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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伪狂犬病（pseudorabies，PR）是由伪狂犬病病毒（pseudorabies virus，PRV）引起的猪的一种

急性传染病。自 2011 年以来，PRV 变异毒株陆续在我国许多猪场出现，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也

加大了我国净化 PR的难度[1]。在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研究人员利用口腔液检测到艾滋病

（HIV）后，口腔液作为样品的检测技术得到迅速发展[2]。PR 是一种猪的急性传染病，该病可降

低母猪生产性能，还可继发细菌性疾病的感染[3]，并且有学者报道 PRV可以跨物种传播给人类，

可导致感染者患有严重的神经系统后遗症 [4]。所以 PR的净化尤为重要，其中寻找 PR的群体监

测手段尤为重要。虽然目前利用棉绳采集口腔液监测 PR已应用于临床中，但使用棉绳采集口腔液

的方法尚无综合测定。本研究旨在验证使用棉绳采集口腔液的科学性。 

 

方法 

本研究将 PRV HNX 株病毒液（1×107 TCID50/0.1mL）用 DMEM 作 10倍稀释至病毒浓度为 100 

TCID50/0.1mL。收集样品液，检测不同浓度棉绳吸附液中 PRV 含量，测定棉绳对 PRV的释放能

力。选取 12头 35 日龄 PR抗原、抗体双阴性仔猪，分成 2组，每组 6 头。感染组肌肉注射 2mL 

PRV HNX株（1×10
7
 TCID50/0.1mL），空白对照组肌肉注射 2mL DMEM。并分别采集 8个不同规模

猪场口腔液以及对应猪血清 148份。猪场 PRV 感染状况分别为：不免疫净化场 1个，免疫净化场

3个，野毒感染场 4个。其中母猪样品 114 份，采集口腔液和对应血清。 

 

结果 

通过定量 PCR检测不同浓度病毒吸附液中的 PRV含量，结果显示，棉绳吸附液中释放出的 PRV 含

量显著低于吸附前 PRV含量（P＜0.05），平均降低 50%，但棉绳吸附液仍可检测到 1个

TCID50/0.1mL的病毒含量。 

 

动物感染试验第 8天攻毒组死亡 2头，于第 13 天再次死亡 2头。定量 PCR结果显示，感染后第 1

天即可在感染组口腔液和鼻拭子中检测到 PRV 核酸，并可持续到第 28 天。除感染后第 5天外，口

腔液中病原含量均高于鼻拭子中病原含量。感染后第 4天时口腔液和鼻拭子中排毒量均达到最大

值。表明使用棉绳采集口腔液检测 PRV效果要优于鼻拭子。空白对照组口腔液和鼻拭子中均未检

测到 PRV核酸。 

 

在感染后第 7天，有 66.67%的猪（4/6）出现 PRV-gB 抗体转阳，50%的猪（3/6）出现 PRV-gE抗

体转阳。在感染后第 10天采集的血液样品中，感染组 PRV-gB和 PRV-gE抗体全部转阳，转阳率为



100%。与口腔液样品中核酸检出时间相比，血清抗体阳转时间（7天）晚于口腔液中 PRV 检出时

间（1天）。  

 

PRV 不免疫净化场的 17份口腔液和血清样品检测均为阴性。在 PRV 免疫净化场的 63份口腔液中

检测到 gD核酸 28 份，而 gB抗体检测均为阳性，gE抗体均为阴性。野毒感染场的 68份口腔液中

检测到 gD核酸 52 份，PRV-gB和 PRV-gE抗体均为阳性。可见 PRV疫苗免疫后也可通过口腔液排

出疫苗毒，并存在感染 PRV 野毒后稳定的猪只无法通过核酸检测鉴定感染的情况。 

 

结论 

本研究优化了口腔液采集方法，并测定了棉绳对口腔液的释放能力和感染后检出时间，结果显示

口腔液可作为较好的监测猪群 PR的手段。临床样品检测结果可见，口腔液监测方法需结合 gE 抗

体检测，综合判断猪群是否是感染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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