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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2013-2020年齐鲁动物保健有限公司研发临床检测室确诊的细小病毒性肠炎案例进行汇总分析，

以期了解国内特种毛皮动物细小病毒性肠炎流行动态，为该病防控提供临床资料。结果显示：毛皮动物细小病

毒性肠炎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年幼兽最易发，7月是该病发病高峰期，近 8年国内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貂、狐、貉流行趋势不同，水貂、狐发病率在低位徘徊，貉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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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毛皮动物肠炎是养殖过程中最常见疫病，

根据病因可分为感染性肠炎及非感染性肠炎，感染

性肠炎有病毒性肠炎、细菌性肠炎、真菌性肠炎及

寄生虫性肠炎之分，临床上细小病毒、冠状病毒、犬

瘟热病毒及伪狂犬病毒均可引起病毒性肠炎，细小

病毒性肠炎是由细小病毒引起的一种病毒性肠炎，

发病频率高，危害严重。水貂细小病毒、犬细小病

毒或者狐狸细小病毒均可引发该病，过去以水貂细

小病毒居多，最近几年以犬细小病毒为主，该病主

要危害断奶前后幼龄动物，病兽出现呕吐、腹泻、

脱水等病症，死亡率高，一旦发病，给毛皮动物养

殖场带来巨大经济损失[1-7]。与细菌性肠炎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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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100%，其中网床模式试验组发生哮喘率比对

照组低 8.24%，水帘模式试验组比对照组降低

3.56%，网床模式试验组比水帘模式的试验组高

2.24%，对照组则高 6.83%，说明微生物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能有效提高仔猪抗病能力。

3 结 论

本次试验表明，在日粮中添加 0.1%~0.2%微生

物制剂（生物菌团M10）能够提高生长猪的日增重、

料肉比和经济效益，密闭式水帘降温自动刮粪模式

优于低架网床养殖模式。“微生物+”生猪生态养殖是

生猪生态养殖转型升级的趋势，适用于各地养殖场；

采用网床模式、水帘模式养殖，可降低养殖环境中氨

气等有害气体浓度，猪舍内无臭，少蚊蝇，改良养殖

卫生环境，符合国家无公害产地环境标准（GB/T
18407.3-2001）。饲料中添加的微生物制剂可抑制

有害微生物的繁殖，有利于保持猪肠道健康，提高免

疫功能和抗应激能力，降低猪淘汰率和死亡率；也替

代饲用抗生素，提高产品安全性，改良动物食品风

味，提高经济效益，这将是养猪行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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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不同，病毒性肠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疫

苗接种可以预防发病。了解该病流行概况、发病

规律及趋势，有利于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因此，

笔者对近 8年到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研究所

来诊病例进行统计分析，现把汇总分析情况报道

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2013-2020年，国内江苏、河南、山东、河北、山

西、天津、辽宁、吉林及黑龙江等地毛皮动物养殖主

产区送检病例，经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研究所

检测中心确诊为细小病毒性肠炎的案例。

1.2 方 法

1）病例确诊。疑似病例剖检、取病变肠道及内

容物研磨、离心取上清液做血凝试验及 PCR试验，

血凝试验阳性，细小病毒通用引物 PCR阳性，则确

诊为细小病毒性肠炎[8-9]。

2）流行病学统计。对确诊病例发病时间、发病

日龄、发病率及不同品种动物发病率、不同年份不

同品种的发病率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每年总送检病例及细小病毒性肠炎确诊病例

数统计结果

笔者对 2013年以来近 8年的病例进行了统计，

结果显示：2013年来诊毛皮动物病例数最多，为 904
例，之后病例数逐年下降，2020年仅 203例，但细小

病毒性肠炎确诊病例数逐年增多，一直到 2020年，

确诊病例数才下降（图1）。

图1 2013-2020年特种毛皮动物总病例数及细小病毒性肠炎病例数统计结果

表1 2013-2020年特种毛皮动物细小病毒性肠炎各月发病病例数统计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份

2013
0
0
1
0
0
0
1
1
1
0
1
0

2014
0
0
0
0
0
0
3
0
3
3
1
1

2015
0
0
3
0
0
3
10
0
2
3
2
0

2016
0
0
2
0
1
0
15
1
3
0
2
0

2017
0
0
1
0
0
3
15
5
1
1
4
0

2018
3
1
0
0
0
15
11
0
4
0
1
0

2019
1
0
0
0
0
20
22
2
2
0
0
0

2020
0
0
0
0
0
1
11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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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细小病毒性肠炎流行病学统计结果

1）不同月份病例统计。对近 8年每月病例数统

计显示：该病有明显季节性，夏秋季多发，冬春季较

少，每年 6月、7月是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高锋期，

8-11月病例快速下降，但时有发生（表1）。

2）发病日龄和时期。幼兽断奶分窝前后该病

多发，1只拉稀，很快整窝腹泻，母兽很少表现临床

症状，但带毒且因舔舐幼兽粪便在窝内传播中起到

传递作用。该阶段仔兽母源抗体降低，而主动免疫

还没有建立起防疫屏障，因此发病率、死淘率均比

较高。青年兽发病多与疫苗免疫不到位有关。

3）不同年份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率结果。近 8
年特种毛皮动物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率统计（图 2）
结果显示，2013-2019年国内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

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年发病率较低，为0.55%，

其后逐年上升，至 2019年达 18.01%，2020年发病率

大幅降低，为6.40%。

4）2014-2020年 3种动物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

占比结果。通过对比不同年份毛皮动物细小病毒

性肠炎中貂、狐、貉 3种不同动物发病占比（表 2），

结果发现，每年 3种毛皮动物发病占比差异较大，

2014年貉细小病毒性肠炎占比 54.4%，貂细小病毒

性肠炎占 27.3%，狐细小病毒性肠炎占 18.3%；2015
年貉细小病毒性肠炎占 56.5%，貂细小病毒性肠炎

占比43.5%；2016年以貂细小病毒性肠炎为主，占比

58.3%；2017年以貉细小病毒性肠炎为主，占比

56.7%；2018-2020年貉细小病毒肠炎案例均高达

82.98%以上，最高达91.4%。

5）2014-2020年 3种不同动物中细小病毒性

肠炎发病率比较。由图 3可知，水貂、狐细小病毒

肠炎发病率在低位徘徊，水貂肠炎发病率总体比

狐肠炎高，其中 2016年 2种动物细小病毒性肠炎发

病率均不高，分别为 7.4%及 2.4%；貉细小病毒性肠

炎不但发病率高，且呈明显上升趋势，2019年占来

诊貉病例的44.80%，需要养殖场注意加强防范。

3 讨 论

1）细小病毒肠炎是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危害最严

重的病毒性疫病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夏秋季节

多发，断奶前后的幼兽多发，无有效药物用于治疗，

一旦发病，损失惨重，严重影响养殖场的经济效益。

2）2013-2019年国内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主要是国内貉细小多发引起。2017年养

貉场开始重视该疫病的防疫，通过 2年的临床摸索，

逐渐总结出防控经验，用细小病毒性肠炎灭活疫

苗，采取早免疫（45日龄左右首免），间隔 14~28 d加
强免疫的方案，可以很好防控该病发生，2020年发

病率大幅降低与新型基因工程灭活疫苗推广应用

及成功防控经验有关。

3）大部分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场无系统生物安全

体系，病兽排毒，环境中细小病毒载量大，且存在健康

兽及场内犬类带毒现象，养殖环境中病毒污染严重，

人、车、物、动物等携带病毒的载体在不同养殖场间流

图2 2013-2020年特种毛皮动物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率统计

表2 2014-2020年细小病毒性肠炎中貂、狐、貉发病占比结果%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貂

27.30
43.50
58.30
40.00
2.90
14.89
0.00

狐

18.20
0.00
12.50
3.30
5.70
2.13
15.38

貉

54.40
56.50
29.20
56.70
91.40
82.98
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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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这是该病毒常年发生及区域流行的主要原因。

4）从品种上看，近 8年貉细小发病率最高，其次

是水貂，最后是狐。临床上，水貂基本会进行细小

病毒性肠炎灭活疫苗的免疫，狐、貉除了一些规模

养殖场，免疫率比较低，这可能是水貂发病率低的

原因之一[10]。

5）引起毛皮动物细小病毒有多种，实验室可通

过基因测序比对进行分析、区别。2016年前以水貂

细小病毒为主，近几年犬细小病毒多发，宿主范围

也在不断扩大[11-15]，细小病毒流行毒株发生改变也

是疫苗防疫效果降低、疫病多发的重要原因。

6）引起毛皮动物腹泻的病原很多，大肠杆菌、

魏氏梭菌及组织滴虫等细菌、原虫都可以引起动物

剧烈腹泻，临床很难区别，只有通过实验室检测病

原才能区分。也有养殖户通过治疗进行诊断，认为

抗生素注射有效就是细菌性肠炎，无效则是病毒性

肠炎，这也是细小病毒性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的一

个原因，发病后先按照细菌性肠炎治疗，没有效果，

耽误了病程，传染面扩大，发病率上升，再进行疫苗

免疫，为时已晚[16]。

7）特种毛皮细小病毒肠炎发病率虽高，但只要

养殖场引起重视，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加强饲养管

理，加强基因工程灭活疫苗免疫，该病可防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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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4-2020年不同动物细小病毒性肠炎发病率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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