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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麻鸡中发现禽 ! 亚群白血病

成子强 张 利 刘思当 张玲娟 崔治中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泰安 #20$0%）

摘 要：首次报道了中国特有鸡种———麻鸡 E 亚群白血病的发病情况。山东某种鸡场饲养的中国麻鸡，于开产前

出现消瘦、贫血、瘫痪等症状，死亡率达 0$F。经大体剖检发现，病鸡的内脏器官均弥漫性肿大，色彩斑驳，质度较

硬；在胸骨内侧、小肠浆膜面和气管粘膜面出现大小不等的肿瘤结节，呈灰白色。组织学检查发现，增生的肿瘤细

胞为均一的髓细胞。用禽白血病病毒 E 亚群（*G&7E）的特异性引物进行 HIJ 检测，阳性率为 %1F（0"K02）；HIJ 产物

测序，其基因序列、预期氨基酸序列与 *G&7E 原型株 LHJM70$8 的同源性分别为 1%N$"F和 12N!F。用 *G&7E 单克隆

抗体，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发现，在肿瘤组织、肝、脾、肾、骨髓、腺胃中呈现强特异性染色。上述检测表明此髓细胞

肿瘤是由 *G&7E 感染引起的。*G&7E 麻鸡病例的发现警示：应注意中国地方种鸡的白血病净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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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 E 亚群白血病是由白血病病毒 E 亚群（*G&7
E）引起的、主要侵害肉鸡的一种肿瘤性疾病。0110
年 H:OC5 在肉种鸡中首次发现此病［0］。此后，在世

界各大洲的肉鸡群中连连爆发，尤其在 0112 P 011%
年间，对世界养禽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0111 年

后，我国一些地区的肉（种）鸡中也频发此病［# P "］。

目前，*G&7E 已散布于世界各地，成为禽业所面临的

主要病原之一。H:OC5 等科学家对 *G&7E 的宿主范

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后发现，*G&7E 可以感染蛋鸡，

但不引起肿瘤［6］。在此之前，中国本土的地方种鸡

还未见感染此病的报道。

中国麻鸡是中国特有的优良鸡种，其包括许多

地方品种，如福建麻鸡、祟仁麻鸡和尤溪麻鸡等，这

些麻鸡都是肉蛋兼用型，具有性情活泼、敏捷、觅食

力强、抗病性强、肉质细嫩、肉鲜味美等特点［2］。近

年来，我国地方优良种鸡呈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在极大地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给疾病的防制带来

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外来病毒，地方鸡对这些病毒

不具有遗传抵抗力，且重组病毒宿主范围的扩展可

能波及地方种鸡，使其感染和发病机率有所增高。

#$$! 年 1 月，山东某种鸡场饲养的 0"$$$ 只福

建麻鸡种鸡，于开产前出现消瘦、贫血、瘫痪等症状，

死亡率达 0$F。经病理学、病毒学和免疫组织化学

检测发现此病为 E 亚群白血病，这在麻鸡中还是首

次发生，具有重大临床意义。

" 材料和方法

"#" 主要试剂和仪器

蛋白酶 Q，华美公司产品；*G&7E 单克隆抗体，

扬州大学秦爱建教授惠赠；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羊抗鼠 R,S，北京中山公司产品。HIJ 产物纯化试剂

盒，HT’=5,: 公司产品；HIJ 仪（H4I70$$），UE 公司产

品；石蜡切片机，G5>?: 公司产品。

"#$ 病理学检测

"#$#" 大体病变观察：将送检病死鸡进行外部检

查，剖检，观察大体病变。

"#$#$ 病理组织学观察：取肿瘤结节、股骨髓、脾、

肝、肾、心脏、骨骼肌、肺、气管、卵巢（睾丸）、小肠、腺

胃、胰腺、大脑、小脑、坐骨神经等组织于 0$F福尔

马林液固定，石蜡包埋、切片，L<（苏木素与伊红）染

色，光镜观察。

"#% 病毒学检测

"#%#" 引物设计与合成：根据 *G&7E 原型株 LHJM7
0$8 前病毒基因组 V/* ,W%" 囊膜糖蛋白基因两端



的一 段 序 列 作 为 引 物。正 向 引 物（!" ）：#$%&’((

)’&&)’((()(’’&)’&’)’’(&))&))&&)(%*$； 反

向 引 物（ !+ ）：#$%’)&’(&)(’’)(&(&&’(&’)&((’

((’()&&%*$。正 向 引 物 与 反 向 引 物 分 别 相 当 于

,!-.%"/* 前病毒基因组 01) 序列 #234 5 6 ##// 5
和 4*77 5 6 4*47 5 ，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 !&- 用 01) 模板的制备："3 只病鸡的肝

脏，每个肝脏样品取约 "//89，消化缓冲液研磨，蛋

白酶 :（"//!9;8<）于 #4=消化过夜，再用酚%氯仿抽

提，制备基因组 01)，%+/=保存备用。

!"#"# !&- 反 应：反 应 体 系（#/!<）：" > ?@AABC，
/D+#88EF;< G1’!，引物 !" ;!+ 各 /D#88EF;<，"D#88EF;<

H9&F+，*I;!< !"# 酶，"!9 基因组 01)。反应条件：

7#= "8JK，##= "8JK，3+= "D#8JK，*/ 个循环；3+=
保温 #8JK。

!"#"% !&- 产物测序：将 !&- 产物纯化，寄送上海

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测序。

!"%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采用组织芯片方法，,L 染色进行组织定位，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参照文献［M］进行。

$ 结果

$"! 病理学检测

$"!"! 大体病变：病鸡极度营养不良，羽毛蓬乱，鸡

冠苍白。剖开腹腔后，肝脏、脾脏、肾脏显著肿大，为

正常的 + 6 * 倍，质度变硬，色彩斑驳；心脏、肺脏、腺

胃稍肿大，质度变硬，上有灰白色小结节；肠管浆膜、

胰腺表面、气管粘膜和胸骨内侧有米粒至花生大小

不等灰白色小结节；法氏囊萎缩；长骨变脆，骨髓呈

灰白或黄白色；神经组织未见病变。

$"!"$ 组织学病变：大多数组织器官（肝脏、脾脏、

心脏、肾脏、肺脏、卵巢、腺胃、小肠、胰腺、气管、骨

髓、胸骨）都有不同程度的变性坏死和髓细胞增生。

增生的细胞由大小一致，比较单纯的髓细胞组成，髓

细胞体积较大，核呈圆形、椭圆形、肾形，一般偏于一

侧，胞浆丰富，含大量的圆球形嗜酸性颗粒（图版"%
)）。肿瘤组织中为大量、密集的髓细胞，可见核分

裂相，未见坏死细胞，可推断肿瘤正处于活跃的增生

状态。坐骨神经、大脑、小脑只有轻微的变性和水

肿，而没有髓细胞增生。

$"$ 病毒学检测

$"$"! !&- 检测：将 !&- 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

胶电泳，结果除 3 号和 "" 号为阴性外，其余 "# 只为

阳性，在 /D7N? 左右处有一亮带，产物均匀一致，引

物二聚体条带较少（图 "）。

图 ! 发病鸡肝脏 &’()* 特异性 +,- 结果

OJ9P" ’QB CBR@FS EA !&- AEC )<T%U GBSBVSJEK

H：HWCNBC；!：!ERJSJXB VEKSCEF；<WKB3 WKG FWKB"" YBCB KB9WSJXB；’QB

ESQBCR YBCB ZERJSJXBP

$"$"$ !&- 产物序列测定：该基因序列全长 7+2 个

碱基，与 )<T%U 原型株 ,!-.%"/* 的 9ZM# 基因长度

完全一致，其中有 "M 个碱基发生突变，二者的基因

序列及预期氨基酸序列与 ,!-.%"/* 的同源性分别

为 7MD/#[和 73D2[。预期氨基酸序列如下，共 */M
个氨基酸。

(T,<<\\!(1 T]T’])1:’( -’0O&<.<\. )’.!O-’&<^

(^!\_!<1’O :(_T’1T’)& 011’0<).\’ )&<^:)<1’’

<!]0!\L<0^ <(.\H^:1(’ ’-’&T’O(.T &_:L11-.-T

&,1O0(1T1( ’(()L-L<-0 O^):]:.00< <^-!_T1\.]

’HT.!^1TL. O.^.--_&(O ’.1L’-__-( 0<.1]&..:-

(L].)(_.1( ’:&..1’’(& ((1&’’L]1_ _)_(O’O(L\

!LT<]11(’) :)<!!(^O<^ &(0-)]\(^! -1)<((!&_<

(\<’H<.!1O ’’]^’_(!1^ ’(,,-.--

$"#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T%U 特异性抗原表达阳性见于髓细胞瘤、骨

髓、肝脏、脾脏、肾脏、心肌、卵巢、小肠、腺胃，但在

脑、坐骨神经中都未见特异性抗原表达。肿瘤组织

中部分髓细胞呈强阳性染色，着色部位主要为细胞

浆，胞浆背景为均质棕色，内有颗粒状棕黑色着色

（图版"%‘）；骨髓中部分髓细胞胞浆着色，着色部位

与肿瘤组织中髓细胞相似，但阳性细胞数量较少；肝

脏中主要着色细胞为窦状隙内皮细胞和枯否氏细胞

及部分髓细胞，着色部位为胞浆（图版"%&）；脾的着

色部分主要集中于髓窦内皮细胞和网状细胞及部分

髓细胞（图版"%0）；肾脏在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胞浆

和胞膜呈阳性着色（图版"%L）；卵巢 )<T%U 抗原的

特异性表达见于结缔组织和肿瘤细胞（图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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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对照和自然病例相似，只是着色较浅；阴性对

照，即正常鸡组织及未加一抗的组织未见任何着色。

! 讨论

对于经典白血病，由于其发病周期长，死亡率低

（!!"）一直没有引起养殖业足够的重视，但自英国

的 #$%&’［!］分离鉴定了禽白血病病毒 ( 亚群（)*+,(）
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尤其是 -. 年代后期，(
亚群白血病在全世界爆发，给肉鸡业造成了巨大的

损失［-］，这才引起人们对这种肿瘤性疾病的高度关

注。

近几年，由于种禽公司加强了白血病的净化工

作，)*+,( 的发病率有所降低，但这种选择压的存

在，可能会促使病毒进一步重组（突变），从而导致宿

主范围的扩展。/$0&’% 等［!.］研究显示，)*+,1 囊膜

基因内 23! 区一个氨基酸突变，导致了 )*+,1 宿主

范围向非禽细胞扩展，包括人、狗、猫、鼠等，而选择

压的存在很可能会使突变发生的周期缩短。最近在

蛋鸡中发现的 ( 亚群白血病［!!］，出现了典型的髓细

胞瘤。那么，这种引起蛋鸡发生肿瘤的 )*+,( 是由

于病毒序列发生了改变，还是中国境内的蛋鸡对其

高度易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40&5’3062 等［!7］研

究发现，实验接种 ( 亚群和 1 亚群重组病毒可使

8."蛋鸡产生肿瘤，这说明病毒基因的突变也会对

其致瘤性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麻鸡属于肉蛋兼用

型，在 肉 鸡 和 蛋 鸡 之 间 属 于 过 渡 类 型，可 以 说 是

)*+,( 理想的攻击对象。这次在中国麻鸡中发现 (
亚群白血病，对于 )*+,( 流行病学的完善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麻鸡中发现的 ( 亚群白血病比进口鸡种的

发病要严重得多，除了在内脏器官发现髓细胞瘤的

增生以外，在胸骨、气管、胰腺，甚至脂肪中也发现了

髓细胞的增生。说明麻鸡对 )*+,( 的抵抗力较差，

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年龄和遗传抵抗力。对 #9/ 产

物测序发现 )*+,( 基因序列发生了一定的突变，这

些突变的碱基可能包含了决定其致瘤性的关键序

列，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麻鸡中 ( 亚群白血

病的发现警示我们，在保护我国特有鸡种的同时应

注意这些鸡的白血病净化工作，防止 )*+,( 进一步

向中国地方鸡种漫延。

近几年，随着我国畜牧业的高速发展，我国地方

优良鸡种的保护工作也逐渐受到了重视。但由于地

方种鸡饲养模式的改变及病毒重组现象的发生，使

疾病流行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在麻鸡中

发现了马立克氏病［!:］，说明在地方种鸡中的肿瘤性

疾病有上升的趋势，有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更加严格、

完善的保护和防疫措施，避免中国地方种鸡受到这

些肿瘤性病毒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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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遗传学报》、《遗传》杂志

《遗传学报》、《遗传》杂志是中国遗传学会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级学术期

刊，中文生物学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已被美国化学文摘、生物学数据库、生物学文摘、医学索引以及俄罗斯文摘杂志

等 8; 余种国内外重要检索系统与数据库收录。内容涉及遗传学、发育生物学、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以及分子进化等领域，读

者对象为基础医学、农林牧渔、生命科学各领域的科研、教学、开发人员，大学生、研究生、中学生物教师等。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8;;W 版）的统计结果，《遗传学报》、《遗传》的影响因子分别为 :K ;88W 和 ;K <UXO，分别

列于“人类学与生物科学”期刊的第 8 和第 X 位。8;;X ^ 8;;O 年，《遗传学报》两次获得“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奖”、“第二届国

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奖”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8;;W 年起，两刊全面实行网上投稿、网上审稿。网址：DD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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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报》（月刊）邮发代号 8(<:U，8;;\ 年定价 W; 元，全年 W<; 元。

《遗传》（双月刊）邮发代号 8(<:;，8;;O 年定价 W; 元，全年 8W; 元。

欢迎订阅，欢迎网上注册投稿，欢迎刊登产品与服务广告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大屯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编辑室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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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室主任：李绍武 #(M*’@：BD@’] ,?+?G’CBK *C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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