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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的中医药防控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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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洲猪瘟（ASF）是一类起病急、发病快的传染性疾病，此类疾病会导致病猪的皮肤表面有明显紫色

斑点出现，临床表现如脾脏栓塞或出血、循环功能异常、呼吸窘迫等情况，诱发猪群大量死亡。为了控制ASF对
养猪业的威胁，应当设立安全、科学的防控措施，采用效果更好的中医药展开非洲猪瘟疫病防控，以提高养猪户

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 非洲猪瘟；中医药；防控

非洲猪瘟（ASF）的潜伏期约 5～20 d，发病期生

猪伴随有高热、四肢乏力、皮肤泛红等现象。因此，

养殖人员应结合各地非洲猪瘟的发病机理、发病原

因进行总结，做好疫病的筛查和诊断工作，消除非

洲猪瘟对养猪生产的负面影响。为了控制ASF对
养猪业的威胁，应当设立安全、科学的防控措施，采

用效果更好的中医药展开疫病防控，有利于提高养

猪户的经济效益。

1 非洲猪瘟的病原及临床反应

1.1 病理特点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生猪上

呼吸道、扁桃体感染的疫病，在呼吸的作用下病

毒转移到病猪的下颌淋巴结，再由淋巴扩散至病

猪的肾脏、肝脏、肺等重要的脏器。由此可见，此

类疫病发病较急，容易发生烈性传播现象。当病

猪感染了 ASF时，大部分病猪的体温会异常升高

（一般在 41～43 ℃），观察还发现病猪的口腔、鼻

腔有浓状物质，耳朵根部、下巴、腹部等部位呈青

紫色状况。疫病病毒的直径约 200 nm，粒子为囊

膜状双股线状 DNA，它可广泛存储在细胞浆当

中，也可自行进行复制 [1]。调查显示，非洲猪瘟病

毒可在猪群的唾液、血液、分泌物及粪便中被发

现，其喜好阴暗、潮湿的环境，但对患病猪血液进

行加热后，发现疫病病毒失活，DNA链条被高温

断裂。

1.2 临床反应

患ASF的生猪最明显的临床反应是食欲不振，

其机体非常虚弱，期间病猪不愿意活动，通体存在

无力感。当病猪需要走动时，病猪会表现极度疲

劳，且后肢有瘫软的现象。另外，患病猪的脉搏、心

率会持续升高，部分病猪无法呼吸，原因是病猪的

呼吸道及黏膜组织出现炎症，致使它们出现“上吐

下泻”的症状，且病猪体内的白细胞数量会明显降

低，死亡时间通常在4 d以内。

2 非洲猪瘟传染条件

非洲猪瘟可通过寄生虫进行病毒传播，此类疾

病会导致猪舍内部的人体、饲料、排泄物携带病毒

植株，也可在半成品猪肉加工食品（未熟透）中发

现，此类疫病对养猪业的影响较大。调查显示，采

用消毒剂、强氧化物可让病毒DNA发生改性，达到

控制病毒传染源的作用。另外，此类疾病不仅可在

家养的肉猪中进行疾病传播，也可寄生在野猪的体

内。部分实验证明，蚊虫吸食感染病毒的猪只后，

非洲疫病病毒也会随着蚊虫发生转移，一旦在转移

过程中蚊虫叮咬了其它健康的猪只，也会导致健康

猪发生感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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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洲猪瘟的中医药防控措施及

要点

3.1 防控原则

虽然目前尚没有可作为预防ASF的疫苗，但所

有实验表明 ASF病毒非常害怕高温，使用高浓度

的消毒剂对猪舍的空间进行全面消杀，能够提高

养猪场 ASF防控效果。所以，养猪人员应结合以

下思路进行 ASF防控：1）养猪场应做好猪舍人员

的控制工作，减小非必要人群进入养猪场，对易感

的猪种加大防疫力度，同时注意更新生产区域、养

殖区域的消毒方法，确定具体、可靠、科学的消杀

方式。2）对生猪尽量进行封闭饲养，采取必要的

隔离、防控措施，尤其是要隔离开业主和生猪的居

住空间[3]。3）在饲养管理中，养猪人员应避免使用

废弃的垃圾、饲料进行投食，要结合动物疫病的防

控措施进行排查控制，以消除生猪接种失效、生猪

死亡现象的发生。

3.2 中医辨证原则

瘟病在中医中又被称之为“温病”，在《难经》

中也有明确的记载，阐释了温病与中风相似，原因

是生物机体冬季保暖措施不到位，受到了伤寒的

影响。在《瘟疫论》书籍中，也同样说明了温病的

诱发原因是病毒导致动物机体的神经系统紊乱，

才让温病散布在动物的脏器组织内。首先，患病

猪辨证过程中，邪侵犯肌表，让病猪有明显的打

颤、高热等情况。其次，当病猪受到外邪干扰时，

病猪的临床症状发展迅速，进而导致病猪的肺部

组织、下呼吸道受到一定侵害。再者，当病猪邪气

内陷时，病猪会出现明显呕吐、血便、发热情况，此

时说明温病已经危害了病猪的正常生活，若没有

第一时间给予治疗，就会对病猪的心源组织、肺部

组织、脾脏系统造成严重的威胁。最后，邪气内陷

时，病猪的肝火、体征已完全失调，病毒细胞核已

明显增大，此时病猪皮肤表面已无光泽，并且会有

斑点状物质，还伴随有紫黑色的瘀块，病猪的死亡

率为 100%。

3.3 从中医药理论的角度总结“治未病”

“治未病”的治疗原则是贯彻“预防”的思想，根

据疫病的变化特征给予针对性的治疗，可实现控制

疫病的目的。从中医治疗角度来讲，“邪气”是造成

病猪体征紊乱的主要原因，并且大多患病群体存在

正气不足的现象。因此，从病猪机体的内部进行预

防，可增强病猪的“正气”，能让病猪的自身免疫力

不断增强。在《素问·刺法论》中也说明了正气是抵

抗邪气的办法。故养殖人员应在前期治疗、干预过

程中强化生猪的体质，在调节生猪阴阳平衡、气血

功能的同时提高生猪的正气水平。《诸病源候论》表

示情绪会影响患者的体征，若自身的情绪长期处于

消极状态，则非常易感疾病，应当做好前期预防服

药。在临床治疗中，采用滋补的、清热解毒的中药，

可提高生猪的抵抗水平，其中，补益性的中药，如人

参、枸杞、黄芪、党参等，可消除生猪肺气虚证现象，

提高生猪的正气；清热解毒的中药，黄连、板蓝根、

蒲公英等，可提高生猪的抵抗力，有较好的应用效

果。非洲猪瘟是微生物感染导致，所以在中医药防

控治疗中，应当根据猪种的发育情况进行探讨，分

析仔猪、公猪、母猪、保育猪的机体情况，通过分析

发现所有猪种都易感ASF，所以当生猪患ASF时，说

明疾病是由“六淫”“疠气”所致，故ASF与《温疫论》

的提示相通[4]。

3.4 从中医药的角度对非洲猪瘟进行辨证及防控

所有患ASF的猪种的通体体温较高，并且病猪

的精神萎靡、消沉，期间不愿意进食和运动，部分病猪

严重嗜睡。其中，少部分猪种的脉搏波动较快，非常

容易出现咯血、呼吸窘迫的现象。可结合病邪侵犯肌

表、邪气入里、邪气内陷及邪气入血的中医理论对猪

舍空间进行防控干预：1）猪舍消毒可采用浓度为

1.5%的生石灰，待生石灰铺设至场内后，可使用清水

对猪舍进行反复的清洗与洁净[5]。2）使用“御温汤”，

配合新鲜的猪饲料，做好猪舍内部排泄物的清洁工

作，以巩固生猪的正气。其中，汤剂包含黄芪 20 g、
大青叶15 g、白术15 g、枳壳10 g、泽泻5 g、茯苓20 g、
丹皮 10 g、栀子 10 g、大黄 20 g、当归 20 g，将中药材

粉碎后大火熬制 30 min，加入 2 L水，待水分减至

1.5 L后停止煎熬。

3.5 基于“治未病”的中药产品应用

“治未病”的核心目标是预防疫病，在非洲猪瘟

的防治过程中，可用参芪粉、双黄连、金叶清瘟进行

治疗。在中医药防治过程中，具体使用的治疗方式

有：1）参芪粉方剂成分为党参和黄芪的混合物，该

方剂具有补正气的作用，能在持续应用过程中巩固

生猪的正气及免疫力，达到滋养气血、健脾固气的

目的。其中，黄芪具有排毒利尿的功能，其药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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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和，可直接作用于生猪的脾脏和肺部，不仅能

够解决生猪气虚乏力的情况，还能让正气留存于生

猪的脏器内，有利于提高生猪的抗病水平。另外，

党参同样味甘，可改善生猪的食欲，也可治疗气津

两亏的现象。在《本经逢原》中也明确指出党参的

药用价值，所以将 2味药物混合后，能够提高生猪的

免疫能力。2）将双黄连制作成粉剂，再将可溶性的

粉剂混入生猪的饲料中，也可达到良好的预防效

果。其中，该方剂的主要成分为连翘、黄芩及金银

花，通体为黄色粉末状药物。方剂中黄芩作用于生

猪肺部，药性偏苦，具有较好的泻火、清热的效果；

金银花可调节肺部和胃部的功能，其药性偏甘，可

用于治疗多种感染性的疾病，而非洲猪瘟就属于烈

性传染病的一种；连翘可保护生猪的心脏和肝胆，

其药性偏苦，所以联合三味药物的治疗方式进行疫

病防控，能够让生猪的瘟疫得到控制，也能改善生

猪治疗期间所产生的邪气，达到治疗的核心目的。

3）金叶清瘟散方剂中含有甘草、天花粉、白芷、板蓝

根、柴胡、金银花等多种中药，而其中大部分药物具

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尤其是柴胡药性偏辛，可保护

好生猪的肝脏、心源和肺部功能，在治疗期间注意

方剂的用量和用药方式，可达到优质的“清瘟败毒”

效果。

4 结 语

综上所述，发生非洲猪瘟的原因较多，养猪者

应充分认识到用中医药防控非洲猪瘟的原理及方

式，根据非洲猪瘟的疫病情况确定“治未病”的原

则，提升中医药防控质量。另外，技术人员应学习

有关ASF的疫病特征，根据不同生猪的体征确定治

疗思路，从而有效控制ASF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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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使用误区

1）青霉素万能。许多养殖户只要畜禽生病，就盲目注射青霉素。其实，青霉素只对

革兰氏阳性菌和少数革兰氏阴性菌有效果。

2）阿托品解百毒。许多人认为阿托品能解百毒，实际上阿托品是用于有机磷中毒

的，并且必须和氯磷定合用才可彻底解毒。

3）抗生素种类越多越好。有人认为多用几种抗生素，总会有一两种起作用。由此造

成滥用，病菌耐药性增强。

4）随意配伍，加大剂量。有人认为一种药物效果差，病菌耐药性强，要用多种药物配

伍、加大剂量才会有效。虽然有些药物配伍有增强疗效的作用，但药物配伍不能随意，如

磺胺类药与青霉素合用，会降低青霉素的效果；磺胺类药与维生素C合用，会产生沉淀。

另外，随意加大用药剂量也会导致畜禽中毒，甚至造成死亡。

来源：青海12316三农服务热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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