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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禽禽流感免疫防控关键技术与措施之二

—
水禽禽流感免疫监测应注意的问题

陈建红
,

张济培
,

刘佑明
,

司兴奎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系
,

广东 佛山 5 2 82 3 1)

水禽禽流感免疫监测是保证水禽群对禽流感始

终处于 良好的特异抗感染状态的重要措施
。

笔者认

为在水禽禽流感免疫监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多方

面的
,

其中要特别提出注意的有以下四点
:
其一

,

对

用于 HI 试验的红细胞供体家禽种类差异认识不

足
,

使 HI 反应过程出现较严重的非特异凝集
。

试验

表明
,

禽流感免疫鸭血清对几种家禽红细胞的非病

毒性凝集性由强至弱依次为鸡 > 鸭 > 鹅
,

即鸭血清

对鸡红细胞的非病毒性凝集性最强
,

往往在 l : 4 以

上
,

对鸭
、

鹅红细胞的凝集较弱
,

绝大多数在 1: 2 -

1: 4 以下 ; 禽流感免疫鹅血清只对鸡红细胞有凝

集
,

对鸭
、

鹅红细胞一般无凝集作用
。

鉴于禽流感免

疫鸭血清用鸭红细胞悬浮液作 HI 试验
、

禽流感免疫

鹅血清用鹅红细胞悬浮液作 HI 试验组测定的 HI 效

价数值最稳定
,

且可基本消除非病毒性凝集
,

其余各

种红细胞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

故认为在鸭血清

的 A IH I检测中
,

一般应采用鸭的 l% 红细胞悬液作

H l试验
,

在鹅血清的 AJ HI 检测中
,

一般除采用鹅

1% 红细胞悬液也可采用鸭的 l% 红细胞悬液作 H l

试验
。

其二
,

未能根据所用疫苗毒株的变化
,

对检测

用抗原作相应的更改
,

忽视了不同疫苗株之间抗原

差异情况
。

其三
,

采血检测时间参差不齐
。

通常免

疫监测有二个最重要的目的
—

免疫接种后于近期

检查禽群抗体是否上升到标准值以上
,

于远期检查

禽群抗体是否下降至抵抗感染的临界值以下
,

以便

及时补充或追加接种
。

试验表明
,

小鹅
、

小水鸭
、

小

番鸭
、

小白鸭在 2 周龄首免
、

3 周龄二免共 2 次免疫

接种后
,

在第 4 周龄期可 达到的抗体水平依次为

3
.

5 4
、

5
.

5
、

4
.

5一
、

5 10 夕
,

可以作为参考
。

经过禽流

感油乳疫苗 4 次以上免疫接种的成年水禽
,

其有效

抗体水平维持时间可达 3巧 个月左右
,

一般在最后

一次接种后第三个月应该开始监视其抗体下降情

况
。

其四
,

应当注意免疫监测结果多方面的指标
。

一般较为注意的监测指标是水禽群抗体的平均值和

最低值
,

其实还应高度关注其低于标准值的样品数

和具体数值情况
、

最高值
、

高
一

低差值
,

还要注意检测

时禽群的日龄
、

免疫次数及检测时距离最后 一次接

种的时间
。

观察低于标准值的样品数和具体数值

时
,

如果低于标准的样品数不超过监测样品数的

10 %
,

具体数值不低于标准值 2召 个 10 92
,

疫情流行

情况不明显
,

则在安排补免工作中如遇到困难时可

以稍作延缓
。

观察最高值
、

高低差值时
,

如果可以确

认疫苗和接种过程等方面没有问题
,

而高
一

低差值过

大
,

则应考虑野毒在本禽群存在的可能性
,

要特别注

意加强消毒卫生
、

饲养管理
,

进一步强化免疫监测跟

踪
,

有必要时要考虑对野毒的检测鉴定
。

另外
,

确定

一个可靠的免疫标准对于正确分析与有效利用免疫

监测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

试验表明
,

当抗体水平

达 6
.

ofo 解 及以上时
,

番鸭对人工接种 HPAI V 具有

完全抵抗能力
,

不排毒
,

或体内 SO D 活性和 M D A 含

量接近正常的水平
。

实际上要保证种水禽群正常生

产
,

禽流感 HS 免疫抗体水平应当达到 8
.

01 0
薛 及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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