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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蛋类禽流感病毒检测报告

雷永良!陈秀英!叶夏良!王晓光!叶碧峰!叶灵!柳付明!梅建华!陶毅
!浙江省丽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丽水&+)+(((#

摘&要!目的&了解丽水市禽蛋标本禽流感病毒的感染状况$ 方法&对随机抽样的 ,^( 只鸡%鸭%鸽蛋及 ’), 份

农贸市场外环境对照标本采用荧光定量 ZL0方法检测禽流感病毒 B.6̂ %B% 和 B̂ 亚型核酸$ 结果&,^( 只禽蛋

标本 B.6̂ %B% 及 B̂ 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份外环境对照标本 B.6̂ 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均为阴性!B% 和 B̂ 亚型阳性标本各 ) 份!阳性率为 +1’.-$ 结论&禽蛋中 B.6̂ %B% 及 B̂ 亚型禽流感病毒污染

率低!但丽水市禽间存在 B% 和 B̂ 亚型禽流感的传播$ 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人感染

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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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是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从呼吸
道疾病到严重败血症等多种症状的综合病症"农业
部将禽流感列为甲类传染病) 近年来"禽流感疫情
日趋严峻"且突破传统的传播模式"由家禽直接传
染给人) 禽流感病毒血清型众多"不同型别和毒株
间的毒力和致病力差异很大) )(’+ 年 + 月"上海市
和安徽省在全球首次报告人感染 B.6̂ 新亚型禽流
感病毒病例 ’’( ) 国内报告的人感染 B.6̂ 禽流感病
例多数以重症肺炎为主要特征"并出现了较多的死
亡病例) 截止 )(’+ 年 , 月 +( 日"浙江*江苏*上海
等 ’( 个省区 +^ 个地市"共报告人感染 B.6̂ 确诊
病例 ’+’ 例"死亡 +. 例"确诊的病例主要集中在长
三角地区"农业部门业已相继在鸭*鸡及鸽子中检
测到 B.6̂ 亚型禽流感病毒)

目前"人感染 B.6̂ 禽流感尚未纳入我国法定
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 丽水市地处长三角地
区南翼"人群与禽蛋产品接触密切) 为了解禽蛋中
B.6̂ 型禽流感病毒的污染情况"评估人食用禽蛋
感染 B.6̂ 禽流感病毒的风险"为禽流感防控提供
科学依据")(’+ 年 # c, 月"本课题组对丽水市家禽
交易*养殖场所及农村散养户的禽蛋开展 B.6̂ 禽
流感病毒污染状况检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和方法
’1’&材料
’1’1’&标本

选择丽水市下属 ^ 个县$市区%’ 处农贸市场"
按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其中禽蛋交易户 ’ 家"每
家抽检禽蛋 ,( 只$鸡蛋*鸭蛋和鸽蛋各 )( 只%) 按
简单随机抽样选取 ’ 家蛋鸡规模 h$ ((( 羽的养殖
场"抽检鸡蛋 %( 只) 选取 ’( 户家禽散养户"每户抽
检禽蛋$鸡蛋或鸭蛋%’( 只) 共抽检鸡蛋 )$( 只*鸭
蛋 )+( 只*鸽蛋 ’$( 只) 同时"在禽蛋抽取点禽类生

长的外环境中采集新鲜粪便作为外环境标本检测
对照"置于病毒采样液中 # e条件下于 )# : 内送实
验室检测"共采集 ’), 份)
’1’1)&仪器与试剂

\CG63 Z;9M*@"CF6;VFM<V3V</ n<"试 剂 盒
$0@V:M%"]EMO"MW Z9<SMOV9<W"0*4ZL0n<"ZM9AMV"
0MCF4*<SM试剂盒$*CnC0C(,#3%"甲型流感病毒和
禽流感病毒 B.6̂ 核酸测定试剂盒$上海辉睿%"禽
流感病毒 B%*B.*B̂ 亚型核酸测定试剂盒$上海之
江%"0MCF4"<SMZL0仪$美国 3!I.%((%)
’1)&方法

使用病毒采样运输管$北京友康%采样"采集禽
蛋外壳涂抹标本"具体方法为将病毒采样管用病毒
培养液蘸湿"涂抹蛋壳"特别是蛋壳上的粪便"每只
鸡蛋为 ’ 份"# e条件下于 )# : 内送实验室检测)

采用063提取和 0MCF4*<SMZL0反应方法"反应
体系*反应参数及具体操作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设置阴
性和阳性对照) 所有试验均在负压Z)实验室进行)

)&结果
经检测",^( 份禽蛋外壳涂抹标本 B.6̂ 亚型禽

流感病毒核酸均为阴性) ’), 份外环境标本中"未检
测到 B.6̂ 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标本"检测到
B% 亚型 ) 份"B̂ 亚型 ) 份$图 ’%"阳性率为 +1’.-)
阈值线下的曲线为阴性标本及各试剂盒的阴性对照)

+&讨论
目前"能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主要有 B%*B.*

B̂ 亚型种的一些毒株"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在亚洲*
欧洲以及北美洲均有报道 ’) j+( "感染这 + 种亚型流
感病毒的病例大部分是由于患者直接接触了感染
禽流感病毒的家禽"任何年龄的人均易感染禽流
感"而与不明原因病死家禽或感染*疑似感染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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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和 B̂ 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扩增结果
A<G;9M’&*:ME;VFM<VCV</ CSWF<N<VC"<@E 9MQ;F"QN@9B%

CE/ B̂ Q;J"PWM@NCU<CE <ENF;MEkC

感的禽类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为该病的高危人群"儿
童和老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后往往症状较重"病情发
展较快"严重的引起死亡 ’# j,( )

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与禽类有接触史
是感染 B.6̂ 禽流感的危险因素之一 ’.( "而禽蛋是
否受禽流感病毒污染未见报导) 本研究抽样具有
代表性"同时"对同一来源的外环境标本采样"检测
禽蛋受污染的状况"对所有标本均检测了能感染人
的 B%*B.*B̂ 亚型"结果提示"禽流感在本地禽类
生活的外环境中确实存在"尽管外环境中禽流感
$B% 亚型*B̂ 亚型%阳性率为 +1’.-$#‘’),%"但同
一环境中的禽蛋却没有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标本"
一定程度上说明禽蛋的食用是安全的) 丽水市外
环境标本和禽蛋没有检测到 B.6̂ 禽流感病毒核酸
&&&

阳性标本"可能与家禽间尚未感染 B.6̂ 禽流感或
感染水平低有关"也可能跟检测的样品数有关"需
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在农贸市场外环境对照标本中检测到 B%
和 B̂ 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标本"而且本实验
室也曾检测到迁徙禽类红嘴相思鸟标本 B%6’ 禽流
感病毒核酸阳性 ’$( "提示丽水市家禽和野生禽鸟相
关亚型禽流感病毒在传播"需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阻断禽流感病毒传染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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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指定并公布食品
添加剂氨水等产品生产许可检验机构的通知

食药监办食监一函%)(’+&#’)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有关检验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质检总局

令第 ’+( 号#!现通知如下’
指定北京市海淀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国家果类

及农副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承担食品添加剂氨水等产品生产许可检验工作"检验机构联系方式见附件#$
检验机构在承担生产许可检验工作中!应当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指定的承检范围内开展检验工作!不得超范围检验$
二%在我局指导下!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准确%高效地完成检验工作$
三%未经我局批准!不得擅自将有关检验工作委托给其他检验机构$
四%对在检验工作中发现涉及人身健康的危害性质量问题!要进行深入研究!并及时报告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质

量技术监督局$
五%在检验工作中!要注重经验和技术的积累!注重对检验人员的培训!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测方法和技术的研

究!不断提高检验能力和检验水平$
附件’新增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检验机构联系方式
"相关链接’:""W’‘‘CWW’YQN/CYG@UYVE‘5O(’‘LH’)(’ ‘̂+#^#Y:"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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