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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口蹄疫又称“口疮”，是由猪口蹄疫病毒引

起的一种分布广、传播快、发作迅速、流行时间长，

能够引起猪口、蹄部出现水疱的感染性疾病。该病

不易控制和消灭，一旦发生，严重影响猪的生长性

能，进而对养殖场的经济效益造成一定损失。因该

病是人兽共患病，所以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存在一

定的风险。因此，养殖户应加强猪口蹄疫的防控工

作，采取合理的策略，有效防控该病，避免该病的

暴发。

1 病 原

口蹄疫的病原体为典型的小 RNA病毒，属单股
正链 RNA病毒，形状为圆形，无囊膜，粒子直径是
20~25 nm [1]。研究已经发现 A型、C型、O型、SAT1
型、SAT2型、SAT3型和亚洲 1 型 7种不同的血清主
型，同时，由于血清型病毒的基因存在很大的变异性，

所以同一种血清型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病毒，这 7种
血清主型有 80多个亚型。在这些血清型中，O型的危
害性最严重，A型次之，我国主要流行 O型、A型、亚
洲 1型。该病毒对酸和碱比较敏感，大量存在于病畜
的水疱液和水疱皮中，在病畜的排泄物、血液及淋巴

结、脑、肾、肺等器官中也都有发现。该病毒不耐高温，

50 益以上的温度即可将其灭活。
2 流行病学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猪口蹄疫病在日本、美国、

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已不存在，而在南美洲、

非洲、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该病具有地方性流行

的特点。

2.1 感染动物

口蹄疫病毒可感染鸭、鸡、犬、牛、猪等多种动

物，且会诱发其他疾病，比如链球菌病、水肿病等，在

这些可感动物中，偶蹄动物的可感性最高，按照易感

程度依次为奶牛、黄牛、水牛、猪、山羊、绵羊等[2]。鹿、
羚羊、野猪、大象等野生偶蹄动物也可感染该病毒。

2.2 感染季节

猪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段都有可能被感染口

蹄疫病毒，但由于口蹄疫病毒的存活会受湿度、温

度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所以该病在春季和冬季温度

较低时易发，在夏季和秋季温度较高时少发，因此

该病的流行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然而，在高度集约

化的猪场发病却不遵循此规律，即使是在夏季高温

的季节也可发生该病，且发病后迅速蔓延。

2.3 传染源

该病的传染源主要是带毒动物和患病动物，可

通过病畜的排泄物、分泌物、呼出气体，被污染的饲

料、水源、场地、用具、环境，屠宰后未消毒的血液、

器官、肉品等传播。口蹄疫病毒具有极强的感染性，

可从动物的呼吸道、消化道、皮肤、黏膜等进入动物

体内而引发疾病。

2.4 传播方式

猪口蹄疫病的传播方式有直接接触传播、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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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传播、空气传播 3种方式。直接接触传播主要
方式是健康猪直接接触到病猪的传染物后迅速发

病，传染物有患病猪的水疱液、分泌物、排泄物、呼

出气体等；间接接触传播主要是健康猪接触到携带

病毒的媒介，如携带口蹄疫病毒的猫、狗、鸟类、蚊

虫等；空气传播主要指病畜呼出带有病毒的气体，

病毒气溶胶粒子随空气可传播到百里以外，进而感

染健康动物。

3 防控措施

3.1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猪口蹄疫病的发生，都是由于外界口蹄疫病毒

进入动物体内而引起的，因此对于该病来讲，切断

与口蹄疫病毒的接触是预防该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这就需要养殖场重视生物安全管理。淤对引进的生
猪要进行严格的隔离观察，在未确定引进猪是否健

康的前提下，坚决不能将其与养殖场原有猪进行混

饲；于在需要外界车辆进入猪场时，要严格对车辆
进行消毒处理；盂一般情况下，坚决杜绝外来人员
进入养殖区域。

3.2 做好消毒工作和免疫接种

研究发现，口蹄疫病毒的传染性较强，该病毒

存在于饲料、皮毛、排泄物、土壤中时可存活数周至

数月，依然保持较强的传染性。在口蹄疫多发季节

和地域，更要加强消毒工作。消毒剂中的氢氧化钾、

氢氧化钙等强碱物质可以水解核酸和蛋白质，破坏

病毒的酶系统，使其失去活力，所以养殖场应该定

期对整个圈舍进行消毒处理，包括堆粪池、相关设

备等。除碱类消毒剂，还可用过氧乙酸、甲醛等进行

消毒。

做好免疫接种，是目前控制口蹄疫病最有效的

方法[3]。O型、A型、C 型、亚洲 1型是我国目前流行
的口蹄疫血清型号，O型、亚洲 1型这 2种型号最常
见。在接种时，要严格按照免疫程序及说明书进行

操作，确保疫苗有效。

3.3 疫情控制

当养殖场发现口蹄疫疫情时，应该立即采取有

效的隔离措施，对病死猪进行扑杀，将患病、疑似患病

和健康猪进行隔离饲养，并每天 3次对整个养殖场进
行消毒，将病毒彻底杀死，保证健康猪不被感染。

4 小 结

猪口蹄疫病是目前我国畜牧养殖行业中的严

重疫病之一，一旦发生将会对养殖场造成不可估量

的损失，甚至会影响整个养猪业的发展，所以我们

应对该病予以重视。在养猪过程中，要规范操作、定

期消毒、正确免疫，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避免该

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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