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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认为鹌鹑在流感病毒生态系统中可 

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中间宿主。有关鹌鹑中流感病毒的研究 

报道最早见于 1968年。随后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进行 

的流行病学调查又陆续从鹌鹑中分离到 H5、H7、H9和 H10 

等流感病毒亚型。某些对鸡有高致病性的流感病毒亚型如 

H5N9不能使鹌鹑致病，但可在鹌鹑中传播。Guan【1]等分析 

了 1997年从鹌鹑体内分离到的病毒 A／Quail／G1／97(H9N2) 

与同时期从人和鸡体内分离到的 H5N1亚型流感病毒的关 

系，发现它们之间的 6个内部基因高度同源。并且，持续的 

调查发现，A／Quai1／G1／97样病毒仍然在香港市场上的鹌鹑 

等陆地禽类中流行[ 。Chin( 的研究结果提示香港市场上 

销售的鹌鹑 H6N1亚型流感病毒感染的比例较高。而从鹌 

鹑体内分离到的 H6N1亚型流感病毒其 NA基因和 6个内 

部基因从进化关系上与 H5N1／97样病毒高度同源。由于 

H9N2亚型流感病毒和 H6N1亚型流感病毒同时在鹌鹑 中 

流行，并且两种亚型流感病毒的内部基因都与 H5N1／97样 

病毒高度同源。因此有人推测 H5N1／97样病毒可能是在鹌 

鹑体内通过基因重配而产生的。鹌鹑在流感病毒生态系统 

中可以作为中间宿主。病毒可以在鹌鹑体内经过适应和变异 

后再传播给其它宿主。由于香港已发生了多起禽流感直接 

感染人的事件，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考虑，目前香港市场上 

不允许销售鹌鹑。可是在我国华南地区的大部分活禽市场 

上仍然销售鹌鹑，并且水禽与陆地禽混杂销售的情况相当普 

遍。因此，华南地区的活禽销售市场本身就给流感病毒发生 

跨种属传递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因此，对活禽市场上销售的 

鹌鹑进行流感病毒亚型的流行病学调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采集 从2004年 1月至2004年4月 。在汕头市四 

个活禽市场进行每周一次的标本取样。每次随机取 5—10 

只鹌鹑，每只鹌鹑同时取咽拭子和泄殖腔标本。选择标本采 

集的鹌鹑活动饮食正常，无发病症状。 

1．2 标本接种、病毒的分离和鉴定 标本进行常规处理后。 

接种到9—11天鸡胚尿囊腔内。35"(3恒温培养 48小时。收 

获鸡胚尿囊液，血凝试验呈阳性(HA≥16)且细菌培养阴性 

的标本进～步做血凝抑制实验(HI)鉴定 HA亚型。 

2 结 果 

2．1 流感病毒在鹌鹑的主要复制部位 本项研究从2004年 

1月至 2004年 4月，在汕头市四个活禽销售市场共取了 133 

只鹌鹑的咽拭子和泄殖腔标本，共计 266份标本。在这些标 

本中共分离到 34株阳性标本。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阳性 

标本全部来源于鹌鹑的气管标本。(见表 1)133份鹌鹑气管 

标本 中，有 34份 阳性 标本，总阳性 率 为 25．56％，高于 

Guan[ 于 1999年在香港市场所进行的调查。 

表 1 鹌鹑气管与泄殖腔标本阳性标本的比较 

Table．1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 ber of positive samples 

from quails’trachea and cloaca 

两组间比较 =38．98，P<0．01 

2．2 流感病毒 HA滴度的测定 为了测试流感病毒在气管 

内的增殖程度。我们对所有的阳性标本做了血凝实验。在 

34株阳性标本中，有 2株标本 HA滴度小于 512，另外 32株 

标本的 HA滴度都是大于或等于 512。(见表 2)这其中，大 

多数标本的血凝滴度都是大于或等于 2 048。以上结果说 

明，流感病毒在鹌鹑气管内的增殖与复制可以达到很高的滴 

度。 

2．3 鹌鹑中流感病毒血凝素亚型的分布 在 34株阳性标 

本中，H9亚型有 30株，H6亚型有 3株，H5亚型有 1株。 

(见表 3)上述结果说 明汕头市场上鹌鹑流感病毒血凝素 

(HA)亚型主要以H9、H6为主。 

表 2 鹌鹑中阳性标本血凝(HA】滴度的分析 

Table·2 Analysis of hem agglutinin titer from quails’positive 

samples 

表 3 鹌鹑阳性标本 HA亚型的构成分析(％】 

Table-3 Analysis of hemagglutinin subtypes distribution from 

quails’positive sam 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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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近年来，关于鹌鹑在流感病毒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在汕头市场上的调 

查发现，鹌鹑中所有的阳性标本均来源于鹌鹑的气管，此结 

果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类似【制。流感病毒在鹌鹑的主要增殖 

与复制部位是气管，这与流感病毒在水禽类宿主中的增殖部 

位不同。说明流感病毒 由水禽向陆地禽类跨种属传递的过 

程中，它在宿主中的增殖与复制部位由肠道上皮向呼吸道上 

皮转变。水禽类被称为是流感病毒的天然“储存宿主”，流感 

病毒在水禽类宿主中处于相对“进化停滞”状态【5]，而鹌鹑作 

为流感病毒的新的宿 主，由于受到宿主免疫压力的选择作 

用，流感病毒在鹌鹑 中的进化速度 明显加快。因此，流感病 

毒在鹌鹑中不是处于进化稳态，它还有向其他宿主包括人发 

生跨种属传递的可能性。流感病毒复制与增殖部位的改变 

可能更有利于病毒的传播与复制。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提示 

流感病毒在鹌鹑气管上皮内呈高滴度的复制，而较高的病毒 

滴度更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和扩散。我们在鹌鹑中分离到的 

阳性病毒株以 H9、H6为主，尤其是 H9亚型在鹌鹑中广泛分 

布。有研究提示，H9亚型流感病毒血凝素分子 中的七个氨 

基酸位点可能与 H9亚型流感病毒与陆地禽的相互适应有 

关 l6]。我国的华南地区被称为世界流感的流行中心，上个世 

纪人类历史上爆发的四次大流感中有三次首先爆发于华南 

地区。在这一地区活禽市场上销售鹌鹑的情况极为普遍，而 

且与陆地禽类混杂销售。这为不同宿主间流感病毒发生基 

因重配和跨种属传递提供合适场所。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强 

对华南地区活禽市场中鹌鹑的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研究和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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