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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乙型脑炎的检测方法与治疗

王久余
辽宁省凌源市城郊动物卫生监督所，辽宁凌源 122500

摘要 猪乙型脑炎病由乙脑病毒感染引起，呈全球流行，主要通过蚊虫等媒介传播，夏秋季节最容易流行，

病猪可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受损，主要表现神经症状、繁殖障碍、关节肿大以及全身症状；实验室检

查本病常采用病毒分离法、红细胞凝集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以及PCR检测法等，其中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

PCR检测法结果最为准确，临床普及率较高；本病没有特效药物能够治疗，病猪可通过对症用药的方式降低死亡

率，神经症状表现严重的猪已经失去治疗意义，可进行淘汰处理来降低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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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乙型脑炎是由乙脑病毒感染脑部中枢神经

系统和生殖系统而引发的一种热性传染病，除了神

经症状外，感染猪还表现生殖障碍，临床危害较

大[1]。本病呈世界流行，以东亚、欧洲、北美洲和南

亚地区的国家流行最为严重，严重阻碍了养猪业的

发展。

1 病原简介

乙脑病毒属于黄病毒科、黄病毒属，病毒粒子

电镜下观察呈近球形，直径在 30~40 nm，遗传物质

为单股RNA。环境中的病毒在不良因素影响下很

容易死亡，只有在活体组织细胞中才能生存，对高

温敏感，60 ℃水浴中不到 0.5 h就失活，70 ℃温度下

不到 10 min就被灭活，沸水中瞬间死亡。大多数种

类的消毒剂都能将其杀灭，如火碱、生石灰、苯酚、

过氧乙酸、过硫酸氢钾、碘伏、戊二醛等。中枢神经

系统和生殖系统是病毒主要攻击对象，对鹅、鸽子

和雏鸡的红细胞有凝集作用。

2 流行特征

本病呈全球流行，亚洲地区是本病的重灾区，

除了猪之外，马、牛等动物也能感染，人也能感染，

主要以蚊虫为媒介进行传播[2]。由于夏秋季节蚊虫

活动最为活跃，导致该病主要流行于夏季和秋季，

进入冬季时，天气渐冷，本病显著减少或流行停止。

病猪和隐性感染猪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主要以血

液途径传播，接种疫苗或注射药物时，如果针头未

严格消毒，病毒也能经污染的针头扩散。猪是病毒

最易感的动物，各种日龄、品种和性别的猪都能感

染，但以 6月龄以内的猪感染率最高，多数猪场报道

的感染率在 20%以上，混感有其他病原时死亡率显

著上升。

3 临床表现

感染猪表现突然发病，体温升高至 40 ℃以上，

高热稽留，采食量显著下降或停食，卧地不起，精神

沉郁，对外界刺激不敏感。饮水量增加，粪便干燥，

表面有黏液覆盖，眼结膜潮红，呼吸频率上升，心跳

加速，尿液量少且发黄，有些猪还表现出咳嗽、气喘

等呼吸道症状。少部分猪有关节炎，走路不稳，关

节肿大，后驱麻痹。随着疾病的发展，中枢神经系

统受到侵害，病猪不自主摇头，全身颤抖，乱冲撞，

有时表现视力下降，临死前角弓反张，倒地而亡。

妊娠期母猪感染后表现流产，胎儿死亡或呈木乃伊

状，妊娠后期感染的猪有一部分能产下活猪，但仔

猪体质弱，经常出现腹泻，数日内就会出现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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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而死亡。公猪感染后睾丸出现肿大，多发生于单

侧，局部有热痛，3~4 d后开始消退，睾丸开始萎缩

变硬，失去产精能力或产生的精液死亡精子多，畸

形率升高。

4 检 测

通过临床症状表现可以对本病进行初步诊断，

但对于隐性感染期或未表现出症状的猪来讲，必须

通过实验室检查才能确定是否有乙脑病毒感染。

病毒分离法是最传统的方法，无菌采取濒死期或死

后不久的病猪的脑组织，接种至乳鼠脑内或腹腔

中，每天观察，如果 72 h后乳鼠表现出痉挛、全身震

颤、尾巴强直或麻痹等症状，则表明为本病毒感染，

本法操作复杂，检测周期长，目前仅在个别实验室

科研用。红细胞凝集试验也可检测乙脑病毒，这是

利用乙脑病毒具有凝集某些禽类红细胞的特征，将

鹅、鸽子、雏鸡等红细胞悬液与病料组织提取液体

外反应观察凝集状态，若出现凝集，则表明有本病

毒感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是利用病毒与抗体特

异性结合的原理进行检查的试验，当下都有市售专

门的乙脑检测试剂盒，实验室需要酶标仪通过光吸

收度的检测来判定结果，具有检测速度快、成本低、

结果准确的特点，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PCR技术

是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是利用乙脑病毒特异性的

基因片段序列，通过体外合成引物帮助病毒复制，

如果病料中有病毒，则最终会得到大量复制的病

毒，结果就为阳性。相较于其他方法，PCR检测法

结果准确率最高，几乎接近 100%，临床应用也非常

广泛[3]。

5 治 疗

已经出现症状的病猪没有特效药物能够治疗，

只能通过对症用药的方法降低死亡率。脑炎发生

后，脑膜通常出现水肿，可静注 20%甘露醇、25%山

梨醇或 10%葡萄糖来降低颅内压，同时，神经症状

明显的猪肌注氯丙嗪，以降低神经兴奋性。高烧不

退的猪需注射对乙酰氨基酚或氟尼辛葡甲胺注射

液，从而降低体温，改善症状。饲养环境卫生差的

猪场，为了防止出现继发感染，可按 0.1 mL/kg剂量

肌注 2.5%硫酸头孢喹肟注射液，1次/d，连续使用

3~5 d。饮水中加入维生素B1和黄芪多糖，以起到促

进神经细胞功能发挥和提高免疫的作用。需要提

醒的是，由于神经细胞高度分化，一旦受损短时间

内干细胞无法弥补，故本病治疗一定要尽早。神经

症状表现严重的猪可进行淘汰处理，因即使治疗康

复，后期生长发育也会受到影响，治疗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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