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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地方分离的基因 Ⅵ 型和 Ⅶ 型代表株(LD-3-00株和 LD-7-02株)配以传统的 La Sota

株所制备的灭活油乳苗与 La Sota 株单价灭活油乳苗进行的免疫效果比较显示:前者在接种后各
个时期所产生的 HI抗体效价与 La Sota株灭活苗免疫鸡所产生的 HI 抗体效价无明显差异 ,至接
种后第 42天两者均具有 7.3 log2 的HI效价。在对具有不同 HI抗体水平的试验鸡进行的攻毒试

验中 ,对 F48E9 标准强毒株的攻击 ,无论是 La Sota 株疫苗免疫鸡 ,还是不同基因型灭活苗免疫鸡 ,
在HI抗体效价为 6 log 2以上时均能 100%地被保护;但对不同基因型野毒株的攻击 ,尤其是基因
Ⅶ 型野毒株的攻击 , 2种疫苗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 La Sota株疫苗免疫鸡 HI效价为 6 log2 时 ,
对不同基因 Ⅶ 型野毒株的攻击 ,保护率只有 0 ～ 20%;而具有 6 log2 效价的不同基因型疫苗免疫鸡

则对不同基因 Ⅶ 型野毒株的攻击具有 60%～ 70%的保护率;当 HI效价达 8 log2左右时 ,La Sota株
疫苗免疫鸡对基因 Ⅶ 型野毒株的攻击也只有 80%的保护率 ,而不同基因型疫苗免疫鸡已能 100%
地被保护;La Sota株疫苗免疫鸡只有在 HI 效价在 9 log2 以上时 ,方可 100%地抵抗基因 Ⅶ 型野毒
株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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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muni ty ef fects w ere compared between trivalent oil adjuvant inactivated vaccine and

inactivated La Sota vaccine.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re were no apparent differences of HI antibody

between chickens inoculated w ith t rivalent vaccine and that inoculated w ith inactivated La Sota vaccine

during all experiments , the average titer of that in tw o groups remained 7.3log2 at 42-days post-inocu-
lation.Chickens wi th different HI antibody level were at tacked w ith vi rulent NDV geno type Ⅵ (LD-
3-00), Ⅶ (LD-1-98 and LD-7-02)and Ⅸ (F 48E9)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all

chickens w ith above 6 log 2 HI titer inoculated either with t rivalent vaccine or wi th La Sota vaccine

could obtain 100%protection rate against F48E9.When HI antibody t iter was 6 log2 , chickens immu-
nized w ith inact ivated La Sota vaccine only obtained 0-20%protection rate after being at tacked w ith

geno type Ⅶ field st rains , however , the protection rate was 60%-70% for chickens immunized w ith

trivalent vaccine .When the H I ti ter w as about 8 log2 , chickens immunized with inactivated La S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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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e obtained 80% protection rate , but chicken immunized w ith t rivalent vaccine obtained 100%

pro tection rate.Only w hen the H I titer above 9 log2 , the chickens immunized w ith inactivated La Sota

v accine could obtain 100%pro tection rate against genotype Ⅶ strain.It suggested that the immunity

effect of the t rivalent oil-adjuvant inactivated vaccine w hich contained genotype Ⅵ and genotype Ⅶ

wa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inact ivated La Sota vaccine.

Key words:NDV;Genotype;T rivalent oil-adjuvant vaccine w ith dif ferent geno type;Immunity effects;

Comparison

　　新城疫是由新城疫病毒引起禽类的一种高度接

触性和致死性传染病 。目前 ,控制该病的主要措施

仍是应用疫苗进行免疫接种 ,尤其是 La So ta 疫苗

的应用更为普遍 。然而疫苗接种仅仅减缓了该病的

大规模流行 ,免疫鸡群中包括高 HI 抗体鸡群中新

城疫的发生仍时有报道[ 1 ,2] 。并且大量的研究已经

证明 ,造成高 HI 抗体水平鸡群发病的原因不仅与

免疫途径 、方法 、程序及疫苗质量等有关 ,更重要的

是与新城疫毒株的变异 、不同基因型毒株的出现等

有重要关系[ 3 ,4] 。有资料[ 5] 表明 ,我国目前常用的

传统疫苗 Ⅰ系 、Ⅱ系 、Ⅳ系 、Ⅴ4 等疫苗毒株均属于

经典型基因 Ⅰ型和 Ⅱ型毒株 ,而造成目前新城疫广

泛流行的野毒株多属于基因 Ⅵ 型和 Ⅶ 型毒株
[ 6]
,加

上不同地区的流行株差异和新的基因型或亚型出

现 ,给目前仅应用传统疫苗来防制新城疫的可行性

提出了很多质疑。故此 ,在对河南省洛阳地区新城

疫病毒进行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 ,筛选出了

2株不同基因型的代表株(基因 Ⅵ 型和 Ⅶ 型)作为种

毒 ,同时配以传统的 La So ta 疫苗株制备了不同基

因型新城疫灭活油乳苗 ,在已经进行的实验室检验

和田间试验的基础上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该疫苗的

免疫效力 ,将其与常规的 La So ta 株单价灭活油乳

苗的免疫效果进行了比较试验 ,从而为制定科学的

区域性新城疫防制措施提供依据和技术支持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免疫用疫苗　不同基因型 NDV 灭活油乳

苗是利用从当地典型发病鸡群中分离到的 NDV 代

表株 LD-3-00(基因 Ⅵ 型)、LD-7-02(基因 Ⅶ

型)及传统疫苗株 La Sota 株病毒混合液(1∶1∶1)作

为抗原制备而成[ 7] ;La Sota 株单价灭活油乳苗的制

备选用与前者一样的 La Sota株病毒液 ,具体制作

方法相同 。

1.1.2　抗原　La Sota株浓缩抗原由河南科技大学

动物传染病研究室制备 , HA 效价为 1∶4 096 ,供检

测血清HI抗体用 。

1.1.3　攻毒用种毒液　F48E9 标准强毒株购自中

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经非免疫胚增殖复壮 2 代 ,其

HA效价为1∶512;LD-1-98 、LD-3-00 和 LD-

7-02毒株均为从当地发病鸡群中分离的强毒株 ,

序列测定和基因型分析结果表明 , LD -1-98 和

LD-7-02毒株均为基因 Ⅶ 型 ,而 LD-3-00 株为

基因 Ⅵ型毒株;3个毒株的尿囊液 HA 效价分别为

1∶512 、1∶256和 1∶512 。攻毒时将HA效价为1∶512

的毒株进行 2倍稀释 ,使攻毒用各病毒液 HA效价

均为 1∶256。

1.1.4　试验用鸡　试验用 1日龄健康罗曼雏公鸡 ,

由洛阳市机械化养鸡场提供 ,自养至所需日龄。其

他试验用鸡根据需要从当地养殖场中选取 。

1.2　方法

1.2.1　免疫试验 1　取饲养至 7日龄的健康罗曼

雏鸡 200 只 ,随机分成 2组 , 100只/组 。其中 A 组

于颈部皮下注射 La Sota株灭活油乳苗 ,B组注射不

同基因型 NDV 灭活油乳苗 ,0.5 ml/只 。2组均于

接种后 7 , 14 ,21 ,28 ,35和 42 d时 ,各随机抽取 5只

鸡采血 ,分离血清 ,检测 HI 抗体 。并于接种后 14 ,

21和 28 d时 ,随机从两试验组中各取出 20只试验

鸡 ,分为 A1 、A2 、A3 、A4组和 B1 、B2 、B3 、B4 组 , 5只

/组 。对每个时期的 A1 、A2 、A3 、A4 组和 B1 、B2 、

B3 、B4组试验鸡 ,均分别应用 F48E9 、LD-1-98 、

LD-3-00和 LD-7-02强毒株病毒液进行攻毒 ,

3个时期攻毒量分别为 0.25 ml/只 、0.3 ml/只和 0.

35 ml/只 ,攻毒方法均采用口服 、滴鼻和肌肉注射 3

种途径进行 。攻毒后连续观察 10d ,分别记录各组

试验鸡发病 、死亡及免疫保护情况 ,以无临床症状及

典型病变作为保护标准 ,比较不同免疫组鸡在不同

时间攻击不同强毒株后的具体差异。

1.2.2　免疫试验 2　从一群在 7日龄时应用Ⅳ系

活苗和 La Sota株灭活油乳苗先后免疫过的 HI 效

价为 6 log2左右的 21日龄蛋鸡群中 ,随机抽取 40

只分成 4 组 , 10 只/组 , 分别应用 F 48E9 、LD-1-

98 、LD-3-00 、LD -7 -02 株病毒液进行攻击 ,

0.25 ml/只 。攻毒后连续观察 10 d ,分别记录各组

·65·

河南农业科学



试验鸡的发病 、死亡及免疫保护情况。判定和比较

标准同免疫试验 1。

1.2.3　免疫试验 3　从一群在 7 日龄时应用Ⅳ系

活苗和不同基因型灭活油乳苗先后免疫过的 ,平均

HI效价在 6 log2 左右的 18日龄蛋鸡群中 ,随机抽

取 40只分成 4组 , 10只/组 ,分别应用 F 48E9 、LD-

1-98 、LD-3-00 、LD-7-02株强毒液进行攻击 ,

0.25 ml/只 。攻毒后连续观察 10 d ,分别记录各组

试验鸡的发病 、死亡及免疫保护情况。判定和比较

标准同免疫试验 1。

1.2.4　免疫试验 4　从一群在 7 日龄时已经用Ⅳ

系活苗 、La So ta株灭活苗先后免疫过的平均 HI 效

价为 9.5log2 的 40日龄蛋鸡群中 ,随机抽取 40只 ,

分成 4 组 , 10 只/组;分别用 F48 E9 、LD -1-98 、

LD-3-00和 LD-7-02 株强毒液进行攻击 , 0.5

ml/只 。攻毒后连续观察 10 d , 分别记录各组试验

鸡的发病 、死亡及免疫保护情况 。判定和比较标准

同试验 1。

1.2.5　HI 抗体的检测　采用 β微量法[ 8]对各时期

所采集的血清样品进行 HI 抗体检测。

2　结果

2.1　免疫试验 1结果

2.1.1　HI 抗体检测结果　7 日龄时作不同免疫接

种处理的 2组试验鸡 ,在接种后的不同时期血清中

平均 HI 抗体效价相差无明显的统计学意义(表 1)。

表 1　接种后不同时期 HI 抗体效价(log2)

组别 7 d 14 d 21 d 28 d 35 d 42 d

A 4.0 6.3 8.0 9.0 7.8 7.3

B 4.3 6.0 7.8 8.8 8.0 7.3

2.1.2　攻毒试验结果　分别在 7日龄时应用 La

Sota株灭活油乳苗和不同基因型 NDV 灭活油乳苗

免疫后的 2 组试验鸡 , 在不同时期应用 F48 E9 、

LD-1-98 、LD-3-00和 LD-7-02 株 4种不同

强毒株攻击后的免疫保护情况见表 2 。

表 2　免疫后不同时期对各毒株攻击的保护率(%)

毒株
A 组免疫后时间(d)

14 21 28

B组免疫后时间(d)

14 21 28

F48E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LD-1-98 20 80 100 60 100 100

LD-3-00 80 100 100 100 100 100

LD-7-02 0 80 100 60 100 100

　　由表 2可知 ,在接种后 14 d(2组的平均 HI 效

价分别为 6.3 log2 和 6.0 log2)进行攻毒 , 2个免疫

组鸡对 F48E9 的攻击均能100%保护;对 LD-3-00

株的攻击 ,B 组也能 100%地保护 ,但 La Sota 株疫

苗组(A 组)只能 80%地保护;而对 LD-1-98和

LD-7 -02 强毒株的攻击 , B 组能保护 60%, 而

La Sota株疫苗免疫对 LD-1-98株的保护率只有

20%,对 LD-7-02株保护率则为 0。在接种后 21

d和 28 d时(此时其效价均在 7.8 ～ 9 log2),B组对

4个毒株的攻击 ,均能提供 100%的保护;而 A组虽

然能 100%地抵抗 F 48E9 和 LD-3-00株的攻击 ,

但对LD-1-98和 LD-7-02株的攻击 ,仅在接种

后 28 d HI效价为 9.0 log2 时可 100%地保护 ,而在

21 d 、HI 效价为 8.0 log2 时 , 对两者则只能保护

80%。

2.2　免疫试验 2结果

在 7日龄时应用Ⅳ系活疫苗和 La Sota 株灭活

油乳苗先后免疫过的 、平均 HI 效价为 6 log2 的 21

日龄试验鸡 ,对 LD-3-00 ,F 48E9 强毒株的攻击 ,

保护率均可分别达到 90%和 100%,而对 LD-7-

02和 LD-3-98 强毒株的攻击 ,保护率只有 10%

和 20%(表 3)。

表 3　21日龄试验鸡(HI效价 6log2)的攻毒保护情况

毒株
发病数
(只)

死亡数
(只)

保护率
(%)

F48E9 0 0 100

LD-1-98 8 6 20

LD-3-00 1 0 90

LD-7-02 9 7 10

2.3　免疫试验 3试验结果

在 7日龄时应用Ⅳ系活疫苗和由不同基因型毒

株制备的 NDV 灭活油乳苗先后免疫过的 ,平均 HI

效价为 6 log2 的 18日龄试验鸡 ,对 F48E9 和 LD-3

-00毒株的攻击 ,其保护率均可达 100%,而对 LD

-7-02和 LD-1-98毒株的攻击 ,保护率可分别

达到 60%和 70%(表 4)。

表 4　18日龄试验鸡(平均HI效价为6log2)的攻毒保护情况

毒株
发病数
(只)

死亡数
(只)

保护率
(%)

F48E9 0 0 100

LD-1-98 3 1 70

LD-3-00 0 0 100

LD-7-02 4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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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免疫试验 4试验结果

在 7日龄时应用Ⅳ系活疫苗和 La Sota株灭活

油乳苗先后免疫过的 ,平均 HI 效价达 9.5 log2 的

40日龄蛋雏鸡 ,对 4个不同强毒株攻击的免疫保护

率均可达 100%。

3　讨论

通过对 2组免疫接种鸡 HI 抗体动态变化的观

察可以看出 ,利用当地不同基因型新城疫野毒株配

以传统的 La Sota 株所制备的灭活油乳苗免疫鸡

后 ,在各个时期所产生的HI抗体效价和单纯 La So-

ta株灭活苗组的抗体效价相差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

但这可能和检测血清 HI 抗体的工作抗原均为 La

Sota株抗原有一定关系。

通过对接种后不同时期 ,具有不同 HI 抗体水

平及不同日龄试验鸡所进行的攻毒试验结果的分析

可以看出 ,对于 F48E9 标准强毒株的攻击 ,无论是

La So ta株疫苗免疫鸡 ,还是不同基因型 NDV 灭活

苗免疫鸡 ,在 HI 抗体效价为 6 log2 以上时 ,均能

100%地被保护 。但对于不同基因型野毒株的攻击 ,

2种疫苗则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在 La So ta 株疫

苗免疫鸡 HI效价为 6 log2 左右时 ,仅对 LD-3-00

野毒株的攻击具有 80%的保护率;而对 LD-1-98

和LD-7-02 两个野毒株的攻击 ,在免疫试验 1

中 ,分别只有 20%和 0的保护率;在免疫试验 2中 ,

保护率分别为 20%和 10%;但应用不同基因型

NDV 灭活苗免疫的鸡在 HI 效价为 6 log2 左右时 ,

对各个野毒株的攻击 ,均呈现较高的保护率(对 LD

-3-00株的攻击 ,在 2次免疫试验中均可 100%地

保护;对 LD-1-98 和 LD-7-02 株的攻击 ,在 2

次免疫试验中均分别呈现 60%到 70%的保护率)。

可见 ,NDV不同基因型毒株间的毒力和抗原性有一

定的差异 ,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当前 NDV 流行株与

以往的毒株 ,尤其是疫苗毒株间的遗传距离越来越

远的观点[ 9] 。同时 ,攻毒试验结果还提示 ,这种差

异性主要体现在基因 Ⅶ 型的 LD-1-98和 LD-7

-02野毒株与基因 Ⅱ型的 La So ta 毒株间 ,而基因

Ⅵ型毒株 LD-3 -00与 La Sota株之间的差异并不

明显 ,由 La Sota 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力抵抗 LD-3

-00 攻击的能力要明显高于抵抗 LD-1-98 和

LD-7-02 毒株攻击的能力。造成这种差异出现

的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 ,很可能与基因 Ⅵ 型毒株在

鸡群中已经过较长时间的流行 ,其抗原特性和 La

Sota株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有着极大的关系 。

攻毒试验结果还显示 ,随着抗体效价的提高 ,

La Sota株灭活苗和不同基因型NDV 灭活苗免疫保

护率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当两者的抗体效价

达到 8.0 log2 左右时 ,对 F48E9 和 LD-3-00的免

疫保护率均为 100%, 而此时对 LD -1 -98 和

LD-7-02野毒株的攻击 , La Sota株灭活苗虽不如

不同基因型 NDV 灭活苗那样能 100%地保护 ,但也

具有 80%的保护率。当 La So ta 株疫苗免疫鸡 HI

抗体效价在 9 log2 以上时 ,对于 LD-1-98和 LD

-7-02两个野毒株的攻击也均能 100%地被保护

(在免疫试验 1 中 , 100%地保护试验鸡免于发病的

HI 抗体效价为9 log2;在免疫试验 4中为 9.5 log2)。

这又提示 , La Sota株疫苗对于基因 Ⅶ 型野毒株的攻

击所产生的免疫保护虽然有所降低(在 HI 效价为 6

log 2时 ,对其只有 0 ～ 20%的保护率 ,而此时对F 48E9

的攻击则有 100%的保护率),但并不是完全不能保

护 ,只是能够完全保护的 HI 抗体阈值大大提高了

(试验显示 ,需 9 log2 以上时方可完全保护)。更进

一步说明 ,不同基因型毒株间的抗原差异并未因质

的变化而导致传统疫苗完全失去作用 ,但已经使得

常规疫苗毒株对流行毒株完全保护的阈值在不断提

高
[ 10]

。

有关近年来流行的 NDV 基因结构特征分析表

明[ 1 , 3 , 6] ,造成区域性新城疫广泛流行 ,尤其是高 HI

抗体鸡群发生的新城疫主要是由基因 Ⅶ 型毒株所造

成 ,而目前预防该病的常规毒株则主要属于基因 Ⅱ

型 、Ⅸ型和Ⅰ型毒株 。对不同基因型的分离株所作

的基因序列同源性分析表明
[ 5 ,6 ,9 ,11]

,不同基因型毒

株之间核苷酸的同源性较低 ,而同一基因型毒株之

间的同源性较高 ,特别是基因 Ⅶ 型毒株与基因Ⅱ型 、

Ⅸ型和Ⅰ型毒株的同源性基本上都在 87%以下 ,这

对其交叉免疫保护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 ,在目

前主要由不同基因型毒株所引起的新城疫广泛流行

的情况下 ,应在使用传统毒株活疫苗的同时 ,配以含

有当地流行的不同基因型 、尤其是基因 Ⅶ 型毒株所

制备的灭活油乳苗来进行联合免疫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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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绒螯蟹大水面生态养殖及捕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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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小型水库的 106.67 hm2 进行了中华绒螯蟹的增养殖试验 ,放养 70 万只 ,密度约为

6 500只/hm2 。在整个养殖过程中 ,中华绒螯蟹的生长完全依靠天然饵料 。当年收获的蟹规格

为 150 g/只 ,回捕率在 12%左右 ,实现产值近 1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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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Milne-Edwards),属

甲壳纲 、十足目 、方蟹科 、绒螯蟹属 ,又称河蟹 、毛蟹 、

螃蟹 ,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各海域沿岸及通海的河

流 、湖泊中[ 1] 。中华绒螯蟹是经济价值较高的甲壳动

物 ,是我国特有的水产珍品 ,肉味鲜美 ,营养丰富 ,为

水产中的上品。据分析[ 2] ,每 100 g 可食部分中 ,蛋

白质含量为 16%,脂肪 5.0%,碳水化合物 7.0%,维

生素A 600 IU ,均高于一般水产品 。有关小型水库中

华绒螯蟹增殖试验仅段美平等[ 3]报道过 ,但其后期还

是投喂了人工饲料 ,因此 ,中华绒螯蟹并不是完全依

靠天然饵料。信阳市水资源十分丰富 ,有中小型水库

800多座 ,这些水库多数是不投饲料 ,直接依靠天然

的生物饵料养鱼 。但由于养殖品种多为花鲢 、白鲢 ,

经济效益较差 。为此 ,在信阳市平桥区顾港水库开展

中华绒螯蟹生态养殖试验 ,主要采用生态型增殖模

式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　水库概况

顾港水库位于信阳市平桥镇 ,水面面积为 24 000

hm
2
。水源主要为雨水。

2　增殖技术

2.1　放养前准备

2.1.1　水库水质分析　2003年 4月 ,对水质与浮游

生物进行了初步调查。根据水库水样的不同特点 ,分

别在水生植物稠密区 、浅水及深水区 、库心 、库湾以及

地表径流流入库口等选取了 6个测试点。从水库水

质调查结果来看 ,顾港水库水质较好(表1),完全符合

渔业用水标准。

2.1.2　种植水草　俗话说“蟹大小 ,看水草” ,在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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