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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贵州省Ｈ７亚型禽流感感染情况，采用ＨＩ试验对全省９个地区家禽血清样本进

行血清抗体检测，ＰＴ－ＰＣＲ方法对家禽咽 －肛拭子、养禽场环境样本和野鸟粪便进行病原核酸检

测。结果显示：在１５７０份家禽血清样本中，Ｈ７亚型禽流感血清抗体阳性率为０．４５％（７／１５７０）；在

３５０份家禽咽－肛拭子和３１０份养殖场环境样本中，均未检测出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在１６０份

野鸟粪便中，有１份为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阳性率为０．６３％（１／１６０）。试验提示，在贵州

省养禽场中不存在Ｈ７亚型禽流感感染，但迁徙野禽中可能存在Ｈ７亚型禽流感隐性感染，应当引起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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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流感（ａｖ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Ｉ）是由 Ａ型流感病

毒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禽类健康的传染性疾病。

本病于１８７８年在意大利首次发现，现几乎已遍布

世界各地［１］。禽流感分非致病性、低致病性和高致

病性三类，前两类属于温和型禽流感，一般不引起

家禽发病或发病症状较轻，而高致病性禽流感主要

是由Ｈ５和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一旦暴发，常

导致鸡群全军覆灭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在

火鸡和鸡中。

Ｈ７亚型禽流感属于高致病性禽流感，近年来

呈现扩大蔓延趋势，疫情遍及全球各地，导致家禽

死亡已达７０００万以上，现已引起全球养殖业和人

类的广泛关注［２］。２０１３年我国首次发现人感染新

型Ｈ７Ｎ９亚型禽流感［３］。由于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

感染后，家禽常呈现无症状态势［４－６］，因此人们对

Ｈ７亚型禽流感不够重视，这增加了Ｈ７亚型禽流感

隐性感染的可能性和机会。贵州省是经济欠发达

地区，也是我国受到禽流感侵袭次数和发病数最多

的地区之一［７］。为此，笔者于２０１５年采集贵州省９

个地区（州、市）４５个县（区、市）的养禽场、活禽交

易市场、活禽屠宰点和自然保护区的样本，采用 ＨＩ

试验和 ＲＴ－ＰＣＲ方法进行了检测分析［８－９］，以期

为贵州省Ｈ７亚型禽流感的防控提供基础数据。

１　材料及方法

１．１　样本来源　采集自贵州省９个地（州、市）４５

个县（区、市）定点监测点，包括规模养殖场、散养

户、活禽交易市场、活禽屠宰点和自然保护区，其中

家禽血清样本１５７０份、家禽咽 －肛拭子３５０份、环

境土壤样本３１０份和野鸟粪便１６０份。

１．２　检测试剂　Ｈ７亚型禽流感血凝诊断抗原及

阳性血清、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ＲＴ－ＰＣＲ检测试剂

盒等，购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ＲＮＡ提取试剂盒，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

司；１％鸡红细胞悬液，本实验室自制。

１．３　Ｈ７亚型禽流感血清抗体检测　参照《高致病性

禽流感诊断技术》（ＧＢ／Ｔ１８９３６－２００３），采用血凝抑制

试验（ＨＩ）进行检测，然后对检测结果进行详细记录。

１．４　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取家禽咽 －

肛拭子、养禽场环境样本和野鸟粪便样本，按常规

方法处理后，用 Ｒ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总 ＲＮＡ样

本，超微量核酸蛋白仪进行 ＲＮＡ的质量检测，然后

按照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 ＲＴ－ＰＣＲ检测试剂盒说

明书步骤进行检测，观察和记录结果。

２　结　果

２．１　家禽血清样本中 Ｈ７亚型禽流感抗体检测

结果　采用ＨＩ试验对采集的１５７０份家禽血清样

本进行Ｈ７亚型禽流感抗体检测，结果如表１所示：

在贵州省９个地（州、市）监测点中，有６个地（州、

市）均可检出 Ｈ７亚型禽流感抗体阳性，总体阳性

率为０．４５％（７／１５７０）。

表１　贵州省Ｈ７亚型禽流感抗体检测结果
样本来源 检测样本数 抗体阳性数 抗体阳性率／％
ＧＹＳ ２２０ ２ ０．９１
ＺＹＳ １９５ １ ０．５１
ＡＳＳ ２０３ １ ０．４９
ＬＰＳＳ ２０５ １ ０．４９
ＴＲＳ １４２ １ ０．７０
ＢＪＳ １６０ ０ ０．００
ＱＤＮＺ １５４ １ ０．６５
ＱＮＺ １３３ ０ ０．００
ＱＸＮＺ １５８ 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７０ ７ ０．４５

２．２　家禽咽－肛拭子中 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　提取家禽咽 －肛拭子中总 ＲＮＡ样本，
所有样本经检测其ＯＤ２６０／２８０均在１．８～２．０范围内，
说明ＲＮＡ纯度较高。采用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进
行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在３５０份家禽咽 －肛
拭子中均未检出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
２．３　环境样本中 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　提取环境样本中总 ＲＮＡ样本，所有样本经
检测其ＯＤ２６０／２８０均在１．８～２．０范围内，说明提取的
ＲＮＡ纯度较高。采用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进行禽流
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在３１０份养禽场环境样本中
均未检出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
２．４　野鸟粪便中 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　提取野鸟粪便样本中总 ＲＮＡ样本，经检测
所有提取样本的ＯＤ２６０／２８０均在１．８～２．０范围内，说
明ＲＮＡ纯度较高。采用荧光定量 ＲＴ－ＰＣＲ进行
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如表２所示：在１６０份
野鸟粪便样本中有１份检出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
酸，检出率为０．６３％（１／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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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野鸟粪便样本Ｈ７亚型禽流感抗体检测结果
样本来源 检测样本数 核酸检出数 核酸检出率

ＧＹＳ ２０ ０ ０
ＺＹＳ １０ ０ ０
ＡＳＳ １０ ０ ０
ＬＰＳＳ １０ ０ ０
ＴＲＳ １０ ０ ０
ＢＪＳ ６０ １ １．６７％
ＱＤＮＺ ２０ ０ ０
ＱＮＺ １０ ０ ０
ＱＸＮＺ １０ ０ ０
合计 １６０ １ ０．６３％

３　讨　论
Ｈ７亚型禽流感大多表现为高致病性，但近年

来发现在禽类机体内存在一些低致病性的Ｈ７亚型
禽流感病毒毒株［１０］。这些低致病性毒株能在家禽

肠道上皮细胞进行有效的复制，并随其粪便排泄污

染周边环境，导致其他禽类接触受污染的环境时可

能会感染，使得这些低致病性毒株在禽类中处于隐

性传播势态。但人类感染这类低致病性毒株后，则

可表现出严重的临床症状，有的甚至死亡，给人类

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１１－１２］。因此，加强禽类Ｈ７亚
型禽流感的监测是十分有必要的。

血清抗体与病原核酸检测是开展禽类Ｈ７亚型
禽流感监测的重要手段。本次血清抗体检测发现，

在贵州省９个地（州、市）１５７０份家禽血液样本中
有７份检出Ｈ７型禽流感抗体阳性，抗体阳性率为
０．４５％（７／１５７０），且在６个地（州、市）家禽血液样
本中都能检出，鉴于此，本研究组对这７份阳性样
本进行了病原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出现抗体

阳性的原因可能是：（１）个别家禽存在既往隐性感
染的情况；（２）在贵州省养禽场均强制免疫注射Ｈ５
型禽流感疫苗，这些 Ｈ５亚型禽流感疫苗中可能存
在极少部分与 Ｈ７型禽流感病毒共同的抗原；
（３）在个别鸡血清样本中存在某些非特异性凝集因
子。但在养禽场家禽咽 －肛拭子和环境样本中均
未检出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这说明贵州省家
禽养殖场中不存在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感染。

禽流感的发生与流行跟野禽的迁徙活动存在

密切的关系［１３－１５］。研究表明，野禽迁徙途经沿线

地区的家禽禽流感感染率要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如

位于密西西比野禽迁徙路线的美国明尼苏达州，其

家禽禽流感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没有野禽迁徙经

过的其他州［１６－１７］。本次采集贵州省各个地区野鸟

粪便进行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发现，处于野禽迁徙

路线的毕节地区（即威宁草海）的野鸟粪便样本检

出１份 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检出率为

１．６７％），说明这些迁徙野鸟可能存在 Ｈ７亚型禽
流感病毒隐性感染。但随后调查组先后２次到该
地区采集野鸟粪便样本计２００份进行检测，均未检
出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说明这些迁徙的野鸟
并未普遍携带或隐性感染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但
由于贵州省特别是威宁草海是野鸟迁徙的聚居

地［１８］，发生 Ｈ７亚型禽流感疫情的可能性较大，因
此应加强该地区禽流感疫情的监测，以防止禽流感

的发生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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