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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症状以及诊断防治等方面对新发现的施马伦贝格病进行了介

绍!为进一步研究该病毒'控制其传播等提供参考"

!关键词"!施马伦贝格病毒#新发病#虫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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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马伦贝格病毒"1DS<=??O7XOZ8\>ZKE!1Hf#与

赤羽病病毒"0]=X=7OA>EO=EO\>ZKE#和加州脑炎病

毒群"+=?>GBZ7>=O7DOVS=?>W>E\>ZKEOE#同属于布尼病

毒科布尼病毒属& 该病毒最早于 "#$$ 年 - 月在德

国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施马伦贝格" 1DS<=?̀

?O7XOZ8#小镇发现!并以发现地命名!引起的疫情目

前仅在欧洲流行!尤以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英

国严重'$ /%(

& 该病毒能引起牛)绵羊和山羊的成年

动物中度病症!表现为产奶量下降)发烧)腹泻等!

引起流产及出生缺陷!该病传播速度较快!对养殖

业的危害巨大&

;<病原学

1Hf的模式图和电镜照片见图 $

'$(

& 电镜观

察该病毒为囊膜包被!直径约 $## 7<的球状病毒!

基因组为单链负股 *50!分 % 个节段!分别为大

" #̂)中"P#)小"1#

'&(

& 1片段长 -%# XV!编码核衣

壳"5#与非结构蛋白"51E#%P片段 &&$2 XV!编码

一个聚合蛋白!经加工形成 " 个膜蛋白"Q7 和 QD#

和非结构蛋白"51<#%^片段 .-.2 XV!编码 *50

依赖的*50聚合酶"*A*V#& 以上序列已经收录

在欧洲核酸库!编号为M;.&::$" /M;.&::$&

'$!2(

&

QD蛋白是其中一个较大的膜蛋白!能够被中和抗体

所识别& 在三个片段中P片段是最容易变异的&

Mw??O为外壳%QO7EO8<O7WO为基因片段

图 ;<施马伦贝格病毒的模式图#$$和电镜照片#%$

!!根据布尼亚病毒科正布尼亚病毒属中加州血

清群病毒推断!施马伦贝格病毒在 2# (.# a处理

%# <>7以上传染性明显下降或丧失!对常用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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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9次氯酸钠)"9戊二醛)'#9乙醇)甲醛敏感!

长时间暴露在宿主或媒介外很难存活'%(

&

=<分类地位

根据德国 _̂I研究人员已经测定的基因组序

列信息!该病毒归为布尼亚病毒科正布尼亚病毒属

"BZWSBXK7Y=\>ZKEOE#!其基因组 ^序列与 1S=<B7A=

病毒)0]=X=7O病毒等序列的相似性很高!属于

1><XK血清群& J=7=EO[等根据进化树分析认为!

施马伦贝格病毒由 1=WSKVOZ>病毒 " 10[f# 和

1S=<B7A=病毒"1M0f#重组而成!10[f提供了 P

片段! 1M0f提供了 1 " 0H$-%"-" # 与 ^片段

"0H.:-&-%#!1Hf与 1M0f的 1 片段基因序列同

源性达 :'9!^片段的同源性达 :&9

'2(

& 笔者推

测!可能是 10[f和 1M0f感染同一传播媒介或同

一动物发生基因重组变异而产生的一种新病毒!因

为正布尼亚病毒发生基因片段重组产生新病毒的

情况经常报道'. /'(

&

><流行病学

该病毒自从德国和荷兰个别农场检出后!很快

在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多个农场检出!该病

毒引起的疾病至今仍在西欧肆虐!导致多个农场反

刍动物发病!它引起生产性能大幅降低!导致怀孕

母畜流产)胎儿畸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潜伏期!畜群感染后 " (% 周发病率较高!达

"#9 ('#9!发病成年个体一般在几天内很快康

复& HOZ7A MBGG<=77 等用病毒培养物接种 : 月龄

牛!经荧光定量3+*检测第 " (2 天均为阳性!第 &

天基因的拷贝数最高!有一头第 & 天发热'-(

& 牛和

羊感染试验表明!接种 % (2 A 后无症状或出现中

等症状!病毒血症持续 $ (2 A

'%(

& 田间情况比较复

杂!其潜伏期及传播规律还需收集更多数据&

%,"!地理分布!在德国)荷兰)法国)英国)比利

时)卢森堡)意大利及西班牙牧场均检测出施马伦

贝格病毒感染!表 $ 中显示施马伦贝格病毒在北欧

国家造成了大量牛)羊场感染!对养殖业造成了巨

大的损失'$!:(

& 在德国!"#$$ 年最后几周至 "#$"

年第 2 周绵羊发病报告数逐渐增加!然后缓慢下

降!至第 $2 周时没有增加!而在牛场至 "#$" 年第 &

周鲜有相关病例的报告!从 "#$" 年第 2 周以后逐

渐增多!至 "#$" 年第 $. 周达到高峰!"#$" 年第 $:

周仍然处于高位"图 "#!后续的报告未统计& 这是

欧洲首次报道E><XK 血清群病毒感染动物!施马伦

贝格病毒起源于何时何地目前还不得而知!在欧洲

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均未见报道&

表 ;<各国报道的施马伦贝格病毒疫情信息

国家 截止日期
感染农

场)个
牛场)个

绵羊场

)个

山羊场

)个

德国 "#$",',$' $'': -.. -.2 &-

法国 "#$",',$# ""&$ $#:. $$"- $'

英国 "#$",.,$- "'$ &: "$: %

荷兰 "#$",',$# %2# "%' $#' .

西班牙 "#$",.,$- 2 # 2 #

比利时 "#$",',$" 2'. &#' $.' "

卢森堡 "#$",.,$- $- $$ . $

意大利 "#$",.,$- % " # $

总计 2"&% "..- "&:' '-

图 =<德国每周施马伦贝格病毒疫情信息统计结果

%,%!宿主范围!施马伦贝格病毒可引起牛)山羊)

绵羊)野牛感染发病!并可通过 3+*或病毒分离检

测出病原!在马鹿)狍)羊驼"0?V=D=#及欧洲盘羊

"<BKG?B7# 血清中仅检测出施马伦贝格病毒抗

体'%(

& 1><XK血清群病毒的宿主广泛!包括猪)牛)

羊和多种野生动物!如 0]=X=7O病毒不仅可感染

牛)绵羊)山羊)水牛)鹿)骆驼等反刍动物!而且在

马)狗)猪中均检测出相应抗体!据此推测其它野生

或家养的反刍动物"如骆驼)鹿#均可能是施马伦贝

格病毒易感动物&

大多数正布尼亚病毒对人无危害!如 0]=X=7O

病毒主要通过蚊虫传播!病毒主要感染牛!不是人

畜共患病病原!施马伦贝格病毒与 1S=<B7A=病毒)

0]=X=7O病毒等 1><XK 血清群病毒相似!可能对人

无危害!目前未见人感染该病毒的相关报道!

4KDB<X?O[等通过对接触施马伦贝格病毒的羊场

工作人员调查!通过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试验!没

有证据显示传播给人'$#(

&

%,&!传播方式!正布尼亚病毒属中的多数成员均

能通过虫媒传播"蚊子或蠓#!还能通过接触胎盘直

接传播'%(

!动物之间直接传播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该病为虫媒传播'%(

!比利时研究

人员在两种蠓"#D9#$%659和 /%<5$'*#体内均检测出

了施马伦贝格病毒!这两种蠓在北欧地区经常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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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中包括英国& =̂EEO4=<*=E<KEEO7等通过荧

光定量3+*检测进一步确定了库蠓""!#D9#$%659#

为施马伦贝格病毒的天然媒介'$$(

!也是另一个分

节段病毒蓝舌病病毒的载体& 可能的情况是施马

伦贝格病毒在夏秋季节通过这些蚊虫传播!感染了

牛羊等动物!当到冬天及下一年春天怀孕母畜出现

流产)出生缺陷等症状时才表现出来& 这也正说明

了图 " 中为什么前期该病多见于羊场!后期多见于

牛场!因为绵羊怀孕周期为 $&& ($22 A!牛的怀孕

周期为 "'# A!若在怀孕前或早期感染了该病毒!可

通过流产)出生缺陷表现出症状& 有多少种蚊)蠓

作为媒介传播该病毒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2!流行病学预测!根据当前掌握的关于该病毒

及亲缘关系很近的 1M0f和 10[f的信息!还不能

预测该病是否会持续暴发直到所有血清阴性易感

动物均感染!或者因为基因变异引起疫病反复发

生& 按照 1M0f基因组的稳定性!Q=Z>8?>=7Y等'$"(

推测后者发生的可能性较低& 但是主要免疫抗原

QD蛋白的编码基因 P片段易变异!是否会因变异

导致抗原漂移还不得而知&

I<临床症状

该病在胎儿和新生动物中主要影响绵羊)牛和

山羊!可导致怀孕母畜流产!胎儿畸形!表现为关节

畸形)脑畸形)神经症状)共济失调等!对中枢神经

系统影响很大& 胎儿畸形的不同取决于发病的时

期不同&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3+*检测发病胎儿的

脾)脑)胎粪)脊髓)肋软骨)脐带)羊水等不同器官

和病料!结果表明羊水和脐带是确定新生胎儿是否

感染施马伦贝格病毒的最佳病料'-(

&

成年牛的急性症状多表现为厌食)腹泻)发热

" s&# a#

'$%(

)产奶量下降可达 2#9!几天后快速

康复!该病在畜群中暴发后一般会持续 " (% 周&

到目前为止关于育龄期或成年绵羊的临床症状还

未有报道&

J<诊断与防治

从临床症状来看!该病与许多其它动物病毒病症

状类似!可以结合流行病学进行初步诊断!确诊需要进

一步通过实验室诊断& 采集样品时应注意!成年动物

最好采集急性感染期的血清或;4[0处理的全血!流

产)死胎或畸形胎儿除采集脾脏和血液外!也可采集脑

组织'"(

& 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病原诊断$

2,$!*[/@3+*%ZO=?W><OZO\OZEO@K=7W>W=W>\OWZ=7`

EDZ>VW=EO3+*&!德国 _̂I研究所检测了来源 . 个

农场的 $" 份样品!均为阳性!+W值在 "& (%2 之

间'-!$"(

!该方法已被大多数实验室采用检测病原!

具有敏感性高)特异性好的特点&

2,"!细胞培养!该病毒在HMR"$ 细胞)fOZB细胞

及昆虫细胞"R+#中生长良好& 将施马伦贝格牛场

死牛的血液样品接种库蠓卵巢细胞"R+#!$# A 后

收获病毒!然后接种HMR/"$ 细胞!2 A 出现 +3;!

*[/@3+*检测病毒液的+W值约为 $&

'$&(

&

2,%!血清学抗体检测法!

'

德国和荷兰的科学家

开发了 ;̂I10检测方法'$2(

!该技术适用于大规模

血清学调查!目前法国 I4fOW公司已有商品化的间

接 ;̂I10试剂盒供应!可以检测反刍动物的血清或

血浆该产品通过了欧洲参考实验室的评估%

(

间接

免疫荧光抗体实验"I_0[#

'$#!$.(

!将施马伦贝格病

毒病毒接种感染 fOZB细胞!然后加入待检血清!通

过荧光二抗显示!该方法操作简单!直观!但敏感性

不高!还受到操作人员的主观影响%

)

病毒中和试

验"f5[#!荷兰研究人员通过 *[/3+*检测证明

感染施马伦贝格病毒的动物!通过 f5[检测发现

:&9的母羊)::9的母牛血清呈阳性!表明 f5[的

特异性强!敏感性高'$'(

&

目前没有合适的疫苗和治疗措施应对该病!只

能通过监测疾病流行情况和可能受影响的农场来

控制该病'$- /"#(

& 德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相应疫

苗& 我国目前未见该病的相关报道!按照gI;提供

的技术资料'%(

!引进健康动物及其产品肉)奶和健

康公牛精液等引起疫病传播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但需严格检测防止疫病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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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给药& 因此!建议兽用鱼腥草注射液通过提高质

量标准!增加静脉给药方式& 针对我国抗生素滥用

所导致的细菌耐药性越来越重的不良状况!国家各

部委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对此进行整治& 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有减少趋势!鱼腥草注射液一类清热解

毒类中药注射剂的替代使用会增加!特别是能静脉

使用的鱼腥草注射液市场份额会相应扩大!这对生

产兽用鱼腥草注射液的企业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目前!兽药企业生产鱼腥草注射液均以干鱼

腥草为原药材!若按人药新标准用鲜鱼腥草并在采

收后 "& S 用完!以现有的情况来看!兽药企业很难

做到!建立符合中药材生产管理规范"Q03#要求的

鲜鱼腥草基地!并就近建立挥发油提取车间是解决

问题的唯一方法&

><结<语

随着中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药注射剂日益受

到关注!其在兽医临床上应用越来越广泛& 通过对人

用鱼腥草注射液新标准的解读与思考!建议应以质量

控制为抓手!把+成分可知可控,作为努力方向!切实

提升中兽药注射剂的质量标准水平!改善生产条件!提

高产品质量!保证中兽药注射剂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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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SWWV))NNN,DSV,BZ8,D7,

'"(!中国兽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
&&

五年版二

部'1(,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二
&

一
&

年版一部'1(,

'&(!卢红梅!梁逸曾!伍贤进!等,分别用鲜草与干草生产的鱼腥草注

射液指纹图谱对比研究'c(,分析化学!"##.!.$-$% /-$.,

'2(!中国兽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
&

一
&

年版二

部'1(,

'.(!孙伟伟!李贻奎!张金艳!等,聚山梨酯 -# 及其配制的鱼腥草

注射液致HO=8?O犬类过敏反应实验研究'c(,中国中西医结

合杂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七册"U1% /H/

%".& /:-#'1(,

'-(!罗 杰,犬鱼腥草注射液过敏'c(,中国兽医杂志!"##&!"$%%,

#责任编辑%陈 希$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