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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腺病毒%JO>W&QLM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初步应用

张荣建!贺争鸣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卫生部生物技术产品检定方法及其标准化重点实验室#北京!"&&&'&&

!!

#摘要$!目的!建立 JO>W特异的 QLM检测方法并研究实验猴群和猴源性生物制品中 JO>W感染或污染情

况) 方法 !比对分析多株 JO>W序列#设计 JO>W特异引物#优化 QLM实验条件#建立的 QLM方法经验证后检测实

验猴群和猴源性生物制品#阳性产物测序并构建进化树) 结果 !经特异性和敏感性鉴定#在设计的 ' 对引物中确

定一对最佳引物#可以区分 JO>W和 ZOU#ILR#L+Na且可以检测到的最小 UKO量为 *)3# 8;9-N) QLM方法检测

实验猴群#阳性率 *#3%k#测序及进化分析表明#JO>W感染型别呈广泛基因多样性) 主要分布在 V亚属和以

JO>W,*# 为代表的分支) 结论 !经测序验证#QLM检测方法具有很好准确性#初步应用表明我国实验猴群中 JO>W

高度流行#应加强实验猴群及相关生物制品中 JO>W的监测#避免人类感染 JO>W的潜在风险)

#关键词$!猴腺病毒$ QLM$ 检测$ 应用$ 猴

#中图分类号$ M$$!!#文献标识码$ O!!#文章编号$"()",)G'(%%&"%&"%,&&*",&)

>5/' "&3$#(#@A@/<<D@"()"3)G'(3%&"%3&"%3&""

%:6;<8=:7C>56;5?/@>8=C=5;@9 +DD8=A;6=454G; /!*

2>6>A6=45.>674?G4@&=C=;5+?>54L=@B:

eROKVM5D;,A/.D# R+e6FD;,-/D;

%K.7/5D.0ID<7/7B7FY5C_55> .D> UCB;L5D7C50# [F/A/D;"&&&'&# L6/D.&

!!*+<:6@;A6+!(<K>A6=L>!P5F<7.10/<6 .QLM>F7F47/5D -F765> Y5C</-/.D .>FD5]/CB<% JO>W& .D> <7B>=76FJO>W

/DYF47/5D <7.7B</D -5DcF=<@.>674?:!P5>F</;D .8C/-FC1.<F> 5D JO>W<FgBFD4F<.D> 587/-/:F76FQLMFE8FC/-FD7#

7F<776F-F765># 75>F7F4776F]/CB</D -5DcF=<.D> ].44/DF<# .D> <FgBFD4F/D;.D> 45D<7CB47/D;76F86=05;FD=7CFF<@

*>:B86:!OQLM>F7F47/5D -F765> Y5CJO>W?.<F<7.10/<6F># ?6/46 45B0> >/<7/D;B/<6 JO>WYC5-ZOU# ILR# L+Na.D>

?.<<FD</7/]F75*)3# 8;9-N]/C.0UKO@P6FCF<B07<5Y76/<<7B>=<65?F> .85</7/]FC.7F5Y*#3%k .D> .0.C;F;FDF7/4

>/]FC</7=5Y</-/.D .>FD5]/CB<F</D L6/DF<F8C/-.7F4505D=@Z5<75Y76F- 1F05D;75V<B1;C5B8 .D> 7?/;5YJO>W,*#@

!45A8B:=45:!P6/<QLM>F7F47/5D -F765> F<7.10/<6F> /D 5BC0.15C.75C=6.<.;55> .44BC.4=@jFY5BD> .6/;6 8CF].0FD4F5Y

JO>W/D L6/DF<F8C/-.7F4505D=@I7/<DF4F<<.C=75FD6.D4F>F7F47/5D .D> 45D7C50Y5CJO>W/D -5DcF=<.D> CF0F].D7

1/505;/4.08C5>B47<# .D> .]5/> 857FD7/.0C/<c 5Y6B-.D /DYF47/5D@

*M>9 N4@?:+!J/-/.D .>FD5]/CB<$ QLM$ UF7F47/5D$ O880/4.7/5D$ Z5DcF=<

!!猴腺病毒%</-/.D .>FD5]/CB<#JO>W&#是灵长类

动物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常见病毒之一#可引起肺

炎(咽炎(肠胃炎(结膜炎等#以粪口途径传播为主#

主要 感 染 猕 猴( 非 洲 绿 猴( 黑 猩 猩 和 狒 狒 等 -".

)

JO>W为线性双链 UKO病毒#属腺病毒科#哺乳动物

腺病毒属) +<5D.等人发现 JO>W在外观无异常的



实验猴群中高度流行且感染株系呈广泛的基因多

样性 -%.

#并存在变种传染给人的风险 -$#*.

#也有报道

称在生产用猴肾细胞和脊灰减毒疫苗检定中分离

出一些 JO>W毒株 -'.

)

目前国内关于 JO>W感染流行情况的研究很

少#现有检测方法如病毒分离培养等周期长(特异

性较差) 我们建立的 QLM方法能够实现快速批量

检测猴群中 JO>W的感染情况#并且灵敏度较高)

本方法只需一步 QLM就可以将 JO>W与鼠腺病毒

%ZOU&(犬腺病毒%ILR&(禽腺病毒%L+Na&区分开

来#并 且 能 检 出 不 同 亚 属 的 猴 腺 病 毒 % JO>W,"(

JO>W,$(JO>W,%&&)

J3材料和方法

JOJ3样品与毒株来源

(' 份食蟹猴和恒河猴粪便样本采集自国家药

物安全评价中心和协尔鑫生物资源研究所) 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生产的五批口服脊

髓 灰 质 炎 减 毒 活 疫 % 批 号 分 别 为' ##&*%&O#

##&*%%O# ##&*%$O# ##&*%GO# ##&'&'O&和北京天

坛生物生产的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批号'

%&&#""&(&) [JL," 细胞#本实验室保存$阳性对照

JO>W,"%WM,"#'

PZ

&(JO>W,$ %WM,"**#

PZ

&(JO>W,%&

%WM,'*"

PZ

&购自美国 OPLL$鼠腺病毒 %ZOU&(禽

腺病毒%L+Na&(犬腺病毒%ILR&均本实验室保存)

JOH3试剂及仪器

胎牛血清购自杭州四季青公司$QLM热启动反

应体系(UN"'&& UKO-.CcFC(基因组 UKO提取试剂

盒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QLM反应用引物

均由上海生工合成$UKO胶回收试剂盒购自杭州

OE=;FD 公司) 粪便基因组 UKO快速提取试剂盒购

自北京 O1/;FD 公司$日立 LQ)&Z+低温超速离心

机) 质粒小量快速提取试剂盒 %OE=;FD&购自经科

宏达公司)

H3实验方法

HOJ3靶基因的选择及引物设计

用 WF475CKPI多序列比对分析已报道的不同亚

属 JO>W和 ZOU( ILR( L+Na基 因 组 序 列# 选 择

JO>W保守性高且与 ZOU(ILR(L+Na序列有差异

区域 6FE5D 基因和 850基因部分序列作为靶序列)

针对该区域用 QC/-FCQCF-/FC'3& 设计五组引物并

合成) 同时#与文献报道的引物进行比较)

五组引物%"# %# *# '# (&及文献引物%$&的序

列见表 "'

HOH3&+?1病毒基因组 2$+提取

JO>W病毒的细胞培养液经反复冻融 $ 次后

"& &&& C9-/D 离心 ' -/D#收集上清液)

口服糖丸疫苗先用 " -NQ[J 溶解) 培养液上

清(疫苗溶剂和液态疫苗按照基因组 UKO提取试剂

盒的 说 明 书 提 取 UKO# *&&

!

N样 品 提 取 %&

!

N

UKO# H%&l保存)

HOP3/!*反应

%3$3"!QLM反应体系'反应体系总体积 %'

!

N#其

中引物体积 &3'

!

N%"

!

Z&#P.g UKO聚合酶 &3%

!

N%" T&#"& nQLMBYYFC%3' 不 !

N#>KPQ-/E7BCF

%%3' -Z F.46& %

!

N#>> R

%

a")3$

!

N#待检样品

UKO模板 %

!

N) 反应条件##'l预变性 ' -/D$#'l

" -/D#''l " -/D#)%l " -/D#共 $' 个循环$)%l再

延伸 ) -/D)

%3$3%!QLM反应条件的优化'引物浓度选取 &3&'(

&3"(&3%(&3*(&3G

!

-509N等 ' 个梯度#退火温度选

取 (&l( '#3'l( 'G3(l( ')3%l( ''3'l( '*3$l(

'$3'l('$3&l等 G 个梯度#P.g 酶的量选取 &3' T(

" T("3' T(% T等 * 个梯度#循环数选择 %&(%'($&(

*& 等 * 个梯度)

扩增产物于 "3'k琼脂糖凝胶 %含 &3'

!

;9-N

+[&进行电泳鉴定)

表 J!JO>WQLM引物序列
0;<RJ!JFgBFD4F<5Y76FJO>W8C/-FC<

引物名称
QC/-FC<sD.-F<

上游引物%'s,$s&

T8<7CF.-8C/-FC<%'s,$s&

下游引物%'s,$s&

U5?D<7CF.-8C/-FC<%'s,$s&

" PPVPLZOV̂ PPVVPbVLVOOOVOL LPPVVLVVPVOMVOVPVVVOO

% LOPVOOVPLPLVVOVPOLLPVOV LVVOPVPLOOOVPOPVPOLPVVL

$ VLLJLOMPVVbLUPOLOPVLOLOPL LOVLOLJLLKLVMOPVPLOOO

* VVOPVOLPLVVOVPOLLPVOV LPPVVVOVLLOVVVOVPPVPO

' VPPPL̂ POLLP̂ VWVPLPLLOPVO LPLLLPLPLOLVOVZPJPOLVOLPO

( LOVVOPVLLPLVVOVPOLLPVOVL PPVVLMVVMOPVVVVPOJOVLOPV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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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QLM条件优化结果
0;<RH!a87/-/:.7/5D CF<B07<5Y76FQLM.<<.=

引物名称
QC/-FCD.-F<

产物长度918

QC5>B470FD;76

引物浓度9

!

Z

QC/-FC45D4FD7C.7/5D

退火温度9l

ODDF.0/D;7F-8FC.7BCF

P.g 酶量9T

P.g c.7.0

循环数
L=40F<

" *%# &3* ') "3' *&

% %(& &3* ') "3' $'

$ $&" &3' '' " $'

* $%G &3% '( " $'

' ""*$ &3* '' " $'

( "G(% &3* '' "3' $'

HOQ3特异性鉴定

%3*3" ! 琼 脂 糖 凝 胶 电 泳 鉴 定' 取 禽 腺 病 毒

%L+Na&(鼠腺病毒%ZOU&(犬腺病毒%ILR&及正常

[JL," 细胞培养液) 用前述 JO>W病毒基因组提取

方法提取 UKO#分别以这四种 UKO为模板#以设计

的五组引物及文献报道的引物在优化后的条件下

分别进行 QLM扩增#扩增产物经 "3'k琼脂糖凝胶

电泳鉴定)

%3*3%!测序鉴定'利用 UKO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QLM产物与 8V+Z,P克隆载体连接#转化 UR'

'大

肠杆菌#通过初步酶切鉴定#选择阳性克隆送上海

生工公司测序)

%@@*3$!敏感性的测定'将起始浓度为 *)3#&

!

;9

-N的 JO>W UKO样本做倍比稀释#分设 "&

H"

S

"&

H#九个浓度梯度#使用上述 ( 对引物进行 QLM扩

增#扩增产物经 "3' k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HOS /!*检测方法的初步应用

%3'3"!实验猴群粪便样本的检测'采集单笼饲养的

食蟹猴和恒河猴粪便样本 (' 份#粪便样本核酸的提

取按照粪便基因组 UKO快速提取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 用特异性与敏感性最佳的 QLM方法对粪便样

本核酸进行检测#扩增产物按上述方法进行琼脂糖

凝胶鉴定和测序鉴定)

序列用 [/5F>/7软件编辑#不同株系的 RO>W和

JO>W6FE5D 基因序列引自 VFD1.Dc) 利用 Z+VO*

软件进行系统发生进化分析#基于引物之间的序列

用 KF/;615C,A5/D/D;法构建系统发生进化树)

%3'3%!动物源性生物制品的检测'取六批口服脊髓

灰质炎减毒活疫#分别按前述 JO>W病毒基因组提

取方法提取 UKO) 选择特异性与敏感性最佳的

QLM方法进行检测#扩增产物经电泳鉴定)

P3结果

POJ3/!*反应及条件优化结果

选取 JO>W," 的阳性对照按将各个因素分别进

行 QLM#QLM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按电泳条

带选取最佳反应条件) 各个引物 QLM反应优化结

果如表 % 所示) 优化条件后各个引物 QLM产物电

泳结果如图 "#图 % 所示)

Z'"&& 18 UKO-.CcFC$"'[JL," 细胞阴性对照$%'引物 " JO>W,"

扩增$$'[JL," 细胞阴性对照$*'引物 % JO>W," 扩增

图 J!引物 "(% QLM反应优化后结果

Z'"&& 18 UKO -.CcFC$ "# $' [JL," DF;.7/]F45D7C50$ %' QLM

8C5>B47?/76 8C/-FC"$ *' QLM8C5>B47?/76 8C/-FC%

-=ERJ!a87/-/:.7/5D CF<B07<5YQLM?/76 76F8C/-FC"#%@

POH3/!*方法特异性验证

$3%3"!琼脂糖凝胶电泳初步鉴定'五组引物在以

JO>W为模板时均有明显目的条带出现#阴性对照

[JL," 细胞均无目的条带) 引物 " 中 ILR有微弱扩

增#引物 % 中 L+Na(ILR(ZOU均有扩增#见图 $)

引物 $%文献引物&QLM特异性检验结果显示 V亚

属(O亚属和 _亚属的 JO>W,"(JO>W,$ 和 JO>W,%&

均有明显的目的条带出现#说明此 QLM方法检测谱

系广#不同亚属的猴腺病毒均能检出#但 ILR和

ZOU也有微弱条带出现表明此方法特异性不是很

好#见 图 *) 引 物 * 中 只 有 JO>W,"( JO>W,$ 和

JO>W,%& 有明显的目的条带出现#ILR(ZOU(L+Na

均无目的条带#见图 '#说明检测谱系广且特异性

好) 引物 ' 中只有 JO>W," 有明显目的条带出现#

ILR(ZOU(L+Na均无目的条带#说明第五组引物有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L6/D \L5-8 ZF># UF4F-1FC%&"%#W50@%%@K5@"%



Z'"&& 18 UKO-.CcFC$"'[JL," 细胞阴性对照$%' 引物 $

JO>W," 扩增$$'引物 * JO>W," 扩增$*'引物 ' JO>W," 扩增$

''引物 ( JO>W," 扩增$('引物 % JO>W," 扩增)

图 H!引物 $(*('(( QLM反应优化后结果

Z'"&& 18 UKO-.CcFC$ "' [JL," DF;.7/]F45D7C50$ %#$#*#'

CF8CF<FD776FQLM8C5>B47<?/76 8C/-FC$# *# '# (# CF<8F47/]F0=@

-=ERH!a87/-/:.7/5D CF<B07<5YQLM

?/76 76F8C/-FC$# *# '# (@

较好的特异性#见图 ()

Z'"&& 18 UKO-.CcFC$"'L+Na$%'JO>W,"$$'ILR$*'[JL,"

细胞阴性对照 ''ZOU

图 P!引物 "(% 特异性检测

Z'"&& 18 UKO-.CcFC$ "' L+Na$%'JO>W,"$$'ILR$*'[JL,

" DF;.7/]F45D7C50$ ''ZOU

-=ERP!J8F4/Y/4/7=7F<7Y5C76F8C/-FC"# %@

与文献引物相比#引物 "(*(' 均有较好的特异

性#结果见图 $#*#(#G)

$3%3%!测序鉴定'将阳性扩增片断进行克隆测序#

测序结果用 [NOJP与 KL[I中 JO>W," 序列比对#

核苷酸符合率达 ##k%$%'9$%G&#证明是要扩增的

JO>W," 目的片段#说明该法特异性好)

$3%3$!敏感性鉴定'QLM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

泳显示引物 $%文献引物&能检测到的 JO>W模板最

高稀释度为 "&

H*

#所能检测到的最小基因组浓度是

*3)# D;9-N) 而设计的 "(%(*(' 组引物能检测到的

最高稀释度分别为'"&

H*

("&

H'

("&

H(

("&

H$

) 引物 *

的灵敏性为文献引物的 "&& 倍)

六组引物不同的 QLM检测方法经特异性和敏

感性鉴定可看出#引物 * 进行的 QLM检测方法的特

Z'"&& 18 UKO-.CcFC$"'L+Na$%'ILR$ $'ZOU$*'[JL," 细胞阴

性对照 ''JO>W,"$('JO>W,$$)'JO>W,%&

图 Q!引物 $%文献引物&特异性验证

Z'"&& 18 UKO -.CcFC$"'L+Na$%'ILR$ $'ZOU$*'[JL,"4F00

DF;.7/]F45D7C50$ ''JO>W,"$('JO>W,$$)'JO>W,%&

-=ERQ!J8F4/Y/4/7=7F<7Y5C76F8C/-FC$@

Z'"&& 18 UKO-.CcFC$"'L+Na$%'ILR$$'ZOU$*'[JL," 细胞

阴性对照$'' JO>W,"$('JO>W,$$)'JO>W,%&

图 S!引物 * 特异性验证

Z'"&& 18 UKO-.CcFC$"'L+Na$%'ILR$$'ZOU$*'[JL,"4F00

DF;.7/]F45D7C50$ '' JO>W,"$('JO>W,$$)'JO>W,%&

-=ERS!J8F4/Y/4/7=7F<7Y5C76F8C/-FC*@

异性(灵敏度最佳#检测谱系广#不同亚属的猴腺病

毒均能检出#适合作为检测猴腺病毒的分子生物学

方法)

$3%3*!检测方法的初步应用'

$3%3*3" 猴粪便样本的 QLM检测'经 QLM检测#其

中有 "' 份食蟹猴样本和 ") 份恒河猴样本出现 $%G

18 的目的条带#呈 JO>W阳性) 我国实验猴群中

JO>W感染流行情况见表 $#食蟹猴感染率高于恒河

猴为 ')3)k#广东地区感染率为 (&k#高于其它三

个地区)

$3%3*3%!JO>W阳性样本的测序鉴定'选取 %$ 份

JO>W阳 性 样 本 测 序# 并 将 序 列 与 KL[I收 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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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18 UKO-.CcFC$"'L+Na$%'ILR$$'ZOU$*'

[JL," 细胞阴性对照$'' JO>W,"

图 W!引物 ' 特异性验证

Z'"&& 18 UKO-.CcFC$"'L+Na$%'ILR$$'ZOU$*'

[JL,"4F00DF;.7/]F45D7C50$'' JO>W,"

-=ERW!J8F4/Y/4/7=7F<7Y5C76F8C/-FC'@

JO>W序列进行比对#同源性为 #"k S"&&k) 证明

了检测方法的准确性#同时也说明建立的 QLM方法

能够同时检测出不同型别的 JO>W)

$3%3*3$!JO>W系统发生进化树构建'如图 ) 所

示#系统 进 化 发 生 分 析 表 明 实 验 猴 群 中 感 染 的

JO>W型别呈广泛的基因多样性#主要分为 $ 个大

基因簇#其中最大一簇与 RO>W,V亚属腺病毒进

化距离很近#属于 RO>W,V亚属如 ")Z@Y等$另一

簇与其它亚属相比#与 RO>W,V亚属进化距离较

近#但与上一簇是明显两个分支如 ""Z@Y#与 V亚

属的 JO>W,) 序列同源性为 #"k) 最后一簇与新

发现的 JO>W,*# 和 JO>W,'& 株系接近如 E/F$%Z@

-#这一基因簇还没有命名且与其它亚属进化距离

较远#是否代表新的 JO>W亚属还需进一步详细

研究)

$3*3%3*!猴源性生物制品的检测'

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分别提取 UKO#经 QLM

检测#均未检出 JO>W核酸序列#见图 G)

Q3分析与讨论

QLM方法由于其安全(简便快速的特点被广泛

应用) JO>W基因组全长约 $* &&& 18#VrL含量为

''3%k

-'.

#6FE5D 基因和 850基因部分序列进化上高

度保守是 QLM引物设计的靶序列#也常用于系统发

生进化分析 -(.

) 最近#+<5D.等 -). 人针对 6FE5D 基

因设计了一对简并引物建立了 JO>WQLM检测方法

并对广州地区猴群进行了筛查#发现 JO>W高度流

行且感染株系呈广泛的基因多样性) 经特异性验

证该 QLM检测方法特异性较差#不能将 JO>W与犬

腺病毒%ILR&和鼠腺病毒%ZOU&区分开来)

本实验成功筛选出一对特异性好(灵敏度更高

的引物#目的条带大小为 $%G 18#测序结果与 KL[I

发表的 JO>W," 序列同源性为 ##k) 对引物浓度(

P.g 酶用量(退火温度(循环次数进行优化#确定了

最佳 QLM反应条件#建立了 JO>W的 QLM检测方

法) 本方法只需一步 QLM就可以将 JO>W与 ZOU(

ILR(L+Na区分开来#并且能检出不同亚属的猴腺

病毒%JO>W,"(JO>W,$(JO>W,%&&#所能检测到的最

小 UKO模板浓度为 *)3# 8;9-N# 比文献引物灵敏

度提高 "&& 倍)

M5=的研究表明 JO>W可能感染猴小肠上皮细

胞#造成 JO>W慢性感染并由肠道持续向外排毒#粪

便中检出率高 -G.

) 用建立的 QLM检测方法调查

JO>W的感染流行情况#发现我国实验猴群中 JO>W

高度流行且呈现出广泛的基因多样性#与 +<5D.等

人报道一致)

由于 JO>W经常呈慢性持续感染状态 -#.

#且在

外观无异常的恒河猴和食蟹猴种群中高度流行#最

早发现的几株猴腺病毒如 JO>W,"(JO>W,$ 等是从

脊灰疫苗生产和检定过程中分离#因此#需要加强

对实验猴群和猴源性生物材料以及相关生物制品

!!!

表 P!QLM方法调查猕猴粪便样本中 JO>W的感染流行情况
0;<RP!P6FF8/>F-/505;/4.0<7B>=5YJO>W/DYF47/5D >F7F47F> /D C6F<B<-5DcF=YF4F<1=QLM

来源
MF<5BC4F

恒河猴阳性率
M6F<B<85</7/]FC.7F

食蟹猴阳性率
;2*%OB/B$1%C/O85</7/]FC.7F

区域 JO>W阳性率
MF;/5D.0JO>W85</7/]FC.7F

广东 VB.D;>5D;8C5]/D4F 9 "%9%& "%9%&%(&k&

海南 R./D.D 8C5]/D4F 9 $9( $9(%'&k&

北京 [F/A/D; "(9$& 9 "(9$&%'$3$k&

成都 L6FD;>B "9# 9 "9#%""3"k&

不同物种 JO>W阳性率
JO>W8CF].0FD4F5Y>/YYFCFD7<8F4/F<

")9$# %*$3(k& "'9%( %')3)k& $%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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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X!ZF;.软件比对人腺病毒和猴腺病毒六邻体基因一段序列%%G( 18&

建立进化树 %RO>W(JO>W序列来自 VFD[.Dc 中# Z@-代表恒河猴#Z@Y代表食蟹猴&

-=ERX!VFDFC.7/5D 5Y.D F]50B7/5D.C=7CFF1=45-8.C/D;76F<FgBFD4F<%%G( 18& 5Y.YC.;-FD75Y

6FE5D ;FDF5Y6B-.D .D> -5DcF=.>FD5]/CB<F<B</D;ZF;.<5Y7?.CF@

M557/D VFD[.Dc$Z@-CF8CF<FD7<C6F<B<$ Z@YCF8CF<FD7<;%B%B% *%OB/B$1%C/O2

中 JO>W的检测#避免人类感染 JO>W的潜在风险)

用建立的 QLM法对猴源性生物制品进行检测#未检

测到 JO>W核酸序列#初步说明目前猴源性生物制

品污染 JO>W的几率较小#生产和检定过程中质量

控制很严格)

我们所建立的检测 JO>W核酸的 QLM方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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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18 UKO-.CcFC$"'JO>W," 阳性对照$%'疫苗 &*%%

O$ $'疫苗 &*%$O$*'疫苗 &*%GO$''疫苗 &'&'O$('疫苗

&*%&O$ )'疫苗 %&&#""&()

图 Z!猴源性生物制品的检测

Z'"&& 18 UKO -.CcFC$ "' JO>W," 85</7/]F45D7C50$ %'

W.44/DF&*%%O$ $' W.44/DF&*%$O$ *'W.44/DF&*%GO$ ''

W.44/DF&*'&'O$ (' W.44/DF&*%&O$ )' W.44/DF%&&#""&(@

-=ERZ!UF7F47/5D 5YJO>W/D -5DcF=,5C/;/D

1/505;/4.08C5>B47<@

有快速(简便(准确等优点#可实际应用于监测猴群

JO>W感染#通过隔离持续向外排毒个体#切断粪口

途径#可以有效避免 JO>W在猴群中的传播#也适用

于猴源性生物制品 JO>W污染的检测#对于建立高

质量的实验猴群和保证猴源性生物制品安全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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