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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病性蓝耳病是近几年猪场发生的一种多

发的传染性疾病，其对猪群威胁较大，尤其是对仔

猪的危害更为严重，常可以导致大量仔猪死亡，造

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1 病原简介

本病的病原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其为

套式病毒目、动脉炎病毒科、动脉炎病毒属的成员。

病毒粒子通常呈圆形或卵圆形，在外包有囊膜。病毒

粒子的直径大小为 40~60 nm，表面的突起大小约为

5 nm。病毒的核衣壳外观为十二面体对称，其直径约

为 30 nm，基因组为 RNA病毒，单链。病毒对周围环

境的抵抗力较弱，但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中可以长期

存在，通常培养液中的病毒置于 -20~-70 ℃可以长

期存活，在 4 ℃的环境中也可以存活超过 30 d。但

环境温度升高至 56 ℃时，病毒通常在 15 min内就

会死亡。病毒对消毒剂敏感，常用的消毒剂均能将

其杀死。

2 流行病学

本病多呈地方流行性，常不表现出明显的季节

性，但在气候变化较大的时候发病率会有明显的上

升。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通常在气温较高的 6~8月发

病率会有所上升。本病的传染源为已经发病的猪和

隐性带毒的猪。传播途径为直接接触传播，也可以

通过空气进行传播，公猪还可以通过精液排出病

毒，将其传播给母猪。感染发病的母猪也可以通过

胎盘将病原传播给胎儿。患病猪使用过的带有

PRRSV的用具、器械等也可成为传染源，病猪流动

同样是该疾病的主要感染途径之一[1]。而且本病一

旦发生，很容易继发感染其他病原，不同病原共同

感染，容易导致猪病复杂化，不易治愈。

3 临床症状

猪在感染高致病性蓝耳病后具有一定的潜伏

期，通常是 3~37 d。而且在发病后的表现也会有所

不同，根据其发病的轻重缓急，可以分为 3种类型，

即急性型、慢性型和亚临床型。

3.1 急性型

急性型的病猪发病较快，主要是对母猪和仔猪

造成的危害较为严重。母猪发病表现为不同程度的

精神沉郁、食欲下降，甚至会出现废绝；病猪体温升

高，随着病程的延长会出现呼吸不畅甚至呼吸困难

的情况。处于妊娠后期的母猪，可见出现流产和早

产等情况，产出的胎儿为死胎或者木乃伊胎，也有

胎儿存活，但其体质较弱，出生后就表现为呼吸困

难，不能正常运动甚至出现瘫痪等，常会在出生后

的 1周内出现死亡。一些母猪还会出现胎衣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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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瘫痪等症状。本病的流产率可达 50%，死亡率

可达 35%以上，木乃伊胎可达 25%[2]。仔猪在感染本

型的病毒时，可见呼吸困难，多呈腹式呼吸，尤其是

1月龄以内的仔猪表现尤其明显。仔猪还出现食欲

下降，不断出现腹泻，体温上升，甚至可以超过

40 ℃，站立不稳或者站立行走时不稳。常可见病猪

出现转圈行为，共济失调，严重时会有抽搐，不断消

瘦。在眼睑和结膜等部位出现水肿，体表不同部位

有发绀情况，多在耳部、乳房和外阴以及尾部等容

易出现发绀症状，尤其是在耳部表现明显；病猪还

表现为便秘或腹泻。断奶前的仔猪发病后死亡率可

达 80%以上，即使没有死亡的仔猪也会影响到生长

发育。断奶后的仔猪感染后死亡率明显下降，表现

出的症状较轻。有的病猪表现为咳嗽和体表一些部

位皮肤发绀，发生本病的病猪容易感染其他病原。

种公猪发病后通常症状轻微，甚至不表现出临床症

状，但其精液质量会明显下降，在精液中带有病毒。

3.2 慢性型

慢性型是大多猪场发生本病的主要临床表现。

本型的病猪表现为生长缓慢，生产性能低下，母猪

的繁殖能力下降。猪群的免疫力也不断下降，很容

易就会出现细菌性和病毒性疾病的感染，常见支原

体、附红细胞体和链球菌等感染。

3.3 亚临床型

本型的病猪不表现出临床症状，仅在进行检测

时表现为抗体阳性，表明有本病毒的持续感染状

态。在临床上不容易被发现，其给猪场造成的影响

非常大，给猪场形成长期的隐性威胁。

4 病理变化

对发病猪进行剖检，可见气管和支气管内有大

量黏液性的泡沫，肺脏病变明显，有不同程度的出

血和淤血，有炎性病变，尤其是在心叶和尖叶等部

位有实质样变，导致肺脏呈现花斑状。脾脏有梗死，

肾脏充血和出血，表面凹凸不平，切开后有出血点

和大量的出血斑等。心脏表现为坏死和心肌有不同

程度的出血，肝脏出血肿大，颜色发黄或者有大量

黄白色的坏死灶等。脑部有出血和淤血情况，还有

一些胶冻样物质。病猪的肠道内有不同程度的出血

和溃疡，有的部位坏死。病毒能够破坏机体的免疫

器官，可以造成免疫抑制情况，很容易引起继发感

染，从而使得病变复杂化和严重化。

5 诊断方法

本病通过对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的观察，可以

做出初步诊断，确诊还需要通过实验室技术。在实

验室对本病的诊断可以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常用

的是 PCR方法。应用本方法如果发现有病毒，则可

以确定本病。此外还可以应用核酸探针的方法来对

本病进行诊断。

6 防治措施

6.1 预 防

本病是由病毒感染导致，这类疾病通常没有太

好的治疗药物，重在预防。本病可以通过应用疫苗

来进行预防接种，免疫程序可以参照农业农村部推

荐的程序。在接种时，需要先注射 3~5 头猪，观察

3 d后不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就可以对全体猪群

进行接种。疫苗接种应在公母猪配种前进行，同时

对公猪、母猪按 2头份进行肌肉注射，对于 18周龄

以内的猪进行 1头份肌肉注射处理[3]。在初免后经

过 30 d再接种 1次，加强免疫。由于当前应用的疫

苗可以通过胎盘将病毒传递给胎儿，因此，对于妊

娠期的母猪可以接种蜂胶灭活苗。在进行免疫接种

的基础上，要加强养殖场的饲养管理，养殖场必须

进行科学的饲养管理，最好是采取自繁自养的方式

进行饲养和管理。养殖场应封闭管理，并进行严格

的隔离和消毒，避免闲杂人等进入生产区。如果是

饲养管理人员，进出养殖场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

猪舍要勤打扫，及时将舍内的污染物和废弃物清理

出去，尤其是粪污等容易滋生病原，一定要及时清

理。在清理后，要对猪舍全面消毒，消毒不能留有死

角，必须做到全面和彻底。消毒药物要轮换使用，不

能长期应用同一种消毒剂，防止病原对消毒剂产生

耐药性。在养殖过程中，还要做好杀虫和灭鼠等工

作，避免寄生虫和鼠类将病原带入养殖场。如果需

要从场外引进猪，需要对引进地区进行了解，是否

属于本病的疫区，并对引进猪进行检疫，确认健康

才可以引进。引进的猪需要隔离饲养，在隔离舍内

饲养 45 d后如果没有出现症状，进行检疫确认健

康后才可以混群饲养。猪群在饲养过程中需要加强

饲养管理水平，确保猪舍能够在不同的季节内有相

对恒定的温度和湿度。在夏季，气温较高时要有防

暑降温措施；在冬季，气候寒冷需要有防寒保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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