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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CG

*"

%先按下列公式计算出距离比例(

距离比例
0

$

*"V

的百分数
$*"

$

*"V

的百分数
$

"

*"V

的百分数

可见病毒的
CG

*"

在
'"

$!

#

+",""V

$和
'"

$&

#

",""V

$之间%将
$

*"V

死亡率稀释度的对数#

&

)

$

与距离比例相加%即得具体稀释倍数的对数值&

将表中结果代入公式得稀释倍数的对数值(

$

#

!,

+"$*"

+"$"

$

0$

#

!,",'%

$

0$!,'%

因此%该病毒的
CG

*"

为
'"

$!,'%

&

2

!

讨论

本实验目的是建立禽流感
R/CR

*

+

小鼠模型%

探讨
4(0!

型禽流感病毒对
R/CR

*

+

小鼠的适应

性&结果表明%从江苏分离的
4(0!

型禽流感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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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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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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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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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R/CR

*

+

小鼠肺

对肺传代感染%病毒能在小鼠肺部大量扩增并使小

鼠致死%适应株病毒
CG

*"

为
'"

$!,'%

&每一代病毒感

染只采用
'*

只小鼠样本%大样本实验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但经过多次传代%病毒从第
)

&

'"

代都能使小

鼠
'""V

致死&这预示禽流感能在实验条件下增强

对哺乳类的感染性%为研究禽流感病毒感染机制和

跨种属传播提供实验模型打下了基础&

有报道表明!

&

%

%

"

%在
'((%

年屠宰禽类预防

4*0'

型病毒期间%表现健康的鸡'鹌鹑'鸭'鹅'鸽

子体内都能分离到
4(0!

型病毒)

'((#

年%在猪中

也分离得到
4(0!

型禽流感病毒!

)

%

#

"

)

'(((

年%在人

体内分离到
4(0!

型禽流感病毒!

#$'"

%

''

"

%再一次证

实了禽流感病毒有跨种属感染人类的潜能%且

4(0!

型禽流感病毒有着广泛的宿主范围&另有研

究报道!

*$+

%

''

"

%在
'*"

份人血清样本中有
!V

检测到

针对
4(0!

的中和抗体%表明禽流感病毒将有可能

引起人类流感暴发&同时%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也

可能引起人类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重组产生新的

流行病毒株&

4(0!

病毒和其他禽流感病毒共同广

泛地在家禽传播%还会不断产生变异%感染人的机会

增加!

'!$')

"

&甚至有研究表明!

'$!

"

%病毒多次反复入

侵人类的免疫系统会增强病毒毒力和致病性)本实

验禽流感病毒能经过传代适应小鼠的数据也表明了

4(0!

型禽流感病毒有毒力增强的可能%而且每次

传代致死率也会升高%这警示该病毒可能会在人与

人之间传播而且毒力增强%将有可能引起全球流感

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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