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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的防控



 

猪冠状病毒感染分类比较

α冠状病毒
β冠状病毒
γ冠状病毒
δ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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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内感染的分布及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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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 诊断方法的研究

我国 1980 年，上海畜牧兽医研究所的钱永清
和解放军兽医大学的朱维正等应用免疫荧光交
叉实验，首次确定国内引起猪群发生腹泻的华
漕株和吉毒为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

而不是原来认为的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

Ø 1979年通过人工感染病毒、荧光抗体、酶标抗体、血

清中和试验、猪体交互免疫试验等，对引进了TGE的美国

Miller毒株、SH株和日本TO株和华株等进行了系统比较研

究。证明华漕株和吉毒株病毒与国外已知的TGE病毒株在

抗原性上并不一致。



 

    1980年，从比利时Pensaert博士
引进了CVL株的参考血清进行了酶标
抗体染色和血清中和试验，证明华株
毒与CVL毒株的抗原性是一致的。

PED 诊断方法的研究



 

PED 诊断方法的研究

n IFA 法是一种敏感性和特异性都较高的PED诊
断法，对病愈后20天～2个月以上的93份猪血
清的阳性检出率为89.25%。

n 仔猪实验感染PEDV后，应用IFA法测试其抗体
时，第一周内即可出现低滴度的抗体;第二周
可达1∶8，第三周时可达1 :8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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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正、郑瑞峰于1985年研究了 PED的血
清学诊断法即间接血凝试验（IHA）及间接

免疫荧光（IFA）方法。



 

PED 诊断方法的研究

于强等于1987年，建立了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间接法检测

PED抗体的方法
n 对1份PED “华毒株”、1份“川毒

株”以及3头份“吉毒株”PED免疫
血清测定，均为阳性。证明了PEDV 
三个毒株具有血清交叉免疫反应。

n 对TGE 血清、猪轮状病毒病血清、
疑似猪血凝性脑脊髓炎血清、鸡传
染性支气管炎血清及猪梭菌性肠炎
血清共16头份检测均为阴性，证明
PEDV不与TGEV等其它3种冠状病毒血
清发生交叉反应。



 

PED 诊断方法的研究

朱维正、王新平等于1988年，应
用双抗体夹心ELISA方法检测猪流
行性腹泻病猪粪便中的病毒抗原

n 检测敏感性与发病后采取标本的时间及
标本的新鲜度有很大关系。

n 电镜观察结果比较，其阳性符合率为
97.37%，阴性符合率为100%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细胞培养研究

n 宣华等于1984年，运用胎猪肠上皮原代单层细胞
进行了 PEDV 吉毒株的培养与传代试验，并对其
细胞传代毒作了电镜检查、复归猪体试验、荧光
抗体交互染色和交互中和试验等项鉴定。结果表
明，应用猪胎肠组织原代单层细胞培养物来分离
和传代 PEDV 是可行的；其细胞病变效应（CPE
）明显，感染细胞表现为肿胀变圆和脱落;病毒
产量高，TCID50可达105.5~6.0/ 0.05 ml。

n 血清学试验结果表明，吉毒株与华毒株和川毒株
抗原性一致，而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Miller株
没有共同抗原，从而证实所培养的吉毒株是猪流
行性腹泻病毒。

n 获军队科技成果一等奖

在国际上首次应用胎猪
肠上皮细胞分离培养

PEDV



 

PEDV在人工感染仔猪体内的分布及其引起的病理学变化

n 杨臣等于1986年研究12~120小时结果，仅在十二指肠、空肠、回肠、回盲瓣、
盲肠、结肠的粘膜上皮细胞内以及肠系膜淋巴结内发现了病毒杭原。由此认为 
PEDV 只引起猪的局部感染。

n 薄清如等于1987年研究表明：感染后在第18、30、45、96小时，猪流行性腹泻
病毒主要侵袭、感染仔猪小肠绒毛上皮细胞，此外还感染大肠粘膜上皮细胞、
肠腺上皮细胞、肠系膜淋巴结的巨噬细胞，而与TGE的全身感染不同。以感染
30小时，腹泻10小时左右，空肠中、后部阳性细胞最多。



 

猪流行性腹泻发病机制研究

n 薄清如等于1987年研究第一次明确肠系膜淋巴结出现阳性细胞为巨噬细胞
，说明病毒通过淋巴离开肠管，但其它器官未查到阳性细胞。

n 受损细胞的碱性磷酸酶、酸性磷酸酶、琥珀酸脱氢酶、单胺氧化酶、5‘-
核苷酸酶、ATP酶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活性降低或缺失。

n 当上皮细胞遭病毒攻击后，溶酶体数量增加，酸性磷酸酶活性增强，溶酶
体内见到细胞器碎片，是感染细胞消除病损、抗损伤的一种代偿性保护。



 

猪流行性腹泻的免疫机制研究

经口感染，肠粘膜集
合淋巴结的 SmIg B
细胞及ANAE T 细胞
显著增高，于20～26
天达峰值，直到63 
天仍高于对照组

SmIg B， ANAE T 在
肠系膜淋巴结、脾脏
及外周血液中也相应
增多，全身免疫反应
要比肠粘膜局部免疫
反应晚3 ～ 6天。

外周血液中SmIg B细
胞主要产生 IgG ，

第25天呈现上升趋势，
至第 45 ～ 56 天达
峰值。IgM一过性增
高，IgA含量一直处

于低水平。



 

猪流行性腹泻的免疫抗体研究

实验猪接毒后第15 d时，肠粘膜IgA和IgM产
生细胞数达最高峰，小肠后段及盲肠消化液
中 IgA含量也升至最高。至第 25 天仍高于对
照组，第35天才逐渐恢复。说明肠粘膜的局

部免疫反应已基本结束。

血液中抗体在接毒后第25 天，开始呈上升趋
势，达高峰需要8周时间。这说明局部免疫反
应的高峰比全身性(系统性)免疫反应高峰出
现得早。血清中抗体水平恢复正常则需要22

周。



 

PEDV实验感染猪的排毒消长规律研究

PEDV感染猪除了可经粪
便排毒外，还可经呼吸道

分泌物向外排毒，即
PEDV除了可在肠上皮细
胞增殖外，还可在呼吸道

内复制

实验感染猪一般于接种后2.5～5.2 d尚未出
现临床症状时开始排毒，持续排毒时间长达

54～74 d 

三种接种方法，临床表现存在着明显差异，
肌肉接种猪易感，口服猪次之，滴鼻猪不易

感。

不仅处于潜伏期的猪可以排毒，而且病愈后
的猪也可以长期排毒，是潜在的危险传染源



 

PEDV实验感染猪的血清抗体消长规律研究

n 肌肉注射感染猪在第1～2周时即可测出抗体
，3～5周后抗体滴度达高峰，抗体持续时间
最短为18周，最长可达22周以上。

n 其中以肌注和滴鼻组抗体产生较早，而口服
组稍晚。肌注组抗体上升较快，抗体持续时
间较短，而滴鼻和口服组抗体上升稍慢，抗
体持续时间最长。



 

排毒与血清抗体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PEDV实验感染猪即使血清中存在较高的抗体水平，依

然可从其分泌物与排泄物中检出病毒。

说明血清中的抗体虽然对PEDV的感染可能起到一定的

限定作用，但是不能完全清除体内病毒，其机制是一

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兽医大学研究工作基础扎实，但缺乏母乳的PEDV排毒、免疫细胞与免疫蛋白分泌相
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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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的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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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 的防控任重道远，必须依靠综合性防控措施

除了应对粪便进行消毒无
害化处理外，呼吸道分泌
物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
节。感染猪出现间歇排毒
现象，病愈猪不但可以带
毒，而且也可以排毒，排
毒持续时间长达2个多月，
处于潜伏期的猪也可以带
毒和排毒，这些猪是本病
的危险传染来源，在检疫
与防疫上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

   

    返饲的利弊

     特异性抗体

    疫苗免疫

    检疫与监测

    生物安全措施

   



 

返饲组织材料不具有等量的感
染 PEDV 滴度，会造成母猪的
免疫力参差不齐，对仔猪无法

有效保护

返饲的利弊

n 新生仔猪通过吃母乳中的抗PEDV 抗体，可以获得被动保护。

n 缩短猪场猪群 PED 的暴发时间。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母猪经过人工感染后，病毒会
随着粪便排出，这使得受污染
的猪舍又成为了PEDV 的传染源。

临床上应引起重视！

返饲组织中的病毒对于母猪来讲可能是
毒力弱毒的病毒，只造成母猪的一过性

症状

但是返饲母猪感染病毒后会长
期、间歇性排到体外，对于新
生仔猪来说就是强毒，会引起

新生仔猪发病。



 

特异性抗体

n 口服特异性抗体进行人工被动免疫成为预防 PED 的一种有效方法

卵黄抗体特异性强、且安全、高效，同
时也方便保存，在临床应用中卵黄抗体
与补液盐同时口服，中和肠道内 PEDV 
能让染病仔猪腹泻情况逐渐恢复，发病

仔猪的精神状态也逐渐恢复。

抗 PEDV 的牛血清进行免疫的方
法也可以减少新生仔猪的发病率，

理论上极易产生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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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免疫

灭活疫苗肌肉注射产生血液中IgG

活疫苗经口免疫引起的肠道粘膜局
部免疫的意义要大于全身免疫。

肠道粘膜集合淋巴结内的SmIg B及ANAE 
T淋巴细胞的百分率要高于脾脏

免疫方案：活苗+ 灭活苗
                 产前40 ～ 45天
                 产前30 ～ 35天
                 产前21 ～ 25天

   1，猪流行性腹泻的免疫主要依靠黏膜免疫，高水平的分泌型母源 IgA 抗体保护仔
猪抵抗 PEDV 感染。疫苗免疫后必须定期检测母猪乳汁内的抗体，根据乳汁中 IgA 抗
体、 IgG抗体水平，进行合理调整免疫方案。
   2，母乳中 IgG  3 d内量比较大，被仔猪吸收后主要执行体液免疫功能，后期下降
很快； IgA 抗体持续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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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保证母猪健康生理基础！！

？



 

检疫与监测

n 对新引进猪要保证30天内 PEDV 检测两次且均为阴性才能入群管
理。

n 对后备母猪和初产母猪要定期做PEDV 病原监测，发现异常采取有
效措施以防止PEDV 病原在后备猪与母猪群传播。

n 监测哺乳母猪乳汁中 IgA 抗体、 IgG抗体和血清抗体水平。

n 监测环境与猪群排毒，定期检测 PEDV病原。

n 检测每个批次疫苗的毒力和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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