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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新城疫发病新特点分析及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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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结合鸡新城疫的研究现状, 分析了鸡新城疫的发病病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病理变化和诊断鉴

别方法, 并总结了鸡新城疫的防护措施, 提出重大疫情发生后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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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新城疫 (ND ) 是国际兽疫局法定的A 类传染

病[1 ]。在我国养鸡业中, 尽管ND 的防疫普及率最

高, 所用疫苗最全面, 但仍不能完全控制该病的流

行, 在一些密集饲养区, 几乎常年都有发生, 给我国

养鸡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 ]。近年来, 无论是流

行病学、临床症状, 还是病理解剖鸡新城疫 (ND ) 都

发生了新的变化, 以发病率不高、临床症状不明显、

病理变化不典型、死亡率低为特征的非典型鸡新城

疫 (ND ) , 已成为当前我国乃至全世界养鸡业的突出

问题, 加之强毒株的出现, 给鸡新城疫 (ND ) 的防治

带来更大困难。由于其发病原因复杂、病理变化多

样, 只有对其发病情况进行认真详细分析, 对症下

药, 综合防治, 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其发生。现对近

年来鸡新城疫的发病病因、流行特点、临床症状、病

理变化等进行了综合分析, 对其诊断和预防进行探

讨, 以期为鸡新城疫的防治决策提供参考。

1　病因分析

1. 1　防疫程序不合理

　　我国目前对鸡新城疫普遍应用的免疫程序有一

定缺陷。首免、二免时鸡龄较小, 免疫系统不十分完

善, 产生的免疫力不高且持续时间较短, 且二免所用

弱毒疫苗滴鼻点眼只会产生局部免疫, 血液循环抗

体较低, 遇强病毒株侵袭时难以抵抗, 以至于三免前

常发生鸡新城疫[3 ]。而凭借经验或者盲目照搬别处

免疫程序也是免疫失败的重要原因。

1. 2　疫苗存在质量问题

疫苗过期或未按要求保存、运输, 或者使用非正

规厂家生产的疫苗以致效价降低或消失。

1. 3　免疫过程存在问题

(1)很多养鸡场在ND 免疫前不测抗体, 只根据

自己的主观意愿或原有防疫程序免疫, 认为ND 的

免疫时间越早, 次数越多, 使用疫苗量越大, 免疫效

果越好。殊不知这样容易中和鸡群已获得的母源抗

体或已产生的抗体, 一旦遭遇强毒则极易发病[4 ]。

(2)免疫操作不规范, 如饮水免疫时使用自来

水, 或注射疫苗时针头不更换; 或在用弱毒苗防疫前

后 24 h 内给鸡饮消毒水, 造成免疫效果不佳或免疫

失败。

1. 4　其他疾病的影响

很多疾病可影响ND 疫苗免疫力的产生。据吉

学仁报道[5 ] , 传染性法氏囊病 ( IBD ) 的免疫失败可

引起鸡群的ND 免疫失败, IBD 免疫成功则ND 免

疫成功。而马立克氏病、鸡传染性贫血、鸡白痢、球虫

病也对ND 免疫有影响[3 ]。另有报道[6 ]称, 饲料中的

黄曲霉毒素可引发鸡群暴发ND; 鸡低血糖2尖峰死

亡综合症也可诱发ND。

1. 5　饲养管理不当

忽视鸡舍环境消毒, 鸡粪、病死鸡随处堆放; 鸡

群营养状况不良; 鸡舍温度过高、过低, 湿度过大, 通

风不良等, 使鸡易出现应激反应, 造成抗体产生能力

下降。

1. 6　病毒的变异

有学者认为,ND 之所以防不胜防, 是因为鸡群

长期、多次、大剂量使用疫苗, 鸡新城疫病毒 (NDV )

在强大免疫压力下出现新的变异株, 而其中最重要

的变异是NDV 的 F 蛋白变异。因为 F 蛋白除了参

与病毒的穿透、细胞融合和溶血作用外, 还与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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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性关系密切[7 ]。

2　流行特点

鸡新城疫病毒 (NDV ) 对鸡群的感染, 没有品

种、日龄、季节方面的差异。只要免疫失误, 饲养环境

中有NDV 污染, 就有随时发病的可能[8 ]。

2. 1　日龄愈小, 易感性愈高

幼龄鸡免疫功能不健全, 当其母源抗体水平过

低或首免时机被延误时, 则感染ND 并引发群体性

死亡的可能性很大。

2. 2　低温季节是ND 的高发期

NDV 有耐受低温的生物特性。冬季光照时间

短、强度弱, 环境病原不易自然净化, 加之低温可降

低鸡呼吸道屏障功能, 使ND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高

温季节。

2. 3　重大节假日前后是ND 多发期

在一些重大节日, 尤其像春节, 养殖户容易放松

管理, 加之鸡产品流通量和各类人员流动性增加, 使

病原载体流动频率及范围增大。对于开放式饲养的

鸡场, 若鸡群抗体效价在 4 (log 2) 以下, 便有发病的

危险[8 ]。

2. 4　潮湿多风气候易发ND

潮湿可延长病毒存活时间, 而多风气候使粉尘

性病原载体物增多, 扩大了对饲养环境的全方位污

染, 使ND 的发生机率增加。

2. 5　不同步防疫是ND 难以根除并持续流行的重

要因素

尽管集约化养鸡场重视ND 的防疫, 但广大农

村散养户却对防疫重视不够, 造成免疫空白、免疫死

角区, 易形成NDV 资源库。加之死鸡常被卖给小商

小贩, 再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向周围地区辐射输送

病原, 其他养鸡场即使采取封闭式管理, 也很难做到

独善其身。

3　临床症状

ND 的发病症状与NDV 的毒力、数量、感染部

位及鸡群免疫水平有关。若环境病原数量多、毒力

强、抗体水平低于保护值时, 则必然引起暴发性流行

和急性群体性死亡; 若个体间抗体水平差异大, 则鸡

群感染发病后, 呈缓发流行和持续散在死亡。

3. 1　典型性ND

根据病原侵嗜器官及引起生理障碍的不同, 可

将ND 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嗜呼吸道型　发病急、传播快, 病鸡冠髯紫红,

张口喘气, 引颈蛙鸣, 有湿性罗音, 常窒息而死[9 ]。

嗜消化道型　嗉囊积液、积气, 口流黏涎, 味酸

臭, 腹泻或下痢, 色黄绿, 味恶臭。头颈部羽毛蓬乱逆

立, 缩头嗜睡, 呻吟气喘。

嗜神经型　精神沉郁, 伏卧嗜睡, 反应迟钝。继

而规律性震颤, 阵发转圈或倒退运动, 应激后癫痫样

发作, 常因共济失调而翻跟斗。濒死前伸腿侧卧, 腿

跖阵发抖动或头颈扭曲, 角弓反张[10 ]。隔离饲养时,

因环境安宁, 能自由饮食, 不易死亡, 但无饲养效益。

混合型　整个病鸡群中, 以上症状呈混杂发生,

病程较长[10 ]。

3. 2　非典型性ND

ND 症状不明显, 产蛋鸡多表现为产蛋率骤然

下降, 小蛋、薄皮、软壳等异常蛋数量增多, 耗料减

少, 病鸡口鼻分泌物增加, 轻度拉稀或呼吸异常; 雏

鸡精神沉郁、羽毛松乱、食欲减退、张口伸颈, 咳嗽,

呼吸时发出“呼噜”声, 常作吞咽和甩头动作, 拉黄绿

色稀粪, 病程长者可出现歪头扭脖、共济失调等神经

症状[11 ]。也有病鸡出现上下眼睑肿胀, 结膜充血、出

血等症状[12 ]。

4　病理变化

4. 1　典型病理变化

　　腺胃乳头出血或腺胃食道结合部、腺胃肌胃结

合部黏膜出血、糜烂; 肠黏膜淋巴滤泡丛纤维素性坏

死, 坏死灶部位不确定 (但以十二指肠和空肠段多

见) , 数量不等, 大小不一, 病灶多呈条状或枣核状紫

红色变化。严重时, 溃疡灶深及浆膜, 在肠管浆膜面

能明显辨认。同时, 盲肠扁桃体肿大、出血、溃疡、坏

死, 直肠和泄殖腔黏膜出血。成年鸡可见卵巢充血、

出血。另外, 除腺胃乳头出血外, 腺胃腺体中间、腺胃

断面、腺体基部、腺胃浆膜面也可现点状出血, 但以

肠黏膜淋巴滤泡丛纤维素性坏死病变的确认率最

高[8 ]。

4. 2　非典型病理变化

ND 的非典型病变, 多发生于免疫水平较低的

鸡群, 病程多呈渐进性。初期散发性死亡, 倘放任自

然转归, 亦可引起群体性死亡。多年研究[8 ]发现, 非

典型性ND 有以下病变类型。

上呼吸道病变　口腔、咽喉部和气管内有黏液,

咽部和气管黏膜充血、出血。

肠管病变　在肠管的不定部位, 一处或多处出

现局限性或弥漫性肠黏膜脱落, 肠壁菲薄, 呈杏黄色

或桔红色黄染, 病变肠段丧失蠕动功能, 称为麻痹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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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在十二指肠至回肠的不定部位, 局部肠管常发生

数量不等的泡状隆起, 间隔发生或呈串珠状, 泡内充

满气体或黄色液体, 临床上称为泡状肠段。

参考性病变　在非典型ND 病例中[8, 9 ] , 常出现

直肠和泄殖腔黏膜出血、盲肠扁桃体水肿或出血、胸

腺出血、法氏囊水肿或出血、食道远端黏膜出血、心

冠脂肪和心内膜出血等病变。

5　诊　断

5. 1　临床诊断

　　典型性ND 可根据流行病学特点, 以及鸡发病

而鸭、鹅不发病的现象, 并结合特征性临床症状, 以

及尸体解剖情况等进行诊断。而非典型性ND 需结

合实验室诊断才能确诊[13 ]。

5. 2　实验室诊断

血清学方法　用血凝试验检测分离的病毒, 用

血凝抑制试验检测分离病毒或患病鸡群血凝抑制抗

体水平, 若抗体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效价高达

7 ( log 2) 甚至 11 ( log 2) 以上, 而有的效价仅为

4 ( log2) 或更低, 且血凝试验呈阳性, 则说明被检鸡

群已感染ND [3 ]。

病毒的分离鉴定　病死鸡取其脑或心、肝、脾、

肾、气囊等, 磨碎加灭菌生理盐水稀释成 5 倍乳剂;

活鸡用气管拭子或泄殖腔拭子 (或粪)浸入 2～ 3 mL

生理盐水中, 反复挤压后销毁。然后往液体中加双抗

(青霉素 1 000 IU ömL , 链霉素 1 m gömL ) 处理, 后

者双抗浓度提高 5 倍。pH 值调至 7. 0～ 7. 4, 37 ℃下

作用 1 h 后, 1 000 röm in 离心 10 m in, 取上清液, 接

种 9～ 11 日龄 SPF 鸡胚 (0. 1 mL ö只) , 收获 36～ 96

h 死亡鸡胚尿囊液与阳性血清作血凝试验, 阳性者

可确诊[14 ]; 或接种于 3～ 6 周龄非免疫鸡, 36 h 左右

使鸡发病者为强毒。另外, 蚀斑的形式也可用于病毒

鉴定, 在细胞培养NDV 时, 能在不加D EA E 和镁离

子或胰酶的琼脂覆盖层上形成蚀斑者为强毒株, 否

则为低毒力毒株[15 ]。

直接病毒抗原检测　应用电子显微等技术对分

离的病毒作进一步鉴定, 若病毒粒子呈蝌蚪状或不

规则圆形, 最外层有囊膜和一套呈放射状排列的刺

突 (约 80 nm ) , 里面是 1 条呈螺旋对称盘绕的核衣

壳, 内有单股RNA , 病毒籽子大小为 120～ 300 nm ,

则可确诊为NDV [16 ]。

致病性试验　NDV 的致病力大小仅与其毒力

强弱有关, 对其毒力的测定可及时发现新强毒株的

出现并制作相应疫苗以控制疫情。据郁斌等报

道[17 ] , 某地不同日龄ND 高免水平的产蛋鸡群发生

以产蛋大幅度下降、低死亡率、仔鸡群呼吸道症状和

后期神经症状为特征的疫病, 经对分离的病毒进行

形态、结构、理化和生物学特性、血清学及血凝素热

稳定性研究, 并用特异性单克隆抗体作免疫转印, 发

现分离株与经典型毒株存在抗原性差异, 即 F 基因

47～ 436 bp 间的核苷酸序列基因型为Ï 型。这一发

现在其他地区也有报道[18 ] , 通过其对鸡的最小致死

量 (M LD )、平均死亡时间 (M D T )、1 日龄雏鸡脑内

接种致病指数 ( ICP I)、6 周龄非免疫雏鸡静脉接种

致病指数 ( IV P I) 的检测, 发现其毒力明显强于传统

株。但在 F 蛋白裂解位点上有ND 强毒株的典型氨

基酸序列, 证明该毒株仍为副黏病毒É 型。

荧光抗体检测　用免疫鸡的丙种球蛋白制备荧

光抗体, 以病鸡的肺、肝、肾或脾等组织压印片进行

荧光抗体染色, 若发现嗜伊红白细胞、假嗜伊红白细

胞和浆细胞的颗粒细胞核及细胞浆中出现明显的黄

绿色荧光, 即可确诊为ND [19 ]。

其他检测方法　国内已有单位应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 (EL ISA ) , 研制成功了快速检测ND 强毒感

染的单抗试剂盒, 可检测出样品中的微量NDV 抗

原, 用于ND 强毒感染的诊断[20 ]。另外, 近期通过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鉴定的荧光R T 2PCR 快

速检测技术, 将ND 的常规检测由 21 d 缩短到 4

h [21 ]。

6　与有关疫病的鉴别诊断

本病与马立克氏病、腺胃炎、住白细胞原虫病、

IBD、热应激、大肠杆菌败血症, 以及某些药源性疾

病有类似病变, 如由强毒株引发的速发型ND 易与

禽流感和急性禽霍乱相混淆; 育成鸡的非典型性

ND 易与传染性喉气管炎、慢性呼吸道病、减蛋综合

征等相混淆; 雏鸡阶段则与传染性支气管炎、脑脊髓

炎等病的症状相似[16 ] , 应注意鉴别诊断, 对症下药。

7　防治措施

7. 1　加强饲养管理

　　养鸡场应认真贯彻落实兽医卫生综合防制措

施, 注意环境和鸡舍卫生。家禽屠宰单位要严格按照

检疫制度检验, 严禁病鸡及其产品上市交易。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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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鸡场最好采取全进全出制进行饲养。

7. 2　疫苗预防

疫苗预防是目前使鸡在整个饲养周期不患ND

的最有效防制方法[2 ]。

7. 2. 1　疫苗种类及其特点与用法　我国生产和使

用的鸡ND 疫苗主要有弱毒活苗和灭活苗两类。

①弱毒活苗有中等毒力的É 系及弱毒力的Ê 系苗

(B 1 株)、Ë 系苗 (F 株)、Ì 系苗 (L aSo ta 株) 及克隆

30 等。É 系苗多采用注射的方法, 该苗产生免疫力

快、免疫力强、免疫期长, 适用于该病严重流行或受

威胁地区, 但不用于 2 月龄以下鸡只; Ê 系苗免疫后

7～ 9 d 产生免疫力, 可通过肌注、点眼、滴鼻、气雾

等方法免疫, 该苗对呼吸道免疫效果最佳, 能在气

管、肺、呼吸道部位形成局部免疫并产生中和抗

体[6, 19 ]; Ë 系苗用于雏鸡, 通过饮水或翅膀刺种免

疫; Ì 系苗多用于B 1 株或 F 株初免后的加强免疫。

②灭活苗目前多用油乳剂苗, 其安全性能好, 母源抗

体对其影响小, 产生的免疫力和免疫期超过任何

ND 活苗[9 ]。而用具有广谱生物学活性的天然物质

蜂胶, 代替传统化学物质为免疫增强剂制作的蜂胶

灭活苗, 免疫试验证明其对ND 的免疫效果更好, 且

产生坚强免疫力早、应激小、吸收好、无毒副作

用[22 ]。二者均采取注射免疫接种。

7. 2. 2　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①可供参考的免疫

程序为: 7～ 10 日龄用克隆 30 点鼻首免; 25～ 27 日

龄用Ì 系或克隆 30 二免, 同时每只注射灭活苗

0. 25 mL ; 65～ 70 日龄用É 系苗进行三免; 120 日龄

注射灭活苗或ND 与减蛋综合征二联苗进行四免,

这就可保护鸡的产蛋全程[2 ]。②不同地区可根据环

境条件和鸡群状态 (包括鸡龄、母源抗体水平、鸡体

健康状况及疫苗种类等因素) , 在上述程序基础上制

定适合本鸡场的免疫程序。对母源抗体不平衡鸡群,

应酌情进行接力免疫来增强鸡群抗病力。定期监测

鸡群抗体水平, 当鸡群抗体水平偏低或参差不齐时,

特别是在鸡只 80 日龄和产蛋高峰过后, 应用活苗进

行气雾免疫, 以保持鸡群有高度一致的抗体水

平[23 ]。

7. 2. 3　免疫接种时间和注意事项　动物机体对于

病原的敏感性呈 24 h 周期性, 所以不同时间免疫接

种的效果略有差别。凌晨机体内肾上腺素分泌最少,

对病原最敏感, 因而, 此时对鸡进行免疫效果最好,

时辰免疫学 (Ch rono imm un ity)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24 ]。另外, 对鸡进行活苗饮水或喷雾免疫

时, 应避免阳光直射, 且在免疫前后 24 h 内禁止给

鸡群饮用消毒水。考虑到NDV 的变异, 建议在预防

本病时, 应选用由不同来源毒株制备的疫苗, 以便得

到最佳免疫效果[25 ]。

7. 2. 4　发病后的紧急免疫　发生非典型ND 后, 产

蛋鸡一般能耐过, 但影响生产性能, 所以最好用 4 倍

量Ì 系苗饮水, 每月 1 次, 直至淘汰。假定健康鸡用

É 系苗作 2～ 3 倍肌注, 使其尽快产生坚强免疫

力[13 ]; 发病青年鸡和雏鸡应用Ì 系苗或克隆 30 进

行滴鼻或紧急免疫注射, 同时注射灭活苗 0. 5～

1 头ö份[26 ] , 使参差不齐的抗体效价水平得以提高并

达到相对均衡, 从而控制疫情。若为强毒感染, 则应

按重大疫情发生后的方法处理。

7. 3　血清及其制品的应用

在发病早期注射抗ND 血清、卵黄抗体 (2～ 3

mL ökg 体重) , 可以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27 ]; 还可

注射由高免卵黄液透析、纯化制成的抗NDV 因子

进行治疗, 以提高鸡体免疫功能, 清除进入体内的病

毒[28 ]。

7. 4　ND 的辅助治疗

紧急免疫接种 2 d 后, 连续 5 h 应用病毒灵、病

毒唑、恩诺沙星或中草药制剂等药物进行对症辅助

治疗, 以抑制NDV 繁殖和防止继发感染[27 ]。同时,

在饲料中添加蛋白质、多维素等营养, 以提高鸡体非

特异性免疫力。

7. 5　消毒药的应用

常用的消毒药如 20 göL 氢氧化钠溶液、30 göL

石炭酸溶液、5 mL öL 百毒杀溶液、10 mL öL 过氧乙

酸溶液等, 30 m in 内可杀死NDV。因此, 可用其定

期对鸡舍进行环境消毒[29, 30 ]。在每批新鸡入舍前若

能按每立方米鸡舍用福尔马林 28 mL 和高锰酸钾

14 g 混合后所产生的气雾对鸡舍进行熏蒸消毒[31 ] ,

效果会更好。

8　重大疫情发生后的处理方法

强毒感染发生ND 后, 应对发病场 (村) 进行封

锁, 防止疫情扩散。未出现临床症状的鸡群应立即紧

急免疫接种, 同时结合辅助治疗和严格消毒; 发病鸡

群应隔离淘汰直至销毁。对鸡舍、运动场、所用器具

彻底消毒, 垃圾、粪便、垫草及吃后的剩余饲料进行

深埋或焚烧。疫病流行过后 1 个月无新病例出现,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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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最后一次彻底消毒后, 才可解除封锁[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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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w character ana lysis and d iagno sis on ch icken N ew cast le D isease

W ANG Zh i-fang
(F eed Comp any of S haanx i P rov ince,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In con sidera t ion of the research in to ch icken N ew cast le D isease, th is paper m ade analysis to

the cau se of d isease, ep idem ilogica l fea tu res, pa tho logica l changes, clin ica l symp tom s and diagno st ic m eth2
ods. T hen effect ive m easu res to p reven t and con tro l the disease w ere pu t fo rw ard, and trea tm en t sugges2
t ion s fo r its occu rence w ere given as w ell.

Key words: ch icken N ew cast le D isease; clin ica l symp tom ; patho logica l change; imm un ity; an t i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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