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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AA 鸡的禽流感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用不同剂量的2 种禽流感疫苗免疫8 日龄 AA 鸡 , 通过血凝抑制( HI) 试验研究
AA 鸡禽流感母源抗体和免疫抗体的消长变化。[ 结果] AA 鸡禽流感母源抗体在1～7 日龄时缓慢下降, 之后迅速下降 , 表明其半衰期约
为2 d。2 种禽流感疫苗均可用于AA 鸡的预防接种 , 免疫后15 d , 免疫抗体HI 效价达到保护临界值 ,20 d 时达到峰值, 然后缓慢下降 ,43
日龄时仍在临界值以上。2 种不同剂量的禽流感灭活油乳剂疫苗接种后所产生的 HI 抗体效价的峰值差异极显著。[ 结论] 选用禽流感
灭活油乳剂疫苗 ,免疫剂量为0 .5 ml/ 只 , 免疫时间为8 日龄, 整个饲养期免疫1 次, 即可预防商品代AA 鸡禽流感。
关键词 AA 鸡; 禽流感 ;母源抗体; 免疫抗体; 消长变化
中图分类号  S858 .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8)30 - 13163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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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w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preventing AA chicken aviani nfluenza . [ Method] The 8-day old AA chicken were i mmu-
nized by 2 kinds of avian infl uenza vaccines with different doses ,andthe growth and decline changes of maternal antibody and i mmune anti body of AA
Chicken avianinfluenza was studied through hemagglutinationinhi bition( HI)test . [ Result] The maternal anti body of AA Chicken avianinfluenza was de-
creased gradually whenthe chicken was 1-7 days old and then it was decreased rapidly ,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half-life of the maternal anti body was
about 2 d . 2 ki nds of aviani nfluenza vaccines all could be used for preventive inoculation on AA chicken . After the chickens were si mmunized for15 d ,
the titer of i mmune antibody HI reached the protectioncritical value , and it reached the peakvalue onthe 20th d after i mmunization, thenit was decreased
gradually , but it was still above the critical val ue whenthe chickens were 43 days old . The difference of the peak values of HI antibody titer produced by
vaccination with 2 kinds of avianinfluenzainactvaed oil-emulsionvacci nes with different dosages was obviously significant .[ Conclusion] The avianinfluen-
za in commercial AA chickens could be preven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electing avian influenza inactvaed oil-emulsion vacci ne with dosage of 0 .5 ml/
chicken, i mmune ti me for the chicken at 8 day old of and i mmuning 1 ti me in whole feeding peri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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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 , AI) 是由 A 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一

种禽类( 家禽和野禽) 的感染或疾病综合症。自1878 年 AI 首

次在意大利流行以来, 蔓延迅速, 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

相继有AI 发生的记录和报道, 每一次严重暴发都给养禽业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自2003 年底高致病性禽流感( HPAI)

在亚洲地区发生大规模流行以来,HPAI 在全球不断发生, 使

AI 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1997 年在香港和

2004 年在越南发生的 AI 以及近来发生的 AI , 突破了种间障

碍而感染人并引起死亡, 打破了仅有 H1、H2、H3 亚型AI 病毒

可以自然感染人的常规, 严重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 1 - 3] 。对家禽进行禽流感疫苗的预防接种是我国采取的

防治禽流感的主要措施之一, 通过检测血清免疫抗体的血凝

抑制效价来反映机体的免疫状态和抵抗力。AA 鸡是优良的

大型肉鸡, 具有生长快、体型大、肉味鲜美等特点, 深受饲养

者的欢迎。笔者在对AA 鸡禽流感母源抗体进行监测的基础

上, 选用了两种禽流感油乳剂疫苗免疫, 探讨免疫抗体的消

长规律 , 以期为 AA 鸡的禽流感预防提供一定的试验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1 试验鸡。商品代 AA 鸡150 只, 由广东省东莞市正大

康地种鸡场提供; 于5 日龄时免疫新城疫和传染性支气管炎

二联苗, 并按常规方法进行饲养管理和消毒; 非免疫成年公

鸡3 只, 由某个体养殖户提供。

1 .1.2  禽流感疫苗。禽流感灭活油乳剂疫苗( 鸡用) 、禽流

感灭活疫苗( H5 亚型) , 批号是071026 和2007006。

1 .1.3  抗原和血清。禽流感 H5 HI 抗原、禽流感 H5 HI 血

清、禽流感阴性血清, 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

所提供。

1 .1 .4 0 .5 % 鸡红细胞液。采取成年公鸡的肝素抗凝血, 用

生理盐水反复洗涤5 次, 配制成0 .5 % 鸡红细胞液。

1 .2 方法

1 .2.1 血球凝集( HA) 试验。在96 孔 V 型微量反应板上进

行, 用生理盐水将禽流感H5 HI 抗原作2 倍的倍比稀释, 每孔

加0 .5 % 鸡红细胞液50 μl , 室温感化一定时间; 在红细胞对

照孔完全不凝集时, 以100 % 凝集的禽流感 H5 HI 抗原最大

稀释度为该病毒抗原的血凝价。

1 .2.2 血球凝集抑制( HI) 试验。

1 .2 .2.1  被检血清的制备。从试验组 AA 鸡的心脏或翅静

脉采血 , 分离血清 , 于56 ℃水浴锅中灭活30 min , 即为被检血

清,4 ℃冰箱保存备用。

1 .2 .2.2 4 单位病毒抗原液的制备。根据禽流感 H5 HI 抗

原的血凝价, 用生理盐水稀释 , 配制成4 单位病毒抗原液。

1 .2 .2.3 HI 试验。在96 孔V 型微量反应板上进行, 用生理

盐水将被检血清作2 倍的倍比稀释, 每孔加4 单位病毒抗原

液50 μl , 加0 .5 % 鸡红细胞液50 μl , 同时设阳性、阴性血清和

红细胞对照孔, 微量振荡器振荡1 min , 室温感化适当时间 ,

以出现完全不凝集的血清最高稀释度为该被检血清 HI 效

价, 以log2 表示。

1 .2 .3  母源抗体测定。用30 只 AA 鸡, 分别于1 、3 、5 、7 、9 、

11 、13 、15 、17 日龄时 , 每组随机抽取8 只鸡采血, 分离和灭活

血清, 用HI 试验检测母源抗体效价。

1 .2.4 免疫抗体测定

1 .2.4.1  试验分组。用 120 只雏鸡, 随机分 为 4 组, 30

只/ 组, 分别为试验1 、2 、3、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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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2 疫苗免疫。试验1 、2 组鸡于8 日龄时, 用禽流感灭

活油乳剂疫苗免疫 , 颈背部皮下注射, 剂量分别为0 .3 ml/ 只

和0 .5 ml/ 只; 试验3、4 组鸡于8 日龄时, 用禽流感灭活疫苗

免疫, 颈背部皮下注射, 剂量分别为0 .3 ml/ 只和0 .5 ml/ 只。

1 .2 .4.3 HI 抗体效价测定。于免疫后第5 、10、15 、20 、25、30 、

35 天, 即AA 鸡13、18、23、28、33、38、43 日龄时, 每组随机抽取

6 只鸡采血 , 分离和灭活血清, 用 HI 试验检测 AA 鸡被检血

清中禽流感免疫抗体的HI 效价。

2  结果与分析

2 .1  母源抗体的测定 用HI 试验对不同日龄AA 鸡的禽流

感母源抗体进行监测。由图1 可见,AA 鸡在1 日龄时, 其母

源抗体效价平均在6 .0 Log2 , 然后缓慢下降,7 日龄后迅速下

降,9 日龄已降至2 .0 Log2 ; 由此可推算出 AA 鸡母源抗体的

半衰期约为2 d 。

图1 母源抗体HI 效价的变化

Fig .1 Change of HI effect in matemal antibody

图2 免疫抗体HI 效价的变化

Fig .2 Change of HI effect ini mmuneantibody

2.2  免疫抗体的测定 用2 个公司生产的禽流感疫苗的不

同剂量免疫8 日龄AA 鸡。由图2 可知, 试验组AA 鸡免疫禽

流感疫苗第10 天后 ,HI 抗体效价迅速上升; 免疫20 d 后,HI

抗体效价均达到峰值; 经过 T 检验, 试验1 组与试验2 组的

HI 抗体效价最高值差异极显著 ; 试验3 组与试验4 组差异不

显著; 试验1 组与试验3 组差异不显著; 试验2 组与试验4 组

差异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1) 母鸡经过禽流感疫苗免疫后可在体内产生抗体 , 其

抗体会通过卵黄传至雏鸡, 一般可以持续2～4 周后消失[ 4] 。

在母源抗体滴度较高的情况下接种疫苗, 将会对疫苗的免疫

效果和机体的抵抗力同时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首免日龄的确

定, 要考虑到雏鸡母源抗体的效价及其衰退变化。该试验所

用AA 鸡禽流感母源抗体效价较高, 但下降的较快,7 日龄时

即降到临界值以下, 故确定首免时间为8 日龄。根据 AA 鸡

禽流感母源抗体下降的速度, 推算出其半衰期约为2 d。

(2) 试验结果表明,2 种禽流感疫苗均可用于商品代 AA

鸡的预防接种,0 .3 ml/ 只接种剂量组差异不显著 ,0 .5 ml/ 只

剂量组差异显著。免疫后15 d , 免疫抗体 HI 效价达到保护

临界值, 第20 天时达到峰值, 最高值为7 .5 log2 , 然后缓慢下

降, 至43 日龄出栏时,HI 抗体效价均在临界值以上。

(3) 用同一种禽流感疫苗的2 种免疫剂量接种肉仔鸡 ,

免疫剂量为0 .5 ml/ 只的肉仔鸡所产生的HI 抗体效价略高于

0 .3 ml/ 只的免疫剂量组 , 其中禽流感灭活油乳剂疫苗2 种免

疫剂量接种后所产生的 HI 抗体效价的峰值差异极显著; 可

能是与 AA 鸡个体较大 , 生长速度快, 故需要抗原量较多

有关。

( 4) 商品代AA 鸡禽流感的预防, 可选用禽流感灭活油乳

剂疫苗( 鸡用) , 免疫剂量为0 .5 ml/ 只 , 免疫时间为8 日龄, 整

个饲养期1 次免疫即可; 同时要加强饲养管理和生物安全措

施。当然免疫程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实际工作中要根据每

批AA 鸡禽流感母源抗体 HI 效价的高低及其衰退变化来确

定首免日龄 , 并对其免疫抗体进行定期监测, 以便取得更好

的免疫效果和免疫保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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