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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初禽流感疫情期间，针对广东省疫点地区开展了野生鸟类禽流感病毒（*%、*+、*)）调查
取样工作，共获得血样 +’ 份、拭子 !"% 份、器官样 "! 份。血清检测采用琼脂扩散（,-.）和血凝抑制试验

（*/），病毒检测用鸡胚法鉴定。分析结果：（!）只在非疫点的汕头南澳的八哥上检测到 *) 病毒；（"）雷州、
罗定、海丰及汕头 ( 个地区的血清检测结果中 *% 和 *) 阳性率分别为 #! 0’1和 "# 0+1；沿海地区阳性率极显
著高于非沿海地区；（#）候鸟的阳性率极显著高于留鸟。因此，该次疫情中候鸟中存在传播禽流感病毒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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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鸟类是禽流感病毒的一个巨大病原体蓄积

库和传播媒介，)& 年代美国已在 44 种野生鸟类中

分离到 , 型流感病毒（李洁尉，"&&(）。最近研究

表明，野生鸟类携带病毒现象还是十分普遍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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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鸭、鹅、斑鸠、麻雀、百灵、八哥、天鹅等许

多鸟类身上都检测出禽流感病毒抗体阳性（!" #$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是候鸟在迁徙过

程中 将 自 身 携 带 的 病 毒 传 播 给 家 禽（*%+ #$ %&，
’((,）的。

’((- 年 .’ 月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禽流感疫

情。’(() 年 . 月 ’/ 日—’ 月 .0 日，全国 .1 个省

-/ 个地市 )0 个县共发生 )0 起疫情，其中广东省发

生 0 起禽流感。为了配合政府的防控禽流感工作，

我们对广东省内各疫点的野生鸟类禽流感开展了调

查和研究工作，现将结果简报如下。

! 研究方法

’(() 年 - 月 ) 日—) 月 / 日在广东省内 1 个疫

点（揭东、潮安、阳江、海丰、罗定、珠海）和 -
个非疫点区（南澳、雷州、鹤山）开展野生鸟类禽

流感取样工作（图 .）。采集的样品包括血样、拭

子（肛拭子、咽拭子）、器官（心肝脾肺肾）。共涉

及 )( 种鸟的 .)1 个个体，其中候鸟个体 -0 个，取

得血样 /1 份，拭子 .’, 份，器官 ’. 份。血清检测

采用琼脂扩散（2*3）和血凝抑制试验（45），按

国标（高 致 病 性 禽 流 感 诊 断 技 术 *6 7 8 .90-1 :
’((-）进行，由广东省动物防疫监督总所完成。病

毒检测用鸡胚、细胞培养!42、45、;8<3=; 鉴

定，由华南农业大学禽病实验室完成。

" 结 果

" #! 病毒检测结果

在 .)1 个各类试样中，除在非疫点区南澳市场

没收的八哥（!"#$%&’()#)* "#$*’+’),,-*）样本中发现 .
例 40 病毒外，未发现其他病毒。

" #" 血清检测结果

图 . 调查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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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I . 地区间血清检测结果比较 广东省四个地

区鸟类的 /1 份血清样品检测结果见表 .。

表 . 显示：) 个地区样品的 4/ 检测的阳性率

都为 零，总 体 上 40 和 4, 阳 性 率 较 高， 分 别

’- I/J和 -. I1J，并且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之

间差异极显著。在沿海地区中，为雷州的样品阳性

率最高，40 达 9,J，而 4, 型则高达 .((J；海丰

40 和汕头的 4, 阳性率为零，海丰的 4, 和汕头的

40 的阳性率较低，分别为 ’, I(J和 , I-J。

’ I’ I ’ 留鸟与候鸟血清检测结果比较 候鸟的阳

性率极显著高于留鸟（ ’ K / I ((,，. L ( I (.）（图’），

说明候鸟可能是禽流感病毒的主要携带和传播者。

其中呈阳性的鸟类有环颈!（/(+#+%#$-* +,)0+1%#$ <
1-* ）、红 嘴 鸥（ 2+#-* #$%$3-1%-* ）、花 脸 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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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广东省 " 个地区鸟类血清样品的阳性率

#$% & ! ’()*+*,- .$+-) (/ %*.0 %1((0 )-.23 )$341-) *5 /(2. .-6*(5) (/ 72$560(56
沿海地区 !"#$%&#’( 非沿海地区 )’&#’(

总体 *"%#&雷州 +,-./"0 汕头 1/#’%"0 海丰 2#-3,’4 罗定 +0"(-’4
样品数 1#56&, ’057,8$ 9: ;< ;= 9: >=

2< 阳性数 ?"$-%-@, ’057,8$ ;> ; : : ;A
阳性率 ?"$-%-@, 8#%,（B） AC C DE : : 9E D>
F,#’ G !" : DE G : D99# : G :7

阳性数 ?"$-%-@, ’057,8$ : : : : :
2> 阳性率 ?"$-%-@, 8#%,（B） : : : : :

F,#’ G !" : G : : G :
阳性数 ?"$-%-@, ’057,8$ 9: : H : 9H

2C 阳性率 ?"$-%-@, 8#%,（B） ;:: : 9C : E; D=
F,#’ G !" : DH G : D9C# : G :7

同行不同字母表示沿海与非沿海地区差异极显著（I-33,8,’% &,%%,8$ -’ %/, $#5, &-’, -’(-J#%, # $-4’-3-J#’% (-33,8,’J, 7,%K,,’ -’$/"8, #’(
’"’L$,#$/"8, #8,#$）（ #L%,$%，$ M : D:;）。

图 9 广东省 H 个地区候鸟与留鸟样品 2C 阳性和 2<
阳性的个体比率

N-4 O 9 2C 6"$-%-@, 8#%, #’( 2< 6"$-%-@, 8#%, 7,%K,,’
5-48#%"8P 7-8($ #’( 8,$-(,’% 7-8($ -’ 3"08 8,4L
-"’$ "3 Q0#’4("’4 68"@-’J,

!! 表示候鸟与留鸟差异极显著（!! )’(-J#%, # $-4’-3-J#’% (-3L
3,8,’J, 7,%K,,’ 5-48#%"8P 7-8($ #’( 8,$-(,’% 7-8($）（ #L%,$%，$ M
: D:;）。

%&’(&)*）、绿翅鸭（+ , -’.--*）、小"#（/*-01234
#5) ’5%6-&776) ）、 白 鹭 （ 89’.##* 9*’:.##* ）、 牛 背 鹭

（;5257-5) 626)）和灰头鹦鹉（$)6##*-57* %6<)-066）。

8 结论和讨论

雷州、汕头、海丰为沿海地区，其 2C 和 2<
的阳性率要高于非沿海的罗定。因此，沿海地区鸟

类存在禽流感的可能性要高于非沿海地区。另外，

候鸟的阳性率要高于留鸟，即使在呈阳性反应的留

鸟中，除笼养的灰头鹦鹉外，其他均为水禽。由于

水禽在开放的水环境中觅食，同一片水域中往往有

大量候鸟存在，因此，增加了水禽感染禽流感的几

率。所以，我们认为此次疫情中存在候鸟传播禽流

感的可能性。

在历史上，世界各国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均

是由 2C 和 2> 两 种 亚 型 病 毒 所 至（R,- S +-，
9::C）。而在我们的检测结果中，野生鸟类的 2< 呈

阳性率达 9E D>B，只比 2C（E; D=B）稍低，2< 病

毒的高阳性率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高阳性率下，我们未能检测到更多病毒，可

能的原因有：（;）目前鸡胚 T*L?!T 方法已相对落

后，病 毒 检 测 方 法 需 要 改 进（!#- ,% #&，9::C）；

（9）此次调查已是疫情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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