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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项简介 

非洲猪瘟（ASF）对我国国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健康与安全均造成重大威胁。研究

团队自 2007 年以来，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疫情防控要求，开展了非洲猪瘟

检测防控技术体系研发及应用，并取得了如下成果： 

1.创制非洲猪瘟病毒系列荧光 PCR检测技术，获颁新兽药证书并生产应用，保障

了生猪及猪肉制品安全供给。创新研发 ASFV敏感特异检测、早期筛查和非法免疫查

验的系列荧光 PCR检测技术。研制的 ASFV荧光 PCR检测试剂盒与国际金标准方法符

合率为 99.68%；获得新兽药证书（2019-74号）并转化生产，在感染生猪及猪肉产品

的检验检疫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2、创新病毒抗原高效表达体系，研发ASFV 抗原检测试纸条，实现ASFV 的现

场快速检测，为基层养殖企业提供了民生实惠。创制ASFV 抗原表达载体及真核细胞

表达技术，解决了ASFV 抗原表达难、易折叠错误以及无法糖基化修饰等技术难题。

制备的 CD2v 多抗效价高达 1:216000。研发的 ASFV 检测试纸条检测时间 15 分钟，

为基层养殖企业提供了民生实惠。 

3、创新单克隆抗体制备及筛选技术，开发了竞争ELISA 试剂盒，实现了非洲猪

瘟血清抗体的高灵敏检测，促进了企业复工复产。创新设计单克隆抗体制备和筛选技

术、抗原和佐剂的比例及免疫的时间，改进后单抗数量提升 5-10 倍，筛选时间缩短

50%。研发的竞争ELISA 试剂盒增强了弱阳性检出率。解决了母猪双阴性检测难、耐

过猪“定时炸弹”的威胁，促进了企业复工复产。 

 4.创建钝缘蜱的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鉴定技术，形成了技术标准，为我国蜱媒

分布调查及蜱传疫病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丰富了疫情防控理论。基于扫描电镜观察，

确定拉合尔钝缘蜱的典型形态特征；基于全基因序列分析，首次提出以线粒体 COI序

列为 DNA条形码的钝缘蜱确证技术，并形成标准化鉴定技术规范；基于流行病学分析，

科学研判钝缘蜱在我国传播 ASFV的风险，丰富了我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理论。 

5.构建传入风险场景化数学模型和进境动物检疫风险分析信息系统，开展了非洲

猪瘟病毒定量风险评估，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提升了国家宏观决策能力

和水平。应用超几何分布构建场景化数学模型，对俄罗斯进境猪肉传带 ASFV风险进

行定量分析，结果为 0.1996；运用异步 JavaScript技术构建进境动物检疫风险分析

信息系统，对 ASFV传入风险进行分析，应用于市场准入及双多边技术交流和谈判并

取得显著效果。 

项目成果整体达国内领先水平，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0项，制定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 7项、出版编著 1部及发表论文 12篇。研发的 ASFV荧光 PCR检测

试剂盒为我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两种法定检测试剂盒之一，生产技术转化给 7家兽

药生产企业，实现技术成果转化、检测监测服务等直接经济收入 953.73万元。受让

企业生产 234.595万头份，实现企业营收 6015.09万元。在生猪生产、市场流通及口

岸检疫环节非洲猪瘟疫情的检测、监测中推广应用，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重要技术

手段，为监管部门执法把关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保障了国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