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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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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该皖南黄父母代肉种鸡群存在的外源性
.Ke

感染主要为

.Ke!J

&该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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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化提供了可行性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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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等$皖南黄肉种鸡种蛋中禽白血病病毒的感染状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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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白血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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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肿瘤病是目前危

害养鸡业的主要疾病之一!已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对

种鸡群进行检测与净化已经势在必行&本研究采集

某皖南黄肉种鸡群的
"#%

枚种蛋对
.Ke

进行了检

测!评价了该皖南黄肉种鸡群
.Ke

的感染状态&

所有
.Ke

检测方法中!

6KI0.

最为常用!而

ZN"

这一对内源性
.Ke

有抗性的
/6N

可区分有

致病性的外源
.Ke

!对种蛋蛋白接种
ZN"

培养后

的细胞上清的
6KI0.

检测可用于剔除外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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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种鸡&本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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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检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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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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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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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蛋鸡的及时剔除!而且该研究方法较经典

的采集抗凝血进行病毒分离的方法更为简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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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经
ZN"

培养的外源
.Ke

阳性样品用对

.Ke!J

的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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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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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显示!其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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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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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这表明!该皖南黄肉种鸡种蛋

中感染的外源性
.Ke

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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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还发现!外源性
.Ke

及其抗体同时存在于同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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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体现了
.Ke

在鸡体内感染状态的

复杂性&

本研究首次通过对皖南黄肉种鸡种蛋卵白中

.Ke

Q

#5

抗原与卵黄中
.Ke!J

'

.Ke!.*

抗体的

检测评价了该皖南黄肉种鸡群
.Ke

的感染状态!

为不同种鸡群
.Ke

的净化提供了可行性方法!同

时提供了禽白血病防控技术体系所需的实验室检测

依据与可靠的流行病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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