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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人单纯疱疹病毒为抗原 , 用玻片免疫酶法 ( EIA) 检测来自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及广西灵长类研究中心

的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发现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的阳性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野外捕获混养组阳性率为

83. 4% ; 野外捕获组阳性率为 49. 8% ; 自繁分笼群养组阳性率为 14. 6%。三组中 , 不同性别之间相关抗体阳性

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组间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的差异极显著 ( P < 0. 05)。

关键词　食蟹猴　 B病毒　玻片免疫酶法

Abstract　 The related antibody to B virus ( BV RA) o f M. f ascicularis , which w ere f rom both

the bo rder regions of China clo sed to Vietnam and Research Center fo r Experimental Primates

in Guangxi, was detected by EIA using HSV -1 as antigen. The posi tiv e rate o f BV RA rose

wi th the increase of the age, and the wi ld captiv e mixed g roup w as 83. 4% , 49. 8% in the w ild

captiv e g roup, 14. 6% in the sel f-reproduction captiv e g roup. In these th ree g roups, there w ere

no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 the posi tive rate o f BV RA ( P > 0. 05) ,

but betw een the g roups, the di fference w as very significant ( P < 0. 05) .

Key words　 Macaca f asciclaris , B vi rus, EIA

　　食蟹猴 ( Macaca f ascicularis )作为实验动物在

各国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量日益增大。 80年代末

以来 ,广西开展了食蟹猴的人工饲养繁殖工作 ,经多

年来的努力 , 目前广西猴场食蟹猴的存栏量已达 6

000头 , 其中繁殖种猴群达 1 200头 , 每年正常繁殖

仔代约有 700头。 B病毒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原 , 可使

人、 猴产生致死性感染 [4 ] , 因此 , B病毒是影响实验

食蟹猴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为了了解食蟹猴 B病

毒感染情况 , 提高实验用猴的质量 , 我们对食蟹猴

(不含种猴及残猴 ) B病毒相关抗体进行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 1　动物

1. 1. 1　野外捕获组: 来自广西中越边境地区。 动物

进场经常规检疫后 , 单笼关养 , 7 d内采血。

1. 1. 2　野外捕获混养组:来自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动

物进场后经常规检疫 ,雌雄隔离大笼群养 , 笼的规格

为 10 m× 10 m× 3 m, 每笼 80～ 90头。

1. 1. 3　自繁分笼群养组: 广西灵长类研究中心自

繁猴离乳后 ,雌雄分群笼养 ,笼的规格为 6 m× 5 m

× 3 m , 每笼 20～ 25头。

1. 2　血清制备　后肢静脉采血 ,经 5 000 r /min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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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血清 , 低温 ( - 30℃ ) 保存待检。

1. 3　检测方法　以人单纯疱疹病毒 I型 ( HS-1) 为

抗原片 ,采用玻片免疫酶法 [1 ]检查血清中 B病毒相关

抗体 ,血清稀释 1∶ 4,正常细胞孔无色 ,病毒抗原细

胞棕色为阳性。

1. 4　动物年龄划分　将食蟹猴年龄分成四组 , 0～

2. 5岁为幼年龄组 , 2. 6～ 4. 0岁为青年龄组 , 4. 1～

6. 5岁为成年龄组 , ≥ 6. 5为老年龄组。

2　结果

2. 1　不同组的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明显

不同

　　野外捕获混养组相关抗体阳性率最高 ,野外捕获

组次之 ,自繁分群笼养组最低 (表 1)。三组之间 B病

毒相关抗体阳性率的差异极显著 ( P < 0. 05)。
表 1　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s of positive rate of B virus related anti-

body of M. f ascicularis

年龄组

Age　

group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 (% )

Posi tive rate of B vi rus related an tibody

野外捕获组

Wild captiv e

g roup

野外捕获混养组

Wild captive

mixed g roup

自繁分笼群养组

Sel f-reproduction

captive group

幼年龄组

Cub　
30. 1( 168 /558) 79. 1( 83 /105) 10. 1( 66 /655)

青年龄组

Juv enile
41. 5( 164 /395) 81. 1( 73 /90) 16. 4( 81 /493)

成年龄组

Adul t
67. 1( 255 /380) 85. 7( 84 /98) 20. 5( 73 /357)

老年龄组

Seni le
87. 3( 179 /205) 89. 3( 67 /75) -

平　均　

Av erage
49. 8( 766 /1 538) 83. 4( 307 /368) 14. 6( 220 /1 505)

2. 2　不同年龄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的阳性率

　　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本阳性率随动物年龄的增

长而上升 , 其中 , 野外捕获组上升幅度最明显 , 其它

两组上升幅度不大 (表 1)。 在野外捕获混养组

中 , 四个年龄组之间相关抗体阳性率无显著性

差异 ( P > 0. 05)。在野外捕获组中 ,幼年龄猴组与

青年龄猴组之间 , 相关抗体阳性率的差异不显

著 ( P > 0. 05) , 而青年龄猴与成年龄、 老年龄猴组

之间的差异极显著 ( P < 0. 01)。在自繁分群笼养组

中 ,三个年龄组之间相关抗体阳性率均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5)。三组的幼年龄猴组之间 ,相关抗体阳性

率的差异极显著 ( P < 0. 05)。

2. 3　不同性别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的阳性率

　　三组中 ,食蟹猴雌雄两性阳性率的差异均不显著

( P > 0. 05) (表 2)。

2. 4　野外捕获组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逐

年的比较

　　除 1991年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较低之外 , 其

它年度之间 , 相关抗体阳性率的差异不大 (表 3)。
表 2　不同性别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s of positive rate of B virus related anti-

body of M. f asciculari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性别

Sex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 (% )

Posit ive rate of B virus related antibody

野外捕获组

Wild cap tive

group

野外捕获混养组

Wild capt ive

mixed group

自繁分笼群养组

Self-reprod uct ion

captive g roup

♀ Female 49. 5( 397 /802) 82. 4( 159 /193) 15. 5( 123 /792)

♂ Male 50. 8( 374 /736) 84. 6( 148 /175) 13. 6( 97 /713)

平　均
Av erage

49. 8( 771 /1 538) 83. 4( 307 /368) 14. 6( 220 /1 505)

表 3　 1991～ 1995年野外捕获组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s of positive rate of B virus related ant ibody of M . fascicularis in wild captive group from 1991 to 1995

年龄组

Age g roup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 (% ) Po sitiv e ra te of B v irus related antibody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幼年龄组

Cub
20. 8( 26 /125) 35. 7( 30 /84) 32. 6( 31 /95) 37. 2( 45 /121) 27. 1( 36 /133)

青年龄组

Juvenile
32. 0( 24 /75) 35. 3( 24 /68) 43. 2( 35 /81) 46. 3( 44 /95) 48. 7( 37 /76)

成年龄组

Adult
57. 6( 49 /85) 64. 3( 45 /70) 77. 1( 47 /61) 60. 5( 49 /81) 78. 3( 65 /83)

老年龄组

Senile
66. 7( 30 /45) 97. 5( 39 /40) 84. 2( 32 /38) 93. 0( 40 /43) 97. 4( 38 /39)

平　均　
Average

39. 1( 129 /330) 52. 7( 138 /262) 52. 7( 145 /275) 52. 4( 178 /340) 53. 2( 176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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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B病毒是非人灵长类动物最主要的病毒性疾病

之一 , 可使人产生致死性的上行性脑脊髓炎 [ 4] , 从而

引起国内外不少学者对猴 B病毒潜在危险性的重

视。开展 B病毒流行学的调查 ,是消除潜在危险的重

要措施。有关恒河猴 B病毒感染情况的报道较多。国

内外不少学者指出 , 恒河猴 B病毒抗体或相关抗体

阳性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 并认为性交是 B病

毒传播的主要途径
[2, 4～ 8 ]

。 本文以食蟹猴为研究对象

的研究结果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这说明食蟹猴的 B

病毒感染情况与恒河猴类同 ,常常在野生食蟹猴中形

成动物性感染 , 相互感染传播疾病。 1995年上半年 ,

由于灵长类中心的猴舍有限以及中心下属猴场的猴

舍需要维修等原因 ,对部分新引进的猴只能雌雄隔离

大笼群体饲养 , 于是便构成本研究的野外捕获 B病

毒阴阳性混养组。该组的猴大群体笼养后 ,不同年龄

的猴尤其是幼年龄猴很快就被相同性别的阳性猴所

感染 , 5个月后其感染率达 79. 1% (表 1)。这表明除

性交之外 , 动物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如直接的抓伤、

咬伤或间接的粪便污染、经猴分泌物传播等也很可能

是 B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 ,对新引进的猴

应及时检疫 , B病毒阴性、 阳性分群隔离饲养 , 这样

可以降低 B病毒扩散。 1991年野外捕获组猴 B病毒

相关抗体的阳性率低于 1992年到 1995年猴的阳性

率 , 其原因可能是 1991年新引进的猴 , 幼年龄个体

占的比例大 ,成年龄、老年龄个体占的比例小以及多

数猴用单笼运输 ,减少动物之间的接触 ,从而使动物

之间的直接抓伤或粪便污染等机会较少 , 故 B病毒

抗体阳性率相对较低。而 1992～ 1995年新引进的猴 ,

多数是用大笼群体运输 ,导致动物之间的直接接触频

繁 , 故 B病毒抗体的阳性率高于 1991年猴的阳性

率。经以上分析可知 , 单笼运输灵长类实验动物可降

低 B病毒的扩散。 不同性别食蟹猴 B病毒相关抗体

的阳性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 这与王晓明 1989年所报

道的情况类似 [3 ]。

除野外捕获混养组之外 ,其它两组的幼年龄猴 B

病毒相关抗体的阳性率均明显低于其它年龄猴的阳

性率 (表 1) ,所以搞好幼年龄食蟹猴尤其是自繁幼龄

食蟹猴的饲养管理是今后每年都能生产高品质商品

猴的关键环节。自繁的仔猴在哺乳期结束后应及时隔

离 , 进行人工哺育饲养。实验中 , 我们发现即使繁殖

种猴双亲都是 B病毒抗体阳性猴 , 新生的婴猴均没

有 B病毒感染。断乳后 , 若不及时隔离 , B病毒抗体

阳性率便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因此 , 这几年来 , 我

们对断乳后的仔猴进行 B病毒相关抗体检测 , 阴性

阳性猴隔离饲养。对 B病毒相关抗体阴性猴的饲养 ,

实行专人饲养管理责任制 ,在饲养过程中严格执行笼

舍及周围环境的卫生清洁及定期用消毒液消毒措施 ,

对咬伤、抓伤的猴及时隔离治疗 , 每隔 4个月进行一

次 B病毒相关抗体普查 ,发现阳性者及时隔离 ,发现

阳性猴的猴舍经严格消毒后方可放阴性猴饲养 ,从而

大大降低了病毒的感染率。这也是自繁分群笼养组与

其它两组间 , B病毒相关抗体阳性率的差异极显著的

主要原因。值得指出的是 B病毒对人、猴都有较强的

致病性 ,据报道 ,人类感染 B病毒的病例到目前止共

24例 , 其中 22例患脑脊髓炎 , 16人死亡 , 除 1例是

人与人传播之外 ,其余均是人接触猴或被猴分泌物感

染而发病 [4 ]。因此 , 加强猴场饲养管理人员、 临床兽

医和研究人员的自身防护至关重要。探讨和研究 B

病毒流行学 ,不断完善猴群的饲养条件设施和科学化

的管理制度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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