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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是由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牛的热性、急性、接触性传染

病。 该病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规定的必须上报的疾病之一，在我国也被列为二类疫病。 牛传

染性鼻气管炎可降低牛的肥育率、繁殖率和产奶量，给养牛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从病毒的分离

鉴定、血清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方面对该病的诊断方法进行综述，以期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的检测

和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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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ｂｏｖｉｎｅ ｒｈｉｎｏｔｒａ⁃

ｃｈｅｉｔｉｓ，ＩＢＲ）在临床上主要以呼吸困难、气管黏膜

发炎等呼吸道症状为特征，又因会同时引起脓疱性

外阴阴道炎，故又称为传染性脓疱性外阴阴道炎，

还可引起公牛龟头炎、母牛流产、结膜炎、幼牛脑膜

脑炎等，被认为是可由同一种病原引起的多种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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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疫病［１］。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ｂｏｖｉｎｅ ｒｈｉｎｏｔｒａｃｈｅ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ＩＢＲＶ）又名牛疱疹病毒 １

型（ｂｏｖ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１，ＢＨＶ － １），属于疱疹病毒

科水痘病毒属，有 ４ 个亚型和一个血清型。 ＩＢＲＶ

感染牛后可在三叉神经形成潜伏感染和持续性感

染，病牛终生带毒。 在应激条件下，该病毒可被激

活使机体排毒而引起该病在牛群中的传播流行，这

也为消灭和根除该病埋下了隐患，增加了困难。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传染性鼻气管炎症状为特

征的疾病最先见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育肥牛群，后

因贸易交易使得 ＩＢＲＶ 广泛流行于欧洲［２］。 该病

在全世界流行，目前只有少数欧洲国家采取消灭扑

杀、禁止疫苗接种等方式根除了该病，如瑞士、奥地

利、芬兰等，其他国家均有该病的报道［３］。 ２００２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的血清调查报告结果表明，欧洲牛群中

ＩＢＲ 血清阳性率为 ５０％ ～ ９０％ ，比 ２０００ 年的调查

结果有明显提高。 ２０１３ 年，巴西发现一例 ＩＢＲ 病

例。 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出口的活牛 ＩＢＲ 血清阳性

率已高达 ３９％ 。 在我国，ＩＢＲ 属于外来病，首次被

发现是在 １９８０ 年，周泰冲等从新西兰进口奶牛中

分离得到，此后该病在我国的流行趋势也是不断

上升。 ２００７ 年，ｇＥ － ＥＬＩＳＡ 方法检测奶牛血清的

数据结果显示，我国 ＩＢＲ 血清学个体阳性率为

３５． ８％ ［４］。 ２０１６ 年有文献报道我国上海崇明岛地

区两个规模化奶牛场的 ＩＢＲＶ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４１． ２％ 和 ７４． ３％ ，新疆五个规模化牧场 ＩＢＲ 血清

学检测阳性率为 ８０． ７％ ，宁夏地区 ＩＢＲＶ 抗体检测

平均阳性率高达 ８５． １％ ［５ － ７］。 这些数据表明了

ＩＢＲ 在我国牛群中感染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但我

国是养牛大国，根除 ＩＢＲ 耗资巨大，对于发展中国

家很不适用，所以为有效控制 ＩＢＲＶ 的扩散传播，建

立有效的诊断方法以及时监测和预防 ＩＢＲ 才是关

键。 本文综述了 ＩＢＲＶ 的最新国内外检测方法研究

进展，以期为检测和防控 ＩＢＲ 提供参考。

１　 病原学诊断

１． １　 病毒的分离鉴定　 ＩＢＲＶ 可在多种原代或传

代细胞中生长，如牛胎肾、肾上腺、甲状腺、睾丸、鼻

甲骨等细胞中生长，目前普遍使用的是牛肾传代细

胞（ＭＤＢＫ）和牛气管传代细胞（ＢＴＣ）。 一般根据

病牛的临床症状，选择不同的部位进行病料的采

集，呼吸道型病牛主要采集鼻液或眼分泌物；眼结

膜型病牛主要采集眼分泌物；脑膜脑炎型病牛主要

采集脑组织；生殖道型母牛主要采集外阴阴道分泌

物和外阴部黏膜，公牛主要采集精液和包皮；流产

型病牛可采集肺脏、肝脏、肾脏等实质性器官或胸

腔积液。 ＩＢＲＶ 首次分离不易出现典型的病变

（ＣＰＥ），需要盲传 ２ ～ ３ 代后再进行观察。 将采集

的病料处理后接种到适宜的细胞上，细胞病变一般

在 ３ ～ ５ ｄ。 典型的 ＣＰＥ 为细胞圆缩、聚集成葡萄样

的细胞团，细胞团之间形成空洞以及多核巨大细胞

的产生。 若要进一步鉴定是否为 ＩＢＲＶ 感染，可用

ＩＢＲＶ 单克隆抗体或者抗血清进行中和试验，或间

接免疫荧光试验。 孔繁德等［８］ 将采集的鼻拭子和

血清混合震荡后离心，其上清液接种于单层的

ＭＤＢＫ细胞，盲传 ３ 代后出现典型 ＣＰＥ，ＩＢＲ 阳性血

清作用于该单层细胞后，ＣＰＥ 被明显抑制。 冷雪

等［９］采集内蒙古发病牛的鼻拭子液并经过 ＭＤＢＫ

细胞传代培养以及 ＰＣＲ、间接免疫荧光试验和动物

回归试验分离鉴定出一株 ＩＢＲＶ。 病毒分离鉴定方

法虽然可靠，但整个过程比较复杂，费时费力，效率

不高，所以在临床上不推荐使用。

１． ２　 病毒核酸检测

１． ２． １　 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 　 １９８５ 年，Ｍｕｌｌｉｓ

等［１０］向全世界推广 ＰＣＲ 方法以后，由于该技术快

速、特异、敏感、费时少的优点，已广泛应用于分子

生物学领域，可用于检测血清、组织、鼻拭子、精液

中的病毒。 研究者针对 ＩＢＲＶ 基因组编码蛋白的不

同，设计特异性引物，建立 ＰＣＲ 方法，用于检测

ＩＢＲＶ。 林梅等［１１］根据 ＩＢＲＶ ＴＫ 基因设计引物，建

立了可鉴别 ＴＫ 基因缺失株与野毒株的 ＰＣＲ 方法。

徐娜等［１２］ 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 ＩＢＲＶ ｇＥ 和 ｇＢ 基因序

列，设计了 ２ 对特异性引物，建立了特异性强、准

确、快速的 ＰＣＲ 方法。 同时还可根据病原种类的

不同，建立同时检测多种病原的多重 ＰＣＲ 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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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更高效、简便的目的。 范晴等［１３］ 建立了同时

检测牛病毒性腹泻病毒（ＢＶＤＶ）、牛支原体和 ＩＢＲＶ

的三重二温式 ＰＣＲ 方法，为这 ３ 种病原的诊断提供

了一种方便使用的方法。 杨帆等［１４］ 建立了同时检

测牛副流感病毒 ３ 型、ＩＢＲＶ、ＢＶＤＶ 和牛支原体多

重 ＰＣＲ 检测方法，可鉴别诊断 ４ 种病原，具有特异

性强，灵敏度高的特点。 ＰＣＲ 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

特定的 ＤＮＡ 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能将微量的

ＤＮＡ 以指数方式增加，且对模板提取物纯度要求

低，能达到灵敏度高、简便、快速的要求，但是该方

法易出现假阳性、假阴性的结果，也有一定的缺陷。

１． ２． ２　 荧光定量 ＰＣＲ（ｑＰＣＲ） 　 荧光定量 ＰＣＲ 是

通过荧光染料或荧光标记的特异性探针，标记跟踪

ＰＣＲ 产物进行实时监测反应，利用与之相适应的软

件对产物进行分析，计算待测样品模板的初始浓

度。 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分子生物学、医学、食品

检测和环境监测等多个领域，且与普通 ＰＣＲ 相比，

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目前实验室常用的

荧光化学方法有两种， 分别是 ＤＮＡ 结合染料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Ｉ）和标记上荧光染料的特异性寡核

苷酸探针（ＴａｑＭａｎ 探针、杂交探针）。 季新成等［１５］

根据 ＢＨＶ － １ ｇＢ 基因序列，设计高度保守的引物

和荧光探针，建立了含有内标物的荧光定量 ＰＣＲ

检测体系，灵敏度比常规 ＰＣＲ 和病毒分离高出 １０

～ １００ 倍，与不加内标的荧光 ＰＣＲ 检测灵敏度相

当，且内标模板可监测、指示并校正假阴性结果，从

而提高 ＰＣＲ 检测准确率。 该方法的建立可实现临

床样品中 ＢＨＶ －１ 的快速检测，加强实验室的质量

控制。 谢志勤等［１６］ 根据 ＩＢＲＶ ｇＢ 基因序列和

ＢＶＤＶ ５′端非编码区序列的保守区域，分别设计 １

对 ＩＢＲＶ 的特异性引物和 １ 条 ＦＡＭ 标记的 ＴａｑＭａｎ

探针，１ 对 ＢＶＤＶ 的特异性引物和 １ 条 ＲＯＸ 标记的

ＴａｑＭａｎ 探针，建立了双重荧光定量 ＰＣＲ 方法，适用

于临床样品的鉴别检测。 宋爽等［１７］ 根据高度保守

的 ＢＶＤＶ 的 ５’ＵＴＲ 基因、ＩＢＲＶ 的 ｇＢ 基因和口蹄

疫病毒（ＦＭＤＶ）的 ３Ｄ 基因，分别设计了 ３ 对对应

的特异性引物和 ３ 种不同发光基团标记的 ＴａｑＭａｎ

探针，建立了同时检测这 ３ 种病毒的多重荧光定量

ＰＣＲ 方法，可同时快速鉴别检测 ＢＶＤＶ、 ＩＢＲＶ 和

ＦＭＤＶ。 张颖慧等［１８］首次建立了检测 ＩＢＲＶ 核酸的

恒温隔绝式 ＰＣＲ（ｉｉＰＣＲ）方法，该方法配合 ＰｅｔＮＡＤ

核酸萃取试剂盒，从核酸提取到报告检测结果

仅需 １ ｈ，具有操作简便、快速、可现地化的特点。

Ｓｈｕｂｈａｄａ Ｋ Ｃｈｏｔｈｅ 等［１９］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核

苷酸多态性（ＳＮＰ）的 ＰＣＲ 检测方法，通过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Ｍｉｓｅｑ 平台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的

１８ 株 ＢＨＶ － １ 分离株和 ５ 株 ＢＨＶ － １ 疫苗株进行

全基因组测序，基于 ＳＮＰ 可将序列分为两个不同的

疫苗株组和一个野毒株组。 该方法可以区分疫苗

株和野生型毒株，帮助准确确定 ＢＨＶ － １ 的发病率

以及疫苗接种与牛临床发病的关系。

１． ２． ３　 等温扩增技术　 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ｌｏｏｐ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ＭＰ），能在等温

（６０ ～ ６５ ℃）条件下，短时间（通常是 １ ｈ 内）内进

行核酸扩增，是一种简便、快速、精确、低价的基因

扩增方法。 与常规 ＰＣＲ 方法相比，该方法不需要

模板的热变性、温度循环、电泳及紫外观察等过程，

是一种全新的核酸扩增方法，可不依赖任何专门的

仪器设备实现现场高通量快速检测，检测成本远低

于荧光定量 ＰＣＲ，也为 ＩＢＲＶ 的快速检测提供了新

的技术。 郭利等［２０ － ２１］ 从 ＮＣＢＩ 数据库中获得的

ＩＢＲＶ 的保守 ｇＥ 序列，分别建立了 ＬＡＭＰ 可视化检

测方法和应用金纳米颗粒与 ＰＣＲ 结合的纳米 ＰＣＲ

（ｎａｎｏ － ＰＣＲ）新型检测方法。 ＬＡＭＰ 方法可检测到

２． ２３ × １０３ ｃｏｐｉｅｓ ／ μＬ 的 ＢＨＶ － １ 基因含量，其临床

样品的阳性检出率高于普通 ＰＣＲ。 Ｎａｎｏ － ＰＣＲ 方

法的敏感性是 ＬＡＭＰ 和普通 ＰＣＲ 方法的 １０ 倍，其

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适合于临床样品的检测，且可与

ＬＡＭＰ 配合使用，为 ＩＢＲ 的筛查和治疗预防提供了

技术支撑。 高峰等［２２］ 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发表的

ＩＢＲＶ 全基因序列，利用 ＭＥＧＡ ３． １ 进行同源性比

对，选择基因中的高度保守区域设计了 ＬＡＭＰ 引

物，建立了可视化 ＩＢＲＶ ＬＡＭＰ 检测方法，适用于口

岸进出口动物的 ＩＢＲ 快速检疫。 董世娟等［２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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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ＲＶ ｇＢ 基因保守序列设计了 ３ 对 ＬＡＭＰ 引物建

立了 ＩＢＲＶ 可视化 ＬＡＭＰ 方法，该方法可以检测到

１０ ｃｏｐｉｅｓ ／ μＬ 的质粒 ＤＮＡ，与 ｎｅｓｔｅｄ － ＰＣＲ 方法的

敏感性相当，比 ＰＣＲ 方法敏感 １０００ 倍，适合基层

和现场对临床样本进行快速检测。 聚合酶螺旋反

应（ ＰＳＲ） 是等温技术领域的新成员， Ｍａｌｌａ Ｊ Ａ

等［２４］已成功建立了 ＰＳＲ 方法，用于检测流产的牛

胎儿组织和牛精液中的 ＢＨＶ － １。 该方法比传统

ＰＣＲ 灵敏 １００ 倍，与实时 ＰＣＲ 相当，可在冷冻精液

站和奶牛群中快速、准确、灵敏地检测 ＢＨＶ －１。

１． ２． ４　 基因芯片技术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逐

步实施以及分子生物学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越来

越多的动植物、微生物基因组序列得以测定，一种

新型、高效、快速检测和分析遗传信息的杂交和测

序方法得以建立，即基因芯片技术。 季新成［２５］ 将

标有荧光染料的 ＰＣＲ 产物变性后与芯片上寡核苷

酸探针杂交，对 ＩＢＲＶ 重组 ＤＮＡ 的检测灵敏度均为

１０３ｃｏｐｉｅｓ ／ μＬ；同时还建立了 ＩＢＲＶ、ＢＶＤＶ 和犬新

孢子虫 ３ 种病原的悬浮液态芯片检测技术，对

ＩＢＲＶ 的检测灵敏度为 １０３ ｃｏｐｉｅｓ ／ μＬ，具有较好的

特异性和可重复性。 陈圣军等［２６］根据 ＩＢＲＶ ｇＢ 基

因和赤羽病病毒 Ｓ 基因序列设计合成了 ２ 对特异

引物和探针，建立了同时快速检测这两种病毒的基

因芯片检测方法。 魏春霞等［２７］ 建立了牛布鲁氏菌

病、结核、炭疽、ＦＭＤ、ＢＶＤ、副流感、ＩＢＲ 可视化基

因芯片检测方法，根据已公布的各病原核酸序列，

设计了引物和探针，并将 ＰＣＲ 产物与探针特异性

杂交，从而实现了一次试验即可对 ７ 种病原的同时

快速检测。 该基因芯片检测方法单一病原灵敏度

检测可达 １． ０ × １０ － ６ ｎｇ ／ μＬ，混合病原灵敏度检测

可达 １． ４ × １０ － ５ ｎｇ ／ μＬ，具有高通量、高灵敏度、高

特异性等特点。

２　 血清学诊断

２． １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 　 ＥＬＩＳＡ 方法已

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细菌和病毒等疾病的诊断。 在

动物检疫方面，ＥＬＩＳＡ 在猪传染性胃肠炎、牛副结

核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猪伪狂犬病、蓝舌病等的

诊断中已为广泛采用的标准方法，也是 ＯＩＥ 指定的

检测 ＩＢＲＶ 的方法之一。 该方法是将已知的抗原或

抗体吸附在固相载体 （聚苯乙烯微量反应板） 表

面，使酶标记的抗原抗体反应在固相表面进行，用

洗涤法将液相中的游离成分洗除，具有灵敏、快速、

特异、操作简单等优点。 常用的 ＥＬＩＳＡ 法有双抗体

夹心法和间接法，目前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

间接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 ＩＢＲＶ 的 ｇＢ、ｇＣ、ｇＤ、ｇＥ 和 ｇＧ

为其主要的免疫原性蛋白，这些蛋白已先后被学者

研究作为 ＩＢＲＶ 检测的靶蛋白用于建立 ＥＬＩＳＡ 方

法。 曹翀等［２８］建立了 ＩＢＲＶ ｇＢ 蛋白为检测抗原的

间接 ＥＬＩＳＡ 方法。 Ｂｅｒｔｏｌｏｔｔｉ 等［２９］建立了检测 ＩＢＲＶ

ｇＥ 抗体的间接 ＥＬＩＳＡ 方法。 马辉［３０］、周跃辉［３１］等

分别制备了 ｇＣ 和 ｇＤ 的单克隆抗体，建立了双抗体

夹心 ＥＬＩＳＡ 方法。 向文杰［３２］ 制备了 ＩＢＲＶ ＶＰ８ 蛋

白单克隆抗体并以全病毒为抗原制备了阻断

ＥＬＩＳＡ 方法。 张帆［３３］对我国 ＩＢＲ 的流行情况做了

Ｍｅｔａ 分析并建立了 ｇＥ 间接 ＥＬＩＳＡ 方法，可用于奶

牛场中 ＩＢＲ 的流行病学调查。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Ｃｏｌｉｔｔｉ 等［３４］

利用 ＩＢＲＶ ｇＥ 间接 ＥＬＩＳＡ 方法检测混合牛奶样品

中的 ＩｇＧ 浓度，该方法显现出了非常好的诊断性

能，且降低了检测成本，可用于控制游离和接种标

记的奶牛群中的 ＩＢＲ。

２． ２　 中和试验（ＶＮ） 　 中和试验是最标准、最经典

的血清抗体检测方法，也是 ＯＩＥ 指定的试验检测方

法之一。 由于 ＩＢＲＶ 只有一个血清型，只要用标准

毒株的免疫血清在细胞培养后进行中和试验就可

鉴定，但受病毒效价、血清与病毒的孵育时间长短

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该方法具有耗时费力结果易受

外界因素影响等缺点。 因为 ＩＢＲＶ 可以潜伏感染，

所以，即使牛群血清抗体检测为阴性，仍不能保证

牛无病毒感染［３５］。

２． ３　 间接血凝试验（ ＩＨＡ） 　 间接血凝试验是一种

简单易行的血清抗体检测方法，可用常规的试管凝

集法和微量凝集法进行。 但 ＩＨＡ 易受诸多因素影

响，出现假阳性的结果。 陈天祥［３６］、杨春明［３７］等分

别建立了 ＩＢＲＶ 的 ＩＨＡ 方法，结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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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间接免疫荧光试验（ ＩＦＡ） 　 ＩＦＡ 主要用于检

测抗原，是一种操作简便、快速、特异性高的检测方

法。 该方法中可用 ＢＡＬＢ ／ ｃ 小鼠制备的 ＩＢＲＶ 单克

隆抗体为一抗，加到接种 ＩＢＲＶ 的细胞培养物中，以

ＦＩＴＣ（异硫氰荧光素）标记的抗鼠免疫球蛋白为二

抗，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荧光结果即可。 ＩＢＲＶ 单

克隆抗体的高特异性使得 ＩＦＡ 方法可不局限于只

用 ＩＢＲ 阳性血清作为一抗才能检测出抗原，更加丰

富了该方法的内容。

２． ５　 琼脂扩散试验（ＡＧＰ） 　 ＡＧＰ 既可用于检测抗

原，也可检测抗体，操作简便，但敏感性较低，只有

感染牛抗体呈现出很高的滴度时才能被检出，应用

价值不高。

２． ６　 胶体金检测技术　 胶体金检测方法也是一种

快速简单的检测抗原或抗体的方法。 王武军等［３８］

建立了斑点免疫金渗滤法 （ ＤＩＧＦＡ） 检测 ＩＢＲＶ

抗体，仅需 ５ ｍｉｎ 即可判定结果。 梅力等［３９］ 用胶

体金将ｓｆ９ 昆虫细胞 － 杆状病毒系统重组表达的

ＩＢＲＶ － ｇＤ 蛋白标记作为示踪抗原，未标记的 ｇＤ 蛋

白作为捕获抗原，以羊抗牛 ＩｇＧ 抗体作为质控抗

体，建立了 ＩＢＲＶ 双抗原夹心法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该试纸条与 ＩＤＥＸＸ 的 ＩＢＲＶ 抗体 ＥＬＩＳＡ 检测试剂

盒的阳性符合率为 ９３． ５％ ，阴性符合率为 ９６％ ，可

用于临床 ＩＢＲＶ 抗体的检测和诊断。

３　 结　 语

ＩＢＲ 在我国区域内分布不均，且在奶牛中阳性

率呈上升趋势，说明近年来我国 ＩＢＲＶ 在奶牛群中

感染越来越严重。 我国是养牛大国，养牛业正向集

约化、规模化发展迅速，且进出口奶牛数量巨大，贸

易频繁，这更加速了 ＩＢＲ 的流行与传播，给我国养

牛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欧洲几个国家采取了根除

ＩＢＲ 的计划，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综合考虑各种

因素，根除计划并不适用于我国。 国内商品化的

ＩＢＲ 疫苗近两年才获得新兽药证书并上市，为牛病

毒性腹泻 ／黏膜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二联灭活疫

苗，这为国内 ＩＢＲ 疫苗的研发打下了基础，同时也

说明加强病原检测技术和方法研究对预防和控制

该病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检测 ＩＢＲＶ 的方法各种各样，但是每

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和实用性，ｑＰＣＲ 方法、ＬＡＭＰ

方法和基因芯片技术相较于 ＰＣＲ 方法，敏感性高、

特异性强、高效、不易出现假阴性结果，且 ＬＡＭＰ 方

法和基因芯片技术是近期出现的较为先进和有代

表性的新型检测方法，操作简便，临床上可达到高

通量、快速检测的目的。 血清学检测中 ＥＬＩＳＡ 方法

为 ＯＩＥ 指定的检测 ＩＢＲＶ 的方法之一，且在国外也

有商品化的试剂盒应用，而间接免疫荧光方法虽然

需要病毒接种细胞后才能进行，但该方法相较于

ＥＬＩＳＡ 方法特异性强，敏感性高，不会出现假阳性，

这两种方法均成本低，可实现大批量检测。 但在实

际情况下还应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胶体

金检测技术和 ＬＡＭＰ 方法特别适合于广大基层检

验人员以及大批量检测和大面积普查等， 其结果

快速且肉眼可见，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应

用前景。 而 ｑＰＣＲ、ＥＬＩＳＡ、间接免疫荧光和中和试

验等需要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中和试验结果虽然

易受多种因素影响，耗时费力，但却是最标准、最经

典的血清抗体检测方法，也是 ＯＩＥ 指定的试验检测

方法之一。 以上方法均可推荐使用，并且随着分子

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革新，ＩＢＲＶ 的检测方法

会越来越具有高效、敏感、快速、特异的特点，能在

ＩＢＲ 的控制和根除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我国也应

该制定更严格的进口检疫政策，及时实施免疫预防

措施，并加强饲养管理，控制环境卫生，从而使养牛

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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