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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鹅生产是我国畜牧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大农民勤劳致富的传统养殖项目。
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的养鹅水平，满足广大农民对养鹅生产科学技术知识的需求，应中国农业出版社之
邀，陈国宏和王永坤编写了《科学养鹅与疾病防治（第2版）》一书，以飨读者。
《科学养鹅与疾病防治（第2版）》共16章，分别就鹅的品种，饲养技术，疾病防治，产品加工和经营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内容安排注重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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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③微量血凝试验。
在微量凝集板上，从第1～第12孔或根据所需要的孔数，用定量针头每孔加入0.025毫升生理盐水。
用定量针头吸取同等量的被检的鸡胚绒尿液加入第1孔，依次做倍量稀释，至最后一个倍量孔，弃去
余液。
用定量针头每孔加入0.025毫升1％鸡红细胞悬液，并设用生理盐水代替被检病毒液的红细胞对照孔，
立即在微量振荡器上混匀，置室温中30分钟左右判定结果。
判定方法与试管法相同。
④微量血凝抑制试验。
在微量凝集板上，两排均从l～12孔或根据抗血清效价所需的孔数，用定量针头在每孔加入0.025毫升生
理盐水。
往第1孔中分别加入已知抗鹅副黏病毒血清0.025毫升，依次做倍量稀释至最后1孔，弃去余液。
第一排每孔加入含有4个凝集单位0.025毫升被检鸡胚病毒液。
第二排每孔加入含有4个凝集单位0.025毫升已知鹅副黏病毒液。
微量板在微量振荡器上混匀，置室温中30分钟后用定量针头每孔加入0.025毫升1％鸡红细胞悬液，并
设病毒液和鸡红细胞对照孔，在微量振荡器上混匀，置室温中30分钟左右判定结果。
判定方法与试管法相同。
4.鉴别诊断（1）与鹅鸭瘟病毒感染症鉴别。
由鸭瘟病毒所致的鹅鸭瘟病毒感染症和鹅副黏病毒病对各种品种和年龄鹅均有高度的致病性，但在病
理变化上有较大的差别。
由鸭瘟病毒感染的患鹅在下眼睑、食道和泄殖腔黏膜有出血溃疡和假膜特征性病变，而鹅副黏病毒病
无此病变，可作为重要鉴别之一；这两种病毒均能在鸭胚和鸡胚上繁殖，并引起胚胎死亡，由鸭瘟病
毒致死的胚胎绒尿液无血凝性，而鹅副黏病毒致死的胚胎绒尿液具有凝集鸡红细胞的特性，并被特异
抗血清所抑制，不被抗鸭瘟病毒血清所抑制，具有重要鉴别诊断意义。
（2）与鹅禽流感鉴别见禽流行性感冒鉴别诊断项。
（3）与鹅巴氏杆菌病鉴别鹅巴氏杆菌病是由禽多杀性巴氏杆菌所致。
本病多发生于青年鹅、成年鹅，应用广谱抗生素和磺胺类药物有紧急预防和治疗作用，而对鹅副黏病
毒病无任何作用；患鹅肝脏有散在性或弥漫性针头大小坏死灶病变特征，而鹅副黏病毒病无坏死病灶
，是重要鉴别之一。
患鹅肝脏触片，用美蓝染色镜检见有两极染色的卵圆形小杆菌，而鹅副黏病毒病为阴性，可作为重要
鉴别之二。
患鹅肝脏接种鲜血培养基和经处理后接种鸡胚，在鲜血培养基上呈露珠状小菌落，涂片革兰氏染色镜
检为阴性卵圆形小杆菌，而鹅副黏病毒病在鲜血培养基上为阴性，但能引起鸡胚死亡，绒尿液能凝集
鸡红细胞，并能被特异抗血清所抑制，可作为重要鉴别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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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养鹅与疾病防治(第2版)》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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