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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在比较鸡传染性贫血病毒"

?=Z

#

><\b&(

株不同感染途径对感染鸡群的致病性&免疫抑制以及水平传

播能力的强弱'将试验
>U_

鸡群分为四组$胚胎静脉接种
%&

胚龄鸡胚组!肌肉接种
%

日龄
>U_

鸡组!接触感染组

和对照组'分别于
%)

日龄和
)0

日龄称量各组
>U_

鸡体重!检测免疫器官指标&血液指标和
?=Z

抗体水平'

%)

日龄常规免疫禽流感病毒"

=LZ!S/20

#灭活苗和新城疫病毒"

2<Z

#灭活苗!并于
0(

&

*1

和
)0

日龄检测对
=LZ!

S/20

和
2<Z

疫苗的抗体滴度'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胚胎静脉注射组&肌肉注射组均可表现出明显生长抑

制!诱发免疫器官胸腺严重萎缩和血液红细胞&白细胞数显著下降!显著降低对
2<Z

和
S/20

灭活疫苗免疫后的

抗体水平"

@

$

&'&1

#!但这二种接种途径间指标的差异不显著"

@

&

&'&1

#'然而!胚胎静脉接种可引起一定的死亡

率"

)

%

01

#!肌肉接种没有引起死亡"

&

%

01

#'相对于对照组!接触感染组鸡也表现明显的生长迟缓和免疫抑制"

@

$

&m&1

#!但多数指标低于直接感染组的鸡"

@

$

&'&1

#'在
)0"

时!所有直接感染鸡血清均为
?=Z

抗体阳性!接触感

染组的抗体阳性率也达
/1X

!说明
><\b&(

株有非常强的水平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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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传染性贫血病毒"

9F$9W7-A-78$AO$53,

!

?=Z

#是鸡传染性贫血病的病原!可引起雏鸡再生

障碍性贫血及胸腺萎缩为特征的免疫抑制性疾病'

?=Z

主要侵害雏鸡的骨髓造血前体细胞和胸腺内

的前
P

淋巴细胞!导致骨髓色泽变淡和胸腺萎缩!

引起贫血和免疫抑制)

%

*

'雏鸡感染
?=Z

后组织病

理学变化主要表现为骨髓萎缩和胸腺淋巴组织萎

缩!造血细胞被脂肪组织或被增生的基质细胞所替

代!胸腺皮质和髓质会出现萎缩'鸡传染性贫血病

毒于
%/R/

年首次分离于日本)

0

*

!中国于
%//0

年首

次在黑龙江省分离到
?=Z

)

*

*

!随后在河南&山东&江

苏&辽宁&吉林等地的鸡群中也陆续分离到
?=Z

)

)

*

'

?=Z

可垂直传播!也可横向感染!造成鸡群早期的

自然感染'雏鸡感染
?=Z

后除表现贫血的临床病

理变化外!它引发的免疫抑制会使雏鸡对其他疫苗

的免疫应答机能降低!致使感染雏鸡对其他某些病

原"如
V<Z

&

LK<Z

&

2<Z

等#的易感性提高!从而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

1

*

'目前中国鸡群中
?=Z

感染很

普遍!跟踪
?=Z

的流行情况!制定合理的防治措

施!对预防该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年本实验室从山东某肉鸡场发病
0&"

的

商品代肉鸡分离到
%

株
?=Z

野毒株+++

><\b&(

!

王林等对鸡传染性贫血病毒野毒株
><\b&(

不同

接种途径和不同接种日龄的致病性!如增重率&胸腺

体重比及红细胞数等进行了研究)

.

*

'结果发现
%"

和
R"

鸡的易感性均大于
0%"

!并且肌肉注射比口

服感染途径的致病性强'杨明等研究证明!

?=Z

和

V<Z

双重感染不仅增加感染
V<Z

鸡早期死亡率!

而且加重鸡群贫血!延长贫血病理症状持续时间)

R

*

'

然而!目前还没有针对该株病毒通过鸡胚静脉接种

致病性方面的比较和研究!鉴于对本实验室所承担

的科技项目中建立
?=Z

强毒株致病性标准的实际

需要!以及
?=Z

作为一种可垂直传播的免疫抑制

性病毒重要性的综合考虑!本研究系统比较了
><!

\b&(

株
?=Z

分别经由鸡胚静脉接种和
%

日龄雏

鸡肌肉注射两种接毒方式接毒后对
>U_

鸡致病性

的影响!以及对可量化的
=LZ!S/20

和
2<Z

灭活

疫苗免疫后抗体反应的比较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D#

!

病毒来源

><\b&(

株"

J7-KA-WA997,,$#-2#'_[%R0*)R'%

#

?=Z

是
0&&(

年由本实验室自山东省某鸡场
0&"

生长迟缓的商品代肉鸡分离得到!且经检测没有其

他病毒污染)

.

*

'

#D!

!

病毒悬液的制备和分装保存

取实验室保存
><\b&(

株
?=Z

病毒悬液肌肉

注射
%&

只
%

日龄
>U_

鸡!饲养于带有正压过滤的

>U_

动物饲养隔离罩内!观察临床表现!

%)

日龄时

取病鸡的骨髓&脾和胸腺!用
UK>

制备悬液并用氯

仿和乙醚处理!经
%&&&&5

,

8$-

^%离心
%&8$-

!过

滤后作为种毒分装!置
^R& i

保存备用'

%

日龄

>U_

鸡和鸡胚购自济南赛斯家禽科技有限公司'

#D'

!

病毒
>@)

$"

的测定

将上述制备的
><\b&(

株
?=Z

病毒储存液用

UK>%&

倍系列稀释!取其中的
R

个稀释度"

%&

^%

"

%&

^R

#!经卵黄囊接种
R

胚龄
>U_

胚!每个稀释度接

种
.

个胚!每胚
&'%8\

'继续孵化
%0"

后!取各胚

脾分别研磨并提取
<2=

!采用
?=Z

特异性核酸探

针!参照斑点分子杂交步骤)

(

*和
@77"!V37-9F

法计

算病毒
:L<

1&

'病毒悬液经
>U_

鸡胚定量为
0l

%&

1'*%0

,

8\

^%

'

#D%

!

鸡胚静脉接种和
#

日龄雏鸡肌肉注射接种

试验分
)

组"

(

&

)

&

*

&

3

组#!每组
)&

只
>U_

鸡'

(

组鸡
%

日龄肌肉注射
?=Z

病毒稀释液
&'%

8\

!约为
%&

)'*%

:L<

1&

,只^%

(同样!

)

组在孵化至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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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龄时静脉接种
?=Z

病毒稀释液
&'%8\

(

*

组为

接触感染组!接种
&'%8\

灭菌生理盐水后与
(

组

混合饲养于同一隔离罩'

3

组接种同等剂量灭菌的

生理盐水作为对照组'为保证试验的同步性和可比

性!

)

个组均为同批鸡胚并在同一天开始孵化'

#D$

!

胸腺&脾&法氏囊指数的测定

为了比较
?=Z

病毒对生长迟缓和免疫抑制的

影响!每天观察鸡群生长状态!在第
%)

&

0(

&

*1

&

)0

日

龄测
)

个组每只鸡的体重'在第
%)

日龄和
)0

日

龄!每组随机挑选
%1

只鸡!取其胸腺&法氏囊和脾!

并称重'按如下方法计算免疫器官指数$免疫器官

指数
`

免疫器官重量"

6

#%鸡活体重"

W

6

#'

#D&

!

红细胞&白细胞数的检测及对骨髓的观察

%)

日龄时!各组随机挑取
%1

只鸡!翅静脉采集

抗凝血!用
U:!.(&&O7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深圳

市普康电子有限公司生产#测定白细胞&红细胞的数

量及红细胞压积'分别在
%)

日龄和
)0

日龄取其胸

腺&法氏囊和脾并称重!同时每组随机挑选
*

只鸡观

察骨髓颜色的变化'

#DK

!

对
*)N

和
+@NJQ(

灭活疫苗的接种及
Q@

检测

%)

日龄时!每组鸡分别胸肌接种
&'*8\=LZ!

S/

油乳剂灭活苗!同时颈部皮下接种
&'*8\2<Z

油乳剂灭活苗'在
0(

&

*1

&

)0

日龄!每组各取
%1

只鸡

血清进行血凝抑制试验测定
=LZ!S/

和
2<Z

的抗

体'为保证准确性!每批次的血清样品同时进行
SL

检测'所用抗原均由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提供'

#DO

!

R+N

抗体测定

各组鸡分别于
0(

&

*1

&

)0

日龄时!翅静脉采集

0&

只非抗凝血!分离血清!用
L<:]]

公司
:\L>=

试剂盒测定
?=Z

抗体滴度!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操作及结果判定分析)

/

*

'

#D(

!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

统计软件包处理!不同组别的所

有数据用
>=>

分析后!确定差异显著性'

@

$

&'&1

为差异显著!

@

$

&'&%

为差异极显著'

!

!

结
!

果

!D#

!

不同感染途径接种
PLE

鸡的临床症状

与对照组相比!所有感染组鸡的个体较小!且个

体差异较大!生长发育状况差!鸡冠和鸡爪略显苍

白!羽毛粗乱&无光泽'攻毒组中!胚胎静脉注射组

和
%

日龄肌肉注射组的个别鸡体血液稀薄!凝血时

间延长!血浆较正常的苍白'鸡胚静脉接种组在
%)

日龄扑杀
%1

只后剩余的
01

只中在
0(

日龄时死亡

)

只!剖检可见胸腺和法氏囊明显萎缩!其他试验组

没有死亡'与胚胎静脉注射组和
%

日龄肌肉注射组

相比!接触感染组鸡也有较轻微的临床症状'

!D!

!

不同感染途径对
PLE

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各试验组
>U_

鸡分别于
%)

&

0(

&

*1

&

)0

日龄时!

随机挑取
%1

只
>U_

鸡进行鸡体质量指标分析'从

表
%

可看出!不论
%

日龄肌肉注射组还是胚胎静脉

注射组!

?=Z

感染都能引起鸡的生长显著滞缓

"

@

$

&'&1

#!而二者相比差异不显著"

@

&

&'&1

#'与

%

日龄接种鸡饲养在同一隔离罩中的接触感染鸡!

体重虽然比两组人工接种组鸡高一些!但除
%)

日龄

外也显著低于对照组鸡"

@

$

&'&1

#'

表
#

!

不同途径感染
R+N

对
PLE

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

W

a,

'

-b#$

%

S.A81#

!

@/?8<1/013?,9??1=1/5R+N9/?1051,C.

7

23/

;

=3C56=.5123?PLE0690\1/2

$

+

W

a,

'

-b#$

%

日龄

=

6

7

"

<A

H

,

#

胚胎静脉注射组"

:8D5

H

#$-45AO7-#3,

$-

+

794$#-

6

5#3

;

肌肉注射组7

L-45A83,93BA5

$-

+

794$#-

6

5#3

;

接触感染组

?#-4A94$-E794$#-

6

5#3

;

对照组

?#-45#B

6

5#3

;

%)

.('/p('0

9

R)'*p.'.

D9

RR'1pR'/

AD

(0'1p)'R

A

0(

%1%'0p0('.

9

%))'0p*1'0

9

%(.'Rp%1'/

D

0%/'Rp0&'0

A

*1

0)0'.p*%'*

9

0*%'.p0('/

9

0.R'.p0('/

D

0/('/p%/')

A

)0

0/.'(p*1'0

9

0R.'/p)/'.

9

*&&'Rp0.'R

D

*1.'.p*1')

A

A!9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1

#(

=!?

'

不同的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

&'&%

#(

"

'%&

胚龄
>U_

鸡胚通过静脉接

种方式感染(

7

'%

日龄
>U_

鸡通过肌肉注射方式感染!下表同

A!9

'<$EE757-4B#C759A,7B74475,87A-,,$

6

-$E$9A-4"$EE757-97D74C77-4F7457A487-4,

"

@

$

&'&1

#(

=!?

'<$EE757-43

;;

759A,7B74475,

87A-,7Q45787B

H

,$

6

-$E$9A-4"$EE757-97,

"

@

$

&'&%

#(

"

':8D5

H

#$-45AO7-#3,$-

+

794$#-

6

5#3

;

$,%&!"A

H

!#B">U_9F$9W7-78D5

H

#$-!

E7947"D

H

$-45AO7-#3,$-#93BA4$#-874F#",

(

7

'L-45A83,93BA5

6

5#3

;

$,%!"A

H

!#B">U_9F$9W7-,$-E7947"D

H

$-45A83,93BA5$-

+

794$#-

!

4F7,A87A,D7B#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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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陈文青等$胚胎接种和
%

日龄肌肉注射鸡传染性贫血病毒
><\b&(

株的致病性比较

!D'

!

不同途径感染
R+N

对免疫器官的抑制作用

如表
0

所示!胚胎静脉注射组和
%

日龄肌肉注

射组在
%)

和
)0

日龄时!与对照组相比!都能引起胸

腺的显著萎缩"

@

$

&'&%

或
@

$

&'&1

#!胚胎注射引

起的胸腺萎缩比
%

日龄肌肉注射更为明显!但两种

接毒方式之间差异不显著"

@

&

&'&1

#'接触感染鸡

在
%)

&

)0

日龄时与对照组相比!胸腺也发生萎缩!差

异显著"

@

$

&'&1

#!直接攻毒组在
%)

日龄时!胸腺

萎缩更加严重'

?=Z

感染对法氏囊的抑制作用比胸腺轻微!仅

胚胎静脉接种可诱发法氏囊萎缩!

%)

日龄时与对照

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

$

&'&1

#(

%

日龄肌肉注射组和

接触感染鸡引起法氏囊轻度萎缩!与对照组差异不

显著"

@

&

&'&1

#"表
0

#'

表
!

!

R+N

感染对
PLE

鸡胸腺&法氏囊发育的影响$

+

W

a,

'

-b#$

%

S.A81!

!

@/?8<1/013?,9??1=1/5R+N9/?1051,C.

7

23/.5=3

F

6

7

3?56

7

G<2./,A<=2.3?PLE0690\1/2

$

+

W

a,

'

-b#$

%

日龄

=

6

7

"

<A

H

,

#

感染方式

PF75#347#E$-E794$#-

胸腺与体重比%
X

PF

H

83,

%

D#"

H

C7$

6

F4

法氏囊与体重比%
X

K35,A

%

D#"

H

C7$

6

F4

%)

胚胎静脉注射"

&'%0p&'&1

?9

&'0*p&'%&

D9

肌肉注射7

&'%)p&'%0

?9

&'0.p&'&.

AD

接触感染
&'*%p&'%%

D

&'0.p&'%%

AD

对照组
&')Rp&'&01

=A

&'*0p&'&0%

A

)0

胚胎静脉注射"

&'1Rp&'&R

D

&')0p&'&1

A

肌肉注射7

&'1%p&'%(

D9

&'*/p&'%0

A

接触感染
&'.&p&'&/

D

&')&p&'&.

A

对照组
&'./p&'&(

A

&'))p&'&1

A

!D%

!

R+N

感染对造血器官骨髓的影响及其致贫血

作用

与对照组骨髓为紫红色相比!

%

日龄肌肉注射

组和胚胎静脉注射组在
%)

日龄剖检时!骨髓都呈明

显淡黄色!而接触感染组鸡骨髓呈现淡粉色'

)0

日

龄时!肌肉注射组和静脉接种组的骨髓呈现粉红色!

水平感染组骨髓呈鲜红色'这表明!该株
?=Z

可

引起骨髓的造血组织显著萎缩!病变在
%)

日龄时最

严重!随着日龄增加!逐渐恢复'

三种不同感染途径均可引起红细胞数量&白细

胞数量和红细胞压积的减少!

%

日龄肌肉注射组和

胚胎静脉注射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

$

&m&1

#!但两种感染途径之间差异不显著"

@

&

&m&1

#'与
%

日龄接种鸡饲养在同一隔离罩中的接

触感染鸡!也会造成贫血!其红细胞数量&白细胞数

量和红细胞压积显著低于对照组"

@

$

&'&1

#!但显

著高于两个直接攻毒组"

@

$

&'&1

#"表
*

#'

表
'

!

不同途径感染
R+N

对白细胞数&红细胞数及红细胞压积的影响$

+

W

a,

'

-b#$

%

S.A81'

!

)1-183

F

G1/53?561C6951A833,0188

'

=1,A833,0188./,A833,0188

F

.0\9/PLE0690\1/29/?1051,A

7

,9??1=1/59/?1059-1=3<51

$

+

W

a,

'

-b#$

%

感染途径

PF75#347#E$-E794$#-

白细胞%"

%&

/

,

\

^%

#

IK?

红细胞%"

%&

%0

,

\

^%

#

@K?

红细胞压积%
X

S?P

胚胎静脉注射"

R0'0p*)'.

9

%')p&')

9

%R'.p1'.

9

肌肉注射7

R.'0p0('.

9

%'1p&')

9

%('0p1'%

9

接触感染
%.('%p*1'0

D

0')p&'0

D

0)'Rp*'%

D

对照组
%/&'&p*'R

A

0'Rp&'0

A

0/'(p%'*

A

!D$

!

不同途径
R+N

感染对
*)N

疫苗免疫诱发抗

体反应的抑制作用

如表
)

所示!在用
2<Z

灭活疫苗免疫后
0

"

)

周期间!不同途径感染
?=Z

后都能显著抑制对

2<Z

疫苗免疫诱发的
SL

抗体滴度!与对照鸡相比

差异显著"

@

$

&'&1

#'胚胎静脉注射组和
%

日龄肌

肉注射组的抑制作用类似!但都比发生接触感染鸡

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

$

&'&1

#'

R0)



畜
!

牧
!

兽
!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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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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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不同途径
R+N

感染对
*)N

灭活苗免疫后
Q@

抗体滴度的抑制作用$

+

W

a,

'

-b#$

%

S.A81%

!

@/?8<1/013?R+N9/?10593/3/Q@./59A3,

7

5951=253*)N.?51=-.009/.593/

$

+

W

a,

'

-b#$

%

B#

6

0

日龄

=

6

7

"

<A

H

,

#

胚胎静脉注射组

:8D5

H

#$-45AO7-#3,

$-

+

794$#-

6

5#3

;

肌肉注射组

L-45A83,93BA5

$-

+

794$#-

6

5#3

;

接触感染组

?#-4A94$-E794$#-

6

5#3

;

对照组

?#-45#B

6

5#3

;

0(

*'.&p%'1%

9

)'%*p%'/)

9

.'%*p%'RR

D

R'.%p%')/

A

*1

1'.Rp&'R&

9

.'&(p%'/*

9

R'0)p%'R/

D

('(/p&'(/

A

)0

R'(*p&'/(

D

R'/&p%'RR

D

('R1p0'&(

A

/'.(p&'/1

A

!D&

!

不同途径
R+N

感染对
+@NJQ(

疫苗免疫诱发

抗体反应的抑制作用

如表
1

所示!在用
=LZ!S/

灭活疫苗免疫后
0

"

)

周期间!不同途径感染
?=Z

后都能显著抑制对

=LZ!S/

疫苗免疫诱发
SL

抗体滴度!与对照组鸡

相比差异显著"

@

$

&'&1

#'胚胎静脉注射组和肌肉

注射组同样出现抑制作用!且比随后发生接触感染

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

$

&'&1

#'

表
$

!

不同途径
R+N

感染对
+@NJQ(

灭活苗免疫后
Q@

抗体滴度的抑制作用$

+

W

a,

'

-b#$

%

S.A81$

!

@/?8<1/013?R+N9/?10593/3/Q@./59A3,

7

5951=253+@NJQ(.?51=-.009/.593/

$

+

W

a,

'

-b#$

%

B#

6

0

日龄

=

6

7

"

<A

H

,

#

胚胎静脉注射组

:8D5

H

#$-45AO7-#3,

$-

+

794$#-

6

5#3

;

肌肉注射组

L-45A83,93BA5

$-

+

794$#-

6

5#3

;

接触感染组

?#-4A94$-E794$#-

6

5#3

;

对照组

?#-45#B

6

5#3

;

0(

%')&p%'.R

9

%'(&p%'1)

9

)')1p0')R

D

.'%1p%'*R

A

*1

)'&&p%'.*

9

)'1Rp%'(%

9

R'%)p0'.*

D

R'R0p%'&*

A

)0

R'.Rp%'0%

D

R'.*p%'.1

D

('%1p0'0/

A

('/.p&'R.

A

!DK

!

不同途径感染
PLE

鸡后对
R+N

自身抗体反

应

胚胎静脉注射组和
%

日龄肌肉注射组的各
0&

只鸡!在
0(

&

*1

和
)0

日龄时 !血清中
?=Z

抗体全

部为阳性!而与
%

日龄肌肉注射组在同一隔离罩中

饲养经接触感染的
0&

只
>U_

鸡!分别在
0(

&

*1

&

)0

日龄时有
%1

%

0&

&

%R

%

0&

和
%/

%

0&

比例的鸡血清为

?=Z

抗体阳性'这说明!不论是胚胎感染还是早期

感染
?=Z

!都能诱发感染鸡发生抗体反应!而且即

使早期感染也不会诱发免疫耐受'

'

!

讨
!

论

?=Z

可以引起感染鸡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淋

巴细胞萎缩!导致免疫抑制!最终因继发细菌等感染

而死亡)

%&

*

'我们过去已报道
><\b&(

是一株致病

性很强的
?=Z

野毒株!通过肌肉注射
%

日龄
>U_

鸡后!可以导致骨髓造血组织严重萎缩!骨髓中出现

大量脂肪细胞!胸腺严重萎缩!脾大)

.

*

'许多关于

?=Z

发病机制的研究发现!肌肉注射是引起临床症

状的最敏感的感染途径)

%%

*

!但
?=Z

也可通过鸡胚

垂直感染'为了解在垂直感染时是否会诱发更严重

的免疫抑制性病变!本研究比较了胚胎静脉注射和

%

日龄
>U_

雏鸡肌肉注射两种感染途径对
?=Z

><\b&(

株致病性大小的影响'结果表明!胚胎静

脉注射感染
?=Z

诱发的
>U_

鸡生长迟缓&贫血&胸

腺萎缩及对疫苗免疫后的抗体的抑制作用等仅略强

于
%

日龄肌肉注射感染的鸡!二者间的差异不显著

"表
0

"

1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与
%

日龄肌肉注射

感染鸡同一隔离罩饲养而接触感染的
>U_

鸡!也能

诱发显著的生长迟缓&贫血&胸腺萎缩及对其他疫苗

免疫的抗体滴度的抑制作用!这也说明该株病毒有

较强的水平传播能力和致病性'

在我们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R

*

!本研究又对不同

感染途径感染
><\b&(

后产生的多种病理性指标

进行了比较!为今后
?=Z

致病性试验中的
><\b&(

株作为参考病毒提供了更多的实验数据'

虽然有的免疫抑制性病毒!如禽白血病病毒

"

=\Z

#和禽网状内皮增生病毒"

@:Z

#!当发生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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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陈文青等$胚胎接种和
%

日龄肌肉注射鸡传染性贫血病毒
><\b&(

株的致病性比较

期感染特别是垂直感染时!有可能诱发免疫耐受性

感染!即感染鸡长期不会对这两种病毒产生抗体反

应!甚至终身不产生抗体反应)

%0

*

'然而!

?=Z

却与

=\Z

和
@:Z

完全不同!并不能引发上述反应'如

本研究结果所显示的!即使经胚胎静脉注射感染!所

有鸡都能在
*

"

)

周龄时即产生抗体反应'

综上所述!两种直接感染途径相比!对
>U_

鸡

体体重&免疫器官指标&血液指标和
?=Z

抗体水平

以及鸡群对
=LZ!S/20

和
2<Z

疫苗的抗体滴度

等致病指标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

&

&'&1

#'与对照

组相比!接触感染组可表现出明显的生长抑制!免疫

器官胸腺的显著萎缩"

@

$

&'&1

#!红细胞数量&白细

胞数量和红细胞压积的减少"

@

$

&'&1

#!以及
2<Z

和
=LZ!S/

灭活苗免疫诱发的
SL

抗体滴度的明显

降低"

@

$

&'&1

#等现象(同时
)0

日龄时!接触感染

组的抗体水平阳性率可达
/1X

'试验研究证明胚

胎静脉注射
?=Z><\b&(

株也可以引起一定的致

病性!并说明
><\b&(

株有非常强的水平传播能

力!可通过水平传播造成鸡群早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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