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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分析不同免疫状态下禽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症病毒（ 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ＲＥＶ）和
Ａ 亚群禽白血病病毒（ａｖｉａｎ ｌｅｕｋ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ＡＬＶ － Ａ）共感染对鸡生长性能及免疫器官的影响，通过

对 １ 日龄和 １０ 日龄常规疫苗免疫鸡群、１ 日龄灭活疫苗免疫鸡群、１ 日龄活疫苗免疫鸡群进行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或共感染，于不同日龄称重，采集免疫器官，对生长性能、免疫器官比重进行比较

和分析。 结果显示，１ 日龄鸡单感染或共感染 ＲＥＶ 和 ＡＬＶ － Ａ 均会引起发病、死亡及体重下降，
ＲＥＶ、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及共感染组平均病死率依次为 ２７． ６％ 、１１． ６％及 ３１． ９％ ，表明，疫苗免疫刺

激增强了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感染的致病性。 １０ 日龄鸡 ＲＥＶ、ＡＬＶ －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于 ８１ 日内病

死率分别为 １３． ３％ 、６． ７％及 ２０％ ，低于 １ 日龄感染各相应组，体重下降程度也低于 １ 日龄感染鸡，
表明鸡的日龄越高对 ＲＥＶ、ＡＬＶ － Ａ 感染的抵抗力越强。 活疫苗与灭活疫苗免疫的比较显示，两种

疫苗免疫应激均能引起鸡体重下降明显，且活疫苗免疫对体重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ＲＥＶ 单感染和

共感染对生长发育的抑制作用高于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尤其是共感染对鸡体重的抑制作用最明显。
对免疫器官比重的影响方面，１ 日龄感染时，共感染组胸腺比重显著降低，１０ 日龄感染影响不显著，
表明鸡日龄越大对病毒感染的抵抗力越强；常规免疫可引起法氏囊比重下降，但对法氏囊的影响是

可恢复的，而 ＲＥＶ 单感染和共感染会加重常规免疫对法氏囊的损伤，且损伤更持久或不可恢复；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对法氏囊的损伤影响不明显；单感染和共感染对脾脏比重的影响均不显著。
本研究为深入研究 ＲＥＶ 和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或者共感染诱导鸡群发生免疫抑制机制积累了重

要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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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Ｂｉ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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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Ｊｕｎ － ｐｉｎｇ， Ｅ － ｍａｉｌ： ｌｉｊｕｎｐｉｎｇ０３＠ １６３． 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ＲＥＶ） ａｎｄ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ｖｉａｎ ｌｅｕｋ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ＡＬＶ － Ａ）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 ａｎｄ ＡＬＶ － Ａ ｏｎ １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ａｎｄ １０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１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ａｎｄ １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ｌｉｖ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ｗｅｉｇｈ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ａｎｄ ＡＬＶ － Ａ ｉｎ １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ｃａｕｓｅ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Ｖ， ＡＬＶ －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２７． ６％ ， １１． ６％ ａｎｄ
３１． ９％ ． Ｉ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Ｖ ａｎｄ ＡＬＶ － Ａ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Ｖ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Ｖ －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０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８１ ｄａｙｓ ｗｅｒｅ ２０％ ， １３． ３％ ａｎｄ ６． ７％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１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１ － ｄａｙ － ｏｌｄ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ｖ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ｃｏｕｌｄ ｃａｕ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ｉｖ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Ｖ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ＡＬＶ －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ｙｍ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ｔ １ ｄａｙ ｏｆ ａｇ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ｔ １０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ｓａ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ｂｕｒｓａ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 ｗｏｕｌｄ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ｂｕｒｓａ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ｉｎ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 ｕ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ＡＬＶ －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ｆ ｂｕｒｓａ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ｌｅｅ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ｆｌｏｃｋ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ｒ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 ａｎｄ ＡＬＶ － 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Ｖ； ＡＬＶ － Ａ；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ｍｍｕｎｅ ｏｒｇ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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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症病毒（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ＲＥＶ）和禽白血病病毒（ ａｖｉａｎ ｌｅｕｋ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ＡＬＶ）同属于反转录病毒科，分别属于 γ 反转录病

毒属和 α 反转录病毒属。 这两种病原有共同的致

病特性，即均可引起肿瘤，小日龄感染容易产生免

疫耐受，易引起长期的病毒血症及造成免疫抑制

等。 临床中常见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共感染的报道［１ － ３］，
而且这两种病毒也是污染兽用生物制品的常见外

源病毒，因此更加重了临床中共感染的可能。 目前

市场上还没有针对 ＲＥＶ 和 ＡＬＶ 的商品化疫苗，由
于这两种病毒均不引起鸡群明显的死亡，因此二者

对鸡群的危害常常被养殖户忽视。
近年来，有关 ＡＬＶ － Ｊ 的报道较多，ＡＬＶ － Ｊ 与

ＲＥＶ 的共感染研究亦有大量报道，研究结果表明

ＡＬＶ － Ｊ 与 ＲＥＶ 共感染对鸡的致病性有明显的协

同作用［４ － ５］。 ２００６ 年，在美国市场上使用的马立克

氏病疫苗中曾检测出 ＡＬＶ － Ａ 污染；我国研究团队

也在国内市场上多个不同品种的鸡胚或种鸡中分

离到了 ＡＬＶ － Ａ［６ － ７］。 与此同时，国内外禽用疫苗

中仍有污染 ＲＥＶ 的报道，所以有必要开展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研究。 本实验通过人工感染的方

式，使 ＳＰＦ 鸡单感染或共感染这两种病毒，再进行

疫苗免疫，对实验鸡的生长性能和免疫器官进行检

测和比较分析，观察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或者

共感染后对疫苗免疫鸡的生长性能和免疫器官的

影响，以为其防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病毒株　 ＲＥＶ ＭＤ － ２，分离自一污染的鸡马

立克氏病火鸡疱疹病毒冻干活疫苗，中国兽医药品

监察所病毒制品检测一室鉴定保存；ＡＬＶ － Ａ 毒株

ＳＤＡＵ０９Ｃ１ 株，分离自引进的白羽肉用型祖代鸡，
山东农业大学崔治中教授馈赠。
１． ２　 细胞 　 鸡胚成纤维细胞（ＣＥＦ），自北京梅里

亚维通试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购入 ＳＰＦ 鸡胚，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附录方法制备；ＤＦ１ 细

胞，从美国菌种保藏中心（ＡＴＣＣ）购入。
１． ３　 疫苗 　 鸡马立克氏病火鸡疱疹病毒活疫苗

（Ｆｃ － １２６ 株），鸡传染性法氏囊病中等毒力活疫苗

（Ｂ８７ 株），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病毒制品检测一室

制备检定。 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二联活疫苗

（ＬａＳｏｔａ ＋ Ｈ１２０ 株），禽流感（Ｈ５ ＋ Ｈ９）二价活疫苗

（Ｈ５ Ｎ１Ｒｅ － ５ ＋ Ｈ９ Ｎ２Ｒｅ － ２ 株）国内企业生产；鸡
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性关节炎及传染性

法氏囊病四联灭活疫苗，国外企业生产。 所有疫苗

在进行免疫之前测定病毒含量和外源病毒检测。
１． ４　 实验动物　 所有 ＳＰＦ 鸡均购自北京梅里亚维

通试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 ５　 １ 日龄 ＳＰＦ 鸡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对常规

疫苗免疫鸡群的影响　 １ 日龄 ＳＰＦ 鸡 １７５ 只，平均分

成 ５ 组。 １ 日龄时，ＲＥＶ 单感染组、ＡＬＶ － Ａ 单感染

组、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组分别经皮下注射 ＲＥＶ
ＭＤ － ２ 病毒液 ０． ２ ｍＬ（含 ５００ ＴＣＩＤ５０ ）、ＡＬＶ － Ａ
ＳＤＡＵ０９Ｃ１ 病 毒 液 ０． ２ ｍＬ （ 含 ５００ ＴＣＩＤ５０ ）、
ＲＥＶ ＭＤ －２和 ＡＬＶ － Ａ ＳＤＡＵ０９Ｃ１ 病毒混合液

０ ２ ｍＬ（各含 ２５０ ＴＣＩＤ５０）。 疫苗免疫程序如下：１
日龄时，各感染组和免疫对照组 ＳＰＦ 鸡每只经颈部

皮下注射鸡马立克氏病火鸡疱疹病毒活疫苗

０． ２ ｍＬ（含 １ 羽份）；５ 日龄时，滴鼻接种新支二联

活疫苗 ０． １ ｍＬ（含 １ 羽份）；１０ 日龄时，滴眼免疫

ＩＢＤ 活疫苗（Ｂ８７ 株）０． １ ｍＬ（含 １ 羽份）；１７ 日龄

时，皮下注射 ＮＤ － ＩＢ － ＲＥＯ － ＩＢＤ 四联灭活疫苗

０． ３ ｍＬ（含 １ 羽份）；２０ 日龄时，皮下注射禽流感

（Ｈ５ ＋ Ｈ９）二价灭活疫苗 ０． ３ ｍＬ（含 １ 羽份）。 同

时设空白对照组，各时间段免疫均用生理盐水代

替。 各组鸡在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日龄时各取 ４ 只，每
只称重，并采集法氏囊、胸腺、脾脏称重，其余鸡继

续饲养。 ３５、４５、６５ 日龄时全部鸡称重，７５ 日龄称

重淘汰。
１． ６　 １０ 日龄 ＳＰＦ 鸡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对常

规疫苗免疫鸡群的影响 　 选取 １ 日龄 ＳＰＦ 鸡 １００
只，分组和疫苗免疫程序同 １． ５ 项。 ＲＥＶ 单感染组

鸡于 １０ 日龄时皮下注射 ＲＥＶ ＭＤ － ２ 病毒液

０． ２ ｍＬ（含 ５００ ＴＣＩＤ５０），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鸡于 １０
日龄时每只经皮下注射 ＡＬＶ － Ａ ＳＤＡＵ０９Ｃ１ 病毒

液 ０． ２ ｍＬ（含 ５００ ＴＣＩＤ５０），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

组鸡于 １０ 日龄时每只经皮下注射 ＲＥＶ ＭＤ － ２ 和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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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Ｖ － Ａ ＳＤＡＵ０９Ｃ１ 病毒混合液 ０． ２ ｍＬ（各含 ２５０
ＴＣＩＤ５ ０）。 每组鸡于第 ５、１０、２０、２５ 日龄时各取 ４
只，逐只称重并采集法氏囊、胸腺、脾脏称重，剩余

鸡继续饲养。 ３５ 日龄、４５ 日龄、６５ 日龄时各组全部

称重，８１ 日龄时称重 后淘汰。
１． ７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对灭活疫苗免疫鸡群

的影响　 １ 日龄 ＳＰＦ 鸡 １５０ 只，平均分 ５ 组。 １ 日

龄时 ＲＥＶ 单感染组、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 ＲＥＶ、
ＡＬＶ － Ａ共感染组注射与 １． ５ 项相同的病毒。 灭活

疫苗免疫程序如下：７ 日龄时，各感染组与免疫对

照组鸡经颈部皮下注射 ＮＤ － ＩＢ － ＲＥＯ － ＩＢＤ 四联

灭活疫苗 ０． ３ ｍＬ（含 １ 羽份）；１４ 日龄时，颈部皮下

注射禽流感（Ｈ５ ＋ Ｈ９）二价灭活疫苗 ０． ３ ｍＬ（含 １
羽份）；空白对照在各免疫时段注射灭菌生理盐水。
各组鸡在 ３５ 日龄、６５ 日龄、１０７ 日龄、１３１ 日龄

称重。
１． ８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对活疫苗免疫鸡群的

影响　 １ 日龄 ＳＰＦ 鸡 １２０ 只，平均分为 ４ 组，空白对

照组和 １． ７ 项试验共用。 １ 日龄时 ＲＥＶ 单感染组、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组注射

与 １． ５ 项相同的病毒。 活疫苗免疫程序如下：１ 周

龄时，滴鼻接种新支二联活疫苗（Ｌａ Ｓｏｔａ 株 ＋ Ｈ１２０
株）０． １ ｍＬ（含 １ 羽份）；２ 周龄时，滴眼免疫 ＩＢＤ 活

疫苗（Ｂ８７ 株）０． １ ｍＬ（含 １ 羽份）；７ 周龄滴鼻免疫

新支二联活疫苗（Ｌａ Ｓｏｔａ 株 ＋ Ｈ５２ 株）０． １ ｍＬ（含 １
羽份）。
１． ９　 数据处理　 记录每组试验鸡发病和特异性死

亡情况。 以每次采样各组体重的平均数分别绘制

１． ５ 项 － １． ８ 项试验中各组的体重增长曲线。 免疫

器官分别计算每只鸡的法氏囊、胸腺、脾脏重量与体

重的比值，然后通过 ｔ － ｔｅｓｔ 统计分析各采样时间点

各组间法氏囊比重、胸腺比重及脾脏比重的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对免疫鸡生长性能

的影响

２． １． １　 １ 日龄感染对常规免疫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共感染组特异性死亡 ５ 只，另 ４ 只明显矮小，发病

及死亡率为 ２５． ７％ ；ＲＥＶ 单感染组特异性死亡 ３
只，另 ５ 只明显矮小，发病及死亡率为 ２２． ８％ ；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死亡 ２ 只，另 ２ 只体重明显减轻，
发病及死亡率为 １１． ４％ 。 体重分析结果见表 １，感
染组于 ２０ 日龄开始，体重明显低于免疫对照组，且
共感染组体重下降更加明显；在 ３５ ～ ７５ 日龄间，
ＲＥＶ 单感染组和共感染组体重显著（Ｐ ＜ ０． ０５）或

极显著（Ｐ ＜ ０． ０１）低于免疫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

表 １　 １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常规免疫鸡的体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１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日龄 ＲＥＶ 组 ＡＬＶ － Ａ 组 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组 免疫对照组 空白对照组

５ ６９ ± １． ２ （ｎ ＝ ４） Ａｂ ６８ ± ３． ２ （ｎ ＝ ４） Ａｂ ６９ ± １． ４ （ｎ ＝ ４） Ａｂ ６３ ± ３． ９ （ｎ ＝ ４） ａ ５９ ± ２． ８ （ｎ ＝ ４） Ｂ

１０ ９８ ± ５． ８ （ｎ ＝ ４） １０５ ± １０． ２ （ｎ ＝ ４） ９６ ± １０． ６ （ｎ ＝ ４） １０５ ± ７． ４（ｎ ＝ ４） １０２ ± ５． ７ （ｎ ＝ ４）

２０ １６１ ± ２８． ５（ｎ ＝ ４） ｂ １８６ ± ２７． ９（ｎ ＝ ４） １６１ ± ２０． ３（ｎ ＝ ４） ｂ １７５ ± ３９． ２（ｎ ＝ ４） ２２５ ± １５． ２（ｎ ＝ ４） ａ

２５ ２５１ ± ２７． ２（ｎ ＝ ４） ２６０ ± ２３． ６（ｎ ＝ ４） ２４６ ± ３３． ９（ｎ ＝ ４） ２８３ ± ２８． ２（ｎ ＝ ４） ３１４ ± ５２． ９（ｎ ＝ ４）

３５ ３１２ ± ７３． ９ （ｎ ＝ １６） Ｂ∗∗ ３４７ ± ５２． ９ （ｎ ＝ １７） Ｂｃ ３０２ ± ４２． １ （ｎ ＝ １５） Ｂ∗∗ ３８３ ± ４１． １ （ｎ ＝ １８） ｂ∗ ４１８ ± ３７． ２ （ｎ ＝ １８） Ａａ

４５ ４４７ ± ６７． ５ （ｎ ＝ １５） Ｂｂ ４８１ ± ７０． ９ （ｎ ＝ １５） Ｂａ ４４２ ± ５６． ８ （ｎ ＝ １３） Ｂｂ ４８９ ± ６９． ５ （ｎ ＝ １４） Ｂａ ５６２ ± ５７． ６ （ｎ ＝ １４） Ａ

６５ ７４７ ± ９５． ０ （ｎ ＝ １０） Ｂ∗∗ ７６２ ± １０５ （ｎ ＝ １０） ｂ ６９２ ± ９４． ９ （ｎ ＝ ９） Ｂ∗∗ ８６１ ± １１８ （ｎ ＝ １０）∗ ９０３ ± １０５ （ｎ ＝ １０） Ａａ

７５ ８７０ ± １３３ （ｎ ＝ １０） ｂ∗∗ ８８４ ± １８５ （ｎ ＝ １０） ８０４ ± ９８． ７ （ｎ ＝ ９） Ｂ∗∗ １０２０ ± １４２ （ｎ ＝ １０）∗ １０１３ ± １４１ （ｎ ＝ １０） Ａａ

　 ∗右上角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数量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右上角无标志组间及无标志组与有标志组间差异不显著（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 ｔｏｐ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１）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 ｔｏｐ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 Ｓａｍ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ｒ ｎｏ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 ｔｏｐ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２１·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第 ５６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２． １． ２　 １０ 日龄感染对常规免疫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共感染组特异性死亡 ２ 只，另有 ４ 只症状明显，病
死率为 ２０％ ；ＲＥＶ 单感染组死亡 ２ 只，另 ２ 只发

病，病死率为 １３． ３％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无死亡，有
２ 只发病，发病率为 ６． ７％ 。 体重分析结果见表 ２，
各感染组鸡于 ３５ 日龄时体重均显著低于免疫对照

组（Ｐ ＜ ０． ０５），极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１）；
４５ ～ ８１ 日龄，各感染组体重一直低于免疫对照组，
但只有共感染组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与此同时，共
感染组还低于各单感染组，但差异不显著。 这表明，
１０ 日龄鸡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对鸡生

长性能有显著影响，共感染的影响大于单感染。

表 ２　 １０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常规免疫鸡的体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２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０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１０ 日龄　 ３５ 日龄 ４５ 日龄 ６５ 日龄 ８１ 日龄

ＲＥＶ 组 １０４ ± ９． ０（ｎ ＝ ２０） ３３９ ± ４２． ７（ｎ ＝ １９） Ｂｃ ４７１ ± ４６． ０（ｎ ＝ １４） Ｂ ７８５ ± ８８． ８（ｎ ＝ １０） ９９７ ± １８３． ９（ｎ ＝ １０）
ＡＬＶ － Ａ 组 １０２ ± １０． ２（ｎ ＝ ２０） ３５６ ± ４０． １（ｎ ＝ ２０） Ｂｃ ４８３ ± ５１． ５（ｎ ＝ １６） Ｂ ８０９ ± １０２． ９（ｎ ＝ １２） １０５１ ± １６３． ８（ｎ ＝ １２）

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组 １０３ ± ９． ３（ｎ ＝ ２０） ３３７ ± ４４． ７（ｎ ＝ １９） Ｂｃ ４１９ ± ６９． ８（ｎ ＝ １４） Ｂｃ ７５３ ± ９３． １（ｎ ＝ １０） Ｂｂ ９８６ ± １６６． ３（ｎ ＝ １０） ｂ

免疫对照组 １０４ ± ９． ５（ｎ ＝ ２０） ３８３ ± ４１． １（ｎ ＝ ２０） ｂ ４８９ ± ６９． ５（ｎ ＝ １６） ｂ ８６１ ± １１８． ２（ｎ ＝ １２） ａ １１４７ ± １５６． ７（ｎ ＝ １２） ａ

空白对照组 １０３ ± ９． ４（ｎ ＝ ２０） ４１８ ± ３７． ２（ｎ ＝ ２０） Ａａ ５４７ ± ４８． ８（ｎ ＝ １６） Ａａ ８９２ ± ８４． ８（ｎ ＝ １２） Ａａ １１０６ ± １６１． ７（ｎ ＝ １２） ａ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２． １． ３　 １ 日龄感染对灭活疫苗免疫鸡生长性能的

影响 　 共感染组死亡 ９ 只，另 ２ 只矮小，病死率

３６． ７％ ；ＲＥＶ 单感染组死亡 ８ 只，另有 １ 只矮小，病
死率为 ３０％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死亡 ２ 只，另有 １
只瘦小，病死率为 １０％ ；免疫对照意外死亡 １ 只。
体重分析见表 ３，整个试验期间，共感染组一直低于

其他各组，３５ 日龄、６５ 日龄时分别显著、极显著低

于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试验期间一直与 ＲＥＶ 单感

染组间无显著性差异；ＲＥＶ 单感染组于 ３５ 日龄、
６５ 日龄时体重极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１），之后

仍一直低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６５ 日龄时显著

低于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 ３５ 日龄

时极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１），之后也一直低于

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

表 ３　 １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灭活疫苗免疫鸡的体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３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３５ 日龄 ６５ 日龄 １０７ 日龄 １３１ 日龄

ＲＥＶ 组 ３１４ ± ５４． ０ （ｎ ＝ ２６） Ｃ ７４３ ± １４４． １ （ｎ ＝ ２５） Ｂｂ １４３９ ± ２８６． ０ （ｎ ＝ ２２） １８４５ ± ５０８． ０ （ｎ ＝ １５）
ＡＬＶ － Ａ 组 ３３９ ± ５６． １ （ｎ ＝ ３０） Ｃ∗∗ ８３０ ± １４８． ４ （ｎ ＝ ２９） Ａａ １４８６ ± ３１７． ５ （ｎ ＝ ２８） １８０６ ± ３１７． ０ （ｎ ＝ １５）

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组 ２９９ ± ６２． ９ （ｎ ＝ ２５） Ｃ∗ ６７０ ± ２１４． ８ （ｎ ＝ ２５） Ｂ １２５８ ± ３０６． １ （ｎ ＝ ２１） Ｂ １７６０ ± ３６６． ８ （ｎ ＝ １５） ｂ

免疫对照组 ３８６ ± ３７． ０ （ｎ ＝ ３０） ｂＢ ８９８ ± ９２． ６ （ｎ ＝ ３０） Ａ １５８７ ± ２６４． ０ （ｎ ＝ ２９） Ａ ２０２２ ± ３７２． ２． ０ （ｎ ＝ １５） ａ

空白对照组 ４１４ ± ４７． ９ （ｎ ＝ ３０） Ａａ ９１１ ± １６０． ８ （ｎ ＝ ３０）Ａ １６３４ ± ２９３． ２ （ｎ ＝ ３０） Ａ １９７１ ± ２１３． ８ （ｎ ＝ １５） ａ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２． １． ４　 １ 日龄感染对活疫苗免疫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共感染组特异性死亡 ９ 只，另有 １ 只矮小，病死率

达 ３３． ３％ ；ＲＥＶ 单感染组死 ７ 只，另有 ２ 只矮小，病
死率为 ３０％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死亡 ２ 只，另有 ２
只瘦小，病死率为 １３． ３％ 。 表 ４ 显示，共感染组在

３５ ～ １０７ 日龄时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低于其他各

组，１３１ 日龄时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低于对照组和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三个感染组在 ６５ ～ １０７ 日龄时

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两个对照组，而且共感染组

在 ３５ 日龄、６５ 日龄时还极显著低于两个单感染组

（Ｐ ＜ ０． ０１），而两个单感染组在整个试验期间都差

异不显著。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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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活疫苗免疫鸡的体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４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３５ 日龄 ６５ 日龄 １０７ 日龄 １３１ 日龄

ＲＥＶ 组 ２８４ ± ７０． ２ （ｎ ＝ ２６） Ｂ ７１２ ± １５２． ８ （ｎ ＝ ２４） Ｂａ １２８７ ± ２６０． ８ （ｎ ＝ ２４） Ｂ １６９１ ± ４３９． ５ （ｎ ＝ １３）

ＡＬＶ － Ａ 组 ２９５ ± ３８． ７ （ｎ ＝ ３０） Ｂａ ７３１ ± １２３． ９ （ｎ ＝ ３０） Ｂ １２８０ ± １７８． １ （ｎ ＝ ２９） Ｂ １６０６ ± ３１２． ９ （ｎ ＝ １４） ｂ

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组 ２４０ ± ５２． ４ （ｎ ＝ ２５） Ｃｂ ６１８ ± １２６． ４ （ｎ ＝ ２３） Ｃｂ １２３４ ± ３１３． ５ （ｎ ＝ ２２） Ｂ １５８７ ± ３３１． ９ （ｎ ＝ １０） ｂ

免疫对照组 ３１５ ± ５６． ７ （ｎ ＝ ３０） Ｂ ８３３ ± １０１． ５ （ｎ ＝ ３０） Ａ １５１４ ± ２５４． ０ （ｎ ＝ ２９） Ａ １９９２ ± ３２２． ０ （ｎ ＝ １５） ａ

空白对照组 ４１４ ± ４７． ９ （ｎ ＝ ３０） Ａ ９１１ ± １６０． ８ （ｎ ＝ ３０） Ａ １６３４ ± ２９３． ２ （ｎ ＝ ３０） Ａ １９７１ ± ２１３． ８ （ｎ ＝ １５） ａ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２． ２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对免疫鸡免疫器官比

重的影响

２． ２． １　 对胸腺比重的影响　 １ 日龄鸡单感染或共

感染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后，常规疫苗免疫，对鸡胸腺

比重的影响（表 ５），ＲＥＶ 单感染组在 ２０ ～ ４５ 日龄

显著低于两个对照组和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Ｐ ＜
０ ０５），但差异不显著；共感染组在 ２０ ～ ４５ 日龄一

直极显著（Ｐ ＜ ０． ０１）或显著（Ｐ ＜ ０． ０５）低于其他

组，并在 ２０ ～ ４５ 日龄高于 ＲＥＶ 单感染组，但差异

不显著；且在 ２５ ～ ４５ 日龄显著低于 ＡＬＶ － Ａ 单感

染组（Ｐ ＜ ０． ０５），并低于共感染组，但差异不显著；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与对照组间无显著性差异，对胸

腺比重的影响不显著。
１０ 日龄鸡单感染或共感染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常规疫苗免疫，其胸腺比重分析结果（表 ６）显示，
在整个试验期间所有组间均差异不显著。 有

ＡＬＶ － Ａ单感染组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其余各组

间差异均不显著。

表 ５　 １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常规免疫鸡的胸腺比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５　 Ｔｈｙｍｕ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５ 日龄 １０ 日龄 ２０ 日龄 ２５ 日龄 ４５ 日龄

ＲＥＶ 组 ４． ５５ ± ０． ９４ ４． ３８ ± ０． ２９ ３． ４３ ± １． ６７ｂ ４． １０ ± ０． ６５ｂ ４． ４０ ± ０． ６４ｂ

ＡＬＶ － Ａ 组 ４． ４８ ± ０． ８４ ３． ９５ ± ０． ９２ ５． ２３ ± ０． ９９∗ ６． ４３ ± １． ０８ａ ６． ８３ ± ０． ６９ａ

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组 ４． ９０ ± １． ０６ ３． ７５ ± １． ４７ ３． ０５ ± １． ０８Ｂ∗∗ ５． ４５ ± １． １０ｂ ５． ４３ ± ０． ５４ｂ

免疫对照组 ４． ７３ ± １． ０９ ４． ５３ ± ０． ３８ ５． ５８ ± １． ０８∗ ７． １８ ± １． ７７ａ ６． ２０ ± ０． ５２ａ

空白对照组 ５． ２０ ± １． １６ ５． ０８ ± １． ２３ ６． ４０ ± １． ２０Ａａ ６． ６５ ± １． ２８ａ ７． ０５ ± １． ２２ａ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１

表 ６　 １０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常规免疫鸡的胸腺比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６　 Ｔｈｙｍｕ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０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１０ 日龄 ３５ 日龄 ４５ 日龄

ＲＥＶ 组 ４． ５０ ± ０． ４１ ６． １３ ± １． ４７ ６． １３ ± ０． ９５

ＡＬＶ － Ａ 组 ３． ９５ ± ０． ９２ ６． ２８ ± １． ６２ ５． ８８ ± １． １３

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组 ４． ０８ ± ０． ８９ ６． ２５ ± １． １６ ６． ３５ ± １． ７８

免疫对照组 ４． ５３ ± ０． ３８ ５． ９０ ± ０． ８５ ６． ００ ± ０． ９２

空白对照组 ５． ０８ ± １． ２３ ６． ９３ ± ０． ４２ ７． ０５ ± １． ８２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１

２． ２． ２ 　 对法氏囊比重的影响 　 １ 日龄鸡感染后

（表 ７），１０ 日龄开始，三个感染组和免疫对照组一直

低于空白对照组，在 ２０ 日龄时 ＲＥＶ 单感染组和共感

染组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５），２５ 日龄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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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组均极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１），４５ 日

龄时，ＲＥＶ 单感染组和共感染组极显著低于空白对

照组（Ｐ ＜０． ０１），显著低于免疫对照组及 ＡＬＶ － Ａ 单

感染组（Ｐ ＜０． ０５）。 试验过程中，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

与免疫对照组间一直无显著性差异。
１０ 日龄鸡感染后（表 ８），３５ 日龄检测时，三个

感染组均极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１），免疫

对照组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５），各感染组

低于免疫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ＡＬＶ － Ａ 单感染

组略高于 ＲＥＶ 单感染组和共感染组；４５ 日龄时，
ＲＥＶ 单感染组和共感染组极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

（Ｐ ＜ ０． ０１），显著低于免疫对照组 （Ｐ ＜ ０． ０５）。
ＡＬＶ － Ａ 组法氏囊比重与其他各组均无显著性差

异，ＲＥＶ 单感染组与共感染组间亦无显著性差异。

表 ７　 １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常规免疫鸡的法氏囊比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７　 Ｂｕｒｓａ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５ 日龄 １０ 日龄 ２０ 日龄 ２５ 日龄 ４５ 日龄

ＲＥＶ 组 ２． ３８ ± ０． １８ ３． ９８ ± ０． ８１ ２． ５０ ± ０． ６９ｂ ２． １８ ± １． ３１Ｂ ０． ６３ ± ０． ２３Ｂｂ

ＡＬＶ － Ａ 组 ２． ６５ ± ０． ２７ ３． ７０ ± ０． ６２ ４． ３８ ± １． ８９ ２． １５ ± ０． ４９Ｂ ２． ６８ ± ０． ５９ａ

ＲＥＶ ＋ ＡＬＶ 组 ２． ２８ ± ０． １５ ３． ６０ ± ０． ８４ ２． ０５ ± ０． ８７ｂ ３． ０１ ± １． ０３Ｂ ０． ８８ ± ０． ３０Ｂｂ

免疫对照组 ２． ５８ ± ０． ２２ ３． ９３ ± ０． ６０ ３． ６８ ± １． ３３ ２． １５ ± ０． ５７Ｂ ２． ８０ ± ０． ８５ａ

空白对照组 ２． ２５ ± ０． ４１ ４． ７０ ± ０． ４２ ４． ６８ ± ０． ８５ａ ６． ３５ ± １． ２１Ａ ３． ６３ ± １． ２２Ａ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１

表 ８　 １０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常规免疫鸡的法氏囊比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８　 Ｂｕｒｓａ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０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１０ 日龄 ３５ 日龄 ４５ 日龄

ＲＥＶ 组 ３． ９５ ± ０． ６０ １． ２３ ± ０． ２３Ｂ １． １５ ± ０． １８Ｂｂ

ＡＬＶ － Ａ 组 ４． ０３ ± ０． ５３ １． ８３ ± １． １７Ｂ ２． ３０ ± ０． ７９

ＲＥＶ ＋ ＡＬＶ － Ａ 组 ４． １３ ± ０． ６２ １． ３８ ± ０． ３３Ｂ １． １０ ± ０． ３７Ｂｂ

免疫对照组 ３． ９３ ± ０． ６０ ２． ５３ ± １． ４２ｂ ３． ２８ ± １． ４３ａ

空白对照组 ４． ７０ ± ０． ４２ ５． ７８ ± ０． ６９Ａａ ４． ２５ ± ０． ８６Ａ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２． ２． ３　 对脾脏比重的影响　 １ 日龄鸡感染时脾脏

比重分析结果（表 ９）显示，各感染组和免疫对照

组在 ５ 日龄时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１０ 日

龄时极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１）；２０ 日龄

时共感染组和免疫对照组极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Ｐ ＜ ０ ０１），ＲＥＶ 单感染组和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显

著高于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５）。

１０ 日龄鸡感染时，脾脏比重分析结果（表 １０）
显示，各感染组和免疫对照组都极显著高于空白对

照组（Ｐ ＜ ０． ０１），且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在 ３５ 日

龄时，仅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Ｐ ＜ ０． ０５），其他各组间均差异不显著，４５ 日龄时

各组间差异都不显著。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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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１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常规免疫鸡的脾脏比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 ９　 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５ 日龄 １０ 日龄 ２０ 日龄 ２５ 日龄 ４５ 日龄

ＲＥＶ 组 １． ２０ ± ０． ２１ ａ ２． ３５ ± ０． ６１ Ａ ２． ２３ ± ０． ５５ ａ ２． ５８ ± ０． ６９１． ７５ ± ０． ４２

ＡＬＶ － Ａ 组 １． １８ ± ０． １５ ａ ２． ４８ ± ０． ８ Ａ ２． ５０ ± ０． ４５ ａ ２． ６０ ± ０． ２５ ａ ２． ７２ ± ０． ７８ ａ

ＲＥＶ ＋ ＡＬＶ 组 １． ３３ ± ０． １６ ａ ２． ２５ ± ０． ５０ Ａ ３． ０８ ± ０． ４７ Ａ ２． ５３ ± ０． ３１ ２． ０８ ± １． １２

免疫对照组 １． １３ ± ０． ０８ ａ ２． １５ ± ０． ２３ Ａ ２． ６３ ± ０． ６２ Ａ ２． ４３ ± ０． ３３ １． ９５ ± ０． ２７

空白对照组 ０． ９５ ± ０． ０５ ｂ １． ０８ ± ０． ２０ Ｂ １． ４３ ± ０． ２５ Ｂｂ ２． ０８ ± ０． ２８ ｂ１． ５０ ± ０． ２４ ｂ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１

表 １０　 １０ 日龄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Ａ 单感染及共感染常规免疫鸡的脾脏比重变化（ ｘ－ ± ｓ）

Ｔａｂ１０　 Ｓｐｌｅ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ｏｒ ／ ａｎｄ ＡＬＶ －Ａ ａｔ １０ － ｄａｙ ｏｌｄ ｇ
组别 １０ 日龄 ３５ 日龄 ４５ 日龄

ＲＥＶ 组 ２． ５４ ± ０． ９２Ａ １． ９８ ± ０． ３１ ２． ３０ ± ０． ３２

ＡＬＶ － Ａ 组 ２． ７３ ± １． １１Ａ ２． ６５ ± ０． ２５ａ ２． ４０ ± ０． ４６

ＲＥＶ ＋ ＡＬＶ 组 ２． ７３ ± １． １１Ａ ２． ５５ ± ０． ５０ ２． ５０ ± ０． ６７

免疫对照组 ２． １５ ± ０． ２３Ａ ２． １５ ± ０． ２１ １． ９５ ± ０． ２７

空白对照组 １． ０８ ± ０． ２０Ｂ １． ９５ ± ０． ３２ｂ １． ９５ ± ０． ３２

　 注释同表 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ｉｓ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３　 讨　 论

ＲＥＶ 和 ＡＬＶ 是鸡群中常见的两种可以垂直传

播的免疫抑制性病毒，其单独感染或者共同感染后

导致的免疫抑制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由此造成的疫

苗免疫失败给养禽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免疫

器官是动物执行免疫功能的组织机构，它们的发育

状况直接影响到机体免疫力的高低［８］。 免疫抑制

是指由于各种因素作用，使机体对抗原的应答能力

低下甚至丧失的现象［９］。 ＲＥＶ 本身对禽的致死力

不明显，但其能够损害机体的免疫系统，使机体的

免疫功能下降，从而易遭受其他病原的侵袭［１０］。

有研究表明，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Ｊ 共感染在致病性方面

有明显的协同作用，可引起体重下降、免疫器官损

伤严重等情况［１１］。 而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对免

疫鸡群的影响，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数据。 本研究

在有免疫刺激的情况下，探讨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共

感染对鸡生长发育、免疫器官等方面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在常规免疫、灭活疫苗及活疫苗

免疫三种免疫情况下，无论是 １ 日龄鸡还是 １０ 日

龄鸡单感染 ＲＥＶ 或共感染 ＲＥＶ 和 ＡＬＶ － Ａ 均会引

起发病和死亡，而且严重程度高于非免疫情况。 疫

苗免疫会加重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感染，感染日龄越

小对感染的敏感性越高，而且共感染有明显的协同

致病作用。 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或共感染对体

重的影响更加明显，常规免疫可在短期内（６５ 日龄

前）引起鸡只体重明显下降。 其中 ＲＥＶ 单感染和

与 ＡＬＶ － Ａ 共感染对体重下降的影响明显较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严重，下降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

较长。 此外本研究还表明，在病毒感染的情况下，

活疫苗免疫引起的鸡体重下降比灭活疫苗免疫

更加严重。

１ 日龄感染时，无论是 ＲＥＶ 单感染还是共感染

都会引起胸腺比重的下降，免疫对照组和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组与空白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１０ 日龄感染

时，所有组与空白对照组的差异均不显著，这表明

鸡日龄越大受感染后对胸腺的影响越小。 常规疫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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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免疫时法氏囊比重显著或极显著低于空白对照

组，原因是 １０ 日龄时免疫鸡法氏囊病活疫苗（Ｂ８７

株），活疫苗刺激加重了法氏囊的萎缩，之后该组法

氏囊比重与空白对照组差距逐渐缩小，说明正常免

疫造成的萎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 １ 日龄鸡

ＲＥＶ 单感染或共感染加重了法氏囊比重的下降，２０

日龄时 ＲＥＶ 单感染组和共感染组法氏囊比重开始

低于其他组，２０ 日龄以后显著或极显著低于其他

三组，说明 ＲＥＶ 感染对法式囊的损伤持久且不可

恢复，ＡＬＶ － Ａ 单感染对法氏囊损伤的影响不明

显。 与 １ 日龄 ＲＥＶ 单感染及共感染对法氏囊比重

的影响相比，１０ 日龄感染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

感染或常规免疫可引起脾脏比重非特异性增高，免

疫对照组和 ＲＥＶ 单感染组对脾脏比重的影响没有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和共感染组大。 疫苗免疫或感染

均引起脾脏比重的升高，ＲＥＶ 与 ＡＬＶ － Ａ 单感染

和共感染与免疫对照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综上研究表明，ＲＥＶ、ＡＬＶ － Ａ 单感染或共感染

都会引起生长发育迟缓，消瘦，引起胸腺、法氏囊的

萎缩，脾脏的肿大，而且 ＲＥＶ 单感染或共感染对这

些的影响远大于 ＡＬＶ － Ａ 的影响，尤其是在疫苗免

疫的情况下影响更重。 可以看出 ＲＥＶ 感染造成的

症状、病理损伤和免疫抑制现象更为显著，在共感

染或是疫苗免疫情况下对鸡群的伤害更大。 陈瑞

爱做过 ＲＥＶ 和 ＡＬＶ － Ｊ 对鸡获得性免疫影响的研

究，结果与本实验基本一致［１２］。 由此可见，在活疫

苗生产中如果疫苗污染了 ＲＥＶ 等外源病毒，对鸡

群造成的影响甚至比单一感染更严重。 因此，严格

把控外源病毒污染是活疫苗生产过程中必须高度

重视的关键环节。 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研究 ＲＥＶ

和ＡＬＶ － Ａ单感染或者共感染诱导鸡群发生免疫抑

制机制提供了新的数据。

参考文献：
［１］ 　 何勇群， 张中直， 杨汉春． 北京地区鸡群网状内皮组织增殖

病感染的血清学调查研究 ［ Ｊ］ ． 畜牧兽医学报， １９９８， ２９

（１）： ７１ － ７８．

Ｈｅ Ｙ Ｑ， Ｚｈａｎｇ Ｚ Ｚ， Ｙａｎｇ Ｈ Ｃ． 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ｏｓｉ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Ｊ］ ． Ａｃｔａ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ｉａ ｅｔ Ｚｏ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８， ２９（１）： ７１ － ７８．

［２］ 　 崔治中， 郭惠君， 孙淑红． 鸡白血病的流行现状和防制对策

［Ｊ］ ．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０９， ４３（１０）： ３７ － ４１．

Ｃｕｉ Ｚ Ｚ， Ｇｕｏ Ｈ Ｊ， Ｓｕｎ Ｓ Ｈ．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２００９， ４３（１０）： ３７ － ４１．

［３］ 　 张丹俊， 赵瑞宏， 胡晓苗， 等． 安徽省鸡群网状内皮组织增

生症感染的血清学调查［Ｊ］ ． 中国兽医杂志， ２０１０， ４６（１１）：

４１ － ４３．

Ｚｈａｎｇ Ｄ Ｊ， Ｚｈａｏ Ｒ Ｈ， Ｈｕ Ｘ Ｍ，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ｏｓｉ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０， ４６ （１１）：

４１ － ４３．

［４］ 　 Ｄｏｎｇ Ｘ， Ｊｕ Ｓ， Ｚｈａｏ Ｐ， 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Ｊ

ａｖｉａｎ ｌｅｕｋ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Ｊ］ ． Ｖｅ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 ２０１４， １７２（３ ／ ４）： ４２５ － ４３１．

［５］ 　 孟珊珊， 崔治中， 孙淑红． ＲＥＶ 和 ＡＬＶ － Ｊ 共感染鸡病毒血

症及抗体反应的相互影响［ Ｊ］ ． 中国兽医学报， ２００６ （４）：

３６３ － ３６６．

Ｍｅｎｇ Ｓ Ｓ， Ｃｕｉ Ｚ Ｚ， Ｓｕｎ Ｓ 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Ｖ ａｎｄ

ＡＬＶ － Ｊ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ｒ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４）：

３６３ － ３６６．

［６］ 　 Ｚａｖａｌａ Ｇ， Ｃｈｅｎｇ 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ｉａｎ

ｌｅｕｋ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Ｍａｒｅｋ＇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Ｊ］ ． Ａｖｉａｎ Ｄｉｓ， ２００６，

５０（２）： ２０９ － ２１５．

［７］ 　 Ｚｈａｎｇ Ｑ， Ｚｈａｏ Ｄ， Ｇｕｏ Ｈ，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ｖｉａｎ ｌｅｕｋ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ｍｅａｔ － 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ｄ －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Ｊ］． Ｖｉｒｏｌ Ｓｉｎ， ２０１０， ２５（２）： １３０ －１３６．

［８］ 　 杨汉春． 动物免疫学［Ｍ］． 第二版．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Ｙａｎｇ Ｈ Ｃ． Ａｎｉｍａ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 Ｍ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９］ 　 马春霞，郑世民． 禽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病病毒分子生物

学特性及其免疫抑制机理［ Ｊ］ ． 中国家禽， ２００７， ２９ （２２）：

３５ － ３７．

Ｍａ Ｃ Ｘ， Ｚｈｅｎｇ Ｓ Ｍ．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ｕｌｔｒｙ， ２００７， ２９（２２）： ３５ － ３７．

［１０］ 李 凯， 高 立， 李小乐， 等． 禽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病病毒

·７１·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第 ５６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感染对ＳＰＦ 鸡免疫器官和疫苗免疫效果的影响［ Ｊ］ ． 畜牧兽

医学报， ２０１６， ４７（２）： ３４０ － ３４５．

Ｌｉ Ｋ，Ｇａｏ Ｌ， Ｌｉ Ｘ Ｌ，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ｅｎｄｏ⁃

ｔｈｅｌｉ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ｅ ｏｒａ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 ＳＰ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４７（２）： ３４０ － ３４５．

［１１］ 侯力丹，刘 丹， 翟天舒， 等． 禽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病毒和 Ａ

亚群禽白血病病毒共感染 ＳＰＦ 雏鸡诱导的免疫学反应［ Ｊ］ ．

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 ２０２１， ２３（４）： ７ － １１．

Ｈｏｕ Ｌ Ｄ， Ｌｉｕ Ｄ， Ｚｈａｉ Ｔ Ｓ， ｅｔ ａｌ． 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ｉａｎ ｒｅｔｉｃｕｌｏ⁃

ｅｎｄｏｔｈｌ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ｖｉｒｕ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ｖｉａｎ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ＰＦ ｃｈｉｃｋ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２１， ２３（４）： ７ － １１．

［１２］ 陈瑞爱． 家禽免疫抑制病对获得性免疫影响的研究［Ｃ］∥中

国畜牧兽医学会 ２０１８ 年学术年会禽病学分会第十九次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２０１８．

Ｃｈｅｎ Ｒ 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ｎ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ｕｌｔｒｙ［Ｃ］∥Ａｖｉ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

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２０１８．

（编 辑：李文平）

·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