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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评价禽流感灭活疫苗"G)L" 亚型! '̂ 株#与同类产品对不同日龄鸭及 0+a鸡的免疫

效果!将该疫苗与国内两家禽流感生产企业的 " 批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G)L$ 亚型!-Q1) 株#分

别免疫鸭和 0+a鸡!免疫后 $&'"$'"3'&" W 采血测定各免疫组的 G.抗体效价$ 禽流感灭活疫苗

" '̂ 株#以 #4") A>剂量免疫鸭后 $& W!所有免疫组鸭的 G.抗体几何平均滴度"_;8#即能达到

5CFK

"

以上!"3 W G.抗体_;8达到峰值 64$CFK

"

!而两批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以 #4) A>剂量免疫鸭

"$ W后G.抗体_;8均没有达到 5 CFK

"

%两种疫苗分别免疫 "$ 日龄 0+a鸡 "$ W后各免疫组的G.抗

体_;8基本相似$ 试验结果表明!禽流感灭活疫苗" '̂ 株#对鸭的免疫效果要明显优于重组禽流

感灭活疫苗"-Q1) 株#!而对鸡的免疫效果相似$

!关键词"!禽流感灭活疫苗% '̂ 株%血清学比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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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病性禽流感 "GBK?CX+9U?FKQ<BE2ZB9<

.<VCHQ<h9!G+2.#!是由正粘病毒科流感病毒属2型

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烈性传染病($ 1")

!是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 C̀@#规定的必须报告的动物疫病!我国

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针对在我国暴发的高致

病性禽流感!农业部采取免疫与扑杀相结合的防控

措施(%)

!在较短时间内就控制了禽流感疫情!在防

控过程中!禽流感灭活疫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现有商品化禽流感疫苗对家禽具有良好的免

疫效果!但对水禽的免疫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临床

上常发生免疫失败(&)

!而水禽在2.7传播扩散和生

物学进化中又起了重要作用() 1')

!因此水禽的免疫

效果直接影响到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的成败% 农

业部动物疫病防控重点开放实验室"设于华南农业

大学#在 "##' 年从野鸭中分离到的 G)L" 亚型自

然弱毒株!命名为 2*̂HEb*̂'*"##'*"简称 '̂

株#!用该毒株研制成功的禽流感灭活疫苗对水禽

和家禽都有较为理想的免疫保护效果!同时具有抗

原谱较广的特点% 为进一步评价和验证禽流感灭

活疫苗"G)L" 亚型! '̂ 株#与同类产品对不同日龄

鸭及 0+a鸡的免疫效果!进行了本试验%

@A材料和方法

$4$!材料

$4$4$!疫苗!禽流感灭活疫苗"G)L" 亚型! '̂

株#"以下简称 '̂ 株疫苗#!批号 "#$###$!由华南

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禽病研究室研制'提供&重组禽

流感灭活疫苗"G)L$ 亚型!-Q1) 株# "以下简称

-Q1) 株疫苗#!批号为 $##%$"3& 和 $##""5!分别

由南京梅里亚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和乾元浩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生物药厂生产%

$4$4"!G.试验抗原!禽流感 G) 亚型 G.试验抗

原" '̂ 株# "以下简称 '̂ 株抗原#!由华南农业大

学兽医学院禽病研究室提供&禽流感病毒 G) 亚型

G.试验抗原"-Q1) 株# "以下简称 -Q1) 株抗

原#!批号为 "#$##$!由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开发

公司生产%

$4$4%!试验鸭!种蛋!由北京平谷养殖合作社提

供!品种为北京麻鸭% 种蛋由实验室孵化出雏!$ 日

龄雏鸭置隔离器饲养至 $$ 日龄和 "$ 日龄!检测血

清'禽流感G) 亚型抗体均为阴性!用于免疫试验%

$4$4&!0+a鸡!"$ 日龄!由北京梅里亚维通实验

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4"!方法

$4"4$!$$ 日龄雏鸭的免疫试验!将 %3 只 $$ 日龄

雏鸭分为四组!第一组 $# 只!每只鸭经肌肉接种

#4") A> '̂ 株疫苗&第二组 $# 只!每只接种

$##%$"3& 批-Q1) 株疫苗 #4) A>&第三组 $# 只!

每只接种 $##""5 批 -Q1) 株疫苗 #4) A>&第四组

作为正常对照!3 只!不免疫% 免疫后 $&'"$'"3 和

&" W分别静脉采血!分离血清!分别用 '̂ 株抗原和

-Q1) 株抗原测定G.抗体效价%

$4"4"!"$ 日龄鸭的免疫试验!将 "3 只 "$ 日龄雏

鸭分为三组!第一组 $# 只!每只鸭经肌肉接种 #4")

A> '̂ 株疫苗&第二组 $# 只!每只接种 $##%$"3&

批-Q1) 株疫苗 #4) A>&第三组 3 只!不免疫作为

正常对照% 免疫后 $&'"$ 和 "3 W分别静脉采血!分

离血清!分别用 '̂ 株抗原和-Q1) 株抗原测定G.

抗体效价%

$4"4%!0+a鸡的免疫试验!将 )# 只 "$ 日龄 0+a

鸡分为四组!第一组 $) 只!每只鸡经肌肉接种 #4")

A> '̂ 株疫苗&第二组 $) 只!每只接种 $##%$"3&

批-Q1) 株疫苗 #4% A>"按产品质量标准中效力

检验接种剂量(3)

#&第三组 $) 只!每只接种 $##""5

批-Q1) 株疫苗 #4% A>&第 & 组 ) 只!不免疫作为

正常对照% 免疫后 $&'"$ 和 "3 W分别翅静脉采血!

分离血清!分别用 '̂ 株抗原和 -Q1) 株抗原测定

G.抗体效价%

$4"4&!血清G.抗体效价的检测!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兽药典-二一年版三部附录微量法进

行%

BA结 果

"4$!$$ 日龄鸭的免疫试验结果!$$ 日龄鸭以

#4") A>剂量免疫 '̂ 株疫苗 $& W后!用 '̂ 株抗原

检测 G.抗体几何平均滴度 "_;8# 即可达到

54" CFK

"

!"3 W时 G.抗体 _;8达到峰值 64$ CFK

"

&

而 " 批 -Q1) 株疫苗以 #4) A>剂量免疫鸭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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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Q1) 株抗原检测G.抗体效价_;8均低于

54# CFK

"

!"3 W后G.抗体效价_;8才达到 54# CFK

"

以上% 用 '̂ 株抗原检测-Q1) 株疫苗免疫后产生

的抗体!其G.抗体_;8比用-Q1) 株抗原检测时

低 "4" CFK

"

(1$4% CFK

"

&用 -Q1) 株抗原检测 '̂

株疫苗免疫后产生的抗体!其 G.抗体 _;8比用

'̂ 株抗原检测时低 &4% CFK

"

(&43 CFK

"

% 详细结果

见表 $%

表 @A@@ 日龄鸭免疫不同疫苗后的T5抗体效价#,&:

B

$

疫苗种类及免疫剂量 试验鸭编号
$& W "$ W "3 W &" W

'̂ -Q1) '̂ -Q1) '̂ -Q1) '̂ -Q1)

"#$###$ 批 '̂ 株疫苗!

每只接种 #4") A>

#3)$ ' % 3 & 6 ) ' "

#3)" ' " ' % $# ) 6 %

#3)% ' & 3 ) $# 5 3 )

#3)& ) m$ ) m$ ' " 5 m$

#3)) ' m$ 3 " $# & ' "

#3)5 5 m$ 5 m$ 6 " ' "

#3)' ' m$ ' % 6 ) 3 &

#3)3 5 " 3 % $# ) 3 &

#3)6 ) m$ 5 " 6 & 3 %

#35# ) m$ ' % 3 ) ' %

_;8 54" m$4' '4# m"4' 64$ &4% '4) m"46

$##%$"3& 批

-Q1) 株疫苗!

每只接种 #4) A>

#3'$ " ) " ) & ) ' &

#3'" m$ & & & 5 ) ) &

#3'% m$ 5 5 ' ' ' % )

#3'& m$ & 5 ) ' 5 ) &

#3') % & 5 5 3 ' 5 5

#3'5 " ) & 5 5 3 ) 5

#3'' % ) ) 5 ' ' ) )

#3'3 " ) ) 5 ' ' ) )

#3'6 & & & ) ' 5 ) &

#33# % " % % ) & & "

_;8 m"4" &4& &4& )4% 54& 54" )4# &4)

$##""5 批

-Q1) 株疫苗!

每只接种 #4) A>

#33$ & ) 5 5 6 ' ' 5

#33" & ) 5 ' 6 3 6 3

#33% % & ) 5 ' 5 5 &

#33& % & ) 5 3 ) 5 &

#33) % & ) & ' 5 ) )

#335 " & ) ) ' 5 5 )

#33' " & ) ) ' 5 5 )

#333 & & 5 ) 3 ' 5 )

#336 % & 5 ) 5 ) ) %

#36# % & 5 ) 3 ' 3 '

_;8 %4' &4" )4) )4& '45 54% 54& )4"

对照组 #̂#$ (̂ ##3 G.抗体效价均小于 $

"4"!"$ 日龄鸭的免疫试验结果!"$ 日龄鸭以#4")

A>剂量免疫 '̂ 株疫苗 $& W 后!用 '̂ 株抗原检测

G.抗体几何平均滴度"_;8#即可达到 '4#CFK

"

!"$ W

G.抗体_;8达到峰值 34)CFK

"

&而 $##%$"3&批-Q1)

株疫苗以 #4) A>剂量免疫鸭 $&'"$'"3 W!用-Q1)

株抗原检测 G.抗体效价 _;8均低于 54#CFK

"

% 用

'̂ 株抗原检测 -Q1) 株疫苗免疫后产生的抗体!

其G.抗体 _;8比用 -Q1) 株抗原检测时低 # (

"4#CFK

"

&用 -Q1) 株抗原检测 '̂ 株疫苗免疫后产

生的抗体!其 G.抗体 _;8比用 '̂ 株抗原检测时

低 &4&CFK

"

()4$CFK

"

% 详细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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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AB@ 日龄鸭免疫不同疫苗后的T5抗体效价#,&:

B

$

疫苗种类及免疫剂量 试验鸭编号
$& W "$ W "3 W

'̂ -Q1) '̂ -Q1) '̂ -Q1)

"#$###$ 批 '̂ 株疫苗!

每只接种 #4") A>

%)3& ' " 6 % 3 %

%)3) 3 & $# ) 6 )

%)35 5 % 5 " 5 "

%)3' ' " 6 & 3 %

%)33 ' & $# 5 3 )

%)36 5 m$ ' m$ 5 m$

%)6# 3 % 6 & 3 m$

%)6$ ' & 6 & ' &

%)6" 3 m$ 6 " ' "

%)6% 5 m$ ' % 5 %

_;8 '4# m"4) 34) m%4& '4% m"46

$##%$"3& 批-Q1) 株疫苗!

每只接种 #4) A>

#'33 " & % % m$ "

#'36 ) 5 5 5 ) )

#'6# & 5 5 5 ) )

#'6$ ) ' ' 5 5 )

#'6" ) 5 ' 5 ' )

#'6% & 5 5 5 ) )

#'6& & 5 ) ) & &

#'6) & 5 5 ' ' 5

#'65 " ) & & % %

#'6' & ' ) 5 % )

_;8 %46 )46 )4) )4) m&45 &4)

对照组 #̂$$ (̂ #$3 G.抗体效价均小于 $

"4%!0+a鸡的免疫试验结果!"$ 日龄 0+a鸡分别

免疫 '̂ 株疫苗和 " 批 -Q1) 株疫苗 "$W 后!用疫

苗株抗原检测G.抗体"_;8#均高于 '4#CFK

"

!两种

疫苗免疫鸡产生的 G.抗体效价相近% 用 '̂ 株抗

原检测-Q1) 株疫苗免疫后产生的抗体!其 G.抗

体_;8比用 -Q1) 株抗原检测时低 $4$ CFK

"

(

1#4)CFK

"

&用-Q1) 株抗原检测 '̂ 株疫苗免疫后

产生的抗体!其 G.抗体 _;8比用 '̂ 株抗原检测

时低 %45CFK

"

(&4%CFK

"

% 详细结果见表 %%

EA小结与分析

%4$!从试验结果看! '̂ 株疫苗以 #4") A>剂量免

疫 $$ 日龄和 "$ 日龄鸭后 $& W 就能产生较高的 G.

抗体效价"G.抗体_;8大于 54#CFK

"

#!"$ (&" W 内

的G.抗体滴度均大于 '4#CFK

"

&而 -Q1) 株疫苗以

一个使用剂量"#4) A>#免疫 $$ 日龄和 "$ 日龄鸭

后!所产生的抗体水平明显低于 '̂ 株疫苗!"3 W 抗

体才达到 54#CFK

"

左右"-Q1) 株疫苗质量的判定标

准(3)是以免疫 0+a鸡 "$ W后产生抗体的_;8应不

低于 5CFK

"

来判定!并未以免疫鸭后产生抗体的高

低来判定#!而 &" W时仅能维持在 )4#CFK

"

左右% 表

明禽流感灭活疫苗" '̂ 株#对鸭的免疫效果要明显

好于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Q1) 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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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AB@ 日龄!*R鸡免疫不同疫苗后的T5抗体效价#,&:

B

$

疫苗种类及剂量 试验鸡编号
$& W "$ W "3 W

'̂ -Q1) '̂ -Q1) '̂ -Q1)

"#$###$ 批 '̂ 株疫苗!

每只接种 #4") A>

$ ) " 6 & 3 )

" & m$ 6 & 3 &

% 5 m$ 3 & 3 )

& ) % 6 ) 6 )

) 5 m$ ' m$ 6 5

5 ) " 3 % $# &

' 3 ) ' % ' &

3 5 m$ ' & 3 )

6 % m$ ' " 3 &

$# ' & $# ) 3 &

$$ ' & 3 % 3 5

$" 5 " ' % 3 &

$% 5 " 6 5 3 &

$& 3 % 6 5 ' &

$) ' " ' & 3 &

_;8 )46 m"4% 34$ m%43 34$ &4)

$##%$"3& 批-Q1) 株疫苗!

每只接种 #4% A>

$ % % ' ' ) 5

" 3 5 5 5 ' '

% ) & ' ' ' '

& & % & & 5 '

) % & ' ' 5 5

5 & % 5 ' ) )

' & ) 5 ' 5 '

3 ) ) 3 6 5 5

6 % % ) 3 ) 5

$# % % 5 3 & '

$$ " " ' 6 ' 3

$" m$ m$ ' 3 & )

$% & % ' 3 5 '

$& " m$ ) 3 5 '

$) % ) ) 5 ) '

_;8 m%45 m%4& 54" '4% )4' 54)

$##""5 批-Q1) 株疫苗!

每只接种 #4% A>

$ 3 6 ' 6 & )

" 5 & 6 6 6 6

% 5 ) $# ' 3 6

& 5 ) ' 3 ' 3

) 5 ' 6 3 6 3

5 & & ' ' ' '

' 3 ' 3 3 3 6

3 5 5 ' ' 3 3

6 3 5 6 6 3 6

$# ' ) $# ) ' 3

$$ ' 3 ' 3 5 3

$" 3 6 6 6 ' 3

$% ' ' 6 3 5 '

$& ' 6 6 3 ' 3

$) 3 ' 3 3 5 3

_;8 543 54) 34% '43 '4$ '46

对照组 #̂"$ (̂ #") G.抗体效价均小于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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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对 0+a鸡的免疫试验结果看! '̂ 株疫苗免

疫后所产生的 G.抗体水平与 -Q1) 株疫苗相近!

且免疫后 "$ W 抗体水平可达 34#CFK

"

以上!表明禽

流感灭活疫苗"G)L" 亚型! '̂ 株#对鸡也有良好的

免疫效力%

%4%!世界卫生组织"PG̀ #根据高致病性流感病

毒G2基因特点!将 G)L$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分

为不同的进化分支",C9WQ#% 到目前为止!G)L$ 病

毒共分为 # (6 共 $# 个不同的分支(6)

% -Q1) 疫

苗株就属于 "4%4& 分支!而 '̂ 疫苗株属于我国近

年来主要流行的 "4%4" 分支% 从交叉血凝抑制试

验结果看!用 '̂ 株抗原检测 -Q1) 株疫苗免疫后

的血清时!其血清G.效价的_;8与用-Q1) 株抗

原检测的结果差异不显著&而用 -Q1) 株 G.抗原

检测 '̂ 株疫苗免疫后的血清时!其血清G.效价的

_;8明显低于用 '̂ 株G.抗原检测的结果% 试验

结果表明! '̂ 株具有更广的抗原谱!也证明了同一

分支内部的不同小分支之间的病毒抗原性也可存

在较大的差异(6)

% 因此!在今后的禽流感 G) 亚型

G.抗体监测中!使用与疫苗毒株同源的 G.试验抗

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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