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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瘟病毒强毒株感染ＳＰＦ鸭后动态病理组织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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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鸭瘟病毒（Ｄｕｃｋ　ｐｌａｇｕｅ　ｖｉｒｕｓ，ＤＰＶ）人工感染２月龄ＳＰＦ鸭，定期剖杀，经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检测为鸭瘟

后，对各组织器官的病理组织学变化进行观察，并进行血常规和血液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显示，人工感染后２４ｈ，

试验鸭中枢免疫器官胸腺、法氏囊表现为淋巴细胞数量减少，组织间隙增大；肝脏、脾脏组织病变较为严重，大部分

组织器官均出现程度较轻的病理变化。感染后４８～９６ｈ，中枢免疫器官的淋巴细胞极度减少、网状细胞增生、组织

器官结构模糊不清，严重充血、出血；其余组织器官出现细胞变性、出血等不可逆病理变化。感染后１２０ｈ，组织细

胞变性、坏死，出现大片坏死区。点眼滴鼻组鸭感染ＤＰＶ后组织学变化与皮下注射组相似，只是发生的时间偏后

约２４～４８ｈ。对照组鸭病理组织学观察未见损伤。ＷＢＣ、ＨＧＢ、ＡＳＴ、ＡＬＴ等发生显著变化。结果表明，接种

ＤＰＶ强毒感染鸭的组织器官严重受损，特别是免疫器官，甚至会引起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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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瘟（Ｄｕｃｋ　ｐｌａｇｕｅ，ＤＰ），是 由 鸭 瘟 病 毒（Ｄｕｃｋ
ｐｌａｇｕｅ　ｖｉｒｕｓ，ＤＰＶ）引起的鸭、鹅和天鹅等水禽的一种

急性败血性传染病，其特征是流行广泛，传播迅速，发
病率和死亡率高。鸭瘟的临床表现为精神沉郁，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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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留，两腿麻痹、下痢、流泪和部分病鸭头颈肿大。病

理剖解特征是血管损伤，组织器官出血，消化道黏膜

出血、炎症和坏死，消化道黏膜破溃，淋巴器官受损以

及实质器官 的 退 行 性 变 化［１－４］。临 床 上 除 急 性 病 例

外，ＤＰＶ还 可 在 三 叉 神 经 和 淋 巴 组 织 形 成 潜 伏 感

染［５］。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对养鸭业危害较大。
本试验通过鸭瘟病毒强毒人工感染ＳＰＦ鸭，经

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检测为鸭瘟后，进行动态病理

组织学观察，了解人工感染鸭的组织器官损伤规律，
重点是中枢免疫器官组织的损伤规律，以及鸭瘟病

毒感染后的特异性组织学病变，为鸭瘟的早期诊断

和防制提供试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 毒　ＤＰＶ山 东 潍 坊 分 离 株（ＳＤＷＦ），为 本

研究室分离、鉴定并保存。

１．２　试验动物　２月龄ＳＰＦ鸭，购于哈尔滨兽医研

究所。

１．３　试验设计　将５０只２月龄ＳＰＦ鸭随机分成３
组。对照组１０只，每只皮下接种灭菌生理盐水０．２
ｍＬ；皮下注 射 组２０只，每 只 皮 下 注 射 病 毒 液０．２
ｍＬ；点 眼 滴 鼻 组２０只，攻 毒 剂 量 与 皮 下 注 射 组 相

同。分别于２、４、６、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１２０、１４４ｈ将

每组鸭剖杀２只，直至有鸭发生死亡时停止剖杀而

采集死亡鸭的组织器官，并拍照记录病理变化。采

集的样 品 包 括 脑、肝 脏、肺 脏、脾 脏、肾 脏、气 管、食

道、肠道、胸腺、法氏囊和泄殖腔。

１．４　血常规和血液生化指标的检测　每个试验组

分别于感染后１、３、５ｄ抽取试验鸭静脉采血１ｍＬ／
只，加柠檬酸钠抗凝，测定血液红细胞总数（ＲＢＣ）、
血红蛋白（ＨＧＢ）、白细胞总数（ＷＢＣ）、血小 板 总 数

（ＰＬＴ）等；并 进 行 丙 氨 酸 氨 基 转 移 酶（ＡＬＴ）、天 门

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碱性磷酸酶（ＡＬＰ）活性

和总蛋白（ＴＰ）等的测定（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检验

科常规方法测定）。

１．５　病原检测　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登录的鸭瘟病毒

基因序列（登录号ＥＦ５５４４０１），用 Ｐｒｉｍｅｒ　５．０软件

设计了１对特异性引物，进行ＰＣＲ扩增，扩增产物

约６９０ｂｐ。按 参 考 文 献［６］介 绍 的 方 法 提 取 ＤＰＶ
基因组ＤＮＡ作 为 模 板，置－２０℃保 存 备 用。按 参

考文献［７］建立的ＰＣＲ方法进行鉴定。

１．６　ＤＰＶ感染的病理组织学观察　将采集的部分

组织样品置于１０％中性甲醛缓冲液中固定，石蜡包

埋，常规 Ｈ　Ｅ．染色后观察其病理组织学变化。

２　结果

２．１　人工感染试验　人工感染ＳＰＦ鸭在７２ｈ内无

明显症状；９６ｈ后出现轻微症状；１０８ｈ后感染鸭出

现典型症状和 剖 解 病 变；１２０ｈ时 感 染 鸭 开 始 出 现

死亡，死亡率 为１００％。感 染 鸭 临 床 症 状 为 体 温 升

高、下痢，剖检变化主要见头颈部皮下充血、出血，有
出血性胶冻样浸润；食道黏膜有纵行排列的斑点状

出血及灰黄色糠麸状的假膜附着，假膜剥离后可见

糜烂或出血性浅表溃疡；泄殖腔黏膜有明显的充血、
出血及出血性溃疡，表面多粘有灰黄色的坏死物；肝
脏可见针尖到粟粒大小的不规则的白色坏死灶，肠

道外观有环状出血。对照ＳＰＦ鸭外观健康，剖解未

见病理变化。

２．２　病原 学 检 测　人 工 感 染 组ＳＰＦ鸭 可 检 测 到

ＤＰＶ，对照组鸭未检测到ＤＰＶ（图１）。ＤＰＶ皮下注

射感染ＳＰＦ鸭２ｈ后，即能从肝脏、脾脏、脑、法氏囊

和胸 腺 中 检 出 ＤＰＶ。１２ｈ后 从 心 脏、肝 脏、脾 脏、
肺、肾脏、胰脏、气管、肠道、法氏囊、胸腺、脑、食道、
泄殖腔等组织器官中均可检测到ＤＰＶ；点眼滴鼻感

染ＳＰＦ鸭８ｈ后可检到阳性组织。

图１　鸭 瘟 病 毒 分 离 株ＰＣＲ扩 增 结 果　Ｍ．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鸭瘟病毒分离株；２．鸭瘟病毒标准强毒株

２．３　血常规和血液生化检测结果

２．３．１　血常规检测结果　血常规结果见表１。由

表１可以看出，ＤＰＶ感染可引起 ＷＢＣ、ＲＢＣ、ＨＧＢ、

ＰＬＴ的变化。２个 试 验 组 ＷＢＣ的 变 化 趋 势 相 似，

在第３天达到高峰，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Ｐ＜
０．０１），随后逐渐下降，第５天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仍

显著（Ｐ＜０．０５）。ＤＰＶ感染后会引起 ＨＧＢ的缓慢

上升，但与对 照 组 相 比 差 异 极 显 著（Ｐ＜０．０１）。试

验组ＰＬＴ逐 渐 下 降，与 对 照 组 相 比 差 异 极 显 著（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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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

２．３．２　血液生化检测结果　血生化试验结果见表

２。表 ２ 显 示，ＤＰＶ 感 染 后 可 引 起 ＡＳＴ、ＡＬＴ、

ＡＬＰ、ＴＰ等的变化。ＡＳＴ、ＡＬＴ从 第３天 开 始，试

验组与对照 组 相 比 差 异 极 显 著（Ｐ＜０．０１）。ＡＬＰ、

ＴＰ从第１天 开 始，试 验 组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差 异 极 显

著（Ｐ＜０．０１）。

表１　ＤＰＶ攻毒后不同时间下各处理组的血常

规检测结果

项　目
染毒时

间／ｄ
对照组 点眼滴鼻组 皮下注射组

ＷＢＣ／

（１０９·Ｌ－１）
１　 １７０±０．６　 １６８±０．６＊ １６８±０．５＊

３　 １８１±０．３　 １９４±０．１＊＊ １８４±０．５＊＊

５　 １７６±１．０　 １７２±１．０＊ １７３±０．５＊

ＲＢＣ／

（×１０９·Ｌ－１）
１　 ２．３１±０．３　 ２．０３±０．２＊＊ ２．１１±０．２＊＊

３　 ２．２２±０．０５　 ２．２３±０．０６　２．１６±０．０３＊＊

５　 ２．０１±０．０５　２．１４±０．０２＊＊ ２．３８±０．０２＊＊

ＨＧＢ／

（ｇ·Ｌ－１）
１　 １２５±０．５　 １２５±０．５　 １２７．５±０．５＊＊

３　 １３２．５±０．３　１２８．５±０．４＊ １２６±０．１＊

５　 １１６±０．２　 １３３．５±０．２＊＊ １４１．５±０．１＊＊

ＰＬＴ／

（×１０９·Ｌ－１）
１　 １３３±０．４　 １２４．５±０．２＊＊ １３５．５±０．２＊

３　 １６５±０．３　 １５０．５±０．２＊＊ １２７±０．２＊＊

５　 １５０±１　 １２７±０．５＊＊ １２１．５±０．２＊＊

　　 注：＊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示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下同

表２　ＤＰＶ攻毒后不同时间各处理组的

血液生化指标检测结果

项　目
染毒时

间／ｄ
对照组 点眼滴鼻组 皮下注射组

ＡＳＴ／（Ｕ·Ｌ－１） １　 １６．０±１．０　１８．０±１．０＊ １７．０±１．０
３　 １５．０±１．０　２３．０±１．０＊＊ ２４．０±１．０＊＊

５　 １７．０±１．０　２４．０±１．０＊＊ ２６．０±１．０＊＊

ＡＬＴ／（Ｕ·Ｌ－１） １　 ２６．０±０．７　２７．０±０．８　 ２６．０±０．６
３　 ２５．０±０．８　２９．０±０．５＊＊ ２８．０±０．７＊

５　 ２４．０±０．７　３０．０±０．６＊＊ ３１±０．８＊＊

ＡＬＰ／（Ｕ·Ｌ－１） １　 ３４０±６．５　 ３５３±３．０＊＊ ３６０±３．４＊＊

３　 ３３４±７．２　 ３６９±８．６＊＊ ３７４±４．２＊＊

５　 ３４５±９．５　 ３７８±３．６＊＊ ３８７±８．５＊＊

ＴＰ／（ｇ·Ｌ－１） １　 ５６．５±０．４　３７．３±０．２＊＊ ３６．７±０．３＊＊

３　 ４０．１±０．３　 ４０．９±０．１　３７．６±０．３＊＊

５　 ４２．５±０．２　３８．９±０．２＊＊ ３３．１±０．３＊＊

２．４　ＤＰＶ感染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２．４．１　肝脏　感染后２４ｈ，肝细胞肿胀，窦状隙变

窄，可见核内包涵体（图２）。感染后７２ｈ，少量肝细

胞破裂，释出胞浆，窦状隙红细胞数量增多。感染后

９６ｈ，肝窦淤血、出 血，空 泡 变 性，肝 细 胞 崩 解 坏 死，
并有异嗜 性 细 胞 浸 润。感 染１２０ｈ，肝 细 胞 胞 浆 开

始溶解，胞核固缩、碎裂、溶解消失；肝小叶内出现多

量明显的坏死灶（图３）。

图２　感染后２４ｈ肝脏（ＨＥ，４００×）　肝细胞肿胀，窦状隙

变窄，可见核内包含体

图３　感染１２０ｈ肝脏（ＨＥ，４００×）　肝细胞胞浆开始溶解，

胞核固缩、碎裂、溶解消失；肝 小 叶 内 出 现 多 量 明 显 的

坏死灶

２．４．２　脾脏　感染后２４ｈ，淋巴细胞数量减少，细

胞间隙 增 大，脾 窦 轻 度 充 血。感 染 后７２ｈ，脾 小 体

结构模糊不清，脾窦充血、出血。感染后９６ｈ，脾窦

严重出血，脾细胞出现坏 死（图４）。感 染 后１２０ｈ，
脾脏出血并出现大片坏死灶，坏死灶内存有渗出的

纤维蛋白和坏死的脾细胞（图５）。

图４　感染后９６ｈ脾脏（ＨＥ，４００×）　脾窦严重出血，脾细

胞出现坏死

２．４．３　肺脏　感染２４ｈ后，细末支气管毛细血管

扩张 充 血、炎 性 细 胞 浸 润，间 质 血 管 充 血。感 染 后

７２ｈ，支气管壁毛细血管极度扩张、充血、出血，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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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细胞浸润（图６）。感染后９６ｈ，支 气 管 壁 毛 细 血

管扩张充血、出血，炎性细胞浸润，细胞肿胀，间距增

大。感染１２０ｈ后，支气管壁毛细血管严重充血、出
血，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肺细胞肿胀、甚至破裂融合

（图７）。

图５　感染后１２０ｈ脾脏（ＨＥ，４００×）　脾脏出血并出现大片坏

死灶，坏死 灶内存有渗出的纤维蛋白和坏死的脾细胞

图６　感染后７２ｈ肺 脏（ＨＥ，４００×）　 支 气 管 壁 毛 细 血 管

极度扩张、充血、出血，有炎性细胞浸润

图７　感染后１２０ｈ肺脏（ＨＥ，４００×）　支气管壁毛细血管

严重 充 血、出 血，大 量 炎 性 细 胞 浸 润，肺 细 胞 肿 胀、甚

至破裂融合

２．４．４　肾脏　感染后２４ｈ，肾小管上皮细胞肿胀，
间质血管轻微充血。感染后４８ｈ，肾小管上皮细胞

显著肿胀、增大，管腔内充满红细胞，间质血管充血

（图８）。感染接种后９６ｈ，肾小管 上 皮 细 胞 胞 浆 出

现溶解消失，胞核浓染，间质血管充血、出血。感染

后１２０ｈ，肾组织结构破坏严重，肾小管上皮细胞胞

浆溶解消失，胞核浓染，肾脏广泛出血（图９）。

２．４．５　心脏　感 染 后２４ｈ，部 分 心 肌 纤 维 稍 有 肿

胀，间质轻度充血、出血，淋巴细胞浸润。感染后７２
ｈ，部分心肌 纤 维 溶 解 断 裂，纤 维 间 质 充 血、出 血 程

度稍有增 加（图１０）。感 染 后９６ｈ，肌 纤 维 出 现 变

性、坏死，肌 纤 维 间 出 血，炎 性 细 胞 浸 润。感 染 后

１２０ｈ，肌纤维变性、坏死、断裂，肌纤维间出血，异嗜

性细胞浸润（图１１）。

图８　感染后４８ｈ肾脏（ＨＥ，４００×）　肾小管上皮细胞显著

肿胀、增大，管腔内充满红细胞，间质血管充血

图９　感染后１２０ｈ肾脏（ＨＥ，４００×）　肾组织结构破坏 严

重，肾小管上皮细胞胞浆溶解消失，胞核浓染，肾脏广

泛出血

图１０　感染后７２ｈ心脏（ＨＥ，４００×）　部分心肌纤维溶 解

断裂，纤维间质充血、出血程度稍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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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感 染 后１２０ｈ心 脏（ＨＥ，４００×）　肌 纤 维 变 性、坏

死、断裂，肌纤维间出血，异嗜性细胞浸

２．４．６　大脑　感 染 后２４ｈ，脑 组 织 结 构 疏 松、水

肿，细胞核浓染，血管轻度充血。感染后７２ｈ，脑组

织结构疏松，呈网格状，胶质细胞增生，血管扩张轻

度充血、出血，炎性细胞浸润（图１２）。感染后９６ｈ，
脑组织 结 构 模 糊，脑 细 胞 肿 胀、变 性，血 管 充 血、出

血。感染后１２０ｈ，脑细胞空泡变性，组织结构呈现

筛网状，神经元坏死、溶解（图１３）。

图１２　感染后７２ｈ脑（ＨＥ，４００×）　脑组织结构疏松，呈空

隙状，胶质细胞增生，血 管 扩 张 轻 度 充 血、出 血，炎 性

细胞浸润

图１３　感染后１２０ｈ脑（ＨＥ，４００×）　脑 细 胞 空 泡 变 性，组

织结构呈现筛网状，神经元坏死、溶解

２．４．７　胸腺　感染后２４ｈ，胸腺血管充血，有炎性

细胞浸润。接种后７２ｈ，血管充血、出血，细胞间隙

增宽，淋 巴 细 胞 减 少。感 染 后９６ｈ，充 血、出 血 加

重，细胞界 限 模 糊，变 性 坏 死。感 染 后１２０ｈ，细 胞

固缩、碎裂、溶解，出现大片坏死区（图１４）。

２．４．８　法氏囊　感染后２４ｈ，法氏囊轻微充血，细

胞间质增宽。感染后７２ｈ，淋巴滤泡充满浆液或血

液，滤泡间充血、出血，炎性细胞浸润（图１５）。感染

后９６ｈ，淋巴细胞数量减少，间质增宽，细胞变性坏

死，部分崩解破碎。感染后１２０ｈ，细胞大量崩解坏

死，淋巴滤泡萎缩消失，间质结缔组织增生（图１６）。

图１４　感染后１２０ｈ胸腺（ＨＥ，４００×）　细胞固缩、碎裂、溶

解，出现大片坏死区

图１５　感染后７２ｈ法氏囊（ＨＥ，４００×）　淋巴滤泡充满 浆

液或血液，滤泡间充血、出血，炎性细胞浸润

图１６　感染后１２０ｈ法 氏 囊（ＨＥ，４００×）　细 胞 大 量 崩 解

坏死，淋巴滤泡萎缩消失，间质结缔组织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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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　食道　感染后２４ｈ，食道黏膜充血，黏膜固

有层充血、水肿，结构疏松。感染后７２ｈ，食道黏膜

充血、出血，炎性细胞浸润。部分细胞变性，核固缩

（图１７）。感染后９６ｈ，细胞大量变性、坏死，形成均

质红染的坏死区。感染后１２０ｈ，肌层细胞出血，炎

性细胞浸润；黏膜细胞坏死、崩解、脱落（图１８）。

２．４．１０　泄殖腔　感 染 后２４ｈ，泄 殖 腔 黏 膜 充 血，
大量 炎 性 细 胞 浸 润。感 染 后７２ｈ，泄 殖 腔 黏 膜 充

血、出血，部分细胞变性（图１９）。感染后９６ｈ，细胞

变性，胞 核 固 缩，大 量 炎 性 细 胞 浸 润。感 染 后１２０
ｈ，大量细胞崩解坏死，形成大片坏死区（图２０）。

图１７　感 染 后７２ｈ食 道（ＨＥ，４００×）　食 道 黏 膜 充 血、出

血，炎性细胞浸润。部分细胞变性，核固缩

图１８　感染后１２０ｈ食 道（ＨＥ，４００×）　肌 层 细 胞 出 血，炎

性细胞浸润；粘膜细胞坏死、崩解、脱落

图１９　感染后７２ｈ泄殖腔（ＨＥ，４００×）　泄殖腔黏膜充血、

出血，部分细胞变性

２．４．１１　气管　感染后２４ｈ，气管黏膜充血。感染

后７２ｈ，气 管 黏 膜 充 血、出 血，组 织 结 构 遭 到 破 坏，
炎性细 胞 浸 润。感 染 后９６ｈ，气 管 壁 充 血，黏 膜 细

胞变性坏死。感 染 后１２０ｈ，气 管 壁 充 血、出 血，黏

膜细胞坏死、崩解、脱落（图２１）。

图２０　感染后１２０ｈ泄殖腔（ＨＥ，４００×）　大量细胞崩解坏

死，形成大片坏死区

图２１　感染后１２０ｈ气管（ＨＥ，４００×）　气管壁充血、出血，

黏膜细胞坏死、崩解、脱落

２．４．１２　肠道　感 染 后２４ｈ，肠 绒 毛 轻 微 充 血，肠

腺中有炎性细胞浸润。感染后７２ｈ，肠黏膜固有层

水肿，炎性细 胞 浸 润，绒 毛 上 皮 细 胞 部 分 变 性 坏 死

（图２２）。感染后９６ｈ，肠道充血、出血加重，肠绒毛

上皮细胞大量坏死，结构紊乱。感染后１２０ｈ，肠道

充血、出血严重，肠绒毛上皮细胞坏死、脱落，肠腔中

含有大量脱落的上皮细胞（图２３）。

图２２　感染 后７２ｈ肠 道（ＨＥ，４００×）　肠 黏 膜 固 有 层 水

肿，炎性细胞浸润，绒毛上皮细胞部分变性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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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感染后１２０ｈ肠 道（ＨＥ，４００×）　肠 道 充 血、出 血 严

重，肠 绒 毛 上 皮 细 胞 坏 死、脱 落，肠 腔 中 含 有 大 量 脱

落的上皮细胞

　　点眼滴鼻组ＳＰＦ鸭感染鸭瘟强毒后病理组 织

学变化与皮下注射组相似，只是发生时间偏后２４～
４８ｈ。对照组鸭组织学观察未见损伤。

３　讨论

病原检测结果表明，ＤＰＶ可侵害鸭的多种组织

器官。ＤＰＶ强毒株感染后２ｈ即可在脾脏、胸腺和

法氏囊等免疫器官检出，表明ＤＰＶ感染鸭后，首先

侵害鸭的免疫器官，以降低机体对ＤＰＶ的抵抗力，
为ＤＰＶ实现全身各组织感染和广泛的嗜性创造了

条件。至１２ｈ时 即 能 够 在 心 脏、肝 脏、脾 脏、肺 脏、
肾脏、法氏囊、胸腺、脑、食道和泄殖腔黏膜等广泛的

组织器官检出 ＤＰＶ，这在一定程度 上 使ＤＰＶ感 染

鸭后出现全身败血症和广泛的组织器官损害，在分

子水平上得到验证［８］。
动态病理组织学研究表明，攻毒后２４ｈ主要表

现为ＤＰＶ对 鸭 各 组 织 器 官 有 轻 微 损 伤 作 用，为 疾

病的潜伏、发生阶段，该期检测到的病毒应为从接种

部位随血流进入靶器官的，并处于低水平复制状态，
故病毒数量无明显变化，机体也未出现临床症状；４８
～９６ｈ损伤 逐 渐 加 重，大 部 分 组 织 器 官 病 变 明 显。
表明病毒在靶器官中的增殖进入对数增殖期，当病

毒荷载 量 达 到 一 定 量 时，患 鸭 开 始 发 病；至１２０ｈ，
组织器官损伤严重，机能障碍，患鸭出现死亡。有研

究发现，免疫器官是鸭瘟病毒最主要的侵袭器官［９］，
低毒力的ＤＰＶ能 够 引 起 明 显 的 淋 巴 器 官 萎 缩，并

导致免疫抑制引起继发感染［１０］。ＤＰＶ不仅侵害鸭

的胸腺、脾脏和法氏囊等靶器官，而且对肝脏、肾脏、
心脏、肺脏、气管、肠道、食道和泄殖腔黏膜等都有不

同程度的损 伤。杨 晓 燕 等［１１］对 鸭 瘟 病 毒 强 毒 株 在

感染商品鸭实质器官内的增殖与分布的研究结果也

显示感染后 肝 中 病 毒 的 拷 贝 数 最 高。张 新 富 等［１２］

对鸭瘟病毒疫苗株在免疫ＳＰＦ鸭体内的生长动 力

学检测表明，鸭瘟病毒疫苗株对ＳＰＦ鸭组织具有泛

嗜性，其主要分布于ＳＰＦ鸭脑、肝、肾中。病理组织

学变化以血管壁损伤为主，小静脉和微血管明显受

损，管 壁 内 皮 破 裂。肝 细 胞、肾 小 管 上 皮 细 胞 及 脾

脏、法氏囊、胸腺网状细胞中的核内包涵体结构，表

明了ＤＰＶ的 泛 嗜 性，有 助 于 鸭 瘟 的 病 理 组 织 学 诊

断［１３］。消化系统和免疫器官的病变很典型，可作为

诊断该病的依据之一。
白细胞的主要功能是依赖于自身的游走性、趋

化性和吞噬 作 用 等 特 性，实 现 对 机 体 的 保 护 作 用。

ＤＰＶ侵 入 机 体 后 激 发 机 体 免 疫 系 统，白 细 胞 总 数

（ＷＢＣ）增 多，但 随 着 病 毒 大 量 繁 殖，ＷＢＣ急 剧 减

少。ＤＰＶ感染后造成呼吸系统损伤，使血氧饱和度

降低，血红蛋白（ＨＧＢ）、红细胞总数（ＲＢＣ）减少，随

后红细胞生成素代 偿 性 增 加，使 血 液 中 ＨＧＢ、ＲＢＣ
迅速升高。ＤＰＶ侵 入 机 体 后 引 起 免 疫 功 能 异 常 致

使血小板总 数（ＰＬＴ）减 少，引 起 皮 下 及 黏 膜 出 血。
谷丙转氨酶（ＡＬＴ）与 谷 草 转 氨 酶（ＡＳＴ）主 要 分 布

在肝脏、心脏等组织细胞内，组织细胞受损时细胞膜

通透性增 加，胞 浆 中 的 ＡＬＴ和 ＡＳＴ释 放 进 入 血

浆，导致酶活性升高，其升高的程度与组织受损的程

度相一致［１４］；而碱性磷酸酶（ＡＬＰ）主要产生于肝胆

系统，在机体代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当肝胆功能异

常时，肝细胞 过 度 制 造 ＡＬＰ，经 淋 巴 道 和 肝 窦 进 入

血液，同时由于肝内胆道胆汁排泄障碍，回流入血而

引起血清中ＡＬＰ含量升高，导致血清ＡＫＰ活性升

高［１５］。动物血清 中 蛋 白 质 在 各 种 生 理 活 动 中 有 重

要作用，尤其是白蛋白，其含量增加表明机体转运营

养物质的作用增强，促进了肌肉蛋白质的沉积。血

清蛋白含量降低预示着肝脏功能异常、营养不良、吸
收不良和蛋 白 质 丢 失 等［１６］。本 试 验 中 各 试 验 组 谷

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和碱性磷酸酶明显高于对照

组，其原因是 由 于ＤＰＶ感 染 机 体 后 导 致 组 织 细 胞

受损，细胞膜 通 透 性 增 加，胞 浆 内 的 ＡＬＴ、ＡＳＴ和

ＡＬＰ显著升高，同时肝细胞受损导致机体合成蛋白

质的能力降低，从而使血清中蛋白质的含量明显降

低。

ＤＰＶ是一种泛嗜性全身性感染的病毒，侵入机

体后首先对 免 疫 器 官 攻 击 和 损 害。ＤＰＶ强 毒 感 染

可以引起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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