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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抑制性病毒感染肉鸡群继发大肠杆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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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在了解免疫抑制性病毒感染肉鸡群后继发大肠杆菌的血清型及其耐药性的多样性'用
`

亚群禽白血病

病毒与禽网状内皮增生症病毒感染或共感染
%

日龄商品代肉鸡!对两次重复试验中发生细菌感染而导致死亡的鸡

进行麦康凯培养基分离培养'每个病变脏器各随机挑取
=

个红色菌落或"及#白色菌落!并分别进行生化试验(血

清型鉴定和药敏试验'结果从
=(

只呈现肝周炎或"和#心包炎的死亡鸡中分离到典型的红色菌落
))=

个!白色菌

落
1%

个'经生化试验鉴定!

=%.

个菌落均为大肠杆菌'

M

抗原血清型鉴定结果表明!这些菌落分别属于
%0

个不同

的血清型'对
%0

种常用抗生素的药敏试验"药敏片法和试管稀释法#结果表明!共感染能在较短时间内引起典型

的大肠杆菌病!并引起较高的死亡率'从
=%.

个大肠杆菌中挑选的
%1

组菌落"来自同一病鸡(同一脏器且经鉴定

为同一血清型的
=

个菌落定义为一组菌落#的试管药敏试验的比较表明!第
*

组的
=

个菌落对黏杆菌素的最小抑

菌质量浓度的范围为
&'&=

#

=%'0&3

O

/

3J

g%

&第
%1

组菌落对丁胺卡那的最小抑菌质量浓度从
&'&=

到
=%'0&

3

O

/

3J

g%

!均相差
%&&&

倍'同一群鸡肝周炎和心包炎的大肠杆菌分离株的高度多样性!证明这是在病毒感染诱

发免疫抑制状态下发生条件性致病菌的继发性细菌感染'鸡群中大肠杆菌在耐药性上的多样性!是鸡群在不合理

应用抗生素的条件下体内大肠杆菌迅速产生耐药菌株的遗传基础'

关键词!免疫抑制性病毒&肉鸡&大肠杆菌&血清型&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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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大肠杆菌病是由某些血清型大肠埃希菌

"

O0",&'(",($"+4(

#引起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的总

称!各品种各日龄的鸡均可发病!临床上表现为败血

症(肝周炎和心包炎等)

%!0

*

!该病既是鸡原发性疾病!

又可成为支原体和病毒感染以及环境因素的继发

病)

*

*

!造成高发病率和死亡率!是近年来养鸡业发病

率最高!危害最严重的疾病之一!给养鸡业造成了极

大的经济损失'

寄生于健康人和动物肠道内的大肠杆菌!正常

条件下是不致病的!在特定条件下才引起大肠杆菌

病!只有少数大肠杆菌与人和动物疾病密切相关)

)

*

'

近几年随着中国集约化养鸡业的不断发展!大肠杆

菌病的发生呈上升趋势!并发现多种过去认为不致

病的血清型也能引起鸡的大肠杆菌病!国内报道能

致病的血清型已有
.&

余种)

=

*

!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本实验室之前的研究发现!一些免疫抑制性疾病"如

<J\!̀

和
V2\

#的单独感染或共感染可以在短时

间内继发大肠杆菌的感染!并造成较大的发生率)

.

*

'

抗菌药是治疗动物疾病(维持健康和生产的重

要工具)

1

*

!同样也是促进动物和人类耐药性微生物

产生(选择和传播的重要因素)

(!/

*

'细菌耐药性和耐

药机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有病原生物学方面的

原因!也有人类社会(行为与财富损失管理方面的原

因'当前国内外报道的研究进展显示细菌耐药性的

产生机制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

几种观点$

1

基因水平!细菌可通过自身基因的突

变(染色体垂直传播和质粒或转座子水平传播而获

得耐药性基因!还可通过整合子捕获外源基因并使

之转变为功能性基因来传播耐药性基因)

%&!%%

*

&

2

蛋

白质水平!细菌无论对杀菌或抑菌药物都可以形成

耐药性!其耐药表型借助蛋白质的改变而表现)

%0

*

&

3

细菌的耐药特性!细菌耐药性具有交叉耐药与多

重耐药"

XPV

#的特性)

%*

*

'

作者通过
`

亚群禽白血病病毒"

ER$E-:9FT#,$,

R$5F,,F4

O

5#F

S

`

!

<J\!̀

#与禽网状内皮增生症病

毒"

598$7F:#9-"#8>9:$#,$,R$5F,

!

V2\

#共感染继发的

大肠杆菌为模型研究细菌多样性问题'解释了疾病

产生的多样性及存在的持续(反复问题!为进一步研

究分析耐药机制及制定合理有效的抗生素使用规范

提供理论参考数据'

#

!

材料与方法

#E#

!

毒株和主要试剂

[N&%&%

株"

Y9-WE-TE779,,$#-[#'Pd%%=(&=

#

<J\!̀

是
0&&%

年由本实验室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某

父母代种鸡场分离到)

%)

*

!经
AU<

鉴定表明无
V2\

污 染'

L<//&%

株 "

Y9-WE-T E779,,$#- [#'

<_()0/=%

#

V2\

是
%///

年本实验室从中国江苏

省的肉用型父母代具有免疫抑制的病鸡中分离

到)

%=

*

!经
AU<

鉴定无
<J\!̀

污染'

[N&%&%

株

<J\!̀

在每
&'%3JPU%

细胞上清液中含有
%&

)'=

@HAP

=&

'

L<//&%

株
V2\

在每
&'%3J

的
H2U

细

胞上清液中含有
%&

)'=

@HAP

=&

'

麦康凯干粉培养基(普通琼脂(普通肉汤!均购

自青岛高科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克林霉素(

Y!

青霉素(左旋氧氟沙星(阿莫西林(阿奇霉素(强

力霉素(头孢噻呋(头孢拉定(氟苯尼考(丁胺卡那(

头孢曲松(黏杆菌素均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

限公司'

#E!

!

试验设计

%

日龄健康商品代罗斯
*&(

肉鸡随机分为
=

组$

V2\

组(

<J\!̀

组(

V2\]<J\!̀

"大剂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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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

卷
!

V2\]<J\!̀

"小剂量组#和空白对照组'前
*

周!

=

个组分别饲养在不同的带有正压过滤的隔离罩

中!

*

周后转移到
=

个不同的房间中'

%

日龄时!

V2\

组每只鸡腹腔注射
V2\

病毒稀释液
&'03J

和
BW;&'03J

!约
)&&@HAP

=&

/只g%

&

<J\!̀

组腹

腔接种
<J\!̀

病毒稀释液
&'0 3J

和
BW;&'0

3J

!约
*&&&@HAP

=&

/只g%

&

V2\]<J\!̀

"大剂量

组#腹腔接种
V2\

病毒稀释液
&'03J

和
<J\!̀

病毒稀释液
&'0 3J

!分别相当于
)&&

和
*&&&

@HAP

=&

/只g%

&

V2\]<J\!̀

"小剂量组#腹腔接种

V2\

病毒和
<J\!̀

病毒的量分别相当于
0&&

和

%=&&@HAP

=&

/只g%

'对照组注射
&')3J

生理盐

水"分
0

次注射#'为了保证试验的准确性!本试验

重复
0

次'共饲养
.

周!将
.

周内出现肝周炎或心

包炎等典型大肠杆菌病变的死鸡作为病料!所有菌

株均来自患鸡'

#E'

!

大肠杆菌的分离培养

无菌取典型病死鸡的心(肝表面的包裹物等病

料!划线接种于麦康凯培养基平板上!

*1h

培养
%(

>

!然后挑取麦康凯琼脂平板上粉红色单个菌落!每

个病变脏器挑取
=

个单菌落!不足
=

个的将该平板

上的单菌落全部挑取!纯培养后穿刺保存'另个别

有白色菌落的一并挑取保存并于三糖铁琼脂
*1h

培养
0)>

后观察进行鉴定)

%.

*

'

#E$

!

生化试验

将分离菌株接种于葡萄糖(乳糖(麦芽糖(蔗糖(

甘露醇(吲哚(

XV

(

\B

(枸橼酸盐等细菌生化微量鉴

定管中!

*1h

培养
%(

#

0)>

!观察并记录生化反应

结果'

#E%

!

大肠杆菌
N

血清型的鉴定

参照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大肠杆菌,

M

-抗原定

型血清使用说明完成鉴定'所有分离株首先经玻板

凝集试验初步筛选可能的
M

血清型!然后通过试管

凝集试验确定其
M

血清型'定型标准为血清的试

管凝集价达到原血清,

M

-效价的
%

%

0

以上)

%1!%(

*

'

#EH

!

大肠杆菌药物敏感性试验

%'.'%

!

药敏片法比较菌株对抗生素的抗药性
!!

从分离到的大肠杆菌中挑选
%1

组'每组是分属于

同一病鸡的相同脏器相同血清型的
=

个单菌落的集

合'取菌液
%&&

'

J

滴于普通琼脂培养基表面!用无

菌
J

棒涂布使其覆盖整个培养基表面!待琼脂表面

干燥后!用无菌镊子取
%0

种抗生素纸片!分别对称

地贴到培养基表面"每个平皿贴
.

种纸片#!

*1h

培

养
%(

#

0)>

后观察结果!测量各个抑菌圈直径!根

据抑菌直径位于
HJ;A

规定的敏感"

,F,79

S

8$4:9

!

;

#(

中介"

$-89539"$E89

!

A

#(耐药"

59,$,8E-79

!

V

#折点值

范围判断结果)

%/

*

'

%'.'0

!

试管稀释法比较部分菌株对某些抗生素的

易感性
!!

为了提高药敏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对于

在抑菌圈试验中!抑菌圈直径相差较大的菌株针对

某一特定药物进一步做细菌试管敏感试验"

XAH

法#'药物敏感性检测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

委员会"

[HHJ;

#推荐的操作程序进行)

0&

*

'

!

!

结
!

果

!E#

!

,9T

和
AUTF̂

单独感染或共感染对肉鸡死亡

率和继发大肠杆菌死亡率的影响

试验
%

中!对照组有
('%f

的死亡率!

<J\!̀

组

有
%*'=f

的死亡率!

V2\

组有
*1f

的死亡率!而两

个共感染组的死亡率分别是
)%'/f

和
=%')f

'在

试验
0

中!对照组(

<J\!̀

组(

V2\

组的死亡率分

别是
('.f

(

%.'1f

(

*&f

!共感染小剂量组的死亡

率为
*/f

!共感染大剂量组为
).'1f

'两次结果汇

总后可以看出"表
%

#!共感染小剂量组和
V2\

单独

感染组与空白对照组和
<J\!̀

组差异显著"

A

#

&k&=

#!而共感染小剂量组与
V2\

单独感染组差异

不显著"

A

%

&'&=

#'共感染大剂量组与两个单独感

染组均差异显著"

A

#

&'&=

#'

试验过程中!剖检死鸡会发现很高比例的鸡出

现肝周炎和心包炎'试验
%

中!经过麦康凯培养基

培养后!白色菌落
*%

个!红色菌落共
0=*

个'经生

化鉴定!分离到的
0()

株均为大肠杆菌"包括白色菌

落#'空白对照组的大肠杆菌死亡率为
('%f

!

<J\!̀

组(

V2\

组(

V2\

和
<J\!̀

共感染小剂量

组(共感染大剂量组的死亡率分别为
%'/f

(

*'1f

(

00'.f

(

%('%f

'试验
0

中!经过麦康凯培养后!白

色菌落
)&

个(红色菌落共
%/0

个'经鉴定!分离到

的
0*0

株均为大肠杆菌"包括白色菌落#'空白对照

组的大肠杆菌死亡率为
&f

!

<J\!̀

组(

V2\

组(

V2\

和
<J\!̀

共感染小剂量组(共感染大剂量组

的死亡率分别为
1'%f

(

%0'=f

(

%1'%f

(

%('*f

'

0

次试验的汇总结果显示"表
%

#!共感染小剂量组继

发大肠杆菌引起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单独感染组和对

照组"

A

#

&'&=

#!但共感染大剂量组与
V2\

单独感

染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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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琚思迪等$免疫抑制性病毒感染肉鸡群继发大肠杆菌的分离鉴定及多样性研究

表
#

!

,9T

和
AUTF̂

单独感染和共感染对于肉鸡死亡率和继发大肠杆菌死亡率的影响

).;@+#

!

)*+784@Q+80+24-78

3

@+784+0>728.8D02F784+0>72824,9T.8DAUTF̂ 28:2/>.@7>

<

只/组g%

组别

Y5#F

S

死亡数%总数"死亡率%
f

#

P9E8>7#F-8

%

@#8E:7#F-8

"

X#58E:$8

6

#

继发大肠杆菌死亡数%总数"死亡率%
f

#

P9E8>7#F-8#DO."+4(,97#-"E5

6

$-D978$#-

%

@#8E:7#F-8

"

X#58E:$8

6

#

试验
%

"

2?

S

'%

"

试验
0

2?

S

'0

汇总

;F33E5

6

试验
%

"

2?

S

'%

"

试验
0

2?

S

'0

汇总

;F33E5

6

空白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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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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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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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

"

('*

#

<

*

%

*1

"

('%

#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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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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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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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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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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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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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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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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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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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

<

*

%

)0

"

1'%

#

<W

)

%

/)

"

)'*

#

<

V2\

组
%&

%

01

"

*1'&

#

W

%0

%

)&

"

*&'&

#

WH

00

%

.1

"

*0'(

#

W

%

%

01

"

*'1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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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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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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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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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J\!̀

小剂量组

V2\]<J\!̀

"

J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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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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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H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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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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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

W

1

%

)%

"

%1'%

#

W

0%

%

%&*

"

0&')

#

H

V2\]<J\!̀

大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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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1

%

10

"

=%')

#

W

0(

%

.&

"

).'1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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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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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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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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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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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列数据上标字母不同代表差异显著"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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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95,7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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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血清型鉴定结果

对
0

次试验中分离到的
=%.

个菌落的大肠杆菌

进行血清学鉴定表明!这些大肠杆菌表现出血清型

多样性!甚至来自同一病鸡的血清型也不相同'两

次试验挑取和鉴定的
=%.

个大肠杆菌中!定型的细

菌共有
)&(

株!分别属于
%&

个不同的血清型!其中!

M0)

"

0.'/f

#(

M%=

"

0)'.f

#(

M0/

"

%.'/f

#(

M%)0

"

*'=f

#和
M1

"

0'/f

#为主要的流行血清型!其他还

有
M0%

(

M=%

(

M.

(

M1)

(

M1%

等
=

种血清型'另外!

有
/%

株自己发生凝集!

%1

株与
%=1

种
M

抗原的标

准血清都不凝集'其中!试验
%

的
*%

株白色菌落中

0/

株"

/*'=f

#为
M0)

!

0

株"

.'=f

#为
M1%

&试验
0

的
)&

株白色菌落中
0&

株"

=&f

#为
M0)

!

0&

株

"

=&f

#自己发生凝集'

对来自同一只鸡同一脏器的
=

个菌落的血清型

结果也表明!不仅同一只鸡从肝或心包分离到的大

肠杆菌可能属于不同血清型!甚至同一脏器中也

分离到不同血清型的大肠杆菌'在
=(

只死亡鸡

中!

*=

只同时表现肝周炎和心包炎!有
=

只鸡从肝

周炎和心包炎同时分离到的大肠杆菌属不同血清

型'有
=%

例显示心包炎!其中
)

只鸡从同一个心

包炎中分离的
=

个菌落属于不同血清型&在
)*

只

表现肝周炎的鸡中!有
%

只分离的
=

个菌落属于不

同血清型'

!E'

!

药物敏感性试验

0'*'%

!

药敏片法比较菌株对抗生素的抗药性
!!

对

%0

种药敏片进行抑菌圈试验结果显示!来自同一病

鸡同一脏器的属于同一血清型的
=

个单菌落!他们的

耐药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易

感!有的耐药'其中!第
=

组的差异尤其明显!

=

个单

菌落分别对于克林霉素(左旋氧氟沙星(丁胺卡那(头

孢曲松呈现出显著不同的耐药性'具体结果见表
0

'

0'*'0

!

药敏片法与试管稀释法比较部分菌株对某

些抗生素的易感性
!!

为了更准确地比较来自同一

个体的不同菌落的对抗生素的敏感性!又选择一部

分菌落群对一些药物做了更准确的试管药敏试验'

根据抑菌圈直径大小的差异!从
%1

组菌落中"每组

是分属于同一病鸡的相同脏器相同血清型的
=

个单

菌落的集合#挑选
%%

组分别对应特定的某一种抗生

素进行药物敏感试验!测定其最小抑菌质量浓度'

其中第
*

组菌落对黏杆菌素的最小抑菌质量浓度的

范围为
&'&=

#

=%'0&3

O

/

3J

g%

!易感性的高低相

差
%&&&

倍&第
%1

组菌落对丁胺卡那的最小抑菌质

量浓度从
&k&=

到
=%'0&3

O

/

3J

g%

!也相差
%&&&

倍'其他各组虽然差异不如上述显著!但也有明显

差异'具体见表
*

'这些结果表明!即使是来自同

一只鸡的同一肝周炎或心包炎病变的
=

个大肠杆菌

菌落中!虽然血清型相同!但在对某些抗生素的敏感

性方面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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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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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敏片法与试管稀释法比较部分菌落对某些抗生素的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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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鸡大肠杆菌病既是鸡原发性疾病!又可成为支

原体和病毒感染以及环境因素的继发病!造成高发

病率和死亡率!是近年来养鸡业发病率最高!危害最

严重的疾病之一!给养鸡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

失)

0%

*

'高璐等)

00

*研究了低致病性禽流感与大肠杆

菌的协同致病作用!发现
XB<A\

和
O."+4(

间存在

协同致病作用!这种协同机制可能与因
XB<A\

的

感染导致一定程度的免疫抑制并进而促进了
O."+(4

在体内的定居和繁殖有关'本实验室经过多年动物

试验观察和总结!发现多种免疫抑制病病毒的单独

感染和共感染能够引起肉鸡的大肠杆菌病!剖检可

见典型的心包炎和腹膜炎)

.

*

'

本试验中!经过
0

次
<J\!̀

和
V2\

的共感染

%

日龄商品代肉鸡试验证实共感染能在较短时间内

引起典型的大肠杆菌病!并引起较高的感染率和死

亡率'经过本实验室多年的试验条件摸索!

<J\!̀

攻毒剂量为每只鸡
*&&&@HAP

=&

较为合适!然而!由

于
%

日龄攻毒
V2\

剂量过大会造成后期死亡鸡过

多!影响试验样本量!最终作者选择的剂量为每只鸡

)&&@HAP

=&

'同时!作者设计了一个共感染小剂量

组!攻毒剂量均减半!来更好地比较
V2\

与
<J\!̀

共感染引起的继发大肠杆菌感染的情况'从表
%

的

结果可以看出!共感染小剂量组(

V2\

单独感染组

与空白对照组和
<J\!̀

组差异显著"

A

#

&'&=

#!而

共感染小剂量组与
V2\

单独感染组差异不显著

"

A

%

&'&=

#'共感染大剂量组与两个单独感染组均

差异显著"

A

#

&'&=

#'在继发大肠杆菌引起的死亡

率方面!共感染小剂量组的死亡率显著高于两个单

独感染组和对照组"

A

#

&'&=

#!但共感染大剂量组

的死亡率虽显著高于
<J\!̀

单独感染组和对照组!

但与
V2\

单独感染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A

%

&k&=

#'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共感染大剂量组引

起了大量的死亡率!使免疫抑制的鸡在继发大肠杆

菌发病之前已经死亡!而共感染小剂量组恰恰能够

很好的引起免疫抑制但不导致快速死亡!这也从另

一个角度说明了这种继发感染与两种病毒造成的免

疫抑制有很大关系'

许多属种大肠杆菌是人和动物体内正常内源菌

群!寄生于人和动物肠道中)

0%

*

'只有少数大肠杆菌

与人和动物的疾病密切相关!病原性大肠杆菌正常

情况下极少存在于健康机体内'本研究从
<J\!̀

和
V2\

共感染引起继发大肠杆菌病的肉鸡体内共

分离挑取了
=%.

株大肠杆菌'该
=%.

株大肠杆菌分

别属于
%&

个不同的血清型!其中以
M0)

(

M%=

(

M0/

(

M%)0

(

M1

为主要流行血清型'其中还有
/%

株自己

出现凝集!

%1

株与所有诊断血清皆不出现凝集现

象'我们还观察到!即使是同一病鸡同一脏器分离

到的
=

个克隆的
M

抗原的血清型也存在多样性!其

中!有
)

例心包炎和
%

例肝周炎上的
=

个克隆分别

属于不同血清型'

本研究从每只病鸡的同一病变脏器上取
=

个大

肠杆菌克隆!从分离到的大肠杆菌中挑出
%1

组取自

相同病鸡相同脏器的同一血清型的菌落进行药敏试

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虽然取自同一病鸡同一脏器

的相同血清型的
=

个菌株!其药物敏感性是不一致

的!为了进一步确定对药物敏感性的差异!作者选取

了
%%

组分别对应特定的某一种抗生素进行药物敏

感试验"

XAH

#!结果发现其中第
*

组菌株对黏杆菌

素的最小抑菌质量浓度的范围为
&k&=

#

=%k0&

3

O

/

3J

g%

&第
%1

组菌株对丁胺卡那的最小抑菌质

量浓度为
&'&=

#

=%'0&3

O

/

3J

g%

!高低相差高达

%&&&

倍!即使它们是取自同一病鸡同一脏器的
=

个

克隆'显然!菌落间对抗生素的敏感性已发生了改

变'同时!在试验过程中发现!药敏片法和试管稀释

法的试验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可能是由于药敏片

法的均一性较差引起的!最终以试管稀释法的结果

为准'这也提示在临床过程中!不能单纯以药敏片

法的结果为最终依据'

本试验从选择性培养基形态鉴别(

M

抗原血清

型以及耐药性三方面说明!在由免疫抑制性病毒

V2\

和
<J\

感染特别是它们的共感染引起免疫

抑制时!由此诱发的肝周炎和心包炎中分离到的大

肠杆菌存在着高度多样性'这表明!这些大肠杆菌

性肝周炎和心包炎大多是条件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

的继发性感染'因为!一种特定的致病菌不可能在

同一发病鸡群中显示如此的多样性!这充分显示了

鸡体内环境中大肠杆菌的多样性'作者着重比较研

究了大肠杆菌耐药性的多样性'这是第一次对来自

一个鸡群一定时期内甚至同一个体的同一脏器分离

到的大量大肠杆菌耐药性的多样性比较'本研究不

仅证明了在同一鸡群中存在对许多不同抗生素耐药

性差异很大的大肠杆菌!而且即使在不用抗生素的

条件下也可能出现自发性的对某种抗生素有高度耐

药性的菌株!如同对黏杆菌素和丁胺卡那高度耐药

的菌株'因此!一旦鸡群使用某种抗生素!在这种抗

生素的选择作用下!对该抗生素耐药的菌株就会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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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鸡群或鸡场的优势菌群'中国是畜牧养殖业大

国!用药特点和模式与其它国家有很大差异!这为病

原变异的多样性提供了便利条件'

综上所述!由免疫抑制性病毒感染或共感染所

继发的大肠杆菌不仅在
M

抗原血清型方面表现多

样性!而且在耐药性方面也存在着高度的多样性!即

使在本试验过程中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抗生素'显

然!如此多样的细菌不大可能都是特异性致病菌!而

是在鸡群免疫抑制状态下才表现致病作用的条件致

病性大肠杆菌'在本试验中显示的大肠杆菌在
M

抗原和耐药性方面的多样性反映了在临床健康鸡群

内或环境中存在的大肠杆菌的多样性'

$

!

结
!

论

`

亚群禽白血病病毒与禽网状内皮增生症病毒

感染或共感染
%

日龄商品代肉鸡!共感染能在较短

时间内引起典型的大肠杆菌病!并引起较高的死亡

率'用麦康凯培养基分离继发大肠杆菌菌株!从
=(

只呈现肝周炎或"和#心包炎的死亡鸡中分离到典型

的红色菌落
))=

个!白色菌落
1%

个'分别进行生化

试验(血清型鉴定和药敏试验!

=%.

个菌落均为大肠

杆菌!分别属于
%0

个不同的血清型'部分菌落对黏

杆菌素或丁胺卡那的最小抑菌质量浓度的范围为

&'&=

#

=%'0&3

O

/

3J

g%

!均相差
%&&&

倍'分离

大肠杆菌在
M

抗原血清型方面和耐药性方面存在

高度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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