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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国内外研究者对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形态结构、流行分布以及其致病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以期为研究猪流行性腹泻检测方法、研发相关疫苗或筛选抗病毒物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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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是由猪流行性腹泻病毒感染所

引起的一种猪肠道疾病，主要是通过破坏各年龄段

猪上皮绒毛细胞而使猪出现呕吐、脱水、腹泻等病

理症状，其中尤以哺乳仔猪最易感染[1]。此病传染率

高、发病力强、流行性广，是目前流传于世界范围内

的传染性猪病之一[2]。本文现就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的形态结构、流行分布、致病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进

展做系统的综述，以期为研究流行性腹泻病毒提供

参考依据。

1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形态结构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基因组全长大约 28 kb，转

录成亚基因组基因后可以编码几种结构性和非结

构性蛋白，其中主要的蛋白包括小膜蛋白（E蛋白，7

kDa）、膜蛋白（M蛋白，20～30 kDa）、纤突糖蛋白（S

蛋白，150～220 kDa）、核衣壳蛋白（N 蛋白，58

kDa）[3]。除此之外，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内部的基因组

5′端还具有 1a和 1b两大开放框架（ORFs），分别

编码 pp1a和 pp1b这 2种非结构性蛋白，而 3′端

则是非翻译区，末端链接 Poly（A）序列[4]。

2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流行分布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传染源主要是病猪，通过

粪便污染周围环境传染到消化道而使猪感染，其易

感群体是各个年龄阶段的猪，其中主要为仔猪 [5]。

1971年，在英国首次发现并报道了猪流行性腹泻[6]。

1978年，比利时和英国首次分离到此种病毒并将其

命名为猪流行性腹泻病毒（CV777），属冠状病毒科[7]。

自那时起，猪流性腹泻多暴发于欧洲。20世纪 80～

90年代间，猪流行性腹泻病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亚

洲国家发现并开始大范围暴发，导致仔猪（小于 1

周龄）死亡率高达 30%～80%[8-9]。直到现在，猪流性

腹泻仍在亚洲地区横行，时有暴发。2013年 5月，美

国首次发现并确认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感染，并在

2013-2014年间迅速蔓延至美国的 33个州，甚至古

巴、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等其他美洲国

家也相继报道了猪流行性腹泻疫情。截至到现在，

全球已经有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士、

俄罗斯（前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中国、菲律宾、

泰国、越南、西班牙、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乌

克兰、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等超过 30个国家和地

区发现并确认有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存在[10-12]。

3 猪流行性腹泻的病理学观察及致
病机理

猪感染流行性腹泻后，肉眼即可观察到病变：

猪萎靡不振，食欲下降，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严重

者甚至死亡；将猪剖杀后，会发现肠壁透明、肠道膨

胀，并充满灰黄色内容物，肠淋巴结水肿、肠系膜充

血或出血等情况；若进行电镜观察，则可进一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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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肠绒毛变短，肠细胞空泡化甚至脱落等[13]。这主

要是因为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经过口鼻感染后，能够

直接侵入到小肠，然后迅速在肠绒毛上皮细胞浆中

复制，进而导致细胞变性，并使相关酶活性降低，猪

肠绒毛萎缩，减少肠道吸收面积（即营养吸收功能

发生障碍），临床则表现为猪发生腹泻、脱水等症

状，严重时导致死亡[14]。

卓秀萍等[15]通过人工感染猪流行腹泻病毒观察

了哺乳仔猪的病理变化，经口接种猪流行性腹泻细

胞病毒的仔猪先是肠道有轻微炎症或肿胀，然后逐

渐开始腹泻或呕吐，肠道开始充血或出血，并伴随

着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的症状，最后仔猪腹泻、呕吐

等症状加剧，粪便恶臭，严重者甚至死亡。这与

SHIBATA等[16]研究结果较为相似，也说明了猪流性

腹泻病毒所引起的病理变化有规律可言。ALVAREZ

等[17]研究则发现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会削弱猪生长性

能并增加死亡率。JUNG等[18]研究表明，美国猪流行

性腹泻毒株对猪小肠具有高致病性和急性感染性，

其感染的主要部位是空肠和回肠。牛俊超等[19]在其

综述中也提到，由于病毒能在小肠上进行复制和增

殖，所以腹泻脱水是造成感染流行性腹泻病毒的猪

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与WANG等[20]的结论一致。

4 小 结

近年来，猪流行性腹泻的发生严重制约了养猪业

的发展。虽然国内外研究者对该病毒的结构、流行性

病学、致病机理的研究从未停歇，但该病毒对机体的

侵入、复制机制以及免疫病理学机制仍待深入揭示。

就目前来说，做好饲养管理，保持猪场卫生，接种现有

疫苗仍是防病的重中之重。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疫苗或抗病毒物质终将会被人们筛选并应用起

来，猪流行性腹泻的发生也终将减少并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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