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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猪病诊断技术



            猪病诊断技术

• 临床剖检：临床症状、剖检病理变化等

• 实验室诊断：病原分离、血清学检测等

• 新发疫病诊断：柯赫氏法则

猪病

临床诊断

• 疫苗的有效性？

• 免疫效果评价？

• 何时再次免疫？

疫苗临床免疫
评价



      新发疫病诊断—柯赫氏法则

在每一病例中出现相同微生物，且在健康体内不存在；

要从病例中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得到纯培养；

用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接种健康而敏感的寄主，同样
的疾病会重复发生；

从试验发病的寄主中能再度分离培养出这种微生物来。



          试验室诊断技术

病原学诊断技术 血清学诊断技术

• PCR
• 病毒分离鉴定

• 病毒中和试验

• 本动物回归试验

• 实验动物感染试验

• ELISA
• 凝集试验

• 沉淀试验

• 免疫荧光试验

• 血清中和试验

    优势：结果准确
    缺点：操作复杂



        现场诊断—初步诊断

 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

优势：快捷
缺点：仅能初诊



即时诊断（POCT）—免疫层析试纸快速检测技术

pH试纸     快速检测试纸

    ---从梦想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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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最早开展胶体金检测技术实验室

Ø 抗原快速检测技术

Ø 抗体快速检测技术

Ø 半抗原快速检测技术



二、猪病数字化诊断技术发展背景



      猪病数字化诊断技术背景

Ø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

Ø 赋能猪病诊断技术

• 临床诊断

• 实验室诊断

• 新发病原诊断

• 即时检测

• 远程诊断



三、猪病数字化诊断技术进展



          1、临床诊断数字化技术

Ø 数字兽医：通过采集动物的生理参数和行为数据，对动物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
测和诊断，为动物疫病快速预警和疾病远程诊疗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动物健康管理
的精准化和可靠性，及个性化的兽医服务。

Ø 智能养殖：通过电子监控系统，利用互联网、传感器和GPS等技术对畜禽等的生产
环节进行实时监测、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实现畜牧等养殖的智能化管理和精准化
服务，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

Ø 精准识别：通过动物标识和追溯系统，实现对动物的个体识别，实时采集、传输
和分析动物信息，以便兽医对其进行追踪、管理和保护，提高兽医管理的实时性和
准确性等。

Ø 利用先进的实验室数字化检测技术：现代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生物app实施
疫病预警和检测。

Ø 建立强大的大数据平台，专家咨询平台高标准搭建智慧兽医诊断体系，组建共享
实验室及共享专家体系。



                      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猪群监测预警

             猪群疫病监测预警
      
     各类传感器，通过可见光摄像头、3D摄像
头、红外热像仪、拾音器、气体检测仪，来
替代人的眼睛、鼻子和耳朵，实现猪群的健
康预警。

Ø 红外热像仪监测发热猪只

Ø 拾音器监测猪只声音异常

Ø 采食量、饮水、群体盘点估重及个体健康
状况等17项指标检查监测功能于一。



           
                咳嗽管家SoundTalks

       颜色预警Ø 全天候监测和检测猪呼吸道疾病的设备
“SoundTalks®（咳嗽管家）”。是一种基
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的声音分析的技术，
可持续识别和量化猪的呼吸道疾病问题，并
给出相应的呼吸道健康评分（ReHS）。

Ø 根据不同的ReHS，咳嗽管家会生成不同级别
的警报（绿色表示健康的状态，黄色和红色
表示出现呼吸道问题，红色是严重的咳嗽问
题）。

Ø 这些警报对比单独依靠现场人员诊断，能更
早地发现呼吸道疾病问题，引起饲养员的重
视，并化繁为简确定状态、量化评估确定标
准、准确记录确定效果可，转“难以”为
“确定”。

      



AI病理诊断技术

Ø AI技术优化猪群健康监测       
AI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对病变
进行初诊。远程诊断系统，实现远
程监测和诊断。

Ø 使用方法

• 小程序AI猪病识图

• 创建病例

• 拍照、上传病例图片并填写辅助
问卷

• 提交即刻就能获得初诊结果和建
议方案。

• 优点：解决兽医无法及时现场诊
断。



   2、实验室诊断数字化技术  

Ø 化学发光（ECL）免疫诊断将逐步取代酶联免疫法（ELISA）

优点：灵敏度高、试剂稳定、检测快速

缺点：试剂和仪器一体化封闭系统，技术壁垒和研发难度较高



      3、新发病原诊断数字化技术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

Ø 它直接对检测样本中的遗传物

质即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

Ø 然后把得到的核酸序列，与库

里的各个物种（病毒、细菌、

真菌、寄生虫）的基因组序列

进行对比，就能知道检测样本

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比例。



     3、新发病原诊断数字化技术

      三代纳米孔测序技术

Ø 第三代测序技术是指单分子实时
测序技术，也叫从头测序技术。

Ø 与前两代测序技术相比，其最大
的特点就是单分子测序，测序过
程无需进行PCR扩增，实现了对每
一条DNA分子的单独测序。

Ø 第三代测序技术近年来发展的如
火如荼，且已应用于基因组测序、
在传染病防控、流行病学调查、
临床快速诊断，病原体基因组学
研究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4、即时诊断（POCT）数字化技术

Ø POCT是现场即时检测，是指不需
要专用的场所，在最贴近患病动物
的采样现场，应用便携式分析仪器
及配套试剂进行的一种操作简便、
可快速得到结果的检测方式。

Ø 具有即时、便携、简化、快速的特
点

Ø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POCT的
定位为：经济、灵敏、特异、装
置简单、简便易用、快速。



POCT数字化技术  

Ø 新型标记材料（电化学检测、上转换荧光

技术、量子点标记技术）

Ø 定量检测

Ø 自动化分析

Ø 试纸阅读仪

 台式阅读仪

 便携式阅读仪

 智能手机阅读仪

TSR3000 (Bio-Dot)

iPhone
 (Biosens Bioelectron, 2012)

Samsung Galaxy S II
(Lab Chip, 2012)

RDS-1000 (Detekt)

ESEQuant (QIAGEN) Vertu lateral Flow Reader

Defender TSR (Alexeter)



Ø ASFV抗体快速检测试纸

l 胶体金标记：P72（三聚体）

l 检测线：SPA

Ø 技术指标

l 特异性：2018年血清阴性

l 灵敏度：标准血清1:10万

Ø 临床比对

l 试验感染：感染后9天

l 临床病例：发病后5天

l 与进口ELISA相比：检出率更高

非洲猪
瘟

现场快
速诊断



5、猪病远程诊断系统

https://www.dwybzd.com/#/index

远程诊断 远程诊断预约

在线预约实验室送检

专家查询

在线咨询

疫病知识查询

自主诊断

疫情动态查询等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究所
Institute of Animal Health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四、在猪病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1、疾病监测、预警

Ø AI分析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包括气候数据、地理信息系统（GIS）
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等，以早期识别和预测疫情发展趋势。

Ø 美国农业部开发了多个监测系统，利用实时数据、历史疫情记录和地理信息

系统预测流感的潜在爆发和传播路径。

Ø 欧盟建立了动物疾病信息系统，收集和分析成员国报告的疫情信息，能够快

速响应，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以遏制疾病传播。



  2、AI在猪病流行病学中的应用案例

预测PRRSV爆发
Ø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Gustavo Machado团队开发了一个基于机器学习的模型，利用农场的生物安全措施数据、地

理位置和历史疫情信息来预测PRRSV的爆发。模型预测疫情的发生，评估各种生物安全措施的有效性。

Ø 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团队使用时空特征和多尺度建模来预测PRRSV爆发。该研究利用大数据分析，结合地理信息

系统和机器学习技术，分析病毒的传播和爆发模式，为猪场的疫情监控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Ø 团队研究方向

技术集成、推广、应用及产业服务

u 疫病诊断检测平台 四大平台 u 诊断研发平台 u 技术服务平台 u 成果转化平台 

•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验室研究）

Ø 抗原蛋白表达、纯化、鉴定及单克隆抗体

Ø 建立抗原、抗体检测技术方法

• 诊断及监测试剂盒开发

Ø 试剂盒中试及临床试验；建立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及规程

Ø 申报新兽药证书（产品批准文号），产业化及推广应用。

• 诊断试剂

Ø 分子类：ASFV、PRV、CSFV等病原Q-PCR、

CRISPR/Cas13a、RPA等

Ø 免疫类：ASFV、PRV gE、CSFV、PRRSV、

TOX（弓形虫病）

• 免疫评价试剂

Ø ASFV（针对新疫苗）

Ø CSFV、PEDV、PRRSV、支原体肺炎

动物疫病诊断检测、防控技术研究

项目支持 u 国家生猪体系、省生猪体系、重点研发、省重大科技专项、院重大成果培
育专项、院县共建项目等



猪重要病毒分子机制研究

针对重要的猪病病原

PRRSV、PEDV、PRV

等，开展前瞻性研究，

解析其致病机制，突破

技术背后的核心科学问

题，为病毒防控提供理

论基础。

Ø 团队研究方向
近5年成果（不完全统计）：

• 成果奖：河南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中国猪蓝耳病研究

进步奖2项；

• 项目：国自然重大1项、重点项目1项、国自然面上3项、

国自然青年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973）、中原青年

拔尖人才1项、省优青1项、省自然3项、院杰青2项、院

优青5项等；

• 文章发表：团队核心成员以第一作者和/或通讯作者

（含共同）共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包括

mBio（微生物学I区Top期刊）1篇、

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Top期刊）1篇、

Journal of Virology（Top期刊）7篇、 
Microbiology spectrum 1篇、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3篇、

Veterinary Microbiology（兽医学I区）4篇。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