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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58分子在新城疫疫苗免疫中的佐剂效应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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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应用从猪红细胞提取的 CD 58分子协同新城疫Ì 疫苗, 免疫 18 日龄尼克红公鸡, 以 Β2微量法测定

ND 抗体效价。并在免疫后 39 d 用 F 48E 9 强毒株攻毒。结果表明, CD 58能促进ND 抗体的提前产生, 使应答负期明显

缩短, 并且试验组ND 抗体效价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05, 或 P < 0. 01)。攻毒后 7 d 内, 试验组鸡死亡率为16. 7% ,

对照组为 5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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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细胞分化抗原 ( clu ster of d ifferen t ia t ion,

CD )作为白细胞表面的分子参与机体重要的生理及

病理过程。CD 分子尤其与免疫应答过程中免疫细

胞的相互识别, 免疫细胞抗原识别、活化、增殖和分

化, 免疫效应功能的发挥密切相关。对CD 分子的研

究已成为现代免疫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之一, 有的

CD 分子制剂已在临床医学上得到应用。CD 58分子

又称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23 (lymphocyte func2
t ion associa ted an t igen23, L FA 23) , 它不仅参与 T

细胞的抗原特异性活化过程, 并且在 T 细胞旁路激

活途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经国内外研究者多年

大量的体外试验, CD 58的生物学活性基本已被阐

明[1～ 3 ]。CD 58分子的上述特性使其可能成为一种新

的疫苗佐剂。本研究报道了有关CD 58分子在新城疫

Ì 疫苗免疫中作用的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CD 58分子　从猪红细胞提取, 以 E 玫瑰花抑制

环试验确定其生物活性。

试验鸡　18 日龄的非免疫健康尼克红公鸡, 购

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畜牧站种鸡场。

新城疫 (ND ) Ì 疫苗　陕西维康生物发展有限

公司产品, 批号 9711。

ND 抗原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禽病研究室提

供。

F 48E 9 标准毒株　购自中国兽药监察所。

1. 2　方　法

CD 58分子在新城疫Ì疫苗免疫中最佳用量试验　取

18 日龄试验鸡随机分为 4 组, 每组 8 只。分别以灭

菌生理盐水 0. 5 mL , 1. 0 mL CD 58分子溶液与每羽

疫苗用量混合, 肌注免疫鸡。疫苗用量按说明书。

CD 58协同新城疫Ì 疫苗免疫试验　18 日龄试

验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每组 50 只。按上述

方法确定的 CD 58剂量与新城疫Ì 疫苗混合后免疫

试验组鸡。对照组鸡用与CD 58等量的灭菌盐水和新

城疫Ì 疫苗混合后免疫。空白组鸡注射相应等量的

无菌盐水。

新城疫抗体测定　采用 Β2微量法, 分别于免疫

前、免疫后 4, 6, 8, 11, 15 d 测定H I抗体水平。抗体

效价以 log2 的负对数表示。

攻毒试验　免疫后 39 d, 用 F 48E 9 标准毒株攻

击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所有鸡。F 48E 9 株的血凝价为

211。攻毒剂量为 1 mL。攻毒途径为点眼、滴鼻、口服

和肌注。

CD 58过敏试验　随机抽取 18 日龄试验鸡 10

只, 每只皮下分点注射CD 58。注射剂量为最佳剂量

的 5 倍。观察鸡的反应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CD 58最佳用量的确定

不同剂量 CD 58协同新城疫Ì 疫苗免疫鸡后,

ND 抗体效价的产生情况见表 1。由表 1 可确定每只

鸡CD 58的最佳用量为 0. 5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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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剂量CD 58对ND 抗体效价的影响

T able 1　T he effect of differen t do se of CD 58 on ND antibody titers

CD 58剂量ömL
CD 58 does

样本数
Samp le num bers

H I值 (X{ ±S ) H I value

4 d 6 d 8 d

0. 0 8 1. 75±0. 7 0. 71±0. 89 4. 75±0. 46

0. 5 8 4. 63±0. 52 a 5. 38±0. 52 a 5. 75±1. 49 a

1. 0 8 4. 88±0. 64 a 6. 13±0. 84 a 7. 25±1. 28 b

　　注: t 检验, 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a 为 P < 0. 01; b 为 P < 0. 05。

N o te: t test, compared w ith con tro l group, a. P < 0. 01; b. P < 0. 05.

2. 2　CD 58协同新城疫Ì 疫苗免疫鸡后的抗体变化

按每只鸡CD 58 0. 5 mL 与新城疫Ì 疫苗混合后

免疫鸡, 其ND 抗体检测结果见表 2。

表 2　CD 58对新城疫抗体的影响

T able 2　Effects of CD 58 on ND antibody titers

组别
Group

样本数
Samp le

num bers

H I值 (X{ ±S ) H I value

0 4 d 6 d 8 d 11 d 15 d

试验组
T est group

10 10 4. 80±0. 71 6. 12±0. 84 7. 23±1. 30 6. 12±0. 64 5. 89±0. 35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10 1. 88±0. 84 1. 72±0. 62 0. 81±0. 71 4. 80±0. 46 3. 32±0. 46 2. 41±0. 72

2. 3　攻毒试验结果

攻毒后 3 d 对照组鸡出现精神不振, 食欲不良

等症状, 第 4 天症状加剧并开始出现死亡, 死亡延续

至第 7 天结束, 其余没有死亡的发病鸡耐过。期间试

验组鸡有个别出现发病症状, 死亡 1 只。对所有死亡

鸡进行刨检, 均发现有腺胃乳头出血, 嗉囊内有大量

酸臭样液体等典型新城疫病变。结果见表 3。

表 3　免疫鸡攻毒后的死亡结果

T able 3　D eath resu lts of imm une ch ick s attacked by F 48E9 virus

组别
Group

样本数
Samp le

num bers

死亡数
D eath num bers

保护数
Survival num bers

死亡率ö%
D eath rate

试验组 T est group 30 5 25 16. 7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30 16 14 53. 3

空白组U nvaccined group 30 25 5 83. 3

2. 4　异源CD 58分子的安全性

10 只试验鸡注射异源CD 58分子后饲养 14 d, 连

续观察未发现试验鸡出现异常反应。试验鸡注射异

源CD 58分子 48 h 后, 全部吸收, 注射部位未见残留。

3　讨　论

CD 58分子的化学成分为糖肽, 广泛存在于多种

动物红细胞及有核细胞表面。CD 58与 T 细胞CD 2 分

子结合, 在 T 细胞发育成熟及活化中起着重要作

用。研究资料证实[4～ 6 ], CD 58分子无论是存在于红细

胞表面、红细胞膜碎片上, 还是天然脱落或人工提取

的可溶性状态, 均能使 T 细胞活化增殖。大量体外

试验表明[7 ] , T 细胞与红细胞CD 58分子结合具有下

列效应: T 细胞表面 IL 22R 表达量上升; 对 IL 22 的

反应性增强; IL 22 及 IFN 2Χ分泌量提高; 细胞毒效

应加强。本研究结果显示, CD 58分子能够明显提高

ND Ì 系疫苗的免疫效果, 不仅促使鸡体内ND 抗体

提前产生, 而且在抗体滴度上也远高于对照组鸡, 并

且抗体的保护效价持续时间长。攻毒试验更充分证

实 CD 58分子是一种很好的疫苗佐剂, 用 CD 58配合

ND Ì 系疫苗免疫鸡, 可以将保护率由约 46% 提高

到 83%。

目前生产中给鸡注射用的新城疫活疫苗是

ND É 系疫苗, 该疫苗虽能产生较强的免疫力, 但注

射后鸡的反应较大。ND Ì 系疫苗毒性很小, 在生产

中通过饮水等途径免疫雏鸡, 但免疫效果差。本研究

目的在于探讨 CD 58分子对免疫原性较差的疫苗的

佐剂效应, 因而选择了ND Ì 系疫苗, 试验结果证实

了设想, 即CD 58分子确实对弱免疫原性疫苗有很好

的佐剂效应。有关CD 58分子对其他一些弱免疫原性

疫苗的佐剂效应需做进一步探讨, 以期为CD 58分子

在养殖业传染病控制中的广泛应用打下坚实的基

础。

本试验中每只鸡的ND Ì 系疫苗的用量都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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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说明书要求操作的, 疫苗使用时也处于有效

期内, 但对照组鸡的免疫抗体效价较低, 且持续时间

短。这可能是免疫途径的不同, 或是疫苗的质量差异

所造成的。

CD 58分子在进化中具有高度的保守性。本研究

也发现猪 CD 58分子进入鸡体内并不引起鸡产生异

常反应, 提示异源CD 58在应用中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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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8 d ch ick s vaccinated w ith new cast le d isease (ND ) Ì st ra in vaccine coopo rated w ith CD 58

mo lecu lar from p ig cryth rocyte. T he ND an t ibody t iters w ere detected by u sing Β2m ethod. T hese ch ick s

w ere at tacked by F 48 E9 viru len t st ra in after 39 d of inocu la t ion.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CD 58 mo lecu lar

cou ld p romo te ND an t ibody developm en t, and the ND an t ibody t iters of ch ick s in test group w ere st rik ingly

h igher than tho se of ch ick s in con tro l group. In 7 d after being at tacked by F 48E 9 viru len t viru s, the death

ra te of ch ick s in con tro l group w as 53. 3% w h ile that in test group w as 16. 7%.

Key words: CD 58 mo lecu lar; new cast le d isease Ì st ra in vaccine; an t ibody test; viru s a t tack 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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