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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某规模化自繁自养猪场产房母猪出现流产，保育猪关节肿胀、倒地不起、大量死亡，为研

究发病原因，采集流产胎儿、死亡仔猪的肺脏、脾脏、淋巴结和关节液，进行分子生物学检测，病毒和

细菌分离鉴定，并检测不同胎龄母猪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抗体，结果显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病毒检测为阳性，使用 ＰＡＭ 分离到一株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经序列鉴定为高致病性毒株；抗
体结果表明四胎及以上母猪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抗体阳性率异常升高；病料分离的细菌经鉴

定为猪链球菌，经实验室诊断确定猪场发病的原因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高致病性毒株与猪链球

菌混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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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ｎｇｓ， ｓｐｌｅｅｎ，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ｆｌｕ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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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ｖｉｒｕｓ ｏｆ ｓｏｗ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ｖｉｒｕｓ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ｖｉｒｕ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ｗ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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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ｎｇ ＰＡＭ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ｂ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ｖｉｒｕｓ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ｉｎ ｓｏｗ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ｅｔｕｓｅｓ ｗａｓ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ｕｉ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ｇ ｆａｒｍ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ｕ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ｏｓ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ＲＲＳ）是由猪繁殖与呼

吸综合征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传染的病毒性

传染病，临床母猪主要表现为高热、繁殖障碍、妊娠

后期流产、产死胎或木乃伊胎；仔猪表现呼吸障碍。
猪感染 ＰＲＲＳＶ 后，免疫系统被攻击，对一些细菌和

病毒性疾病的易感程度增加，容易造成继发感染；
同时由于 ＰＲＲＳＶ 是单链 ＲＮＡ 病毒，容易发生突

变和重组，临床上不断的用药和疫苗的使用加剧

了病毒变异［１］ 。 ２００６ 年，以 ＪＸＡ１ 毒株为代表的

高致病性毒株的出现，是我国 ＰＲＲＳＶ 遗传变异过

程中一个标志性事件［２］ ，该类病毒 Ｎｓｐ２ 蛋白中存

在 ３０（１ ＋ ２９）个氨基酸的不连续缺失［３］ ，该类病

毒具有同源性低、重组频繁和致病性差异较大的

特点，已经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流行株［４］ ，给猪场

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本研究通过发病猪进行

分子生物学检测、免疫学检测、细菌和病毒分离鉴

定，确定猪场发病原因，为本场疫情的控制和治疗

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１． １． １　 抗体检测试剂盒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抗

体检测试剂盒、猪瘟抗体检测试剂盒和猪伪狂犬

ｇＥ 抗体检测试剂盒，购自 ＩＤＥＸＸ。
１． １． ２　 荧光定量 ＰＣＲ 试剂盒及普通 ＰＣＲ 相关试

剂　 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临床猪场背景　 某 １５００ 头母猪场，保育猪

出现关节肿胀、倒地不起、四肢划水等临床症状，死
淘率超过 ８％ ；产房母猪流产，产房仔猪眼角水肿，

结膜充血，腹股沟淋巴结发绀。 经询问，该场后备

母猪配种前免疫两次 ＰＲＲＳＶ 经典株活疫苗，经产

母猪未免疫 ＰＲＲＳＶ 疫苗。
１． ２． ２　 血清采集　 按胎龄对母猪采血，一胎母猪、
二三胎母猪、四胎及以上母猪和断奶母猪各采集 ３０
头，分离血清，检测 ＰＲＲＳＶ 抗体。
１． ２． ３　 病毒检测 　 参考国标方法建立猪瘟病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 ＣＳＦＶ）、 猪圆环病毒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ｃｉｒｃ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２，ＰＣＶ － ２）、猪伪狂犬病毒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ｖｉｒｕｓ， ＰＲＶ） 和 ＰＲＲＳＶ 的荧光定量

ＰＣＲ 检测方法，具体见表 １。 采集产房流产胎儿及

保育发病猪肺脏、脾脏、淋巴结和关节液，匀浆后冻

融 ２ 次，将匀浆液进行 ＣＳＦＶ、 ＰＣＶ － ２、 ＰＲＶ 和

ＰＲＲＳＶ 检测。
１． ２． ４　 病毒分离　
１． ２． ４． １　 细胞制备和病毒增殖　 使用原代肺泡巨噬

细胞（Ｐｉｇ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ＰＡＭ）进行病毒分离。
参考徐云红等［５］报道的方法制备 ＰＡＭ 细胞，培养成单

层后，取 １． ２． ２ 项的匀浆液，用 ０． ２２ μｍ 滤器过滤后，
接种于 ＰＡＭ 细胞，孵育 ３ ｈ 后，倒掉接毒液，加入含

２％血清的维持液。 置于 ３７ ℃、５％ＣＯ２的培养箱中培

养 ９６ ｈ 收获病毒液。 将收获的病毒液按照相同方法

在 ＰＡＭ 细胞上继续培养 ２ 代，记为 Ｆ１ ～Ｆ３ 代。
１． ２． ４． ２　 序列测定和分析　 取 Ｆ３ 代病毒液，提取

病毒 ＲＮＡ，并逆转录为 ｃＤＮＡ，用 ＰＲＲＳＶ － ＮＳＰ２ 引

物按照相应的扩增程序分别进行扩增，引物序列及

扩增条件见表 ２，取扩增产物用 １％ 琼脂糖凝胶电

泳检测，并将扩增条带送至上海生工进行测序。 将

获得的序列与 ＰＲＲＳＶ 代表毒株（表 ３）进行同源性

比对与遗传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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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病毒检测方法来源及引物探针序列

Ｔａｂ 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ｉｒｕ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ｒｏｂ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检测项目及方法来源 引物或探针名称 序列（５′ － ３′）

ＣＳＦＶ
ＧＢ ／ Ｔ ２７５４０ － ２０１１

上游引物 ＴＡＣＡＧＧＡＣＡＧＴＣＧＴＣＡＧＴＡＧＴＴＣＧＡ

下游引物 ＣＣＧＣＴＡＧＧＧＴＴＡＡＧＧＴＧＴＧＴＣＴ

探针 ＦＡＭ － ＣＣＣＡＣＣＴＣＧＡＧＡＴＧＣＴＡＴＧＴＧＧＡＣＧＡ － ＴＡＭＲＡ

ＰＲＶ
ＧＢ ／ Ｔ ３５９１１ － ２０１８

上游引物 ＡＣＧＣＴＣＧＧＣＴＴＣＣＴＣＴＣＣ

下游引物 ＧＧＴＡＧＴＣＧＴＣＧＣＴＣＴＣＧＴＧ －

探针 ＦＡＭ － ＴＣＧＣＧＣＡＧＣＧＴＣＴＧＧＴＧＣＡＴ － ＢＨＱ１

ＰＣＶ２
ＧＢ ／ Ｔ ３５９０１ － ２０１８

上游引物 ＧＧＡＧＴＣＴＧＧＴＧＡＣＣＧＴＴＧＣ

下游引物 ＣＣＡＡＴＣＡＣＧＣＴＴＣＴＧＣＡＴＴＴＴ

探针 ＦＡＭ － ＣＣＧＣＴＣＡＣＴＴＴＣＡＡＡＡＧＴＴＣＡＧＣＣＡ － ＢＨＱ１

ＰＲＲＳＶ
ＧＢ ／ Ｔ ３５９１２ － ２０１８

上游引物 ＴＴＧＣＴＡＧＧＣＣＧＣＡＡＧＴＡＣ

下游引物 ＡＣＧＣＣＧＧＡＣＧＡＣＡＡＡＴＧＣ

探针 ＦＡＭ － ＣＴＧＧＣＣＣＣＴＧＣＣＣＡＣＣＡＣ － ＢＨＱ１

表 ２　 ＰＲＲＳＶ 引物及扩增条件

Ｔａｂ ２　 ＰＲＲＳＶ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５＇－ ３＇） 循环参数 扩增片段 ／ ｂｐ

ＰＲＲＳＶ 上游引物 ＡＡＣＲＣＣＣＡＧＧＣＧＡＣＴＴＣＡＧ

ＰＲＲＳＶ 下游引物 ＴＣＴＣＡＴＴＡＧＧＡＧＣＡＧＴＴＣＴＴＡＣＡＣ
９５ ℃ ５ ｍｉｎ→９５ ℃ ４５ ｓ， ５６ ℃ ４５ ｓ，
７２ ℃ ６０ ｓ， ３０ 个循环→７２ ℃１０ ｍｉｎ

经典株 １８７９
变异株 １７８９

表 ３　 ＰＲＲＳＶ 代表毒株名称及 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录号

Ｔａｂ ３　 ＰＲＲＳＶ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录号 名称 毒株类型及致病性 来源

ＥＦ６３５００６ ＨＵＮ４ 高致病性变异株 Ｃｈｉｎａ

ＡＹ０３２６２６ ＣＨ －１ａ 经典毒株 Ｃｈｉｎａ

ＥＵ８０７８４０ ＣＨ －１Ｒ 经典毒株 Ｃｈｉｎａ

ＥＦ１１２４４５ ＪＸＡ１ － Ｒ 高致病性变异株 Ｃｈｉｎａ

ＥＵ８６０２４８ ＴＪ 高致病性变异株 Ｃｈｉｎａ

ＭＨ５００７７６． １ ＮＡＤＣ３０ 中等毒力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Ｙ１５０５６４ ＶＲ２３３２ 经典株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Ｗ８８７６５５． １ １ － ４ － ４ 高致病性变异株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ＫＸ１９２１１９． １ ＮＡＤＣ３４ 中等毒力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Ｕ３６０１３０． １ ３． ９ 高致病性变异株 Ｃｈｉｎａ

１． ２． ５　 细菌分离鉴定与培养

１． ２． ５． １　 细菌分离　 取保育发病猪肺脏、脾脏、淋
巴结和关节液，用接种环勾取组织内部，划线接种

至含有 ５％ 小牛血清的 ＴＳＡ 培养基上，置 ３７ ℃温

箱培养。 挑取单个菌落进行革兰氏染色，根据革兰

氏染色的结果选择引物进行 ＰＣＲ 扩增。
１． ２． ５． ２　 细菌鉴定　 将单个细菌菌落置于无菌生理

盐水中，煮沸提取核酸。 用猪链球菌扩增引物进行扩

增，取扩增产物用 １％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并将

扩增条带送至上海生工进行测序，引物序列如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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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猪链球菌扩增引物及扩增条件

Ｔａｂ ４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ｕｉｓ
引物 引物序列（５′ － ３′） 循环参数 片段长度

上游引物 ＧＣＡＧＣＧＴＡＴＴＣＴＧＴＣＡＡＡＣＧ
下游引物 ＣＣＡＴＧＧＡＣＡＧＡＴＡＡＡＧＡＴＧＧ

９５ ℃ ５ ｍｉｎ→９５ ℃１５ ｓ， ５５ ℃ ４５ ｓ， ７２ ℃ ３０ ｓ，
３０ 个循环→７２ ℃１０ ｍｉｎ ６８９ ｂ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抗体检测结果　 将不同胎龄的母猪采血检测

ＰＲＲＳＶ 抗体，其中一胎母猪 ＰＲＲＳＶ 抗体阳性率

９５％ ，Ｓ ／ Ｐ 平均值为 １． ０１；二三胎母猪阳性率为

４０％ ，Ｓ ／ Ｐ 平均值为 ０． ４２；四胎及以上母猪阳性率

均为 ９５％ ，Ｓ ／ Ｐ 平均值为 １． ６，四胎及以上母猪抗体

阳性率和离散度均高于二三胎母猪（表 ５，图 １）。

表 ５　 不同胎龄母猪 ＰＲＲＳＶ 抗体检测结果

Ｔａｂ ５　 ＰＲＲＳ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ｗ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ｓ
母猪胎龄 采样数 ／ 头 Ｓ ／ Ｐ 平均值 阳性率 离散度

一胎 ３０ １． ０１ ９３％ ０． ６３
二、三胎 ３０ ０． ４２ ４０％ ０． ２２

四胎及以上 ３０ １． ６ ９６． ７０％ ０． ８１
断奶 ３０ ０． ７５ ８３． ３０％ ０． ６

图 １　 母猪 ＰＲＲＳＶ 抗体检测结果

Ｆｉｇ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ＰＲＲＳ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Ｔｅｓｔ

２． ２　 病毒检测结果　 ＣＳＦＶ、ＰＣＶ２ 和 ＰＲＶ 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ＰＲＲＳＶ 检测结果为阳性，ＣＴ 值为 ２１． ３。
２． ３　 病毒分离

２． ３． １　 病毒分离结果　 将病料匀浆液接种 ＰＡＭ，

接毒后 ７２ ｈ 细胞出现肿大、裂解、破碎，细胞病变

结果见图 ２，收获 Ｆ３ 代培养 ９６ ｈ 的病毒液，命名为

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图 ２　 ＰＡＭ 细胞接种病料后 ７２ ｈ 细胞变化

Ａ：空白 ＰＡＭ 细胞　 Ｂ：ＰＡＭ 细胞接种病料后 ７２ ｈ 病变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ＡＭ ｃｅｌｌｓ ７２ ｈ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Ｂｌａｎｋ ＰＡＭ ｃｅｌｌ Ｂ：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７２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ＡＭ ｃｅｌｌ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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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序列测定和分析结果 　 用 ＮＳＰ２ 引物对

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扩增出 １７８９ ｂｐ 的目的条带。 将

扩增出的目的条带进行测序，与经典毒株相比有

２９ ＋ １ 个氨基酸的缺失，与高致病性毒株具有相同

的基因特征，测序结果与高致病性毒株同源性最

近，为 ９５． ６％ ～ ９５． ８％ ，表明分离到的病毒为高致

病性毒株（图 ３，图 ４，图 ５）。
２． ４　 细菌分离及鉴定结果　 勾取病料涂布平板后

培养 ２４ ｈ 后，可见边缘整齐的灰白色菌落，将菌落进

行革兰氏染色，在油镜下可见紫色链状球菌（图 ６），
初步判定为链球菌。 对菌落进行核酸提取，并用 ＰＣＲ
引物进行扩增，于紫外灯下有 ６８９ ｂｐ 左右的目的条带

（图 ７），对目的条带进行测序和序列比较，与猪链球菌

的同源性为 １００％，表明分离的细菌为猪链球菌。

图 ３　 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ＰＣＲ 扩增结果

Ｍ：Ｍａｒｋｅｒ；１ ～ ３：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Ｆ３、Ｆ２、Ｆ１ 代产物跑胶

结果；４：阴性对照

Ｆｉｇ ３　 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ＰＣＲ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Ｍａｒｋｅｒ； １ ～ ３：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Ｆ３， Ｆ２，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图 ４　 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株与 ＰＲＲＳＶ 代表毒株同源性

Ｆｉｇ ４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ｓｔ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ＲＳＶ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ｉｎ

图 ５　 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株进化树分析

Ｆｉｇ． 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ＲＳＶ －２０２２０１ ｓｔ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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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分离细菌革兰氏染色镜检结果

Ｆｉｇ ６　 Ｇｒａｍ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图 ７　 细菌 ＰＣＲ 检测结果

Ｍ：Ｍａｒｋｅｒ；１ ～ ７ 均为菌落扩增 ＰＣＲ 产物跑胶结果

Ｆｉｇｕｒｅ ７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Ｃ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Ｍａｒｋｅｒ； １ ～ ７：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ｙ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３　 讨　 论

由于猪场疫病临床症状不典型且混合感染增

多，通常需要借助实验室手段来确诊。 在对本场母

猪 ＰＲＲＳＶ 抗体进行 ＥＬＩＳＡ 检测时， 一胎母猪

ＰＲＲＳＶ 抗体阳性率 ９５％ ，Ｓ ／ Ｐ 平均值为 １． ０１；二三

胎母猪阳性率为 ４０％ ，Ｓ ／ Ｐ 平均值为 ０． ４２；四胎及

以上母猪阳性率均为 ９５％ ，Ｓ ／ Ｐ 平均值为 １． ６。 由

于母猪仅在后备期免疫过 ＰＲＲＳＶ 疫苗，ＰＲＲＳＶ 抗

体应随着母猪胎龄的升高而下降，由于四胎及以上

母猪抗体抗性率和 Ｓ ／ Ｐ 平均值出现了明显的升高，

表明四胎及以上母猪有 ＰＲＲＳＶ 野毒感染，造成抗

体水平的异常。
在对本场的流产胎儿及保育发病猪病料进行

抗原检测时，ＣＳＦＶ、ＰＣＶ２ 和 ＰＲＶ 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ＰＲＲＳＶ 检测结果为阳性，我们随即进行了病毒

分离，根据 ＤＥ ＡＢＩＮ 等的报道［６］，在进行 ＰＲＲＳＶ
分离时 ＰＡＭ 细胞比 Ｍａｒｃ － １４５ 更敏感，因此本研

究使用 ＰＡＭｓ 细胞接种病料分离 ＰＲＲＳＶ，ＰＡＭ 细胞

接毒后 ７２ ｈ 细胞出现肿大、裂解、破碎等细胞病变，
提取病毒 ＲＮＡ 扩增后 ＰＲＲＳＶ 为阳性，表明分离到

了一株病毒。
目前区别 ＰＲＲＳＶ 高致病性毒株和经典毒株的方

法是通过测序查看 Ｎｓｐ２ 蛋白第 ４８１ 位和 ５３３ －５６１ 位

氨基酸（共 ３０ 个 ａａ）是否发生不连续缺失［７］。 因

此，本研究选择分离毒株的 ＮＳＰ２ 基因对 ＰＲＲＳＶ －
２０２２０１ 株进行测序和同源性比较，结果与高致病性

毒株同源性最高，为 ９５． ６％ ～ ９５． ８％ ，但是存在一

定的差异，可能是病毒的变异造成了这些差异位点

的产生。
２０１３ 年，我国发现类 ＮＡＤＣ３０ 毒株［８ － ９］，２０２０

年美 国 报 道 了 高 致 病 性 的 １ － ４ － ４ Ｌｉｎｅａｇｅ
１Ｃ ＰＲＲＳＶ变异株［１０］，养猪业每过 ３ ～ ５ 年就会出现

一个 ＰＲＲＳＶ 新毒株，一方面临床上源源不断出现

新毒株，另一方面已存在的毒株又不断发生变异，
这些都给 ＰＲＲＳ 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必须

通过实验室检测对临床毒株的特性进行关注，采取

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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