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 卷　第 4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V o l. 30 N o. 4
2002 年 8 月 Jour. of N o rthw est Sci2T ech U niv. of A gri. and Fo r. (N at. Sci. Ed. ) A ug. 2002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疫苗对雏鸡的多重免疫研究
Ξ

杨增岐1, 张淑霞1, 赵余放1, 潘　瑞1,

姜艳芬1, 贺玉胜2, 刘建鹏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2 榆林市畜牧兽医中心,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 ]　将 200 只 1 日龄健康雏鸡随机分为 6 组, 第 1～ 5 组分别用H 120、H 52和 IB 二价油佐剂灭活苗进行

单独或多重组合的免疫接种, 于接种后每隔 7 d 测 1 次H I抗体, 并于第 73 天用肾型 IBV 强毒攻击, 观察各组的保

护率, 第 6 组不免疫作为对照。结果显示, H 120弱毒苗单独免疫组、H 120+ IB 二价油佐剂灭活苗组、H 120+ H 52弱毒苗

组、IB 二价油苗 1 次免疫组和 IB 二价油苗 2 次免疫组的保护率分别为 57. 1% , 85. 8% , 67% , 83. 3% 和 80% , 非免

疫对照组保护率为 50%。试验结果表明, H 120与H 52弱毒苗对肾型 IBV 的保护力弱, H 120+ IB 二价油佐剂灭活疫苗

与 IB 二价油佐剂灭活苗 1 次和 2 次免疫均可获得对肾型 IBV 较高的保护率, 且 H 120与 IB 二价油佐剂灭活苗同时

免疫可获得长时间的保护性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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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A vian Infect iou s B ronch i2
t is, IB ) 是由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 ( Infect iou s

B ronch it is V iru s, IBV ) 引起的鸡的急性高度接触性

呼吸道和泌尿生殖道传染病[1～ 3 ]。主要侵害鸡的呼

吸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泌尿系统[4 ] , 引起呼吸

困难、肠炎、肾炎及产蛋鸡产蛋数量和质量下降, 导

致雏鸡死亡或发育不良, 以咳嗽、喷嚏、发出气管锣

音为特征。各种年龄的鸡都易感染, 以 2～ 4 周龄的

鸡发病最为严重[5 ]。国内目前多采用H 52, H 120两种

弱毒苗防治本病, 许多科研单位曾先后研制出许多

IBV 弱毒苗和灭活苗[6, 7 ]。但由于 IBV 血清型多且

存在有变异株, 不同的血清型毒株疫苗间仅有部分

免疫保护作用或无交叉免疫保护作用, 常引起免疫

失败[7～ 10 ]。因此, 国内常见有免疫鸡群暴发 IB 的报

道。肾型 IB 的出现也为本病的防治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8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禽病研究室分离鉴定了陕西

省地方肾型株[11 ] , 对其血清型进行了研究, 研制出

IB 二价油佐剂苗, 通过生产应用证实效果很好[12 ]。

本试验的目的主要是检测 IB 二价油苗免疫鸡后抗

体水平的变化与保护情况, 并与H 120和H 52的效果进

行比较, 为该苗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和免疫程序的制

定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疫　苗　H 120, 鸡新城疫L aSo ta 系与鸡传

染性支气管炎H 120二联活疫苗, 南京药械厂生产, 批

号 972623; H 52, 鸡新城疫L aSo ta 系与鸡传染性支气

管炎H 52二联苗, 黑龙江省生物制品一厂生产, 批号

9619; IB 油苗, 为本室研制的 IB 肾型地方毒株与支

气管炎型M 41株二价油佐剂灭活疫苗。

1. 1. 2　试验鸡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畜牧场提供

12 日龄尼克红公鸡 200 只, 未进行疫苗注射。

1. 1. 3　 IBV 2HA 抗原　用 IBV 2M 41株和陕西省地

方肾型株制备的 IBV 2HA 双价抗原, HA ≥28。

1. 1. 4　 IBV 强毒　本室分离鉴定的陕西省地方肾

型株 (F u 株)。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鸡分组与免疫接种　将 200 只 12 日龄

雏鸡随机分成 6 组, 第 1～ 5 组各 34 只, 分别为H 120

组、H 120+ IB 油苗组、H 120+ H 52组、IB 油苗 1 次免疫

组和 IB 油苗 2 次免疫组, 第 6 组 30 只为非免疫接

种对照组。各组鸡分别隔离饲养, 按常规方法管理。

免疫接种情况如下: 1 组, 14 日龄H 120活苗滴鼻

1 羽份ö只; 2 组, 14 日龄 H 120活苗滴鼻 1 羽份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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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肌注 IB 油苗 0. 3 mL ö只; 3 组, 14 日龄 H 120活

苗滴鼻 1 羽份ö只, 40 日龄用H 52口腔滴饮 1 羽份; 4

组, 于 14 日龄肌注 IB 油苗 0. 3 mL ö只; 5 组, 分别

于 14 和 28 日龄 2 次肌注 IB 油苗 0. 3 mL ö只; 6 组

不做免疫接种。

1. 2. 2　抗体检测　分别于免疫后 7, 14, 21, 28, 35,

42, 49, 56, 63, 70, 77 d 采血。分离血清, 用微量H I

试验检测其抗 IBV 抗体, 求平均值, 结果用 log2 表

示。参考李德山等[13 ]报道的方法进行。

1. 2. 3　攻毒试验　将上述 6 组鸡在 70 日龄时分别

随机分为数量相等的 2 组, 其中一组用于攻毒, 另一

组继续测 H I 抗体, 分群饲养, 在鸡翅膀上逐只编

号。于第 73 日龄时对攻毒组全部采血, 测定其H I

抗体, 然后攻 IB 强毒, 方法为滴鼻、点眼、气管注射,

每只鸡 0. 6 mL (3×105. 5 ELD 50)。攻毒后, 每天观察

鸡的临床症状, 解剖病死鸡, 并记录发病与死亡情况

及病理变化。

2　结果与分析

将免疫后各组鸡H I 抗体效价检测结果列于表

1, 攻毒试验结果列于表 2。

表 1　各组鸡免疫后H I抗体效价 (xθ±S, log2)

T ab le 1　H I an tibody titers of ch ickens in each group s after innocu lat ion

免疫后时间öd
D ays after

innocu2
lat ion

组　别 Group s

1 2 3 4 5

对照
Contro l

7 5. 00±0. 63 3. 50±1. 22 5. 00±0. 63 4. 00±0. 89 4. 00±0. 89 3. 17±0. 75

14 4. 33±0. 75 6. 33±0. 52 4. 33±0. 75 2. 83±0. 75 2. 83±0. 75 0. 33±0. 58

21 2. 83±0. 98 7. 66±1. 21 2. 83±0. 98 4. 00±0. 63 5. 16±1. 17 0. 20±0. 45

28 5. 16±0. 98 8. 16±0. 98 3. 83±0. 74 4. 66±1. 03 6. 00±1. 09 0. 25±0. 50

35 4. 83±1. 17 7. 00±1. 10 9. 50±0. 89 4. 33±0. 51 5. 50±1. 05 0. 50±0. 58

42 4. 00±0. 89 6. 83±0. 75 8. 00±0. 89 4. 00±0. 58 5. 16±0. 98 0. 20±0. 45

49 3. 50±0. 75 5. 44±0. 88 6. 00±0. 86 3. 83±0. 75 4. 50±1. 22 0. 38±0. 06

56 3. 00±0. 63 5. 22±0. 67 5. 43±0. 78 3. 50±0. . 55 4. 00±1. 00 0. 50±1. 20

63 2. 83±0. 75 4. 63±0. 52 5. 14±0. 90 - 4. 00±0　 0. 33±0. 82

70 2. 60±0. 55 4. 50±0. 55 5. 00±0. 63 - - 0. 28±0. 76

77 2. 40±0. 55 4. 00±0. 63 4. 80±0. 84 - - 0. 33±0. 82

　　注:“- ”表示未测定。N o te:“- ”indicated no test in the tab le.

表 2　攻毒后各组鸡的发病、死亡与保护情况

T able 2　Status of incidence,mo rta lity and p ro tection of ch ickens in each group after challenged w ith viru len t IBV

组别
Group s

攻毒鸡数
Challenged
num ber of
ch ickens

发病数
N um ber of

incidence

发病率ö%
M o rb idity

死亡数
N um ber

of mo rtality

死亡率ö%
M o rtality

保护率ö%
P ro tective

rate

1 7 7 100 3 42. 9 57. 1

2 7 3 43 1 14. 2 85. 8

3 6 3 50 2 33. 3 66. 7

4 6 3 50 1 16. 7 83. 3

5 5 2 40 1 20. 0 80. 0

对照 Contro l 6 6 100 3 50. 0 50. 0

　　由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 用H 120弱毒苗免疫, 血

清抗体在免疫后第 21 天开始上升, 第 28 天达高峰

值 5. 16 log2, 抗体水平高峰值不高, 抗体水平在 3

log2 以上维持时间短 (28 d 左右) , 对地方肾型强毒

的保护作用弱, 保护率为 57. 1%。用 IB 油佐剂灭活

苗免疫, 血清抗体在免疫后第 14 天开始上升, 第 28

天达高峰值 4. 66 log2, 抗体水平高峰值不高, 抗体

水平在 3 log2 以上维持时间短 (38 d 左右) , 但对地

方肾型强毒的保护作用强, 保护率为 83. 3%。将

H 120弱毒苗与 IB 油佐剂灭活苗联合应用免疫后, 免

疫效果良好, 血清抗体在免疫后第 7 天开始上升, 第

28 天达高峰值 8. 16 log2, 抗体水平高峰值高, 与前

两组高峰值差异显著 (P < 0. 05) , 抗体水平在 3 log2

以上维持时间长 (70 d 以上) , 对地方肾型强毒的保

护作用强, 保护率为 85. 8%。

3　讨　论

1) 肾型 IB 的发生与流行情况与支气管炎型 IB

有所不同, 从传染性支气管炎的免疫机制上来讲, 肾

型 IBV 疫苗与支气管炎型 IBV 疫苗免疫机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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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14 ]。应用油乳剂灭活苗免疫产生的循环抗体

高, 但产生的局部免疫弱, 而气管是 IBV 的前靶器

官, 气管中的特异性抗体是抗 IBV 保护免疫的重要

因素, 所以单独应用 IB 油苗效果不好, 本次试验也

证实了这一点。应用 IBV 弱毒苗免疫首先在鸡的上

呼吸道产生局部免疫, 随之在血液中产生全身免疫,

在早期细胞介导的免疫是明显的[15 ]。应用H 120弱毒

苗, 虽然可以产生较高的抗体, 但因 IBV 不同血清

型的出现, 对肾型 IB 的保护作用较弱, 而鸡气管内

的免疫保护作用依赖于从血液循环转来的抗体而非

局部分泌的抗体。因此, 将弱毒苗与 IB 油佐剂灭活

苗联合应用可产生高的循环抗体, H 120弱毒苗免疫

后在鸡上呼吸道产生局部免疫, 是抗 IBV 感染的呼

吸屏障, 同时 IB 油苗中含有 IBV 地方肾型株, 对地

方肾型强毒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对肾脏有很好的

保护, 对产蛋鸡的产蛋影响小, 所以用H 120 + IB 油

苗免疫效果较为理想, 可望为肾型 IBV 油佐剂灭活

苗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2) 从 H 120+ IB 油佐剂灭活苗与 H 120 + H 52两组

免疫结果可以看出, 虽然H 120 + H 52组获得的 H I 抗

体水平比H 120+ IB 油佐剂灭活苗组高, 但两组的保

护率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说明 H 120 + IB 油佐剂

灭活苗对肾型传染性支气管炎的保护作用强, 而

H 120+ H 52对肾型传染性支气管炎的保护作用弱。这

一点与许多学者报道的一致[6, 12, 14 ]。

3)在母源抗体较高 (7 log2)的情况下, 进行几种

疫苗的免疫, 从免疫抗体形成情况看出, 免疫后检测

到 IBV H I效价较晚。在母源抗体高的情况下, 由于

一定数量抗原的进入, 使母源抗体部分被中和, 其

H I 效价迅速下降。由抗体变化可看出, H 120弱毒苗,

IB 油苗, H 120+ IB 油苗组的抗体水平下降时间程度

都不相同。H 120弱毒苗组在免疫后第 21 天抗体水平

下降至 2. 83 log2 后, 血清抗体才开始上升。IB 油苗

组在免疫后第 14 天, 血清抗体水平下降至 2. 83

log2 后开始上升。H 120+ IB 油苗组在免疫后第 7 天,

血清抗体值是 3. 5 log2, 与母源抗体值 3. 17 log2 差

异不显著, 然后就开始上升。上述结果表明, 高的母

源抗体对H 120活苗影响较大, 对单独接种油佐剂灭

活疫苗影响较小, 而用H 120+ IB 油苗接种可较好地

克服母源抗体对雏鸡免疫应答的影响。

在 H 120弱毒苗首免后, 抗体水平逐渐下降, H 52

弱毒苗二次免疫后抗体水平迅速提高, 故抗体水平

高的雏鸡首次免疫不宜过早, 但首先作为基础免疫

是必要的, 在基础免疫的基础上加强免疫要根据免

疫检测的结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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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 lt i2vaccina ted study of ch icken s inocu la ted w ith

avian infect iou s b ronch it is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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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nim al and V eterinary M ed ica l Cen tre of Y u lin C ity , Y u lin, S haanx i 719000, Ch ina)

Abstract: 200 one2day2o ld ch ick s w ere divided in to 6 group s. Group 1- 5 w ere inocu la ted lonely o r

m u lt ip lely w ith A vian Infect iou s B ronch it is ( IB ) vaccines w h ich including at tenuated V iru s of H 120 and H 52

st ra in as w ell as b ivalen t o il em u lsion inact iva ted V accine (O EV ). Group 6 w as no t inocu la ted as con tro l

test. A n t i2IBV an t ibody t iters of the 6 group s of ch icken s w ere tested by hem agglu t ina t ion inh ib it ion (H I)

test once a w eek after inocu la t ion. Ch icken s w ere challenged w ith viru len t IBV at the 73th day after inocu2
la t ion. T he p ro tect ive ra tes of the 6 group s w ere ob serv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p ro tect ive ra tes of

H 120 lonely inocu la ted group , H 120 + IB O EV group , H 120 + H 52 group , IB O EV inocu la ted one t im e and tw o

tim es group as w ell as con tro l group w ere 57. 1% , 85. 8% , 67% , 83. 3% , 80% and 50% , respect ively. T he

p ro tect ive ra te of H 120 and H 52 st ra in w as low er than IB O EV. A lthough ch icken s inocu la ted w ith H 120+ IB

O EV , IB O EV one t im e and tw o tim es all go t h igher p ro tect ive ra te, ch icken s inocu la ted w ith H 120 st ra in

and IB O EV sim u ltaneou sly cou ld get longer p ro tect ive period than the o ther tw o group s.

Key words: A vian infect iou s b ronch it is; a t tenuated vaccine; o il em u lsion inact iva ted vaccine; H I an t i2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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