过给与肉用鸡外源性 GH 也发现了 GH 可减缓增

重速度，降低胸肌指数，增加肾指数，但对于腿肌没

有明显的影响，血浆 T3 水平显著降低[17]。国内许多

研究则表明，通过多种措施促进鸡或鸭增重的同时，

血浆 T3 水平均有显著提高，如韩剑众等[22]、魏智清

等[23]观察半胱胺对鸡增重的影响、刘燕强等[24]观察酶

制剂对雏鸡增重的影响、余斌等[25]观察胸腺肽对肉鸡

增重的影响、陈民利等[26]观察甜菜碱对幼鸭生长的影

响、陈晓生等[27]观察抗菌肽对肉鸭增重的影响，都得

出相似的结果，即血浆 T3 与生长速度有平行的关系。

上述相互矛盾的测定结果说明家禽生长轴机能的复杂

性，对其阐明还需要作更多的研究。 
本研究中发现在试验的第 6 个阶段，第 1 组的增

重率显著低于其余各组。笔者认为此为生长发育过程

中的一种代偿现象，即由于前期的生长发育过快而导

致在后期出现较慢的生长，其原因十分复杂，可能包

括营养因素和内分泌因素。虽然第 2 组的生长速度也

与第 1 组相当，但从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第 1 组增

重最快的时期是在第 2 阶段，而第 2 组增重最快的时

期是在第 3 阶段，即第 2 组的生长发育较第 1 组滞   
后 1 个阶段，故推测第 2 组的代偿期也会比第 1 组滞

后 1 个阶段，但由于试验设计原因，未能观察到这一

现象。 
在本试验中，笔者也作了腹脂含量的测定，结果

初步表明，各组之间腹脂含量没有显著改变。仔细观

察发现，各组内标准差较高，表明个体之间差异较大，

因此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如增加每组实验动物数  
量或延长观察时间，方可作出是否导致动物肥胖的结

论。 
在本试验中，对未攻毒但口服 10 mg 的水飞蓟素，

可导致肝指数显著升高，说明一定剂量的水飞蓟素有

利于促进肝细胞的增生。 

4  结论 

适当剂量的水飞蓟素对 1 型鸭肝炎病毒性肝炎有

显著的疗效；致死量鸭肝炎病毒可显著促进存活雏鸭

的生长发育；水飞蓟素对鸭肝炎病毒的促生长发育效

应在较低剂量时可发挥抑制作用，但在较高剂量时抑

制作用几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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