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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J 人工感染鸡病毒血症和抗体反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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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 J 亚群白血病病毒（ALV-J）感染鸡后抗体反应和带毒排毒的规律，以便为制定鸡群中   

ALV-J 感染的预防控制和净化措施提供可靠的流行病学依据。【方法】1 日龄和 49 日龄 SPF 鸡分别通过注射、口

服和接触感染 ALV-J，对各感染组的病毒血症、泄殖腔排毒及抗体反应进行动态检测。【结果】不同日龄感染 ALV-J

后的病毒血症和抗体的动态有很大差异。1 日龄 SPF 鸡注射感染 ALV-J 后，自 2 周起开始可检出泄殖腔 p27 抗原

和病毒血症。注射感染组有 71%（5/7）鸡在 26 周内持续带毒排毒，其中有 3只鸡在感染后 45 周仍带毒排毒。其

中一只鸡在 16 周时产生一过性抗体，另两只鸡完全没有抗体。口服感染组仅 11%（1/9）鸡呈持续带毒排毒，44%

（4/9)鸡仅呈短暂性带毒排毒，且自第 8 周起即可检测到较高的抗体水平。同笼接触组既不带毒排毒，也无抗体

水平，表明未发生传染。49 日龄 SPF 鸡即使注射攻毒后，在 19 周内的 5 次检测中，p27 抗原和病毒血症均为阴性。

攻毒后 1周开始出现抗体反应并维持一段时间。49 日龄 SPF 鸡经口服和接触感染，病毒血症和泄殖腔 p27 均为阴

性，也无抗体反应。【结论】1日龄 SPF 鸡感染 ALV-J 很容易发生免疫耐受，感染鸡持续带毒排毒而不产生抗体；

49 日龄 SPF 鸡感染后，1周可产生高水平的抗体，但不带毒排毒。不同接种方式对 ALV-J 感染的动态有很大影响，

注射感染诱发的病毒血症和耐受性病毒血症显著高于口服感染。 

关键词：禽 J 亚群白血病病毒；p27 抗原；病毒血症；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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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viremia, virus shedding and antibody responses in chickens inoculated 
with avian leukosis vrius subgroup J (ALV-J) and provide essential epidemiological data for prevention and eradicationo of ALV-J 
infection. 【Method】 Viremia, virus shedding and antibody response were successively measured after inoculation with ALV-J 
strain HN0001 intraperitoneally ,orally or in contact in SPF chickens at 1 day and 49 days. 【Result】 The dynamics of viremia and 
antiboty responses were very different in chickens inoculated with ALV-J at different ages. Viremia and p27 in cloaca swabs started 
to be detected from the 2nd week after inoculation with ALV-J at 1-day-old . In the group inoculated intraperitoneally with ALV-J, 
71% (5/7) continuously demonstrated viremia and p27-shedding. Viremia and virus shedding lasted for at least 45 weeks in 3 
chickens. Among them, only 1 chicken showed transient antibody reaction at 16-week-old, another 2 were in tolerant viremia without 
any antibody reactions. In the group inoculated orally with ALV-J, 11% (1/9) demonstrated persistant viremia and p27-shedding but 
no antibody response, 44% (4/9) showed transient viremia or p27-shedding, and then antibody responses from 8-week-old. No 
control bird kept in contact with inoculated birds in the same isolators demonstrated viremia or p27-shedding, and also no antibody 
responses. It indicated there was no horizontal infection. In chickens intraperitoneally inoculated with ALV-J at 49-day-old , neither 
viremia nor p27-shedding were detected in 5 separate testing during the 19th week after inoculation, but antibody reaction started to 
be detected 1 week after inoculation. In the orally inoculated chickens or the contacted control chicken, all samples were negativ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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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iremia, p27-shedding and antibody reactions. 【Conclusion】 Inoculation with ALV-J at 1-day-old easily induced immune tolerence, 
chickens inoculated demonstrated persistant viremia or p27-shedding, but no antibody reactions. Chickens inoculated with ALV-J at 
49-day-old, antibody could detected 1 week after inoculation, but no viremia and p27-shedding were detected. Inoculation rout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dynamic variety of ALV-J inoculation,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ion induced higher viremia levels and 
increased percentages with tolerant viremia when compared to oral inoculation. 

Key words: avian leukosis virus of subgroup J (ALV-J); antigen p27; viremia; antibody 
 

0  引言 

【研究意义】鸡 J-亚群白血病病毒（avian leukosis 
virus of subgroup J，ALV-J）最早是从肉鸡中分离鉴定

出的鸡白血病病毒的一个新的亚群。ALV-J 不同于经

典的 A、B、C、D、E 亚群，它的靶细胞为骨髓细胞，

引起骨髓细胞瘤病[1]。【前人研究进展】中国在 1999
年首先有白羽肉鸡中 ALV-J 感染的报道并分离到病

毒，并证明这一病毒感染在白羽肉鸡的父母代种鸡群

或商品代肉鸡的现象非常普遍[2-4]。近几年来，又进一

步发现，ALV-J 已传播到蛋用型鸡[5-6]及中国不同地区

的某地方品系中[7-9]。显然，ALV-J 的感染已在中国鸡

群中有了广泛的传播。为了控制和预防 ALV-J，国际

上大型肉用型种鸡公司已在过去十多年中花巨资对种

鸡群的 ALV-J 感染开展了系统的净化工作，已把

ALV-J 的感染率降低到了非常低的程度。因此，近几

年来，依靠进口祖代鸡为种群来源的白羽肉用型种鸡

群已很少发现 ALV-J 感染及其引起的肿瘤。但是，中

国自繁自养的地方品系鸡群中的ALV-J感染却日趋严

重，如不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和净化措施，势必会进

一步给中国养鸡业带来更大损失。而这一净化工作必

须要由中国种鸡公司自己完成。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

国际大型养鸡公司已在 ALV 净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经

验，并提出了 3 种不同净化方案的建议。中国不同类

型鸡群如何实施净化，还没有成熟经验。在剔除阳性

鸡时必须结合多种方法，同时检测血液、泄殖腔，以

排除假阴性[10]。鸡 ALV-J 感染鸡后，其病毒血症、抗

体反应及排毒带毒的动态与毒株、感染量及鸡年龄密

切相关[11-12]。因此，为了避免在制定有效的预防控制

和净化措施时的盲目性，必须要阐明每一品系鸡与相

关流行毒株感染时这一流行病学特点。迄今为至，中

国在这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切入点】不

同日龄 SPF鸡人工接种 ALV-J地方分离株 HN0001 作

为实验模型，了解感染后病毒血症、排毒和抗体反应

的变化规律。【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将接种血

浆样品后的 CEF 细胞单层覆盖软琼脂，并采用 ALV-J

特异性单抗做间接免疫荧光反应，确定每一个传染性

病毒形成的蚀斑，以此对病毒血症准确定量。这有助

于阐明病毒血症的动态，再结合 ELISA 检测泄殖腔

P27 的量以及血液中抗体的滴度，掌握 ALV-J 感染后

抗体反应和带毒排毒动态变化与感染年龄和感染途径

的关系，以便为制定对 ALV-J 感染的预防控制和净化

措施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毒 

ALV-J 分离株 HN0001 由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

学院预防兽医学实验室于 2000 年从河南某肉用型父

母代种鸡场肿瘤患病鸡分离到[4]，每 0.1 ml CEF 细胞

上清液中含有 103.05个 TCID50。 
1.2  试验动物   

1 日龄 SPF 鸡及 SPP 鸡胚购自济南赛斯家禽科技

有限公司。 
1.3  SPF 隔离器  

名称为禽用正 /负压隔离器，规格为 2 000 
mm×830 mm×1 800 mm，生产厂家为黑龙江灵鼠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  试验鸡分组、感染、饲养  

1 日龄 SPF 鸡 30 只，随机分成 3 组。第一组 10
只，每只腹腔注射 0.2 ml ALV-J 感染细胞培养上清液；

第二组 10 只，每只口服 0.2 ml ALV-J 感染细胞培养

上清液；第三组 10 只，与一二组同笼接触感染。一、

二、三组鸡于同一隔离罩内饲养。 
49 日龄 SPF 鸡 7 只随机分成 3 组。第四组 3 只，

每只肌肉注射 0.5 ml ALV-J 感染细胞培养上清液；第

五组 3 只，每只口服 0.5 ml ALV-J 感染细胞培养上清

液；第六组 1 只，同笼接触感染。第四、五、六组于

同一隔离罩内饲养。 
1.5  病毒血症的检测  

1.5.1  病毒蚀斑的培养  1日龄感染的 3个组中分别

随机取出 6 只鸡，做好标记，并于攻毒后 1、2、3、4、
6、8、10、12、16 周龄分别无菌采集抗凝血接种鸡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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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纤维细胞（CEF）检测病毒血症，49 日龄感染的鸡

于攻毒后 1、3、5、9 周分别无菌采集抗凝血接种鸡胚

成纤维细胞（CEF）检测病毒血症。所采血液均 4℃
放置。将每次各组所采抗凝血分离出的血浆样品用在

4℃预冷的 DMEM（GIBCO BRL）营养液进行 25 倍

稀释，接至含 CEF 单层的 24 孔板上，每孔 120 µl，
每份样品接 2 孔，同时每块板设阴性对照。于 37℃吸

附 2 h，弃去血浆稀释液，用含 15%小牛血清的 DMEM
营养液与 2%的低熔点琼脂溶液（在 45℃下预孵）按

3﹕1 的比例混合后覆盖细胞单层，37℃培养 4 d[13]。 
1.5.2  间接免疫荧光试验（IFA）  培养 4 d 后取出

细胞板，去掉软琼脂，1×PBS 洗涤 1 次，固定液（丙

酮﹕乙醇（95%）=3﹕2）固定 8 min 后，1×PBS 洗

涤 3 次。用 ALV-J 的特异单克隆抗体 JE9[14]（1﹕500
稀释）作第一抗体。每孔 200 µl，37℃ 45 min，1×PBS
洗涤 3 次后，均分别用 FITC 标记的羊抗鼠 IgG 抗体

（SIGMA 公司，1﹕100 稀释）作为第二抗体。每孔

200 µl，37℃ 45 min，1×PBS 洗涤 3 次后，加 50%甘

油覆盖，置荧光显微镜（NIKON DXM1200F）下观察

计数病毒蚀斑。 
对 24 孔板中每个孔的 IFA 结果进行观察，如果

有几个显示特异性荧光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则视为 1 个

病毒蚀斑，分别计数每个孔中特异性荧光的病毒蚀斑

数（PFU/孔），再根据以下公式计算（PFU/ml）： 
每孔病毒蚀斑数(PFU/孔) 

PFU/ml = 
每孔加入血清样品稀释液的量(ml/孔)×稀释倍数

1.6  ALV 特异性 p27 抗原的检测     
1 日龄鸡于攻毒后 1、2、3、4、5、6、8、10、12、

16，26 周龄分别采集泄殖腔棉拭子，49 日龄鸡于攻毒

后 1、3、5、9、19 周分别采集棉拭子。用 IDEXX 公

司的 Avian Leukosis Virus Antigen Test Kit，具体方法

见试剂盒说明书。 

1.7  ALV-J 特异性抗体的检测   

1 日龄 SPF 鸡于攻毒后 1、2、3、4、5、6、8、
10、12、16，26 周龄分别常规采血 0.2～0.5 ml，分离

血清。49 日龄 SPF 鸡于攻毒后 1、3、5、9、19 周       
分别常规采血 0.5 ml，分离血清。用 IDEXX 公司的  
Avian Leukosis Virus Antibody Test Kid-Subgroup J 检
测，具体方法见试剂盒说明书。 

2  结果与分析 

2.1  1 日龄攻毒鸡的病毒血症、排毒和抗体反应动态 

2.1.1  病毒血症的动态  不同感染方式对病毒血症

水平和动态影响很大，注射组的病毒血症水平在 6 周

后与口服组差异显著（表 1）。注射组检测的 6 只鸡

均出现病毒血症，且有 4 只鸡在 2 周时即显示病毒血

症，且在较高水平持续 16 周以上（图 1-A）。而口服

组经检测的6只鸡中只有1只呈现持续性的病毒血症，

2 只呈现短暂的病毒血症，剩余 3 只在 16 周内 8 次检

测中均未检测出病毒血症（图 1-B）。同罩内接触感

染的鸡均没有出现病毒血症（图 1-C），与注射组差

异极显著。在 45 周龄时，注射组仍有 3 只鸡检测到病

毒血症，而口服组和接触组均未检测到病毒血症。 
2.1.2  泄殖腔 P27 抗原的检出动态  不同感染方式

对泄殖腔排毒的动态影响也很大。从 S/P 值方面看，

注射组 p27 的 S/P 值明显高于口服组，接触感染组 p27
的检测一直为阴性。根据对泄殖腔棉拭子中 p27 抗原

的检测结果判断，注射组经检测的 7 只鸡中，有 5 只

（71.4%）可检出 p27 阳性，其中 4 只呈持续性排毒

（图 2-A）。而口服组连续检测的 9 只鸡中，只有 1
只持续性检出高水平的 p27，另有 3 只仅一过性排毒，

在 8 周后不再检出，其余 5 只不排毒（图 2-B）。同

罩饲养接触感染的 9 只鸡没有一只鸡排毒（图 2-C）。

在 45 周龄时，注射组仍有 3 只鸡从泄殖腔检测到高水 
 

表 1  1 日龄 SPF 鸡感染后的病毒血症的动态（ X ±S，n=6）  

Table 1  Viremia dynamics at different intervals after inoculation with ALV-J in different routes at the age of 1 day (PFU/ml) 

 2 周 2 weeks 4 周 4 weeks 6 周 6 weeks 8 周 8 weeks 10 周 10 weeks 12 周 12 weeks 16 周 16 weeks

注射组 
Injected group 

0.78±0.7Aa 
(0～1.7) 

2.83±1.2Aa 
(0.6～4) 

3.22±2.1Aa 
(0.3～5) 

3.67±1.9Aa 
(0.6～5) 

3.44±1.9Aa 
(0.3～5.3) 

3.11±1.8Aa 
(0～4.7) 

2.50±1.9Aa 
(0～4.3) 

口服组 
Oral group 

0.33±0.7a 
(0～1.6) 

1.39±1.5 a 
(0～4) 

0.78±1.3b 
(0～3.3) 

0.89±2.0a 
(0～5) 

0.78±1.9b 
(0～4.7) 

0.72±1.8b 
(0～4.3) 

0.56±1.4b 
(0～3.3) 

接触感染组  
Contact group 

0.00 B 0.00 B 0.00 B 0.00 B 0.00 B 0.00 B 0.00 B 

同一周龄同列注不同小写字母者，差异显著(P＜0.05)，有相同字母者差异不显著(P＞0.05)，有不同大写字母者，差异极显著（P＜0.01），括号中数

据表示病毒血症数值变化范围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s were very significant (P＜0.01). The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
＜0.05). The same letters indicate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P＞0.05) The numerics in the parentheses are ranges of viremia levels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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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注射组，B 为口服组，C 为接触感染组，单位均为 PFU/ml。图中各条线均代表每组中每只鸡的病毒血症动态曲线 
A is injected group, B is oral group, C is contact group, unit is PFU/ml. Each line in all groups represents viremia dynamics for each chicken individual in all 
groups  
 

图 1  1 日龄 SPF 鸡攻毒后的病毒血症的动态 
Fig. 1  Dynamics of viremia after inoculation at 1-day SPF chicken 

 
平的抗原，而口服组和接触组抗原检测均为阴性。 
2.1.3  特异性抗体反应动态  在 1 日龄注射 ALV-J
的鸡呈现严重的免疫耐受，仅 1 只鸡自 16 周产生特异

性抗体反应，还有 1 只鸡在 26 周时产生低水平的抗体

反应（图 3-A）。在检测的口服感染的 9 只鸡中，有

3 只自 8 周出现较好的抗体反应，1 只鸡产生短暂轻微

的抗体反应，其余鸡也没有产生抗体反应（图 3-B）。

接触感染的鸡不仅没有出现病毒血症反应或排毒，在

4 个月内也没有呈现抗体反应（图 3-C），表明没有被

感染。在 45 周龄时，口服组仍有 2 只鸡检测到高水平

的抗体，而注射组和接触组抗体检测均为阴性。 
2.1.4  不同个体病毒血症、p27、抗体之间的关系  1
日龄攻毒后，不同个体在不同时期病毒血症、p27、抗

体之间对应关系呈现多样化，出现 5 种不同组合的表

现，即 V+ p27+ Ab+，V+ p27+ Ab-，V+ p27- Ab-，
V- p27- Ab- 和 V- p27-Ab+（表 2）。由表 2 可见，1
日龄SPF鸡感染ALV-J后，不论是注射法还是口服法，

大多数鸡均表现病毒血症但不产生抗体反应

（V+Ab-）。口服感染也只有少数鸡只产生抗体反应

但不表现病毒血症。然而，注射感染有 1 只于 16 周在

出现病毒血症的同时，出现抗体反应。 
2.2  49 日龄攻毒后病毒血症及抗体反应动态 

2.2.1  病毒血症的动态  49 日龄人工接种 ALV-J 后
的 9 周内，无论是注射感染、口服感染还是接触感染

均未检测出病毒血症. 
2.2.2  群特异性抗原 P27 的检出动态  49 日龄人工

接种 ALV-J 后的 19 周内，无论是注射感染、口服感

染还是接触感染，p27 的检测均一直为阴性。 
2.2.3  特异性抗体的检出动态  攻毒后 19 周内连 
续检测了 5 次，注射组 3 只鸡分别从接种后 1 周、     
3 周和 9 周抗体开始呈现阳性并一直保持阳性，到 19
周仍有 1 只检测到高水平的抗体（图 4-A）。但口     
服感染组的3只鸡和接触感染组1只鸡一直为阴性（图

4-B，C）。表明，49 日龄鸡，人工注射感染后，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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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注射组，B 为口服组，C 为接触感染组，图中箭头指示处为临界值，根据 IDEXX 试剂盒要求，高于 0.2 为阳性，低于 0.2 为阴性。图中各条线

均代表每组中每只鸡泄殖腔 p27 抗原的动态曲线 
A is injected group, B is oral group, C is contact group, the arrow is critical value, according to IDEXX Avian Leukosis Virus Antigen Test Kit, ＞0.2 is 
positive, ＜0.2 is negative. Each line in all groups represents dynamics of cloaca swab p27 for each chicken individuals in all groups 

 
图 2  1 日龄 SPF 鸡攻毒后泄殖腔 p27 抗原的动态 

Fig. 2  Dynamics of p27 antigen after inoculation at 1-day SPF chicken 
 
表 2  病毒血症、p27、抗体之间的关系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emia, p27 and antibody 

 2 周 
2 weeks 

4 周  
4 weeks 

6 周  
6 weeks 

8 周  
8 weeks 

10 周  
10 weeks 

12 周  
12 weeks 

16 周  
16 weeks 

备注 
Remarks 

V+ p27+Ab+ 0.00%(0/18) 0.00%(0/18) 0.00%(0/18) 0.00%(0/18) 0.00%(0/18) 0.00%(0/18) 5.56%(1/18) 注射组 
Injected group 

V+ p27+ Ab- 16.7%(3/18) 45.8%(5/18) 45.8%(5/18) 37.5%(5/18) 45.8%(6/18) 45.8%(5/18) 37.5%(5/18) 注射组+口服组 
Injected group＋oral group

V+ p27 - Ab- 16.7%(4/18) 20.8%(5/18) 12.5%(3/18) 4.17%(1/18) 0.00%(0/18) 0.00%(0/18) 0.00%(0/18) 注射组+口服组 
Injected group＋oral group

V - p27 - Ab- 66.7%(11/18) 33.3%(8/18) 41.7%(10/18) 45.8%(11/18) 45.8%(11/18) 45.8%(12/18) 50.0%(11/18) 接触感染组+口服组 
Contact group+oral group

V- p27- Ab+ 0.00%(0/18) 0.00%(0/18) 0.00%(0/18) 4.17%(1/18) 4.17%(1/18) 4.17%(1/18) 4.17%(1/18) 口服组 Oral group 

 
产生特异性抗体反应，但很难产生可检测到的病    
毒血症和排毒。口服和接触感染，均检测不到抗体反

应。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比较 ALV-J 中国分离株 HN0001 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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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注射组，B 为口服组，C 为接触感染组，图中箭头指示处为临界值，根据 IDEXX 试剂盒要求，高于 0.6 为阳性，低于 0.6 为阴性。图中各条线

均代表每组中每只鸡抗体反应的动态曲线 
A is injected group, B is oral group, C is contact group, the arrow is critical value, according to IDEXX Avian Leukosis Virus Antibody Test Kit-Subgroup J, 
＞0.6 is positive, ＜0.6 is negative. Each line in all groups represents antibody dynamics for each chicken individual in all groups 

 

图 3  1 日龄攻毒后抗体的动态 

Fig. 3  Dynamics of antibody after inoculation at 1-day SPF chicken 

 
同途径感染不同日龄 SPF 鸡后病毒血症、抗体反应和

排毒动态，结果发现，1 日龄 SPF 鸡在腹腔接种 ALV-J 
HN0001 株后，大多数都在 26 周内几乎不产生抗体反

应，而表现为持续的耐受性病毒血症，而且在泄殖腔

也持续性排毒（图 1-A、2-A、3-A）。这一结果与 ALV
垂直传播后的表现规律一致[14, 15]。但同是 1 日龄鸡，

如果口服同样剂量 HN0001 株病毒，只有 1 只鸡表现

为持续的耐受性病毒血症，且持续在泄殖腔排毒，其

余多数鸡在产生一过性病毒血症后出现抗体反应，同

时也不在排毒（图 1-B、图 2-B、图 3-B）。这显示出

在同一日龄以不同途径感染ALV-J后的结局是显著不

同的（图 1、图 2、图 3）。本试验中，虽然有 1 只鸡

曾短暂地同时呈现病毒血症和抗体反应（V+ Ab+）（表

2），但所有已呈现持续稳定抗体反应的鸡，都不再呈

现病毒血症和排毒。这表明，在净化程序中，应考虑

保留抗体持续阳性的种鸡。此外，所有同一隔离罩内

饲养的 SPF 鸡，在连续 26 周的饲养期中，不仅没有

检出病毒血症（图 1-C），也没有检出泄殖腔排毒（图

2-C），而且也没有一只出现抗体反应（图 3-C）。这

说明在这一特定毒株和特定品系 SPF 鸡的条件下，即

使同一隔离罩饲养，也没有产生横向感染。但是 Witter
等报道经垂直感染的雏鸡出壳后可在孵化厅内及运输

箱中造成显著横向传播[16]。对这一差异可能的解释

是，在 1.5 m2隔离罩内饲养 30 只雏鸡的密度显著低于

在 0.15 米的运输箱中装满 80～100 只鸡的密度。但也

可能的是，先天性垂直感染的雏鸡在出壳后就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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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注射组，B 为口服组，C 为接触感染组，图中箭头指示处为临界值，根据 IDEXX 试剂盒要求，高于 0.6 为阳性，低于 0.6 为阴性。图中各条线

均代表每组中每只鸡抗体反应的动态曲线 
A is injected group, B is oral group, C is contact group, the arrow is critical value, according to IDEXX Avian Leukosis Virus Antibody Test Kit-Subgroup J, 
＞0.6 is positive, ＜0.6 is negative. Each line in all groups represents antibody dynamics for each chicken individual in all groups 

 

图 4   49 日龄 SPF 鸡攻毒后抗体的动态 

Fig. 4  Dynamics of antibody after inoculation at 49-day SPF chicken 

 
排毒，而在本研究中，1 日龄 SPF 鸡接种病毒后两周

才只有少数鸡排毒，到 3 周才到排毒高峰期。而此时，

鸡对 ALV-J 的易感性已大大下降。因为早就有报道，

ALV A 和 B 亚型对鸡的感染有明显的年龄依赖性，在

最初的 1～21 d 内，随着年龄增长，鸡对 ALV 感染的

抵抗力也明显增加[15, 17-18]。为此，本研究又比较了更

大日龄 SPF 鸡对 ALV-J 的易感性。结果表明，49 日

龄鸡对 ALV-J 的易感性确实下降得非常明显。即使增

加了 1.5 倍的感染剂量，不论是注射还是口服感染的

鸡，在感染后19 d内没有检出病毒血症和泄殖腔排毒。

由于本试验所用鸡的数量有限，这结果还不足以做出

在 49 日龄感染不会带毒排毒的结论，但至少说明其排

毒的可能性非常低。这一比较结果对生产实践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本试验结果表明，为了预防和控制 ALV-J
在鸡群内的传播，控制垂直传播及出壳后最初几天的

传播时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 

4  结论 

1 日龄 SPF 鸡感染 ALV 后会发生严重的免疫耐

受，患鸡持续带毒排毒而不产生抗体；49 日龄 SPF 鸡

感染后，在 1～2 周内即可产生高水平的抗体，而不带

毒排毒。不同病毒接种方式对 ALV-J 的感染后的带毒

排毒和抗体反应动态有很大影响，注射感染比口服感

染更容易诱发持续性免疫耐受和病毒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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