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国部分地区猪弓形虫流行病学

从 1977年猪弓形虫病被报道至今，我国关于猪弓形虫病研究
已经过去 40多年。整理我国部分地区猪弓形虫病流行病学调查资
料，分析如下：①我国猪弓形虫感染情况较为普遍，全国猪弓形虫
平均感染率为 40%左右，大部分省份弓形虫感染率为 20%～45%，
弓形虫感染情况最严重的为重庆地区，为 75.94%，感染率最低是
西藏地区，为 5.1%[1-7]；②在我国，猪弓形虫感染情况较为严重地区
主要分布在沿海亚热带地区，而在相对寒冷且干燥的地区猪弓形
虫感染率则低。如西藏地区藏猪弓形虫感染仅为 5.1%；③猪弓形
虫感染还与猪场的饲养方式和猪自身免疫情况有关，散户猪场感
染率高于规模化养猪场，经产母猪产胎次数越多弓形虫感染率越
高，并且可能多次反复感染弓形虫。

2 临床症状

猪弓形虫急性感染主要表现为：稽留热，体温为 40～42℃，精
神沉郁甚至食欲废绝，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其耳后和腹下部出现
血斑，并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持续时间大概 7～10d。若感染猪
能挺过这段时间，其食欲和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弓形虫在其肌肉、
脑部等形成包囊，转化为慢性感染，若机体免疫系统受损，则再次
出现急性感染症状。一般免疫力正常的猪感染弓形虫无明显症状，
呈慢性感染，当猪弓形虫感染呈急性症状时常引起死亡[8]。

3 猪弓形虫病临床诊断技术

3.1 弓形虫病诊断技术概述

猪弓形虫感染诊断技术主要分为 3类：①弓形虫病原检测，如取
检测猪的血液、组织液进行涂片，以是否观察到弓形虫虫体作为诊断
依据，或者从疑似弓形虫感染的猪取淋巴结等组织进行处理，然后感
染小鼠，对感染小鼠进行追踪观察，并取有明显症状的腹水或脑组织
进行涂片，以是否观察到弓形虫虫体或脑包囊作为诊断依据；②弓形
虫分子生物学诊断，主要以是否扩增到弓形虫特异性片段为诊断依
据。如传统 PCR扩增弓形虫 529bp，巢式 PCR检测弓形虫 P30基
因，若两者扩增结果均为阳性，则基本可判断为该猪已感染弓形虫；
③弓形虫免疫学诊断，主要以是否检测到抗弓形虫抗体或抗原作为

诊断依据，常用方法有 IFA、IHA、MAT、ELISA和GICA。

3.2常用弓形虫感染诊断方法优点与缺点分析

①弓形虫虫体诊断，优点：准确；缺点：诊断时间长、需要饲养
实验动物、对诊断环境和诊断人员技术有严格要求；适用对象：实
验室研究；②弓形虫分子生物学诊断，优点：特异性高、灵敏度高、
诊断方法种类多样；缺点：需要费用高昂的仪器和标准的实验环
境、对诊断人员技术有严格要求；适用对象：一般用于实验室研究；
③弓形虫免疫学诊断，优点：可批量检测、对诊断环境和诊断人员
要求相对较低、操作相对简单；缺点：特异性不及弓形虫虫体诊断，
灵敏度不及分子生物学诊断；适用对象：一般用于临床诊断[9]。

3.3 临床常用诊断方法概述

IHA，间接血凝试验的简称，英文全名为：indirect hemagglu-
tination test，1957 年 Jacob 和 Lunde 率先用于检测弓形虫感
染，1994年曾为国际认定的弓形虫诊断方法两种之一，其优点：价
格合理、特异性强且操作方便。实验主要通过红细胞吸附弓形虫特
异性抗原，检测血清中有抗弓形虫抗体，若红细胞不稳定，易出现
假阳性，且重复性差，临床应用发现敏感性不及 ELISA[10]。

MAT，改良凝集试验的简称，英文全名为：modified aggluti-
nation test，是其他国家用于猪弓形虫感染诊断使用较多的诊断方
法[11]。与 ELISA、IHA和 LAT一并，四种方法检测同样猪血清，结果显
示MAT的敏感性最高[12]。利用MAT检测仔猪弓形虫、蠕虫和病毒感
染阳性血清，结果显示：无交叉感染，该方法的特异性较高[13]。但由于
成本较高，最终没有被广泛推广。

ELISA，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简称，英文全名：en-
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1976年 Voller首次用于弓
形虫诊断，是我国近 20年猪弓形虫病诊断使用最多的诊断方法，
检测内容为猪抗弓形虫 IgG。优点：诊断时间较短、特异性高、灵敏
性高、重复性好、检测内容灵活、可批量检测、操作可程序化，有望
实现工业化检测，是理想的临床检测方法。

GICA，为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的简称，英文全名为：colloidal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y assay。报道显示：已制备的以弓
形虫分泌抗原为检测对象的胶体金试纸条，敏感性高，与 IHA符合
率为 82.4%[14]。Huang等用胶体金与重组融合蛋白吸附，制备金标
试纸条，用于检测猫弓形虫抗体，结果显示该实验的敏感性达
100%，特异性达 94.5%[15]。2010年李聪颖制备的可用于山羊弓形
虫病检测的试纸条，结果显示：样品检测与 ELISA检测结果符合率

弓形虫病是由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呈全球性分布。我国猪弓形虫感染情况较为普遍，

全国猪弓形虫平均感染率为 40%左右。猪是人类主要的肉食来源，猪感染弓形虫不仅危害猪群的健康和养殖效益，也是人感染弓形虫的

一个重要源头。因此，弓形虫病的防控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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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选择如磺胺、四环素、新霉素等药物进行治疗。

4 腹泻疫病预防方式

首先，预防腹泻的关键就是做好日常免疫工作，由于仔猪腹泻
发病几率较高，因此免疫的重点应当是产前母猪，在免疫疫苗的选
择过程中，最好选择与本场血清型相一致的疫苗进行使用，此外，
若使用的疫苗防疫效果不佳，则很有可能是养殖场中细菌血清型
已经发生变化，因此要及时更换疫苗，确保免疫效果的有效性。

其次，注意喂养中的预防，不同生长阶段的猪对于各类营养物
质的需求也不相同，尤其是仔猪和生长猪，不能喂养同一种饲料，
因此要根据生长周期的不同使用不同种类的饲料。此外，饲料的储
存要做到科学合理，在饲料使用前注意检查饲料品质，防止发霉变
质。最后，要注意饲料的搭配，做到营养全面且均衡，饲料中的各类
营养物质不仅能够满足猪生长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提升其免疫能
力，间接促进其生长发育[3]。

最后，注意环境预防，在养殖场中，阴暗潮湿的环境不仅不利

于猪的生长，而且还会滋生各类细菌，此外，缺少阳光的照射，猪群
可能会产生某些应激反应，尤其是对于仔猪而言，其免疫能力较
低，因此对于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在冬季要及时进行保温御寒，
在夏季高温环境下也要注意降温方式，切不可将冷水直接喷洒在
猪群中，因此，合理地控制猪圈温度也能够防止腹泻疫病的发生。

5 结语

随着我国养殖业的迅速兴起，生猪养殖已经成为养殖业中的
支柱性产业，尤其是近几年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对于高
品质肉类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养殖户在进行养殖过程中，要
注重做好各类疫病的防治工作，并为猪群的生长提供一个理想的
场所，以此降低腹泻的发病几率，从根本上保障生猪养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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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5%[16]。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操作简单、携带方便、检测过程短，
是临床检测中理想检测方法。

4 弓形虫病诊断方法的发展现状

4.1 弓形虫病诊断方法常用诊断抗原

临床上弓形虫病诊断方法主要是以弓形虫全虫蛋白或弓形虫
分泌蛋白为诊断抗原，检测动物体内抗弓形虫抗体，或者制备弓形
虫分泌抗原重组蛋白的抗体检测动物体内的弓形虫抗原，目前文
献报道主要有基于弓形虫 MIC3、SAG1、SAG2、SAG3、GRA6、
GRA7、BAG1等基因型检测方法的研究，但普遍都存在特异性和
敏感性不够理想的问题[17]。

4.2 目前弓形虫病诊断方法的不足与可能的改进措施

以猪弓形虫病诊断试剂盒为例：①抗体检测对象均为 IgG抗
体，而 IgG抗体检测临床价值不突出，检测猪抗 IgM抗体作为诊
断依据效果更为理想。猪感染弓形虫，一般在 7d左右出现抗弓形
虫 IgM抗体，并逐渐升高至顶峰，在 2个月左右消失，而抗弓形虫
IgG抗体则在 1月后出现，一般可以维持 1年以上。一般可根据猪
血清中是否含抗弓形虫 IgM抗体结果，判定该猪是否在近期感染
弓形虫，而抗弓形虫 IgG抗体存在时间长，检测抗弓形虫 IgG抗
体可作为弓形虫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依据，但作为药物防治的指
导意义不大；②可尝试猪弓形虫抗 IgM抗体和弓形虫抗原联合检
测进行判断，IgM是感染初期产生的抗体，一般可作为早期诊断依
据，IgG抗体产生时间晚于 IgM的主要抗体[18]，而弓形虫分泌抗原
的出现则提示极有可能是急性感染，因此抗原与 IgM抗体检测联
合使用具有较好的临床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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