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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监测的常用样品采集方法
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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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动物疫病监测采样中，技术方法和样品质量决定着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采样必须遵循一般的

原则，对采样技术人员、方法及操作程序都有特定的要求。本文从采样原则、样品种类、采样技术方法及注意事项

等方面进行总结，确保样品质量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为重大动物疫病诊断和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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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测采样的一般原则

1）应该遵循适时、典型、无菌、适量和生物统计

的原则。

2）凡是急性死亡病例、发现有血液凝固不良、

口鼻、肛门天然孔出血、尸僵不全等疑似炭疽症状

表现的，应先采集耳尖血液制作血涂片染色镜检，

发现呈竹节状排列的大杆菌确诊为炭疽病的，严禁

解剖。

3）采样时应先采集无菌心、肺、肝等实质器官，

再采集胃肠、粪便等容易污染的组织，避免交叉

感染。

4）要根据不同的检验目的要求和对病例的初

步判断分析采集样品。采集的病料样品应具有代表

性，采集的组织器官病变要明显。病因不明时，可对

组织器官、分泌物、排泄物等进行全面采集。

5）采集血液、O-P 液等样品应提前禁食 4~6 h。
采集血样应根据不同采样对象、检验项目及所需血

量多少采取不同方法与部位。

6）采样时做好个人生物安全防护，穿好防护

服，佩戴好口罩、帽子、胶套、手套等防护用品，避免

人畜共患病感染或环境污染发生。

7）采样数量要求：诊断时，可采样 1~3 只（头）

病死动物的组织器官；疫苗免疫注射抗体效果主动

监测时，免疫后 21 d 每个场（户）采集 30 份血样；

种群疫病监测净化，制定方案确定采样次数和采样

日期，逐头采样。疫情监测或流行病学调查时，采样

数量要符合生物统计学的要求。

2 常用监测样品的采集方法及技术
要求

1）抗凝血：即加抗凝剂的血液，常用来作细菌

或病毒检验样品。采集的血液立即与抗凝剂充分混

匀，防止凝固，密封贴上标签，冷藏。

2）非抗凝血：即不需要加抗凝剂的血液，待血

液凝固后血清析出，常用来作血清学试验。血清制

备方法：血样在室温下（不能冷藏）倾斜放置 2~4 h
（有利于血清析出），待血液凝固自然析出血清，再经

离心机离心 5 min，分离出血清，将血清移入 2 mL 塑

料离心管中，封口贴标，4 益冷藏。若需长期保存，将

血清置于-20 益冷冻。

3）禽泄殖腔拭子：将灭菌的拭子插入泄殖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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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深 1.5~5.0 cm 旋转并刮取黏膜表层的组织或粪

便，立即将样品端置于含有多种抗生素、15%以上甘

油的 PBS 液的 2 mL 离心管中，做好标记，密封低温

保存。主要用来监测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病。

4）禽喉气管拭子：将消毒灭菌的棉拭子从口腔

插入至咽的后部直达喉气管，轻柔擦拭并缓慢旋

转，将拭子置于保存缓冲液之中。主要用来监测高

致病性禽流感等疫病。

5）鼻腔拭子：主要用来监测羊小反刍兽疫、非

洲猪瘟等疫病。用灭菌的棉拭子伸入鼻腔采集分泌

物，随即将拭子置于有双抗的 PBS 保存液中，密封

低温保存。

6）牛羊 O-P 液（咽食道分泌物）：探杯在采样前

经 0.2%柠檬酸或 1%~2%氢氧化钠溶液中浸泡 3~5 min，
再用与动物体温一致的清水冲洗探杯后使用，每采

集完 1 头后，探杯要进行消毒并反复清洗以防止酸

碱灼伤动物食道。采样时要保定好动物，将探杯随

吞咽动作小心插入食道 5~10 cm 处，轻轻来回抽动

2~3 次，然后将探杯拉出，取出 5~10 mL O-P 液，倒

入含有等量细胞培养液或磷酸缓冲液的灭菌瓶或

离心管中，充分摇匀密封，冷藏送检。主要用于 PCR
试验，监测动物口蹄疫等疫病。

7）皮肤样品：活体动物的病变皮肤，如有新鲜

的水泡皮、结节、痂皮等可直接剪取 3~5 g，置于保

存液中。疑似口蹄疫发病后期，采样直接取舌体皮

肤检测效果好。

8）实质器官：动物心、肺、肝、脾、肾、淋巴结等

实质器官，病料要求新鲜、无污染。必须采用无菌操

作技术和已消毒的配套器械，若器械污染，在取组

织样品之前，应用酒精灯火焰消毒手术刀、剪、镊等

器械，所采样品分别放入灭菌袋中，密封贴标，注明

动物、组织名称、日期，防止病料相互感染，冷藏送

检。若运送时间较长，可作冰冻状态保存。

9）肠管的采集：在病变肠管两端用缝合线扎紧

打结,从结扎线外侧端剪断，把该段肠管放置于灭菌

袋或器皿中，冷藏送检。

10）牛、羊脑采集：主要用于海绵状脑病的监

测。在枕骨大孔处用剪刀剪开脑硬膜，目的是便于

插入采样勺。然后用食指伸入枕骨大孔中，沿着腔

壁转 1 圈，目的是分离切断脑髓与腔壁相连的神经

和血管，以便于脑髓顺利挖出。紧贴枕骨大孔的腔

壁插入采样勺，以免破坏脑髓。插入 5~7 cm 深度

（羊脑则为 4 cm），然后扳住勺子手柄，往外挖出脑

组织，延脑即可完整取出，注意脑组织采样需在动

物死亡之后尽快采集并-70 益冷冻保存。

3 样品采集、保存、记录、运送环节注

意事项

1）心、肝、肾等实质器官采样，必须包括病灶及

临近正常组织，以便于对照。死亡动物要尽快采样，

夏天高温不能超过 6 h，冬天不得超过 24 h。
2）血液、O-P 液等样品在采集前禁食 8~12 h，

可少量饮水，以免胃内容物反流污染 O-P 液。

3）样品信息记录要填写完整：所有样品都要认

真填写采样表，包括场户名、场址、畜种、年龄、联系

人及电话、采样数量、名称、编号、养殖规模、免疫情

况、临床表现、发病数量、死亡数量及时间、治疗用

药记录、饲料类型等。不同样品应独立密封包装，样

品标签用记号笔注明样品名称、编号、采样日期，采

样人和被采样单位签字或盖章确认，应将采样表及

所采样品一起送实验室。

4）样品保存：血清、咽-泄殖腔拭子等样品为便

于保存，可加入青霉素、链霉素防止腐败、抑制杂菌

繁殖。

5）样品运送：采集的样品以最快最直接的途径

送实验室检验。样品 24 h 内送达，可放在 4 益冷藏

箱内运送；24 h 内不能送达的可把样品进行冷冻，

并以此状态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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