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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血凝抑制试验监测技术

在鸡新城疫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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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介绍了用微量血凝抑制试验方法监测鸡血清中鸡新城疫（+,）抗体效价在防

治该病中三个方面的应用，为临床合理免疫、科学预防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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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血凝抑制试验监测技术即用微量血凝抑制

试验（12）的方法测定鸡的血清抗新城疫病毒的抗

体效价。鸡群新城疫（+,）抗体水平是确定免疫时

间，判断疫苗的免疫效果，机体应答能力大小，判断

是否受到野毒感染的依据，故12监测是指导鸡群进

行合理免疫预防和及时治疗，减少盲目性免疫，达到

有效防治该病的重要手段/ 现将鸡新城疫抗体监测

（12）在鸡新城疫疾病防治中的应用总结归纳如下：

& 测定疫苗的免疫效果

+,灭活苗免疫后!"天左右，活苗免疫后’天3&"
天/抗体水平才能正常上升。且灭活苗最高能达!&!左

右，2系苗可达!’，!系苗可达!.，免疫后监测抗体水

平上升!个滴度。并且12价分布符合正态分布，说明

免疫效果良好。否则，就说明免疫存在问题，应从疫

苗质量、剂量、免疫途径、鸡群健康状况等方面加以

综合分折，及时找出问题所在，有针对性地加以解

决。如某鸡场饲养.""余只!..蛋鸡，#*日龄分别注射

鸡新城疫2系苗，每鸡&/#个剂量，("日龄随机抽取!4
只鸡血，测得抗体效价如下表：

抗体滴度 !! !4 !# !*

鸡 只 数 4 &" . !

由检测结果可知：整休抗体水平偏低。正常情况

下，接种疫苗%4天后，2系苗可使血清抗体达!’，结合

此次免疫前后鸡群健康状况良好，故而判断为疫苗

质量有问题，遂建议补防。

! 监定鸡群的免疫状态

一般情况下，鸡体内抗体滴度在!43!#就能抵御

外界野毒的侵袭，有效地保护鸡体不受感染。而低于

!4，则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并且，抗体效价在 !%及以

下接种疫苗能产生良好的免疫应答，当12价在!43!#

时，几乎不产生免疫应答。因此，原则上把12价!%3!4

作为免疫接种的临界线。但在严重发病的疫区实际

免疫时，免疫接种的免疫临界线应提高到!43!#。因

而，测鸡群的免疫状态有两种意义：

&/测定&日龄雏鸡群的效价，可以确定首次免疫

时间，以合理制定免疫程序。如某父母代鸡场入饲的

&日龄雏鸡的血清效价平均为’，因雏鸡的母源抗体

以%日龄为最高，其半衰期为4/#天，据公式：首免日

龄54/#6（&日龄 789!!$4）:#，下降到%时的时间即为

&.天，即&.日龄进行首次免疫最佳。

!/测定鸡群的12效价，了解鸡群的免疫状态，以

调整免疫程序使之更趋合理。某鸡场饲养的*!""套

种鸡，严格按免疫程序进行免疫接种，现为&"*日龄。

最未一次免疫是在#4日龄时注射鸡新城疫2系苗。随

机抽取#!份血样，测其血清12效价如下表。

12效价 !& !! !% !4 !# !*

被检鸡只数 ! # !! &. 4 &

由检测结果可知：12效价呈正态分布，但抗体

效价偏低；.";抽样鸡只在免疫临界限，有*";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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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免疫临界限，这种状态在疫区，是非常危险的。

应立即提高低抗体滴度鸡只的抗体水平；建议鸡新

城疫!苗喷雾，鸡新城疫油乳苗肌肉注射，使原免疫

程序中 !!’ 天注射油乳苗提前进行" 以使低抗体个

体的血清抗?@抗体升高到安全水准而又不影响原

有高抗体值的个体，从而平衡抗体水平，并进一步提

高免疫力。

’ 判断鸡群是否受到野毒感染

一定的免疫措施只能达到特定的免疫状态，若

鸡群中血清抗体价呈非免疫性剧变。并在监测中出

现高抗体反应，则可判断为发生非典型亚临床型新

城疫。某养鸡专业户饲养海兰蛋鸡$%&只，已按免疫

程序进行了新城疫首免、二免，但尚未三免，并且未

用油乳苗。EF日龄时，鸡群中出现个别拉绿便。轻度

呼吸困难和神经症状，用药效果不好。抽取!E份血清

做抗体监测，测的血清(G价如下表：

(G效价 %% %’ %4 %3 %$ %!&

被检鸡只数 ’ ’ H ! ! !

由检测结果可知：(G价离散性大，此鸡群%$、%!&

血清抗体不是计划免疫所诱发，可能是野毒侵袭所

致。从而据监测情况，结合临症，剖检等综分症状可

诊断为非典型新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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