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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利用口腔液进行疾病诊断和健康评
估早已耳熟能详，但对以采集口腔液为基础的健
康监测系统能否用于养猪生产不得而知。

日前，《中国科学报》记者从北京市生猪产业
体系创新团队处（以下简称创新团队）获悉，目前
国内部分相关机构正在推广用口腔液对猪蓝耳
病抗体进行监测，同时也有部分养殖企业在尝试
使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使用这类技术的主要
还是美资企业。据悉，该技术源于 2005 年美国爱
德华州立大学兽医诊断实验室对猪蓝耳病所做
的持续监测研究。研究人员发现，用唾液样本作
蓝耳病、猪瘟抗原与抗体的检测，可以达到用血
液作样本检测的效果。

这种技术在我国的实际应用尚处起步阶段，
国内专家和养殖户也是在 2010 年左右才关注这
一技术的。

口腔液：身体的镜子

口腔黏液是一种唾液和黏膜渗出液的混合
物。黏膜渗出物通过毛细血管穿越颊黏膜到达口
腔，而口腔液中包含来自血清和唾液腺的特异性
抗体。有研究表明，口腔液中悬浮着各种功能分
子，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据介绍，猪口腔液还包括来自循环系统的循
环渗出液，与血清成分具有相关性，反映血清中
的激素、药物、抗体和病毒等各种组分，是替代血
清的良好样本。

“唾液从血管滋养的唾液腺过滤并加工而成
分泌到口腔中，通常被称为‘身体的镜子’，唾液
是一个探索健康和疾病监测的完美媒介。”美国
爱德士公司北中国区猪产品线商务总监王长年
博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有多项报道，使用猪
口腔液进行抗体和病原监测。美国爱德华州立大
学的 JeffreyZimmerman 教授报道了多项关于猪
唾液采样及其应用的研究，已有报道的抗体检测
项目包括蓝耳病抗体、圆环 II 型病毒抗体、甲型
流感抗体、非洲猪瘟抗体等。

此外，猪口腔液也可用于病原监测，包括蓝
耳病抗原、圆环 II 型病毒、甲型流感病毒、口蹄疫
病毒。

蓝耳病是目前对全世界养猪业危害最大的
传染病之一，其对母猪群的影响主要是降低分娩
率、产子数和窝均断奶仔猪数。

据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统计，蓝耳病每年对
美国养猪业造成的损失为 6.64 亿美元，它对每
窝母猪造成的损失平均约为 74.16 美元，对每头
生长猪的损失为 6.25～12.25 美元。

“中国每年的损失也在 600 亿～700 亿元。”
王长年认为，口腔黏液监测拥有最大的机会减少
蓝耳病对育肥猪生产的影响，使用口腔黏液进行
群体监测是一种新的有效的评估育肥猪健康状
态的方法。

“但目前相关性最好，并且已有商业化试剂盒
的只有蓝耳病抗体检测，其他项目尚处于科研、研
发和审批阶段。”创新团队专家告诉记者。

与血清有相关性

据了解，在评估养场内猪群的健康状况时，
通常都是用血清样本作猪病抗原抗体检测，但采
血不仅对工人技术要求较高，还会引起猪群较大
的应激反应。

据介绍，口腔液采集的方法非常简单，利用
猪只的好奇心理以及嗜好咀嚼的特性。此前，创
新团队曾在从未使用过该技术的养殖场进行技
术推广，比较了血液和唾液中的抗体消长规律。

“口腔液中蓝耳抗体的存在与血清有一定相
关性，也有其特定规律，需要根据其抗体水平的
产生峰值和持续时间设计监测方案进行结果分
析。”创新团队专家表示，口腔液作为监测样品，

优势在于对猪无损伤、无应激反应、群体监测覆
盖面更广、节约人工。

今年 6 月，北京六马华多种猪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六马公司）完成了国家猪伪狂犬净化创建
场的现场验收，正在进行猪瘟的自行评估净化。
在这过程中联合创新团队推广项目形成了蓝耳
病原唾液跟踪监测的阶段性结果。目前为止此计
划已接近尾声，部分结果已经出来。

六马公司技术部经理王红梅介绍，涉及的 15
个批次的样本中均未检测到蓝耳相关的病原，这
与抗体检测规律性结果、临床表现、生产数据的
稳定是基本能够结合上的。

六马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国家生猪核心
育种场，中国唯一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效益大体型
种猪基因品牌，也是中国第一家美国华多（wal-
do）合资原种猪公司。

“利用猪只的唾液来监控、预测蓝耳的发生
发展是一种简单、有效、快捷、猪无应激性的监测
方式，许多国际实验室也是在不断摸索优化这种
手段。”王红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但也有专家指出，由于口腔液中的抗体和血
液中的抗体不是同一个概念，必须避免使用对血
清抗体的理解来解释口腔液中抗体的作用。血清

中的抗体大部分为循环抗体，而口腔液中的抗体
为分泌抗体，两者的作用不同，与抗原的相关性
也存在一定差异。

国内尚处起步阶段

口腔液的采集方法简便，易学易用，速度快，
费用低，并可减少应激，改善动物福利，被认为是
评估猪群实时健康动态的良好工具。

“口腔液采样作为一种有潜力的监测方法，
有希望广泛应用于猪场和养殖户。”创新团队专
家表示，但该方法目前的实际应用还不多。

专家向记者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首先，虽
然科研报道很多，但实际推广应用不足，猪场较
少主动使用该技术；其次，缺乏实际应用方案，包
括对应不同监测目的的采样时间、检测试剂选
择、结果分析等；最后，成套的采样套装较贵，与
传统采血注射器相比成本高。

而在六马公司试验中也发现，有一些假阴性
结果相关的报道。王红梅向记者分析，可能采样
时机的把握或对样品采集处理以及检测手段等
越来越多的因素有影响，“相信此手段可监测的
病原也可以不断的增加”。

在当时就有专家提出质疑，口腔液也是体液
的一种，能反映一定的生理生化指标，但不能用
血液的评判标准去判定口腔液样本中的阴阳性。

“如果能建立口腔液样本检测的评价标准，口腔
液检测法有一定的可行性。”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这个技术应用不够广泛的原因主要是
技术本身的问题，其并不适合所有疫病，比如常
见的猪瘟、伪狂犬、腹泻等备受关注的疫病。

而目前，国内也没有相关机构深入研究是否
能通过唾液采样检测到上述疫病以及其相应的
诊断试剂。究其原因还是利益导向问题，“最挣钱
的是疫苗，其次是兽药，诊断试剂这种体量小、投
入产出比太低的技术研发耗不起，也拿不到经费
干这个。”上述专家表示，应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到
农业类基础研究中，从长远看可取得可观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该看来，好的诊断手段是疫苗的补充，两
者相辅相成。“毕竟这个技术是百无一害的，只是
技术体系还不太完善，目前能得 70 分，但前景是
好的，没准以后能得 90 分。”

“后续工作中，应同时发展针对各种病的抗
体和病原检测方法，包括猪瘟、伪狂犬、圆环病毒
二型和细小病毒等，考虑不同疫病本身进程和机
制，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和诊断试剂盒，使用口
腔液样品实现疫病防控、净化等多种潜在应用。”
创新团队专家说。

环球农业农科视野

新技术求证猪“病从口出”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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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生物学家已经发现海草
的种子被一种与著名的马铃薯晚
疫病相关的由水传播的真菌杀
死。这些之前并未在海水中发现
的真菌阻碍种子发芽因而妨碍海
草床的恢复。

包括荷兰内梅亨大学 Laura
Govers 在内的生物学家们近日将
这一研究结果发表于《英国皇家
学会学报》B 刊。

这种海草真菌被认定为庞大
的疫霉病家族的一员，这一家族
中包括了引起马铃薯晚疫病的真
菌。这些真菌对农业和园艺造成
严重损害，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的马铃薯、葡萄和橡树以及澳
大利亚的桉树。

研究人员的发现来自于在瓦
登海和赫雷弗灵恩区域进行的海
草恢复实验，但现在这种真菌被
证实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其他地
区也存在。

这种广泛传播的病原体因而
威胁了全球海草的恢复。这一问
题值得引起注意，因为海岸带生
态系统和珊瑚礁一样重要：为各
种物种提供温床，增加生物多样
性，通过减少波动来保护海岸带。

为北海叙尔特岛恢复计划而
搜集的海草种子的萌发是令人失
望的。几乎所有的种子都感染了病原体。
Laura Govers 测试了受感染种子的发芽情况。

“感染的种子中只有 3%~4%能发芽。”
目前，世界范围内许多区域的海草已经

恶化。在荷兰，最初存在于瓦登海中巨大的海
草床自从上世纪 30 年代消失之后，就再也没
有恢复过来。这些区域曾经是重要鱼类（例如
鲱鱼）的繁殖地，促成了该地区生物的多样
性。它们同时也使得水质更为干净，并通过减
少海水的波动来保护海岸带。

这就是为什么生物学家们调查荷兰瓦登
海水域水草的恢复是否可能的原因。

一种提升海草恢复的方法是在贮藏时用
铜溶液处理种子。该方法从 19 世纪以来已在农
业中用以抗击疫病感染，对于海草种子来说，这
种方法似乎也是有希望的。 （胡璇子编译）

研究人员在收集猪唾液。

北京市生猪产业体系创新团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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