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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从 1998～ 2002 年河南省洛阳地区代表性新城疫发病禽群中分离鉴定了 15 株新城疫病毒 (NDV ) ,

并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5 株NDV 均呈现良好的血凝活性和特异的血凝抑制特性; 对鸡胚的致

病作用可被新城疫阳性血清所抑制; 对鸡胚最小致死量的平均死亡时间 (M D T ) , 1 日龄雏鸡脑内接种的致病指数

( ICP I)和 6 周龄鸡静脉内接种的致病指数 ( IV P I)的测定证实, LD 26201 和L R 22200 株是弱毒株, 其余均为强毒株;

弱毒株的血凝素热稳定性较好, 属慢速血凝解脱型; 强毒株的血凝素热稳定性差, 属快速或中速血凝解脱型; 所有

毒株均可较好地凝集鸡和人 (O 型血)的红细胞, 但对其他动物的红细胞凝集性差异较大。对H I抗体为 6log2 的 12

日龄雏鸡攻毒试验结果表明, 15 个分离株中 2 个弱毒株可得到 100% 保护; 13 个强毒株中, L G21299,L R 21298,LD 2
4201 和LD 23200 得到了 70%～ 90% 的保护, 而其他 9 个分离株 (LD 21298, LD 22299, LD 25201, LD 27202, L R 23202,

LW 21202,L G22200,LA 21299 和L E21201)基本上得不到保护 (0～ 20% ) , 但所有得不到保护的试验组鸡的发病死亡

时间均明显向后推迟。

[关键词 ]　新城疫病毒; 分离鉴定; 生物学特性; 保护试验

[中图分类号 ]　S858. 315. 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129387 (2005) 0820035206

　　新城疫 (N ew cast le D isease, ND ) 是由新城疫病

毒 (N ew cast le D isease viru s,NDV )引起的一种高度

接触性、急性败血性禽类传染病, 其典型特征为呼吸

道、消化道粘膜出血。该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

对养禽业危害巨大。目前, 世界上已分离出致病性不

同的新城疫病毒毒株数十种, 不同毒株的致病性差

异很大, 一般可分为速发型毒株 (V elogen ic st ra in)、

中发 型 毒 株 (M esogen ic st ra in )、缓 发 型 毒 株

(L en togen ic st ra in) 和无症状型毒株 (A symp tom at2
ic st ra in) [1～ 3 ]。在国内, 各种类型的毒株均可在不同

地区分离到, 临床表现也远较传统划分复杂得多, 非

典型新城疫、高抗体发病鸡群、单一神经症状的高死

亡鸡群[4 ]等经常出现, 给不同地区新城疫的诊断和

防治带来很大困难。因此, 为探明河南省洛阳地区新

城疫病毒流行株的一些基本情况, 本研究对 1998～

2002 年洛阳地区具有代表性的ND 发病禽群中的

NDV 进行了分离鉴定和生物学特性研究, 为更好地

做好本地区新城疫防治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1. 1. 1　病料来源与背景　在 1998～ 2002 年大量临

床观察资料的基础上, 分别选择蛋鸡和肉鸡不同生

产阶段的代表性发病鸡群, 以及乌鸡、鸽、鹌鹑和鹅

等不同禽类的代表性发病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

进行病毒分离鉴定和生物学特性观察。病料的主要

背景资料见表 1。

1. 1. 2　试验动物　9～ 10 日龄鸡胚及致病性检验

和回归试验用的无母源抗体雏鸡, 均由未经任何疫

苗免疫过的土种鸡种蛋自孵; 攻毒试验用的母源抗

体 (H I效价) 为 6log2 的 12 日龄雏鸡, 筛选自当地

鸡场。

1. 1. 3　F 48 E 9 标准强毒株和新城疫阳性血清　

F 48E 9标准强毒株购自中国兽药监察所, 经非免疫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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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增殖复壮 2 代, HA 效价为 9log2。新城疫阳性血

清为L a So ta 株, H I 效价为 12log2, 由河南科技大

学动物疫病研究室制备。

表 1　NDV 不同分离株的主要背景资料

T able 1　P rim ary info rm ation of various NDV iso lates

分离株
Strains

分离地点
Iso lated

area

分离时间
T im e

禽品种
B reeds

日龄
D ays

主要背景材料
T he p rim ary info rm ation of various strains

LD 21298
洛阳伊川
Yichuan
coun ty

1998209
蛋鸡
Egg

ch icken
50

轻度肠炎和气管炎, Ì 系活苗紧急接种 3 d 后死亡率达 60% , 内脏病变不典型。
W ith en terit is and tracheit is, the mo rtality amounted to 60% in 3 days after vac2
cine, the in ternal o rgans patho logical changes w ereπt typ ical.

LD 22299
洛阳嵩县

Song
coun ty

1999210
蛋鸡
Egg

ch icken
36

呈典型神经症状, 死亡率高达 40% , 剖检仅见腺胃和脑组织轻度出血, 临床治疗
效果不好。
W ith typ ical nerve symp tom , the clin ical treatm en t w as ineffective and the mo r2
tality amounted to 40%.

LD 23200
洛阳洛宁
L uoning
coun ty

2000201
蛋鸡
Egg

ch icken
120

呼吸症状明显, 食欲降低, 死亡率 10% , 紧急预防接种效果较好。
A ppetite w as descen t and the breath symp tom w as obvious, the mo rtality
amounted to 10% , bu t the resu lt of u rgen t vaccination w as better.

LD 24201
洛阳新安

X inan
coun ty

2001207
蛋鸡
Egg

ch icken
270

产蛋率下降 20% , 蛋壳质量差, 发病率 20% , 有零星死亡, 剖检病变典型。
P roducing egg rate descended 20% , the mo rb idity w as 20% , death w as frag2
m entary and the o rgans patho logical changes w ere typ ical.

LD 25201
洛阳偃师
Yiansh i

city
2001209

蛋鸡
Egg

ch icken
180

产蛋率下降 40% , 死亡率 15% , 剖检病变不典型, 开产前未用过灭活苗。
P roducing egg rate descended 40% , the mo rtality amounted to 15% and the o r2
gans patho logical changes w ere no t the typ ical.

LD 26201
洛阳宜阳

Yiyang
coun ty

2001212
蛋鸡
Egg

ch icken
28

精神不振, 生长迟缓, 零星死亡, 剖检见有腺胃病变, 仅在 15 d 时用过新2支H 120

活疫苗。
W ith bad sp irit and grow th dilato riness, death w as fragm entary and the patho2
logical changes of gland stom ach cou ld be seen.

LD 27202

洛阳郊区
Suburban
of L uo2

yang

2002203
蛋鸡
Egg

ch icken
86

前期有呼吸道和拉稀症状, 后期出现明显神经症状, 死亡率达 30% , 临床治疗效
果不好。
W ith diarrhea and dyspnea symp tom in earlier and then appeared obvious nerve
symp tom , the death rate amounted to 30%.

L R 21298

洛阳郊区
Suburban
of L uo2

yang

1998210
肉鸡

M eat
ch icken

35

发病率逐渐升高, 呼吸困难, 拉黄绿稀便, 剖检呈典型内脏病变, 临床治疗效果
不好。
T he mo rb idity goes up gradually, the in ternal o rgans patho logical changes w ere
typ ical, bu t the clin ical treatm en t w as no t good.

L R 22200
洛阳孟津
M engjin

coun ty
2000204

肉鸡
M eat

ch icken
29

生长迟缓, 精神采食不佳, 零星发病死亡, 有轻度呼吸道表现和黄绿稀便, 剖检
病变不典型。
W ith bad sp irit, grow th dilato riness, d iarrhea and dyspnea symp tom , bu t death
w as fragm entary.

L R 23202
洛阳偃师
Yiansh i

city
2002205

肉种鸡
M eat

breeder
210

零星发病死亡, 病理剖检变化不典型, 产蛋量下降 20% , 经 5 倍量Ì 活苗饮水效
果不好。
Be taken bad and death w as fragm entary, p roducing egg rate descended 20% ,
the clin ical treatm en t is no t good.

LW 21202
洛阳新安

X inπan
coun ty

2002206

乌鸡
D ark2
bone

ch icken

40

发病率达 50% , 呈典型神经症状, 死亡率 30% , 剖检内脏病变不典型, 临床治疗
效果不好。
T he mo rb idity w as 50% and mo rtality w as 30% , nerve symp tom w as typ ical
and the clin ical treatm en t w as no t good.

L G21299

洛阳郊区
Subur2
ban of

L uoyang

1999205 鸽
P igeon

30

30% 发病, 有呼吸困难和神经症状, 零星死亡, 剖检病变不典型, Î 系弱毒苗紧
急接种效果较好。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w as 30% , having nerve and dyspnea symp tom , bu t the
resu lt of u rgen t vaccination w as better.

L G22200

洛阳郊区
Suburban
of L uo2

yang

2000212 鸽
P igeon

50

连续数批在 30～ 50 日龄发病, 可见呼吸困难、神经症状和腺胃出血, 免疫未用
灭活苗。
Several p igeon flock s all be taken bad in 30- 50 days, having nerve and dyspnea
symp tom , hemo rrhage cou ld be seen in the gland stom ach.

LA 21299

洛阳郊区
Subur2
ban of

L uoyang

1999206 鹌鹑
Q uail

38

有呼吸和神经症状, 食欲减退, 拉黄绿色稀便, 死亡率 20% , 剖检见腺胃和肠道
出血。
T he appetite w as descen t, w ith diarrhea, dyspnea and never symp tom , the death
rate amounted to 20%.

L E21201

洛阳郊区
Suburban
of L uo2

yang

2001211 鹅
Goo se

92

散养, 在 15 和 60 d 时分别用过新2支H 120和É 系疫苗, 发病后死亡率较高, 剖检
可见典型出血病变。
T he death rate w as h igher, the typ ical hemo rrhage changes cou ld be seen in the
in ternal o rgans.

1. 2　方　法

1. 2. 1　病毒的分离与增殖　采集典型发病禽的喉、

气管和脑组织, 剪碎、研磨, 用无菌生理盐水制成悬

液, 并加入青霉素和链霉素各 2 000 IU ömL , 通过尿

囊腔途径接种于 10 日龄鸡胚, 接种量 0. 2 mL ö枚,

37 ℃继续孵化, 每天照蛋 2 次, 观察、记录鸡胚死亡

情况, 收取 24 h 后死亡及 96 h 时未死亡胚的尿囊

液和羊水, 进行血凝性测定, 并连续传代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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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病原体的鉴定　病原体的鉴定采用血凝

(HA ) 试验、血凝抑制 (H I) 试验和中和试验, 按文献

[ 5 ]的方法进行。

1. 2. 3　病毒致病性检验　M D T (鸡胚最小致死量

的平均死亡时间) , ICP I(1 日龄雏鸡脑内接种的致

病指数) 和 IV P I(6 周龄鸡静脉内接种的致病指数)

等病毒致病性检验参照文献[ 5, 6 ]的方法进行。

1. 2. 4　动物回归试验　将分离株尿囊液分别经口、

鼻、肌肉接种于 10 只 12 日龄雏鸡 (无新城疫母源抗

体) , 0. 2 mL ö只, 同时设对照组。正常饲喂, 逐日观

察试验鸡发病、死亡情况。同时无菌采取各组死亡鸡

的气管、脑组织制成悬液, 分别接种 5 枚 10 日龄鸡

胚, 观察鸡胚死亡情况。

1. 2. 5　高母源抗体雏鸡的攻毒试验　将分离株尿

囊液经口、鼻、肌肉分别接种 10 只新城疫母源抗体

(H I效价)为 6log2 的 12 日龄雏鸡, 0. 25 mL ö只。同

时设空白对照组和无母源抗体攻击 F 48E 9 组, 正常

饲喂, 逐日观察试验鸡发病、死亡情况。

1. 2. 6　NDV 血凝谱的测定　用灭菌生理盐水稀释

各分离毒株的尿囊液, 根据病毒血凝效价的测定结

果, 稀释成 4 个血凝单位, 每种 0. 025 mL , 分别加体

积分数 0. 5% 鸡、猪、牛、山羊、绵羊、马和人 (O 型

血) 的红细胞悬液 0. 025 mL , 混合后室温作用 30～

60 m in, 分别观察各毒株对不同动物红细胞的作用

结果[7 ]。

1. 2. 7　NDV 血凝解脱及血凝素热稳定试验　将

NDV 各分离株分别按文献[ 5 ]的方法测定其对鸡红

细胞的凝集价 (HA ) , 读数后振荡, 使红细胞悬浮, 4

℃过夜, 读数后再悬浮, 并于 2 h 后读HA 值。第 1

次悬浮过夜后不凝集者为“快速解脱”, 第 2 次悬浮

2 h 后不凝集者为“中速解脱”, 仍凝集者为“慢速解

脱”。将上述病毒液以 2 000 röm in 离心 10 m in, 取

上清液 0. 5 mL 装于小试管中, 分别置 56 ℃水浴 1,

3, 5, 10, 30, 60 m in 后立即冷却, 测定经过处理后的

HA 值, 不凝集者证明血凝素消失[7 ]。

2　结果与分析

2. 1　病毒的分离与传代

　　各试验病料分别在鸡胚上传 3 代, 除LD 26201

和 L R 22200 2 个病料在 72 h 观察期内仅死亡

20%～ 30% 外, 其余各病料接种鸡胚均在 60 h 内全

部死亡, 其中 80% 的鸡胚在 48 h 内死亡。

2. 2　病毒的鉴定

2. 2. 1　HA 及H I 试验　HA 和H I 试验结果表明,

以上各病料分离与传代试验中的所有死亡胚和存活

胚尿囊液均具有血凝性, 其中, 第 1 代尿囊液HA 效

价稍低, 各病料平均在 7log2～ 8log2; 2 代、3 代尿囊

液HA 效价各病料平均在 9log2～ 10log2。各病料之

间所测结果无明显差异。分离毒株的这种血凝性能

被H I 效价为 12log2 的L a So ta 株ND 阳性血清完

全抑制。

2. 2. 2　中和试验　与H I效价为 12log2 的L a So ta

株ND 阳性血清混合作用后的各分离株尿囊液接种

鸡胚, 至 120 h 接种的 8 枚鸡胚均全部健活。而与

ND H I 效价为阴性的健康鸡血清混合后的尿囊液

接种鸡胚, 至 72 h 时除LD 26201 和L R 22200 2 个病

料分别只有 2 枚死亡外, 其他各病料所接种鸡胚全

部死亡。

2. 3　病毒致病性检验结果

依据致病性检验结果可将 15 个地方株分为 3

类, 其中LD 26201 和L R 22200 为弱毒株 (M D T 在试

验稀释倍数下未测出结果; ICP I< 0. 5; IV P I为 0 和

0. 04) ; LD 21298, LD 22299, LD 23200, LD 24201, LD 2
5201, LD 27202, L R 23202, LW 21202, L G22200, LA 212
99 和 L E21201 为速发型强毒株 (M D T < 60 h;

ICP I> 1. 6; IV P I 在 2～ 3) ; L R 21298 和L G21299 为

中发型强毒株 (60 h < M D T < 90 h; 0. 8< ICP I<

1. 5; IV P I 分别为 1. 35 和 1. 81)。M D T , ICP I 和

IV P I的具体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2　NDV 各分离株M D T , ICP I和 IV P I测定结果

T able 2　R esu lts of M D T , ICP I and IV P I

induced by NDV iso lated stra ins

毒株 Strains M D T öh ICP I IV P I

LD 21298 52. 8 1. 69 2. 36

LD 22299 50. 4 1. 73 2. 40

LD 23200 55. 2 1. 63 2. 20

LD 24201 57. 6 1. 64 2. 48

LD 25201 45. 6 1. 80 2. 69

LD 26201 — 0. 25 0

LD 27202 43. 2 1. 86 2. 84

L R 21298 67. 2 1. 48 1. 81

L R 22200 — 0. 29 0. 04

L R 23202 52. 8 1. 70 2. 58

LW 21202 45. 6 1. 79 2. 60

L G21299 72. 0 1. 43 1. 35

L G22200 55. 2 1. 63 2. 16

LA 21299 55. 2 1. 68 2. 18

L E21201 52. 8 1. 71 2. 36

2. 4　动物回归试验结果

将各分离株尿囊液分别接种 10 只 12 日龄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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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疫母源抗体雏鸡后, 在 60 h 内,LD 26201 和L R 222
00 株接种组雏鸡未发生死亡,L R 21298 和L G21299

株接种组雏鸡死亡了 6 只, 其他各毒株接种组雏鸡

死亡数均在 8 只以上。到 120 h 时, 除LD 26201 和

L R 22200 株接种组雏鸡分别死亡 2 只和 3 只、L G212
99 和LA 21299 株接种组雏鸡分别存活 1 只外, 其他

各试验组雏鸡全部死亡。各分离株所致发病雏鸡的

临床表现和死亡鸡的病理变化与病料来源禽群的发

病表现基本一致。将各毒株致死鸡脑组织悬液分别

接种 5 枚 10 日龄鸡胚后, 除LD 26201 和 L R 22200

株接种鸡胚仅在 120 h 内死亡 1 枚、L R 21298 和

L G21299 株接种鸡胚分别有 1 枚在 60 h 后死亡外,

其余各组接种鸡胚在 60 h 内均全部死亡。

2. 5　高母源抗体雏鸡的攻毒试验结果

由表 3 可见, 具有 6log2 母源抗体的 12 日龄雏

鸡在接受各分离株攻击时, 其保护率可明显分为 3

类, 第 1 类属于完全保护组, 包括L R 22200 和LD 262
01, 保护率为 100% ; 第 2 类属于基本保护组, 包括

L G21299, L R 21298, LD 24201, LD 23200 和 F48E9, 保

护率在 70%～ 90% ; 第 3 类属于基本不能保护组,

包括L E21201, LA 21299, L G22200, LW 21202, L R 232
02, LD 27202, LD 25201, LD 22299 和LD 21298, 保护率

在 0～ 20%。

表 3　NDV 各分离株对高母源抗体雏鸡的攻毒试验结果

T able 3　Ch icken w ith h igh m ateria l an tibody challenged by NDV iso lated stra ins

毒株
Strains

试验鸡数
T ested
num ber

日龄
D ays

母源抗体效价
M aterial
an tibody

72 h 内死亡数量
D ead

in 72 h

72～ 144 h
发病死亡数

D ead betw een
72 to 144 h

保护率ö%
P ro tection

rate

LD 21298 10 12 6log2 5 5 0

LD 22299 10 12 6log2 5 4 10

LD 23200 10 12 6log2 1 2 70

LD 24201 10 12 6log2 1 1 80

LD 25201 10 12 6log2 6 4 0

LD 26201 10 12 6log2 0 0 100

LD 27202 10 12 6log2 7 3 0

L R 21298 10 12 6log2 0 1 90

L R 22200 10 12 6log2 0 0 100

L R 23202 10 12 6log2 4 5 10

LW 21202 10 12 6log2 8 2 0

L G21299 10 12 6log2 1 1 80

L G22200 10 12 6log2 4 4 20

LA 21299 10 12 6log2 4 4 20

L E21201 10 12 6log2 6 3 10

F48E9 10 12 6log2 0 1 90

F48E9 10 12 0 10 0 0

2. 6　NDV 血凝谱的测定结果

由表 4 可见, 在血凝谱测定中, 各分离株均可凝

集鸡和人 (O 型血) 的红细胞; 牛和山羊的红细胞分

别有 11 株能发生凝集; 能凝集猪红细胞的毒株最

少, 在 15 株中只有 5 株, 其次为马和绵羊的红细胞,

在 15 株中均只有 7 株能发生凝集。各毒株中,LD 252
01 株能凝集全部 7 种试验动物的红细胞; LD 22299,

LD 27202,L R 23202 和L E21201 株能分别凝集 6 种不

同试验动物的红细胞; LD 21298, L R 21298, LW 21202

和LA 21299 株能分别凝集 5 种不同动物的红细胞;

而LD 26201 和L R 22200 只能凝集鸡和人 (O 型血)

的红细胞。

2. 7　NDV 血凝解脱及血凝素热稳定试验结果

在各分离株的血凝解脱试验中,LD 27202, LD 2
5201, LA 21299, L G22200, L R 23202 和L G21299 6 株

属于快速解脱型, 在第 1 次悬浮过夜后均不再发生

凝集; LD 21298, LD 22299, LD 24201, LD 23200, L R 212
98, LW 21202 和L E21201 7 株属于中速解脱型, 在第

2 次悬浮 2 h 后不再发生凝集; LD 26201 和L R 22200

2 株则属于慢速解脱型, 在第 2 次悬浮 2 h 后仍可发

生凝集。在血凝素热稳定性试验中,LD 26201 和L R 2
2200 2 株血凝素热稳定性较好, 在 56 ℃水浴处理

60 m in 后仍然具有血凝性; 其他各毒株的血凝性均

在 56 ℃水浴 3～ 10 m in 后消失, 表明其血凝素热稳

定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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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NDV 分离株血凝谱试验结果

T able 4　R esu lts of hem agglu tination spectrum of eryth rocyte induced by NDV iso lated stra ins

毒株
Strains

对不同动物红细胞凝集情况
Resu lts of eryth rocyte hem agglu tination to differen t an im als

鸡
Ch icken

猪
Sw ine

牛
Cattle

山羊
Goat

绵羊
Sheep

马
Ho rse

人 (O 型血)
H um an

LD 21298 + - + + - + +

LD 22299 + + + + - + +

LD 23200 + - + - + - +

LD 24201 + - + - + - +

LD 25201 + + + + + + +

LD 26201 + - - - - - +

LD 27202 + + + + + - +

L R 21298 + - + + + - +

L R 22200 + - - - - - +

L R 23202 + + + + - + +

L G21299 + - - + + - +

L G22200 + - + + - - +

LW 21202 + - + + - + +

LA 21299 + - - + + + +

L E21201 + + + + - + +

　　注:“+ ”为凝集,“- ”为不凝集。

N o te:“+ ”is hem agglu tination,“- ”is no t hem aggh lu tination.

3　讨　论

新城疫病毒的HN 糖蛋白既具有神经氨酸酶活

性, 又具有血凝活性, 通过HN 蛋白与特定动物红细

胞表面的相应受体结合, 可使红细胞发生凝集, 据此

特性, 再结合抗血清的特异性抑制作用所建立的血

凝 (HA ) 和血凝抑制 (H I) 试验已成为新城疫诊断的

常规方法。本研究利用HA 和H I 试验, 结合血清中

和试验、动物回归试验等对选自 15 个典型发病禽群

的病料进行了病毒的分离与鉴定, 最后所有分离株

全部被确认为新城疫病毒。

衡量新城疫病毒强弱的常规方法是进行新城疫

病毒的M D T、ICP I和 IV P I[1, 5, 6 ]测定。本研究对 15

个地方分离毒株的测定结果表明, 15 个地方分离毒

株中, 除 LD 26201 和 L R 22200 株是标准的弱毒株

外, 其余各毒株均为强毒株, 其中LD 21298, LD 222
99, LD 23200, LD 24201, LD 25201, LD 27202, L R 232
02, LW 21202, L G22200, LA 21299 和L E21201 等 11

株属于速发型强毒株; 而L G21299 和L R 21298 为中

发型强毒株。本研究所测定的致病指数与我国NDV

标准强毒株 F 48 E 9 的有关指数 (M D T 为 48. 12 h,

ICP I 为 1. 81, IV P I 为 2. 42) [8 ]相比, 11 个速发型强

毒株中LD 27202, LD 25201 和LW 21202 3 株的M D T

和 IV P I值较高, 而 ICP I值相当; 其他各株除LD 242
01 和L R 23202 的 IV P I 值稍高外, 其余各对应值均

稍低; 与李慧姣[9 ]测定的 12 株NDV 的毒力相比,

也有部分速发型强毒株的数值偏低; 但与近年来有

关野毒株的测定结果[10, 11 ]相比, 各相应指数则基本

保持一致。NDV 各分离株血凝谱的试验结果表明,

新城疫各毒株均可凝集鸡和人 (O 型血) 的红细胞,

能凝集猪红细胞的毒株最少, 其次为马和绵羊, 并且

以速发型强毒株凝集的红细胞动物种类相对最多,

弱毒株则相对较少。在血凝解脱和热稳定性试验中,

弱毒株的血凝解脱时间最长, 血凝素热稳定性也最

好; 而各类强毒株均属于快、中速解脱型和血凝素热

稳定性较差者, 其中在速发型和中速发型毒株之间

似乎无明显的规律性区别。

在对无母源抗体雏鸡所做的动物回归试验和

6log2 母源抗体雏鸡所进行的攻毒试验中, 各组间显

示出较大的差异。动物回归试验中, 13 个强毒株中

有 11 个可使雏鸡在 120 h 内全部发病死亡 (L G212
99 和LA 21299 株致死率为 90% ) , 而且 2 个弱毒株

L R 22200 和 LD 26201 也可使雏鸡的 20%～ 30% 死

亡, 这与骆春阳等[12 ]指出 ICP I< 0. 5 的毒株接种鸡

后不发生致死的报道不一致, 其原因是否与目前流

行的NDV 弱毒株的毒力增强有关, 尚待进一步探

讨。在攻毒试验中, 6log2 母源抗体除对 2 个弱毒株

完全保护外, 在 13 个强毒株中, 有 4 株 (L G21299,

L R 21298, LD 24201 和LD 23200) 得到了基本保护 (保

护率在 70%～ 90% ) ; 而另外 9 株基本上得不到保

护 (保护率在 0～ 20% ) ; 但 F 48E 9 在 6log2 的情况下

得到了 90% 的保护。程相朝等[13 ]在其他试验中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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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了部分毒株和 F 48E 9 对高母源抗体雏鸡的攻毒

试验, 显示出同样的结果, 这与新城疫抗体传统的最

低保护值[14 ]的概念已极不适应。新城疫高母源抗体

雏鸡不能抵抗新城疫流行株感染的原因, 可能与缺

乏必要的局部免疫力有关, 但最关键的可能在于病

毒本身抗原性的变化。虽然NDV 只有一个血清型,

但多年来巨大的免疫压力为抗原的变异提供了一个

理想的环境。刘华雷等[15 ]曾通过大量的分析认为,

目前中国大部分鸡群中的免疫失败与新的NDV 基

因Ï 型的攻击有关, 从而提示本试验所分离的毒株

中, 很可能有基因Ï 型等新的毒株存在, 因此造成了

常规免疫高母源抗体雏鸡大批死亡。但在免疫鸡攻

毒试验中, H I 效价为 6log2 的试验雏鸡虽不能完全

抵抗L E21201, LA 21299, L G22200, LW 21202, L R 232
02, LD 27202, LD 25201, LD 22299 和LD 21298 等毒株

的攻击, 但这几个试验组鸡的发病死亡时间与对照

组相比却明显推迟, 并且部分毒株试验组的死亡率

也不同程度降低了 10%～ 30% , 结合前面的中和试

验 (12log2 的ND 阳性血清可完全抑制各分离毒株

对鸡胚的致病作用)结果, 说明这些毒株的抗原性并

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可能仅仅是抗原的特异性有

所变化, 以及得到保护所需要的抗体阈值要求更

高[13 ]的缘故。这提示在目前的ND 免疫中, 应在É
系、Ì 系等常规活疫苗免疫的基础上, 再配合使用含

有新的流行株的灭活疫苗, 才有可能取得更加理想

的效果。

根据过去几十年新城疫流行情况来看, 我国所

出现的新城疫均以嗜内脏型较为普遍[16 ] , 常以内脏

器官败血症病变和消化道出血性乃至坏死性病变为

特征, 神经症状只在流行的后期或慢性病例中才有

可能出现; 而且在出现神经症状的同时亦常有不同

程度的消化道症状, 剖检时亦可见有不同程度的内

脏 (尤其是消化道) 出血、坏死等病变; 另外, 其死亡

率往往较低, 病程较长。而本研究所分离到的部分毒

株发病急、死亡快、死亡率高, 仅表现单一神经症状,

内脏、消化道多无典型眼观病变; 有些则主要影响生

产性能, 而不出现明显的病理变化。这些情况也见于

近年来的其他相关报道中[4, 13, 17 ] , 这说明目前新城

疫的流行日益复杂, 在一个地区往往会有多种基因

型和不同致病特点的多种毒株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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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 reven t ing and cu ring co libacillo sis in egg ch icken s by

u sing self2m ade com pound recipe of Ch inese herba l m edicine
QIN Si-ha i

(Colleg e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L iny i N orm al U niversity , L iny i, S hand ong 276003, Ch ina)

Abstract: Su scep t ib ility test, effect ive do sage test, safety test, clin ica l therapeu t ic and p reven t ive test

and comparat ive therapeu t ic test w ith w estern m edicine w ere all done by u sing self2m ade compound recipe

of Ch inese herbal m edicine in co libacillo sis of egg ch icken s. R esu lts ind ica ted: It w as very safe to u se th is

recipe, w h ich is m edera tely sen sit ive to E. coli in drug su scep t ib ility test. It w as mo re effect ive in cu ring co l2
ibacillo sis of ch icken s ( the effect ive pow er 88. 3% ) , w hen effect ive adding do se w as 10 gökg in ch icken

feeds, especia lly w hen drug com b inat ion w ith Ch inese m edicine and w estern m edicine the cu ra t ive ra te w ere

96. 7%. Sta t ist ica l analysis w as sign if ican t ly differen t (P < 0. 05) betw een drug com b inat ion and single

t rea tm en t w ith trad it ional Ch inese m edicine o r w estern m edicine. To p reven t the incidence of co libacillo sis

in ch icken s in clin ic u sing the self2m ade compound recipe w as mo re effect ive than o ther w estern m edicine

and sta t ist ica l analysis w as sign if ican t ly differen t (P < 0. 05). Itπs safe even to u se eigh t m u lt ip le effect ive

do sage of the compound recipe, there w ere no group ing abno rm ity and patho logica l changes.

Key words: egg ch icken s; co libacillo sis; compound recipe of Ch inese herb m edicine;W estern m 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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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a t ion and iden t if ica t ion of new cast le d isease viru s of 15 st ra in s and

their b io log ica l characterist ics
CHENG X iang-chao1,W U Zh i-m ing2,W U Ting-ca i1,L IY in - ju1,

ZHANG Chun - j ie1,L I X iang-ru i3

(1 Colleg e of A n im al S ci2T ech, H enan U niversity of S ci2T ech ,L uoy ang , H enan 471003, Ch ina;

2 H enan V eterinary P reven tion and Control S ta tion, Z heng z hou, H enan 450002, Ch ina;

3 Colleg e of V eterinary M ed icine,N anj ing A g ricu ltu re U niversity ,N anj ing , J iang su 210095, Ch ina)

Abstract: R ep resen ta t ive NDV stra in s co llected du ring 1998- 2002 in differen t parts of L uoyang area

w ere iso la ted, and their b io logica l characterist ics w ere iden t if ied and studi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15

NDV stra in s w ere hem agglu t ina t ion (HA ) act ive and hem agglu t ina t ion inh ib it ion (H I) act ive, and the

pathogen icity to ch icken em b ryo cou ld be inh ib ited by ND po sit ive serum. By m ean s of the test of m ean

death t im e (M D T ) of ch icken em b ryo, in t racereb ra l pathogen icity index ( ICP I) of 12day2o ld ch icken and

in travenou s pathogen icity index ( IV P I) in 62w eek2o ld ch icken, LD 26201 and L R 22200 stra in s w ere verif ied

to be len togen ic st ra in s, their hem agglu t in in w ere stab le to heat and belonged to slow type of hem agglu t i2
nat ing2free; the o ther st ra in s w ere all viru len t, their hem agglu t in in w ere no t stab le to heat and belonged to

fast type of hem agglu t ina t ing2free. 15 NDV stra in s w ere ab le to agglu t ina te ch icken and hum an eryth ro2
cytes, bu t, their ab ility of agglu t ina t ing the eryth rocytes of sheep , goat, sw ine, ho rse and cow w ere differ2
en t. Challenged by 2 len togen ic NDV stra in s, the ch icken s w ith 6log2 H I an t ibody ob ta ined 100% p ro tec2
t ion, the sam e ch icken s challenged by L G21299, L R 21298, LD 24201 and LD 23200 stra in s ob ta ined 70% -

90% p ro tect ion, and the sam e ch icken s on ly ob ta ined 0- 20% p ro tect ion after challenged by o ther 9 viru2
len t st ra in s. Bu t the pathogen ic and death t im e w ere po stponed obviou sly in all the unp ro tected ch icken s.

Key words: NDV ; iso la te; b io logica l characterist ic; p ro tect ion experim en ts

6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3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