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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非典型性新城疫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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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人们对蛋鸡新城疫防控越来越重视的今天，新城疫的发生主要以非典型性新城疫为主，在鸡群各

个时期均可发病，威胁鸡群健康。本文通过对非典型性新城疫发病原因的分析，总结出引发非典型性新城疫的两

大因素，包括疫苗免疫不到位和环境控制不到位；并针对这些因素建立起做好疫苗免疫、加强环境控制和提高鸡

群体质等 3 项具体措施，从而提高对蛋鸡非典型性新城疫的防控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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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疫是由副粘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败血性

和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典型的新城疫具有发病急、

病程短、死亡率高等特点，发生不分季节，但多发于

每年 11 月至第 2 年 3 月，是造成损失较大的蛋鸡

烈性传染病之一。不同日龄的鸡群均可感染，免疫

空白期、产前及产蛋高峰期的鸡群更为易感。近年

来，随着社会防疫意识和养殖水平的整体提高，人

们对新城疫的防控越来越重视。但在这种情况下仍

有一些养殖场时有新城疫的发生，主要以非典型性

新城疫为主。由于非典型性新城疫的流行具有隐蔽

性，导致人们不能及早发现并采取措施，从而造成

经济损失。

1 发病特点

非典型性新城疫发病特点随鸡群的周龄不同

而不同。

1.1 产蛋期

发病时多表现为一过性呼吸道症状，随后产蛋

率下降，降低 3%~10%，并且出现乒乓球样畸形蛋；

产蛋恢复后个别鸡只出现神经症状，但产蛋不能恢

复到原有水平。

1.2 预产期

发病时一般多表现为鸡群呼吸道病，使用相关

药物的治疗效果不明显，个别鸡精神状态差，排绿

色稀便，解剖的死亡鸡只有新城疫相关症状。

1.3 育成后备期

发病时则以转脖、扭颈等神经症状为主，鸡只

精神沉郁，羽毛松乱，食欲减退，有明显的呼吸道

症状，呼吸时发出“呼噜”声，口腔和喉头有大量的

黏液。

2 发病原因

非典型性新城疫多发于有一定抗体水平、但抗

体均值不高、离散度较大的鸡群，这种鸡群在新城

疫病毒毒力强、病毒含量高的环境中容易反复感

染，感染后表现症状不明显、死亡无异常。

2.1 疫苗免疫不到位

1）疫苗选择不当：非疫区或小日龄鸡群使用 I
系苗，I 系苗免疫力强，但鸡群免疫后易向环境排

毒，导致鸡群隐性感染；首免用毒力较弱的疫苗，不

能突破母源抗体，不能让鸡群产生良好的自身免疫

应答。

2）免疫时机不当：免疫间隔时间过长，导致抗

体均值低；频繁免疫产生免疫麻痹，导致抗体离散

度大。

3）免疫剂量不当：养殖户在使用新城疫弱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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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时，因操作不规范，尤其是在饮水免疫过程中

掌控不好鸡只饮水量，导致鸡只摄入疫苗剂量过

大、过小、不均。

4）疫苗间的干扰：传染性支气管炎弱毒苗会干

扰机体对新城疫的免疫应答，如传支 H120 和新城

疫 II 系或 IV 系疫苗同时使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干

扰，导致免疫失败。

5）注重体液免疫、忽视黏膜免疫：灭活苗安全

性高，能提高机体的体液免疫，但减少弱毒苗的使

用会导致机体黏膜免疫力的下降，不能有效抵抗野

毒侵袭而发病。

2.2 环境控制不到位

多数养殖场（户）注重免疫而忽视生物安全，甚

至没有生物安全防控意识。邻近的养殖场之间或养

殖栋舍之间人员流动，共用设备、工具等。

此外，为降低成本而不消毒或少消毒使得新城

疫病毒大量繁殖、肆意传播，在鸡群自身特异性保

护力不够时导致鸡群发病。

3 防控措施

3.1 做好疫苗免疫

不同地区可根据当地疾病流行情况制定合理

的免疫程序，并按标准严格执行免疫操作，确保鸡

群均获得有效抗体，且免疫需要灭活苗与弱毒苗相

结合，才能达到有效的免疫保护。

1）弱毒苗免疫。首免可根据母源抗体水平在 7
日龄之前完成，采用毒力较低的 IV 苗，与传染性支

气管炎弱毒苗的免疫间隔 1 周以上。二免可在首免

后 20 d 左右进行，与二免间隔 40 d 左右再进行第

3 次免疫，产蛋上高峰前再进行 1 次加强免疫，确保

鸡群产蛋上高峰后的健康。产蛋期间，弱毒苗的免

疫要结合鸡群抗体、生产指标、蛋品质量变化等情

况确定免疫间隔，一般为 2~3 个月免疫 1 次。

2）灭活苗免疫。疫情严重的地区可在 10~20 日

龄间进行首次免疫，二次免疫在 70 日龄左右进行，

产蛋前再做 1 次加强免疫，让鸡群有高的体液抗

体。产蛋期灭活苗的免疫可根据抗体水平和当地新

城疫流行情况确定免疫时机，疫区可在产蛋期补充

免疫灭活苗，非疫区弱毒苗免疫可保护鸡群不受野

毒侵袭，具体可综合鸡群抗体和生产情况而定。

3）疫苗的选择。新城疫 I 系弱毒苗不建议在非

疫区和 2 月龄以内的鸡群使用。首免可选择的疫苗

有 II 系、IV 系、Clone30 等，综合安全性、免疫原性、

能否突破母源抗体等，建议优先选择 Clone30。在鸡

群发生本病时，可用 IV 系或 Clone30 四倍量进行紧

急免疫。免疫剂量方面，免疫操作要严格按照标准

操作，在采用饮水免疫时，要合理预算鸡群饮水量，

并提供足够的饮水设备，控制合理的饮水时长，确

保每只鸡能摄入到适量的疫苗。

3.2 加强环境控制

养殖场要控制传染源，做好隔离和防鸟工作，

不和其他场共用人员、物品等，防止病原微生物的

传入。严格执行消毒措施，每周外环境消毒至少 2
次，疫病高发季节可 2 d 1 次，大风等特殊天气时

应及时对舍内外进行消毒，以杀灭和减少环境中的

病毒。此外，清洁舍内外卫生，减少病毒滋生繁殖的

条件，给鸡群提供安全的环境。

3.3 提高鸡群体质

给鸡群合理的营养供给、科学的饲养管理，做

好呼吸道、生殖道、消化道三道保健，减少和降低各

种应激，避免应激叠加，增强体质，提高鸡群的非特

异性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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