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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免疫抑制病是指鸡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由

于受到致病因子的作用而受到损伤,造成鸡的抗病

能力降低、免疫应答水平下降的一类疾病的总称。
近几年来,免疫抑制病对养鸡业的危害有逐年加大

的趋势,免疫抑制病的致病因子有多种,包括生物因

素(如传染性法氏囊病等)、营养因素、药物因素、有
毒物质、不良应激等,其中生物因素危害最大。只有

了解鸡免疫抑制病的致病因素及致病机理、采取切

实有效的预防措施,才能有效控制此类疾病的发生。

1 致病因素

1.1 生物因素

引起鸡免疫抑制病的生物因素主要有传染性法

氏囊病、鸡马立克氏病、禽白血病、鸡传染性贫血、网
状内皮细胞增殖症等。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主要侵

害免疫器官———法氏囊,造成法氏囊的永久性损伤,

T、B淋巴细胞数目减少,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能力

下降,红细胞免疫功能及细胞因子调节能力降低,最
终导致机体全身性的免疫抑制。马立克氏病病毒侵

害免疫器官的T、B淋巴细胞,导致胸腺和法氏囊严

重萎缩,从而抑制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禽白血病

病毒可造成淋巴样器官的萎缩或再生障碍、免疫应

答水平下降、中止B淋巴细胞成熟过程和抑制T淋

巴细胞发育等,从而导致免疫抑制。网状内皮细胞

增殖症病毒可造成法氏囊、胸腺、脾脏等免疫器官萎

缩或形成肿瘤,使淋巴细胞发生变性、坏死且数量明

显减少。鸡传染性贫血病毒可使胸腺、法氏囊、脾
脏、盲肠扁桃体和其他组织内淋巴样细胞剧减,抑制

免疫应答,使机体对细菌和真菌的易感性增强。

1.2 营养因素

免疫是机体识别和清除非自身大分子物质,从

而保持机体内外环境平衡的生理学反应。免疫应答

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参与,这不仅体现在免疫器官

的发育方面,也体现在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及免疫屏

障的修复和保持完整方面。雏鸡阶段营养物质的缺

乏会严重阻碍免疫器官的发育,蛋白质是体液免疫

合成免疫球蛋白的来源,缺乏则会影响免疫球蛋白

的合成;维生素A有利于消化道和呼吸道黏膜细胞

的再生,缺乏则会使局部黏膜免疫机能降低;维生素

E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主要起稳定细胞膜的作

用,维生素E缺乏会增强机体对传染性法氏囊病、
鸡新城疫等疫病的易感性;微量元素(如铁、锌、锰、
铜、硒等)缺乏时,会导致免疫器官萎缩、体液免疫和

细胞免疫功能下降。

1.3 药物影响

酰胺醇类抗生素(如甲砜霉素、氟苯尼考等)对
多种免疫器官(如法氏囊、胸腺、脾脏等)有损伤作

用,可使法氏囊滤泡皮质变薄、髓质疏松、淋巴细胞

消失,胸腺皮质、髓质界限失常,脾脏滤泡消失、白髓

结构松散等。糖皮质激素有明显的免疫抑制作用,
如地塞米松可致使鸡法氏囊淋巴细胞死亡、减少淋

巴细胞的产生。链霉素、庆大霉素和卡那霉素对T、

B淋巴细胞的转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饲料中长期

添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会减少鸡只免疫抗体的产

生。

1.4 霉菌毒素

霉菌毒素(特别是黄曲霉毒素)可抑制禽类免疫

球蛋白A和免疫球蛋白G的合成,使法氏囊、胸腺

和脾脏萎缩;还可毒害巨噬细胞,使其不能吞噬病原

微生物,造成免疫抑制。

1.5 不良应激

酷暑炎热、免疫、阉割、长途运输、空气污浊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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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因素,可刺激脑垂体产生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进而

刺激肾上腺皮质产生肾上腺皮质激素,从而损害T
淋巴细胞,造成法氏囊、胸腺和淋巴样组织机能退

化,使免疫器官对抗原刺激应答能力降低,造成免疫

抑制。

2 预防措施

2.1 构建完善的生物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养禽业发展迅速,规模化、集约化甚

至是智能化养鸡已成为主流,农村散养逐步退出历

史舞台,生物安全体系的构建成为疫病防控首要考

虑的措施。生物安全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包

括场址的科学选择、合理的布局、禽舍的建设、消毒

设施的配备等硬件内容,还包括消毒制度的制定和

落实、员工技术水平的提高、岗位管理制度的完善、
各种科学饲养模式的推广应用等,搞好生物安全体

系建设是做好源头防控、有效控制动物疫病发生的

重要手段。

2.2 强化营养调控

全价的营养供给是确保鸡只正常生长、生产的

物质基础,也是保障机体健康、增强抗病能力、提高

免疫应答水平的前提。很多营养元素不仅确保了免

疫器官的正常发育,也参与了免疫应答。例如:饲料

中的蛋白质供应不足,可因影响免疫球蛋白的合成

而造成免疫抑制;某些维生素(如维生素B、C等)和
微量元素(如硒、铁、锌、铜等)是免疫器官发育、淋巴

细胞增殖、受体表达和活化及抗体和补体合成的必

需物质,如供应不足或不平衡,则会导致机体出现继

发性免疫抑制。因此,搞好营养调控、保证营养供给

也是防止免疫抑制病发生的重要一环。

2.3 加强饲养管理

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家禽生产性能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加之高密度、大群体饲养,使动物机体变

得脆弱而敏感,这就要求在饲养管理方面做到科学

饲养、精细管理、尽量减少不良应激。这是一项综合

性的工作,包括保持合理的饲养密度、清新的空气、
适宜的湿度;做好防寒保暖和防暑降温,提供舒适的

生产环境,提高动物福利;保持生活环境安静;在开

展运输、防疫、断尾等工作时要做好应激的预防;平
时搞好防鸟、防鼠工作,以防野毒入侵;不喂发霉变

质饲料、落实消毒措施等。

2.4 科学、合理用药

由于某些药物可造成免疫抑制,所以在治疗鸡

病时一定要避开可造成免疫抑制的药物,尽量使用

副作用小、疗效好的药物;同时把握好使用剂量和用

药时间,注意使用剂量不可过大、用药时间不可过

长。在制定药物保健方案时,也要充分考虑可造成

免疫抑制的药物的使用和每次用药的时限,更要注

意不能长时间使用单一抗菌药物,以免产生耐药菌

株,降低用药效果。消毒用药也要定时更换,以确保

消毒效果。
(责任编辑:郭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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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重点看饲料板块

受规模化养殖比例提升影响,饲料行业迎来长足发展机遇。规模养殖户对饲料提出新的需求,从原

来简单的商品饲料走向更加复杂精细化的商品饲料,从只对饲料这个产品有需求增加到对整个养殖的

综合服务有需求,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在这样一个大的变革背景下,整个行业份额向优质企业集中。
从2008年开始,过去4a里1/3的饲料企业消失,重点公司在这期间每年保持30%~50%的销量增长,
而这个行业基本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模式,意味着重点公司每年都有30%~50%的盈利增长。据测

算,这个趋势到2020年会结束,养殖行业从落后到现代的进程还未结束。在个股方面,推荐大北农和海

大集团,从现在产能扩张、营销人员的匹配以及战略支撑来看,未来3a的盈利和高增长仍然是可以持

续的。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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