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５２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５１ ／ 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８０．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猪唾液与血清中猪瘟抗体相关性研究

卫朝辉１，徐刚孺１，２，高 洪１，严玉霖１∗，曾梦颖１，王改菊３

（１．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科技学院，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２．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云南德宏 ６７９２００；
３．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德宏 ６７９２０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６－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２８０ （２０１８） ０４－００１４－０５　 ［中图分类号］Ｓ８５２．６５

［摘　 要］ 　 为了解猪血清猪瘟抗体和相应唾液中抗体的关系，从云南省境内 ９ 个不同规模的猪场，
采集 ６０ 份唾液和对应的 １８０ 份血液样本，分离血清。 通过 ＥＬＩＳＡ 方法对血清和唾液中猪瘟抗体水

平进行检测，并分析两者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结果表明，血清和唾液中猪瘟抗体水平之间具有显

著的正相关性（ｒ＝ ０．７６８，Ｐ＜０．０５），因此可通过检测猪唾液抗体水平为规模化猪场相关疫病诊断以

及免疫水平评估提供参考。
［关键词］ 　 猪唾液；猪瘟病抗体；ＥＬＩＳＡ 方法；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１２６０５９４）； 云南省现代农业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作者简介： 卫朝辉，硕士研究生，从事基础兽医学研究；徐刚孺，高级兽医师，从事兽医卫生防疫研究，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严玉霖。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ｙｕｌｉｎ３３３＠ １６３．ｃｏ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ＳＦ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ＷＥＩ Ｚｈａｏ－ｈｕｉ１， ＸＵ Ｇａｎｇ－ｒｕ１，２， ＧＡＯ Ｈｏｎｇ１， ＹＡＮ Ｙｕ－ｌｉｎ１∗， ＺＥＮＧ Ｍｅｎｇ－ｙｉｎｇ１， ＷＡＮＧ Ｇａｉ－ｊｕ３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ｈ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ａｎｇ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Ｄｅｈ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６７９２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ｈ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ａｎｇ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Ｄｅｈｏｎｇ，Ｙｕｎｎａｎ ６７９２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ＹＡＮ Ｙｕ－ｌｉｎ，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ｙｕｌｉｎ３３３＠ １６３．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ＳＦ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６０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１８０ ｓｅｒ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９ ｐｉｇ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ＬＩＳＡ，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 ｒ ＝ ０． ７６８，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ｉｎ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ＳＦＶ；ＥＬＩＳＡ；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猪瘟（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ＣＳＦ），俗称“烂肠

瘟”，是由猪瘟病毒 （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

ＣＳＦＶ）引起的严重危害养猪业的一种高传染性、高

致死性猪传染病［１－２］，猪瘟通常会引发高热、出血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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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征，具有较高的死亡率［３］，也是猪主要繁殖障碍

性疾病之一。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将其列为 Ａ

类法定报告的传染病［４］，我国也将其列为一类动物

传染病。 猪瘟在我国呈现地区性散发性特点，并在

猪群中存在一定隐性感染和持续性感染现象［５］。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推荐的猪瘟抗体检测方法是

ＥＬＩＳＡ 法，因其检测方法操作简便快速、结果易于

判别，使得血清学方法检测 ＣＳＦＶ 抗体成为目前预

防和控制猪瘟大面积感染的主要手段，同时在监测

流行状态和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是监测免疫猪群抗体水平的主要方法，对猪瘟疫苗

免疫效果评价及免疫程序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但血液样品采集具有耗时费力、对动物造成伤

害、威胁采集人员安全等缺点，近年来有报道唾液

样品可替代血清样品检测猪瘟抗体［６］。 为了解猪

血清猪瘟抗体和相应唾液中抗体的关系，根据云南

省境内某种猪场的血清猪瘟抗体和相应唾液中抗

体检测数据，研究分析了血清猪瘟抗体和相应唾液

中抗体水平的相关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检测样品　 从云南省境内 ９ 个猪瘟疫苗免

疫 １ 个月以上的规模化猪场随机采集 ６０ 份唾液样

品。 每个相应的猪场采集血液样品，共采集 １８０ 份

血液，实验室分离血清，－４ ℃保存血清。 唾液采集

方法：以圈为单位，将经过高压灭菌的棉线用铁丝

固定在猪圈的适当位置，利用猪的好奇心，让其自

由咀嚼，经 １０～３０ ｍｉｎ 后，待棉线湿透后，收集到密

封袋中带回实验室。 把棉纱绳上的唾液挤入１０ ｍＬ
离心管中，待检测。
１．１．２　 检测试剂盒　 猪瘟病毒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试

剂盒购于 ＩＤＥＸＸ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 １ 　 抗体水平检测 　 待检血清和唾液采用

ＥＬＩＳＡ 方法检测 ＣＳＦＶ 抗体具体操作按照产品使用

说明书进行。
１．２．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猪瘟抗体水平检测数据

用阻断率（％）表示，阻断率 ＝ （１－Ｓ ／ Ｎ） ×１００％（Ｓ ＝

样品孔 ＯＤ４５０ｎｍ 值，Ｎ ＝ 阴性对照孔平均 ＯＤ４５０ｎｍ）。
检测结果判断标准为：ＣＳＦＶ 抗体阻断率≥４０％ 为

阳性；阻断率＜４０％为阴性。 相应血清抗体阻断率

算平均阻断率，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进行统计分析，
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双侧）猪唾液与血清中

猪瘟抗体相关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ＣＳＦＶ 血清抗体水平检测结果　 ＣＳＦＶ 抗体阻

断率平均值为 ３５．６３％，离散度为 １４．５１％，阳性率为

３７．５０％（表 １）。
２．２　 ＣＳＦＶ 唾液抗体水平检测结果　 ＣＳＦＶ 抗体阻

断率平均值为 ３３．５３％，离散度为 １３．５８％，阳性率为

３５．４０％（表 ２）。

表 １　 ＣＳＦＶ 血清抗体水平检测结果

Ｔａｂ １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ＳＦＶ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ｐｉｇｓ
样品数 ／ 份 阳性率 ／ ％ 平均阻断率 ／ ％ 标准差 离散度 ／ ％

１８０ ３７．５０ ３５．６３ １７．３２ １４．５１

表 ２　 ＣＳＦＶ 唾液抗体水平检测结果

Ｔａｂ ２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ＳＦＶ ｉｎ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ｏｆ ｐｉｇｓ
样品数 ／ 份 阳性率 ／ ％ 平均阻断率 ／ ％ 标准差 离散度 ／ ％

６０ ３５．４０ ３３．５３ １６．４２ １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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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ＣＳＦＶ 抗体阻断率与唾液抗体水平的相关性

表 ３ 结果显示，ＣＳＦＶ 抗体阻断率与相应猪唾液抗体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０．７６８，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２．４　 ＣＳＦＶ 抗体阻断率与唾液抗体水平的线性回

归关系　 由表 ４、表 ５ 以及图 １ 可得出 ＣＳＦＶ 抗体

阻断率 （ Ｙ，单位：％） 与相应猪唾液抗体 （ Ｘ，单

位：％）的回归方程：Ｙ＝ １．０９２Ｘ＋１．５３５，ｒ２ ＝ ０．５９０。

表 ３　 ＣＳＦＶ 抗体阻断率与唾液抗体水平的相关性

Ｔａｂ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ＳＦＶ

ｉｎ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ｐｉｇｓ

阻断率
唾液

皮尔逊系数（ ｒ） 显著性（Ｐ）

血清 ０．７６８∗ ０．０１６

　 ∗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４　 回归系数计算

Ｔａｂ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模型 １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ｔ Ｓｉｇ．

常量 １．５３５ ９．２７１ ／ ０．１６７ ０．８７２

猪唾液猪瘟抗体阻断率 １．０９２ ０．３４５ ０．７６８ ３．１７１ ０．０１６

表 ５　 回归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 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
模型 １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回归 ５９８．３８７ １ ５９８．３８７ １０．０５３ ０．０１６

残差 ４１６．６７６ ７ ５９．５２５

总计 １０１５．０６３ ８

图 １　 ＣＳＦＶ 抗体阻断率与唾液抗体水平的线性回归关系

Ｆｉｇ １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ＳＦＶ ｉｎ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ｐｉ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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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猪瘟血清抗体的检测对于 ＣＳＦＶ 疫病诊断、免

疫效果的评估和免疫时机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是目前兽医实验室诊断使用较多的方法。

抗体阻断率与血清中的中和抗体效价成正相关，阻

断率越高，表明中和抗体水平越高［７］。 抗体阳性率

代表检测血清中中和抗体阻断率在 ４０％ 以上的个

体占所检全体的比例，抗体阳性率越高，表明猪群

的疫苗免疫效果越好。 离散度＝标准差 ／平均阻断率×

１００％。 离散度越低，表明猪群个体的抗体水平整

齐度好，免疫效果越好；反之，说明个体的抗体水平

差异较大，免疫效果不好，离散度最好控制在 １５％

以内［７］。 试验数据显示，猪瘟血清抗体阻断率平均

值为 ３５． ６３％，离散度为 １４． ５１％；抗体阳性率为

３７．５０％；ＣＳＦＶ 唾液抗体阻断率平均值为 ３３．５３％，

离散度为 １３．５８％，阳性率为 ３５．４０％，说明猪瘟血清

抗体及相应的唾液抗体整齐度较好。 抗体的阳性

率检测结果表明样品收集猪场的猪群疫苗免疫效

果需要加强。 试验进一步探讨了猪血清中抗体阻

断率与唾液中抗体阻断率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两者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０．７６８。 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０．３，可以视为相关性［８］。 因此，两者之间呈现显著

正相关（Ｐ＜０．０５）。 根据试验数据及相关性推测，当

唾液中抗体阻断率高于 ３５％时，可判为猪瘟阳性。

试验的样本数量有限，初步探究出了猪血清中抗体

阻断率与唾液中抗体阻断率的相关性，两者进一步

的相关性还需进一步试验研究。

唾液的采集方法简便，可减少动物应激，是评

估猪群实时健康动态的良好工具［９］，但不是所有检

测血清抗体的试剂盒都可以用来检测唾液样品，需

要选用敏感性较高的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提高唾液中猪

瘟抗体与血清中相应抗体的符合率［１０］。 推广唾液

在兽医检测中的运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完善，例如

唾液中抗体滴度低于血清中抗体滴度；唾液中抗体

主要以分泌型的 ＩｇＡ 为主，而血液中主要以 ＩｇＧ 为

主，有研究发现，唾液中 ＩｇＡ 抗体检测的灵敏性要

高于 ＩｇＧ 抗体的灵敏性［１１－１２］。 目前商品化的

ＥＬＩＳＡ 检测试剂盒主要针对血清中的 ＩｇＧ 抗体，因

此开发针对分泌型 ＩｇＡ 的 ＥＬＩＳＡ 检测试剂盒将有

利于唾液中抗体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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