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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附红细胞体病诊断方法研究进展%

邓 宇，郝桂英，邓 华

（西昌学院 动物科学系，四川 西昌 #$%&$’）

【摘 要】本文主要简要综述了猪附红细胞体病诊断方法，为防治该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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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附红细胞体病 （123456748988:8;<;）是由猪附

红细胞体 （123456748988: ;=<;）感染猪所引起的一种

传染性血液病。附红细胞体寄生于人、猪等多种动

物的红细胞或血浆中，属人畜共患病，主要侵害动物

的红细胞和造血组织，主要表现为黄疸性贫血，发

热、呼吸困难、虚弱、流产、腹泻等症状。但是不同动

物感染附红细胞体后，其临床表现有很大差异。由

于该病广泛分布于世界，严重威胁着畜牧业的发展

和人类健康，并呈范围扩大趋势，因此，该病已引起

人们的广泛关注。

$ 病原学检测

$* $ 血涂片染色镜检

附红细胞体血涂片对各类的染色均容易着色 > $ ?

通过姬姆萨染色，红细胞一般呈紫红色，附红细胞体

有折光性，外面有白色的环，瑞氏染色时红细胞一般

呈淡紫红色，附红细胞体一般呈天蓝色。每个红细

胞上附着的附红细胞体的数目各异，中度感染一般

为 # @ - 个；重度感染的时候可达到 "& 个以上，此时

红细胞暗视野下如同锯齿状，附红细胞体染色的镜

检形状与鲜血悬滴的镜检情况相同，但染色时要注

意区分附红细胞体与染料沉淀物的区别。

$* " 电镜观察

电镜下的红细胞表面的附红细胞体多为球状、

饼状、卵圆形、短杆状等多种形态。大小为 &* " @
"* #:A。单个的附红细胞体则成球状、饼状等多种形

态 > " ?。其中，球状附红细胞体上常见有一根到数根细

长状结构，附着在红细胞表面上，则使红细胞膜产生

一些小而深凹陷的变形。

张雪峰等 > ) ? 通过电镜观察，发现寄生附红细胞

体的红细胞表面有一层冷凝素 BCD，并且在红细胞

膜完好的地方不存在冷凝素 BCD。当血液加热到

’-E’&A<: 后电镜观察，其上面附着的冷凝素 BCD
随即消失，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研究附红细胞体的致

病机理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就是附红细胞体

病会引起一种经冷凝素介导的或与之相关的自身免

疫溶血性贫血。可以认为猪附红细胞体和红细胞相

互作用过程中，红细胞膜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被遮蔽

的抗原暴露出来或者使已有的抗原发生变化，这些

抗原被自身免疫系统视为异物，附红细胞体附着在

红细胞膜上后，机体产生自身抗体并攻击被感染的

红细胞。这些抗体是 BCD，他们是否沉积于红细胞取

决于温度，在较高的温度下（’-E）脱离红细胞表面，

在较低的温度下 （!E）时又会紧紧的附在红细胞表

面。同时由于急性期间有冷凝素存在，所以，在肢端

的毛细血管中会引起微凝血和血栓形成，因此这些

区域的温度比身体中心的温度低。

$* ’ 鲜血悬滴镜检

取静脉血或心血 $ 滴加 ! @ # 滴的生理盐水混

匀，用盖玻片覆盖，显微镜下即可见变形的血球、呈

淡绿色荧光的附红细胞体。在油镜下可见锯齿状、星

芒状红细胞。红细胞内和血浆中可见附红细胞体，大

多呈球形、逗号形、条形细小颗粒状 > " ?。血浆中游离

的附红细胞体有明显的翻滚、伸缩、摆动等运动和不

同方位的移动。

$* ! 动物实验

此方法不用于常规诊断，适用于附红细胞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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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含附红细胞体的红细胞经兔静脉人工感染，

! # $ 天为附红细胞体的高峰期，%& 天后消失。目

前，也有人采用鸡、小白鼠 ’ (，" )来做动物试验。

( 补体结合试验

*+,--./（%0&$ 年）首次采用补体结合试验用于

诊断猪的附红细胞体病。此方法用于诊断急性病猪

效果较好，病猪出现症状后的 1 天采用此方法进行

检测，其结果呈阳性，但 ( # " 周后检测结果为阴

性。但慢性猪附红细胞体病均呈阴性反应 ’ ! )。

" 间接血凝试验

该方法是 %01& 年由 *23-4 研究成功，并将间接

血凝试验滴度 %5 !6 定为阳性。该法灵敏度较高，能

检出补体结合反应转阴后的耐过猪 ’ ! )。

! 荧光抗体技术

此方法是 %016 年由华松最早用来诊断牛附红

细胞体病，抗体在感染后的第 ! 天出现，并随着感染

率的上升而上升，第 ($ 天达到高峰 ’ ! )。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789*:）

%01; 年，8<=> 等采用 789*: 方法，用去掉绵羊

红细胞的绵羊附红细胞体抗原进行试验，认为此法

的 敏 感 性 比 间 接 血 凝 试 验 高 $ 倍 。?,@A/<=B?3CC
（%00( 年）等同时采用 789*: 与间接血凝试验对猪

的附红细胞体进行检测，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差异

显著，证实 789*: 是一种敏感、快速和特异的检测

方法 ’ & )。用 789*: 方法诊断附红细胞体病是近几年

才发展起来的。用纯化抗原免疫兔制备超免疫血

清，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葡萄球菌 : 蛋白作为二

抗，建立了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葡萄球菌 : 蛋白的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D EE: F 789*:G 检测方法 ’ %6 ) 来检

测猪血液，结果显示，EE: F 789*: 方法适合检测猪

附红细胞体。张守发等建立了一种检测猪附红细胞

体抗体的 HI- F 789*: 方法，经试验证实，所建立的

方法是一种比较敏感、特异和稳定的血清学检测方

法，能用于猪附红细胞体的抗体检测和疾病诊断。

; 分子生物学诊断

JK./@- ’1 ) 在噬菌体构建了猪附红细胞体 HL: 文

库，并筛选出 M*N F ( 克隆作为诊断探针，与感染猪

附红细胞体的猪血抽提的 HL: 杂交反应较好，且不

与未感染猪附红细胞体的血所抽提的 HL: 反应。随

后 ’ 1 ) 又利用 EOP F HL: 杂交技术分别检测出感染

猪附红细胞体病猪血液中的病原体。

QR<C-=.S’& ) 用组织原位杂交和电镜相结合对血

液样品中的附红细胞体进行了检测，并且建立了利

用 EOP 技术检测猪附红细胞体的技术，对脾脏切除

猪人工感染后 (!4 即可检测出。%00! 年他又对猪试

验性感染猪附红细胞体血液样品进行了 EOP 检测

和间接血凝试验抗体检测比较，证实 EOP 方法优于

间接血凝试验，且青年猪感染后抗体产生少。T<=U
V./WII/- O（(66%）也用 EOP 技术对牛群中牛附红细

胞体的感染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 EOP 技术比血液

涂片敏感性要高得多，甚至可以检测出涂片为阴性

的病例。对猪的附红细胞体的分子生物学检测和诊

断，不仅为临床上更好的控制该病提供了很好的保

障，也为进一步研究该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很好的

手段，对其他动物的附红细胞体病的研究也是很好

的借鉴。根据 %;* /PL: 基因设计引物 ’ 0 ) X/3=@I= 等

D (66% G 用于狗附红细胞体诊断，X./.=- 等 D %00$ G 用

于猫的附红细胞体体检测，目前我国一些学者也用

于猪的附红细胞体的检测。这种分子生物学诊断技

术特异性和敏感性高，可用于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

检查。张浩吉等 ’ %( ) 根据猪附红细胞体广东株 %;*
/PL: 基因的序列特点，设计合成种特异性引物，建

立了猪附红细胞体 EOP 检测方法，结果表明，建立

的 EOP 检测方法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用

于急性猪附红细胞体病和临床健康带菌猪的诊断。

袁聪俐 ’ %" ) 建立起半套式 EOP 方法检测猪附红细胞

体病，并与镜检方法比较，结果证实，所建立的检测

比镜检方法高效准确，适合猪附红细胞体病的早期

诊断。

1 结语

猪附红细胞体病发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

流行，已严重危害着养猪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加大对附红细胞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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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特性、生活史、发病机制的研究力度，建

立更加快速、敏感、准确的诊断方法，定期检测，不断

推广新方法和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猪附红细

胞体对我国养猪业及公共卫生构成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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