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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0月以来，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广

东、海南等省份出现了猪伪狂犬野毒感染，临床上

常表现为母猪返情、屡配不孕；妊娠母猪流产、产死

胎、白胎、木乃伊胎；公猪常发生睾丸肿胀、萎缩等，

致使公猪种用性能降低或丧失；仔猪常出现神经症

状、顽固性腹泻、运动失调、间歇性抽搐、昏迷以至

衰竭死亡。

猪蓝耳病是由猪繁殖与呼吸道综合症病毒引

起的一种严重危害养猪业的传染病。主要临床症状

为发病母猪出现发热、厌食、流产、死胎及木乃伊

胎；种公猪出现性欲下降，精液品质和精子活力下

降；仔猪和育肥猪表现为呼吸系统疾病，呼吸困难、

急促、呈间质性肺炎、耳部和肢体发绀。本病极易与

其他疾病混合感染，从而加剧病情，使死亡率升高。

笔者于 2013年 12 月在河南南阳某猪场接诊 1 例

疑似猪伪狂犬病和蓝耳病混合感染病例，现报道如

下。

1 疾病流行状况

河南南阳某猪场，存栏母猪 500头，2013年初

从外地引进一批后备母猪，该场生产成绩一直不稳

定。自 2013年 11月份以来，产房仔猪出现口吐白

沫、四肢划水、角弓反张等神经症状和呼吸困难；保

育和育肥猪发病率 30%，死亡率已超过 15%，采食

量下降、被毛粗乱、部分猪耳尖发紫、呼吸困难；母

猪流产、返情、死胎比例 10%，初步怀疑为蓝耳病和

伪狂犬病混合感染，现场挑出发病症状典型的猪，

采集脾脏、肺脏、肾脏、淋巴结和血样，送往华中农

业大学动物疫病诊断中心进行病原和抗体检测，发

现致病因素为猪伪狂犬病毒和变异蓝耳病毒。

2 病理变化

对发病猪剖检，眼观可见发病哺乳仔猪脑膜充

血、肝脾表面密布白色结节，保育猪和育肥猪肺脏

有典型的间质性肺炎（图 1）。

3 实验室检测

3.1 病原学检测

采集发病猪和流产胎儿，送到华中农业大学动

物疫病诊断中心采用 PCR方法做病原学检测，检测

结果见表 1。

3.2 血清学检测

采集该场 30头经产母猪血样，用 IDEXX试剂

盒检测伪狂犬 gE抗体检测，其中 25头母猪 gE抗

体阳性，抗体阳性率 83.3%。

图 1 临床症状和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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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巧加饲料添加剂

饲料添加剂是在饲喂、饲料加工和贮存等过程中添加的一类特殊物质，其用量虽小，如有的仅占

饲料的几百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但作用巨大，具有补充或平衡饲料营养，预防疾病，促进羊的生长，保

障饲料质量和提高羊的产品产量等多项功能。科学使用饲料添加剂，既能有效地增加羊产品产量，提

高饲料利用率，节省饲料，降低成本，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羊用添加剂可分为如下几类。

营养性添加剂。主要有非蛋白氮添加剂、氨基酸剂、矿物质微量元素添加剂、维生素添加剂等。其

主要是补充或平衡必需的营养，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等。

非营养性添加剂。这类添加剂本身并不具有营养价值，但能增进机体健康，促使机体代谢和生长

发育；或参与消化和神经调控；或改善饲料及产品质量；或能提高产品产量等。

保健助长添加剂。主要有抑菌促生长添加剂、驱虫类添加剂、中草药添加剂、酶制剂、微生物制剂

等添加剂。

生理调控添加剂。包括瘤胃代谢控制剂、缓冲剂、有机酸添加剂等。

改善饲料质量添加剂。主要包括有抗氧化剂、防霉防腐剂、青贮饲料添加剂、粗饲料调制添加剂、

调味剂等。用于保护、改善饲料品质，增进食欲，提高饲料消化利用率等。

抗应激添加剂。包括矿物质、脂肪、维生素、镇静剂等。主要用于机体的抗应激反应，增强对环境改

变的适应能力。

来源：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样品

编号

蓝耳病病毒（PRRSV） 猪瘟病毒

（HCV）

伪狂犬病

毒（PRV）

圆环病毒 2

型（PCV2）常规 变异

病料 1 — — — ＋ —

病料 2 ＋ ＋ — — —

病料 3 — ＋ — ＋ —

表 1 病原检测结果 1）

1）“＋”表示病原感染阳性；“—”表示病原感染阴性。

4 诊断及防控措施

4.1 诊 断

根据该场疾病流行情况、临床症状、病理变化

及结合实验室检测，最终诊断引起该场猪群发病的

主要病原为猪伪狂犬病毒和蓝耳病病毒。

4.2 防控措施

1）针对该场猪伪狂犬感染状况，采取种猪普防

科前猪伪狂犬 HB-98株 2头份，4次 /年；母猪另外

在产前免疫 1次伪狂犬灭活疫苗（鄂 A株）4 mL；仔

猪 1 日龄肌肉注射猪伪狂犬 HB-98 株 1 头份，35

日龄肌注 1头份，70日龄肌注 2头份。

2）针对蓝耳病感染状况，全群添加 20%替米考

星 1.0~1.5 kg/t饲料，坚持使用 2周以上，控制猪场

蓝耳病引起的继发感染，母猪使用天津株蓝耳病疫

苗。

3）加强猪舍巡查，发病猪采取早隔离早治疗。

5 讨论与小结

1）猪场一定要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建立稳定

的种猪群，减少并控制从其他猪场引种。若必须引

种，必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阴性猪方可引入，并隔

离观察 1个月以上。

2）坚持全进全出的饲养模式，每批猪进入猪舍

前必须对猪舍进行全面消毒，并空栏 7 d以上。

3）建立完善的猪场生物安全体系，定期做好清

洁和消毒工作，猪场病死猪、死胎、胎衣等污染源做

好无害化处理。

4）坚决执行猪场猪伪狂犬净化计划，通过检疫

淘汰伪狂犬野毒阳性猪，降低种猪伪狂犬病毒感染

比例，稳定猪场生产成绩。

到今年 2014年 2月份，笔者再次来到该场，母

猪流产、死胎已经稳定，产房仔猪、保育猪和育肥猪

呼吸道疾病得到控制、神经症状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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