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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起病例探讨引种的风险及驯化

莫家会1 庄海燕2

1.广西百朋种畜场,广西柳江545102;2.广西武宣种畜场,广西来宾545905

  无论是商品猪场还是种猪场,都要通过引种来

扩大规模或改良血统。引种能提高猪群的总体质量

和保持较高的生产水平,这些比较容易得到大家的

认可;但是,引种带来的高疾病风险,却很容易被部

分养殖场忽视。即使养殖场了解引种的风险,大多

数人也都只注重引种后1个月内的情况,很少有人

关注引种3个月甚至半年之后是否还会对猪群产生

严重的影响。笔者从事养殖业20多年,见证了某养

殖场由引种引发的几起疫病,希望养猪同行对引种

的风险及驯化给予足够的重视。

1 病例简介

该养殖场远离村庄、距主要交通要道3km远,

四周甘蔗、树林环绕,有较好的天然防疫屏障。该场

建有2个猪场,分别是商品猪场和种猪场,两猪场相

隔600m,所用饲料、疫苗和兽药相同。商品猪场存

栏母猪650头,以出售商品仔猪为主,在2011年之

前所有的二元母猪均来源于种猪场;种猪场存栏母

猪950头,以出售商品仔猪和种猪为主,定期从外场

引进种猪来更新血统。

1.1 病例一

2004年9月,种猪场从广西某知名种猪场引进

种猪70头。由于没有隔离栏,该批种猪引进之后直

接放入猪场内独立的一栋栏里“隔离”饲养。在“隔
离”期间,除了按照顺序分别免疫了猪瘟疫苗、猪口

蹄疫疫苗和猪伪狂犬病疫苗外,未采取其他任何驯

化措施。引进的种猪“隔离”饲养1个月后,便混入

后备猪群饲养,然后进入种猪群配种。引进的种猪

在整个“隔离”饲养期间以及混入后备猪群后,均未

表现明显的临床症状;直至2004年底(即引种3个

月后),场内开始出现保育猪突然死亡、生长速度较

慢、转栏次猪率高等现象;引种5个月后,保育猪发

病率、死亡率、次猪率明显上升,病猪临床症状呈多

样性,如咳嗽、喘气、苍白、黄疸、消瘦等。后经临床

观察、剖检病变、实验室检查,诊断为由圆环病毒2
型引起的仔猪断奶多器官衰竭综合征。由于当时猪

圆环病毒病商品苗还未推广使用,只能采用制作自

家苗的办法来控制该病。在使用自家苗2个月后,
控制住了该起疫病,用到第3个月后就停止使用,在
之后5a内,种猪场生产一直处于正常的稳定状态。

1.2 病例二

2009年12月,种猪场又到广西某规模养殖场

引种76头,种猪引进后依然放进猪场一栋空栏里饲

养,采取的措施基本和2004年一样。引进的种猪在

“隔离”饲养1个月内,未表现任何临床症状。但值

得注意的是:2009年,广西很多规模猪场及散养户

都不同程度地暴发了猪蓝耳病,在该养殖场的直径

3km范围内都有疫情出现;不过该养殖场下属的2
个猪场安然无恙,直到2010年7月,在外界猪蓝耳

病都平息了的时候,种猪场暴发了一场猪蓝耳病。
这自然让人联想到,这起猪蓝耳病疫情可能跟半年

前的引种有关。因为自2010年1月引进的种猪混

入后备猪群后,就有10多头出现明显的病症,主要

表现为发烧、喘气、耳朵发紫,病猪死前整个腹部发

紫;在未混入种猪群前,发病率已达20%,病死率高

达50%。到2010年3月,整个后备猪群表现都不

稳定,咳嗽、喘气的猪只明显增多,突然死亡病例也

不断增加。由于猪场没有足够的场地进行再隔离,
加之管理者对于这些不正常现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引进的种猪还是按适龄混入种猪群配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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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天气逐渐变热,种猪群开始出现突然

死亡病例,从最先的2~3d死1头到后来的每天死

2~3头,数量呈逐渐增多之势。种母猪死后,从鼻

孔流出带血泡沫样液体,腹部、四肢末端、鼻端发紫。
刚开始1个月时,管理者以为是天气炎热出现的热

应激,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7月初,气温达到了

37℃以上,且这时猪场采取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措

施———为种猪群接种口蹄疫疫苗。在接种口蹄疫疫

苗后的第2天,80%的临产前15d内的母猪都表现

为少食或不食,其它母猪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一

症状。管理者刚开始以为是免疫应激所致,但随着

临产母猪死亡不断增加,才发现事态严重,急忙聘请

有关专家诊断,确定种猪场已经全面暴发猪蓝耳病。
该起疫病历经11个月之久,到2011年6月猪群健

康状况才恢复正常,直到目前,生产水平都保持在正

常范围内。

1.3 病例三

以上2起 病 例 都 发 生 在 种 猪 场,与 其 相 隔

600m的商品猪场一直保持正常生产。但是由于猪

蓝耳病的影响,种猪场不能正常向商品猪场提供二

元母猪。为了维持生产母猪规模,商品猪场于2011
和2012年初分2次从同一外种猪场引种。由于吸

取了种猪场前2次引种的教训,种猪引进后放在相

隔100m外的隔离场做隔离饲养,且在隔离饲养过

程中采取了驯化措施。一是按照本场免疫程序,分
别为引进的种猪接种了猪瘟疫苗、猪口蹄疫疫苗和

猪伪狂犬病疫苗;二是用以黄芪多糖为主要成分的

圆蓝多抗进行保健注射;三是把淘汰种猪混入引进

猪群中饲养。引进的种猪在隔离栏饲养2个月后,
经临床观察和采血送检,确认安全后转入正常种猪

群。引进的种猪跟正常种猪群混合后,在2个月之

内,种猪群表现正常。但在混群后第3个月,种猪群

内表现繁殖障碍(如不发情、返情)的母猪增多。

2012年种猪群受胎率只有84%;保育猪群的生产水

平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是很大。总之,商品猪

场这次疾病经过表现温和。

2 分析与讨论

1)从种猪场的2起病例不难看出,很多疾病虽

然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但直接接触传播是导致疾病

发生的最有效途径也是主要途径。种猪场和商品猪

场相隔仅600m,而在种猪场饱受疾病困扰时,商品

猪场却能躲过这2次劫难。

2)早些年,引种所带来的疾病风险并没有引起

养殖户的重视,所以也就无“驯化”一说。驯化措施

得到重视,也是在暴发猪蓝耳病后才引起的反思。

3)引种可以提高猪群品质和生产水平,但若引

种不慎,带来的疾病风险是毁灭性的。然而还有一

些养殖户存在这样的困惑:我是从正规的种猪场引

种,并且引进的种猪都很健康,为什么混群之后就出

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 这个答案可以从樊福好教

授的“病原谱”差异理论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即:每
个猪群都有相对稳定的病原谱,而各个猪群的病原

谱都存在差异;每个猪群都可能是一个致病微生物

复合体,在稳定环境下,不会引起发病,一旦猪群处

于应激状态,就可能发生疾病;不同猪群病原的种类

和数量有所不同,每个猪群的机体免疫水平或保护

性抗体的滴度也各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该猪群与

病原体接触的程度和免疫程序。每当我们引进新的

种群时,就有可能引进一个新的病原复合体。所以,
制定一个良好的引种程序并严格执行,对于猪场的

安全和引进的优良种猪安全顺利地投入生产是极为

重要的。

4)从“病原谱”差异理论不难看出,种猪场和商

品猪场这几次引种所带来的危害是潜在的,但又是

可以减轻或避免的。引种后不隔离驯化而直接混

群,就把这潜在的危害最终变成了现实。所以,要不

要引种? 如何引种? 是我们必须持科学态度来回答

的问题。笔者认为:一要尽量坚持自繁自养。因为

引种直接带来的新病原体能打破原来的微生物平

衡,这些病原体增殖、传播一段时间后便可能致猪群

发病。因此,只有减少引种,才能最大程度地控制传

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确保猪场稳定生产。二要尽可

能在本地引种。猪场必须引种时,应尽量在本地区

选择较为规范的种猪场合理引种。因为同属一个地

区的种猪场与自家场的疾病情况大体一致,至少毒

株变异程度是一样的,只要经过合理地驯化,基本不

会引来新的病原体。三要尽可能少量引种。如果引

种过多,驯化就会比较困难或不到位,容易带来疾病

风险。因此,引种的数量不宜过多,不应超过猪群的

30%。四要科学利用人工授精技术。从疾病角度来

讲,人工授精不仅能达到引种的目的,还能有效阻断

疾病的传播。比如:猪口蹄疫不能经过精液传播,猪
圆环病毒病、猪伪狂犬病等疫病经过精液传播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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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很小。因此,种猪场和一般猪场通过引进精液

达到改良种猪或配种的目的不失为一种良策。

5)必须引种的,一定做好引种后的隔离驯化工

作。一要隔离饲养。种猪引进后,一定要放到离猪

场100m以外的隔离栏饲养30d以上。二要疫苗

驯化。引进的种猪入场后5d,就要开始进行猪瘟、
猪口蹄疫及猪伪狂犬病的免疫;对于危害不太严重

的疾病,混群后再逐步免疫;对于附近地区存在的威

胁性疾病(如病例二中的猪蓝耳病),在隔离期间一

定要免疫。三要同场驯化。引种后,要让引进猪群

在混群前接触到本场的病原群,并逐步适应本场的

病原群。方法有:让引进猪群接触原场猪的粪便;喂
给引进猪群原场母猪产后的胎衣;把原场病猪或淘

汰母猪放到引进猪群内饲养,但接触比例要控制好,
若初期接触太强烈,可能会引起引进猪群发病。笔

者认为,经过这些驯化程序,能极大地降低引种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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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价格上涨引发替代效应

在新季菜籽开榨、国产菜粕供应压力逐步增加的背景下,5月末菜粕期价依然出现较大幅度的反

弹。菜粕现货价格坚挺,短期供需紧张以及期价大幅贴水为上涨提供了空间。同时,近期豆粕价格大幅

上涨,也将引发植物蛋白粕在饲用需求上的替代效应,对菜粕价格形成提振。

1 菜籽油粕比回落或成趋势
过去4年,菜籽油粕比整体维持在3.5~5.5的区间波动,当前再次来到3.7的历史低位区域。考

虑到加工企业行为和油脂供给总体宽裕的情况,预计2013年菜籽油粕比仍有下跌空间。假设当前菜油

现货价格维持在10000~10200元/t的区间波动,菜籽油粕比回落到3.4,菜粕现货价格有望提高至

3000元/t,较当前市场平均价2750元/t仍有250元/t的空间。

2 替代需求提供支撑
同为植物蛋白粕的菜粕,在饲用需求方面对豆粕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豆粕价格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菜粕的饲用需求。从菜粕、豆粕过去4年的价比走势来看,菜粕价格与两者的价比在大部分时间内

呈正相关,仅2012年5-8月豆粕价格疯涨期间出现了负相关。也就是说,在豆粕非极端行情下,菜粕

对豆粕的饲用替代需求对菜粕价格的提振作用非常明显。目前菜粕、豆粕的现货价比正处于高位,在豆

粕价格不出现极端上行的情况下,菜粕期货价格当前的反弹有望跟随豆粕价格走势。

3 “U”型期限结构的套利选择
目前菜粕盘面价格的期限结构呈现明显的“U”型,1307合约到1401合约价格呈逐步递减,但1401

合约到1405合约价格逐步递增。同时,处于“U”型底部的相邻合约间价差较小,而处于“U”型两段相邻

合约价差却相对较大。我们认为,菜粕的“U”型期限结构体现了菜粕最主要的水产养殖需求季节性特

征,1月因气温影响水产养殖需求最差,而5-9月处于水产养殖旺季,菜粕价格相对较高。
这种“U”型期限结构为我们提供了菜粕跨期、菜籽压榨套利以及与豆粕跨品种套利的结构性机会。

当看空菜粕豆粕价比时,选择菜粕、豆粕1月合约进行套利的空间比5-9月间合约的利润空间更大;反

之,则应选择5-9月间的合约进行套利。在进行菜籽油粕比套利时,更应关注菜油、菜粕1月合约在当

年10月至次年2月间价差的扩大。
来源:博亚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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