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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参数



最大的损失是健康的损失，要降本首先要健康



生物安全是底线，生物安全是个系统，
要对最终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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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实验室自检为非洲猪瘟防控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2019.4.16



鼓励规模猪场和种猪场开展非洲猪瘟自检
• 二、鼓励规模猪场和种猪场开展非洲猪瘟自检。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将非洲猪瘟疫情排查作为当前防控工
作的重要内容，鼓励规模猪场、种猪场配置检测仪器设备，规范使用经我部批准或经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比对符合要求的检测方法，自行开展非洲猪瘟检测，提高排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加大培训
力度，指导规模猪场、种猪场兽医专业人员提高检测水平；要积极协调发改、财政等部门，对规模猪场、
种猪场自行开展非洲猪瘟检测等给予适当经费支持。当地畜牧兽医部门要对养猪场户开展非洲猪瘟检测提
供技术服务，鼓励养猪场户委托兽医社会化服务机构开展检测工作。



严格落实防疫主体责任
• 五、严格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督促养猪
场户进一步落实防疫主体责任，主动加强动物防疫设施建设，
配备非洲猪瘟检测仪器设备，配齐配足消毒药品和其他配套
物资，做好圈舍、场地、用具、进出人员车辆等清洗消毒和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要强化生物安全管理，落实封闭饲养、
全进全出等饲养管理制度，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场区；
严格落实补栏隔离措施和空栏管理制度，避免交叉污染；要
组织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督促落实禁止使用餐厨剩余物喂猪
措施，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非洲猪瘟精准剔除的法规依据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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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测在防控非洲猪瘟中的重要作用

查风险
不进场

早发现
快清除

少损失
快补栏

口鼻样：CT>36
不死猪
未扩散

人、车、物、
料、猪、沙

彻底灭毒
可以复养
不再复发



通过伪狂犬疫苗对监控洗澡效果

Ø 洗澡前涂抹伪狂犬疫苗到手、脸、头发上

Ø 洗澡后一部分人依然能够检测到病毒

Ø 洗澡一部分靠自觉，还有一部分靠监督检查

编号 gH CT值 混样

阴性对照 阴性 　

阳性对照 25.24 　

A洗澡前 38.77 1

A洗澡后 阴性 1

B洗澡前 37.13 1

B洗澡后 40.22 1

C洗澡前 40.06 1

C洗澡后 阴性 1

D洗澡前 38.48 1

D洗澡后 阴性 1

E洗澡前 37.52 1

E洗澡后 40.42 1

From: 河南新航道食品

有效洗澡



车辆污染

检测
日期

检测对象 CT值 合样

4.10 车轮，车身，驾驶室 41.94 3

4.13 车厢，驾驶室 42.09 2

4.27 驾驶室，车厢 43.81 2

4.29 驾驶室 42.91 1

检测日期 检测对象 CT值 合样

11.8 阴性对照

阳性对照 27.12

11.8 A车身 34.41 1

A司机 阴性 1

A车轮 33.92 1

B车身 36.8 1

B司机 34.67 1

B车轮 39.91 1

C车身 阴性 1

C司机 36.71 1

C车轮 36.41 1

D车身 36.18 1

D司机 33.26 1

D车轮 36.48 1

D车身 阴性 1

D司机 40.27 1

D车轮 38.91 1



弱阳性-真阳性还是假阳性？
重复检测，合样分拆检测应能重复，是真污染

如果车轮污染是环境问题，如果驾驶室、司机污染是管理问题



物资污染

样本 检测结果 合样

阴性对照 阴性

阳性对照 27.69

水果，兽药，
液化器罐

40.53 4

精液包装 阴性 3



风沙粉尘



在北方病毒确实会经过空气或粉尘传入场内
A B C D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5 5 5 5
6 6 6 6
7 7 7 7
8 8 8 8
9 9 9 9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D2, 38.74 12 12 12
 D1, 39.71 13 13 13

14 D2, 38.47/40.24  D2, 38.38 14
 D1, 20.38/23.34  D2, 37.24 15 15

口鼻+血样

口鼻样



饲料污染
首例阳性



饲料的污染-北方可能的大问题，污染是随机
的，不确定的，不一定是大面积的

• 原料污染

• 仓库储存污染

• 加工过程污染

• 制粒二次污染

• 灌装污染

• 运输污染

• 装缷污染

• 料塔，管线维修污染



病毒的变化

• 2018-2019：基因2型野毒



病毒持续发生变化

2020，基因2型弱毒

2020，基因2型弱毒

2021，基因1型弱毒

2022，基因1-2型重组病毒



病毒变化

基因2型野毒
2018-2019

缺失毒、自然弱毒、
基因1型疫苗毒
2020-2022

基因1型-2型重
组病毒

2022-2023



对病毒进行初步鉴定，对疫病控制有初步
指导意义，精确鉴定需要测序

阳性样本
CT<30

鉴别诊断

P72/MGF/CD2V
基因缺失鉴别

基因缺失病毒
中弱毒

P72/EGPF/mCherry
标记基因插入鉴别

P72/基因1型鉴别

MGF/CD2V阴性

人工疫苗毒
弱毒

EGPF/mCherry阳性

基因1型疫苗毒，
弱毒

基因1型阳性

基因1型/2型
重组病毒，
中强毒



感染不同毒力ASFV毒株后，人工接种和同居感染猪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情况的比较

强毒株

中等毒株

弱毒株

强毒株

中等毒株

弱毒株

血样              口咽                    
肛

血样              口咽                    
肛

ASFV核酸检测                                                        
ASFV病毒分离  

人工接种

同居感染

病毒毒力越强，越早从血和口中检测到病毒



不同毒力ASFV毒株排毒动态

• 上图：接种感染，下图：自然感染

• 红线：血液样本，蓝线：口咽样本，绿线：肛拭子样本

强毒 弱毒中等毒

口咽 口咽+血

口咽+血



文献报告：II型基因缺失弱毒

• 基因II型缺失毒- -哈兽研的报告



• 基因缺失弱毒排毒量低，
更难于监测

• 口腔拭子排毒量高于其他
途径，检出时间6-12天

• 口腔最早检测到排毒

• 不同个体排毒的差异较大

文献报告：
II型基因缺失弱毒-排毒更缓慢且不规则



文献报告：基因I型弱毒-哈兽研的报告

哈兽研文章显示：2021年6月，山东某猪场一头重约80公斤的育
肥猪出现麻痹症状，被安乐死后进行剖检。收集了肺部样本并运
送到中国国家非洲猪瘟辅助参考实验室（CNASFPL）进行非瘟检
测。在河南省的另一个猪场，育肥猪出现了慢性感染症状，包括
体重减轻、间歇性发热、皮肤溃疡和关节炎；还观察到零星死亡。
收集了四头死猪的样本，包括淋巴结和脾脏，并将其运送到 
CNASFPL 进行 ASFV 检测。所有样本均通过针对病毒 p72 基因
的 qPCR 确认为 非洲猪瘟阳性。对 p72 基因的进一步序列分析
表明，这些样本中的 非瘟病毒属于基因型 I。



基因1型排毒规律
-哈兽研的报告

口拭子

肛拭子

血

2   4   6   8  10 12 14 16

5-11天

1.口拭子排毒量最大，
排毒时间最早

2.通常5-11天，可以
检测到口拭子中的
排毒

3.血液中病毒量低，
检出晚



高度致死型基因I-II型重组病
毒-2022-2023年

强毒力



I型II型重组病毒检测

c, i: oral swabs 
口腔
d,j: rectal swabs
肛
e,k: blood血
f,l: tissue组织
I型II型重组病毒,毒力强，2023
年秋冬流行
蓝色柱子代表同居感染,可以看到,
最早3天可以从口腔中检测到,口
腔还是最早, 一周后血液中病毒
含量高，血液中最早5-7天可检到，
但病毒含量低



病毒变异-基因I-II型重组病毒以及混合感
染

基因1型病毒鉴别诊断

荧光通道 FAM CY5 鉴别结果

试验结果

+ - 基因2型

+ +
病毒含基因I型片

断

- - 实验不成立

说明：如果基因I型为阳性，可能为基因I型弱毒或
基因I型-II型重组病毒（中强毒）。

FAM 19.27
Cy5 21.02
FAM 23.42
Cy5 25.25
FAM 25.7
Cy5 27.55



检测诊断体系是个完整的体系，需形成闭环

样本采集、
保存、运输 样本处理

核酸提取
与纯化

荧光定量
PCR检测

结果分析疫病防控



正确的采样是前提：科学采样，早发现，快检测

可疑猪 口鼻拭子 咽拭子 尾根血 静脉血

1 41.09 - - -

2 30.98 26.61 21.83 21.47

3 34.17 28.5 19.77 15.68

4 37.83 - - -

5 - 39.96 37.76 34.93

6 40.43 25.88 36.21 -

7 39.22 39.04 - -

8 38.02 39.03 - -

9 32.52 32.17 23.75 18.92



早期发现是关键，现场敏锐、采样科学

• 异常猪发现晚了
• 采样部位不科学
• 采样操作不准确

• 感染早期



核酸提取的效率不容忽视

A提取试剂 B提取试剂

稀释度 CT值1 CT值2 CT值3 CT值1 CT值2 CT值3

10-1 27.63 27.88 27.46 30.4 30.09 30.1

10-2 31.09 31.19 31.57 33.22 33.08 34.02

10-3 34.88 34.71 35.09 35.43 37.78 36.29

10-4 37.01 39.08 / / / /

5×10-5 37.95 37.98 37.4 36.74 / /

2.5×10-5 / / / / / /

10-5 / / / / / /

阴性稀释液 / /

阳性血清 25.19 27.56

阴性对照N /

阳性对照P 26.83



荧光定量PCR试剂
的敏感性最关键

重复（弱阳性样本重复检测比对）

样品编号 A试剂 B试剂 C试剂 D试剂 E试剂

1.00 38.12 37.42 阴性 37.71 阴性

1.00 38.24 37.21 37.96 阴性 35.60 

1.00 40.37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1.00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1.00 41.36 36.27 阴性 阴性 36.23 

1.00 39.48 阴性 37.97 36.70 阴性

1.00 42.05 37.42 40.12 36.26 阴性

1.00 39.74 37.34 38.03 阴性 阴性

1.00 38.47 阴性 36.88 阴性 36.80 

1.00 阴性 阴性 38.13 36.90 36.82 

1.00 阴性 37.15 38.18 阴性 36.68 

1.00 40.33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1.00 38.46 36.35 37.99 阴性 阴性

1.00 40.61 36.58 阴性 阴性 阴性

1.00 39.50 36.24 37.90 阴性 阴性

1.00 40.28 阴性 38.47 阴性 阴性

1.00 40.49 阴性 40.06 37.89 阴性

1.00 阴性 37.40 阴性 阴性 37.02 

1.00 38.79 37.25 37.16 阴性 阴性

1.00 41.50 36.08 阴性 阴性 阴性

1.00 40.75 阴性 38.03 阴性 阴性

1.00 40.83 阴性 阴性 37.89 35.52 

1.00 40.56 37.43 38.07 阴性 36.58 

1.00 39.91 36.41 阴性 36.21 36.85 

检出数 20/24 14/24 14/24 7/24 9/24

检出率 83.33% 58.33% 58.33% 29.17% 37.50%

试剂盒

稀释倍数 1试剂 2试剂

100（16个
重复）

39.87 42.19 NoCt NoCt

42.29 38.55 NoCt NoCt

39.22 39.66 NoCt NoCt

41.35 40.81 NoCt NoCt

40.97 39.42 NoCt NoCt

43.08 41.01 NoCt NoCt

39.08 41.11 NoCt NoCt

39.94 39.59 NoCt NoCt

1000（16
个重复）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39.10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42.15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NoCt

阴性对照 NoCt NoCt

阳性对照 29.17 27.90



规范化的实验室跟猪场、饲料厂一样重要

• 合理分区，净污分开，单向运行，各区工具独立，换鞋换衣，换戴手套，
严格训练，每日清理消毒，定期检测

区域 仪器配置

样本处理区 面积要大

反应体系配
制区

生物安全柜、冰箱、小型离心机、振
荡仪、移液器，紫外消毒器

样品制备区 离心机，研磨仪，生物安全柜、水浴
锅、核酸提取仪、紫外消毒器

PCR扩增区 荧光定量PCR仪、紫外消毒器



实验室的规范化操作与运营是防疫工作
科学运转的前提-一定要防止污染



对仪器进行检修校正，防止仪器老化影响
检测结果

PCR仪使用寿命通常5-7年



疫病净化就是高健康和低成本

• 伪狂犬：gE基因缺失疫苗+gE-ELISA

• 古典猪瘟

• 蓝耳病

• 圆环病毒



古典猪瘟的净化

• E2基因工程疫苗

• E0鉴别诊断试剂盒



蓝耳的净化-大势所趋

• 蓝耳病抗原抗体双阴性
• 114家猪场
• 1000-2000头母猪：51%
• 2000-5000头母猪：25%
• 5000-10000头母猪：10%
• 投产时间：2020-2023

• 抗原：抗原阴性（PCR检测）
• 后备猪入群
• 产房仔猪
• 病弱猪

• 抗体：PRRSV-N-ELISA阴性



圆环病毒病的控制与净化

• 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

• 鉴别诊断试剂盒
• Cap-ELISA阳性，阳性，
免疫疫苗

• Rep-ELISA阴性，阳性，
野毒感染 或全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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