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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一、伪狂犬病简介

二、伪狂犬病流行情况

三、检测技术进展

四、疫苗研究

五、防控技术（预防、控制与净化）

六、问题：非洲猪瘟生物安全能预防猪伪狂犬病吗？



一、伪狂犬病简介
Ø 伪狂犬病(Pseudorabies，PR; Aujeszky’s disease，AD)是由伪狂犬病病毒

(Pseudorabies virus，PRV)引起的一种多种动物共患传染病，呈世界性分布

。对养猪业的危害最为严重。

Ø 四大临床特征: 

（1）繁殖障碍：妊娠母猪出现流产、产死胎和木乃伊胎；种母猪发生返情和

空怀，屡配不孕;

（2）神经症状：15 日龄内仔猪出现神经症状，致死率 100%; 断奶仔猪出现

神经症状和呼吸道症状，致死率 10%~20%；

（3）生长猪和育肥猪出现呼吸道症状，增重缓慢、饲料报酬低; 

（4）公猪出现睾丸炎性肿胀或萎缩，失去种用能力。



• 病毒属于疱疹病毒科，DNA病毒；

• 基因组全长约143kb，有生长必需基因

和非必需基因；

• 公认的毒力相关基因是：TK基因、gE
基因，核苷酸还原酶基因（RR）等；

• 弱毒疫苗可作为基因工程疫苗载体；

病原学特征



二、伪狂犬病流行情况

1、流行情况（本实验室检测数据）

      病原学检测

      抗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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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至2023年12月采集的626个猪场的20361份血清样品中场阳性率为13.20%（

92/697）（95%CI: 10.69%~15.71%），样品阳性率为4.46%（1208/23079）（95%CI: 
4.22%~4.71%）；其场阳性率和样品阳性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猪伪狂犬病-2020.4-2023.12

场阳性率 同比去年 样品阳性率 同比去年

2020年 21.55% 11.44%

2021年 16.67% -22.65% 6.05% -47.12%

2022年 11.61% -30.35% 3.44% -43.14%

2023年 7.46% -35.75% 3.26% -5.23%

累计 13.20% 4.46%



Ø 2020年度保育猪抗体阳性率
最高；

Ø 2021年种产房仔猪抗体阳性
率最高，其中仔猪抗体阳性
多为母源抗体。

Ø 2022年各阶段猪群抗体阳性
率持续降低；

Ø 2023年后备猪群gE抗体全部
阴性。

猪伪狂犬病-不同阶段gE抗体阳性率



Ø 其中秋季的场阳性率和样品阳性率均显著

高于春、夏季节（P＜0.05）；

Ø 冬季的样品阳性率则极显著高于春、夏季

节，显著高于秋季，场阳性率虽高于春、

夏季节，但差异不显著（P＞0.05）；

Ø 表明秋冬两季天气变化较大且温度较低的

季节伪狂犬病感染率相对较高。

猪伪狂犬病-不同季节gE抗体阳性率



Ø 不同地区中场阳性率和样品阳性

率差异较大。

Ø 西北地区场阳性率和样品阳性率

均为最高，其样品阳性率均极显

著高于其他地区（P＜0.01）。

Ø 西南地区场阳性率最低，样品阳

性率也相对较低。

猪伪狂犬病-不同地理区域gE抗体阳性率



场阳性率 样品阳性率

PRV野毒核酸 5.26%（3/57） 1.17%（3/257）

PRV-gE抗体 7.46%（15/201） 3.26%（226/6928）

PRV-gB抗体 97.86%（137/140） 89.53%（5043/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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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023年1月-12月，共对57个场点的257份样品检测PRV核酸，其中仅在3个场地
检测到3份阳性；

Ø 对201个猪场的6928份血清监测gE抗体可见场阳性率和样品阳性率分别为7.46%
和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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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仔猪gE阳性率最高为5.84%（102/1747），后备猪、公猪gE抗体均为阴性；

Ø 后备猪gB抗体阳性率最低，表明需加强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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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用@Risk分析软件中移动平均模型MA1 贝叶斯分析PRV-gE抗体阳性流行趋势。

Ø 2024年间PRV-gE抗体均持续在相对稳定的较低范围内，2024年间PRV-gE抗体阳

性率低于27.7%和38.0%的置信区间分别为75%和95%；

Ø 表明短时间内猪伪狂犬病在国内不会完全清除，但预测不会引起大范围暴发。

猪伪狂犬病-gE抗体阳性率（野毒）流行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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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伪狂犬病基础知识

2.1 病毒可感染哪些动物
2.2 病毒潜伏感染（终身带毒）和被激活原因
2.3 病毒的传播途径
2.4 新病毒特征



2.1 伪狂犬病毒可感染多种动物

• 家养动物：猪，牛羊

• 宠物：犬，猫

• 野生动物：野猪，狼，狐狸

• 实验动物：家兔，小鼠

• 感染特点：除猪外，其他动物发病时均
为散发，但以死亡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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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因食用猪肝而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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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貂（mink）:食用猪肉或猪肝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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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注射伪狂犬病Bartha株疫苗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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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病毒可引起人急性脑炎

• 患者表现呼吸障碍和急性神经症状 
• 用高通量方法发现病原核酸
• 病毒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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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毒潜伏感染

（1）动物感染伪狂犬病毒后终身带毒，ELISA检测

野毒抗体阳性，中和抗体可能阴性。

1）潜伏感染部位：在三叉神经节中，其特点是：

   -只有病毒基因组，没有活病毒颗粒

   -可用PCR检测到核酸，不能分离病毒



伪狂犬病病毒具有嗜神经性
Ø PRV具有嗜神经性，能够经黏膜上皮快速转移至外周神经（嗅神经或上额神经），

最终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建立潜伏感染。可被激活，间歇向外排毒。

上额神经

嗅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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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毒潜伏感染
（2）可激活潜伏感染病毒的因素

1）寒冷刺激

2）免疫抑制：饲料黄曲霉毒素污染

      传染病：猪圆环病毒病、蓝耳病

3）药物：降低机体免疫力的药物，如
地塞米松，安乃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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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伪狂犬病毒传播途径

（1）水平传播

1）空气传播：经空气传入(2-3km)，是目前大多数猪场发生
伪狂犬病的风险点。疫点周围1km,OR值为5000；2-6km内，
OR值为500（Gloser,1984; Heliez,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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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病传播途径

2）引进潜伏感染猪

3）购入带毒精液

4）PED 返饲材料中含有P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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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病传播途径

（2）垂直传播：

   胎盘传播：不同妊娠阶段均可发生

（3）其他动物传播

a:鼠类（如果在猪场周围发现鼠和猫死亡数量高于平时，
需要注意伪狂犬病传入的风险（1985年爱尔兰案例）
（非瘟场清空给周边猪场带来的风险）

b:野猪： 8498 samples, 2009-2012。18% were antibody 
positive in 25 of 35 states，USA  （Kerri Pederse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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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新型伪狂犬病毒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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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开始，PR在国内暴发，20多个省均有发病报道

• 母猪流产；仔猪出现划水样、转圈等神经症状；

• 剖检：大脑出血；脾脏和扁桃体出现白色坏死灶

• 24.5%免疫Bartha疫苗的猪场出现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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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研究：猪伪狂犬病毒变异株（PRV HNX株）的鉴定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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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V HNX株分离鉴定
Mock         PRV H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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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NX株                   B：HNB株                        C：Fa株                           D：Ea株

相较于Ea/Fa经典毒株，HNX变异株可引起明显搔痒症状

A DCB

PRV HNX株小鼠感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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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accinated

Bartha-K61 
vaccine

Bartha疫苗免疫仔猪，用PRV HNX株感染后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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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V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比对

Strain
Nucleotide identity (%)

HNB Fa TJ ZJ01 HeN1 Bartha Kaplan Becker
HNX 98.1 96.4 97.2 94.3 96.9 90.1 92.1 91.2
HNB  97.0 97.5 95.3 96.6 90.6 92.9 92.0

Fa   96.2 94.9 95.6 90.7 92.6 91.7
TJ    94.5 95.7 90.0 92.0 91.3

ZJ01     94.3 90.3 92.7 92.3
HeN1      90.2 92.7 91.6

Bartha       95.3 93.7
Kaplan        96.4

Ø HNX株与HNB株基因组序列同源性为 98.5%; 
Ø HNX、HNB株与Fa株基因组序列同源性分别为 96.8% 、 97.0%;
Ø HNX、HNB、Fa株与Bartha株基因组序列同源性分别为 90.5%、

90.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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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V基因是否发生重组：更多研究倾向于发生重组

31

我们早期研究：HNX株全基因组和UL,IR/TR,US区域都未出现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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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毒株毒力实验总结

Ø 相比经典毒株，新毒株对保育猪的致病力显著增强；

Ø SMX2012分离株能够导致50日龄仔猪的神经症状和死亡；

Ø SMX2012分离株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症状；

Ø SMX2012分离株导致长时间的发热和精神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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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猪伪狂犬病诊断技术

1、流行病学诊断：繁殖障碍、呼吸道症状、神经症状等类似症状
疾病的鉴别诊断。
2、实验室诊断：
• 抗体检测：乳胶凝集试验，PRV-ELISA，gB-ELISA，gE-ELISA，

中和试验（研究目的）；化学发光检测方法（新）。
• 抗原：免疫组化试验
• 核酸检测：PCR，qPCR。设计引物时，要考虑不同毒株的gE基因

缺失片段。
• 3、动物感染试验：小鼠、家兔，本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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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病抗体检测试剂盒新兽药证书

猪伪狂犬病乳胶凝集抗体试剂盒
（2000年）

猪伪狂犬病病毒ELISA抗体检测
试剂盒（2007年）

猪伪狂犬病病毒gE蛋白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2010年）



    伪狂犬病毒检测技术（国家标准）

GB/T 18641-2018 GB/T 35911-2018



猪伪狂犬荧光PCR检测技术 

名称 序列（5’—3’）
gH-qF ACGCTCGGCTTCCTCTCC
gH-qR GGTAGTCGTCGCTCTCGTG

gH-P(探针) FAM-TCGCGCATCGTCTGGTGCAT-BHQ1
gE-qF GCTGTACGTGCTCGTGAT
gE qR TCAGCTCCTTGATGACCGTGA

gE-P(探针) HEX-CACAACGGCCACGTCGCCACCTG-BHQ1
IC-F AAGTGCTCGGTGCCTTTAGTC
IC-R GTCCCATAGACTCACCCTGAAGT

IC-P(探针) ROX-CCTGGCTCACCTGGACAACCTCAAG-BHQ2

GB/T35911-2018伪狂犬病毒荧光定量PCR方法引物序列



(1)伪狂犬病C株疫苗：基因缺失了3692bp，gE位置附近缺失情况如下：相比于PRV全

基因组（NC006151）缺失序列（缺失位置包括US7(gI) US8(gE) US9 US2），红色部分

为国标gE引物探针。

(2)伪狂犬病Bartha株疫苗

Bartha-K61自然弱毒株，gI/gE缺失约3400bp。相比于PRV全基因组（NC006151）缺失序列

（缺失位置包括US7(gI) US8(gE) US9 US2），红色部分为国标gE引物探针。 红色

不同伪狂犬病毒gE序列缺失的特点
         伪狂犬病C株疫苗、Bartha-K61株疫苗、SA-215株疫苗均是缺失US7(gI) US8(gE) US9 US2基因。US8（gE）
基因均为全部缺失。



(3)伪狂犬病SA-215株疫苗

  SA215相比于Fa株（KM189913.1）缺失序列2600bp左右。该疫苗缺失部分

如下（缺失位置包括US7(gI) US8(gE) US2）。红色部分为国标gE引物。



（4）HB2000疫苗毒株基因缺失特点：
使用国标GB/T-35911-2018的方法，有“野毒假阳性”结果

GB/T 35911-2018中的gE基因扩增引物



四、伪狂犬病疫苗研究和免疫程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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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保护力实验（文献查阅）

疫苗 疫苗滴度 攻毒 实验动物 保护力 参考文献

Bartha-K61 105.5 SC 103.0 LD50 羊 完全 An et al.2013

Bartha-K61 105.5 HeN1 103.0 LD50 羊 不完全 An et al.2013

Bartha-K61 105.5 HeN1 107.0 TCID50 猪 不完全 An et al.2013

Bartha-K61 106.8 BB09 107.1 TCID50 猪 完全 Zeng et al.2014

Bartha-K61 105.0 TJ 106.0 TCID50 羊 不完全 Luo et al.2014

Bartha-K61 105.0 SC 106.0 TCID50 羊 完全 Luo et al.2014

rPRV TJ △gE 103.0 TJ 105.0 TCID50 猪 完全 Wang et al.2014

rPRV TJ gE-/gI-/TK- 105.0 TJ 107.0 TCID50 猪 完全 Cong et al.2016

rPRV HN01 gE-/gI-/TK- 107.0 HeN01 107.0TCID50 猪 完全 Zhang et al.2015

1）Bartha-K61疫苗可对经典毒株提供完全保护力；对变异毒株不能提供完全保护力。

2）变异毒株的基因缺失弱毒株可以对变异毒株提供完全保护力。

41



新毒株对阴性保育仔猪的致病力研究

毒株
日
龄

攻毒剂量$ 1d* 2d 3d 4d 5d 6d 7d 8d 9d 14d

SMX
2012

50d 1.0×106.0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50d 1.0×107.0 4/4 4/4 4/4 4/4 4/4 3/4 1/4 0/4 0/4 0/4

50d 1.0×108.0 4/4 4/4 4/4 4/4 2/4 1/4 0/4 0/4 0/4 0/4

Ea

50d 1.0×106.0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50d 1.0×107.0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50d 1.0×108.0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PBS 50d ---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Ø SMX2012分离株对50日龄保育猪的感染实验

Ø $：单位TCID50；*：攻毒后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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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基因缺失疫苗免疫，可产生针对新流行毒株的中和抗体，
但水平有差距

　
数
量

免疫日龄 采样日龄 1 2 3 4 5 6

HB-2000弱毒疫
苗

6 28d 56d 1:32 1:64 1:32 1:128 1:128 1:64

HB-98 
ΔTKΔgGΔgE 6 28d 56d 1:32 1:32 1:64 1:32 1:32 1:32

鄂A株 灭活
疫苗

6 28d 56d 1:16 1:16 1:32 1:32 1:64 1:32

Barth-k61株疫
苗

6 28d 56d 1:16 1:32 1:8 1:32 1:64 1:32

空白
对照 6 28d 56d ＜1:2 ＜1:2 ＜1:2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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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后中和抗体水平测定

• Bartha-K61疫苗产生的抗体不能很好的中和变异毒株SMX2012；
• HB2000产生的抗体对经典毒株还是变异毒株，中和效价显著高于Bartha-

k61疫苗；这个差距在中和变异株上尤其显著；

• HB98和鄂A株灭活疫苗均能产生显著高于Bartha-K61疫苗的中和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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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活疫苗HB-98株/HB-2000均能抵抗新PRV的攻击

　
数
量

免疫日
龄

免疫剂
量* 1d* 2d 3d 4d 5d 6d 7d 8d 9d 14d

HB-2000弱毒
疫苗

6 28d 1.0×1
06.0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HB-98 
ΔTKΔgGΔgE 6 28d 1.0×1

06.0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鄂A株灭活疫
苗

6 28d 1.0×1
08.0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Barth-k61株
疫苗对照

6 28d 1.0×1
06.0 6/6 6/6 6/6 5/6 5/6 5/6 5/6 5/6 5/6 5/6

空白对照 6 28d 佐剂对
照

6/6 6/6 6/6 4/6    2/6    1/6    0/6 0/6 0/6 0/6 

Ø 28日龄免疫一次；免疫4周后攻毒；

Ø 攻毒剂量：1.0 ×107.0TC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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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2000、HB-98株疫苗组与灭活组攻毒保护力实验

HB-2000疫苗组
   HB-98疫苗组

灭活苗组

Bartha-K61免疫猪        空白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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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免疫策略攻毒后PRV排毒量比较

• SMX2012攻毒后，连续14天监测PRV排毒量发现：

       未免组>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弱毒疫苗+弱毒疫苗>弱毒疫苗+灭活疫苗

• 确定伪狂犬疫苗免疫的最佳策略为：弱毒疫苗+灭活疫苗；

活+活
灭+灭
活+灭
未免疫

2024-4-17 47



疫苗组合的体液和细胞免疫评价
（谭鑫等，畜牧兽医学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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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N-γ-ELISA检测 IFN-γ-ELISpot检测

gB-ELISA检测结果



五、伪狂犬病的防控措施

1、伪狂犬病阴性场如何防止病毒入侵？

2、正在发病的猪场如何控制？

3、发病但已经控制的猪场如何净化该病？

2024-4-17 49



1、伪狂犬病阴性场如何防止病毒入侵？

（1）引入伪狂犬病阴性种猪或精液

（2）注意生物安全措施：人员（淋浴设施）和车辆消毒（强调
正确的消毒程序）

（3）母猪一年免疫3-4次活疫苗

（4）了解周围2-3km内猪场的健康状况，避免病毒经空气传入。

（5）猪场的净道与污道要分开

（6）监控100-120日龄的生长猪，尤其是呼吸道症状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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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次数与疾病防控效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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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消毒剂的特点（如何选择消毒剂）
能杀灭的
病原

消毒剂种类
戊二醛 季铵盐类 含氯类 含碘类 过氧化物类 酚类 醇类

无囊膜病毒 +++ 无 +++ ++ +++ 无 无

有囊膜病毒 +++ +++ +++ ++ +++ +++ ++

细菌 +++ ++ +++ ++ +++ ++ ++
芽孢 +++ 无 +++ 无 +++ 无 无

真菌 +++ + +++ + +++ + +
存在有机物
时效果

+++ ++ + ++ + + +

存在皂类时
效果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腐蚀性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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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在发病的猪场如何控制？

• 无害化处理死亡猪

• 公猪和母猪紧急接种活疫苗

• 发病猪群紧急接种活疫苗

• 新生仔猪滴鼻接种活疫苗；45日龄灭活疫苗免疫；70日龄（120日
龄）灭活疫苗免疫

• 减少病原在场内的交叉传播（生物安全）

• 生产流程：重点在容易转阳的阶段，全部清空1-2批，彻底消毒，
空栏时间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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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稳定猪场如何净化伪狂犬病？

• 种猪（母猪和公猪）规范免疫（1年4次）。

• 仔猪：活疫苗滴鼻免疫，45日龄灭活疫苗免疫；70日龄（120日龄）
灭活疫苗免疫；

• 选择gE抗体阴性后备猪，补充种猪群体。

• 淘汰野毒感染种猪。

• 定期灭鼠。

• 生产流程管理：重点在容易转阳的阶段，全部清空1-2批，彻底消毒，
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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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病免疫的临床意义：
可提高感染阈值，降低排毒量：提高生物安全

与非免疫猪相比（Nico Visser,1997）
• 免疫猪感染所需的病毒量更高，达100-1000倍

感染需要的病毒量：仔猪：101-3TCID50，青年猪： 
104TCID50 （生长阶段）:成年猪： 105TCID50。

   潜伏感染激活需要的病毒量： 103.5TCID50
• 免疫猪排毒数量低于1000-10,000倍；

     血清阴性猪感染后排毒达到106-8PFU；我们早期研究
表明，同居哨兵猪用107.0TCID50攻毒后，免疫猪群没
有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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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免疫程序的考虑因素

• 疫苗毒株的选择：

             同源性问题（HB98, SA215，Bartha等）

             新疫苗研制 （如  HNX-12株）

• 根据母源抗体消长规律确定

• 免疫次数越多越好吗？答案：不是

• 再次强调：滴鼻免疫在急性爆发中的作用

• 加大剂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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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病疫苗滴鼻免疫的优点
（猪病学第9版，英文版，p429）

•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of vaccination is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 local replication of virus an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ucosal immunity.（激发黏膜
免疫，限制病毒局部繁殖）

• Intranasal vaccination is more effective in the presence of passively acquired 
colostral immunity than intramuscular vaccination (Van Oirschot 1987) （克服母源
抗体的干扰）

• most effective at reducing PRV replication and shedding during acute infection. 
（急性期感染，减少病毒的复制与排毒）

• Intranasal vaccination may be recommended for piglets in herds newly infected with 
PRV.（推荐用于新感染PRV的仔猪群体）



猪伪狂犬病根除计划
（国家动物疫病控制中心主导，企业参与，生猪体系支持）

（1）材料准备阶段：疫苗和检测试剂

（2）抽样调查阶段：确定野毒感染率高低（˂10%；10%-20%；
˃20%），确定根除计划的步骤

（3）加强免疫阶段

（4）检疫淘汰

（5）清群阶段

（6）监测与认证（设立哨兵猪）

（7）维持阶段：不免疫，不感染，不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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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流程与内容
• 现场评估（按照评选条款逐一查看，评分；必备条件6项；其他69项

。其中关键项不能扣分，否则不通过）
• 69项：人员管理（5分）、结构布局（10分）、栏舍设置6分、卫生环保6分、无害

化处理9分、消毒管理12分、生产管理8分、防疫管理9分、种源管理12分、监测净
化14分、场群健康9分。

• 实验室检测：gE和gB抗体检测。
• 综合评估：通过，不通过。
• 农业农村部发文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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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累计批准了98家国家级伪狂犬病净化场

• 第一批：27
• 第二批：30
• 第三批：41（1家：河南民望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同时获批了猪伪狂犬病、猪瘟、猪
蓝耳病三个病原的非免疫净化场）

• 其他省级净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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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后的生产成绩对照（何启盖，2015）



参加“伪狂犬病”净化示范场（创建场）
现场评估有感

企业很重视：防非+伪狂犬病净化；组建净化团队（但有些分工不具体）。
感谢企业的支持和配合。

需要改进之处：

（1）系统的监测方案和计划

（2）针对伪狂犬病的培训力度不够

（3）风险分析不够

（4）消毒药物没有针对伪狂犬病毒

（5）年度净化评估不全面

（6）疑似病例不剖检和诊断

（7）仍然依赖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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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净化方案经验

• 国外：在全国分为伪狂犬病不同状态的区域，制定种猪
流动的标准。净化后期，使用基因缺失灭活疫苗，逐渐
过度到不免疫无疫。

• 我国净化策略：

   以种猪场（体系综合试验站、生猪核心育种场）为龙
头，带动区域净化。

   制定不同净化阶段的区域及防控策略（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广西贵港和武汉江夏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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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伪狂犬病净化的关键

1、基因缺失疫苗+鉴别诊断方法

           选用匹配性强的疫苗

           敏感性高的诊断方法

2、注重生物安全（减少外部风险）

3、淘汰野毒感染母猪和公猪

4、淘汰生产成绩差的母猪

5、净化维持后期，使用基因缺失灭活疫苗：环境中不存在活病毒。

      实现不免疫无疫，真正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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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病研究取得的成果

奖励：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单位）

              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参加）

• 疫苗：

       伪狂犬病鄂A株灭活疫苗

       伪狂犬病基因缺失疫苗（HB-98株）

       伪狂犬病基因缺失疫苗（HB2000株）

       伪狂犬病gE基因缺失灭活疫苗（HNX-12株）

• 诊断试剂：乳胶凝集试验试剂盒

          ELISA全病毒抗体试剂盒        
          gE-ELISA抗体鉴别诊断试剂盒

• 伪狂犬病国家检疫标准（2018）（拟修订，希望
得到大家的支持：反映新问题）



六、问题讨论

• 非洲猪瘟生物安全能预防猪伪狂犬病吗？不一定。

• 消毒：能消灭传播环境中和载体上的伪狂犬病毒，但不
能消灭体内的病原

• 因为：病毒潜伏感染；垂直传播

• 疾病净化场创建与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创建，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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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 项目经费支持：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CARS-36， CARS-35）
  公益性行业科技专项
  
• 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疫病诊断中心
                  农业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
                  省部共建生猪健康养殖协同创新中心
•产业界朋友长期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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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恳请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