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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伪狂犬病活疫苗免疫效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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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临床科学选用疫苗，对来自三个生物制品厂的伪狂犬病活疫苗的免疫效力进行了评

价。试验选取３５日龄伪狂犬阴性猪２０头，试验根据疫苗接种情况分为５组，分别为：免疫本公司

ＳＴ细胞系增殖制备活疫苗组（Ａ组）、免疫本公司鸡胚成纤维细胞增殖制备活疫苗组（Ｂ组）、免疫

进口活疫苗组（Ｃ组）、免疫国产活疫苗组（Ｄ组）、免疫疫苗稀释液的对照组（Ｅ组），然后进行免疫

监测和效力评价，观察不同疫苗组仔猪的抗体水平后攻毒保护情况。结果显示：一次免疫后各组抗

伪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增长缓慢，进行二次免疫后，抗体水平迅速增加并保持较高水平。攻毒后，从

身体耐受性、体温变化、体重下降率以及ｇＥ抗体水平来看，二组Ｃ疫苗组和四组Ａ疫苗组耐受性较

强，较快恢复健康，体重下降率较小且ｇＥ抗体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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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狂犬病是由伪狂犬病毒（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ｖｉｒｕｓ，

ＰＲＶ）引起的以发热，奇痒，脑脊髓炎为主要特征的

一种烈性传染病。猪是伪狂犬病毒的天然宿主、贮

存者和传播者。伪狂犬病对我国的养猪危害极大，

常在猪群中爆发流行。该病毒可感染各个年龄段

的猪，主要引起妊娠母猪流产、死胎、木乃伊胎，哺

乳仔猪高死亡率及种猪不育。于今伪狂犬病毒在

我国广泛的存在，尤其是变异株的出现，给防治伪

狂犬病带来新的困难，严重威胁着我国猪群的健

康，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１－２］。目前我国伪狂犬病

活疫苗毒株以经典株 Ｂａｒｔｈａ株为主，通过市场调

研，各个厂家疫苗效果不一［３－５］，但目前并未发现

有相关报道出现［６－８］。本试验筛选市场上免疫效

果较好的几个厂家的伪狂犬病活疫苗进行免疫试

验和攻毒试验，比较了解不同厂家伪狂犬病活疫苗

的免疫效果，为进一步防治伪狂犬病提供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细胞、疫苗、实验猪　细胞：用于病毒增殖

的ＳＴ细胞系由本公司保存，鸡胚成纤维细胞为采

用１０日龄ＳＰＦ鸡胚制备。疫苗：活疫苗Ａ采用ＳＴ

细胞系增殖制备，采用蔗糖牛奶保护剂，疫苗批号

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１；活疫苗Ｂ由鸡胚成纤维细胞增殖制备，

采用蔗糖牛奶保护剂，疫苗批号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４；疫苗 Ｃ

为外购进口疫苗，批号 Ｌ４０９７２５；疫苗 Ｄ为外购国

产疫苗，批号１４０１９６９０１。实验仔猪：本公司健康动

物室提供，由２～３胎经产母猪所产３５日龄左右仔

猪２０头，通过 ＩＤＥＸＸ抗体试剂盒检测证实伪狂犬

病毒ｇＥ抗体均为阴性。采用法国 ＬＳＩ猪伪狂犬病

病毒ｇＢ抗体检测试剂盒检测检测伪狂犬病毒 ｇＢ

抗体均为阴性。

１．１．２　试剂盒　检测伪狂犬野毒抗体ＥＬＩＳＡ诊断

试剂盒：ＩＤＥＸＸＰＲＶｇＰＩ（ｇＥ）抗体ＥＬＩＳＡ鉴别诊断

试剂盒，购自北京爱德士元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检测伪狂犬病抗体水平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法国

ＬＳＩ猪伪狂犬病病毒ｇＢ抗体检测试剂盒。

１．１．３　仪器、耗材　酶标仪、离心机、恒温箱、移液

枪及配套枪头、离心管架、１．５ｍＬ离心管、１０ｍＬ一

次性注射器等。

１．１．４　攻毒毒株　攻毒所用伪狂犬
!

毒为实验室

自行分离伪狂犬病毒变异株，ｇＥ基因未缺失，病毒

含量为１０８．０ＴＣＩＤ５０／ｍＬ。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实验动物的分组、免疫接种　本实验共需

３５日龄仔猪２０头，随机分为５组，每组４头。第一

组为对照组（Ｅ组），免疫疫苗稀释液１ｍＬ／头；试

验组各疫苗每头份病毒含量不同，为便于进行比较

分析，选定测定结果最高的一组（１０６．０ＴＣＩＤ５０／头份）

为标准进行免疫试验。第二组免疫进口活疫苗组（Ｃ

组），免疫剂量为１０６．０ＴＣＩＤ５０／头；第三组免疫国产活

疫苗组（Ｄ组），免疫剂量为１０６．０ＴＣＩＤ５０／头；第四组

为免疫本公司ＳＴ细胞系增殖制备活疫苗组（Ａ组），

免疫剂量为１０６．０ＴＣＩＤ５０／头；第五组为免疫本公司鸡

胚成纤维细胞增殖制备活疫苗组（Ｂ组），免疫剂量

为１０６．０ＴＣＩＤ５０／头。免疫方式为颈部肌肉注射。首

次免疫后２８ｄ，对试验组进行二次免疫，免疫剂量为

１０６．０ＴＣＩＤ５０／头，免疫方式为颈部肌肉注射。

１．２．２　攻毒实验　首次免疫４周后，为保证免疫效果

和攻毒效果，对试验组猪进行二次免疫，根据猪伪狂犬

病毒ｇＢ抗体水平上升情况，二次免疫四周后，从每组

４头试验猪中随机抽选２头进行攻毒。

１．２．３　临床观察　在动物免疫前后和攻毒前后，

观察其采食和精神状态，攻毒前及攻毒后一周分别

对试验猪称重。攻毒后每天观察 ２次，测量体温

２次并记录临床症状（死亡的除外）。

１．２．４　实验血清采集　一次免疫后 ７ｄ、１４ｄ、

２１ｄ、２８ｄ，二免后７ｄ、１４ｄ、２１ｄ、２８ｄ，攻毒前和攻

毒后７ｄ、１４ｄ、２１ｄ对试验猪前腔静脉采血（攻毒

死亡的除外）。采血后将血液连同注射器一起放

３７℃环境 ２～３ｈ，等血清析出；将析出的血清

５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表明组号，实验

日期后，放－２５℃保存待检。

１．２．５　病料检测　采用阻断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ＰＲＶｇＥ和

ＰＲＶｇＢ抗体水平。通过计算样品（Ｓ）与阴性对照（Ｎ）

的比例（Ｓ／Ｎ）来确定伪狂犬ｇＥ抗体的有无。Ｓ／Ｎ＝

样品ＯＤ６５０值／阴性对照平均 ＯＤ６５０值，其中：Ｓ／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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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样品确定为阳性；Ｓ／Ｎ＞０．７，样品确定为阴性；

０．６＜Ｓ／Ｎ≤０．７，样品为可疑。通过计算阻断率

（Ｉｎｈ％）＝（ＯＤｍＮＣ－ＯＤｍＳａｍｐｌｅ）／ＯＤｍＮＣ来

检测样品ｇＢ抗体水平高低。其中Ｉｎｈ％＜４５％为阴

性，Ｉｎｈ％＞５０％为阳性，４５％≤Ｉｎｈ％≤５０％为可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免疫试验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一免和二免

后不同时间猪只血清抗伪狂犬病毒抗体水平检测

结果见图１。免疫一周后，与第一组对照组相比，

４种疫苗免疫组都产生了抗体，其中免疫二组疫苗

后的猪只抗体产生速度最快，抗体水平最高，平均

阻断率达到７５％以上；其次是第四组疫苗免疫组，

平均阻断率达到７０％，第三组和第五组一免一周后

抗体水平最低，平均阻断率为５５％。一免后的四星

期，四个免疫组的抗体水平逐渐升高，其中疫苗二

组的抗体水平显著高于其他３组。一免后第四周

进行二次免疫，二免后，４组免疫组抗体水平迅速上

升，平均阻断率均达到９５％以上，二免后３周，抗体

水平稳定，平均阻断率保持在９７％的状态，第二、第

三、第四免疫组疫苗之间免疫效果差异不明显，第

五组疫苗的免疫效果略低于前三组。

图１　一免和二免后试验猪只ＰＲ抗体水平变化情况

２．２　攻毒后个体耐受情况　二免后第四周对五组

猪只进行攻毒试验。攻毒后，对照组试验猪症状最

明显，表现为震颤或卧地不起，食欲废绝，呼吸不畅

并伴有喷嚏流涕现象，昏迷以至衰竭死亡。第二组

和第四组试验猪开始出现精神沉郁，食欲减退以及

轻微的呼吸症状。第三组和第五组试验猪伴有四

肢行走不协调，叫声嘶哑无力，腹泻以及鼻炎。病

猪身体瘦弱导致体重下降，病程持续 ６～１０ｄ，耐受

过后动物较快恢复健康。

２．３　攻毒后体重变化　攻毒后猪只体重变化结果

如图２显示。攻毒后，试验仔猪体重明显下降，攻

毒后一周试验组仔猪比攻毒前体重下降近 ５０％

（对照组死亡）。其中第二组、第三组、第五组体重

下降最为明显，分别为５２．５５％、５９．３％和５５．４５％，

第四组攻毒前后体重下降３０．２５％，相对较少。结

果说明免疫第四组疫苗后，猪只对此株伪狂犬野毒

的抵抗能力高于免疫其他三组疫苗。

图２　攻毒前后试验猪只体重变化情况

２．４　攻毒后体温变化　攻毒后猪只体温的变化情

况如图３所示。攻毒后，免疫组猪只开始发热，体

温上升至４０℃以上，最高达到４２℃。从攻毒后一

天开始持续发热３～４ｄ，耐受过后体温开始下降，

慢慢恢复正常。对照组猪只攻毒后体温急剧下降

至３０℃以下，而后体温开始升高至４０℃以上，攻

毒后４～５ｄ死亡。各免疫组间猪只体温变化差异

不显著，说明各免疫组猪只免疫伪狂犬病活疫苗

后，对伪狂犬野毒均有一定的抵抗力。

图３　攻毒后各组试验猪体温变化情况

２．５　攻毒后伪狂犬病毒 ｇＥＥＬＩＳＡ抗体检测结果

免疫组攻毒前后伪狂犬病毒抗体水平检测结果见

图４。攻毒前各免疫组猪只伪狂犬病毒 ｇＥ抗体均

为阴性（Ｓ／Ｎ＞０．７），攻毒后一周，第四组和第五组

试验猪伪狂犬病毒ｇＥ抗体出现阳性（Ｓ／Ｎ＜０．６），

·７１·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７，５１（１）：１５～１８／陈 娟，等　

而第二组和第三组为可疑（０．６≤Ｓ／Ｎ≤０．７）。攻

毒后第三周，４组免疫组猪只伪狂犬病毒 ｇＥ抗体

均转为阳性（Ｓ／Ｎ＜０．６）。图４显示，攻毒后第三

周第二组 Ｓ／Ｎ值最高，其次是第三组、第五组以及

第四组，但各免疫组之间ｇＥ抗体水平差异不明显。

图４　攻毒前后各免疫组伪狂犬病毒ｇＥ抗体水平变化情况

３　讨论与小结

３．１　不同厂家伪狂犬病活疫苗免疫效果　本试验

中，在不存在母源抗体的情况下，我们对不同厂家

的伪狂犬病活疫苗的免疫效果进行比较。从免疫

试验可以看出，一次免疫以后，各免疫组抗体水平

上升较慢，二免后抗体水平迅速上升且各组平均阻

断率保持在９５％～９８％，能较好的预防伪狂犬病的

发生。随着伪狂犬病毒变异株出现，传统毒株疫苗

难以保护的现状下，一次免疫后免疫效果并不理

想，试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本试验中尝试在一

次免疫后４周进行二次免疫，再进行攻毒，验证此

免疫方法下的免疫效果较好。因此，在实际免疫过

程中，我们可以在一免后２周进行二次免疫，能够

得到较好的免疫保护效果。

３．２　不同厂家伪狂犬病活疫苗攻毒情况　为进一

步比较不同疫苗的免疫效果，我们采用伪狂犬病毒

变异株对五组猪只进行攻毒。试验结果显示，攻毒

后，二组Ｃ疫苗组和四组Ａ疫苗组耐受性较强，较

快恢复健康，体重下降率较小且 ｇＥ抗体水平较高，

整体上免疫效力优于三组 Ｄ疫苗和五组 Ｂ疫苗。

攻毒后，对照组猪只全部死亡，说明免疫伪狂犬病

活疫苗在一定期限内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效果，抵

御伪狂犬病毒变异株的侵害。但４个试验组的猪

只体重下降都在３０％以上，且对照组全部死亡，说

明攻毒毒株毒力较强，但传统的经典毒株疫苗可以

起到一定的保护效果。

通过本次试验，说明在无母源抗体存在的情况

下，仔猪免疫伪狂犬病活疫苗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因毒株变异等原因，影响到传统毒株活疫苗免疫效

果，可以在一次免疫后进行二次免疫，能够达到较

好的保护。攻毒试验结果显示，第二组进口疫苗 Ｃ

的免疫效果较好，能够有效的抵御伪狂犬病野毒的

侵袭，采用传代细胞制备的第四组疫苗的免疫效果

跟第二组进口疫苗相当，同时从经济成本和免疫效

果考虑，可以使用有效的国产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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