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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鸡球虫病是一种危害极为严重的全球性寄生虫病，每年都给养鸡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为了防治此病，工作在科研、教学和生产第一线的兽医专家、学者坚持不懈地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和
防治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和经验，尤其是近些年来应用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理论和技术，在生活
史、遗传学、超微结构、生理生化、体外培养、耐药性、生态学、流行病学、诊断、免疫和防治等方
面取得了大量科技成果。
为了总结这些科技成果和防治经验，便于从事兽医寄生虫学的工作者以及养鸡专业户掌握和应用这些
成果，提高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和更好地开展防制工作，我们编写了此书。
《鸡球虫病学》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既全面介绍近年来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又详细说明所采取的
研究手段以及具体的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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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致弱方法　　1.早熟选育法通常用单卵囊分离法分离获得球虫卵囊，在2.5％重铬酸钾水溶
液中，28℃下培养48h，使之成为孢子化卵囊。
取刚出壳的雏鸡，隔离饲养在火焰消毒过的铁丝笼中，饲料经75℃4h干烤，饮水经煮沸消毒，3-6周龄
时用于试验。
将孢子化卵囊离心洗涤两次以除去重铬酸钾，计数后经口感染试验鸡，4-5天后，每小时收集粪便一次
，用涂片法和饱和盐水漂浮法检查其中有无球虫卵囊出现，将最早发现卵囊的时间记为该次传代的潜
在期。
收集最初数小时排出的卵囊，重复以上传代过程，直至潜在期缩短到一定程度为止。
　　早熟系选育之后，紧接着要测定其致病力和免疫原性，必要时测定其繁殖能力。
　　测定致病力和免疫原性时，朱彦鹏等（1991）将80只23日龄健康雏鸡分成8组，每组10只。
第1、2组鸡分别经口接种经23代早熟培育的卵囊20000和40000个；第3、4组鸡分别经口接种经22代早熟
培育的卵囊；第5、6组鸡分别接种原始虫株的卵囊5000和10000个，第7、8组为对照于免疫接种后第17
天，除第8组不攻击感染外，给第1-7组鸡分别经口攻击感染原始虫株的卵囊50000个。
根据免疫接种和攻击感染后试验鸡的死亡和盲肠病变记分来评价早熟培育虫株的致病力和免疫原性。
　　测定早熟株繁殖能力时，王江清等（1991）用4周龄试验鸡，分3组，每组10只，雌雄各半。
第1组每只鸡接种经20代早熟培育的孢子化卵囊200个；第2组每只鸡接种原始虫株孢子化卵囊200个；
第3组不接种。
用麦氏虫卵计数板计算出接种后5-10天各组鸡每天排出的卵囊数量。
　　2.鸡胚传代法将鸡球虫孢子化卵囊在体外进行人工脱囊，获得子孢子。
再将子孢子无菌接种到发育中的鸡胚内进行培养，使其繁殖后代卵囊。
待这些卵囊孢子化后，重复上述操作，直到球虫完全适应于鸡胚内生长，形成所谓“鸡胚适应株”。
鸡胚适应株建立之后，紧接着要测定其致病性和免疫原性，其方法可参照早熟系的做法。
实验室免疫效果确定之后，要测定其最小免疫剂量、免疫力的产生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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