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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的诊疗分析

苏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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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瘟是由猪瘟病毒引发的一种急性、高热的高接触性传染病，依据其临床症状可以将其分为典型性

猪瘟与非典型性猪瘟 2种，非典型性猪瘟主要以零星散发为主，具有发病速度慢、并发症较为隐蔽等特点。采取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的防治政策，通过维持养猪场环境清洁、为生猪注射免疫疫苗等方

式，在保障生猪健康的同时，为病猪注射具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切实降低非典型性猪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关键词 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临床症状；病理剖检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猪瘟

病毒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但由于人们对猪瘟病毒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在我国典型性猪瘟的发生次数不断

减少，非典型性猪瘟成为了当前猪瘟防治工作的重

点。具体来说，面对当前非典型性猪瘟出现的可能性

不断提升，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养殖户的经济效益的情

况下，在明确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采用针对性的处理方法降低这种病症的出现几率

已经成为当前生猪养殖户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

1 流行现状

猪瘟是由猪瘟病毒引发的一种急性、高热的高

接触性传染病，依据其临床症状可以将其分为典型

性猪瘟与非典型性猪瘟 2种，尽管当前各生猪养殖

户为切实保证生猪健康会通过使用猪瘟防疫措施

的方式降低生猪患病的可能性，但仍存在部分免疫

后的生猪会感染猪瘟病毒，相较于单纯的猪瘟，这

类感染病猪的猪瘟毒性相对较低，并且具备接触传

染性，被称为非典型性猪瘟。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

程中，非典型性猪瘟主要以零星散发为主，规模化

生猪养殖场以及个体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都可能

发现生猪感染非典型性猪瘟的情况，尽管这种猪瘟

的致死率较低，但由于病毒感染会导致病猪的免疫

力下降，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继发

性感染问题的出现几率，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一旦养猪场出现猪瘟，不仅会给养殖人员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可能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

2 流行病学

猪瘟是一种在全世界养猪国家存在不同程度

流行的传染病之一，由于在生猪养殖过程中非典型

性猪瘟病毒可能会随着病猪的口鼻和眼睛分泌物、

排泄物等物质排出病猪体外，对猪圈环境造成污

染，而健康猪可以通过与病猪接触，接触受污染的

猪圈、器具等物质感染并传播病毒，因此，这种病毒

的传播情况与猪场的环境以及管理规范性之间存

在着直接的联系[1]。

3 诊疗分析

对当前我国猪瘟发生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由于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具有发病速度慢、并发症

较为隐蔽等特点，大大提升了当前猪瘟防治工作的

难度。现阶段，为进一步提升对非典型性猪瘟综合

征的了解，以江苏省某村镇动物防疫中心对非典型

猪瘟综合征具体情况为例，介绍该非典型性猪瘟综

合征的发病情况、临床症状、病理解剖、实验室诊断

情况、治疗方法，以期能给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防

治工作的开展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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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病情况

2018年 8月 10日，生猪养猪户甲在集市以及其

他生猪养殖户处购入了共计 106头猪仔，每头猪仔

的重量在 15 kg左右，并将这些猪仔放置在 12个猪

圈内进行育肥。22日，养殖户甲发现部分猪圈内的

一些猪仔出现食欲消减、渴欲增加、交替出现便秘

与腹泻现象，部分猪仔皮肤、四肢下部出现出血点、

结膜潮红、体温 40 ℃稽留，在发现上述问题后，养殖

户甲怀疑病猪的发病原因是附红细胞体病和猪链

球菌混合感染，为解决这一问题，养殖户甲通过为

病猪喂食链霉素与长效土霉素的方式对其进行治

理，但在持续 10 d后，这种治疗方式仍未取得任何

明显的效果，然而在治疗期间，病猪的发病率不断

提升，患病病猪中有 3头出现躯体衰竭问题，1头
死亡。

3.2 临床症状

由于非典型性猪瘟的发病时间比较长，潜伏期

为 6~9 d，病程可达 2~4个月，并且临床症状相对较

轻，尽管猪仔致死率较高但成猪致死率较低，又被

称作温和型猪瘟。经分析发现该养殖户家的病猪

发病病程相对较长，初期表现主要有发热、食欲不

振、衰弱、行动迟缓无力、便秘腹泻持续出现等，中

后期主要表现为病猪皮肤出现出血点、部分病猪还

出现皮肤坏死、结痂、脱落等问题[2]。

3.3 病理解剖

将死亡与躯体衰竭的病猪运送到实验室，解剖

可以发现，病猪的鼻端、下唇、耳壳、颌下末端等处存

在点状出血状况，颈部、肩前、肠系膜淋巴结边缘等部

分存在出血症状，而其肩臀部、腹部股沟、乳房等部分

的出血症状并不明显，病猪的口腔黏膜坏死，扁桃体

轻微坏死，肾脏颜色变浅、个别病猪还可以发现肾脏

发育不良、回盲肠以及大肠黏膜轻度肿胀等问题。

3.4 实验室诊断

1）表兔体交叉免疫试验。为了解该病猪的患

病病毒，将病猪的淋巴结、脾脏磨碎，并将磨碎的浆

液与生理盐水以 1:10的比例混合均匀，选择 6只健

康的家兔，给其中 3只家兔肌肉注射 5 mL的混合浆

液，另外 3只作为对照组，在 2组家兔养殖 5 d后，给

所有家兔注射 1 mL 1:20的猪瘟兔化病毒，1 d后，每

6 h测量 1次家兔的体温，连续测量 96 h，发现对照

组中有 2只家兔出现轻型热，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可以基本判定养殖户甲所养殖的病猪感染的病毒

为猪瘟病毒。

2）细菌培养。采集病猪的心脏、肝脏以及肾脏

病料，将其放置在普通培养基中进行培养，未能发

现生长的细菌。

3）夹心 ELISA诊断。为进一步验证试验结果

的准确性，采用夹心ELISA诊断法对病猪血清进行

检测。检测所需的器材包括酶标仪与单道微量移

液器，试验材料主要包括猪瘟病毒抗原血清检测试

剂以及病猪的血清，为保证试验检测的准确性，试

剂与病猪血清均为 6份。在检测开始前，先将猪瘟

病毒抗原血清试剂从 2~8 ℃的冷藏室中取出，在试

剂温度达到室温 18~25 ℃时，将其轻轻涡旋混合均

匀，确保浓缩洗涤液完全溶解结晶盐溶液后，用去离

子水将其 10倍稀释备用。在试验过程中，第一步，

取出清洁的微量反应板，将板的 1、2孔作为阳性对

照孔、3、4孔作为阴性对照组，其余孔作为检测孔，

先在每个孔中添加50 μL的检测抗体，再在1、2孔中

添加 50 μL的阳性对照组，在 3、4孔中添加 50 μL的
阴性对照组，在板的其他孔中添加 50 μL的待检血

清，然后用密封条将反应板密封，并将其放置在

37 ℃的环境下进行 2 h的孵育。第二步，在完成孵

育工作后，去掉反应板中的液体，向每个反应孔内

注入 300 μL的洗涤液，放置 3 min后倒出，反复 5次
后用干净的吸水纸拍干。第三步，在反应板的每个

孔内注入 100 μL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抗猪瘟病

毒的酶标抗体，用密封条密封后室温下孵育 0.5 h。
第四步，以第二步的洗涤方法完成 3次反应板洗涤，

并用吸水纸拍干。第五步，在反应板的每个孔中添

加 100 μL的底物溶液，混合均匀后室温避光放置

10 min，然后按照底物溶液的注入顺序，在反应板的

每个孔中注入 100 μL的反应终止液。第六步，用酶

标仪测量处理后的OD值，经检测可知病猪血液中

的猪瘟抗原呈阳性。

3.5 避免疾病扩散的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试验方法，了解到养殖户甲养殖

的猪仔患病为非典型性猪瘟，为确实保障该养殖户

猪圈中健康猪的安全，避免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可采取的防治方式如下。首先，隔离 12个猪圈内的

病猪；其次，对所有猪圈、食槽、水槽进行彻底的消

毒，对猪圈内的粪便进行无菌化处理；最后，对猪圈

内未出现症状的猪仔注射 2头份猪瘟脾淋疫苗，提

高猪仔的免疫力，降低猪仔患病的可能性。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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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衣原体病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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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衣原体病由鹦鹉热衣原体感染所引起，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病原严格细胞内寄生，对外界不良因素

的抵抗力不强，大多数消毒剂都能将其杀灭，种猪和仔猪感染后受损失最大，生殖系统、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和消化系统最易受到感染，病猪表现繁殖性能下降、肺炎、全身神经症状以及肠炎等；预防本病需加强猪场的消

毒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对衣原体敏感的药物有磺胺类、青霉素类、四环素类和氯霉素类等药物，可用于本病

的治疗，症状表现严重的还需对症用药。

关键词 猪；衣原体病；防治

猪衣原体病是一种由鹦鹉热衣原体感染而引

发的猪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威胁种猪和仔猪，

感染猪繁殖性能下降，生长发育受阻，临床危害较

大[1]。本病一般呈地方散发式流行，主要流行于饲

养管理水平差以及环境卫生不合格的猪场。

1 病原简介

衣原体是一类有滤过性、严格在细胞内寄生并

经独特发育周期以二等分裂繁殖的革兰氏染色呈

阴性的原核微生物，镜下观察呈圆形或卵圆形，具

有黏肽组成的细胞壁，结构和组成类似于革兰氏阴

性菌，自身有较复杂的可进行独立代谢的酶系统，

但无法合成带高能量的化合物，必须利用宿主细胞

的三磷酸盐和中间代谢产物作为能量的来源，离开

宿主细胞后无法独立生存。猪衣原体病由鹦鹉热

衣原体感染所引发，具备人畜共患的特征，感染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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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对健康猪仔进行免疫的过程中，需要先确定

猪仔的健康情况，确保将注射疫苗的猪仔不存在患

病症状，并且在完成猪仔喂食工作后，开始注射疫

苗，以降低猪仔出现应激反应的可能性。同时，在

注射疫苗的过程中，严格依据注射流程进行工作，

并且将 2次免疫疫苗注射时间控制在 30 d左右，以

达到保证免疫工作质量与效果的目的[3]。

4 结 论

尽管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的死亡率较低，但在

生猪养殖过程中为保护养殖户的财产安全，仍需要

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的

防治策略。具体来说，在进行生猪养殖的过程中为

降低非典型性猪瘟传染的可能性，首先需要加强对

生猪情况的检测诊断，结合当地相关畜牧管理部门

对生猪养殖的要求以及相关规定开展规范化的生猪

疫苗接种；其次尽量减少外来生猪的购买；再次定期

清洁猪圈环境，切断病毒的传染源，保证生猪食水清

洁；最后，养殖人员对病猪进行针对性治疗、未患病

猪进行紧急免疫接种等方式，降低病猪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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