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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降至 10 ℃以下，做好通风和保温措施，防止畜

体受凉得病。

3）养殖场的选址非常重要，以这 5个发病场为

例，都是建在同一个屯又相邻不到 300 m，场与场

之间的间隔过密，且建在村屯之间的主路上，不利

于动物防疫。

4）养殖户要加强“防重于治”的养殖观念，平时

要做好强制免疫疫苗及基础疫苗的注射，防止其他

疾病混合感染而加大治疗的难度，以降低养殖成

本。

家禽免疫的概念与分类

党晓鹏

陕西金冠牧业有限公司，陕西西安 712000

收稿日期：2014-07-21

党晓鹏，男，1966年生，硕士，高级兽医师。

现代免疫学的概念是：机体识别和清除非自身

的大分子物质，从而保持机体内外环境平衡的生理

学反应。免疫的基本功能包括：抵抗微生物与寄生

虫的感染；清除衰老死亡的细胞，保持机体自身稳

定；严密监视肿瘤细胞的出现，一旦出现就能立即

识别，并调动免疫系统在其尚未发展之前将其消

灭。

1 先天性免疫

先天性免疫是指家禽生来就已具有的对某种

病原微生物及其毒素的抵抗能力。

1.1 防御屏障

皮肤、黏膜、腱鞘、肌膜、浆膜等的屏障作用以

及血脑屏障、胎盘屏障等。

1.2 吞噬作用

嗜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等具有吞噬细菌的作

用，并能将其消化溶解，阻止其增殖传染。

1.3 组织抵抗力

胃液、胆汁、血液和淋巴液以及其他器官组织

的分泌物，均含有多种非特异性的抑菌、杀菌及协

助加强吞噬作用的物质。例如泪液、唾液、卵清中的

溶菌酶，能杀死溶解多种细菌。血清中含有一种耐

热性的β溶解素，也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补体则是

血清中具有类似酶活性的一组蛋白质，当存在抗原

抗体复合物或其他激活因子时，可以被激活而表现

出杀菌及溶菌能力，起到补助和加强吞噬细胞和抗

体防御能力的作用。补体约占血清蛋白总量的

10%，含量稳定，不因实施免疫而增多。

1.4 种属不感受性

家禽由于种属和遗传素质的差异，生来就对某

些病原微生物及其毒素缺乏感受性。这种不感受性

有时也与日龄有关。

2 获得性免疫

获得性免疫是家禽生长发育过程中受到病原

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刺激而获得的免疫能力。

2.1 非特异性抵抗力

非特异性抵抗力主要包括炎症反应和诱导机

体产生干扰素 2个方面。

1）炎症反应可产生于机体各部位的组织和器官，

以红、肿、热、痛、机能障碍等变化为特征，同时伴有

发热、白细胞增多等全身反应。这些变化的产生实

质上是机体与致炎因子进行抗争的反映。致炎因子

作用于机体后，一方面引发组织细胞的损坏，使局

部组织细胞显现变性、坏死；另一方面，诱导机体抗

病能力增加，益于清除致炎因子，使受损组织得到

修复，从而使机体的内环境以及内环境和外环境之

间达到新的均衡。

2）机体细胞或培养细胞在病毒或其他干扰素诱

生剂的作用下，产生一种低分子可溶性糖蛋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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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蛋白进入其他未感染的敏感细胞后，可诱导该

细胞产生抗病毒蛋白质，阻碍病毒的复制，这种物

质就是干扰素。干扰素不仅具有抗病毒作用，而且

还能抑制其他细胞内病原体（如胞内菌、原虫、立克

次氏体等）及肿瘤的生长。干扰素具有广谱抗病毒

作用，高效多能，毒副反应小，在家禽病毒性疾病防

治及抑制肿瘤生长等反面应用广泛。干扰素的缺点

是注入机体后存留时间短，半衰期仅为 7~11 min。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筛选和合成理想的干扰素诱生

剂，其中利用基因工程生产干扰素取得重大进展。

2.2 特异性免疫

家禽在生长过程中接触过某种抗原物质，机体

会对侵入体内的这种异物产生一系列的免疫应答

反应，从而对该抗原物质产生免疫记忆，若该抗原

再次入侵机体将会出现强烈的免疫反应，大大加速

了家禽对该抗原物质的排斥和清除过程，这种反应

称之为特异性免疫反应。特异性免疫反应有两大特

点：一是具有严格的特异性和针对性；二是免疫期

长短不一。免疫期的长短与抗原的性质、刺激强度

和频率及家禽本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强弱有关，短则

1~2周，长者可达数年，甚至终身免疫。

特异性免疫按照其作用机理分为体液免疫、细

胞免疫和局部免疫 3种。按照其获得免疫力方式不

同，特异性免疫又可分为以下 4种类型。

1）天然被动免疫。天然被动免疫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母源抗体所产生的母源免疫力，是雏禽通过

种蛋从母禽那里被动传递过来的，不是雏禽自身产

生的。母源抗体在保护雏禽免受早期感染方面十分

重要。但同时也给雏禽免疫程序的安排和实施带来

困扰，这是由于雏禽阶段使用的弱毒活苗在母源抗

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会被中和，导致免疫失败。因

此，雏禽进行新城疫、禽流感等传染性疫病的首免

时间，应根据母源抗体水平测定的结果而定。

2）天然主动免疫。家禽受到饲养环境中某种病

原微生物的侵袭后，无论是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显性

感染，还是无症状的隐性感染，禽群中的病愈禽、耐

过禽和带菌带毒禽，都会对该病原微生物产生程度

不同的免疫能力，这种由于自然感染而诱发产生的

特异性免疫我们称之为天然主动免疫。

3）人工被动免疫。人工被动免疫是指将经过多

次大剂量免疫或自然发病耐过的禽血清或卵黄液

人工注射给未免疫或免疫失败的禽群，使其获得对

特定病原体的抵抗力。人工被动免疫免疫期短，一

般为 2~4周，且有传带其他病原的危险，临床使用

时应慎重。高免血清和高免卵黄只能作为免疫失败

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亡羊补牢措施，切莫盲目生产、

销售、使用，更不能企图用这类产品来取代疫苗的

免疫功能，否则将后患无穷，得不偿失。用其它家畜

（如马、羊等）制备的异源性高免血清可避免传播禽

类传染性病原体的危险。

4）人工主动免疫。人工主动免疫是家禽业免疫

的重点和关键，是指通过人工接种疫苗使家禽获得

抵抗力的特异性免疫方法。其最大的优点是免疫针

对性强，免疫效果确实可靠，并可通过强化免疫、灭

活苗接种等强化和延长保护时间，保障禽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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