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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年 2月以来，我国山东、江苏、广东及安徽等地的雏鹅群中发生一种以内脏和关节痛风为主要

症状的传染性疾病，该病主要发生于 5～20日龄的雏鹅，死亡率最高可达 50%，给我国养鹅业造成严重经

济损失。主要表现为内脏器官及关节腔严重的尿酸盐沉积，不同品种、使用不同饲料、药物的鹅群均有发

生，降低饲料中的蛋白含量、减少饲喂量均无效[1]。本实验室从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及辽宁五个省份

发生痛风的鹅场采集病料 143份，进行了病原分离鉴定，确定导致该病的病原为新型鹅星状病毒，为痛风

病的防控奠定了基础。

材料与方法

采集 143份死亡雏鹅样品分别进行常规病原的分离鉴定。将处理后的样品经绒毛尿囊腔途径[2]无菌接

种 13日龄鹅胚，观察胚体变化，盲传三代进行 AIV、NDV、AStV、ARV、GPV、GoPV及 GoCV的检测[3]，

对检测阳性结果进行测序及遗传进化分析。取 60只 1 日龄的雏鹅，平均分为两组，一组经皮下接种病毒

液，接种剂量 0.2 mL/只；另外一组以同样的方式和剂量接种无菌生理盐水作为对照，隔离饲养。每日观

察雏鹅的临床症状和死亡情况，收取鹅的肝脏、肾脏，脾脏等组织器官制作组织石蜡切片，观察组织病理

学变化。

结果与讨论

组织样品处理液接种鹅胚后，3～5d内出现 90%的胚体死亡，胚体尿囊膜增厚，死亡鹅胚全身皮肤呈

点状出血。143份样品的检测结果显示，除 AStV呈阳性外，其余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且 AStV检出率

达 96.5%。1日龄雏鹅人工感染 SDPY株后，试验组于第 2天开始出现死亡，攻毒后第 7～10天达到死亡

高峰。试验组雏鹅的剖检可见心脏、肝脏、肾脏甚至整个内脏器官均有尿酸盐沉积。组织病理学观察可见，

肝细胞淤血，有尿酸盐结晶，脾脏、肾脏出血；且 PCR 检测结果 AStV均为阳性。对 ORF1b 基因的遗传

进化分析结果显示，SDPY株与已报道的禽类AStV存在很大差异，虽为鹅源分离株，但与以往分离的GAStV

差异非常显著，为新型 AStV，这可能是造成对鹅的致病性与以往不同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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