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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重要动物疫病的流行动态

        根据农业农村部2023年4-12月全国一、二、三类主要动物疫病报告情况，我们发现PEDV、SIV、PRRSV

等病毒性疾病仍然在部分地区流行；细菌性疾病如猪丹毒等也有发生，给养猪户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值得注意

的是非洲猪瘟的报告数量为0，报告疫情与养猪生产中实际发生的疫情之间的差距值得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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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非洲猪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出血性疾病，所有日龄的猪都易感，死亡率极高----国际动物卫生组织

（WOAH/OIE）。

        

        目前国内还没有安全的商品化疫苗和特效的治疗方法，主要通过生物安全措施和基于精准诊断的早期识别

进行预防和控制。

临床症状

u 食欲突然减退

u 皮肤发红

u 呕吐

u 出血性腹泻

u 死亡速度快

Life (Basel). 2022 Aug; 12(8): 1255.



非洲猪瘟检测统计表

时间 检测数量 阳性数量 阳性率

1月 176 33 19%
2月 374 69 18%
3月 165 27 16%
4月 436 41 9%
5月 90 16 18%
6月 257 66 26%
7月 237 5 2%
8月 263 42 16%
9月 74 28 38%
10月 352 35 10%
11月 200 37 19%
12月 122 24 20%

1.1.1、ASFV的流行与监测

         2023年8月以来，非洲猪瘟由北向南扩散，南方地区发病较为轻微。山东、河北、河南普遍的反馈是这次

非瘟比2022年同期严重，不亚于2021年。

7月份阳性率较低，原因可能与气温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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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客户类型 数量 阳性场数量 阳性率

散户 166 80 48%
大型养殖场 81 32 40%
饲料客户 23 2 9%

总计 270 11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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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阳性场数量 阳性率

单通道荧光定性PCR 三通道荧光定性PCR--野毒三通道荧光定性PCR--基因缺失毒

       现地检测中，发现野毒的检出率远高于基因缺失

毒，属于基因I型，不同于2018年的非瘟毒株（II型）

1.1.2、ASFV的流行动态



         2023年，ASFV流行的毒株以基因I型野毒株为主，但野毒株自然变异趋势更加复杂，同时人为因素造成

的变异（基因缺失）毒株、基因ⅠI型毒株以及可能的重组毒株仍然存在。据文献报道，目前在研的多种疫苗

对重组病毒不能提供完全保护。

1.1.3、ASFV流行的毒株广泛且变异较多

Zhao, et al; Nat Commun. 2023; 14: 3096.哈兽研 张振江，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3



1.1.4、ASFV流行的防控

        随着非洲猪瘟弱毒的流行，传统的拔牙方案似乎不太管用，因此，我们在防控策略上要

有相应的改变。

       

   

Ø 筛选更灵敏的检测方法：定期检测病毒核酸和抗体

Ø 加强巡栏：人工+智能，捕捉蛛丝马迹(采食量波动、行为异常、体温变化、生产指标变化)

Ø 异常猪必检：病死猪、淘汰猪、高风险期减料猪

Ø 引种必检：后备猪、精液、供种猪场及其周边环境

Ø 重点部位：门口栏舍、风机口和隔离舍定期采样检测

防控非洲猪瘟疫情要做到早发现、早排查、严排查，杜绝侥幸心理！



1.2、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

        PRRSV作为重大猪病之一，PRRSV的暴发会造成母猪流产，生产成绩下降，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比如母猪配种分娩率下降、母猪群损失比例上升、育肥猪群损失、仔猪断奶前后死亡率增加等等，给猪场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类型 混合感染数量 比例

PCV2+ PRRSV 26 63%

PCV3+ PRRSV 12 29%

PCV2+PCV3+PRRSV 6 15%

MH+PRRSV 18 44%

PCV2+PCV3+MH+PRRSV 1 2%

PCV2+ MH 8 20%

PCV3+MH 6 15%

HPS+PCV2+PRRSV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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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V2与 PRRSV、MH（肺炎支原体）与PRRSV混合感染的情况最为严重，由此可见PRRSV感染是其他

病毒病或细菌病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1.2.1、PRRSV的流行动态

        2023年PRRS的发生与流行状况与2022年相当。优势流行毒株仍然是PRRSV-2谱系1的类NADC30毒株及

其各式各样的重组毒株，同属于PRRSV-2谱系1的类NADC34毒株的流行范围有继续扩大的可能，尤其是同

属一个企业的不同猪场间因种猪交流和猪只流通造成的传播风险较高。

     
检测数量 阳性数量 ORF5测序数量

1901 380 50

NADC-30 Like

NADC-34 Like

QYYZ Like

HP-PRRSV
VR-2332



1.2.1、PRRSV的流行动态

       值得注意的是，流调显示PRRSV-1（欧洲型）毒株已在中国至少23个省（包括直辖市）流行，广

泛分布于中国的中部、北部、南部、东部、东北和西南部。该毒株引发疫情的风险较高。

                

Sun, et al; Viruses. 2023 Jul; 15(7): 1528. 红色标记为2018年之后，中国分离到的PRRSV-1毒株



1.2.2、PRRSV的防控挑战

Ø 现有的商品化疫苗对变异或重组的毒株交叉保护有限，比如MLV疫苗对类NADC30毒株不具有保

护作用。

Ø 美洲型MLV疫苗对欧洲型毒株感染略有效果，但对母猪感染引起的后期流产效果不明显。

Ø 尽管疫苗接种在防控PRRSV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风险，疫苗与其他类型的PRRSV

毒株重组的风险

Ø 研究已经证明疫苗毒存在返强的现象，核苷酸片段存在点突变，这种致病性回复突变导致毒株对

猪群的毒力变强

                

        2023年度检测数据显示，猪场蓝耳病的问题依然最普遍、最常见，是危害极为严重的一种疫病，直接

威胁到猪场的生产成绩，蓝耳病的防控仍然是猪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1.3、仔猪病毒性腹泻的病因-内因

仔
猪
病
毒
性
腹
泻
病
因
分
析

Zhang et al; BMC Vet Res. 2019; 15: 470.

       仔猪病毒性腹泻可感染各个年龄段的猪。潜伏期一般在24小时左右。猪越小，感染率越高，特别是刚出

生3天的小猪发病率高，伤亡快，死亡率高达98%。



1.3.1、仔猪病毒性腹泻的病因-外因

     生猪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不完善和生物安全措施执行不到位是引发仔猪病毒性腹泻的主要外因。

具体表现

Ø运输工具清洗消毒不彻底、人员管控不严、引入带毒

后备母猪

Ø产房、保育和生长育肥（成）阶段不能做到全进全出

Ø猪场卫生消毒不严致病毒在猪场内环境中污染较重并

在猪群间循环



1.3.2、仔猪病毒性腹泻的流行动态

目前国内，产房新生仔猪病毒性腹泻有如下流行新趋势

● PEDV GⅡ亚群变异毒株占优势

● A群轮状病毒逐步危害严重（G5、G9）

● 其他免疫抑制病毒帮凶效应（PCV2、PRRSV等）

Yang, et al;Microb Pathog. 2020 Mar; 140: 103922.

        仔猪腹泻疫情目前无明显季节性，持续时间长，发生疫情的猪场数量较多，高死亡率为特

征。

       我国于2022年将PEDV规定为二类动物疫病



1.3.3、仔猪病毒性腹泻的防控要点

ØTGE， PED和PoRV在临床上引起的症状非常相似, 无法对它们进行鉴别诊断, 因此, 实验室诊断是

非常必要的。

Ø毒株已经变异，需要新毒株防控效果会更有效；

Ø“活+灭”的免疫策略并不理想；返饲要求高，易导致散毒现象，要谨慎使用

仔猪腹泻病采取常规的腹泻病防治措施效果较差，因此，对该病的防治需改变传统思路。

序号 方法（科牧丰检测中心） 样品要求 保存条件

1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实时荧光RT-PCR检测试剂 肛拭子/粪便 冷藏

2 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实时荧光RT-PCR检测试剂 肛拭子/粪便 冷藏

3 猪A群轮状病毒实时荧光RT-PCR检测试剂 肛拭子/粪便 冷藏

4 猪delta冠状病毒实时荧光RT-PCR检测试剂 肛拭子/粪便 冷藏

6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猪delta冠状病毒三重实时荧光
RT-PCR检测试剂 肛拭子/粪便 冷藏

7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猪A群轮状病毒/猪delta冠状病毒三重实时荧光RT-
PCR检测试剂 肛拭子/粪便 冷藏

8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猪A群轮状病毒/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三重实时荧光
RT-PCR检测试剂 肛拭子/粪便 冷藏



1.4、其他疫病的流行动态

        规模化猪场的猪瘟、猪伪狂犬病、猪口蹄疫继续呈现平稳态势，但中小型猪场和散养户出现了散发性

病例。猪格拉瑟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链球菌病、猪支原体肺炎等细菌性疾病仍然常见。未来，在减

抗和限抗的背景下，猪场的细菌性呼吸道疾病会继续呈现加重的态势，一些细菌性疾病（如由胞内劳森菌

引起的猪回肠炎）的临床病例有可能会上升。

病毒种类 2022年 2023年

猪瘟病毒（CSFV） 2% 0%

猪伪狂犬病毒（PRV-gE） 12% 4%

猪伪狂犬病毒（PRV-gB） 8% 6%

圆环病毒2型（PCV2） 33% 23%

圆环病毒3型（PCV3） 54% 28%

猪轮状病毒（Rota） 36% 27%

猪支原体（MH） 20% 14%

格拉瑟病（HPS） 25% 17%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APP） 2% 0%

猪链球菌 32% 49%

疫病种类 2022年 2023年

猪瘟病毒（CSFV） 82% 76%

猪伪狂犬病毒（PRV-gE） 13% 10%

猪伪狂犬病毒（PRV-gB） 81% 85%

圆环病毒2型（PCV2） 93% 90%

猪肺炎支原体（MH） 56% 20%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 48% 50%

猪O型口蹄疫病毒（O-FMDV） 84% 59%

猪A型口蹄疫病毒（A-FMDV） 82% 71%

抗原检测 抗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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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疫病检测方案优化----政策性

        陈焕春院士2023年某次会次上提出：“关键的生物安全还是要落实到检测上面，不然大量

的精力人力物力投入也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

n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n 《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意见》（农牧发〔2021〕29 号）

n 《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管理技术规范》    2007年1月23日 农业农村部

n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对生猪核心育种场五种重要疫病（非洲猪瘟、猪瘟、猪伪

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和猪口蹄疫）的控制提出了具体标准和要求

n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   

n 《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10号）



2.2、重要疫病监测方案

监测项目名称 监测对象 抽检比例 监测目的
猪瘟、口蹄疫、伪狂犬、蓝耳病、
细小病毒病抗体

145日龄左右后备母猪免
疫前

10% 了解后备母猪重要疫病抗体水平，为调整配种前免疫次序提供依据。

猪瘟病毒抗原、伪狂犬病毒野毒、
圆环病毒抗体

145日龄左右后备母猪 10% 了解后备母猪中是否存在猪瘟病毒、伪狂犬病毒和圆环病毒感染

猪瘟、口蹄疫、蓝耳病、伪狂犬病、
细小病毒病抗体

后备母猪配种前7天 10% 了解疫苗免疫效果，确保母猪怀孕期对重要疫病有特异性免疫力。

猪瘟、口蹄疫、蓝耳病、伪狂犬病、
细小病毒病抗体

产前10天怀孕母猪 10% 了解抗体水平，为调整产后仔猪免疫次序提供依据。

猪瘟、口蹄疫、蓝耳病、伪狂犬病 28日龄未注猪瘟苗前哺
乳仔猪

5-10头 了解哺乳仔猪母源抗体水平，为调整仔猪免疫次序提供依据。

猪瘟、口蹄疫、蓝耳病、伪狂犬病 70日龄末注猪瘟苗前培
育仔猪

5-10头 了解疫苗免疫效果，为调整仔猪免疫次序提供依据

猪瘟病毒抗原、伪狂犬病毒野毒、
圆环病毒抗原

后备种公猪配种前 逐个检测 了解种公猪是否隐性感染猪瘟，伪狂犬和圆环病毒防止其通过授精
感染母猪

猪瘟、口蹄疫、蓝耳病、伪狂犬病、
细小病毒病抗体

后备种公猪配种前 逐个检测 了解后备种公猪重要蓝耳病、伪狂犬前疫病特异性免疫力情病

猪瘟病毒抗原、伪狂犬病毒野毒、
圆环病毒抗体

后备种公猪 逐个检测，4个
月检测一次

了解种公猪是否隐性感染猪瘟，伪狂犬和圆环病毒防止其通过授精
感染母猪

种猪检测，猪瘟效价应不低于1:32、口蹄疫为1:128、伪狂犬为1:80、比例10-20%

监测方案：种猪场视饲养的种猪数量，先按10%～15%抽样检测，做一下初步摸底，了解自场种猪带毒情况，如确实发现有

带毒种猪存在，一要坚决淘汰，二要对余下种猪进行逐头检测。强毒抗原监测一般每隔3~4个月1次，连检3～4次，直到全部

阴性为止。同时，应该对水源、饲料、环境等进行检测，以避免疫病的传播。



2.3、疫病检测方案优化----非洲猪瘟为例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2018 Manual

Real Time-PCR

ELISA

官方认可的ASFV检测技术



2.3.1、非洲猪瘟检测方案优化

Ø 日常监测   猪、人、车、物、环境（场内门把手、风机、料槽等高风险点进行病毒核酸检测，1次/周）。

Ø 定期抽样监测母猪群及育肥群的病毒抗体情况。母猪分娩后，采集脐带血、胎衣或胎衣液等样品以及母

猪深咽部拭子联合尾根血混样，进行病毒核酸检测。

Ø 科学采样检测     深咽部拭子联合尾根血混样或者口鼻拭子联合腹股沟淋巴结穿刺混样的采样方法，可

提高病原检出率



2023年非洲猪瘟不同样品检测数据统计

类别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环境拭子 788 129 16.37%

血液 1431 133 9.29%

口鼻拭子 540 113 20.93%

饲料 239 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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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非洲猪瘟的采样，首选的是疑似病猪的淋巴组织样本。如果淋巴组织样本无法获取或不足以进行检

测，可以选择猪体液样本作为次选。猪体液样本包括血液、唾液、粪便等。这些样本中也可以检测到非洲猪

瘟病毒的存在，尽管检测的灵敏度可能相对较低。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样本的采集相对简单，可以方便地

进行大规模采样和筛查工作。

2.3.2、非洲猪瘟检测方案优化



2.3.3、非洲猪瘟检测方案优化

Ø 全面提升抗原检测体系的敏感性    
                     荧光PCR仪器评价                                                                          荧光PCR试剂盒             

      

稀释度 Q6 ABI 安捷伦 7500 ABI 天隆 耶拿

105 21.1 20.71 20.62 23.31 22.57
104 24.7 24.11 24.5 27.02 26.98
103 28.35 27.68 28.45 30.57 30.76
102 32 31.35 32.18 34.09 33.74
50 34.12 34 34.19 36.51 34.37
10 36.08 38.87 36.12 No Ct No Ct
5 No Ct No Ct No Ct No Ct No Ct
1 No Ct No Ct No Ct No Ct No Ct

稀释度 进口品牌 国内品牌1 国内品牌2 国内品牌3

105 20.59 21.34 22 22.3
104 24.56 24.97 25.68 26
103 28.6 28.52 29.45 29.87
102 31.93 32 33.41 33.62
50 34.08 34.19 35.39 35.55
10 35.66 35.97 No Ct No Ct

5 38.1 No Ct No Ct No Ct

1 No Ct No Ct No Ct No Ct



2.3.4、非洲猪瘟检测方案优化

Ø 检测方法

       抗原检测方法：可采用非洲猪瘟病毒(P72/CD2v/MGF)、非洲猪瘟病毒(P72/EGFP/mCherry)等三重

荧光PCR方法检测病毒核酸。必要时，可使用非洲猪瘟1/2型分型检测方法、非洲猪瘟重组毒多重荧光

PCR鉴别方法。必要时，需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鉴别。

      抗体检测方法：采用经批准的间接ELISA、阻断ELISA等方法或胶体金试纸条。    
                   
并联检测  提高敏感性

（A或B）全部检测结果中任何一项为阳性就定为阳性，该法可提高灵敏度，但降低特异性。

串联检测  提高特异性

（A或B）全部筛检试验结果均为阳性才定为阳性，该法可提高特异性，但降低灵敏度。

根
据
场
景
，
灵
活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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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科牧丰检测中心简介

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祥瑞大街25号

注册资本：20000万

0 1

场地面积：3万余平方米

0 2

•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国家兽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创新基地公司资质

• 兽药检测与评价中心
• 诊断试剂研发平台企业能力

• 诊断试剂快速研发能力转化能力

北京科牧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科牧丰）是隶属北京
大北农集团下属的一家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2年。



3.2、团队简介

团队负责人

宋程博士       兆丰华北京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

    完整的团队组成   检测中心目前员工总数16人，其中博士1人，硕士13人，本科2人。我们的诊断包

里血清学、分子诊断学、微生物学等各个方面。



3.3、中心资质

       公司拥有约6800m2的BSL-2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有免疫学类诊断制品（A类）、分子生物学类诊断制

品（A类）两条生产线。公司于2020年5月通过CNAS评审，并先后获得了猪病、禽病、宠物的GCP检测资

质。

      科牧丰检测中心是一个年轻的企业，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搭建一个独立、公正、专业、高效的第三方兽

医检测实验室。



3.4、检测项目概述

     目 前 获 得 国 家 C N A S 认 可 的 实 验 室 检 测 能 力 有 2 2 项 ， 其 中 抗 体 检 测 1 4 项 ， 核 酸
检 测 为 8 项 。



3.4.1、分子诊断

分子诊断
Molecular Diagnosis

病原PCR检测

报告时效：1天

l 采用实时荧光PCR

l 提供全面筛查套餐和单项检测项目

ABI Life QuantStudio 6



3.4.1、分子诊断

分子诊断
Molecular Diagnosis

基因组测序

报告时效：2天

l 生工测序

l 进化树分析（MEGA6.0）

 MK178289.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AHB023-2018 complete genome

 MK178285.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AHB004-2018 complete genome

 MK178291.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AHB202-2017 complete genome

 MK178288.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AHB020-2018 complete genome

 MK178283.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AHA079-2018 complete genome

 MK178282.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AHA036-2018 complete genome

 MK178284.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AHA104-2018 complete genome

 MK178287.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AHB012-2018 complete genome

 MN075134.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FJ65 complete genome

 MN075132.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FJ33 complete genome

 MH286898.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hina/DB-1/2017 complete genome

 MH018246.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HBYX1707 complete sequence

 MN605937.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SH-Rat05 complete genome

 MN605934.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JS-K01ZZ complete genome

 MG868943.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JSDF-201704 complete genome

 MG868940.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JSXY-201701 complete genome

 MK347415.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HLJ3 complete genome

 MW582509.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JZ3-2-201909 complete genome

 MN788137.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N/JL/JL44/2019 complete genome

 MZ667331.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2016/GD/MaoMing complete genome

 MH607133.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H/HB/XY/2018 complete genome

 MK095620.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CH/GX/1948/2018 complete genome

 MK178296.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SDA004-2018 complete genome

 MK178295.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SDA001-2018 complete genome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2023/385 complete genome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2023/176 complete genome

 OM032567.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WH21 complete genome

 OM032566.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JX21 complete genome

 MF589107.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N/Jiangxi-B1/2017 complete genome

 MT461292.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OL/Valle/2018 complete genome

 MT461293.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OL/Magdalena/2015 complete genome

 MT375541.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OL/Narino/2015 complete genome

 ON376262.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Poland/AK17041-3/2017 complete genome

 MZ449244.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Sichuan-2020 complete genome

 MW453539.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SXYC complete genome

 MW453538.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SXSY complete genome

 MG897478.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ina/HuN-CS/2017 complete genome

 MF155643.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hina/GX2016-3 complete genome

 MN788133.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N/NM/NM4/2016 complete genome

 OR296527.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73/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513.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59/2023 complete genome

 OR474125.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104/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521.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67/2023 complete genome

 OQ682839.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4/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479.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25/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469.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15/2023 complete genome

 OQ533867.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 Pol21 26009 complete genome

 OR296480.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26/2023 complete genome

 ON015888.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 S0146 1 complete genome

 ON015887.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 S0252 5 complete genome

 MW167063.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52 complete genome

 OR296470.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16/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492.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38/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522.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68/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499.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45/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510.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56/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475.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21/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465.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11/2023 complete genome

 OR296473.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H/GX/N19/2023 complete genome

 MN788153.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N/GX/GX13/2017 complete genome

 MW453537.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SXYP complete genome

 MN781188.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SAR2 complete genome

 MT461294.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PCV3/COL/Atlantico/2018 complete genome

 OQ117227.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SC-YiBin/2022 complete genome

 OP948023.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 CN FuLing-1 2022 replication-associated protein gene partial cds and capsid protein gene complete cds

 MN075131.1 Porcine circovirus 3 isolate FJ27 complete genome

 MK178300.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N-JL13-2018 complete genome

 MN698795.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K-2010-1 complete genome

 MN788136.1 Porcine circovirus 3 strain PCV3/CN/JL/JL43/2017 complete genome

0.001

 AJ401248.1_Rotavirus_G9__strain_G9P6_isolate_GOS51203/96

 EF694193.1_Rotavirus_A_strain_Hu/G9/Bangla161/1997/BGD

 AJ491190.1_Rotavirus_G9_strain_SD412

 MH137265.1_Porcine_rotavirus_A_strain_RVA/Pig-wt/CHN/SCLSHL-2-3/2017/G9P23

 MG029102.1_Porcine_rotavirus_A_strain_RVA/Pig-wt/CHN/SCQL-2-1/2017/G9P13I5

 MG029097.1_Porcine_rotavirus_A_strain_RVA/Pig-wt/CHN/SCLS-2-3/2017/G9P23I1

 TSS20230767

 AB091778.1_Rotavirus_G9

 AB091777.1_Rotavirus_G9_strain:608VN

 MK239714.1_UNVERIFIED:_Rotavirus_A_isolate_RVA/Pig-wt/POL/823/2015/G3P6

 M23194.1_Porcine_rotavirus_YM_G11

 Porcine_rotavirus_A_isolate_FJqd5__G5

 Porcine_rotavirus_A_isolate_HLJsh-2__G5

 MK239712.1_UNVERIFIED:_Rotavirus_A_isolate_RVA/Pig-wt/POL/1383/2015/G1P7

 MK239708.1_UNVERIFIED:_Rotavirus_A_isolate_RVA/Pig-wt/POL/540/2013/G1P7

 MN133452.1_Rotavirus_A_strain_RVA/Pig-wt/BGD/H14020035/G4P49

 MN133451.1_Rotavirus_A_strain_RVA/Pig-wt/BGD/H14020034/G4P49

 MK239751.1_UNVERIFIED:_Rotavirus_A_isolate_RVA/Pig-wt/POL/188/2011/G2P27

0.00.51.01.52.0

PCV3全基因组测序分析

轮状病毒VP7测序分析（G9为主）

流行性腹泻病毒S基因测序分析（GII为主）



3.4.2、免疫学检测

免疫学诊断
Immunology

抗体项目

报告时效：3天

l 国内检测

l 检测项目本土化

l 报告丰富易读

Varioskan™ LUX 多功能微孔板读数仪



3.4.3、微生物检测

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药敏试验

报告时效：4天

l 国内检测

l 检测项目本土化

l 报告丰富易读



3.4.5、检测能力比对

CSFV抗体检测100%一致。 PRRSV抗体检测95%一致。 PRV gE抗体检测100%一致。



！

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祥瑞大
街25号
 联系人：李彦伟
电     话：18246027799（同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