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蓝耳病毒感染的疫苗免疫和控制

朱汉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1. 蓝耳病毒导致的两种疾病：

怀孕母猪的晚期流产、早产、死胎和木乃伊胎；

生长猪的间质性肺炎呼吸道疾病。

2. 妊娠母猪感染蓝耳病毒的病理机制：病毒血症导致的经胎盘感染，胎儿感染

和组织损伤主要发生在妊娠 70 天左右。蓝耳病毒是生长猪呼吸道疾病综合

征（PRDC）的首要原因，单独感染时导致慢性肺炎，混合感染时可引起严

重疾病。

3. 蓝耳病毒变异株分为三种：基因变异株、血清学变异株和免疫学变异株。

蓝耳病毒序列相似性：即使病毒序列高度相似也可能引起不同轻度的临床症

状；蓝耳病毒序列相似性不能预测保护能力。

鉴定蓝耳病毒血清学关系：通过交叉血清中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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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免疫蓝耳弱毒苗的猪在同源或异源蓝耳病毒攻毒后的病毒血症：

对同源毒株有完全保护（能在感染后持续 604天，可能持续终生），但对异源病

毒无保护。

5. 免疫策略

商品化弱毒苗的选择：考虑母猪场的血清中和抗体滴度的队列分布。

免疫程序：弱毒苗的重复免疫，选用不同疫苗以获得更广泛的覆盖范围，但

至少要有2个月时间的免疫间隔。

6. 蓝耳控制：

阴性场急性爆发：可能不需要额外的免疫。

入群的后备母猪：使用农场专有蓝耳病毒血清接种是有帮助的。

未来研究方向：开发有广谱交叉保护力的蓝耳疫苗-通用疫苗；开发对蓝耳

病毒复制有抗病毒作用的物质，如使用中链脂肪酸（MCFA）处理在体外抑

制了病毒生长，对PEDV的抗病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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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过滤系统在养猪业的应用

陈建峰 托佩克种猪公司

报告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猪场空气过滤的主要目的、空气过滤系统的技术决策

及选择、通风、公猪站的空气过滤设计、饲料厂的空气过滤系统安装。

养猪潜力发挥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高健康并确保遗传进展的种猪生产供应体

系，二是高健康主要防控疾病是蓝耳病，顺便防非瘟。

种猪场和PS父母代猪场，建议装正压空气过滤系统（父母代改造项目和楼房也

许可以考虑负压空滤）。如果猪场选址不好，一点式全过滤是可行的。相对于包

括非瘟在内的其它疾病，蓝耳病的损失更大（流产、死亡率增加、饲料效率降

低、药费增加，蓝耳病还是养猪业目前最大的威胁，所以投资空气过滤主要是

防控蓝耳病。从逻辑去判断，用硬件设施保障，过滤掉病毒，比控制人流或制

定复杂的制度流程管理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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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高密度养殖区域的技术路线和投资的决策：

空气过滤猪场感染的机率小，防非能力优于非空滤猪场

隔离条件好或亚高效空滤场，感染后拔牙的成功率也高

健康度高的猪群似乎非瘟发病也少，维持母猪群高健康度

基于以上的逻辑判断，借鉴欧美成熟的技术经验，在养猪密度较大、感染风险

较高的区域，投资空滤系统是比较理性的选择，至少可以防蓝耳病。即使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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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拔牙的成功率也高（包括蓝耳病）。

空滤通风方式的选择：

负压：从出风口抽风，房舍密闭性要求高，出入口不容易控制

微正压通风：应该可行，控制逻辑复杂

不建议半过滤/冬季过滤，或只做初效过滤（G4棉，E2 级）

正压：向屋顶和舍内吹风，房舍密闭性要求低，容易管理

通风量设计根据三大因素：温度、湿度和体表风速。

不同猪舍类型的通风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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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猪站建议使用空调+正压双层亚高效或Hepa 高效空滤

1) 集中出风或可控出风口，可进出风口热量交换，冬夏季节能

2) 春秋季，气温在12 °C -24 °C最大通风，10°C以下采用热量回收

3) 理论上HEPA (H13)空滤可以去除99.97% 的≥ 0.3-1μm的粉尘微粒

4) 要预防各种疾病感染，避免过度使用疫苗和药物对精液质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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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猪群的健康、幸福和福利

John Carr 约翰·卡尔 Portec 兽医服务公司

John Carr 以一个猪场感染支原体和流感的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监测猪群来提高

猪只的健康、幸福和福利。

1.猪流模型：在猪群管理时，对案例猪场建立配种到出栏活体重的猪流监测管

理模型，包括时间线和关键的猪群管理目标。

2.设定目标：猪群监测管理需要设定批次目标，例如使用批次看板持续跟踪每

批次猪群的死亡情况，利用颜色管理标注出超过设定参数的周次，育肥设立报

警机制，当每周猪只死亡头数超过设定值就会发出提醒。

3.目标达成率：监测不同批次猪只受胎率、分娩率、出栏率目标的达成情况来

评估猪群的情况。发现猪场部分批次受胎率和分娩率高，出栏率低的情况。

4.死亡率分析：探讨每个周龄的死亡率，死亡率偏高的周次可能意味着猪群在

那个阶段出现了问题。通过分析批次每周死亡率发现，案例猪场在 11-24 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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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偏高。

5.出栏率：通过分析出栏率的平均值、标准偏差，可以评估猪群是否处于稳定

的状态。如图示中，虽然平均出栏率为 92%，但有些批次超过了警戒线，这意

味着猪群健康状况不好，会出现波动。

6.体系流程控制：介绍了三个规则来判断体系流程是否“失控”，包括单点位超出

控制界限；相较于中线，4 个连续点位中有 3个更接近控制界限；8个或更多连

续的点位在中线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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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持健康：强调了临床症状和病理加重的重要性。案例猪场猪群会有支原体

感染发出的咳嗽声。剖检也发现肺部出现支原体的典型病变，可能同时还伴随

流感感染。同时也在屠宰场进行了肺部评分。

8.环境因素：讨论了水、饲料、地板和空气等环境因素对猪健康的影响。案例

猪场的湿帘部分损坏，导致进入注射的空气温度高。

9.诊断：案例猪场猪群感染支原体和流感。

10.治疗方案：免疫支原体疫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1.治疗和防控：强调了抓住机会进行疾病治疗和防控的重要性。

13.生物安全：讨论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距离对生物安全的影响。

14.损失率和死亡率：对案例猪场采取了清群的措施，每个周龄的损失率和死亡

率都在下降。清群后，对猪场进行了冲洗并空置了3周。

15.证明差异：数据监测结果也显示，案例猪场在清群后出栏率明显提高。

16.成本与收益：分析了案例猪场损失猪只的成本，包括生产批次、出栏头数、

活体重、年出栏头数、成本、收益、饲料占比、死亡率上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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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Carr 认为关注于生猪健康和福利的监控，包括生产管理、疾病诊断、治疗

防控、生物安全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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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V3和 PEDV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的创制

田克恭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PCV3亚单位疫苗的创制

1. PCV3 概述：PCV3 属于圆环病毒科，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临床表现包

括母猪的丘疹性皮炎、流产、死胎、木乃伊胎等；断奶仔猪的食欲下降、发热

和先天性震颤等。PCV3 发现至今接近 10 年，流行率逐年升高，亟需有效的疫

苗进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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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CV3 VLPs 的表达：

通过对Cap蛋白不同结构功能域的解析和多种表达策略的验证，确定VLPs 表

达效率最高的表达策略。

针对昆虫细胞-杆状病毒表达系统特性,优化 PCV3 Cap 基因的GC含量、密码子

使用频率和RNA酶的剪接位点、RNA稳定反式作用元件等影响基因表达的关键

因素，提高蛋白表达量。并利用多基因定向改造的昆虫细胞-杆状病毒表达系统，

通过多重的筛选，实现PCV3 Cap蛋白的可溶表达。完成PCV3 VLPs 的冷冻电

镜结构解析，进一步证实VLPs 组装正确。

3.PCV3 VLPs 工艺开发：

开发了定向调节通气模式与半连续渗透压动态平衡补料工艺。实现了 PCV3

VLPs 的全自动、高密度、高可溶性表达。

4.PCV3诊断试剂开发：

基于PCV3 Cap抗原表位分析和VLPs 的结构解析，筛选出暴露于VLPs 表面的

优势抗原表位，并通过系统性亲和筛选，定向筛选到识别优势抗原表位CD-

loop(72-79aa)的特异性单抗。开发了基于这些单抗的阻断 ELISA 试剂盒，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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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感性和特异性。

5.PCV3 VLPs 疫苗创制：

筛选出新型水性佐剂 Free Mix：可吸附携不同电荷抗原、生物兼容性好；含增

强天然免疫的非杀病毒性植物萃取物和双基团纳米颗粒，能实现联合免疫。疫

苗免疫后可以产生高滴度的PCV3抗体，并且具有至少 4个月的持续期。

二、PEDV亚单位疫苗的创制

1.PEDV概述：

PEDV属于冠状病毒科，通过消化道传播。主要危害是引起仔猪的呕吐、严重腹

泻和脱水，对哺乳仔猪的致死率极高。GII 型为主要流行的PEDV毒株。

2. S蛋白表达策略优化：

分析了PEDV S蛋白的功能域和中和表位，确定优势抗原区域。

设计了抗原构建策略，并通过稳转细胞株的构建和筛选，通过亲和捕获法高效

筛选表达PEDV-S蛋白抗原的细胞株；细胞株在 30代之内生长及S基因遗传稳

定。

3. S蛋白制备工艺开发：

一
带
一
路
生
猪
产
业
大
会



优化了细胞培养工艺，提高了 S 蛋白的表达效率。开发了有效的 S 蛋白纯化工

艺。

4.PEDV亚单位疫苗创制：

疫苗安全性测试显示免疫后的猪只无异常反应。疫苗效力测试表明免疫仔猪能

有效抵抗PEDV攻击，并且免疫母猪能通过初乳传递中和抗体给仔猪。

供稿人：丹俄国际 王洪亮/陈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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