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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血清学监测在动物疫病防控效果评估、疫病监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动物疫情预警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兽医实验室血清学监测的目的，结合养殖场动物疫病监测的实际需要等介绍了

血清标本的制备、常用的血清学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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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畜牧业发展集约化、标准化已成为发展

的方向和主要的模式，可随之而来的是动物群体所

面临的疫病感染压力也越来越大，疫病风险仍是影

响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各级政府一直

致力于加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力度，动物疫情基本稳

定，广大养殖场户也逐渐认识到疫病防控的重要

性，但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主要表现在：大

多疫病存在多病原混合感染；温和型及非典型性病

例不断增多，在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上多呈非典型

性；外来病原变异毒株不断增多；持续感染与潜伏

感染时常发生等，这些都给当前动物疫病的诊断和

控制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困难，因此科学地开展疫

病监测，尤其是开展血清学监测，可有效预防疫病

的发生，提高疫病防控效果。

1 血清学监测的目的

1）免疫评估。运用血清学技术开展免疫抗体监

测，可评估免疫效价是否可靠、免疫方式是否有效、

免疫程序是否合理等。目前，各级动物疫病防控机

构每年开展 2次集中监测（春秋季防疫结束后进行

的免疫评估监测以及日常监测），都在动物群体的

免疫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许多规模化养殖场

都在生产中定期开展血清学监测，以更好地掌握疫

情，进行特定的免疫工作，并增强免疫效果，目前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养殖场已经接受和重

视免疫抗体监测与评估、制定本场的免疫程序、测

定疫苗免疫后的效价水平、开展不同疫苗比对测定

等，血清学监测在指导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规模化养殖场在生产中，要根据当地和本场

疫情制定符合本场生产实际的免疫规程，并严格实

施。

首先要充分考虑到母源抗体的影响，最科学和

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血清学监测来测定母源抗体

实际水平，以确定免疫的最佳时机。研究和生产实

践证实，当幼畜（禽）体内的母源抗体水平在发挥作

用的临界值时，进行免疫的效果最好。因为如果在

母源抗体水平过高时免疫，会因中和抗原而导致免

疫失败；当年幼畜禽体内抗体浓度低于临界值时，

尤其是在过低时，会形成免疫空档期，增加动物的

感染风险。此外，根据血清学监测的抗体浓度来确

定免疫剂量，既可以保证免疫效果，又可减轻免疫

带来的应激反应，还能减少药品成本的投入。因此，

在生产中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血清学监测，对做好

免疫防控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2）动物疫病监测预警。血清学监测是动物疫病

监测预警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定期地、分阶段地、

分群体地对养殖场内动物群体进行血清学监测，可

以准确了解监测群体的免疫、健康状况，从而制定

相应的防控措施，提高免疫效果。例如，在奶牛养殖

场定期开展布鲁氏杆菌病血清学监测，可及时筛查

阳性牛，避免疫病的传播。而在未免疫圆环病毒疫

苗的生猪养殖场可开展圆环病毒的抗体监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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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呈阳性，则预示着该场已感染圆环病毒，需要

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3）疫病诊断和净化。在动物疫病诊断监测中，

许多抗原抗体检测试剂盒就是用血清学原理研制

的。如猪瘟抗原检测 ELISA试剂盒可以直接分析出

猪瘟病毒的抗原类型，而口蹄疫苗 3ABC抗体检测

试剂盒则能明显区分免疫抗体和野毒感染抗体。另

外，也可以采用非结构蛋白 ELISA方法来区分野毒

感染和免疫抗体。采用血清学试验用于疫病净化的

经典实例是对于猪伪狂犬病上的免疫防控，这在欧

盟、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取得了成功。我国通过类

似的方法，也同样取得成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

物工程技术的发展，标记疫苗和血清学鉴别诊断技

术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将大大加快某些重大动

物疫病的净化、杀灭，甚至根除的进程。

4）动物性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热点，加强动物性食品安全监管意义重

大。目前，基于血清免疫学原理研制出的快速检测

卡（试纸），以其操作的简单和快捷性在动物性产品

安全监管及检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三聚氰胺、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检测已

变得简单、快捷而准确，这些手段的运用极大地威

慑了不法分子，有效遏制了违法添加行为，切实保

障了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

2 血清标本的制备

1）样品采集方法。进行血清学检测时，首先要

进行血清样本的制备。可采用抗凝真空采血管进行

采血。采血量的确定与检测目的密切相关。当只需

要少量血液时，对猪和兔可采取耳静脉采血，家禽

可在鸡冠部或翅静脉采血；血清需要量多时，对于

牛、羊可采取颈静脉采血，而猪可由耳静脉或前腔

静脉采血，禽类动物则采取心脏采血法。采血后可

放置在室内 24 h，使血液自然干燥后血清自然析

出；如果在冬天则需要放置在温水内加热以防止冻

结，而夏天则需要采取降温措施，以防止血液的腐

败变质。待血清析出后，用移液器收集到离心管中，

做好标记并进行冷藏处理，以待检测。

2）样品采集质量。在采集血清样品时，最好采

取自然凝固的方式，冬天需要保温措施以防止冻

结，夏季需降温措施，防止变质（也可在室温下过

夜），不要进行离心机操作，以确保血液不发生溶血

现象。最后得到清亮透明的血清样品。

3 常用血清学检测技术

1）常用的血清学监测方法。血清学监测技术的

原理是抗原与抗体的特异性结合反应。随着科技的

进步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血清学监测技术也日

新月异，层出不穷，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例如目

前在实验室和生产实际中广泛应用的病毒中和试

验、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琼脂凝胶扩散试验、血清

平板和试管凝集试验、免疫胶体金层析技术、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等，这些技术在其各自应用领域均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2）血清学监测方法的应用。目前，各种生物或

兽医实验室和部分规模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养殖

场都可开展血清学监测。

大多数实验室能够开展的血清学试验主要有

血凝试验和 ELISA试验。其中血凝试验方法简单，

易于操作，结果准确。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有布鲁

氏杆菌病采用平板或试管凝集试验，禽流感和新城

疫采用血凝 -血凝抑制试验（HA-HI），猪瘟和口蹄

疫采用正向间接血凝试验。而对于 ELISA试验，其

特点是灵敏度高，特异性强、重复性和稳定性都较

强，可以重点检测禽流感、猪瘟、口蹄疫、猪蓝耳病

等疫病，并可以做到定性或者半定量检测。需要注

意的是，ELISA试验的灵敏度和准确度虽然高，但同

时也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对环境、温度和

时间的要求较高。目前养殖场大多采用血凝试验和

免疫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来开展血清学检测活动，

其方法简单，操作方便快捷，这都为血清学监测技

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和推广打下了坚实的

技术基础，为动物疫病的防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也促进了相关检测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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