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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鱼腥草 96 g、凤尾草 123 g、鸭跖草 68 g 萹、
蓄草 53 g，混合煎汁 15 mL灌服。架子猪减半，各
一次内服，2次/d，连服 4付。

严禁从疫区购入带菌猪，坚持自繁自养。如需

引进，必须经过隔离检疫。做好环境清洁卫生和消

毒工作，消毒后猪舍最好空 20 d以上，处理好粪
污，全面预防和控制 PED和 T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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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行特点

猪高致病性蓝耳病在炎热高温的夏季容易高

发，该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饲养管理不当或者日常

护理和疫苗防疫工作不到位。在患猪高致病性蓝耳

病后，病猪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体温升高，在发病 1
周后死亡率达到最高，3周后死亡率会明显下降。猪
高致病性蓝耳病的传播范围非常广泛，不同日龄的

猪都可以感染该病，但是不同品种、不同年龄的猪

对该病的抵抗力不同。一般来说，育肥猪发病速度

最快，之后是保育猪和哺乳仔猪遭受感染[1]。另外，
猪高致病性蓝耳病有多种感染途径，像猪的口腔、

生殖道、鼻腔等都可以成为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的感

染途径。如果母猪染病，则会在子宫内部感染仔猪，

或者在仔猪产出之后感染仔猪。除此之外，如果仔

猪接触到病猪也很容易发生感染。

2 临床症状

一般来说，不同种类、不同日龄的猪患高致病性

蓝耳病表现出的症状各不相同。如果母猪患猪高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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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蓝耳病则会表现出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咳嗽、呼吸

困难、且体温明显升高，如果患病母猪没有怀孕则会

表现出发情不正常或者不孕的症状。如果已经受孕，

流产的机率会非常高或者会出现早产、产死胎的情

况，还有的母猪会表现出产后胎衣停滞等情况；如果

患病猪为仔猪也会表现出体温升高、呼吸困难，另外

还会出现厌食、腹泻、眼结膜炎等症状，且患病仔猪的

被毛一般都比较粗乱。长此以往，仔猪就会日渐消瘦，

很容易引发其他的继发性疾病，死亡率可以高达

50%，还有少数的育肥猪在患高致病性蓝耳病之后耳
部和尾部的皮肤会出现深青紫色的斑块；通常情况

下，公猪患高致病性蓝耳病的机率比较低，如果公猪

患高致病性蓝耳病则会出现食欲不振、呼吸困难、身

体消瘦等症状，还有的公猪会表现为皮肤变色、精液

质量下降[2]。从该病的临床表现来看，可以将该病分为
3种类型，分别为急性型、慢性型和亚临床型。
3 治疗方式

临床上在对猪高致病性蓝耳病进行治疗时可以

根据患病猪的症状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对于食

欲不振的病猪，可以通过肌肉注射维生素、甲氧绿普

胺注射液的方式来缓解病症；针对母猪产后无乳的情

况，则可以通过注射洁霉素、葡萄糖溶液进行治疗；如

果病猪表现出体温升高，无其他复杂症状，则可以通

过注射地塞米松、链霉素的方式对病猪进行治疗；如

果病猪不仅患高致病性蓝耳病还伴随着其他继发性

疾病，则应当用阿莫西林、青霉素等抗生素类药物来

达到消炎的目的，从而有效减少疾病暴发的机率[3]。

4 预防措施

4.1 加强饲养管理

为了有效减少猪高致病性蓝耳病发病给养殖

场带来的经济损失，饲养人员应当对养猪场实现全

封闭管理，坚持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另外，饲养人

员也应当定期给猪舍通风，特别是夏季更要做好相

关的通风和防暑工作，保持猪舍的清洁干燥，给猪

群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4]。与此同时，饲养人员
也应当重视对饲料的管理和配比，严格对猪群每日

食用饲料的质量进行控制，确保猪群可以摄取到每

日所需的营养，从而有效提升猪群的抵抗力。

4.2 做好免疫接种工作

已出现过猪高致病性蓝耳病或者正在遭受猪高

致病性蓝耳病威胁的猪场，应给猪群注射猪高致病性

蓝耳病灭活疫苗来进行基础免疫，具体用量应根据猪

只的日龄进行调整，这样才能达到充分的免疫效果。

5 结 语

总而言之，养猪业的不断发展使得猪高致病性

蓝耳病的治疗手段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

想要有效减少猪高致病性蓝耳病发病给养殖场带

来的经济损失，单靠治疗是远远不够的，养殖场应

从日常的养殖过程抓起，应用相关的防治技术做好

对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的防治工作，全面提升猪病防

治技术的应用效果，进而帮助促进养猪企业的经济

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养猪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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