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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猪群疫病监测多为血清学检测，仅能反

映猪群免疫抗体水平。由于活猪采取病原学检测样

品存在困难，且所采集样品多来自临床健康猪群，

不能很好地反映样本所在猪群疫病的真实流行情

况。病死猪是生猪养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通过定

期对病死猪进行病原学监测可以真实和准确地掌

握猪群疫病流行动态。河南省 2019年生猪出栏总
量为 4 502万头，按照养殖环节 8%的死亡率计算，
2019年处理的病死猪超过 300万头。找出导致这些
生猪死亡的病原分布情况及其流行规律，对河南省

猪群疫病的预警和防控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样品。2019年，从河南省 14个地市的 20个
定点无害化处理厂共采集病死猪组织样品 667份。
其中，春、夏、秋、冬四季分别采样 82、105、270、210

份；豫东、豫西、豫南、豫北和豫中地区分别采样

137、85、295、95、55份。
2）主要仪器。二级生物安全柜（型号为AC2-6S1），

购自新加坡艺思高科技有限公司；组织研磨仪（型号

为 MM400），购自德国莱驰公司；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型号为 NP968），购自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荧光
PCR仪（型号为 7500），购自美国 ABI公司。

3）主要试剂。核酸提取试剂盒，购自苏州天隆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口蹄疫病毒直接扩增 RT-qPCR
抗原检测试剂盒，购自中国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

所；鉴别高、低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双

重荧光 RT-PCR检测试剂盒，购自郑州中道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猪瘟病毒野毒株实时荧光 RT-PCR检
测试剂盒和猪伪狂犬病毒 gE、gD 双重实时荧光
PCR检测试剂盒，购自洛阳莱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猪细小病毒实时荧光 PCR检测试剂盒，购自中
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猪圆环病毒 2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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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对 2019年河南省病死猪常见病原分布情况进行调查，以期了解导致河南省猪群死亡的病原

性因素，掌握其流行情况，为猪群疫病防控提供参考。以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厂为采样单元，采集病死猪扁桃体、淋

巴结、肺脏、脾脏等样品。对同 1头病死猪的不同组织进行混样处理，然后进行猪瘟病毒（CSFV）、猪繁殖与呼吸障

碍综合征病毒（PRRSV）、口蹄疫病毒（FMDV）、猪伪狂犬病毒（PRV）、猪细小病毒（PPV）、猪圆环病毒 2 型

（PCV2）、猪圆环病毒 3型（PCV3）和副猪嗜血杆菌（HPS）病原检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时间和空间分析描述。试验

结果显示：在河南省 2019年病死猪中，除 FMDV外，其他 7种常见病原均有分布，其中 PCV2、HPS和 PPV检出率

较高，依次为 84.86%、47.98%和 25.64%；其他 5种病原检出率介于 0.15%~15.89%之间；秋季检出病原种类最多，

春季检出病原种类最少；豫西、豫南地区检出病原种类较多，其他地区检出病原种类相对较少。河南省病死猪常

见病原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区域性分布特征，应依据各病原流行特点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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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
样品数量/
份

检出率/%
CSFV

冬季 210 0.00

春季 82 0.00
夏季 105 0.95
秋季 270 0.00

PRRSV

0.48

0.00
0.00
0.37

FMDV PRV
0.00 0.00
0.00 2.86
0.00 1.85
0.00 0.00

PPV
0.00
0.00
19.26
56.67

PCV2 PCV3 HPS
98.78 0.00 90.24
98.10 0.00 92.38
91.85 19.26 31.48
63.81 25.71 30.48

3型双重实时荧光 PCR检测试剂盒，购自哈尔滨元
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副猪嗜血杆菌（HPS）核酸检
测试剂盒，购自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1.2 方 法

1）试验方法。将同 1头病死猪的组织样品混样
研磨后，提取核酸并进行 CSFV、PRRSV、FMDV、
PRV、PPV、PCV2、PCV3 和 HPS 实时荧光 PCR 检
测。核酸提取和 PCR检测均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或所
依据标准进行。

2）数据分析。将检测结果录入 Excel，分别按季

节、区域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描述，找出各

病原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区域的分布情况，从而有针

对性地发出动物疫病预警信息并采取防控措施。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体情况

共检测样品 667份，其中 FMDV未检出，PCV2
检出率最高（84.86%），CSFV、PRRSV、PRV、PCV3、
PPV 和 HPS 的检出率依次升高，介于 0.15% ~
47.98%之间（表 1）。

检测病原 样品数量/份 阳性数/份 检出率/%
CSFV 667 1 0.15

HPS 667 320 47.98

PRRSV 667 2 0.30
FMDV 667 0 0.00

PCV2 667 566 84.86
PCV3 667 106 15.89

PRV 667 8 1.20
PPV 667 171 25.64

表 1 2019年河南省病死猪常见病原分布情况

表 2 2019年河南省病死猪常见病原不同季节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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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按季节进行统计

按春夏秋冬 4 个季节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发
现：秋季检出病原种类最多，春季最少。CSFV仅在
夏季检出，检出率为 0.95%；PRRSV主要流行于秋
冬季节，检出率低于 0.5%；FMDV全年未检出；PRV
主要流行于夏季和秋季，检出率低于 3%；PPV主要
流行于秋季和冬季，冬季检出率较高，为 56.67%；
PCV2全年均有流行，前三季度检出率超过 90%；
PCV3 主要流行于秋季和冬季，检出率分别为
19.26%和 25.71%；HPS全年均有流行，其中春季和
夏季检出率为 90%左右，秋季和冬季检出率为 30%
左右（表 2）。
2.3 按区域进行统计

按豫东、豫西、豫南、豫北和豫中 5个区域对检
测结果进行统计发现：豫西地区检出病原种类最

多，为 7种；其次为豫南地区，检出病原种类为 5
种；豫东、豫北和豫中地区检出病原种类均为 4种；
CSFV和 PRRSV主要流行于豫西地区，检出率分别
为 1.18%和 2.35%；PRV主要流行于豫西和豫南地
区，检出率分别为 3.53%和 1.69%；PPV各区域均有
流行，其中豫南和豫中地区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47.46%和 34.55%，其他 3个地区检出率介于 0.73%~
9.47%；PCV2全省均有流行，检出率均在 70%以上；
PCV3各区域均有流行，其中豫西、豫南和豫北地区
检出率较高，介于 16.84%~24.71%，豫东和豫中地
区检出率低于 5%；HPS全省均有分布，其中豫东、
豫西和豫北地区检出率相对较高（表 3）。
3 讨 论

本次调查共检测样品 667份，除 FMDV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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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样品数量/
份

检出率/%
CSFV

豫中 55 0.00

豫东 137 0.00
豫西 85 1.18

PRRSV

0.00

0.00
2.35

FMDV PRV
0.00 0.00
0.00 3.53

0.00 0.00

PPV
0.73
2.35

34.55

PCV2 PCV3 HPS
99.27 3.65 69.34
97.65 24.71 60.00

87.27 1.82 41.82

豫南 295 0.00 0.00 0.00 1.69 47.46 71.86 21.36 28.47
豫北 95 0.00 0.00 0.00 0.00 9.47 91.58 16.84 70.53

表 3 2019年河南省病死猪常见病原不同地区检出率

他病原均有检出。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河南省病
死猪中，PCV2和 HPS检出率较高，说明这 2种病原
是造成河南省猪群死亡的主要病原性因素，应加强

防控。大多病原季节性和区域性流行特点明显，生

猪养殖场（户）可依据不同季节、不同区域内病原流

行特点采取相应的疫病防控措施，减少猪群发病。

PCV2和 HPS全年均应加强防控，夏秋季节应加强
CSFV 和 PRV 的防治，秋冬季节应加强 PRRSV、
PPV和 PCV3的防控。全省各个区域均应加强 PPV、
PCV2、PCV3 和 HPS 的防控，豫西地区还要注重
CSFV、PRRSV 和 PRV 的防控，豫南地区要关注
PRV的防控。

2018年河南省病死猪常见病原调查结果显示：
CSFV、PRRSV、FMDV、PRV、PPV、PCV2和 HPS检出
率分别为 1.12%、8.58%、2.61%、3.92%、9.14%、
75.00%和 78.36% [1]。本次调查与 2018 年相比，除
PPV、PCV2和 PCV3外，其他病原检出率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CSFV、PRRSV、FMDV和 PRV等重大疫
病的检出率显著下降，但 PPV、PCV2和 PCV3等病
原检出率居高不下，建议养殖场（户）多关注这些疫

病的防治。多数病原检出率较 2018年明显下降，可
能与以下 2个方面有关：一是生猪存栏量减少，尚存
的生猪养殖场（户）防疫水平相对较高；二是随着非

洲猪瘟的发生，养殖场（户）生物安全意识的提升和

生物安全措施的落实，猪场疫病防控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调查结果显示，河南省病死猪中各常见病原分

布范围广、部分病原检出率高，疫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作为生猪养殖环节的必然产物，病死猪处理

不当，不仅危害生态环境、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

还存在散播动物疫病的重大风险。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补贴政策和生猪保险政策对养殖场（户）病死猪

处理行为选择有着重要作用[2-4]。各地在按照国家规
定发放病死猪无害化补助的基础上，可借鉴、推广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保险联动模式，可设置无害化设

施设备配置经费补助或将无害处理设施配备作为

规模养殖场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资质的必备

条件[5-7]。规模养猪场、屠宰加工厂争取做到病死猪
不出场（厂）；小规模场（户）集中处理，做到病死猪

不出乡镇或至少不出县[8]。在推进无害化处理厂建
设的同时，还要注重病死动物收集运输体系的建

设。病死动物的收集和运送如果不规范，将会存在

极大的散播疫病隐患。无害化处理应配备专用运输

车辆，同时规范运输车辆管理，加强从业人员培训，

提高生物安全意识，降低病死动物散播疫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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