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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各省份未免疫猪链球菌病疫苗和猪流感疫苗猪场的临床发病猪分离的 4 661份猪血清作为检测

对象，使用猪流感病毒（H1亚型）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和猪链球菌 2型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分别检测猪流感

病毒（H1N1）和猪链球菌 2型（SS2）的抗体，将检测结果从时间、空间进行分析，以探究猪流感与猪链球菌感染的

基本规律，从而为疾病的防治提供借鉴和指导。检测结果表明，初春 4月左右是猪流感流行的季节，猪流感 H1N1

抗体平均阳性率为 45.19%；猪链球菌一般在 7-11月流行，猪链球菌 2型（SS2）抗体平均阳性率为 54.85%，双阳

性的血清检出率在 10-12月最高，双阳性的血清检出率最高的是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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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病是由猪流感病毒（Swine influenza

virus，SIV）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和高度接触性

呼吸道传染病[1]。其临床症状是突发高热、咳嗽、呼吸困

难、甚至呼吸衰竭，还可感染相关人员并致其死亡[2-3]，

在全世界多次暴发大流行，不仅给养猪业造成重大损

失，也对人类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4-5]。猪链球

菌（ ， ）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

传染病病原[6-8]，其中最常见也是毒力最强的血清型是

猪链球菌 2型[9-10]。猪链球菌 2型可引起猪的败血症、

关节炎、脑膜脑炎、心内膜炎、肺炎[11-12]。我国分别于

1998年、2005 年暴发了 2 次大规模的人感染猪链

球菌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多名从业人员感染甚至死

亡[13-14]。

为了分析猪流感 H1亚型和猪链球菌 2型的流

行规律，笔者将大量临床发病猪分离的猪血清作为

检测对象，使用猪流感病毒（H1亚型）ELISA抗体检

测试剂盒和猪链球菌 2型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

分别检测猪流感病毒（H1N1）和猪链球菌 2型（SS2）

的抗体，将检测结果从时间、空间进行分析，以探究

猪流感与猪链球菌感染的基本规律，从而为疾病的

防治提供借鉴和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血清和试剂盒。分离来自河南、湖北、广东、

安徽、江西、湖南、浙江、河北等地猪场的临床发病

猪全血，共分离血清 4 661份，-70 ℃冰箱冷冻保

存。猪流感病毒（H1亚型）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猪链球菌 2型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均购自武汉

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待检血清的抗体检测。使用猪流感病毒（H1亚

型）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对 4 661份血清中随机选

取的 2 808份进行猪流感（H1亚型）抗体检测，分别

按时间和地域进行统计分析；使用猪链球菌 2 型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对 4 661份血清中随机选取

的 4 121份进行猪链球菌 2型（SS2）抗体检测，分别

按时间和地域进行统计分析；选取 2 268份血清，对

每一份血清同时进行猪流感 H1N1和猪链球菌 2型

抗体检测，分别从时间和地域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猪流感病毒（H1亚型）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检测猪血清抗体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具体步骤

为：使用血清稀释液对待检猪血清按 1︰40的比例

进行稀释，将稀释好的血清取 100 μL加入到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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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月份猪流感（H1N1）抗体检测结果统计表

表 2 不同省份猪流感（H1N1）抗体检测结果统计表

月份 血清样 阳性 阳性率 /%

1 91 51 56.04

2 265 144 54.24

3 132 48 36.36

4 126 90 71.43

5 328 123 37.50

6 168 46 27.38

7 488 118 24.18

8 49 13 26.53

9 468 210 44.87

10 254 150 59.06

11 218 139 63.76

12 221 137 61.99

合计 2 808 1 269 45.19

地区 血清样 阳性 阳性率 /%

河南 296 69 23.31

湖北 1 239 714 57.63

广东 270 90 33.33

安徽 91 43 47.25

江西 227 146 64.32

湖南 235 129 58.89

浙江 150 28 18.67

河北 300 50 16.67

合计 2 808 1 269 45.19

包被板孔中，同时设 2孔阴性对照，2孔阳性对照及

1孔空白对照，轻轻振匀孔中样品，置 37 ℃下孵育

30 min。甩掉反应孔中的溶液，每孔用 200 μL洗

涤液洗涤 5次，每次静置 3 min后倒掉洗涤液，并

拍干。每个反应孔加羊抗猪酶标二抗 100 μL，置

37 ℃下孵育 30 min后洗涤 5次。每个反应孔加底物

液 A和底物液 B各 1滴，混匀，室温避光显色 10 min

后，加终止液 1滴，混匀后 15 min内测定结果。结果

判定：以空白对照孔调零，在酶标仪上测各孔 OD630nm

值。试验成立的条件是 2个阳性对照孔的 OD630nm值相

差应＜0.3，阳性对照孔 OD630nm值均应≥0.8，且＜2.5；

阴性对照孔 OD630nm值均应＜0.2。如果 S≥ ×0.25，判

为阳性；如果 S＜ ×0.25，判为阴性（S：样品测定孔

OD630nm值；P：阳性对照孔平均 OD630nm值）。

猪链球菌 2 型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检测猪

血清抗体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具体步骤为：使用

血清稀释液对待检猪血清按 1︰40的比例进行稀释，

将稀释好的血清取 100 μL加入到抗原包被板孔中，

同时设 2孔阴性对照，2孔阳性对照及 1孔空白对照，

轻轻振匀孔中样品，置 37 ℃下孵育 30 min。甩掉反

应孔中的溶液，每孔用 200 μL洗涤液洗涤 5次，每次

静置 3 min后倒掉洗涤液，并拍干。每个反应孔加羊

抗猪酶标二抗 100 μL，置 37 ℃下孵育 30 min后洗

涤 5次。每个反应孔加底物液 A和底物液 B各 1滴，

混匀，室温避光显色 10 min后，加终止液 1滴，混匀后

10 min内测定结果。结果判定：在酶标仪上测定各孔

OD630nm值试验成立的条件是，阳性对照孔 OD630nm值均

应≥0.8，且＜2.0；阴性对照孔 OD630nm值均应＜0.3。如

果样品 OD630nm值≥0.35，判为阳性；如果样品 OD630nm

值＜0.35，则判为阴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猪流感（H1亚型）抗体检测

使用猪流感病毒（H1亚型）ELISA抗体检测试

剂盒对 4 661 份血清中随机选取的 2 808 份进行

猪流感（H1亚型）抗体检测，分别按时间和地域进

行统计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1）从时间分析猪流感（H1N1）抗体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按 12个月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如表 1所

示，全年猪流感抗体的平均阳性率为 45.19%，其中春

夏交际 4月及初冬（10、11、12月）的阳性率偏高。

2）从区间分析猪流感（H1N1）抗体检测结果。地

域上按 8个省份进行统计分析比较（表 2），结果表

明，8个地区平均阳性率为 45.19%，湖北、安徽、江

西及湖南省高于抗体平均阳性率（45.19%）。

2.2 猪链球菌 2型（SS2）ELISA抗体检测

用猪链球菌 2型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对 4 661

份血清中随机选取的 4 121 份进行猪链球菌 2 型

（SS2）抗体检测，分别按时间和地域进行分析，结果

如下。

1）从时间角度分析检测结果。检测结果从时间上

进行统计分析比较（表 3），全年检测平均阳性率为

54.60%，全年中 10月份阳性率最高，为 72.92%。

2）从区间分析检测结果。检测结果按 8个省份进

行统计分析比较。从检测结果看（表 4），8个地区平均

阳性率为 54.60%，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及湖南省抗

体阳性率较高。

2.3 猪流感H1亚型与猪链球菌 2型共感染抗体阳性

率分析

选取 2 268份猪血清，对每一份血清同时进行猪

流感H1N1和猪链球菌 2型抗体检测，分别从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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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月份猪链球菌 2型（SS2）抗体检测结果统计表

月份 血清样 /份 阳性 /份 阳性率 /%

1 174 77 44.25

2 303 152 50.17

3 425 112 26.35

4 525 196 37.33

5 379 188 49.60

6 308 175 56.82

7 1 270 864 68.03

8 116 79 68.10

9 171 121 70.67

10 48 35 72.92

11 193 136 70.47

12 209 115 55.02

合计 4 121 2 250 54.60

表 4 不同地区猪链球菌 2型（SS2）抗体检测结果统计表

表 5 按时间统计同背景血清的猪流感（H1N1）与猪链球菌（SS2）抗体检测结果

不同省份 血清样 阳性 阳性率 /%

河南省 589 297 50.42

湖北省 2 597 1 534 59.07

广东省 66 23 34.85

安徽省 170 89 52.35

江西省 225 113 50.22

湖南省 358 176 49.16

浙江省 42 8 19.05

河北省 74 10 13.51

合计 4 121 2 250 54.60

月份 样品 H1N1阳性数 H1N1阳性率 /% SS2阳性数 SS2阳性率 /% 双阴 /份 双阴率 /% 双阳 /份 双阳率 /%

1 91 12 13.19 2 2.20 38 41.76 39 42.86

2 265 57 21.51 3 1.13 118 44.53 87 32.83

3 132 9 6.82 3 2.27 81 61.36 39 29.55

4 126 26 20.63 4 3.17 32 25.40 64 50.79

5 328 8 2.44 41 12.50 164 50.00 115 35.06

6 168 1 0.60 35 20.83 87 51.79 45 26.79

7 488 8 1.64 191 39.14 179 36.68 110 22.54

8 49 2 4.08 27 55.10 9 18.37 11 22.45

9 171 3 1.75 54 31.58 47 27.49 67 39.18

10 48 2 4.17 5 10.42 11 22.92 30 62.50

11 193 18 9.33 15 7.77 35 20.21 121 62.69

12 209 18 8.61 4 1.91 76 36.36 111 53.11

合计 2 268 168 - 384 - 877 - 839 -

平均 - - 7.23 - 16.93 - 38.67 - 36.84

地域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从时间上分析。对检测的 2 268份血清从时

间上进行分析，H1N1和 SS2均为阳性的血清检出

率在 10-12月份最高，其中 11月份阳性率最高，为

62.69%（表 5）。

2）从地域上进行分析。从地域上分析，H1N1和

SS2均为阳性的地区中，阳性率最高的为湖南，阳性率

为 50.64%，阳性率最低的地区为河北，阳性率为 2.7%。

3 讨 论

对未经疫苗免疫的发病猪的血清进行抗体检

测，是判定猪发病的有效方法。猪链球菌病和猪流

感都是我国广泛流行的重要猪场传染病，对我国

养猪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15-16]，本研究对猪链球菌

2 型抗体和猪流感抗体进行研究，从时间、空间上

研究流行规律，从而为防控猪链球菌和猪流感提

供帮助。同时猪流感的流行特点是致病性较高，致

死率较低，但感染猪流感会极大降低猪体免疫力，

进而增加猪体对细菌病的继发感染[17-18]。猪链球菌

是一种重要的条件性致病菌[19]，在机体免疫力低下

或极端环境情况下，容易激发猪链球菌的致病性，

造成宿主感染。因此，对猪链球菌 2型抗体和猪流

感抗体进行共同检测，也会对猪链球菌和猪流感的

联合防控提供借鉴和指导。本研究以不同月份和不

同省份分离血清进行抗体检测，探究猪链球菌和猪

流感感染和混合感染的流行季节和流行地域，为疾

病的疫苗防控时间和重点防控地域提供指导。

4 结 论

1）对猪流感抗体检测结果表明，在初春 4月和

初冬（10、11、12 月）是猪流感流行的季节，猪流感

H1N1抗体平均阳性率为 45.19%，湖北、安徽、江西

及湖南省高于抗体平均阳性率。鉴于全年较高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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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按区间统计同背景血清猪流感（H1N1）与猪链球菌（SS2）的抗体检测结果

地区 样品 H1N1阳性数 H1N1阳性率 /% SS2阳性数 SS2阳性率 /% 双阴 /份 双阴率 /% 双阳 /份 双阳率 /% 样品

河南 296 3 1.01 55 18.58 172 58.11 66 22.30 296

安徽 91 6 6.59 16 17.58 32 35.16 37 40.66 91

湖北 1 239 140 11.30 210 16.95 319 25.75 570 46.00 1 239

江西 225 0 0.00 77 34.22 118 52.44 30 13.33 225

湖南 235 10 4.26 2 0.85 104 44.26 119 50.64 235

广东 66 1 1.52 10 15.15 42 63.64 13 19.70 66

浙江 42 3 7.14 6 14.29 31 73.81 2 4.76 42

河北 74 1 1.35 8 10.81 63 85.14 2 2.70 74

合计 2 268 164 - 384 - 881 - 839 - 2 268

平均 - - 7.23 - 16.93 - 38.84 - 36.99 -

体阳性率，建议全年进行疫苗免疫，并在 4 月和初

冬（10、11、12月）猪流感流行之前进行疫苗免疫监

测，使接种猪群产生免疫保护力，湖北、安徽、江西

及湖南省等省份应加强对猪流感的重视程度。

2）猪链球菌一般在 7-11月流行，猪链球菌 2型

抗体的平均阳性率为 54.85%，河南、湖北、安徽、江

西及湖南省抗体阳性率较高。鉴于全年较高的抗体

阳性率，建议全年进行疫苗免疫，并在 7月猪链球

菌流行之前进行疫苗免疫监测，使接种猪群产生免

疫保护力，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份应

加强对猪链球菌病的重视程度。

3）H1N1 和 SS2 均为阳性的血清检出率在

10-12月最高，其中 11月阳性率最高为 62.69%；均

为阳性的血清检出率最高的为湖南，阳性率为

50.64%。双阳性抗体的高检出率显示猪流感和猪链

球菌混合感染非常严重，建议加强对猪流感和猪链

球菌的协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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