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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细胞因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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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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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单倍型鸡对马立克病"

[C

#抗性差异中的可

能机制'分别对
B0%

和
B%/

单倍型
%

日龄鸡腹腔接种马立克病毒"

[CZ

#超强毒株!在攻毒后不同时间检测鸡外

周血淋巴细胞中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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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GM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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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转录水平'结果显示!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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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两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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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转录量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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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型鸡中细胞因子转录水平有所下降'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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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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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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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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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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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转录量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升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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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型鸡中则有所下降'以上结

果总体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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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受型鸡在感染沉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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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胞因子转录量高于敏感型!不同遗传基因型鸡对
[C

的

抗性差异与耐受基因及细胞因子的转录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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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马立克病"

[C

#是由马立克病毒"

[CZ

#引起

的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

[C

的发病过程涉及第一

次溶细胞感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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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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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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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次溶细胞感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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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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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肿瘤细胞增生期

等四个阶段'在第一次溶细胞感染期!

[CZ

产生

核内包涵体并引起细胞崩解!形成渐进性坏死!机体

随后出现淋巴器官的萎缩!引起免疫抑制'进入潜

伏期后!细胞出现免疫应答!机体开始产生免疫反

应'到第二次溶细胞感染期时!机体的免疫应答效

果主要取决于鸡的遗传背景!通常遗传耐受鸡不会

从潜伏期发展到第二次溶细胞感染期'而遗传易感

鸡则继续发生溶细胞感染!使淋巴器官严重萎缩!引

起持久的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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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宿主遗传背景对
[C

感染鸡的死亡率和肿瘤形成分布有着重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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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鸡对
[C

的易感或耐受性与鸡主

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S<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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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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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期以来被认为是影响疾病易感或耐受的免疫反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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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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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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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

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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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凝集素区域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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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是被唯

一证明表达于鸡
8=

细胞上的
<

型凝集素样蛋白!

有可能是鸡
8=

细胞的受体'不同
[S<

单倍型鸡

的
FC<

等位基因具有高度多态性!从序列特征上

推论!

F=&"%

编码蛋白是鸡
FC<

的配体'

研究表明!

[C

耐受或易感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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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过

程中细胞因子表达情况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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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鸡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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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表达水平与病毒在鸡

脾中的积聚有关)

1

*

'

B'R'BFFI6-

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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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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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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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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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胞中的表达显著上升!而
G=!.

在耐受鸡中的表达非

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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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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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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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卫星位点等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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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首次选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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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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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

种单倍型无特定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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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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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倍型鸡对
[C

的抗性最强!

B%/

单倍型鸡对
[C

的

抗性最弱'为了了解
B0%

和
B%/

单倍型鸡对
[C

耐受差异的可能机制!选择多种与鸡疾病易感或耐

受相关的基因!通过检测
[CZ

处理后
B0%

和
B%/

单倍型鸡淋巴细胞中
FC<

(

F=&"%

及多种细胞因子

基因转录水平!揭示这些基因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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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过程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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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北京

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改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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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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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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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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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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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型和
B0%

单倍型
@9P

鸡各
0&

羽!分为攻毒组和对照组!分别饲养于负压隔离器

内'攻毒组腹腔感染
[CZ ["1

细胞毒!每羽
(&&

9PO

&对照组鸡接种等体积的无菌的
9B@

溶液'分

别在攻毒后第
)

(

2

(

%&

(

%*

(

%/

天"

"

X

$

#时翅静脉采集

所有试验鸡枸橼酸钠抗凝血!用于提取总
\8A

及

细胞因子转录量的检测'

0&"

X

$

结束试验'所有存

活鸡均按照本单位的动物管理与使用委员会规定的

要求采用安乐术致死'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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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外周血淋巴细胞总
=Q+

的提取及
0MQ+

合

成

参考产品说明书分离鸡外周血淋巴细胞'将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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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重悬!

加入到
.

孔细胞培养板中!每孔
0E?

'

04

后向细

胞培养液中加入终质量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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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

d%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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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含
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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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恒温培养箱中继续培

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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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特异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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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设计见表
%

'反应条件$

/1e1E$-

&

/)e0&,

!

11

e*&,

!

20 e*&,

!

*&

个循环&

20 e%&E$-

'参照

X

[C

+

%(!Y@$E

X

76Z6KI#5

说明书将回收产物克隆

入
X

[C

+

%(!Y@$E

X

76Z6KI#5

载体!构建重组质粒

Y!<4B?6K

(

Y!B8=%/

(

Y!B8=0%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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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通过检测不同单倍型鸡外周血淋巴

细胞中
FC<

(

F=&"%

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基因转录水

平!揭示这些基因在介导
B0%

和
B%/

单倍型鸡
[C

抗性过程中的作用'

<

型凝集素是免疫应答中具有

多种功能的蛋白质!它参与机体的免疫应答!与细胞

因子一样在机体的免疫应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而
FC<

和
F=&"%

是
<

型凝集素上的两个受

体)

%&

*

'本试验结果显示!

B%/

和
B0%

单倍型
[C

鸡

在第一次溶细胞感染期内
FC<

和
F=&"%

的转录量

均低于正常组!这可能就是由于患鸡淋巴器官萎缩

导致的免疫抑制引起的'

[C

患鸡常伴随着大面积

的淋巴器官萎缩!导致机体出现严重的免疫抑制!这

一过程尤其在第一次溶细胞感染期和第二次溶细胞

感染期表现最为明显'研究表明!

[C

耐受品系鸡

通常不会从第一溶细胞感染期发展到第二期!而且

可能在攻毒后
(

"

%)"

淋巴器官得到逐渐恢复)

%%

*

'

本试验中
%&

(

%*"

X

$

两个时间点
B0%

型
[C

患鸡

FC<

和
F=&"%

的分泌量出现上升!这可能是因为

B0%

单倍型鸡属于
[C

耐受鸡!患鸡在度过第一溶

细胞期后淋巴器官功能逐渐恢复!机体免疫抑制减

弱!免疫力得到增强'而
B%/

属于
[C

敏感型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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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倍型鸡在感染
[CZ

后总体持续保持免疫抑

制!

FC<

和
F=&"%

的转录量未出现增加'从以上

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F=&"%

和
FC<

的表达与鸡

[C

耐受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其调控机制的研

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

机体免疫应答主要是通过
Y4%

和
Y40

细胞分

泌的细胞因子来保持动态平衡)

%0!%*

*

'本研究中!

NP8!

*

和
N?!%(

属于
Y4%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主

要功能是促进
Y4%

细胞的分化和促炎症因子表达!

最终引起机体炎症反应增强'

N?!)

和
N?!%&

属于

Y40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主要功能是抑制
Y4%

细

胞产生细胞因子!产生抗免疫反应作用'本试验研

究结果显示!

B%/

和
B0%

单倍型鸡在受到
[CZ

攻

毒后!

)

种细胞因子的基因转录水平在第一次溶细

胞感染期时明显低于正常组!这可能与病鸡淋巴器

官萎缩有关'

[CZ

攻毒
%&

(

%*"

后
B0%

单倍型

[C

鸡细胞因子基因转录量均高于对照组!这又可

能得益于病鸡淋巴器官功能的恢复'

B0%

单倍型鸡

感染
[CZ

后细胞因子的变化趋势与
F=&"%

(

FC<

基因基本一致!这提示
B0%

单倍型鸡是通过提高病

鸡免疫系统功能!进而引起增加机体免疫应答来对

抗
[CZ

感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CZ

感染后
%&"

时"潜伏

期#!

B0%

单倍型鸡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GMC!

*

"

%/b

#(

G=!)

"

1b

#和
G=!%(

"

*0b

#的转录水平均有

所增加!而在
B%/

单倍型中上述
*

种细胞因子的转

录量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降低"

d%.b

(

d0/b

(

d0*b

#'这与其他文献中描述的在感染后
(

"

%)"

内抗性鸡淋巴组织功能逐渐恢复(细胞因子表达量

出现上升的结论相吻合)

%%

*

'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

了细胞因子的分泌量与遗传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并

共同影响着鸡的疾病耐受性'

%

!

结
!

论

基因转录水平的研究表明
B0%

单倍体型
[C

抗性鸡在
[CZ

感染过程中
F=&"%

(

FC<

以及细胞

因子"

NP8!

*

(

N?!)

(

N?!%&

和
N?!%(

#转录量总体高于

B%/

型
[C

敏感鸡'不同遗传基因型鸡耐受基因及

细胞因子的转录情况与鸡的
[C

抗性差异有着密

切的关系'后续阶段可以就每个
[CZ

感染阶段这

些基因在鸡免疫应答中所起的作用展开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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