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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感染新城疫鸡红细胞免疫

功能及
S

C D
:

的变化

陈德坤 肖俊杰 李政凯 陈争上 白永平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系

,

陕西杨陵 7 1 2 1 0 0)

摘 要 巧 只 10 ~ 12 月龄的健康罗丝鸡经人工感染 N D V ( .F
S
E 。 )后

,

以红细胞 C
3

b 受

体花 环试验
、

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 环试验
、

E
:

花环试验及反 向 E 玫瑰花环试验测定其红细

胞
、

T 细胞免疫功能及外周血中可溶性 C D
Z

.( C D
Z

)含量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鸡感染 N D V 后
,

在

C
3

b 受体花环率
、

E
.

花 环率不断下降的同时
,

外周血中 .c D
:

含量持续上升导致 6 只鸡死亡
; 9

只鸡在感染的中后期伴随着 C
o

b 受体花 环率及 E
.

花环率的回升
, .

S D
:

含量趋向正常水平而

耐过
。

认为高含量尤 D
Z

不仅与 T 细胞免疫功能受抑制密切相关
,

还可能与红细胞免疫功能受

抑有关
。

关键词 可溶性 C D
Z

新城疫
.

红细胞 C R
,

花环试验
,

红 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试验
,

反 向

E 玫瑰花环试验

中图分类号 5 8 5 8
.

3 1 0
.

5 3
,

5 8 5 2
.

5 3
,

R 3 9 2
.

1 1

近年来的实验表 明
,

T 细胞膜 C D Z

不仅在 T 细胞活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

并且还可从

T 细胞表面脱落 /分泌至体液中成 为
,

C D
Z〔’ 二。

临床发现体液
.

C D
:

含量 的增高往往是机体

细胞免疫功能 的受抑制
! ’ 二。

另一方面
.

红细胞表面的 C D
Z

配体 ( C D
S。 ,

L F A
一

3) 既可与 T 细

胞膜 C D :

结合
,

辅助
、

诱导 T 细胞活化
; 又 可与sC D

:

结 合
,

在体外参与溶解异种红细胞效

应 「3口。

研究体内
:

C D
Z

含量
、

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与 T 细胞免疫功能的关系
,

对进一步探

讨机体免疫状态及疾病的预后有着重要意义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 料

N D V F铭 E
S

冻干毒
,

引自中监所
。

用前经鸡胚传代
。

致敏及未致敏的酵母制剂均 由本

室按郭峰的方法
! `

一

制备
。

R B C 悬液为无菌 H a n ks 液配制的 1又 1护 个 / m L
、

1 x 1 05 个 /m L

鸡红细胞 ( C R B C )悬液和 1 义 1 0 8

个 /m L 绵羊红细胞 (S R B C )悬液
。

用 15 只未经新城疫免

疫的 10 一 12 月龄健康罗丝鸡
。

1
.

2 方 法

1
.

2
.

1 红 细胞 C 3 b

受休 ( E
一

C R
I
)花环试验及 红 细胞免疫复合物 ( E

一

I C )花环试验 按郭峰

的方法 「̀ 进行
。

1
.

2
.

Z E
:

花环试验 按常规方法
, 5 」

进行
。

1
.

2
.

3 反 向 E 玫瑰花环试验 采用改进的 M en d es 等的方法
” ,

即 0
.

4 m L 的 】义 10
8

收稿 日期
: 一9 9 4

一

1 2
一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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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m L S R B C悬液与 0
.

1m L 4倍稀释的待测鸡血清混 合
,

室温下缓慢振荡 30 m in
,

然后

I OO0 r / nr i n 离心 1 5 m i n
,

弃上清并以无菌 H a n k s
液洗涤 S R B C 3 次

,

恢复至原浓度
。

然后

向其中加等体积的 5 义 1 0 6

个 / m L 鸡 P B M C
,

其余步骤及花环判定 同常规方法 srj
。

所得花

环率为反向 E 玫瑰花环率
,

按以下公式计算出 E 玫瑰花环抑制率
:

E 玫瑰花环抑制率 ~
正常 E

t

花环率 一 反向 E 玫瑰花环率
正常 E

t

花环率
义 1 0 0%

并以此表示
,

C D :

的含量
。

1
.

2
.

4 实验组别及 感染途 径 经滴鼻及 肌肉注射感染 N D V
,

并于感染前及感染后 24
,

60
,

84
,

1 08 和 2 88 h 分别采血检测
。

感染后死亡者统称死亡组
,

耐过者统称为耐过组
。

2 结 果

不同时期 E
一

C R
,

花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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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时期的红细胞 C
3

b 受体花环率 图 2 不同时期的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
-

一死 亡组
;

— 耐过 组

鸡感染 N D V 后
,

死亡组 E
一

C R ,

花环率持续下降
,

24 h 检出的花环率极显著低于感染

前 ( P < 。
.

01 )
,

持续下降至 1 08 h( 濒死前 ) 则降至最小值 ;耐过组感染 N D V 60 h 内
,

其 E
-

C R
,

花环率 变化与死亡组相似
,

并于感染后 84 h 时
,

降至最低
,

从 h 后
,

E
一

C R
,

花环率急

居: 回升
,

至 2 88 h 时
,

检出值与感染前无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5
.

图 1 )
。

2
.

2 不同时期的 E
一

I C 花环率

如图 2 所示
,

死亡组和耐过组的 E
一

I C 花环率变化基本一致
。

感染初 24 h
,

E
一

IC 花环

率 急剧上升并 明显高于感前 ( P < G
.

0 1 )
,

84 h 时
.

E
一

IC 花环率达到最高值
,

其后持续下

降
。

死亡组濒死前的 E
一

cI 花环率极显著高于感染前 ( p < 。
.

01 )
。

耐过组在 2 88 h 的 E
一

IC

花环率与感染前无显著性差异 ( p > 。
.

05 )
。

2
.

3 不同时期的 E
:

花环率

鸡感染 N DV 后
.

死亡组 E
、

花环率迅速下降
,

24 h 检 出的 E
t

花环率极显著低于感染

前 ( P < 。
.

01 ) ; 耐过组 E
:

花球率在 84 h 内变化同死亡组类似
,

并且 E 花环率在 84 h 时降

至最低值
。

其后
,

耐过组 E
:

花环率开始回升
,

10 8 h 的检 出值 明显高干 8 4 h ( p < 0
.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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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 8 8 h的 E
,

花环率仍明显低于感染前 ( P < 。
.

05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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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 同时期的 E
,

花环率 图 4 不同时期的 E 玫瑰花环抑制率
-

一死亡组
;

— 耐过组

2
.

4 不同时期的 E 玫瑰花环抑制率

鸡感染 N D V 后 24 h 内
,

虽然死亡组和耐过组 的 E 玫瑰 花环抑制率均升高
,

但与感

染前无显著差异 ( P < 。
.

0 5 )
。

自 24 h 起
,

至 60 卜
,

两组的 E 玫瑰花环抑制率均急剧升高
,

且极显著高于感染前 ( P < 。
.

0 1 )
。

死亡组于 84 h 达到峰值
,

虽然以后有所下降
,

但与 84 h

相 比
,

无显著差异 ( P > 0
.

0 5 ) ; 耐过组 E 玫瑰花环抑制率 自 60 h 后迅速下降
,

并且 84 h 的

E 玫瑰花环抑制率明显低于 60 h (尸 < 0
.

05
,

图 4 )
。

2
.

S E
,

玫瑰花环率与 E
一

C R :

花环率的相关性分析

鸡感染 N D V 后
,

死亡组 E
t

玫瑰花环率变化与 E
一

C R
,

花环率变化呈极强的相关性 (r

一 。
.

98 7
,

P < 0
.

01 ) ; 在耐过组呈中等程度相关 (r 一 0
.

69
,

尸 < 0
.

0 1 )
。

3 讨论与小结

1) 许多试验表明
,

N D v 进入鸡体后能够大量复制并扩散
,

除 引起感染鸡的呼吸道
、

消

化道及神经症状外
,

并引起病毒血症
。

但是
,

鸡感染 N D V 后
,

有关红细胞免疫功能及 T 细

胞免疫功能变化的系统研究 尚未见报道
。

本研究发现
,

部分鸡感染 N D V 后
,

其红细胞免

疫功能及 T 细胞免疫功能随着病 程的发展而持续下降
,

至濒死前
,

二者的功能均 降至最

低 ; 另有部分个体
,

在感染 N D V 的中
、

后期
,

红细胞免疫功能和 T 细胞免疫功能不断得以

恢复而使该部分个体耐过
。

这不仅说明
,

鸡感染 N D V 后红细胞免疫功能与 T 细胞免疫功

能均受到一定抑制
.

还说明二者的变化与疾病的预后似有着密切关系
。

2) 从鸡感染 N D V 后红细胞免疫功能及 T 细胞免疫功能变化的比较 中发现
,

感染鸡

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与 T 细胞免疫功能变化呈正相关
。

同时
,

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恢复

较 T 细胞免疫功能的恢复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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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C D
:

系从 T细胞表面脱落 /分泌至体液的糖蛋 白
。

研究
L` ’认为

, 。

C D Z

的免疫效应表

现为抑制作用
。

我们的试验结果表明
,

当动物机体 T 细胞免疫功能及红细胞免疫功能持

续降低时
, .

C D
:

含量则不断上升 ; 在红细胞免疫功能及 T 细胞免疫功能 由低水平 向正常

状态恢复的过程中
, ,

C D Z

含量亦 由高水平趋向正常值
。

这不仅支持高含量
3

C D
:

与机体 T

细胞免疫功能受抑制密切相关的观点
,

同时提示
, s

C D
:

含量还可能与机体的红细胞免疫

功能受抑制有一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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