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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黑山羊不同首免日龄接种
小反刍兽疫弱毒疫苗田间试验

覃 维 1 韦玉庆 2 黄小武 3* 韦 钰 4 曾庆伦 4 贺 春 5

1.广西柳州市城中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柳州 545006；2.广西鹿寨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广

西鹿寨 545600；3.广西柳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柳州 545006；4.广西融水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广西融水 545300；5.广西融安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融安 545400

摘要 本试验对不同日龄段（30~44 日龄、45~54 日龄、55~64 日龄、65~80 日龄）山羊组群接种小反刍兽疫弱

毒疫苗，分别于接种疫苗后第 28 天、第 120 天和第 180 天采集血样，分离血清，应用阻断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抗

体，以期评估柳州本地黑山羊羔羊不同首免日龄接种小反刍兽疫弱毒疫苗的免疫效果。试验结果显示，以 35~44
日龄为首免日龄接种疫苗的免疫效果不理想，以 45~54 日龄、55~64 日龄和 65~80 日龄为首免日龄接种疫苗取得

了良好免疫效果，但后二者免疫效果更优。建议选择 55~64 日龄段为柳州当地黑山羊接种小反刍兽疫疫苗的首

免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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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反刍兽疫于 2007 年首次传入我国西藏阿里

地区[1]；2013 年 11 月底再次传入我国并不断蔓延，

对养羊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接种小反刍兽疫弱

毒疫苗是防控该病重要措施之一。羔羊小反刍兽疫

疫苗的首免日龄尚无统一标准，各地养殖状况存在

明显差异，优化或完善免疫程序是全面深入推进小

反刍兽疫防控的重要内容。本试验旨在评估当地黑

山羊不同首免日龄接种小反刍兽疫弱毒疫苗的

免疫效果，为优化当地小反刍兽疫免疫程序提

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试验疫苗。小反刍兽疫弱毒疫苗，新疆天康

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规格：50 头份/
瓶，批号：2016044-2，每头份疫苗含有的小反刍兽

疫弱毒病毒至少为 1伊103 TCID50。按瓶签注明头份，

用灭菌生理盐水将疫苗稀释至每毫升含有 1 头份，

充分混合均匀，冷藏保存备用，稀释后的疫苗在 3 h
内用完。

2）诊断试剂。

淤羊小反刍兽疫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

法）：购自北京勤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为

20170802。
于小反刍兽疫病毒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试

剂盒：购自北京世纪元亨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

批号：PPR20161010。
3）仪器。Multiskan FC 酶标仪（赛默飞世尔科技

有限公司），荧光 PCR 仪 （CFX96 Touch）（美国

BIO- RAD（伯乐）），可调移液器，恒温培养箱。

4）试验动物。选取接种过小反刍兽疫弱毒疫苗

的母羊所产后代，且未接种过小反刍兽疫弱毒疫

苗、临床检查健康、30~80 日龄的柳州本地黑山羊

8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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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动物病原核酸检测结果

1.2 试验方法

1）疫苗的接种。试验时间为 2016 年 9 月-2017
年 3 月，将试验山羊随机分为 A（30~44 日龄）、B
（45耀54 日龄）、C（55耀64 日龄）、D（65耀80 日龄）4 个

试验组，每组 20 只，采集棉拭子样品后每只山羊颈

后皮下注射试验疫苗 员 头份，在未改变原有条件下

饲养。

2）样品的采集。

淤棉拭子。免疫前，逐头采集试验组山羊的眼

拭子、鼻拭子样品。

于血清。分别于接种疫苗后第 28、120、180 天

颈静脉采血，每份不少于 3 mL/次，分离血清不少于

1 mL/份，血清清亮、无溶血、无染污，于-20 益以下

保存待检。

3）病原核酸的检测。采用荧光 RT-PCR 方法检

测小反刍兽疫病毒核酸，具体操作参照说明书。结

果判定：阳性对照 Ct 值臆30 并出现特定的扩增曲

线，阴性对照无 Ct 值并且无特定扩增曲线，实验室

结果成立；被检样品 Ct 值臆30 并出现扩增曲线为

阳性，30﹤Ct﹤37 并出现扩增曲线为可疑，重新抽

提检测仍为可疑，可判阳性；被检样品 Ct逸37，判定

为阴性。

4）血清抗体的测定。采用阻断 ELISA 方法检测

PPR 血清抗体，具体操作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以 OD450 nm 吸光值为判定标准。试验正常情况

下，阴性对照吸光值逸1.0，阳性对照吸光值臆阴性

对照吸光值伊50%。按照公式计算阻断率（PI）：PI（阻

断率）=（1-样本值/阴性对照孔均值）伊100%，根据

PI 进行结果判定：PI逸50%为阳性；PI约50%为阴性。

5）数据处理。试验数据处理和结果显著性检验

均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动物病原核酸检测结果

采用荧光 RT-PCR 方法对采集的 80 份拭子样

品进行小反刍兽疫病毒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全部为

阴性（表 1）。
2.2 试验动物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1）第 28 天的检测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山羊

在接种小反刍兽疫弱毒疫苗后的第 28 天各试验组

均产生了一定水平的免疫抗体，抗体阳性率平均值

为 77.50%，其中 A 组免疫抗体阳性率最低为 60%，

D 组免疫抗体阳性率最高为 100%。

2）第 120 天的检测结果。由表 3 可知，山羊在

接种小反刍兽疫弱毒疫苗后的第 120 天，抗体阳性

率平均值为 85.00%，其中 A 和 B 组免疫抗体阳性

率均为 70%，C 和 D 组免疫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

与 A、B 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3）第 180 天的检测结果。由表 4 可知，山羊在

接种小反刍兽疫弱毒疫苗后的第 180 天时，抗体阳

性率平均值为 83.75%，其中 A 组免疫抗体阳性率

为 65%，B 组免疫抗体阳性率为 70%，C 和 D 组免

疫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前二者与后二者组间结

果存在显著差异（ 约0.05）。

场名 样品数/份 阳性数/份 阳性率/%
A 20 0 0
B 20 0 0
C 20 0 0
D 20 0 0

合计/平均 80 0 0
表 2 试验动物血清抗体检测结果（第 28 天）

场名 样品数/份 阳性数/份 阳性率/%
A 20 12 60.00
B 20 13 65.00
C 20 17 85.00
D 20 20 100.00

合计/平均 80 62 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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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免疫抗体阳性率趋势曲线

曲线图显示，A 组免疫抗体阳性率呈先升高后

下降的趋势，B 组、C 组和 D 组免疫抗体阳性率上升

后能较长时间维持在一定水平（图 1）。
3 讨 论

众多学者研究结果[3-8]表明，我国当前应用的小

反刍兽疫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可产生良好

的临床免疫效果。该项研究旨在优化当地小反刍

兽疫免疫程序，有效提高辖区小反刍兽疫免疫质

量，防止疫情发生和扩散，保护当地山羊养殖业

健康发展。

试验动物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显示，A 组免疫抗

体阳性率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免疫后第 180 天

时免疫抗体阳性率为 65%、已经低于 70%，A 组与

C 组、D 组免疫后第 28、120 和 180 天时的免疫抗体

阳性率均存在显著差异；B 组、C 组和 D 组免疫抗体

阳性率上升后能较长时间维持在一定水平，但 B 组

与 C 组、D 组免疫后第 28、120 和 180 天时的免疫

抗体阳性率均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这些结果原因可

能与母源抗体有直接关系，母源抗体对疫苗抗原有

部分中和作用。研究[9-12]证实，免疫母羊后代获得一

定水平母源抗体。试验动物病原核酸检测结果显

示，采集的 80 份试验动物拭子样品均为阴性，表明

试验动物没有感染小反刍兽疫病毒，排除了野毒感

染对试验结果的干扰。

表 3 试验动物血清抗体检测结果（第 120 天）

场名 样品数/份 阳性数/份 阳性率/%
A 20 14 70.00a
B 20 14 70.00a
C 20 20 100.00b
D 20 20 100.00b

合计/平均 80 68 85.00

表 4 试验动物血清抗体检测结果（第 180 天）

场名 样品数/份 阳性数/份 阳性率/%
A 20 13 65.00a
B 20 14 70.00a
C 20 20 100.00b
D 20 20 100.00b

合计/平均 80 67 83.75

图 1 免疫抗体阳性率趋势曲线

注：同列标注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约0.05），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跃0.05），下同。

监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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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验结果看，以 35~44 日龄为首免日龄接种

疫苗的免疫效果不理想，以 45~54 日龄、55~64 日龄

和 65~80 日龄为首免日龄接种疫苗取得了良好免

疫效果。李芳等[12]研究报道，大部分羔羊 1~2 月龄时

母源抗体维持较高水平，2 月龄以后显著下降至

30%以下。过早接种疫苗易受母源抗体干扰而造成

免疫失败，接种疫苗过晚则母源抗体空窗期太长，

又会增加 PPRV 侵袭风险。因此，建议选择 55~64
日龄为柳州当地黑山羊接种小反刍兽疫疫苗的首

免日龄。

徐雅萍等[13]研究表明，具有母源抗体的湖羊羔

羊的最佳免疫时间为 100 日龄左右，群体保护率

高，免疫期长。张子荣等 [9]研究分析，对于经免场

PPR 的最佳免疫时间应选择在断奶后 30 日龄左

右，即 60 日龄断奶、90 日龄免疫；90 日龄断奶、120
日龄免疫。免疫抗体受多种因素影响，免疫抗体水

平是动态变化过程，各地应当依据实际监测情况来

调整或优化当地羔羊首免日龄。该试验样本数量较

小，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

4 结 论

建议选择 55~64 日龄段为柳州当地黑山羊接

种小反刍兽疫疫苗的首免日龄。我国国土面积辽

阔，各地养殖品种、饲养方式和地理条件等存在差

异，可以根据实际免疫效果评估来调整或优化当

地的羔羊首免日龄，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免疫质量。

养殖场在实施疫苗接种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生物

安全技术措施的落实，才能最终实现净化和消灭

该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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