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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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636—2002《蓝舌病诊断技术》,与GB/T18636—2002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临床诊断;
———增加了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检测方法;
———增加了荧光RT-PCR检测方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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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验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华春、朱建波、花群义、肖雷、宋建领、李乐、高林、苗海生。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863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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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舌 病 诊 断 技 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蓝舌病(Bluetongue,BT)诊断的技术方法和试验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反刍动物蓝舌病的诊断、流行病学调查及检疫。所述方法包括临床诊断、病原分离和

鉴定、病原核酸检测以及血清学检测,其中:
———病毒分离适用于从动物的血液、脏器和精液中分离蓝舌病病毒(BluetongueVirus,BTV);
———免疫酶染色和抗原捕获酶联免疫吸附试验(AntigenCapture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

Assay,AC-ELISA)适用于对分离到的病毒进行血清群的鉴定;
———定型微量中和试验和蚀斑及蚀斑抑制定型试验适用于对分离到的BTV进行血清型的鉴定;
———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everse-TranscriptionPolymeraseChainReaction,RT-PCR)和荧光

RT-PCR检测适用于动物的血液、脏器和精液中BTV核酸的检测,也适用于对分离到的病毒

进行血清群鉴定;
———琼脂 免 疫 扩 散 试 验 (AgarGelImmunodiffusion,AGID)和 竞 争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试 验

(Competition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Assay,C-ELISA)适用于血清样品中BTV抗

体的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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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SN/T1193 基因检验实验室技术要求

3 临床诊断

3.1 流行病学

3.1.1 蓝舌病是由呼肠孤病毒科环状病毒属的蓝舌病病毒引起,由库蠓通过叮咬传播,感染反刍动物

致其发病的非接触性传播的虫媒病毒病。

3.1.2 BTV主要引起绵羊发病和死亡,牛和山羊常为隐性感染,偶有发病和死亡。

3.1.3 蓝舌病的发生和分布与库蠓有密切关系,主要爆发于库蠓大量活动的夏秋季节,特别以池塘、河
流多的低洼地区多见。

3.1.4 易感动物对口腔途径感染有很强的抵抗力,发病动物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内病毒含量极低,不会

引起蓝舌病的传播。

3.2 临床症状

3.2.1 潜伏期3天~9天。病初羊体温为40.5℃~42℃,呈稽留热型,一般持续2天~3天。

3.2.2 病羊双唇水肿及充血,出现流涎和流鼻涕等现象。口腔充血,后呈青紫或蓝紫色,很快口腔黏膜

1

GB/T18636—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