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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蓝耳病的发病原因及防治措施

张 健
河南省汝阳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汝阳 471200

摘要 猪蓝耳病主要对仔猪和母猪影响大，对育肥猪影响不大。发病原因主要是日粮营养不合理、环境条

件差、管理不规范、疫苗使用不当、用药过度、气候变化异常。其综合防控措施主要是建立完善的生物安全体系

和严格的引种制度、转群制度、饲养管理制度、疫苗接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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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蓝耳病又称“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

是由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病毒（PRRSV）引

发的疫病，该病毒可感染任何品种和年龄的猪

只，一经暴发就很难清除，严重威胁仔猪和母猪

的生产性能。

1 临床症状

猪蓝耳病主要对仔猪和母猪产生较大的不良

影响，对育肥猪影响不大。仔猪的临床症状主要

为：新生仔猪出现步态不稳，呼吸困难，耳朵、尾部

发紫，死亡率高达 80%以上[2]。断奶仔猪则表现为

体温升高（40 ℃以上）、两眼水肿、结膜发炎、呼吸困

难、咳嗽、食欲不振、腹泻、消瘦等，并伴随其他继发

感染，死亡率高。

母猪的临床症状主要为：体温升高（40~41 ℃）、

精神倦怠、厌食、咳嗽、呼吸困难、耳尖和腹部等部

位发绀[3]。妊娠母猪患蓝耳病后会出现流产，产死

胎、弱胎和木乃伊胎，早产且发情延长、屡配不孕，

严重影响母猪的繁殖性能。母猪的死亡率也极高，

高达80%以上，甚至100%。

相对仔猪和母猪而言，育肥猪的症状较轻，表

现为厌食、耳朵和腹部等多个部位出现紫色斑，轻

度呼吸困难等。另外，种公猪的临床症状也不明

显，但是会导致其精液质量降低、性欲减退，间接影

响母猪的受孕率。

2 发病原因

猪蓝耳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有：1）日粮营养不合

理。饲料营养配制不合理且供应不足，无法满足猪

群的营养需求，甚至给猪群饲喂霉变的饲料，导致其

抗病力降低。2）环境条件差。猪场选址不科学、通

风条件差、卫生条件差，给病原菌和寄生虫创造了繁

殖的条件。3）管理不规范。部分猪场没有制定严

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导致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低，

饲养方法不科学。4）疫苗使用不当。工作人员在注

射疫苗免疫接种时，未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操作，导致

免疫效果差，机体未获得预期的保护。5）用药过度。

猪群发病前后使用大量的抗生素，致使猪群产生抗

药性，也破坏了肠道内的菌群平衡，治疗效果差。

6）气候变化异常。当气候变化异常时，通常使部分

免疫力低下的猪发病[1]。

3 防治措施

目前还没有治疗猪蓝耳病的特效药物，还是以

综合防控为主。

3.1 建立严格的引种制度

对规模化的猪场而言，最好采取自繁自养的方

式来建立稳定的种猪群，不轻易从外界引种，以防

从外界带入病菌和病猪。如果因发展和育种的需

要，确需引种的，不仅要清楚所引猪种所在猪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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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情况，还要清楚所引猪种的疫苗接种情况，确

保不从疫区引进患病猪种。同时，还要做好引进猪

种的血清学检测和检疫，只有阴性者才可被引入，

否则一律不可带入猪场。引入后严格隔离、监测，

至少隔离1个月确定健康者才能混群饲养。

3.2 建立严格的转群制度

有时母猪的产仔数多少不一或仔猪的生长一

致，需要进行并群饲养，这时就要注意在转群时避

免应激的产生，转群之前要检查猪只是否出现外伤

或疾病等问题。对猪场而言，最好实行全进全出的

饲养原则，至少保证在产房和保育这两个阶段要全

进全出。

3.3 建立完善的生物安全体系

据调查，环境因素也是致使猪蓝耳病发生的诱

因之一。一方面，在日常管理中，要定期做好猪舍

墙壁、地面等的清洁、冲洗、消毒，还要对饲养用具、

车辆、活动场地、道路等进行消毒。另一方面，当发

生猪蓝耳病时，要对猪场严格封锁、隔离，不得有任

何的猪只交易、车辆来往，避免疫病的扩散。同时，

做好死胎、流产的胎衣、病死猪和剖检猪等的深埋、

焚烧等无公害化处理，对患猪所接触过的料槽、用

具、产房等彻底消毒。

3.4 建立严格的饲养管理制度

做好饲养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疫病的

发生率。首先，保证日粮营养的全面均衡。根据猪

群的不同生长阶段和营养需求配制营养适宜的日

粮，不仅能促进正常的生长发育，还能提高机体抗

病力和免疫力，降低继发感染。其次，保证饲料和

饮水的清洁。做好饲料的存放工作，避免饲料霉变

而降低营养价值。禁止将霉变、变质的饲料饲喂猪

群，以防霉菌毒素侵害猪体。安装高度恰当的饮水

器，保证饮水便利，提供充足的饮水。特别在夏季，

充足的饮水还能降低热应激。再次，做好通风管

理。任何季节都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有利于维

持猪舍内良好的空气质量。猪场选址时要考虑通

风问题，饲养管理时可结合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以

改善通风条件。最后，饲养密度要合理。如果猪场

为了追求利益饲养密度过大，会导致空气质量差、

增加猪只间的争斗等而导致皮肤受损，这会增加感

染疫病的几率。因此，养殖场要根据自身猪场的条

件选择最合适的饲养密度。

3.5 建立严格的疫苗接种制度

通常来说发生蓝耳病多伴发猪伪狂犬和猪瘟

等疫病，因此，暴发猪蓝耳病的猪场也要加强其他

疫病的免疫接种。接种的目的是降低猪群的高死

亡率及提高对病原体感染的抗病力。建议仔猪断

奶前进行首免、种公猪和母猪每年至少接种 2次。

免疫接种工作应慎重，在疫苗选择、使用剂量、接种

时间、接种目标等依靠严格的免疫接种制度进行，

提升免疫效果。由于目前还没有针对猪蓝耳病的

特效药，普遍使用的是PRRS弱毒疫苗和灭活苗，前

者的安全性差且返祖毒力增强，后者的免疫效力有

限但安全性好，因此，在疫区的猪场可以给母猪接

种灭活疫苗。

除此之外，还要做好驱虫驱蚊、紧急普免、免疫

抗体监测、对症治疗等工作，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

工作，以此切断传染源和传播途径，避免猪蓝耳病

的发生，提高猪场的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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