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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口蹄疫的流行病学与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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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口蹄疫是一种传染性强、发病急、传播迅速的动物疫病。该病的主要症状是患病猪口腔黏膜、蹄

部、趾间等处出现水疱和烂斑。由于该病易感动物范围极广，一年四季都可能感染口蹄疫，患病、潜伏带毒及患

病康复后的猪体内会长期带毒，极易造成规模性暴发，一旦暴发会对养殖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需加强对猪口

蹄疫预防，预防措施要做到强化生物安全管理、加强疫病诊断监测、做好消毒与免疫工作、规范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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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FMD）是一种由口蹄疫病毒引发的具

有高度感染性的疾病，猪、牛、羊及野生偶蹄类动物

均会感染，口蹄疫的典型症状是发热，且口、蹄部存

在囊泡状病变，对于易感畜群，口蹄疫的发病率高

达 100%。猪口蹄疫具有分布广、传播快、发作迅

速、流行周期长、不易防控和消灭等典型特征，一旦

发病，会对猪的生长性能造成严重影响，并给养殖

场带来极大经济损失，加上该病属于人畜共患病，

因而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存在极大的风险。因此，必

须强化猪口蹄疫的流行病学研究与防控措施，以有

效避免该病的暴发和流行。

1 病原特征

猪口蹄疫病毒为典型的单股正链小RNA病毒，

圆形，无囊膜，粒子直径 20~25 nm。该病毒血清型

较多，且极易产生变异，现已知血清型包括A、O、C、
SAT1、SAT2、SAT3、Asial 7种类型及 80多种亚型。

所有血清型中，O型危害最大，A型次之，国内主要

流行的是O型、A型及血清亚型1型。

该病毒毒力及致病力极强，少量病毒即可引发

猪患病，患病猪发热时病毒含量最高的组织为血

液，待体温恢复正常后，患病动物口腔液、乳汁、粪

便、尿液仍存在病毒。由于不同血清型之间几乎缺

乏交叉免疫保护力，导致该病的防控及根除非常

困难。

2 流行病学

资料显示，猪口蹄疫在美国、日本、澳洲、英国

等发达国家已不存在，但在南美洲、亚洲、非洲等发

展中国家仍具有地方性流行特点。

2.1 感染动物范围

作为多种动物共患的急性、热性、高度接触传

染疫病，口蹄疫的易感动物范围极广，几乎所有偶

蹄类动物均易感，如鸡、鸭、牛、猪、羊等，数量高达

30种，易感动物排序为牛、猪、骆驼、羊等。该病毒

还会诱发其他疾病，如链球菌病、水肿病等。

2.2 感染季节

猪在一年的任何时段均可能感染口蹄疫，但因

该病毒存活容易受到温度、湿度等条件的影响，因

而猪口蹄疫更易发于春冬两季，夏、秋等温度较高

的季节少发，这使得该疫病的流行呈现一定的季节

性。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高度集约化的猪场而言，

猪口蹄疫的发病并不遵循该流行规律，即使夏季高

温也会发病和蔓延。

2.3 传染源

患病、潜伏带毒及患病康复后的猪体内会长期

带毒，并通过排泄物、分泌物、呼出气体、污染饲料、

水源、活动场所、屠宰后未消毒的血液、器官和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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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这些都是口蹄疫病的传染源。不仅如此，口

蹄疫感染性极强，且尤以患病初期猪的口腔、舌、乳

房及蹄等部位的水疙皮、水疙液传播性最强。

2.4 传播途径

猪口蹄疫传播方式主要包括 3种，即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直接接触传播是指健康猪

因直接接触患病猪的水疱液、分泌物、呼出气体、排

泄物等传染物而迅速发病；间接接触传播则是指健

康猪因接触污染后的饲料、水源等而感染；空气传

播则是指病猪呼出带毒气体，携带病毒的气溶胶粒

子随着空气流动传播并感染健康动物，空气传播常

受湿度、风速、病毒含量等因素的影响。

3 防控措施

3.1 强化生物安全管理

猪口蹄疫是因口蹄疫病毒感染而引起的，因

此，为了防范猪口蹄疫病，关键是要强化生物安全

管理，切断口蹄疫病毒的接触。具体而言，在日常

生物安全管理中，养殖场要严格控制人员进出，外

来车辆进入猪场前要严格消毒处理；制定科学的生

物安全措施，配置专用衣物及鞋靴、禁止偶蹄类动

物制品入场，并对固定隔离点隔离进行明确规定；

针对引进生猪要进行严格的隔离观察，在不确定引

进猪是否健康的情况下，严禁将其与养殖场原猪

混饲。

3.2 加强疫病诊断监测

猪口蹄疫作为一种动物疫病，需要借助科学的

手段加强诊断与监测，以便为口蹄疫的防控提供科

学依据。通常而言，猪场一旦出现仔猪死亡率升

高、仔猪跛行、发热症状、水疱状病变等情况，应首

先怀疑是口蹄疫感染，随之要上报当地兽医卫生机

构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采集样品送往实验室确

诊，以免疫病蔓延。对于规模化猪场，要定期对猪

群展开免疫抗体水平检测，全面掌握猪群免疫水

平，对其抗病毒能力进行评价，通过群体抗体水平

监测，为疫苗免疫效果进行判断，继而选择补免或

更换疫苗。

3.3 做好消毒与免疫工作

口蹄疫感染性强，遍布于饲料、皮毛、排泄物、

土壤中，且在数周乃至数月内仍保持较强的感染

性。因此，针对猪口蹄疫多发区域及易感季节，猪

场要做好消毒与免疫接种工作。具体而言，猪场消

毒可选择氢氧化钾、氢氧化钙等强碱性消毒剂，定

期对堆粪池等整个圈舍展开消毒处理。除碱类消

毒剂以外，还可选择甲醛、过氧乙酸等进行消毒；当

前控制猪口蹄疫最有效的办法即免疫接种，针对国

内流行的口蹄疫血清型号，重点针对O、A、C及亚洲

1型等常见型号进行接种，接种时要严格遵循免疫

程序进行操作，保障接种有效。一旦猪场存在口蹄

疫或类似疫情时，要严格根据规定向上级通报，及

时控制疫情，以防疫情扩散。

3.4 规范饲养管理

要加强猪群饲养管理，合理搭配猪词料，制定

科学的饲养计划，确保饲料新鲜营养、无霉变，还要

优化猪群饲养密度，保持猪舍干净干燥，最大程度

地减少猪群应激，做好防风保温工作，提升整个猪

群的免疫力。针对低温季节，猪场要采取必要的保

温措施，避免温差过大，并提供充足、干净的饮

用水。

4 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畜牧养殖行业中极其严重

的动物传染病之一，猪口蹄疫一旦暴发将会对猪群

的正常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严重危害猪场的生产

效益，引发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必须对猪口蹄

疫给予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强化对该病的防控意

识，通过规范免疫接种，定期对猪场内外展开消毒，

强化疫情的监测。在疫情易发季节，要制定全面、

综合的疫情防控措施，以避免该病的流行，确保猪

场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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