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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畜禽 4 种主要病毒病病原生态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取得重要进展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共同主持
,

7 个单位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我

国畜禽 4 种主要病毒病病原生态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已于 2 0 0 2 年底如期完成
.

2 0 0 3 年 10 月 9 日
,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生命科学部组织了专家组进行验收
.

专家组一致认为
,

该项目的 4 个子课题组均很好地

完成 了该重大项 目的研究内容
,

达到了预定 目标
,

并在以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

( 1) 建立了在地理分布上覆盖全 国的 4 种病毒 (猪瘟 ( C S )F
,

鸡新城疫 ( N D )
,

传染性支气管炎 ( IB)
,

传

染性法氏囊病 ( BI D ) )流行毒株的病毒资源库
.

在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开展了 4 种病原流行毒株的收集
、

分离
、

保存以及致病性和抗原性鉴定比较
.

根据测定的核昔酸序列 比较 了不同毒株的遗传变异情况
,

揭示了 4 种

病原体在中国的遗传多样性现状
,

绘制了各病毒遗传多样性地理分布图
.

收集与测序毒株的数量和地理覆

盖面足以代表这 4 种病毒在中国的分子流行病学本底
.

对这 4 种病毒大量流行毒株资源库的建立和每种病

毒流行毒株中遗传多样性的确定
,

为科学地改进我国现有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了必要的也非常有用的信息
.

( 2) 根据特定基因的核酸序列建立了我国 4 种病毒流行毒株分子遗传信息库 (包括了 300 多个病毒株的

特定基因的序列 )
.

据此不仅确立了这 4 种病毒在我国流行毒株的基因分型
,

阐明了国内近几年普遍流行的

优势基因型
,

也确定了它们在病毒系统发生树中与国际流行毒株的关系
.

这为今后跟踪和研究畜禽群体中

病毒流行株的变异
,

也为今后发现和确定从国外传入的新毒株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资料和证据
.

( 3) 发现了我国特有的一些新的致病型或基因型毒株
.

如 BI v 的一些特殊的组织 嗜性毒株 (如嗜腺 胃

性 )与众多国内外标准参考毒株的在基因水平的亲缘关系都较远
,

提醒我国兽医界必须注意监测这些特殊毒

株今后的流行态势及其致病作用
.

发现了 N D V 的基 因 XI 型
,

这是我国特有的基因型
,

而且该型病毒从

1 9 4 8 年至今一直在我国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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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到折线段上得到它 们各 自的参数
,

然后根据折 线

段顶点的参数在参数域上构造
n
个基函数

,

再通过

求解如下能量优化问题
,

来求解这
n
个控制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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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几增大时曲线越来越光顺
,

但与型值点之间

的误差也越来越大 ; 当 几减小时曲线越来越贴近型

值点
,

但光顺度也越来越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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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用动物免疫试验表明了
,

我国 4 种病毒病的常用疫苗均能对各 自的变异株产生有效的交叉保护性免

疫
.

这提醒兽医同行应从其他角度来寻找出现免疫失败现象的真正原因
,

这对指导我国 4 种疫病 的免疫防

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 5) 提出了猪
、

鸡群体中多重病毒共感染状态可能是影响 4 种重要疫病发病严重程度和免疫效果的重要

原因
,

并提供了实验证据
.

利用分子病毒学的诊断方法
,

发现在传染性法 氏囊病病鸡法 氏囊中同时还可能

存在着马立克病病毒
、

网状内皮增生病病毒及鸡传染性贫血病毒的二重
、

三重和四重感染
.

并已在 S P F 鸡

开展了多重感染对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致死率的影响的研究
.

在猪瘟
、

传染性支气管炎和鸡新城疫的发病

研究中
,

也发现了其他病原的混合感染对各病毒致病特性有 明显影响
,

可造成疫病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或加

重病情
.

在病毒多重感染与发病的关系上的这些研究
,

已促进了我国在 国际上开展不同组合病毒的多重感

染与发病关系的系统研究
.

在同一群体
、

同一个体
、

同一组织中常常存在着不同病毒的共感染 的问题及 其

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

有可能成为今后病毒生态学及病毒病流行病学研究中应关注的新的焦点
.

( 6) 在病原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
、

免疫与致病机理研究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
:

如
,

发现 了猪瘟病毒主

要抗原 E Z 蛋 白分子上一个新的抗原表位
,

完成了鹅源鸡新城疫病毒基因组全长序列测定 ( 15
.

8 k b) ; 人工

复制并建立了猪瘟病毒持续性感染本动物模型
,

并 由此提出在猪群中存在猪瘟病毒持续性感染的个体很可

能是不能消灭猪瘟的重要原因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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