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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研究以抗病力强的华北型黑猪大蒲莲猪和抗病力相对较弱的引进猪种长白猪的断奶仔猪为研究对象!

利用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和流式细胞仪测定了大蒲莲"

%0)

头#和长白"

%(1

头#仔猪血液的血常规和
@

淋巴细胞

亚群性状!并对这些性状进行了品种和母猪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血常规性状的变化范围较小"平均

00k/0f

#!成熟
@

淋巴细胞各性状的变异系数"平均
))'=f

#小于非成熟
@

淋巴细胞各性状的变异系数"平均

%%0k11f

#'大蒲莲和长白
0

个品种间比较!除
VWH

(

LYW

(

J_

(

XAP

和
BJ@

外!其他
%)

个血常规性状的差异均达

到极显著"

A

#

&'&%

#水平&而对于
@

淋巴细胞亚群性状!除
HP)]HP(gHP*g

(

HP)]HP(]HP*g

和
HP*]

外!

其他
1

个性状的差异均达到显著"

A

#

&'&=

#或极显著水平"

A

#

&'&%

#'本研究中的
%0)

头大蒲莲仔猪和
%(1

头长

白仔猪分别来自
%*

窝大蒲莲母猪和
0(

窝长白母猪!母猪窝效应对血常规各性状均具有显著"

A

#

&'&=

#或极显著

"

A

#

&'&%

#的影响'本研究大规模测定了大蒲莲猪和长白猪的仔猪血常规和
@

淋巴细胞亚群各指标!为了解中外

不同猪种的差异!挖掘我国地方猪的种质特性奠定基础'

关键词!大蒲莲猪&长白&血细胞性状&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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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血液由血浆和细胞两大部分组成!它不

停地流动于动物机体的循环系统中!参与机体的代

谢和免疫活动!因此与机体的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动物血细胞性状可以分为常规的血常规检测和
@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不仅是反映机体免疫状态(健康

状况以及抗病能力的重要基础指标!同时还是动物

遗传育种的辅助方法之一'而且!家猪在生理结构(

行为学(营养需求以及遗传基础等方面比通常使用

的其他试验动物"大鼠(小鼠等#更接近于人类!是人

类疾病研究的理想模式动物)

%

*

!这使家猪在医学研

究和药物试验上具有重要意义'

血常规检测分为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

大

类'红细胞是血液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血细胞!同时

也是脊椎动物体内通过血液运送氧气的最主要媒

介)

0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红细胞在免疫

中也发挥着重要功能)

*

*

'白细胞是人体血液中非常

重要的一类免疫细胞!在人体中担负许多重任!具有

吞噬异物(产生抗体(治愈损伤(抗御病原体入侵等

作用)

)

*

'血小板的主要功能是凝血和止血作用!修

补破损的血管'另外!研究表明!血小板在炎症反

应(器官移植排斥等生理和病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

=!.

*

'淋巴细胞是在适应性免疫中起关键作

用的白细胞!主要包括
@

淋巴细胞(

W

淋巴细胞和

[Z

细胞等亚类!分别介导机体的细胞免疫(体液免

疫和对肿瘤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杀伤作用等免疫

学功能'其中的
@

淋巴细胞是机体免疫应答的核

心细胞!根据其表面分化的抗原不同!将其分成若干

亚群)

1

*

'各
@

细胞亚群细胞数量及其比例的正常

是动物机体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主要标志!当淋巴

细胞亚群的数量和功能发生异常时!机体就可导致

免疫紊乱并发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

(!/

*

'

我国大多数地方猪种在抗病性和免疫力方面明

显优于国外猪种)

%&!%%

*

!但是人们对中外猪种抗病力

差异的遗传基础和免疫机理却了解甚少'大蒲莲猪

是山东省体型较大的华北型黑猪!具有抗病耐粗(高

繁性(肉质好等优良特性!特别是对猪繁殖与呼吸障

碍综合征"

BVV;

#等
V[<

类型的病原表现出强抗

病力)

%0!%*

*

'笔者推测不同品种猪对疾病的抵抗力不

同可能在血细胞性状参数上有所反映'本研究以抗

病力强的大蒲莲猪和抗病力相对较弱的长白猪的断

奶仔猪为研究对象!利用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和

流式细胞术检测了这
0

个品种仔猪血液的血常规和

@

淋巴细胞亚群性状在群体水平的指标!通过品种

间的比较!为了解地方猪的种质特性和猪抗病品种

的选育奠定基础'

#

!

材料与方法

#E#

!

试验动物和血样采集

本研究中的试验群体包括
%0)

头大蒲莲仔猪和

%(1

头长白仔猪!分别采自济宁东三大蒲莲猪原种

场和济宁市原种猪场'大蒲莲原种猪猪群相对较

小!产仔日期较分散!

%0)

头大蒲莲仔猪来自
0&%*

年
*!.

月分娩的
%*

窝母猪&而长白猪群产仔较集

中!

%(1

头长白仔猪来自
0&%*

年
)!=

月分娩的
0(

窝

母猪'大蒲莲和长白仔猪出生后
0)>

内称初生重(

打耳缺编号!

0%

日龄免疫猪瘟疫苗!

0(

日龄断奶'

仔猪达
*=

日龄时!从每窝中随机选取
.

#

/

头生长

发育良好的健康仔猪!公母各半!前腔静脉采血!每

次采集血量约
=3J

!注入
2P@<Z0

抗凝管中!颠倒

混合均匀'

#E!

!

血常规检测

血常规采用
WH!%(&&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测定'

使用该仪器共获得
%/

项血常规指标!分为红细胞(

白细胞和血小板
*

大类!其中红细胞包括红细胞总

数"

VWH

!

j%&

%0

/

J

g%

#(红细胞血红蛋白"

LYW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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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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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
!

医
!

学
!

报
)=

卷
!

O

/

J

g%

#(红细胞压积"

LH@

!

f

#(平均红细胞体积

"

XH\

!

DJ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

XHL

!

SO

#(平

均血红蛋白浓度"

XHLH

!

O

/

J

g%

#和红细胞体积分

布宽度变异"

VPQ

!

f

#

1

项指标&白细胞包括白细

胞计数"

QWH

!

j%&

/

/

J

g%

#(中性粒细胞数"

YV<[

!

j%&

/

/

J

g%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YV<[f

!

f

#(淋

巴细胞数"

J_X

!

j%&

/

/

J

g%

#(淋巴细胞百分比

"

J_Xf

!

f

#(中间值细胞数"

XAP

!

j%&

/

/

J

g%

#和中

间值细胞百分比"

XAPf

!

f

#

1

项指标&血小板包括血

小板总数"

BJ@

!

j%&

/

/

J

g%

#(血小板压积"

BH@

!

3J

/

J

g%

#(平均血小板体积"

XB\

!

DJ

#(血小板体

积分布宽度 "

BPQ

!

f

#和大血小板数 "

JBHV

!

j%&

/

/

J

g%

#

=

项指标'

#E'

!

)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

血样采样后首先用三色荧光抗体染色!然后经

流式细胞仪检测"

U<H;HE:$4F5

!美国
W978#-P$7T!

$-,#-

#

@

淋巴细胞亚群'三色荧光抗体染色后!可

以把
@

淋巴细胞分为
HP)gHP(gHP*g

(

HP)]

HP(gHP*g

(

HP)gHP(]HP*g

(

HP)]HP(]

HP*g

(

HP)gHP(gHP*]

(

HP)]HP(gHP*]

(

HP)gHP(]HP*]

和
HP)]HP(]HP*]

共
(

个

性状'另外!笔者在以上测定的
(

个性状的基础上!

进一步计算了每个样本的
HP)gHP(gHP*]

(

HP)]HP(gHP*]

(

HP)gHP(]HP*]

和
HP)]

HP(]HP*]

之和"简称
HP*]

#和
HP)]HP(g

HP*]

%

HP)gHP(]HP*]

比值"简称
HP)]

%

HP(]

#'

HP*]

代表了外周血中成熟
@

淋巴细胞

的总量!

HP)]

%

HP(]

比值是评价细胞免疫功能极

为重要的指标!比值下降或倒置提示机体细胞免疫

功能紊乱'

检测基本操作流程$"

%

#准备所需试管!并按抗

体种类在管上标记欲加入的抗体'其中!试管
%

为

空白对照!不加抗体&试管
0

为同型阴性对照!加入

分别用荧光素
UA@H

(

VB2

和
;BVP

标记的同型对

照 抗 体
A

O

Y04!UA@H

(

A

O

Y0E!B2

和
A

O

Y%!;BVP

"

;#F8>95-4$#897>

!

I;<

#各
0

'

J

&试管
*

加入分别

用荧光素
UA@H

(

VB2

和
;BVP

标记的鼠抗猪
HP)

(

HP(

和
HP*

抗体"

;#F8>95-4$#897>

!

I;<

#各
0

'

J

'

"

0

#向各试管中加入充分混匀的抗凝全血
=&

'

J

!漩

涡震荡数秒后!室温避光孵育
%=

#

0&3$-

'"

*

#加

入流式细胞溶血试剂
03J

漩涡震荡数秒!室温避

光
%&3$-

!裂解红细胞'

%=&&5

/

3$-

g%离心
=

3$-

!弃上清&"

)

#加
0 3JBW;

清洗!充分混匀!

%=&&5

/

3$-

g%离心
=3$-

!弃上清!加
=&&

'

JBW;

振荡混匀重新悬浮细胞'"

=

#上机检测!记录结果'

#E$

!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2?79:

进行整理后!计算大蒲莲

和长白猪各种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最

大值和最小值!以对群体某项血细胞性状指标有总

体了解'由于试验动物在品种和母猪二大类中不完

全平衡!采用
;<;('&0

统计软件中的广义线性模

型
YJX

过程的多因素无互作最小二乘分析方法!

对仔猪血常规和
@

淋巴细胞亚群各性状的品种和

母猪窝效应进行了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检验!采用的

数学模型$

R

(

:

S

T

!

U"

(

U

#

:

U

&

(

:

S

其中
!

为群体均值!

"

(

为品种第
$

处理的效应!

#

:

为母

猪第
+

处理的效应!

&

(

:

S

为随机误差!服从
[

"

&

!

)

0

9

#分布'

!

!

结
!

果

!E#

!

大蒲莲和长白仔猪血常规性状测定值及品种

和窝效应分析

本研究中利用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对普通饲

养管理条件下
%0)

头大蒲莲仔猪和
%(1

头长白仔猪

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
%/

项血常规指标进行

了测定!并利用最小二乘方法进行品种和母猪效应

分析!以获得大蒲莲和长白仔猪的血常规各项指标

的正常值(变动范围及品种和母猪效应!具体检测结

果如表
%

所示'

大多数血常规性状的变化范围较小!平均变异

系数平均为
00'/0f

!其中
BPQ

的变异系数最小

"大蒲莲
*'1*f

和长白
)'*)f

#!

XAP

的变异系数

最大"大蒲莲
)*'*%f

和长白
)('&=f

#'大蒲莲和

长白
0

个品种间比较!除
VWH

(

LYW

(

J_

(

XAP

和

BJ@

外!其他
%)

个性状间均差异极显著"

A

#

&k&%

#'其中!对于大部分红细胞和白细胞性状!大

蒲莲仔猪均显著高于长白仔猪"

A

#

&'&=

#!而对于

血小板性状!大蒲莲仔猪均极显著低于长白仔猪

"

A

#

&'&%

#'本研究中的
%0)

头大蒲莲仔猪和
%(1

头长白仔猪分别来自
%*

窝大蒲莲母猪和
0(

窝长白

母猪!母猪对血常规
%/

个性状的影响分析表明!母

猪窝效应对血常规各性状的影响均达到了显著

"

A

#

&'&=

#或极显著水平"

A

#

&'&%

#'

!E!

!

大蒲莲和长白仔猪
)

淋巴细胞亚群性状测定

值及品种和窝效应分析

!!

@

淋巴细胞的细胞膜表面有很多种特异性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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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怀中等$品种和母猪对仔猪血常规和
@

淋巴细胞亚群性状的效应分析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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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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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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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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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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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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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

学
!

报
)=

卷
!

原!统称为白细胞分化抗原"

H:F,895"$DD959-8$E8$#-

!

HP

#'按照
@

淋巴细胞表面分化抗原可以分成很

多种类'本研究利用荧光素
UA@H

(

VB2

和
;BVP

标记的鼠抗猪
HP)

(

HP(

和
HP*

单克隆抗体与
@

淋巴细胞表面抗原结合后!经流式细胞仪计数
HP

的百分率'图
%

为
@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时某样品

的散点图!可以看出本研究中用荧光素
UA@H

(

VB2

和

;BVP

标记的鼠抗猪
HP)

(

HP(

和
HP*

抗体可以很好

的区分
HP)

(

HP(

和
HP*

这
*

个
@

淋巴细胞的表面

标志!从而分离(鉴定不同亚群的
@

淋巴细胞'

图
#

!

流式细胞术进行
)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散点图

O7

3

E#

!

=0.>>+/

K

@2>-42/>*+D+>+/:78.>72824)F@

<

:

K

*20

<

>+-Q;

K

2

K

Q@.>728-;

<

4@2C0

<

>2:+>/

<

!!

大蒲莲仔猪和长白仔猪
@

淋巴细胞亚群各性

状具体检测结果及品种和母猪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0

所示'

HP*]

是外周血中成熟
@

淋巴细胞的标志

物!根据
HP*]

!

@

淋巴细胞亚群各性状划分为成熟

@

淋巴细胞"

HP*]

#和非成熟
@

淋巴细胞"

HP*g

#

0

大类'

0

类
@

淋巴细胞的变异系数相比!成熟
@

淋

巴细胞"

HP*]

#各性状的变异系数"平均
))k=f

#

小于非成熟
@

淋巴细胞"

HP*g

#各性状的变异系

数"平均
%%0'11f

#'大蒲莲和长白
0

个品种间比

较!除
HP)]HP(gHP*g

(

HP)]HP(]HP*g

和

HP*]

外!其他
1

个性状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

A

#

&'&=

#或极显著水平"

A

#

&'&%

#!其中
HP)gHP(g

HP*g

(

HP)gHP(]HP*]

和
HP)]HP(]HP*]

性状大蒲莲仔猪显著"

A

#

&'&=

#或极显著"

A

#

&k&%

#水平高于长白仔猪!而
HP)gHP(]HP*g

(

HP)gHP(gHP*]

(

HP)]HP(gHP*]

和
HP)]

%

HP(]

大蒲莲仔猪极显著低于长白仔猪'母猪窝效

应对
@

淋巴细胞亚群各性状的影响也均达到了显

著"

A

#

&'&=

#或极显著水平"

A

#

&'&%

#'

'

!

讨
!

论

机体能够通过多种不同的防御机制来保护自身

免受微生物和有害物质的侵袭!这些防御机制包括

物理屏障(血液和组织中的吞噬细胞(自然杀伤

"

[Z

#细胞以及各种细胞因子等'动物的血液不停

地流动于动物机体的循环系统中!参与机体的代谢

和免疫活动!是检测动物机体健康状况(适应性及生

产性能的重要参考依据'本研究大规模测定了大蒲

莲和长白仔猪的血常规和
@

淋巴细胞亚群各指标!

为了解中外不同猪种的差异!挖掘我国地方猪的种

质特性奠定基础'

本研究中!大蒲莲仔猪和长白仔猪在大部分血

常规和
@

淋巴细胞亚群性状存在显著"

A

#

&'&=

#或

极显著差异"

A

#

&'&%

#'以前的许多研究也表明不

同猪种!特别是地方猪种与高度培育的商业猪种相

比较在免疫指标上存在大的差异'

X'H:E

SS

958#-

等)

%&

*对梅山和大白猪的一些免疫指标的检测表明!

梅山猪的中性粒细胞数(单核细胞数(血清淀粉样蛋

白
<

水平和
E%!

酸性糖蛋白水平高于长白猪!而淋

巴细胞低于长白猪&

X'<';F8>95:E-"

等)

%%

*对
)

(

(

(

和
%0

周龄巴克夏(杜洛克(梅山(大约克以及长大二

元猪的基础免疫指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品种对白

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数(淋巴细胞数和
A

O

Y

(血浆

皮质醇浓度和自然杀伤细胞有显著影响!且梅山猪

血浆皮质醇浓度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毒性最高!大约

克在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最高'

_'J$F

等)

%)

*比较

了大约克(长白和松辽黑猪的血常规和
@

淋巴细胞

亚群和溶菌酶等性状!研究结果表明!品种间存在显

著差异!松辽黑猪在先天性免疫指标方面优于大约

克和长白'本研究及上述这些研究均表明不同品

种(同品种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抗病力的遗传差异!由

此不少育种学家提出从遗传角度通过育种措施来提

高畜禽抗病力)

%=!%.

*

'

笔者曾尝试把本研究结果和其他报道相比较!

发现不同研究中报道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

*

'

血液指标受品种(发育阶段(疫苗免疫(环境条件(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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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
!

牧
!

兽
!

医
!

学
!

报
)=

卷
!

液样品采集和检测方法等因素影响!造成不同研究

中报道的猪血液指标各异!影响了不同报道结果之

间的可比性'与人体血常规各项指标参数相比较!

所测的大蒲莲和长白仔猪的白细胞数和红细胞数
0

项指标高于成年人的参考范围!与新生儿的参考范

围接近'对于
@

淋巴细胞性状!猪的
@

淋巴细胞亚

群成分与人和小鼠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

*

'与人和

模式生物小鼠相比较!猪具有倒转的淋巴结构!髓质

位于皮质的外面)

0&

*

!这种特殊的淋巴结构决定了猪

特殊的淋巴亚群组成结构'具有
HP)

抗原的成熟

@

细胞为辅助性
@

细胞!具有
HP(

抗原的成熟
@

细胞为细胞毒性
@

细胞!而这
0

种
@

细胞亚群的比

值在维持机体的免疫平衡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在正常情况下!

HP)]

%

HP(]

比值在一个比较

稳定的范围内'本研究中!大蒲莲和长白仔猪的

HP)]

%

HP(]

比值变异范围较大"

&'0/

#

='&%

#!预

示着该研究试验群体可能存在不健康的个体!大蒲

莲和长白仔猪的
HP)]

%

HP(]

比值平均分别为

%k%0

和
%'/=

!与人的
HP)]

%

HP(]

比值相接近!高

于王继英等)

0%

*和巨向红等)

%(

*报道的二花脸和杜洛

克杂交
U0

仔猪(巴马香猪(本地黑猪和杜长大两个

品种育成猪的结果'

本研究大规模测定了大蒲莲和长白仔猪的血常

规和
@

淋巴细胞亚群各指标!为了解中外不同猪种

的先天性免疫水平提供参考数据'实际生产中影响

先天性免疫指标的因素较多!今后要将这些指标的

变化与环境条件(饲养管理(生产性能等充分结合进

行进一步研究!为了解地方猪的种质特性和猪抗病

品种的选育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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