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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节炎、关节肿大，初期坚硬、温度升高，后期变

软，触之有波动感，针刺流脓；少数变硬、皮肤增厚；

剖检表现滑液浑浊，有黄白色奶酪样块状物，关节

周围皮下胶样水肿，有化脓性坏死灶，严重者关节

软骨坏死。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患病猪主要症状表现

为脑膜炎、关节炎和四肢跛行等。

5 防 治

5.1 病猪治疗

猪副嗜血杆菌对磺胺类药物较为敏感[3]。养殖

户交替使用氟苯尼考、磺胺二甲、磺胺嘧啶、泰乐菌

素或阿莫西林等药物进行拌料，不仅可以治疗猪副

嗜血杆菌病，还可有效防止耐药。

5.2 疫苗接种

由于猪副嗜血杆菌具有多种血清型，养殖户可

根据养殖场出现的猪副嗜血杆菌制作自家苗，并在

全养殖场接种。

5.3 预防措施

养殖户应加强养殖场的饲养管理、环境消毒等

工作，以此消除猪副嗜血杆菌病和诱因，并做好猪

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工作，来减少猪副嗜血杆菌病发

生的可能性。

6 小 结

猪副嗜血杆菌病是一种发于猪身上的细菌性

疾病。该病的发生不仅会对生猪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

胁，还会对养殖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养殖户

在加强养殖场的饲养管理等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强对

猪副嗜血杆菌病的认识，以保证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王天奇，董发明，白喜婷.哺乳仔猪副嗜血杆菌病的诊断及控制

[J].中国兽医杂志，2004，40（8）：53-54.
[2] 钟妮娜，汪开毓，吴永刚，等.仔猪猪副嗜血杆菌病的诊断与防治

[J].中国兽医杂志，2005，41（12）：22.
[3] 王建，刘自立，王佳，等.2012年我国部分省市规模化猪场副猪嗜血

杆菌分离鉴定及菌株血清分型[J].动物医学进展，2014（3）：48-52.
【责任编辑：胡 敏】

猪蓝耳病临床诊断与综合防治

何德昌

四川省荣县高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四川荣县 643121

摘要 本文分析了猪蓝耳病临床诊断，并针对性提出了加强饲料管理、重视消毒与防疫、高效落实病猪治疗工

作和强化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等防治措施，以便于从根本上预防猪蓝耳病的发生，推动养殖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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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蓝耳病作为一种发病率较高且传染性强的

疾病，近年来其临床诊断以及防治已经成为养殖场

关注的重点内容，对于养殖场综合效益有直接影

响。特别是对于四川盆地南部的养殖场而言，规模

以中小居多，如何加强对猪蓝耳病的防治是强化养

殖场综合管理能力的必由之路，对于生猪养殖总体

效益有保障意义。

1 临床诊断

1.1 临床综合诊断

猪蓝耳病一经发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较多，

主要临床表现有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症状，同时伴

有明显的食欲不振以及高热现象。其中高热是一个

主要表现，因此也作为临床判定猪蓝耳病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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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目前，蓝耳病的判定标准包括以下 3 条：体

温至少在 41 益以上；双耳背面、边缘、腹部及尾部

皮肤出现深紫色；食欲下降伴随眼结膜炎与咳嗽哮

喘，尸体剖检肺尖叶或心叶出现片状实质病变[1]。此

标准为临床判定猪蓝耳病提供了有利依据，为猪蓝

耳病的防治创造了条件。

1.2 实验室诊断

实验室诊断猪蓝耳病主要依据猪病发后存在

于肺部及支气管的病毒细胞进行病毒识别。具体的

疾病检测中，RC-PCR 方法是猪蓝耳病的实验室诊

断技术，首先取发病猪的肺脏和淋巴结进行 RNA
基因提取，然后反转录 cDNA[2]，进而通过特异性引

物实现蓝耳病基因的扩增，更好地显现病毒基因，

实现精确诊断。

2 综合防治策略

2.1 加强饲料管理

饲料喂养作为养殖场养猪过程中的重点工作，

对于猪的健康有很大影响，特别是针对猪蓝耳病、

非洲猪瘟等可以由饲料传染的猪疫病，管理人员需

要加强戒备，把好饲料进场关，以便从根本上控制

猪蓝耳病的暴发。对此，养殖场管理人员应加强饲

料管理，严控饲料质量，为猪群的健康保驾护航。与

此同时，饲料喂养配比应保证合理性，需要根据生

猪成长状况以及个体大小进行有针对性地饲料喂

养，以便于创造良好的饲养条件，为提高生猪抵抗

力创造有利条件。

2.2 重视消毒与防疫

猪舍的卫生环境也是影响猪蓝耳病传播的一

大因素，好的卫生条件有助于提高生猪的抵抗力，

有效防止病菌的传播与滋生，这对于猪蓝耳病防疫

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在防治猪蓝耳病的过程中，应

重视消毒与防疫，以便于创造良好的卫生条件，保

障生猪健康成长。如对于四川盆地南部地区的生猪

散养户来说，重视卫生条件格外重要，区别于大规

模的养殖场，中小规模养殖场在消毒方面做的还不

够到位，应加强日常消毒工作，尽量避免疫病发生。

可以在日常管理中加入 1~2 次/d 的消毒工作，并且

在周围有蓝耳病发生的情况下增加消毒频率。同

时，养殖户应定期进行生猪免疫，特别是在猪蓝耳

病的高发季节，务必落实灭活疫苗的免疫注射，以

便于有效预防高致病性的猪蓝耳病，维护生猪健

康，保障养殖场的综合效益。

2.3 高效落实病猪治疗工作

对于已经感染蓝耳病的生猪，管理人员应尽快

采取合理措施将病猪与健康猪隔离，尽量避免交叉

传染。特别是针对蓝耳病，其传染性较强，可以通过

饲料接触等方式传播，传播途径较多，只有立即开

展病猪的隔离治疗，才能有效降低传染机率，这对

于猪蓝耳病的综合防治有深远意义。如针对感染蓝

耳病的猪，可以在饲料中添加药物拌料，用复方花

青素、泰乐菌素、强力霉素以一定的比例调配好给

生猪喂食。同时，可以将利巴韦林和恩诺沙星混合

进行注射，缓解猪体温快速升高的病症。而全程治

疗时可以采取混感统治针剂和普克针剂混合注射，

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用药量的基础上有利于猪蓝

耳病的治愈。

2.4 强化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

猪蓝耳病的综合防治中，无害化处理至关重

要，是能够有效规避猪蓝耳病传染的关键手段。特

别是对于养殖场内出现猪蓝耳疫病时，规范的无害

化处理可以发挥实效，有助于开展后续蓝耳病防治

工作。如蓝耳病发病区域的病死猪以及其排泄物、

被污染的饲料等都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需要

对被污染的物品进行严格消毒，无论是交通工具还

是养殖场地的其他用品，均需要采取彻底的消毒处

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蓝耳病的传播，将经济损失

以及蓝耳病的传播机率降到最低，从而发挥猪蓝耳

病综合防治的实际价值。

3 结 语

为了有效强化猪蓝耳病的综合防治效果，养殖

人员应注重加强饲料的管理以及日常消毒工作的高

效落实，以便于从根本上预防猪蓝耳病的发生。而对

于已经发病的生猪，养殖管理人员应在第一时间进行

隔离治疗以及无害化处理，以此实现对猪蓝耳病的综

合防治，推动养殖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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