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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禽流感( AI)是由 A 型流感病毒 ( A IV )引起的一种禽类

的感染和疾病综合征。该病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 IE)规定

的A 类传染病, 我国列为一类动物疫病。禽流感的流行给世

界养禽业造成极大危害和巨大经济损失, 同时也成为影响人

类公众卫生健康的危险。对于禽流感的防控,在实际养殖生

产中, 运用实验室血清学抗体检测方法, 及时掌握禽群的禽

流感抗体水平动态, 提高对疫病的监控能力, 并对于加强指

导生产,提供合理免疫程序至关重要。我区的养禽业具有养

殖数量大、流动性大的特点, 近几年来我站利用禽流感抗体

检测方法,为我区养禽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指导。

1 � 近三年我区 AI抗体检测情况
2002 年共监测 19074 羽(未免) ,结果全部为阴性。2003

年共监测 14410羽, 其中 11674 羽(未免) , 结果全部为阴性;

2736羽( H5 已免 ) , 结果 2080 羽为阳性, 阳性率 76. 02%。

2004 年在全区大防疫后的监测, 全部强制免疫, 共监测 8153

羽,结果 5980羽为阳性,阳性率 73. 35%。

2 � 依据监测结果,合理指导生产

2. 1 � 2002 年对禽群未实行免疫,结果全部为阴性, 说明未

有 AIV 感染。

2. 2 � 2003 年我市推行 AIH5 自愿免疫,到年底实行强制免

疫。一些小规模养户免疫效果不佳, 经我们及时组织人员调

查发现他们未使用农业部指定生产厂生产的疫苗, 而是使用

外来疫苗,有的是上门推销送货的廉价的不正规厂商生产

的,有的根本就无生产厂, 使用后只能产生低抗体水平,不能

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对于这些养户我们加强宣传力度, 强

制使用农业部指定疫苗,再次加强免疫, 防患于未然。

2. 3 � 2004 年全区大防疫 ,使用的全部为农业部指定疫苗,

监测结果大部分属于正常, 但也显示了存在的问题。( 1)个

别养户饲养的禽群出现抗体离散度较大情况,调查后发现是

由于注射时方法不当、剂量不足或漏注而导致产生抗体不均

匀,并非 AIV 所致。( 2)产生的抗体水平低, 特别是肉鸭。肉

鸭第一次免疫在 2 周内注射的, 在 2 周后产生的抗体低, 未

能达到保护水平, 有的因母源抗体的影响而未能产生抗体。

而肉鸭第一次免疫在 2 周后(约 3 周)注射的,在 2 周后产生

的抗体能达到保护水平。( 3)一次免疫后, 品种不同, 产生的

抗体维持时间长短不同, 给实际生产带来了困难, 何时进行

加强免疫难以掌握。

2. 4 � 对于厂家的参考免疫程序只能作为参考,我区根据大

防疫后的监测实际情况,果断做出了首次免疫由 2 周推迟到

3 周的改变, 避免了母源抗体的干扰作用和雏禽免疫机制的

影响。目前,根据本区实际情况, 对不同品种、不同来源的母

源抗体的消长规律进行抗体跟踪检测, 研究建立合理的免疫

程序。

3 � 不断提高检测技术,提供可靠、准确的依据
在对几万份血清检测中发现, AI 血清学抗体检测方法

在实际临床诊断及生产中应用虽只是常规的血凝试验( HA)

与血凝抑制试验( HI) ,但试验中的某些因素就能影响整个检

测结果,造成对诊断及对生产的错误指导。因此提高检测技

能,即提高了对 AI 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可靠性, 同时作为适

时免疫的重要手段, 能避免免疫失败、免疫空档及重复免疫

造成的损失。

3. 1 � 传统检测方法与国家标准方法的比较: 对 AI 的血凝

试验( HA )与血凝抑制试验( H I) , 国家标准在 2003 年时已颁

布,但在绝大多数基层实验室仍采用传统方法, 虽然原理相

同,但国家标准方法经过大量科学试验, 改良了许多试验中

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使试验更精确, 反应更充分可靠, 见表 1。

在相同实验条件,用同一批血清, 两种方法试验产生的抗体

水平差异并不显著( P> 0. 05) , 但国家标准方法的反应结果

稳定性、清晰度大大减少了判定结果时的主观因素, 增强了

实验的客观性。

表 1 � 传统检测方法与国家标准方法的主要区别

检测方法 抗原的配制 反应时间
反应结果

稳定性、清晰度
对照反应

传统 用生理盐水 短 一般
生理盐水对照
有时不成立

国家标准 专门配备的 PBS 长、充分 好 PBS对照始终成立

3. 2 � 不同来源红细胞对抗原效价的影响: 不同来源公鸡的

红细胞对AIH5 亚型抗原效价的差异性有时很大, 因此用不

同的红细胞就应检测此种来源红细胞对抗原的效价, 否则造

成配制的工作抗原效价过低或过高, 从而使测得的血清抗体

水平过高或过低。若配制的工作抗原效价过低, 则使测得的

血清抗体滴度比实际测得偏低; 若配制的工作抗原效价过

高,则使测得的血清抗体滴度比实际测得偏高。

3. 3 � 温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实验温度一般要求在 20 ~

25 � ,若环境温度过高, 可置 4� 环境下, 但低于 4� 时红细
胞有时会发生自凝现象。

3. 4 � 抗原与抗体作用时间的影响:反应时间应严格按照国

家标准要求,反应时间过短会出现凝集不完全, 过长则出现

洗脱现象。

3. 5 � 96 孔 V 型板清洗的影响: 反应板未洗净,板上残留物

对下次试验的影响相当严重,在相同实验条件,同一批血清,

清洁板与有污染板试验比较证明,试验产生的抗体差异非常

显著( P< 0. 01)。因此,洗板时应冲洗干净, 用 1% 稀盐酸浸

泡数小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高温烘干备用, 下次实验前

必须用棉签蘸取 95%酒精每孔进行清洗, 才能保证上次实验

的残留物彻底清除,完全消除了反应板上影响试验的干扰因

素。

4 � 小结
禽流感已经给我国养禽业造成巨大损失, 我国的各级政

府、社会各界对禽流感的防制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的禽流感

防制研究工作在全面有效开展, 且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

AIV 一直严重威胁着养禽业发展及人类的健康, 尤其是我国

现有的养殖条件所限,更应加大对禽流感的防制力度。在研

究敏感快速的检测方法的同时,禽流感的血清学抗体检测方

法仍是目前条件下最重要的监测方法, 对禽流感的早期发

现、对实际生产的指导作用不容忽视。科学运用禽流感抗体

检测方法对我国禽流感的防控体系的建立提供切实的技术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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