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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场免疫 

良好开端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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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肉鸡育肥时间不断缩短、家禽单场（栋）规模不断扩大、在成千上万个养鸡场培训专职免疫人员的难度、以及管理

并激励他们的诸多困难，使得在鸡场免疫变得越来越困难，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普遍实施的孵化场免疫，孵化场免疫在未来

几年内还将大力发展。孵化场免疫包括通过注射免疫（蛋内或皮下接种）或局部免疫（喷雾和点眼）来接种疫苗。很多年来，

局部免疫一直是提高针对粘膜性疾病（如传染性支气管炎或鸡新城疫）免疫力仅有的方法。最近，建立在免疫复合物和基因

重组技术之上的新型疫苗相继投放市场，这些疫苗即使在母源抗体存在的情况下也能诱导很好的主动免疫，而传统疫苗则受

到母源抗体的影响。如果它们过早使用，如孵化场免疫的话将不会成功，因为母源抗体会中和这些传统疫苗。新型疫苗的某

些特性，加上孵化场免疫的精密度和可靠性，可使免疫鸡群达到更好的疫苗接种成功率。事实上，孵化场免疫正在开启肉鸡

疫病控制之门。 

 

前言 

 

现在和将来，禽肉产业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肉鸡的保健，这不仅仅是避免疫病的爆发，更重要的是确保动物遗传潜

力的充分发挥。疫苗免疫在经济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还可限制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传播，人畜共患病病原会大幅

降低畜产品的商业价值。 

任何合理的、旨在控制肉鸡健康和降低疫病风险的核心是生物安全体系，种鸡和肉鸡养殖如没有切实而坚决地执行生物

安全措施，就没有真正的、持久的成功。 

免疫是生物安全的一个补充，当今，我们仍无法放弃使用疫苗。但是，该领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正朝着使免疫更加轻

松，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孵化场免疫面临的主要问题 

 

多年来，考虑到免疫的质量、可靠性和投入产出比，孵化场免疫已被业内人士公认为是免疫的最佳方式。但是在从前，  

 



 
 

 
 

 

 

 

 

 

 

 

 

 

 

 

仅有几种疫苗经常建议在孵化场使用，它们能得到稳定的（马立克氏病MD、传染性支气管炎IB、球虫病）或可接受的（新城

疫ND，肿头综合症SHS）效果。 

其它疫病，如传染性法氏囊病（IBD，甘保罗病）、传染性喉气管炎（ILT）或新城疫的疫苗，之前并不适合在孵化场接

种，主要原因有如下： 

-   缺少适宜的或可靠的设备； 

-   母源抗体（MDA）和弱毒活疫苗之间的干扰问题； 

-   疫苗毒株残留的致病性。 

 

新型设备的研发 

 

在孵化场免疫的一方面需求是让免疫操作能够自动化并且快速，还要使漏免或免疫效果差的雏鸡比例处在较低水平，以

及免疫的低成本。最近，在该领域取得了许多新的发展，如今，一些功能强大且用户友好的设备已研发成功，它们可用于滴

眼、粗滴喷雾和细滴喷雾、1日龄皮下注射和在18～19胚胎日龄进行蛋内注射。一些设备还可以同时进行两种或以上的免疫

（喷雾和注射，双注射等等）。 

但是，尽管某些设备的可靠性、精密性有所改善，但这些设备仍不能认为已经尽善尽美，其它对设备、操作人员的持续

关注、对免疫质量的定期检查都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仍需要不断地完善各种设备和相应的各项操作规程。 

 

新型疫苗的突破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新型疫苗已经成功上市，而且更多的疫苗正在研发当中。由于这些新型疫苗，在孵化场免疫的范围

扩大了，且使昂贵设备（如蛋内注射器）的成本效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更有利于孵化场免疫的发展。 

在这些新产品中，下列产品值得一提： 

 

嗜肠株新城疫减毒活疫苗：这些毒株自然条件下对雏鸡无致病性，可诱导局部免

疫，而不会像传统的嗜气管型新城疫活疫苗那样产生气管病变。使用这种新的

疫苗，未发现滚动反应，免疫鸡生长状况有所改善，抗生素用量有所下降。这

种在自然条件下无致病性的弱毒活疫苗，着实为在孵化场进行新城疫免疫做出

了贡献。 

 

免疫复合物IBD（法氏囊病）疫苗：将疫苗病毒与特异性同源抗体按一个非常明

确比例结合而成，这种疫苗能够缓慢释放，一直持续到母源抗体不再中和疫苗病

毒，从而使疫苗病毒成功到法氏囊复制。因该类疫苗的可靠性和强大的功效，尤

其是在疫病强毒株存在的地区，这种新型IBD疫苗的应用在全球越来越普遍。                                                                

 



 
 

 
 

 

 

 

 

 

 

 

 

   

 

 

 

 

重组（IBD、ND、ILT、AI等）疫苗：这些疫苗含有目标病毒的部分具有保护力的基因片段。将这  种

为保护性抗原进行编码的基因插入另一种作为载体的病毒染色体中（载体）。当然，这种载体必须

对雏鸡不具致病性，例如鸡痘（FP）病毒；能够更好地免受母源抗体的影响，例如火鸡疱疹病毒（HVT），

HVT同时还可保护鸡只免受温和型马立克氏病侵害。这些疫苗诱导保护力的方法是真正的新鲜事物，

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直到我们完全理解它。当以HVT作为载体时，突破母源抗体的能力是真真切

切的。除此之外，由于HVT在免疫动物体内持续存在，因此可产生持久的保护力。如果能用来保护

新城疫的话，这个技术是非常有趣的。 

 

在孵化场免疫的主要优点： 

 

 如果仅有几个人进行免疫，这些人可以很好培训和监督：换句话说，监控孵化场的5名操作人员要远比监控分散在广阔

区域内的200个农场要容易得多。而且也更加容易确保疫苗生产商到最终用户之间储运、保存冷链系统的完整性。 

 免疫盛放在鸡盒中的雏鸡，要远比免疫分散在一个鸡舍中的雏鸡要容易得多。 

 一个大型机构（如孵化场）要比一个养鸡场更有能力承担复杂且昂贵的设备，而且在孵化场比在养鸡场更容易监测和

维护设备。 

 使用呼吸道疫苗（如新城疫和传染性支气管炎）的最佳方法--喷雾免疫，在孵化场进行也远比在养鸡场进行要有效得

多。 

 免疫复合物或基因工程重组疫苗必须以注射的方法来进行免疫，也只有在孵化场免疫才能确保可接受的成本以及确保

免疫的质量。 

 当然，孵化场是能进行蛋内注射的唯一场所。 

 

最近开展的围绕着法氏囊病免疫的田间试验，试验系统比较了孵化场免疫和鸡场饮水免疫两种不同方式的保护率，其结

果令人难以置信。在某些养鸡场，尽管经过多次饮水免疫，但病理组织学试验证明未受保护的鸡只高达20％～30％，个别甚

至更高。而在孵化场注射免疫的鸡群，实际达到的保护率几乎是100％。 

 

结论 

 

肉鸡育肥时间持续缩短、养鸡场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工资成本飞涨，再由于新型疫苗及相应设备的问世，促使了越来

越多的家禽养殖企业走向了孵化场免疫，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家禽生产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疫苗功效。孵化场免疫是许

多疫苗生产商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毫无疑问这将更加促进未来孵化场免疫的发展。孵化场免疫对疫病防控来说是一个实实

在在的进步，也无疑是一条更好控制家禽疫病的希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