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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犃群轮状病毒的分离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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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内对猪轮状病毒的研究较少，作者旨在对猪Ａ群轮状病毒进行分离与鉴定，为后续猪轮状病毒致

病机理和分子生物学特性研究奠定基础。用胰蛋白酶处理ＲＴＰＣＲ检测猪 Ａ群轮状病毒病原阳性的临床腹泻粪

样，然后接种长成单层的 ＭＡ１０４细胞，进行病毒分离传代。再对分离毒株进行常规ＲＴＰＣＲ鉴定和电镜观察，并

对分离毒株的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进行测序及序列分析。结果成功分离猪Ａ群轮状病毒ＴＭａ株，经序列同源

性分析发现，与 ＴＭａ株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同源性最高的毒株分别为中国北京人源ＬＬ３３５４株、印度人源

ＲＭＣ３２１株和日本野猪源ＧＵＢ７１株，其相似性为９６．０％、９５．１％和９７．０％。该ＴＭａ株轮状病毒不同基因表现

出与人源轮状病毒和猪源轮状病毒的高度同源性，推测猪Ａ群轮状病毒可能在人畜间传播，发生基因重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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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状病毒引起婴儿腹泻致死现象在许多国家时

有报道［１３］，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有报道称同时感

染轮状病毒的不同毒株时，该病毒会发生基因片段

交换而产生新的重配毒株［４７］，但在自然条件下这种

重配的现象还未被证实。在对猪病毒性腹泻的流行

病学调查中发现轮状病毒是引起猪病毒性腹泻的主

要病原之一，目前国内对猪轮状病毒的各种研究较

少，作者对猪Ａ群轮状病毒（ｇｒｏｕｐＡｐｏｒｃｉｎｅｒｏ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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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ｒｕｓ，ＧＡＲ）进行了分离和鉴定，为研究其在病毒性

腹泻病中发挥的作用提供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料

本实验室检测并保存的湖北天门某猪场猪 Ａ

群轮状病毒病原阳性粪样。

１．２　细胞、宿主菌与载体

ＭＡ１０４细胞
［８９］（恒河猴胎肾传代细胞系）购

于武汉大学菌种保藏中心，ｐＭＤ１８Ｔ克隆载体购自

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ＤＨ５α感受态细胞购自北京

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３　主要试剂

胰蛋白酶购于Ｓｉｇｍａ公司、ＭＥＭ 细胞培养基

为ＧＩＢＣＯＢＲＬ公司产品、琼脂糖为上海生物工程

公司产品、ＴｒｉｚｏｌＲＮＡｒｏｓｅＲｅａｇｅｎｔ为ＧＩＢＣＯＢＲＬ

公司产品、ＴＳＡ（胰蛋白大豆琼脂）和ＴＳＢ（胰蛋白

大豆肉汤）为 ＢＤ 公司产品、ＥａｓｙＰｕｒｅＱｕｉｃｋＧｅ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Ｋｉｔ购于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ＲＮＡＰＣＲＫｉｔ（ＡＭＶ）、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购于大连宝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胰蛋白酶溶液浓度０．２５％；细胞生长液含１０％

胎牛血清的 ＭＥＭ（ｐＨ７．２～７．６）；细胞维持液含２

μｇ·ｍＬ
－１胰蛋白酶的无牛血清ＭＥＭ（ｐＨ７．２～７．６）。

１．４　病料的处理及接种

粪便样品用ＰＢＳ（０．１ｍｏｌ·Ｌ－１，ｐＨ７．２）稀

释，混匀制成１０％（Ｖ／Ｖ）的悬液；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１

４℃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用０．２２μＭ 孔径的一次性

滤器过滤除菌，－８０℃存放备用。接种细胞前病料

用终浓度１０μｇ·ｍＬ
－１胰蛋白酶３７℃作用３０ｍｉｎ。

取长成单层的 ＭＡ１０４细胞，弃去生长液；用无血清

的 ＭＥＭ 维持液洗３次，加１ｍＬ上述病料悬液，

３７℃、５％ ＣＯ２ 培养箱吸附１ｈ，每２０ｍｉｎ轻晃１

次。同一病料接种２个细胞瓶（２５ｃｍ２），一瓶在吸

附后弃掉病料悬液，另一瓶保留病料悬液，同时加入

６ｍＬ维持液，置３７℃、５％ ＣＯ２ 培养箱培养，试验

中设置空白对照。连续传代，逐日观察接毒后细胞

的变化，待细胞出现ＣＰＥ达７０％时，－２０℃冻融２

次，分装存放－８０℃冰箱。

１．５　 病毒的鉴定
［１０１１］

在病毒盲传过程中，观察细胞ＣＰＥ，并利用本

实验室已建立的检测ＰＧＡＲ的常规ＲＴＰＣＲ检测

方法进行鉴定（引物见表１）。

将接病毒后到达７０％病变的细胞培养物收获

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５ｍｉｎ，吸取上清立刻进行

复染，后在电镜下观察病毒粒子形态。

１．６　引物

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 收 录 的 猪 Ａ 群 轮 状 病 毒

（ＰＧＡＲ）的犞犘６（ＤＱ２０４７４１）、犞犘７（ＤＱ２０４７４３）和

犞犘８（ＦＪ４９２８３５．１）基因序列及国内外已发表的相

关文献材料［１２１５］，利用Ｐｒｉｍｅｒ５．０软件进行引物设

计，预期扩增的目的片段分别为１１９４、８４０和７５６

ｂｐ，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合成。引物

序列及扩增片段大小见表１。

表１　犘犌犃犚犚犜犘犆犚检测及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扩增引物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狌狊犲犱犳狅狉犚犜犘犆犚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犲狇狌犲狀犮犻狀犵狅犳犞犘６，犞犘７犪狀犱犞犘８犵犲狀犲狊

引物名称

Ｐｒｉｍｅｒ

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酶切位点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扩增片段长度／ｂｐ

Ｌｅｎｇｔｈ

ＲＶＦ ＣＣＣＣＧＧＴＡＴＴＧＡＡＴＡＴＡＣＣＡＣＡＧＴ ３３３

ＲＶＲ ＴＴＴＣＴＧＴＴＧＧＣＣＡＣＣＣＴＴＴＡＧＴ

ＶＰ６Ｆ ＣＣＧＧＡＴＣＣＡＴＧＧＡＧＧＴＴＣＴＧＴＡＣＴＣＡＴＴ 犅犪犿ＨⅠ １１９４

ＶＰ６Ｒ ＣＣＣＣＡＡＧＣＴＴＴＣＡＣＴＴＡＡＴＣＡＡＣＡＴＧＣＴＴＣＴ 犎犻狀ｄⅢ

ＶＰ７Ｆ ＣＣＧＧＡＴＣＣＡＴＧＴＡＴＧＧＴＡＴＴＧＡＡＴＡＴＡＣＣＡＣＡＧ 犅犪犿ＨⅠ ８４０

ＶＰ７Ｒ ＴＴＡＡＧＣＴＴＴＴＧＴＧＧＴＧＣＡＧＴＴＧＴＴＧＧＡＴＣＡＧＣ 犎犻狀ｄⅢ

ＶＰ８Ｆ ＣＴＣＧＧＡＴＣＣＡＴＧＧＣＴＴＣＧＣＴＣＡＴＴＴＡＴＡＧＡ 犅犪犿ＨⅠ ７５６

ＶＰ８Ｒ ＣＡＴＧＴＣＧＡＣＡＧＣＴＣＴＴＧＴＧＴＧＣＡＣＴＡＴＣＴ 犛犪犾Ⅰ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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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的犚犜犘犆犚扩增

参考文献［１６１７］进行 ＲＮＡ 的提取及ｃＤＮＡ

的合成。

ＰＣＲ反应总体系为２５μＬ：５×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５．０

μＬ，ＴａＫａＲａ ＨＳ ０．１２５ μＬ，上 游 引 物 （１０

ｐｍｏｌ·μＬ
－１）１．０μＬ，下游引物（１０ｐｍｏｌ·μＬ

－１）

１．０μＬ，ｃＤＮＡ模板５．０μＬ，双蒸水１２．８７５μＬ。扩

增程序：９４℃５ｍｉｎ；９４℃５０ｓ，５６℃１ｍｉｎ，７２℃

１ｍｉｎ，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ｍｉｎ。

按照ＥａｓｙＰｕｒｅＱｕｉｃｋＧｅ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Ｋｉｔ所提

供的操作步骤来回收目的ＤＮＡ片段。

１．８　克隆质粒的构建

将回收的ＤＮＡ片段与ｐＭＤ１８Ｔ载体于１６℃

恒温水浴连接７～８ｈ；取１０μＬ连接产物加入到３０

μＬ大肠杆菌ＤＨ５α感受态细胞中，轻轻混匀，冰上

静置３０ｍｉｎ；４２℃温水中热击４５ｓ后，迅速冰浴２

ｍｉｎ；再加入约５００μＬ不含抗生素的ＴＳＢ培养基，

１８０ｒ·ｍｉｎ－１，３７℃恒温摇床培养约１ｈ；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５ｍｉｎ，弃去４００μＬ上清，混匀后涂布

至含氨苄抗性的ＴＳＡ平板；３７℃温箱培养至出现

单菌落。

１．９　构建质粒的鉴定

１．９．１　ＰＣＲ鉴定　　挑取平板上的单个菌落于５

ｍＬＴＳＢ培养液培养至浑浊，取１．０ｍＬ菌液离心

后弃上清加入５０μＬ 三蒸水重悬，水浴中煮１０

ｍｉｎ，迅速放入－２０℃冷却；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２

ｍｉｎ，取上清５μＬ作为ＰＣＲ扩增的模板。ＰＣＲ扩

增体系（２５μＬ）：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Ｍｇ
２＋）２．５μＬ，１０

ｍｍｏｌ·Ｌ－１ｄＮＴＰ１．０μＬ，犜犪狇酶０．１５μＬ，上游引物

（１０ｐｍｏｌ·μＬ
－１）１．０μＬ，下游引物（１０ｐｍｏｌ·μＬ

－１）

１．０μＬ，模板５．０μＬ，ｄｄＨ２Ｏ１４．３５μＬ。ＰＣＲ扩增程

序：９４℃５ｍｉｎ；９４℃５０ｓ，５６℃１ｍｉｎ，７２℃１ｍｉｎ，

３５个循环；７２℃ 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扩增产物电泳观

察。

１．９．２　酶切鉴定　　按照 ＥａｓｙＰｕｒｅＱｕｉｃｋＧｅ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Ｋｉｔ的说明提取质粒ＤＮＡ。取３０μＬ质

粒ＤＮＡ进行双酶切鉴定，３７℃恒温箱反应２～３ｈ，

酶切产物进行电泳检测。

１．１０　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的测序和序列分析

将ＰＣＲ和双酶切鉴定正确的重组菌送至南京

金思特科技有限公司测序。

将分离株的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序列与已

发表的部分ＰＧＡＲ 基因序列进行了比较。所选的

１０株病毒中犞犘６基因人源有４株（ＤＱ８７３６７５：

Ｒ４７９
［１５］、ＥＵ３３０６４６：ＬＬ３３５４、ＡＦ５３１９１３：ＲＭＣ３２１、

ＡＹ６０１５５２：ＲＭＣ／Ｇ６０），猪源有４株（ＡＹ５３８６６４：

ＪＬ９４、ＦＪ６１７２０９：ＧＤ、ＤＱ２０４７４１：ＲＵ１７２、Ｄ００３２６：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牛源（ＥＵ８７３０１２：ＫＶ０４０７）和熊猫源

（ＧＵ１８８２８３：ＣＨ１）各１株；犞犘７所选的人源有６株

（ＤＱ８７３６８０：Ｒ４７９、ＥＦ１５９５７５：ＬＬ３３５４、ＡＦ５０１５７８：

ＲＭＣ３２１、ＦＪ５９８０３９：ＶＮ６、ＡＹ６０３１５０：ＲＭＣ／Ｇ７、

ＥＦ１９９７３４：ＣＭＨ０１０／０３），猪源有３株（ＡＹ５３８６６５：

ＪＬ９４、ＡＢ１７６６８３：ＪＰ３５７、Ｘ０６７５９：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熊猫

源１株（ＧＵ１８８２８４：ＣＨ１）；犞犘８所选的１３株毒株

中，人源有 ２ 株（ＥＦ６７２５５６．１：ＲＶＡ／Ｈｕｍａｎｔｃ／

ＩＮＤ／６９Ｍ／１９８０／Ｇ８Ｐ４［１０］、Ｍ６０６００．１：６９Ｍ），猪源

有１０株（ＡＢ１７６６８４．１：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１４、ＡＢ１７６６８７．１：

ＪＰ１６３、ＡＢ６２１５８２．１：ＴＪ１１、ＡＢ６２１５８３．１：ＴＪ２２、

ＡＢ６２１５８４．１： ＴＪ４３、 ＡＹ１７４０９４． １： Ａ３４、

ＡＹ７６８８０９．１、３４４６１４、ＦＪ８７０２８６．１：０６５２１、

ＦＪ８７０２８７．１：０６２８５、ＨＱ２６８８４７．１：ＣＭＰ４８／０８），野

猪源１株（ＡＢ５７３６４８．１：ＧＵＢ７１）。

２　结　果

２．１　病毒的分离

病料接种 ＭＡ１０４细胞，盲传至第３代开始出

现明显细胞病变（ＣＰＥ），且前述２种病料接种方法

没有明显的差异，随传代次数增加，最早在２４ｈ可

见ＣＰＥ，表现为细胞变圆堆积、细胞脱落拉网。

２．２　病毒的犚犜犘犆犚鉴定

病毒盲传至第５代产生稳定ＣＰＥ，利用本实验

室已建立的常规ＲＴＰＣＲ检测第３、５、１０、１５、２０和

２５代细胞毒结果均为ＰＧＡＲ阳性（图１），证实猪轮

状病毒已在 ＭＡ１０４细胞上稳定增殖。

Ｍ．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相对分子质量标准；１～６．第３、５、１０、

１５、２０和２５代细胞病毒扩增

Ｍ．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６．ｐＧＡＲ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ｅａｍｐｌｉ

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３ｒｄ，５ｔｈ，１０ｔｈ，１５ｔｈ，２０ｔｈａｎｄ２５ｔｈｐａｓｓａｇｅｃｅｌ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１　犚犜犘犆犚鉴定结果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犚犜犘犆犚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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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病毒的形态观察

对收获的细胞培养物进行电镜形态观察，镜下

可见轮廓清晰的车轮状的双层衣壳结构（图２），将

从病料中分离的毒株命名为ＴＭａ株。

图２　细胞培养物中的病毒颗粒

犉犻犵．２　犞犻狉狌狊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狅犳犮犲犾犾犮狌犾狋狌狉犲

２．４　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的犚犜犘犆犚扩增

用制备好的模板进行ＲＴＰＣＲ扩增，扩增产物

经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结果（图３）显示扩增片段大

小与预期符合（１１９４、８４０和７５６ｂｐ）。

Ｍ．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相对分子质量标准；１～３．犞犘６、犞犘７
和犞犘８基因扩增产物

Ｍ．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犞犘６，

犞犘７ａｎｄ犞犘８
图３　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的犚犜犘犆犚扩增结果

犉犻犵．３　犘狉狅犱狌犮狋狊狅犳犞犘６，犞犘７犪狀犱犞犘８犵犲狀犲犫狔犚犜犘犆犚

２．５　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克隆质粒的构建与鉴定

将扩增回收的ＤＮＡ片段连到克隆载体ｐＭＤ

１８Ｔ上，提取质粒进行ＰＣＲ和双酶切鉴定（图４、图

５），结果证明克隆成功。

Ｍ．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相对分子质量标准；１～３．犞犘６、犞犘７
和犞犘８重组质粒扩增产物

Ｍ．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ｒｅｃｏｍ

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ｉｄｏｆ犞犘６，犞犘７ａｎｄ犞犘８
图４　重组质粒的犘犆犚鉴定结果

犉犻犵．４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狆犾犪狊犿犻犱犫狔犘犆犚

Ｍ１．ＤＬ１５０００ＤＮＡ 相对分子质量标准；Ｍ２．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相对分子质量标准；１．ｐＭＤ１８ＴＶＰ６／犅犪犿ＨⅠ＋

犎犻狀ｄ Ⅲ；２．ｐＭＤ１８ＴＶＰ７／犅犪犿ＨⅠ ＋犎犻狀ｄ Ⅲ；３．

ｐＭＤ１８ＴＶＰ８／犅犪犿ＨⅠ＋犛犪犾Ⅰ

Ｍ１．ＤＬ１５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Ｍ２．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１．ｐＭＤ１８ＴＶＰ６／犅犪犿ＨⅠ＋犎犻狀ｄ Ⅲ；２．ｐＭＤ１８Ｔ

ＶＰ７／犅犪犿ＨⅠ＋犎犻狀ｄⅢ；３．ｐＭＤ１８ＴＶＰ８／犅犪犿ＨⅠ

＋犛犪犾Ⅰ
图５　重组质粒酶切鉴定结果

犉犻犵．５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狆犾犪狊犿犻犱犫狔狉犲狊狋狉犻犮

狋犻狅狀犲狀狕狔犿犲

２．６　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序列测序结果以及同源

性分析

　　将经过ＰＣＲ鉴定和双酶切鉴定正确的 ＴＳＢ／

Ａｍｐ培养的重组菌ＴＭａ送往南京金思特科技有

限公司测序，测序结果已上传到ＮＣＢＩＧｅｎＢａｎｋ中

（登录号为ＪＦ９７０１８５、ＪＦ９７０１８６、ＪＦ９７０１８７）。

为进一步分析分离株 ＴＭａ与其它ＰＧＡＲ毒

株间的亲缘关系，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选取不同地方分离

株的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序列和 ＴＭａ株的基

８７２



　２期 库旭钢等：猪Ａ群轮状病毒的分离与鉴定

因一起输入ＤＮＡＳｔａｒ中的 ＭｅｇＡｌｉｇｎ软件，绘制出

这３个基因系统发育进化树（图６）。与 ＴＭａ株

犞犘６基因同源性最高的是中国北京人源ＬＬ３４５４毒

株，相似性为９６．０％；与其同源性最高的猪源毒株

是印度的ＲＵ１７２毒株，相似性为９３．５％，该毒株与

其它毒株的同源性因地域或宿主差异而存在差异。

与ＴＭａ株犞犘７基因同源性最高的是印度人源

ＲＭＣ３２１毒株，相似性为９５．１％；与其同源性最高

的猪 源毒 株是 日 本 的 ＪＰ３５７ 毒 株，相 似 性 为

９２．３％。与ＴＭａ株犞犘８基因同源性最高的是日本

野猪源ＧＵＢ７１毒株，相似性为９７．０％；但印度人源

ＲＶＡ／Ｈｕｍａｎｔｃ／ＩＮＤ／６９Ｍ／１９８０／Ｇ８Ｐ４
［１０］毒株与

分离株ＴＭａ的相似性为９５．０％，该毒株与其它毒

株的同源性因地域或宿主差异而存在差异。

图６　猪犃群轮状病毒犞犘６（犃）、犞犘７（犅）和犞犘８（犆）基因系统进化树分析

犉犻犵．６　犘犺狔犾狅犵犲狀犲狋犻犮狋狉犲犲狊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狅狀狋犺犲犫犪狊犻狊狅犳犞犘６（犃），犞犘７（犅）犪狀犱犞犘８（犆）犳狉狅犿犘犌犃犚狊狋狉犪犻狀狊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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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轮状病毒在体外分离培养比较困难［１，１８］，在接

种 ＭＡ１０４细胞前用胰酶处理病料及在细胞维持液

中加适量的胰酶是成功分离轮状病毒的关键。胰酶

可能促进轮状病毒粒子外衣壳蛋白 ＶＰ４裂解成

ＶＰ５和ＶＰ８，增强其吸附能力，从而在细胞上增殖。

本试验中，作者在病毒接种前用终浓度为 １０

μｇ·ｍＬ
－１胰蛋白酶３７℃作用３０ｍｉｎ，细胞维持液

中添加终浓度１～２μｇ·ｍＬ
－１的胰酶。

病毒盲传至第３代开始出现明显ＣＰＥ，随着传

代次数增加，一般在接种后２４ｈ开始出现轻微

ＣＰＥ，表现为细胞变圆、脱落及拉网现象。该分离毒

株从第３代至２５代均产生稳定ＣＰＥ，利用实验室已

建立的常规 ＲＴＰＣＲ
［１６］检测，结果为ＰＧＡＲ阳性

（图１），证实猪轮状病毒已在 ＭＡ１０４细胞上增殖。

在传至第２１代的过程中，每代在接种１８ｈ左右都

有明显的 ＣＰＥ，说明病毒对 ＭＡ１０４细胞适应较

强。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等对人Ａ群轮状病毒Ｇ９Ｐ［６］毒株

基因序列进行了分析，犞犘６、犞犘１～３和 犖犘犛２～５

与人源 Ｗａｌｉｋｅ毒株和猪源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ｌｉｋｅ毒株的

相似性在８０％～９０％，而犖犛犘１和犞犘８仅与猪源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ｌｉｋｅ和ＹＭｌｉｋｅ毒株相似
［１３］。从感染的

婴儿中分离的一株新轮状病毒毒株，犞犘４基因与牛

轮状病毒毒株Ｂ２２３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而犞犘７基

因与人源轮状病毒关系较密切［１４］。本试验通过对

ＴＭａ毒株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的同源性分析发

现，与ＴＭａ株犞犘６、犞犘７和犞犘８基因相似性最高

毒株的分别为中国北京人源ＬＬ３３５４株、印度人源

ＲＭＣ３２１株和日本野猪源ＧＵＢ７１株，其同源性分

别为９６．０％、９５．１％和９７．０％。可以利用 ＶＰ４和

ＶＰ７抗体对轮状病毒进行分型
［１９］。这些研究结果

均说明了轮状病毒的多样性和复杂性［２０］，以及猪源

轮状病毒和人源轮状病毒的高度相似性，推测它们

之间可能发生基因重组，该病毒可能在人畜间交叉

传播。对猪轮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将会成为未

来对猪病毒性腹泻病的防控提供重要依据，具有极

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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