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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简化免疫程序，减少免疫次数，降低反复多次免疫对猪只的应激，采用三种猪用疫苗

联合免疫进行可行性分析。 首先将猪瘟、猪丹毒、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三联活疫苗与猪伪狂犬病活

疫苗进行混合，测定了混合后猪瘟病毒、伪狂犬病病毒、猪丹毒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的活性。 同

时，在试验猪群中开展混合疫苗与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疫苗同步两点注射的联合免疫效果评价。
结果显示，三联活疫苗和猪伪狂犬病活疫苗的混合疫苗与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苗的联合免疫不会

降低疫苗的免疫效果，且能够达到较单独免疫更好的免疫效果，表明采用三种猪用疫苗进行联合免

疫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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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伪狂犬病（Ｐｏｒｃｉｎｅ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ＰＲ）是由伪

狂犬病毒（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ｖｉｒｕｓ，ＰＲＶ）引起的家畜和

野生动物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感染母猪表现流产、
死胎、弱仔、木乃伊胎等繁殖障碍症状［１］。 猪瘟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ＣＳＦ）是由猪瘟病毒（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ＣＳＦＶ）感染引起的一种具有高度

传染性的烈性传染病，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必须通

报的疾病之一［２］。 ＣＳＦＶ 能够感染仔猪和成年猪，
并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对养猪业威胁巨大，在我

国被列为重点防控的二类疫病［３］。 猪圆环病毒病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ｃｉｒｃｏ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是由猪圆环病毒 ２ 型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ｃｉｒｃ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２，ＰＣＶ２）引起猪的多种疾

病的总称，包括断奶仔猪多系统综合征、猪呼吸道

疾病综合征、猪皮炎与肾病综合征，幼龄仔猪先天

性震颤以及怀孕母猪繁殖障碍等［４ － ５］；自 ２０００ 年

左右传入中国以来［６ － ７］，在我国猪群中广泛传播，
临床上出现了 ＣＳＦＶ 与 ＰＣＶ２ 以及其他病毒混合感

染的现象［８］。 猪丹毒（Ｓｗｉｎｅ ｅｒｙｓｉｐｅｌａｓ）是由猪丹毒

杆菌引起的一种猪的急性、热性、败血性传染病，主
要表现为急性型呈败血症症状，亚急性型在皮肤上

出现紫红色疹块，慢性型为非化脓性关节炎和疣状

心内膜炎。 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Ｓｗｉｎｅ ｐａｓｔｅｕｒｅｌ⁃
ｌｏｓｉｓ） 是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急性流行性或散

发性和继发性传染病，又叫猪肺疫，俗称“锁喉风”
或“肿脖子瘟”。 急性病例为出血性败血病、咽喉炎

和肺炎的病状，慢性病例主要为慢性肺炎症状，散
发性发生。 猪丹毒和猪肺疫这两种细菌病常与猪

瘟、猪伪狂犬病混合或继发感染，对我国养猪业产

生了严重影响。

疫苗的免疫接种对猪伪狂犬病、猪瘟、猪丹毒、
猪巴氏杆菌病和猪圆环病毒病这几种传染病的防

控极为重要［９］。 在生产实践中，猪圆环病毒病在猪

群中比较普遍，对猪只免疫系统造成抑制；猪伪狂

犬病会导致母猪流产，仔猪出现神经症状；猪瘟也

会产生繁殖障碍和免疫抑制，因此免疫三种疫苗对

猪病防控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临床上常将猪瘟、猪
丹毒、猪巴氏杆菌病制成三联活疫苗（猪三联活疫

苗），推荐免疫时间为断奶半个月以上的猪接种 １
次，断奶后 ２ 个月左右再接种 １ 次。 猪伪狂犬病也

主要以弱毒活疫苗为主，而应用最广泛的猪圆环病

毒 ２ 型疫苗为全病毒灭活苗。 临床上需要进行多

种疫苗免疫，为减少猪只免疫应激和免疫暴露，疫
苗联合免疫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本试验评价研究

了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和猪瘟、猪丹毒、猪多杀性巴

氏杆菌病三联活疫苗以及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疫

苗的联合免疫效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主要材料和试剂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

（Ｂａｒｔｈａ － ｋ６１ 株），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批号 ２０２０１６０５）；猪瘟、猪丹毒、猪多

杀性巴氏杆菌病三联活疫苗（细胞源 ＋ Ｇ４Ｔ１０ 株 ＋
ＥＯ６３０ 株），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生物药

厂生产（批号：２１０１００９）；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疫

苗（ ＣＰ０８ 株） 购于扬州优邦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批号：２１１６０３１０）。 猪源特异性抗体由实验室保

存，ＦＩＴＣ 标记的兔抗猪二抗购于 Ｓｉｇｍａ 公司。 猪

瘟病毒单抗竞争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试剂盒购于兰州

兽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号：２０２１１１３０１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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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病毒 ｇＥ 阻断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试剂盒

（批号： ＣＥ２０２１１１２１０１ ）、猪伪狂犬病毒 ｇＢ 竞争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试剂盒（批号：ＴＥ２１０９０２）、猪圆环

病毒 ２ 型间接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试剂盒 （批号：
ＣＥ２０２１０１０９０１）均购于洛阳莱普生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多杀性巴氏杆菌抗体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批号：
１ＰＭＡＢ２１１０８） 购于韩国迈迪安 （ ＭＥＤＩＡＮ） 科技

有限公司；猪瘟病毒特异性抗血清购自中国兽医

药品监察所。
１． ２　 方　 法

１． ２． １　 细胞培养　 本研究所使用的细胞为实验室

保存的 ＰＫ － １５ 细胞和 Ｖｅｒｏ 细胞。 分别从液氮中

取出保存的细胞，于 ３７ ℃水浴锅中快速解冻，将解

冻后的细胞冻存液转移至 １５ ｍＬ 离心管，１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室温离心 ５ ｍｉｎ，弃去上清，加入适量的 ＤＭＥＭ
（１０％ ＦＢＳ 和 １％ ＰＢＳ）将细胞悬浮均匀，于细胞培

养箱培养。 复苏的细胞培养 ２４ ｈ 后进行细胞传

代，连续传代 ２ ～ ３ 次后，细胞活性状态恢复至最佳

生长状态。
１． ２． ２　 猪瘟病毒滴度检测　 分别取猪伪狂犬病活

疫苗（按说明书稀释）和猪瘟、猪丹毒、猪多杀性巴

氏杆菌病三联活疫苗（按说明书稀释）以及两种疫

苗混合后 １ ｈ 和 ２ ｈ 样品，做 １０ 倍梯度稀释。 取稀

释后的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和混合疫苗，分别使用

０． ２２ μｍ 的滤器过滤后，使用 ＰＫ － １５ 细胞悬液稀

释过滤后的猪三联活疫苗和混合疫苗，并分别接种

９６ 孔板，用于测定猪瘟病毒滴度。 所有样品的每

个稀释度做 ８ 个重复，每孔 １００ μＬ，置于 ３７ ℃含有

５％ ＣＯ２培养箱中培养 ４ ｄ 后，弃去上清，用甲醛固

定，加入猪瘟病毒特异性抗血清作用 １ ｈ，ＰＢＳＴ 洗

板后加入 ＦＩＴＣ 标记的二抗，作用 １ ｈ，洗板后在荧

光显微镜下逐孔观察判读绿色荧光，使用 Ｒｅｅｄ －
Ｍｕｅｎｃｈ 法计算病毒 ＴＣＩＤ５０。
１． ２． ３　 伪狂犬病毒滴度检测　 将上述经过滤的猪

三联活疫苗和混合疫苗接种培养有 Ｖｅｒｏ 细胞的 ９６
孔板，用于测定伪狂犬病毒滴度，每个稀释度做 ８
个重复，每孔 １００ μＬ，置于 ３７ ℃含有 ５％ ＣＯ２培养

箱中培养 ４ ｄ 后，观察细胞病变情况，使用 Ｒｅｅｄ －

Ｍｕｅｎｃｈ 法计算病毒 ＴＣＩＤ５０。
１． ２． ４　 猪丹毒杆菌和猪多杀性巴氏杆菌活性检测

将稀释的猪瘟、猪丹毒、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三联

活疫苗和混合疫苗室温孵育 １ ｈ 和 ２ ｈ 后，１０ 倍梯

度稀释，将稀释液（未经 ０． ２２ μｍ 的滤器过滤）涂

布血平板，于 ３７ ℃培养后计算菌落数量。
１． ２． ５ 　 试验猪群的免疫接种 　 试验选择 ６５ 日

龄猪，试验前由该猪场按其规定的免疫程序分别

在 １ 日龄免疫猪伪狂犬病活疫苗，１４ 日龄免疫猪支

原体肺炎灭活疫苗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
２１ 日龄免疫猪圆环病毒灭活疫苗、猪瘟活疫苗和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混合）分边免疫，５０ 日龄分边

免疫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猪圆环病毒 ２ 型

灭活疫苗。 将 ８０ 头猪分为 ４ 组，每组 ２０ 头，联合

免疫组（试验组）使用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和猪瘟、猪
丹毒、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三联疫苗混合疫苗（混
合后 １ ｈ 内完成免疫注射）与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

疫苗同时分点注射免疫；其余 ３ 组（对照组）分别为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和猪瘟、猪丹毒、猪多杀性巴氏

杆菌病三联疫苗以及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疫苗的

单独免疫组。 本试验所免疫苗完全符合该猪场后

续免疫程序，只改变试验组的疫苗注射方式（多种

疫苗联合免疫）。
１． ２． ６　 猪群免疫后生产性能的监测 　 免疫接种

后，观察并分别记录各组免疫猪的体温变化、采食

情况、精神状态的表现；同时，记录所有受试猪的生

长状态，并计算其死淘率和相对增重情况。 试验开

始时，６５ 日龄受试猪群的 １０ 头猪平均体重为

２０． ５ ｋｇ；试验结束时，共 １５５ ｄ，每组随机选 １０ 头猪

称重，取平均值，再按 １５５ ｄ 计算平均日增重。
１． ２． ７　 免疫猪群的抗体变化监测　 免疫前 ０ ｄ、免
疫后 １４ ｄ、２８ ｄ、６０ ｄ 和 ９０ ｄ 分别对 ４ 组试验猪群

进行采血，每组每次采 １５ ～ ２０ 头猪血清样品，保存

待检。 分别用猪瘟病毒单抗竞争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

试剂盒、猪伪狂犬病毒 ｇＥ 阻断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试

剂盒、猪伪狂犬病毒 ｇＢ 竞争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试剂

盒、多杀性巴氏杆菌抗体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猪圆环病

毒 ２ 型间接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试剂盒检测相应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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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评价不同免疫

方式的免疫效果。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混合疫苗中猪瘟病毒滴度分析 　 室温条件

下，将稀释的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和猪瘟、猪丹

毒、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三联疫苗混合后，感染

ＰＫ － １５ 细胞，通过间接免疫荧光方法检测猪瘟病

毒的 ＴＣＩＤ５０，进而分析两种疫苗混合对猪瘟病毒

滴度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１ 所示，两种疫苗混合后

１ ｈ 内，猪瘟病毒滴度没有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
混合后 ２ ｈ，病毒滴度稍有降低（Ｐ ＞ ０． ０５），但是

差异不显著。
２． ２　 混合疫苗中伪狂犬病毒滴度分析　 通过上述

相同的方法，将稀释的混合疫苗感染 Ｖｅｒｏ 细胞，
观察细胞病变情况，测定伪狂犬病毒的 ＴＣＩＤ５０，
进而分析两种疫苗混合对伪狂犬病毒滴度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２ 所示，两种疫苗混合后 １ ｈ 内，伪狂犬病

毒滴度没有明显的降低（Ｐ ＞ ０． ０５）；混合后 ２ ｈ，伪
狂犬病毒滴度稍有降低（Ｐ ＞ ０． ０５），但是差异不

显著。
２． ３　 混合疫苗中猪丹毒杆菌和猪多杀性巴氏杆菌

活性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混合疫苗中猪丹毒杆菌

和多杀性巴氏杆菌的活性变化，将室温孵育 １ ｈ、
２ ｈ的混合疫苗和未混合的三联疫苗梯度稀释后，
涂布血平板，３７ ℃培养，计算菌落总数。 结果如表

３ 所示，两种疫苗混合后 １ ｈ 内，活菌总数没有明显

的降低（Ｐ ＞ ０． ０５）；混合后 ２ ｈ，活菌总数稍有降低

（Ｐ ＞ ０． ０５），但是差异不显著。

表 １　 猪瘟病毒滴度检测结果

Ｔａｂ 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ＳＦＶ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分 组 病毒滴度 ／ （ＴＣＩＤ５０·ｍＬ － １）

未混合 １０３． ５

混合 １ ｈ １０３． ３７

混合 ２ ｈ １０２． ５４

表 ２　 伪狂犬病毒滴度检测结果

Ｔａｂ 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ｖｉｒ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分 组 病毒滴度 ／ （ＴＣＩＤ５０·ｍＬ － １）

未混合 １０３． ８３

混合 １ ｈ １０３． ９

混合 ２ ｈ １０３． ０１

表 ３　 疫苗中活菌总数检测结果

Ｔａｂ 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ｖｉａｂｌ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ｖａｃｃｉｎｅ

分 组 活菌含量 ／ （ＣＦＵ·ｍＬ － １）

未混合 ９． ２３ × １０８

混合 １ ｈ ９． ５６ × １０８

混合 ２ ｈ ８． ８１ × １０８

２． ４　 联合免疫对猪群生产性能的影响　 混合疫苗

联合免疫后，在试验期间对不同免疫组猪群的精神

状态、采食情况、体温、增重情况、死淘率等个体状

态和生产性能进行检测和记录，以分析联合免疫方

式对猪群个体状态和生产性能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４
和表 ５ 所示，联合免疫猪的个体状态和生产性能均

表现正常，与单独免疫组无明显差异，未出现异常

的应激状况和死淘情况。

表 ４　 免疫后 ５ ｄ（７０ 日龄）各组猪只育肥至中期的状态表现

Ｔａｂ 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ｔ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ｄ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ｉｇｓ ａｔ ５ ｄａｙｓ （７０ ｄａｙｓ ｏｌ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组 别
免疫后 ５ ｄ（７０ 日龄） 育肥至中期

精神状态 采食情况 体温异常 采食情况 健康状况

联合免疫组 良好 正常 无 正常 良好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免疫组 良好 正常 无 正常 良好

猪三联活疫苗免疫组 良好 正常 无 正常 良好

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疫苗免疫组 良好 正常 无 正常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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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受试猪在整个试验期间的死淘率及生长情况

Ｔａｂ ５　 Ｄｅａ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ｅｓｔｅｄ ｐｉｇ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ｅ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组 别 试验开始猪头数 试验结束猪头数 死淘率 ／ ％ 试验结束平均体重 ／ ｋｇ 平均日增重 ／ ｇ

联合免疫组 ２０ ２０ ０ ８５． ８ ７２５． ６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免疫组 ２０ ２０ ０ ８６． ０ ７２７． ８

猪三联活疫苗免疫组 ２０ ２０ ０ ８５． ７ ７２４． ４

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疫苗免疫组 ２０ ２０ ０ ８５． ７ ７２４． ４

２． ５　 联合免疫的免疫效果评价　 受试猪群免疫前

０ ｄ、免疫后 １４ ｄ、２８ ｄ、６０ ｄ、９０ ｄ 分别采血，检测猪

伪狂犬、猪瘟、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以及猪圆环病

毒病的抗体水平，分析联合免疫与各自单独两种方

式免疫后，抗体阳性率随时间变化情况。 猪伪狂犬

病抗体在免疫后 １４ ｄ 达到了峰值，试验组的猪伪

狂犬抗体阳性率在免疫后 ２８ ｄ 内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图 １）；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抗体在免疫后

２８ ｄ 达到了峰值，试验组的猪多杀性巴氏杆菌抗体

阳性率整体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 （图 ２）；猪瘟抗

体在 １４ ～ ６０ ｄ 整体呈上升趋势，试验组在免疫后

２８ ～ ９０ ｄ 的猪瘟病毒抗体阳性率峰值能够达到比

对照组更高的水平（Ｐ ＜ ０． ０５） （图 ３）；试验组的猪

圆环病毒 ２ 型抗体阳性率能够长时间保持较对照

组更高的水平且在免疫后 １４ ｄ 和免疫后 ６０ ｄ 高于

对照组（Ｐ ＜ ０． ０５）（图 ４）。 但是由于目前未有猪丹

毒杆菌疫苗免疫效果评价的商品化试剂盒，因此无

法对猪丹毒杆菌的抗体水平进行监测。

图 １　 联合免疫组和单独免疫组猪伪狂犬病抗体阳性率比较分析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ｉｎ ｐｉｇｓ 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图 ２　 联合免疫组和单独免疫组多杀巴氏杆菌病抗体阳性率比较分析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ｓｔｅｕｒｅｌｌａ ｍｕｌｔｏｃｉｄａ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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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联合免疫组和单独免疫组猪瘟抗体阳性率比较分析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ｓ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图 ４　 联合免疫组和单独免疫组猪圆环病毒 ２ 型抗体阳性率比较分析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ｃｉｒｃ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２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３　 讨　 论

本研究通过评价猪伪狂犬病活疫苗与猪瘟、猪

丹毒、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三联活疫苗的混合对疫

苗活性的影响，发现两种疫苗的活性在混合后 １ ｈ

内不会降低，混合后 ２ ｈ 稍有下降，因此在临床免

疫过程中，混合疫苗需要在 １ ｈ 内注射完成，室温

长时间放置可能会降低疫苗的免疫效果。 进一步

通过对不同免疫方式受试猪的免疫安全性，免疫后

生产性能的比较分析，以及免疫后各病种抗体水平

的检测，证明了猪伪狂犬病活疫苗与猪瘟、猪丹毒、

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三联活疫苗混合再与猪圆环

病毒 ２ 型灭活疫苗同步两点联合免疫技术的科学

性与可行性。 为猪伪狂犬病、猪瘟、猪丹毒、猪多杀

性巴氏杆菌病以及猪圆环病毒病的免疫提供了一

种实用的免疫技术，解决了因生猪病种多导致免疫

工作量大、周期长、效率低、质量差等难题，转变了

生猪过去三种疫苗分三个阶段免疫的传统免疫方

式，使生猪免疫工作转变为三种疫苗二种混合同步

联合两点免疫一次完成，降低了防疫劳动强度，减

少了工作量，缩短了免疫周期，减少了免疫应激反

应次数，降低了疫病发生风险，尤其是在当前非洲

猪瘟防控的背景下，更需要最大程度减少人与猪接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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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和降低生产成本，而能够达到一针多防的联合免

疫方式可以在保持免疫效果的同时优化免疫程序，
降低疫病风险和养殖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科学实施免疫抗体监测，是掌握疫苗免疫效果

的重要手段。 不同种类的疫苗，免疫抗体产生时

间、达到免疫合格率的时间和抗体维持时间不尽一

致，因而应根据疫苗免疫后抗体监测结果确定某个

时间段开展免疫效果监测最合适。 本次三种疫苗

联合免疫效果评价结果表明，猪伪狂犬病活疫苗与

猪三联活疫苗混合再与猪圆环病毒 ２ 型灭活苗联

合同步二点免疫，在免疫后 １４ ～ ９０ ｄ 开展免疫效果

同步评估，伪狂犬病毒 ｇＢ 抗体、猪瘟抗体、猪多杀

性巴氏杆菌病抗体、猪圆环病毒病抗体都达到国家

有关规定个体免疫抗体合格率 ７０％ 的标准要

求［１０］。 研究结果显示联合免疫的抗体阳性率几乎

均高于单独免疫组，这可能与联合免疫组同时注射

不同类型的疫苗更容易激发猪只的免疫有关，联合

免疫中的细菌毒株可能发挥了免疫佐剂的作用。
在不影响免疫动物产生抗体的前提下，联合免疫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猪群的免疫程序。 因此，为简

化免疫程序，达到一针多防的免疫效果，两种或两

种以上疫苗的联合免疫以及多联疫苗的使用将成

为临床免疫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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