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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8642—2002《猪旋毛虫病诊断技术》,与GB/T18642—2002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增加了缩略语(见第4章);
———增加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诊断方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用溶液的配制(见第7章、附

录D);
———增加了荧光免疫层析试纸卡诊断方法、荧光免疫层析试纸卡试验用溶液配制、荧光免疫层析试

纸卡结构及判定示意图(见第8章、附录E和附录F);
———增加了用于旋毛虫虫种鉴定的多重聚合酶链式反应(多重PCR)诊断方法、多重PCR法用溶

液配制(见第9章、附录G);
———增加了综合判定(见第10章);
———增加了压片镜检法溶液配制及判定示意图(见附录A)
———增加了消化液的配制(见附录B);
———增加了旋毛虫集样消化法流程图(见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动物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1)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大学、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

控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明远、刘晓雷、王媛媛、吴秀萍、董雅琴、白雪、王学林、唐斌、杨勇、丁静。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864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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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旋毛虫(Trichinellaspp.)由英国学者JamesPanesPaget于1835年首次在伦敦一人尸体内发现,
同年RichardOwen把该病原定名为Trichinellaspiralis。目前,旋毛虫经种属鉴定已发现9个种及

3个尚未明确的基因型。旋毛虫是一种危害严重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可感染人和150多种动物,主要

通过生食或半生食寄生有活旋毛虫的肉类(如猪肉、马肉、犬肉及野生动物肉等)而引发。人旋毛虫病

(HumanTrichinellosis)的潜伏期长达2周~4周,死亡率2%~30%。该病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rldOrganizationforAnimalHealth,OIE)列为屠宰动物(尤其是猪、马)强制性必检病种,是目前世

界范围内投入控制费用最高的人兽共患病。我国《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将其列为二类动物

疫病。
本标准的修订参考了 OIE《陆生动物诊断试验和疫苗标准手册》2017版(ManualofDiagnostic

TestsandVaccinesforTerrestrialAnimals,2017)、国际旋毛虫病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
Trichinellosis,ICT)《血清学试验检测动物和人体旋毛虫感染的建议》2018版(Recommendationson
theuseofserologicaltestsforthedetectionofTrichinellainfectioninanimalsandhumans,2018)和
《旋毛虫肌幼虫基因分型建议》2018版(RecommendationsforgenotypingTrichinellamusclestagelar-
vae,2018)相关国际标准。血清学诊断增加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荧光免疫层析试纸卡两种

技术,血清学诊断技术判定为旋毛虫感染阳性或疑似阳性的样本可进一步通过消化法确证;分子生物学

诊断增加了多重聚合酶链反应(多重PCR)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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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毛 虫 诊 断 技 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畜(猪、马和犬属动物)和野生动物旋毛虫病原学诊断、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荧光免疫层析试纸卡、多重聚合酶链式反应(多重PCR)检测方法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猪产地检疫、屠宰加工、流行病学调查和进出口检验检疫,以及其他动物及其肉类的

旋毛虫诊断。所列方法包括病原学、血清学及分子生物学诊断,其中:
———压片镜检法及集样消化法适用于猪及其他动物胴体的旋毛虫诊断;
———ELISA及荧光免疫层析试纸卡方法适用于猪及其他动物活体及胴体的旋毛虫筛查;
———多重PCR方法适用于旋毛虫分离株种属及基因型的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样消化 pooleddigestion
混合多个动物肌肉样本,在一定温度和pH值条件下,用一定浓度的胃蛋白酶溶液,溶解其肌细胞。

3.2
排泄分泌物 excretory-secretoryproducts
旋毛虫通过表皮分泌或通过消化道排出的各种分子产物。

3.3
包囊 cysts
旋毛虫侵入宿主肌细胞后,在虫体周围形成的由胶原纤维构成的、逃避宿主免疫攻击的囊壁。

3.4
肌幼虫 musclelarvae
寄生于宿主肌细胞时期的旋毛虫幼虫。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DMEM:杜氏改良伊格尔培养基(Dulbecco’smodifiedEaglemedium)

EDC:1-(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1-(3-dimethylaminopropyl)-3-ethylcarbodiimide]

ELI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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