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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小鹅瘟冻干卵黄抗体的被动免疫保护期及抗体效价与免疫持续期的平行相关

性，试验采用 ３ 种琼扩效价分别为 １ ∶ １６、１ ∶ ３２ 和 １ ∶ ６４ 的实验室试制冻干卵黄抗体各 ３ 批，分别

接种 １ 日龄、４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１ 日龄雏鹅每只注射 ０．５ ｍＬ，４ 日龄雏鹅每只注射 １．０ ｍＬ，并于注

射后 ０ ｈ、１２ ｈ、２４ ｈ、１２０ ｈ、１４４ ｈ、１６８ ｈ、１９２ ｈ、２１６ ｈ 对试验组和攻毒对照组接种小鹅瘟强毒 Ｗ 株，
每只 ０．２ ｍＬ（含 １００ ＬＤ５０）。 结果显示：不同效价的卵黄抗体免疫后 １４４ ｈ 内攻毒，卵黄抗体均可对

雏鹅提供 １００％的免疫保护，雏鹅日龄越小，相对保护率越高，卵黄抗体琼扩效价越高，对雏鹅的免

疫保护持续期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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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鹅瘟是由鹅细小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

传染性疾病，该病传播速度快，发病率和死亡率可

高达 ９０％～１００％［１］，主要侵害出壳后 ３～２０ 日龄幼

鹅和番鸭，可感染樱桃谷鸭、骡鸭、麻鸭等［２］，给世

界范围内的水禽养殖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３］。

该病的控制措施主要是使雏鹅在出壳后的 ４ ～ ５ 周

内产生足够的免疫力［４］，目前主要依靠接种减毒活

疫苗和灭活疫苗预防小鹅瘟，但是流行病学调查表

明鹅细小病毒常呈潜伏感染并持续存在［５－６］。 通过

高免鸡蛋提取的小鹅瘟特异性卵黄抗体可以有效

的预防和控制该病发生［７］。 同时，由于小鹅瘟卵黄

抗体具有不激活补体，不结合类风湿因子，可避免

补体系统的干扰及检测假阳性的出现［８－９］，操作简

便，对产蛋率无影响等优点，所以小鹅瘟卵黄抗体

用于紧急预防接种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１０－１１］。 小

鹅瘟冻干卵黄抗体的免疫保护期是决定小鹅瘟免

疫程序的关键因素，为此试验选取不同抗体效价的

小鹅瘟冻干卵黄抗体接种不同日龄的雏鹅，在接种

后不同时间进行了攻毒保护相关性的研究，以确定

不同效价的小鹅瘟冻干卵黄抗体在雏鹅体内的最

佳免疫保护期。

１　 材　 料

１．１　 小鹅瘟冻干卵黄抗体　 河南省兽用生物制品

工程研究中心制备，试验组 Ａ：３ 批琼扩效价为 １ ∶

１６ 的卵黄抗体（批号为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１７０３）；

试验组 Ｂ：３ 批琼扩效价为 １ ∶ ３２ 的卵黄抗体（批号

为 ２０１７０４、２０１７０５、２０１７０６）；试验组 Ｃ：３ 批琼扩效

价为 １ ∶ ６４ 的卵黄抗体（批号为 ２０１７０７、２０１７０８、

２０１７０９）；规格均为 ５０ 羽份 ／瓶，２～８ ℃保存，有效

期为 ３６ 个月。

１．２　 检验用强毒　 小鹅瘟病毒 Ｗ 株 Ｅ２ 代冻干毒，

批号：１５０７０１００１，病毒含量：每 １． ０ ｍＬ 病毒液含

１０４．１７ ＬＤ５０，规格：１．０ ｍＬ ／支， 由河南后羿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鉴定、保管和供应。

１．３　 雏鹅　 １ 日龄、４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购自商丘

柘城县金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试验前对同批雏

鹅经琼脂扩散试验抽样检查血清均呈阴性。

１．４　 小鹅瘟琼脂扩散试验抗原　 批号：２０１６００１，由

河南省兽用生物制品工程研究中心制备、鉴定、保

存及供应。

２　 方　 法

２．１　 １ 日龄雏鹅被动免疫保护期试验　 每批抗体颈

部皮下注射 １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 ８０ 只，０．５ ｍＬ ／只，

同时设同批 １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 ８０ 只，每只颈部

皮下注射生理盐水 ０．５ ｍＬ 作为攻毒对照；取同批 １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 １０ 只，不注射任何药品作健康

对照。 分别于注射抗体后 ０、１２、２４、１２０、１４４、１６８、

１９２、２１６ ｈ，从每批抗体注射鹅中随机抽取 １０ 只，连

同攻毒对照组 １０ 只健康易感雏鹅分别注射小鹅瘟

强毒 Ｗ 株，每只 ０．２ ｍＬ（含 １００ ＬＤ５０），隔离饲养，

连续观察 １０ 日，记录雏鹅死亡情况，并依据下式计

算相对保护率。 相对保护率＝ ［１－（试验组死亡率 ／

攻毒对照组死亡率）］×１００％。

２．２　 ４ 日龄雏鹅被动免疫保护期试验　 每批抗体颈

部皮下注射 ４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 ８０ 只，１．０ ｍＬ ／只，

同时设同批 ４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 ８０ 只，每只颈部

皮下注射生理盐水 １．０ ｍＬ 作为攻毒对照；取同批 ４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 １０ 只，不注射任何药品作为健

康对照。 分别于注射抗体后 ０、１２、２４、１２０、１４４、

１６８、１９２、２１６ ｈ，从每批抗体注射鹅中随机抽取 １０

只，连同攻毒对照组 １０ 只健康易感雏鹅分别注射

小鹅瘟强毒 Ｗ 株，每只 ０．２ ｍＬ（含 １００ ＬＤ５０），隔离

饲养，连续观察 １０ 日，记录雏鹅死亡情况，并依据

下式计算相对保护率。 相对保护率＝［１－（试验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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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 ／攻毒对照组死亡率）］×１０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１ 日龄雏鹅被动免疫保护期试验结果 　 １ 日

龄健康易感雏鹅注射不同效价的卵黄抗体后，在 ８

个不同的时间点注射小鹅瘟强毒 Ｗ 株，攻毒后观

察 １０ 日，计算相对保护率，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１ 日龄雏鹅被动免疫保护期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１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ｏｎｅ－ｄａｙ－ｏｌｄ ｇｏｓｌｉｎｇｓ

攻毒时间 试验项目
Ａ 组 Ｂ 组 Ｃ 组

２０１７０１ ２０１７０２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１７０４ ２０１７０５ ２０１７０６ ２０１７０７ ２０１７０８ ２０１７０９
攻毒对照 健康对照

０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２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２４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２０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４４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６８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９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９２ ｈ
存活比例 ８ ／ １０ ８ ／ １０ ７ ／ １０ ９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９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８０％ ８０％ ７０％ ９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２１６ ｈ
存活比例 ７ ／ １０ ７ ／ １０ ６ ／ １０ ７ ／ １０ ９ ／ １０ ７ ／ １０ ９ ／ １０ ９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７０％ ７０％ ６０％ ７０％ ９０％ ７０％ ９０％ ９０％ １００％ ／ ／

　 　 如图 １ 所示，不同效价的卵黄抗体免疫后，在

０ ｈ立即攻毒，抗体即可对 １ 日龄雏鹅产生较好的

保护作用，且保护率为 １００％，持续至 １４４ ｈ 相对保

护率仍为 １００％；但是抗体注射 １６８ ｈ 后再攻毒，琼

扩效价为 １ ∶ １６ 的试验组出现雏鹅死亡情况，且

１９２ ｈ 和 ２１６ ｈ 攻毒，不同琼扩效价的试验组均有

雏鹅死亡情况。 由此可见，琼扩效价为 １ ∶ １６，对

１ 日龄雏鹅的确实保护期至少为 ６ 日，且抗体效价

越高，保护效果越好，攻毒保护率与卵黄抗体效价

呈正相关。

３．２　 ４ 日龄雏鹅被动免疫保护期试验结果 　 ４ 日

龄健康易感雏鹅注射不同琼扩效价的卵黄抗体后，

在 ８ 个不同的时间点注射小鹅瘟强毒 Ｗ 株，攻毒

后观察 １０ 日，计算相对保护率，具体结果见表 ２。

如图 ２ 所示，在免疫不同琼扩效价的卵黄抗体

后，在不同时间点进行攻毒保护试验，在 ０ ｈ 抗体

对 ４ 日龄雏鹅即可产生 １００％的保护作用，这种保

护效果可持续至 １４４ ｈ，但是卵黄抗体作为异源蛋

白在雏鹅体内随着时间延长而逐渐消失，从注射抗

体 １６８ ｈ 开始的攻毒保护试验中，琼扩效价为１ ∶ １６

试验组出现雏鹅死亡情况，至 ２１６ ｈ 各试验组雏鹅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死亡情况。 由此可见，琼扩效价

为 １ ∶ １６ 时，对 ４ 日龄雏鹅免疫保护期至少６ 日，且

攻毒保护率与卵黄抗体效价具有正相关性。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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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 日龄雏鹅各组的平均免疫保护效率与免疫后接种小鹅瘟病毒时间点的相关性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ｓｌｉｎｇ 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ｏｌｄ ｇｏｓｌｉｎｇｓ

表 ２　 ４ 日龄雏鹅被动免疫保护期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２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ｆｏｕｒ－ｄａｙ－ｏｌｄ ｇｏｓｌｉｎｇｓ

攻毒时间 试验项目
Ａ 组 Ｂ 组 Ｃ 组

２０１７０１ ２０１７０２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１７０４ ２０１７０５ ２０１７０６ ２０１７０７ ２０１７０８ ２０１７０９
攻毒对照 健康对照

０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２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２４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２０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４４ ｈ
存活比例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６８ ｈ
存活比例 ９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９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９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１９２ ｈ
存活比例 ８ ／ １０ ８ ／ １０ ７ ／ １０ ９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９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８０％ ８０％ ７０％ ９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

２１６ ｈ
存活比例 ７ ／ １０ ６ ／ １０ ５ ／ １０ ６ ／ １０ ８ ／ １０ ７ ／ １０ ９ ／ １０ ８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０

相对保护率 ６６．６７％ ５５．５６％ ４４．４４％ ５５．５６％ ７７．７８％ ６６．６７％ ８８．８９％ ７７．７８％ １００％ ／ ／

３．３　 不同日龄雏鹅被动免疫持续时间结果统计　
１ 日龄、４ 日龄健康易感雏鹅注射 ３ 种不同琼扩效

价的小鹅瘟冻干卵黄抗体后，分 ８ 个时间点攻击小

鹅瘟强毒株，攻毒后观察 １０ 日，由表 １、表 ２ 可知，

小鹅瘟冻干卵黄抗体对雏鹅产生 １００％保护的保护

期至少可持续 １４４ ｈ，对不同日龄的雏鹅自 １４４ ｈ 后

的被动免疫的持续时间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３。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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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４ 日龄雏鹅各组的平均免疫保护效率与免疫后接种小鹅瘟病毒时间点的相关性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ｓｌｉｎｇ 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ｆｏｕｒ－ｄａｙ－ｏｌｄ ｇｏｓｌｉｎｇｓ

表 ３　 １ 日龄与 ４ 日龄雏鹅被动免疫持续时间结果统计

Ｔａｂ 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ｎｅ－ｄａｙ－ｏｌｄ ｇｏｓｌｉｎｇｓ

攻毒时间 组别 雏鹅数 ／ 只
１ 日龄 ４ 日龄

死亡数 ／ 只 存活数 ／ 只 相对保护率 死亡数 ／ 只 存活数 ／ 只 相对保护率

１４４ ｈ

试验组 Ａ ３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试验组 Ｂ ３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试验组 Ｃ ３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攻毒对照组 １０ １０ ０ １００％死亡 ９ １ ９０％死亡

１６８ ｈ

试验组 Ａ ３０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试验组 Ｂ ３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试验组 Ｃ ３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攻毒对照组 １０ １０ ０ １００％死亡 １０ ０ １００％死亡

１９２ ｈ

试验组 Ａ ３０ ７ ２３ ７６．６７％ ７ ２３ ７６．６７％

试验组 Ｂ ３０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试验组 Ｃ ３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攻毒对照组 １０ １０ ０ １００％死亡 １０ ０ １００％死亡

２１６ ｈ

试验组 Ａ ３０ １０ ２０ ６６．６７％ １２ １８ ５５．５６％

试验组 Ｂ ３０ ７ ２３ ７６．６７％ ９ ２１ ６６．６７％

试验组 Ｃ ３０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３ ２７ ８８．８９％

攻毒对照组 １０ １０ ０ １００％死亡 １０ ０ ９０％死亡

／ 健康对照组 １０ ０ １０ １００％健活 ０ １０ １００％健活

　 　 可以看出，攻毒对照组雏鹅死亡 ９０％以上，健
康对照组雏鹅 １００％健活，试验组 Ａ 在注射抗体

１６８ ｈ 后进行攻毒，对雏鹅的保护率在 ９３． ３３％ ～
９６．６７％之间，仍可提供高效保护，但在 １９２ ｈ～２１６ ｈ

之间，相对保护率为 ５５．５６％ ～ ７６．６７％，保护率显著

下降；试验组 Ｂ 在 １６８ ｈ 对 １ 日龄及 ４ 日龄雏鹅的

攻毒保护率仍为 １００％，至 １９２ ｈ 下降为 ９３．３％，但
至 ２１６ ｈ 对 ４ 日龄雏鹅的攻毒保护率仅为 ６６．６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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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能确实保护健康易感雏鹅；试验组 Ｃ 至 １９２ ｈ
对 １ 日龄及 ４ 日龄雏鹅的攻毒保护率仍为 １００％，
至 ２１６ ｈ 对雏鹅的攻毒保护率仍在 ８８． ８９％ ～
９３．３３％之间，仍可有效抵抗小鹅瘟病毒的侵害。
４　 讨　 论

小鹅瘟是雏鹅的一种高发致命病，其主要特征

为肠栓塞［１２］，７ 日龄以内的雏鹅最易感染，日龄越

小的雏鹅发病率越高，且发病程度也越严重［１３］。
Ｚｈｅｒｏｎｇ Ｙｏｕ 等［１４］利用重组的 ＢＨｃ 免疫产蛋鸡生

产出抗 ＢｏＮＴ ／ Ｂ 的卵黄抗体，可以中和神经毒素的

生物学活性，减少肉毒中毒的风险，研究人员已经

成功将卵黄抗体应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种微生物和

生物毒素的感染［１５］。 臧玉婷等［１６］利用琼扩效价为

１ ∶ １６ 的小鹅瘟卵黄抗体进行的攻毒保护试验表

明，３ 日龄雏鹅注射抗体后 １ 日攻毒保护率为

１００％。 试验利用三种不同效价的卵黄抗体分别免

疫不同日龄的雏鹅，在免疫后不同时间进行攻毒保

护试验，结果表明，小鹅瘟病毒与卵黄抗体同时注

射，二者可在体内发生中和作用，由于此时小鹅瘟

病毒尚未对组织器官造成实质性的侵害，卵黄抗体

可对雏鹅起到保护作用，攻毒保护率可达 １００％，与
臧玉婷等［１６］的研究结果一致。

郭素茵［１７］研究卵黄抗体对不同日龄雏鹅感染

小鹅瘟的治疗结果表明，卵黄抗体对小鹅瘟的治疗

效果与日龄呈负相关，在一定范围内，日龄越大，治
愈的几率越低。 闫妍［１８］采用 １．０ ｍＬ 小鹅瘟精制卵

黄抗体治疗不同日龄轻度患病雏鹅，结果表明，１ 日

龄治愈率为 ９７．４４％，４ 日龄治愈率为 ９４．８７％，７ 日

龄治愈率为 ９０．４８％。 利用不同效价的卵黄抗体分

别对 １ 日龄和 ４ 日龄雏鹅进行攻毒保护试验，发现

不同效价的卵黄抗体在不同的时间对 １ 日龄雏鹅

相对保护率均高于对 ４ 日龄雏鹅的相对保护率，其
中琼扩效价为 １ ∶ １６ 的卵黄抗体在 ２１６ ｈ 对 １ 日龄

雏鹅的相对保护率为 ６６．６７％，高于对 ４ 日龄雏鹅

的相对保护率 ５５．５６％，琼扩效价为 １ ∶ ３２ 的卵黄

抗体在 ２１６ ｈ 对 １ 日龄雏鹅的相对保护率为

７６．６７％高于对 ４ 日龄雏鹅的相对保护率 ６６．６７％，
琼扩效价为 １ ∶ ６４ 的卵黄抗体在 ２１６ ｈ 对 １ 日龄雏

鹅的相对保护率为 ９３．３３％高于对 ４ 日龄雏鹅的相

对保护率 ８８．８９％。 试验表明，利用卵黄抗体预防

和治疗小鹅瘟，日龄越小，越早使用，效果越好。
兰信海等［１９］制备不同琼扩抗体效价的小鹅瘟

卵黄抗体进行攻毒保护试验，发现琼扩抗体效价越

高，保护效果越好。 臧玉婷等［２０］ 研究小鹅瘟卵黄

抗体效价与攻毒保护相关性试验结果表明，雏鹅注

射相同剂量不同琼扩效价的卵黄抗体，随着卵黄抗

体琼扩效价的升高，对雏鹅的保护率也随之升高，
抗体效价的高低与攻毒保护呈正相关。 试验中，琼
扩效价为 １ ∶ １６ 的卵黄抗体在 １４４ ｈ 的相对保护率

为 １００％，琼扩效价为 １ ∶ ３２ 的卵黄抗体免疫保护

期可持续至 １６８ ｈ，而琼扩效价为 １ ∶ ６４ 的卵黄抗

体免疫保护持续期可达 １９２ ｈ，进一步验证了卵黄

抗体效价越高，对雏鹅的免疫保护持续期越长。 但

是卵黄抗体属于异源蛋白，在雏鹅体内有一定的消

长规律，而提高琼扩抗体效价涉及到企业成本及生

产工艺的改进，寻求二者的最佳平衡点，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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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４０（４）： ２５－２６．

［１９］ 兰信海，冯永胜． 鸡抗小鹅瘟精致高免蛋黄抗体的研制［ Ｊ］ ．

山东畜牧兽医，２０１１，３２（４）：１５－１６．

　 Ｌａｎ Ｘ Ｈ， Ｆｅｎｇ Ｙ 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ｏｌｋ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ｆｏｒ

ｇｏｓｌｉｎｇ ｐｌａｇｕｅ ［ Ｊ］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 ４０（４）： ２５－２６．

［２０］ 臧玉婷，张 杨，王 彬，等．小鹅瘟卵黄抗体效价与攻毒保相关

性试验［Ｊ］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２０１５，４０（３）：３９－４０．

　 Ｚａｎｇ Ｙ Ｔ， Ｚｈ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Ｂ，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ｖｉｒｕ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 Ｇ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４０（３）：

３９－４０．

（编 辑：李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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