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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因与白羽肉鸡
B?@C%&*

相似

性为
/2'(A

!

/('*A

!而与海兰褐蛋鸡分离株

C:&24̂ %

相似性为
/0'*A

!

/*'0A

(结果表明!

五大
345!<

分离株虽属蛋鸡品系!但与白羽肉鸡

B?@C!%&*

同源性最近(

4B&/%%&%3

'

4]<%13

与
345!3

参考株"

\35!%

'

C:3Q&/70

#同源性最

近!序列相似性分别为
/1'1A

'

/)'&A

(

表
&

!

五大地方鸡感染不同亚型
<>@

的鉴定结果

I19C+&

!

IE+A+;8C-;2/<>@.,/+0-.2,.,/.=+C201C0E.0?+,

9A++*+A;

品系
CUTG$- 345!3 345!7 345!<

琅琊鸡"

4]<%1

#

4G-

IK

G9M$9WD-

d d d

鲁西斗鸡"

:<%).

#

4LJ$9#9WV$

I

MU$-

I

a d d

芦花鸡"

4B&/%%&%

#

4LMLG9M$9WD-

d d d

寿光鸡"

CO!%

#

CM#L

I

LG-

I

9M$9WD-

a d d

百日鸡"

P@%2&

#

PG$T$9M$9WD-

a d d

表
$

!

不同
<>@

分离株与参考株的相似性分析

I19C+$

!

R262C2

F:

1,1C

:

;.;9+-L++,<>@.;2C1-+;1,*A+/+A+,0+;-A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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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因的分子特征分析

#

代表
345!7

分离株!

$

代表
345!3

分离株!

%

代表
345!<

分离株

#

,UG-",V#T345!7$,#HGUD,

!

$

TDVDT,U#345!3$,#HGUD,

!

%

,UG-",V#T345!<$,#HGUD,

图
#

!

五大地方鸡
<>@

分离株基因进化树

B.

F

M#

!

GE

:

C2

F

+,+-.0-A++2/<>@.;2C1-+;/A26/.=+C201C0E.0?+,9A++*;

!M&

!

五大地方鸡
<>@ST

分离株
!"

(%

基因序列变

异情况分析

山东五大地方鸡中均分离出了
345!<

(为探

究
345!<

./

(1

基因的变异情况!对
./

(1

基因及

相对变异性高的区域
MT%

'

MT0

的
;C

%

C

比值进行了

分析(

1

个
345!<

分离株的
./

(1

基因'

MT%

'

MT0

的

;C

%

C

比值介于
&

!

%

!小于
0'1

!不存在免疫选择压

作用+

%0

,

!结果见图
0

'表
1

(

图
!

!

五大地方鸡
<>@ST

分离株与原型毒株
RGP7S#"&

F5

(%

氨基酸比对结果

B.

F

M!

!

7+

Q

8+,0+026

5

1A.;2,2/

F5

(%1-16.,210.*C+=+C9+-L++,<>@ST.;2C1-+*1,*

5

A2-2-

:5

+;-A1.,RGP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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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五大地方鸡
<>@ST

分离株
!"

(%

基因
O7

#

7

比值分析

结果

I19C+%

!

IE+A1-.2,2/O7

#

72/<>@ST.;2C1-+*;-A1.,;/A26

/.=+C201C0E.0?+,;

毒株
CUTG$-,

./

(1 MT% MT0

P@%2& % &'** %

4]<%1 &'( &'** %

:<%). &'(21 &'** &

4B&/%%&% &'/ &'** 0

CO!% &'2 &'** &

&

!

讨
!

论

高玉龙等+

%*

,

0&&/

年对湖北'黑龙江等
(

个省采

集的
%2(

份病料进行分离鉴定!证实
345

的感染

主要以
345!<

为主!

345!3

和
345!P

同时存在(

0&%&

年!赵成棣等+

.

,研究证实地方品种鸡
B@

土鸡

存在不同亚型
345

共感染!同时
345!3

和
345!<

共感染同一只鸡的现象已经发生(

0&%%

年!张振杰

等证实+

2

,在地方品种鸡皖南黄种肉鸡中存在
345!

<

与
@75

共感染现象(

0&%*

年冷毕丹等+

%)

,发现广

西麻"花#鸡'三黄鸡等多个优良地方品种鸡已普遍

感染
345

!且不同品种'不同品系的感染情况差异

较大(从中国其他地方鸡群报道的
345

感染情况

可以看出地方品系鸡
345

感染情况复杂!以
345!

<

为主!但仍然存在经典
345

的感染以及
345!<

与经典亚型的共感染(本研究对
0&&/

)

0&%%

年对

山东五大地方优质品种鸡群中的
345

鉴定发现!

1

个品种鸡均存在
345!<

感染&

345

分离株中均扩

出内源性
345

"

345!7

#片段!长度为
0)2&

!

0)2.

=

>

!与不能产生传染性病毒粒子的
DE!%

'

DE!*

'

DE!.

参考株+

%1

,同源性最高!推测为鸡基因组所携带&同

时发现!琅琊鸡'芦花鸡存在
345!3

的感染(

345

的囊膜蛋白包含由
&)0

基因编码的
0

大

糖蛋白$

CQ

"表面蛋白!

I>

(1

#和
[\

"跨膜蛋白!

I>

*2

#组成(

CQ

是病毒表面的球状结构!它决定了

345

的亚群特异性(

./

(1

基因变异性高!基因决

定的变异主要发生在高变区和可变区!这些区域决

定亚型的特异性和中和反应形式(相同来源的

./

(1

基因!同源性高!差异小(

在
@;3

病毒'反转录病毒的研究中核苷酸突

变和
;C

%

C

比值是研究抗原变异和选择压力强度的

两大最基本的参数+

%.!%2

,

(

1

个
345!<

分离株的

;C

%

C

的比值小于
0'1

!证明分离得到的
1

个
345!<

株变异小!免疫选择压强度低(本研究对五大山东

优质地方名鸡用针对
345!<

的
./

(1

引物以及
3

!

<

群引物对
345

的
./

(1

'

&)0

基因进行克隆测

序'分析(结果显示!五大品种鸡均存在
345!<

感

染!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为
/(')A

!

//'/A

!与原型

毒株
B?@C!%&*

相 似 性 差 异 小!为
/2'(A

!

/(e*A

(推测分离自五大地方名鸡的
345!<

来源

于同一宿主!即国外的白羽肉鸡(在地方鸡中感染

的
345!<

来源于同一宿主!且变异小的现象!提示

345!<

已经开始在地方品系鸡中传播!可能与种鸡

场管理不规范!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种鸡混养有关!造

成了
345!<

从白羽肉鸡传播到蛋用型鸡以及地方

品系鸡(另外与早期用快大型鸡对地方品系改良也

不无关联(

$

!

结
!

论

山东五大优质地方名鸡均感染了
345!<

!目前

困扰山东地方鸡的
345

主要为
345!<

&芦花鸡与

琅琊鸡群中存在
345!3

'

345!<

的共感染&同时五

大地方鸡
345!7

的片段广泛存在!提示山东省优

质名鸡的禽白血病净化工作更加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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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QÒ ?34 ^

!

C\S[B 4 \

!

B`N7C^

!

DUGH'

3-U$

I

D-$9EGT$G-U,#V<,L=

I

T#L

>

GE$G-HDLW#,$,E$TL,

$

,D

Y

LD-9DG-GH

K

,$,TDEDGH,FLHU$

>

HD9MG-

I

D,$-UMDD-E

I

D-D

+

<

,

'@D&)%('+3

!

%//(

!

2/

"

?U)

#$

212!2..'

+

%*

,

!

高玉龙!邵华斌!罗青平!等
'0&&/

年我国部分地区禽

白血病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

,

'

中国预防兽医学报!

0&%&

!

*0

"

%

#$

*0!*1

!

)*'

+

%)

,

!

冷毕丹!吴元俊!秦丽莉!等
'

广西主要地方优良品种

鸡禽白血病的感染情况调查+

<

,

'

广西畜牧兽医!

0&%*

!

0/

"

*

#$

%)(!%)/'

+

%1

,

!

<̀ B;C̀ ;<3

!

B7;7S;7 N'6MGTG9UDT$XGU$#-#V

D-"#

I

D-#L,GE$G-HDLW#,$,E$TL,D,$-9M$9WD-DF=T

K

!

#-$9V$=T#=HG,U,L=,UTGUD,L,D"$-

>

T#"L9U$#-#VFDG!

,HD,G-"FLF

>

,EG99$-D,

+

<

,

'@%('+3

!

0&&%

!

21

"

(

#$

*.&1!*.%0'

+

%.

,

!

CB?37@7O

!

\Q44S;C<S'@GUD,#VGF$-#G9$"

9MG-

I

D$-UMDD-EDH#

>

D

>

T#UD$-9#TTDHGUDZ$UM

>

GUM#

I

D!

-$9$U

K

#V

>

T$FGUDHD-U$E$TL,D,

+

<

,

'@6+3F0+3

!

%//*

!

*2

"

%

#$

12!.1'

+

%2

,

!

?@S6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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