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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制犬腺病毒相关制品的检验用阳性血清，以健康易感山羊为免疫靶动物，深入优化

免疫原和免疫程序，无菌采血后分离血清，并分装冻干。 通过常规检验方法进行纯净性检测、特异

性检测、抗体效价测定和中和指数测定，并将其应用于代表性的含犬腺病毒组分的活疫苗制品的外

源病毒检验和鉴别检验等。 结果显示，该批血清的纯净性检验和特异性满足要求，中和抗体效价为

１ ∶ ９３６４，中和指数＞１０６．０。 结果表明，该血清对犬腺病毒具有良好的中和作用，能够应用于犬腺病毒

相关制品的外源病毒检验和特异性检验等，是兽用生物制品国家标准物质的重要候选标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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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腺病毒（ｃａｎｉｎｅ ａｄｅｎｏｖｉｒｕｓ，ＣＡＶ）属于腺病毒

科哺乳动物病毒属，犬腺病毒是哺乳动物中致病性

最强的病毒之一，分为两型，Ⅰ型犬腺病毒引起犬

传染性肝炎和狐狸脑炎，Ⅱ型犬腺病毒引起犬传染

性喉气管炎和肠炎［１］。 在我国犬腺病毒病感染十

分普遍，犬不分品种、年龄和性别均可发生，犬科其

它动物感染也十分广泛，如狐狸、狼等。

近几年我国新研制并批准了多个不同毒株生

产的犬腺病毒相关兽用弱毒活疫苗，如犬五联活疫

苗、狐狸脑炎活疫苗等。 上述含犬腺病毒组分的兽

用弱毒活疫苗产品的质量检验（外源病毒检验、鉴

别检验、效力检验等）均需使用犬腺病毒阳性血

清［２－３］。 但是，目前我国尚无标准化、商品化的犬腺

病毒阳性血清供应，评价机构和生产企业均使用非

标定、非标准、非商品化的犬腺病毒阳性血清进行

质量检验，给疫苗的质量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开

展标准化的犬腺病毒阳性血清研究非常重要。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以自身鉴定和保存的犬

腺病毒Ⅱ型弱毒（ＢＪ 株）的 ＭＤＣＫ 细胞适应毒为材

料，对免疫动物、免疫佐剂和免疫程序进行深入优

化和创新，成功研制犬腺病毒（Ⅱ型）阳性血清，并

对其实际应用场景进行了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病毒　 犬腺病毒Ⅱ型弱毒（２ＲＺ 株）由山东

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提供，犬腺病毒Ⅱ型弱毒

（ＸＮ３ 株）由杨凌绿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犬

腺病毒 Ｉ 型病毒、犬腺病毒Ⅱ型病毒、犬细小病毒、

犬瘟热病毒、犬副流感病毒、狂犬病病毒，牛病毒性

腹泻 ／黏膜病病毒，均由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鉴定、

保存。

１．１．２　 实验动物　 未免疫过任何腺病毒相关疫苗

的 ６ 月龄健康易感山羊，购自北京门头沟某养殖场。

１．１．３　 血清　 狂犬病病毒阳性血清、犬瘟热病毒阳

性血清、犬副流感病毒阳性血清、犬细小病毒阳性

血清，均由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鉴定、保存。

１．１．４　 细胞和培养基　 猫肾细胞（ＣＲＦＫ）、犬肾细

胞（ＭＤＣＫ）、Ｖｅｒｏ 细胞、ＭＤＢＫ 细胞均由中国兽医

药品监察所提供，ＭＥＭ 细胞营养液和胎牛血清购

自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 生物化学制品（北京）有限公司。

１．１．５　 疫苗　 狐狸脑炎活疫苗（ＣＡＶ－２ＲＺ 株），由

山东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犬狂犬病、犬

瘟热、副流感、腺病毒病、细小病毒病五联活疫苗由

杨凌绿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狐狸脑炎活疫苗

（ＣＡＶ－２Ｃ 株）由吉林特研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

１．１．６　 其他　 １５ ｍＬ ３０ ＫＤ 超滤浓缩管购自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

公司，ＰＥＧ６０００ 购自 Ｍｅｒｃｋ 公司， ＭｏｎｔａｎｉｄｅＴＭ Ｇｅｌ

０１ ＳＴ 佐剂购自法国 Ｓｅｐｐｉｃ 公司，兔抗羊 ＩｇＧ Ｈ＆Ｌ

（ＦＩＴＣ）二抗购自 ａｂｃｏｍ 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动物的筛选　 经颈静脉采集山羊血清，

选择犬细小病毒、犬瘟热病毒、犬副流感病毒、犬腺

病毒Ⅰ型、犬腺病毒Ⅱ型、狂犬病病毒抗体均为阴

性且无牛病毒性腹泻 ／黏膜病病毒污染的 ６ 月龄健

康山羊用于血清制备。

１．２．２　 病毒液的制备

１．２．２．１　 基础病毒液的制备　 取犬腺病毒Ⅱ型弱

毒（ＢＪ 株）的细胞适应毒接种已长成单层的 ＭＤＣＫ

细胞，３７ ℃培养 ９６～１２０ ｈ，收获病毒液反复冻融三

次后，作为生产毒种。 将生产毒种按 ２％比例接种

ＭＤＣＫ 细胞单层，３７ ℃吸附 １ ｈ，补加维持液，３７ ℃

连续培养 １２０ ｈ，收获后反复冻融 ３ 次，１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３０ ｍｉｎ 去除细胞碎片。 将病毒液与 ５０％的

ＰＥＧ６０００ 等体积混合后，１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超滤离心 １ ｈ

后，将沉淀用原毒液 １ ／ １０ 体积的 ＭＥＭ 细胞营养液

复溶。 用 ＭＤＣＫ 细胞进行病毒含量测定，按参考文

献［６］进行。 －２０ ℃保存，备用。

１．２．２．２　 基础免疫病毒液的制备　 将 ＭｏｎｔａｎｉｄｅＴＭ

Ｇｅｌ ０１ ＳＴ 水性佐剂按 １０％的比例与基础病毒液混

合制成基础免疫病毒液，现用现配。

１．２．２．３　 加强免疫病毒液的制备　 将 β－丙内脂按

１ ／ ８０００ 的比例加入基础病毒液中，４ ℃过夜灭活病

毒。 第二日 ３７ ℃ 水浴 ２ ｈ 灭活 β －丙内脂。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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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ｔａｎｉｄｅＴＭ Ｇｅｌ ０１ ＳＴ 水性佐剂按 １０％的比例与灭

活后的基础病毒液混合制成基础免疫病毒液，４ ℃

保存，备用。

１．２．３　 免疫和采血　 将基础免疫病毒液分别经颈

部肌肉注射接种 ２ 只山羊，２ ｍＬ ／只，进行基础免

疫。 ２１ ｄ 后将加强免疫病毒液颈部肌肉注射接种 ２

只山羊，２ ｍＬ ／只，进行加强免疫。 １４ ｄ 后再按照与

前次加强免疫相同剂量和接种途径加强免疫一次。

１４ ｄ 后颈动脉采血致死，分离血清，１０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３０ ｍｉｎ，并用 ０．４５ μｍ 滤器过滤除菌，冻干后待检。

１．２．４　 血清检定

１．２．４．１　 无菌检验、支原体检验、外源病毒检验 　

按参考文献［５］进行。

１．２．４．２　 特异性检验 　 采用微量细胞中和试验法

测定抗狂犬病病毒、犬瘟热病毒、犬细小病毒、犬副

流感病毒的中和抗体，按参考文献［５］进行。

１．２．４．３　 效价测定 　 采用微量细胞中和试验法测

定血清中和抗体效价，血清制备实验室为主检室，

并组织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

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山东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

公司三家具有标准物质效价标定经验的实验室参

与协作标定，按参考文献［５］进行。 将四家实验室测

定中和抗体效价计算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特异性阳

性血清的中和抗体效价。

１．２．５　 血清在含犬腺病毒组分的生物制品及生产

用疫苗株检验中的应用试验 　 使用制备的阳性血

清对 ２ 个不同批次的狐狸脑炎活疫苗（ＣＡＶ－２ＲＺ

株）、３ 个不同批次的犬狂犬病、犬瘟热、副流感、腺

病毒病、细小病毒病五联活疫苗和 ３ 个不同批次的

狐狸脑炎活疫苗（ＣＡＶ－２Ｃ 株）共 ８ 批含犬腺病毒

组分的生物制品按照各自的质量标准［２－４，６］ 进行外

源病毒检验和与 ＣＡＶ 血清有关的鉴别检验。 使用

制备的阳性血清对 ３ 株犬腺病毒Ⅱ型疫苗株（ＣＡＶ
－Ⅱ（ＸＮ３ 株）、ＣＡＶ－Ⅱ（ＢＪ 株）和 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分别进行外源病毒检验［６］。

１．２．６　 血清对不同的犬腺病毒毒株的中和指数测

定　 对 ３ 株犬腺病毒Ⅱ型疫苗株（ＣＡＶ－Ⅱ（ＸＮ３

株）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和 ＣＡＶ－Ⅱ（ＢＪ 株）），各分 ２

组进行 １０ 倍系列稀释，将其中一组用制备的阳性

血清进行中和，另一组加入等量生理盐水作为对

照。 接种已长成单层 ＭＤＣＫ 细胞的 ９６ 孔细胞培养

板，每组每个稀释度接种 ８ 孔，每孔 １００ μＬ。 根据

ＭＤＣＫ 细胞的细胞病变孔数按 Ｒｅｅｄ－Ｍｕｅｎｃｈ 法计

算 ＴＣＩＤ５０，并计算中和指数。 比较制备的阳性血清

对不同犬腺病毒毒株的中和能力。

１．２．７　 血清在间接细胞免疫荧光试验中的应用　

将 ３ 株犬腺病毒Ⅱ型疫苗株（ＣＡＶ－Ⅱ（ＸＮ３ 株）

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和 ＣＡＶ－Ⅱ（ＢＪ 株））均稀释至

１００ ＴＣＩＤ５０，分别接种已长成单层 ＭＤＣＫ 细胞的

９６ 孔细胞培养板，培养 ９６ ～ １２０ ｈ 后丙酮固定。 将

制备的阳性血清进行 １ ∶ ４００，１ ∶ ８００，１ ∶ １６００，

１ ∶ ３２００稀释，每个稀释度的血清分别加入不同腺

病毒疫苗株培养的细胞板作为一抗，并在孵育兔抗

羊 ＩｇＧ Ｈ＆Ｌ（ＦＩＴＣ）二抗后进行荧光观察。

２　 结　 果

２．１　 免疫程序的探索及抗血清的制备　 对生产毒

种进行 １２０ ｈ 连续培养后，收获病毒液 ２００ ｍＬ。 通

过离心法去除犬腺病毒Ⅱ型弱毒（ＢＪ 株）的 ＭＤＣＫ

细胞适应毒株基础病毒液中的细胞碎片，再经超滤

浓缩、聚乙二醇沉淀后，收获 １８ ｍＬ 基础病毒液，

ＣＡＶ－Ⅱ病毒含量达到 １０９．０ ＴＣＩＤ５０ ／ ｍＬ。 制备 １０ ｍＬ

的基础免疫病毒液和 １０ ｍＬ 的加强免疫病毒液。

选择 ２ 只健康易感山羊，进行 １ 次基础免疫和 ２ 次

加强免疫后，犬腺病毒抗血清中和抗体效价达到预

期（血清中和抗体效价期望值为≥１ ∶ １０２４［２－３］ ）。

采集血液制备抗血清 ３０００ ｍＬ，并冻干保存。

２．２　 血清特异性检定结果　 应用微量细胞中和试

验法对制备血清的特异性进行检测，未检出犬瘟热

病毒、犬副流感病毒、犬细小病毒和狂犬病病毒的

抗体（表 １），表明该血清具有良好的特异性。

２．３　 血清抗体效价测定结果　 血清中和抗体效价

测定结果见表 ２。 根据四家实验室测定结果，确定

血清中和抗体效价平均值为 １ ∶ ９５８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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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血清特异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待检抗体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犬瘟热病毒抗体 ＳＮ 阴性

犬副流感病毒抗体 ＳＮ 阴性

犬细小病毒抗体 ＳＮ 阴性

狂犬病病毒抗体 ＳＮ 阴性

牛病毒性腹泻 ／ 黏膜病病毒抗体 ＳＮ 阴性

　 ＳＮ：血清中和试验
　 ＳＮ： Ｓｅｒｕｍ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表 ２　 血清中和抗体效价测定结果

Ｔａｂ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ｉｔ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实验室名称 中和抗体效价

血清制备实验室 １ ∶ ８１９２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１ ∶ ８９３３

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１ ∶ １０９６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１ ∶ １０２３２

２．４　 血清在检验中的应用结果　 分别按照狐狸脑

炎活疫苗（ＣＡＶ－２ＲＺ 株）、犬狂犬病、犬瘟热、副流

感、腺病毒病、细小病毒病五联活疫苗和狐狸脑炎

活疫苗（ＣＡＶ－２ＲＺ 株）的质量标准对三种生物制品

进行外源病毒检验和鉴别检验中与 ＣＡＶ 血清有关

的部分。 按照 《中国兽药典》 的规定对 ＣＡＶ －Ⅱ
（ＸＮ３ 株）、ＣＡＶ－Ⅱ（ＢＪ 株）和 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三
株疫苗株进行外源病毒检验。 结果表明，应用制备

的犬腺病毒阳性血清可以很好的应用于三种活疫

苗产品和三种生产用疫苗株的质量检验工作。 结

果见表 ３。
２．５　 对不同的犬腺病毒毒株的中和指数测定结果

制备的犬腺病毒阳性血清对三株 ＣＡＶ－Ⅱ疫苗株的

中和指数分别为 １０６．０、１０６．７、１０６．０，表明阳性血清对

三株 ＣＡＶ－Ⅱ疫苗株中和能力显著且无明显差异。
结果见表 ４。

表 ３　 血清在检验中的应用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ｒｕｍ ｉｎ ＣＡＶ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检品名称 检品批号
检验结果

鉴别检验 外源病毒检验

狐狸脑炎活疫苗（ＣＡＶ－２ＲＺ 株）
１７０５００１ Ｙ Ｙ

１６１０００１ Ｙ Ｙ

犬狂犬病、犬瘟热、副流感、腺病
毒病、细小病毒病五联活疫苗

２０１７０６０４ Ｙ Ｙ

２０１７０６０３ Ｙ Ｙ

２０１７０４０２ Ｙ Ｙ

狐狸脑炎活疫苗（ＣＡＶ－２Ｃ 株）

２０１８０３０３ Ｙ Ｙ

２０１８０３０２ Ｙ Ｙ

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Ｙ Ｙ

ＣＡＶ－Ⅱ（ＸＮ３ 株） ／ ／ Ｙ

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 ／ ／ Ｙ

ＣＡＶ－Ⅱ（ＢＪ 株） ／ ／ Ｙ

　 Ｙ：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进行检验，结果符合规定；＂ ／ ＂ ：代表无此项目或未进行此项检验
　 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 Ｎｏ ｔｈｉｓ ｉｔｅｍ

表 ４　 ＣＡＶ 毒株的病毒含量测定结果及中和指数计算

Ｔａｂ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ｉ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ＡＶ ｓｔｒａｉｎｓ

毒株名称
病毒含量 ／ （ＴＣＩＤ５０·０．１ｍＬ－１）

中和组 未中和对照组
中和指数

ＣＡＶ－Ⅱ（ＸＮ３ 株） １０１．２ １０７．２ １０６．０

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 １０１．１ １０７．８ １０６．７

ＣＡＶ－Ⅱ（ＢＪ 株） １００．９ １０６．９ １０６．０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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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血清在间接细胞免疫荧光试验中的应用结果

　 通过将制备的阳性血清进行不同稀释度的稀释

进行间接细胞免疫荧光染色，确定对于不同的犬腺

病毒毒种，制备的阳性血清均在 １ ∶ ８００ 稀释时可

达到最好的荧光染色效果。 结果见图 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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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ＣＡＶ－Ⅱ（ＸＮ３ 株）组，血清 １ ∶ ８００ 稀释；Ｂ、Ｈ：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组，血清 １：８００ 稀释；Ｃ、Ｉ：ＣＡＶ－Ⅱ（ＢＪ 株）组，血清 １ ∶ ８００ 稀释；

Ｄ、Ｊ：ＣＡＶ－Ⅱ（ＸＮ３ 株）组，血清 １ ∶ １６００ 稀释；Ｅ、Ｋ：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组，血清 １ ∶ １６００ 稀释；Ｆ、Ｌ：ＣＡＶ－Ⅱ（ＢＪ 株）组，血清 １ ∶ １６００ 稀释

Ａ、Ｂ、Ｃ、Ｄ、Ｅ、Ｆ 表示荧光染色；Ｇ、Ｈ、Ｉ、Ｊ、Ｋ、Ｌ 表示细胞固定前普通光镜观察

Ａ、Ｇ：ＣＡＶ－Ⅱ（Ｓｔｒａｉｎ ＸＮ３） ｇｒｏｕｐ，１ ∶ ８００ ｓｅｒｕ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Ｂ、Ｈ：ＣＡＶ－Ⅱ（Ｓｔｒａｉｎ ２ＲＺ）ｇｒｏｕｐ，１ ∶ ８００ ｓｅｒｕ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Ｃ、Ｉ：ＣＡＶ－Ⅱ（Ｓｔｒａｉｎ ＢＪ）ｇｒｏｕｐ，１ ∶ ８００ ｓｅｒｕ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Ｄ、Ｊ：ＣＡＶ－Ⅱ（Ｓｔｒａｉｎ ＸＮ３） ｇｒｏｕｐ，１ ∶ １６００ ｓｅｒｕ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Ｅ、Ｋ：ＣＡＶ－Ⅱ（Ｓｔｒａｉｎ ２ＲＺ）ｇｒｏｕｐ，１ ∶ １６００ ｓｅｒｕ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Ｆ、Ｌ：ＣＡＶ－Ⅱ（Ｓｔｒａｉｎ ＢＪ）ｇｒｏｕｐ，１ ∶ １６００ ｓｅｒｕ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Ａ、Ｂ、Ｃ、Ｄ、Ｅ、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Ｇ、Ｈ、Ｉ、Ｊ、Ｋ、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ｅｌｌ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图 １　 ＭＤＣＫ 细胞接种不同犬腺病毒毒种后细胞病变观察及间接免疫荧光观察

Ｆｉｇ １　 ＣＰ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ＤＣＫ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Ｖ－Ⅱ ｓｔｒａｉｎ

３　 讨论与小结

阳性血清是菌毒种及活疫苗检验中最重要的

标准物质之一，无论外源病毒检验、特异性检验、鉴
别检验、效力检验，特异性均是对阳性血清的首要

要求。 为了满足特异性要求，制备血清时选择了与

犬种属关系较远的山羊作为免疫靶动物，降低了犬

源病毒污染的概率，并且在筛选时严格选择无犬瘟

热病毒、犬副流感病毒、犬细小病毒、狂犬病病毒等

主要犬源病毒血清中和抗体的山羊，在血清制备完

成后再次对上述病毒血清中和抗体进行了检定，充
分保证了血清优良的特异性。

免疫原处理和免疫程序是获得较高抗体效价

的关键。 制备血清所使用的犬腺病毒Ⅱ型弱毒（ＢＪ
株）通过 ＭＤＣＫ 细胞连续传代获得了对 ＭＤＣＫ 细

胞良好的适应性，并在收获基础病毒液后进行 ＰＥＧ

沉淀和超滤浓缩，以此确保免疫原的抗原性、稳定

性和浓度。 使用动物专用的 ＭｏｎｔａｎｉｄｅＴＭ Ｇｅｌ ０１ ＳＴ
水性疫苗佐剂，可以极大提高免疫效果［７］。 在动物

免疫阶段，动态监测犬腺病毒Ⅱ型血清中和抗体效

价水平，确保血清制备结果可控。 三所具有标准物

质标定经验的实验室对制备血清协作标定中和抗

体效价，证实了远高于期望值的血清效价。
狐狸脑炎活疫苗（ＣＡＶ－２ＲＺ 株）、狐狸脑炎活

疫苗（ＣＡＶ－２Ｃ 株）和犬狂犬病、犬瘟热、副流感、腺
病毒病（ＸＮ３ 株）、细小病毒病五联活疫苗三种不同

的含 ＣＡＶ－Ⅱ型弱毒株组分的活疫苗产品，生产毒

株不同且免疫动物种类不同，目前在市场上均已得

到普遍应用。 鉴于目前绝大多数犬腺病毒活疫苗

产品均为 ＣＡＶ－Ⅱ型弱毒活疫苗［８－９］，故上述三种

活疫苗产品可以很好的代表目前市场上的犬腺病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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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类生物制品。 生产用毒株的检验是生产合格的

疫苗产品的关键环节，也是生物制品规程的重要规

定。 因此应用制备的犬腺病毒阳性血清对于上述

几种代表性疫苗株和活疫苗产品进行检验并取得

理想检验效果，可以很好的验证阳性血清的实际应

用性能。 中和指数测定也证实，制备的阳性血清不

管对制备血清所使用的 ＣＡＶ－Ⅱ（ＢＪ 株）还是生产

活疫苗所使用的 ＣＡＶ－Ⅱ（ＸＮ３ 株）和 ＣＡＶ－Ⅱ（２ＲＺ
株）均具有高效且相似的中和能力。 间接细胞免疫

荧光试验除了可以佐证血清高效且特异的中和能

力外，还可发现在无 ＣＰＥ 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观察

到明显的荧光信号，说明了用制备的阳性血清作为

一抗进行 ＣＡＶ 病毒含量测定或血清的 ＣＡＶ 中和

抗体效价测定等试验，可显著提高试验的灵敏度和

精度。
兽用生物制品国家标准物质是国家负责标定

和供应的用于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检验的标准物质，
是提高兽用生物制品检验水平的重要环节。 犬腺

病毒阳性血清的制备和标定严格按照兽用生物制

品国家标准物质相关规定［５］进行，并对血清效价这

一主要特性值进行了协作标定，为犬腺病毒阳性血

清国家标准物质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
研究表明，紧急预防犬腺病毒感染时可紧急接

种高效价免疫血清［８］。 国内也有应用高免血清

进行治疗的报道［１０］。 制备的 ＣＡＶ 血清中和抗体

效价较高，中和能力优秀，能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

用，将为犬腺病毒疫区的紧急预防和治疗提供更好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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