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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治疗方案

雏鸭鹅脑软化症。每只雏鸭鹅每日喂服维生素

E 5 IU，轻症者 1次见效，连用 3~4 d为 1疗程。同

时每千克日粮中添加 0.05~0.10 mg的亚硒酸钠。

雏鸭鹅渗出性素质病及白肌病。每千克日粮

添加维生素 E 20 IU 或植物油 10 g，亚硒酸钠

0.2 mg，蛋氨酸 2~3 mg，连用 2~3周。成年鸭鹅缺

乏维生素 E 时，每千克日粮添加维生素 E 10~20

IU 或植物油 5 g，连用 2~4周，并酌情饲喂青绿

饲料。

发病后每只雏鸭鹅补给 300 IU维生素 E，每日

1次，连续给予 2～3 d；每只雏鸭鹅用 0.005%的亚

硒酸钠液注射 1 mL，随后按每千克饲料加入亚硒

酸钠 0.5 mg，1～2 g 后就可康复；在日粮中添加

0.5%的植物油，也有较好的效果。在防治本病过程

中，特别要注意硒不能过量以防中毒。

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的诊断及防治

刘 宏

重庆市忠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忠州街道站，重庆忠县 404300

摘要 我国的中南、华东地区自 2006年夏季开始发生大范围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然后向全国范围延伸，猪

高致病性蓝耳病的临床症状主要是呼吸急促、皮肤发红并且体温升高，解剖病猪可以发现病猪有内脏出血或者肺

炎等症状。高致病性蓝耳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并且很难治愈，给我国的养殖户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本文就猪的高致病性蓝耳病的诊断与防治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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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高致病性蓝耳病也叫猪呼吸繁殖综合征，这

种病的特征是仔猪死亡率很高，母猪出现呼吸道症

状和繁殖障碍，可以造成母猪的流产率达到 30%，

仔猪发病率高达 100%，死亡率高于 50%，已经育成

的猪也可能染病死亡，对生猪养殖有极大威胁，要

防止这种疾病，就要通过改善养殖环境、加强科学

养殖着手，本文将提出高致病性蓝耳病的诊断方法

和有效的防治措施。

1 流行病学

发病速度快，感染速度快，年龄、性别和品种不

同的猪都会发病，仔猪发病率高达 100%，死亡率可

能超过 50%，可能造成高达 30%的母猪流产率，母猪

和育成猪也可能染病死亡。杂交猪、本地猪的发病

率、死亡率没有良种猪高，如果紧急接种其他疫苗，

可能造成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一般不感染人、牛、

鸡、鸭等其它动物，发病时间不固定，每年均可能发

病。传播方式有人员传播、清洁工具传播和蚊虫传播

等，紧急宰杀、交易、运输都可能造成疾病快速传播。

导致疾病的病原是猪蓝耳病病毒，传染源主要

是带病毒猪和发病猪，这种病毒的传播方式有很多

种，在病猪的尿液、精液、唾液以及鼻腔分泌物中都

可能带有病毒，在饲养环境中，如饲料、污泥、污水、

饮用水中也存在病毒，病毒在污水和饮用水中会存

活较长时间，也是一种主要的传染源。猪蓝耳病的

主要传播方式是病猪接触和空气传播，简单来说，

饲养密度、饲养规模越大，染病的可能性就越高。

2 临床症状

病猪体温升高，一般为 40～42 ℃，精神不振，

食欲下降，呼吸有困难，眼睑有水肿并出现结膜炎症

状，皮肤发红，耳朵、四肢、腹下出现紫红色斑块或者

发绀，部分病猪全身无力，站立困难，尿液呈现浓茶

色或者黄色，发病持续时间为 5～10 d左右，仔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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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饲料粉碎细度的确定方法

畜禽饲料的粉碎细度应视养殖种类而异。

鸡饲料不宜过细，因鸡喜食粒料或破碎的谷物料，可以粗细搭配使用。稻谷、碎米可

直接以粒状加入搅拌机，小麦、大麦的粉碎细度在 2.5 mm以下为宜，玉米、糙米和豆饼

应加工成粉状料。当产蛋鸡产软壳蛋需要补钙时，喂颗粒钙较理想，即把石灰石、贝壳等

磨成高粱粒大小的颗粒，在每天晚上喂最后一遍料时加喂。由于颗粒钙在鸡体内停留的

时间较长，有利于鸡体的吸收利用，故补钙效果好。

仔猪料以特制的颗粒饲料或碎粒饲料较好，豆类和其他能量饲料可炒熟喂给。25 kg

以下的小猪，可喂一般小猪料；25 kg以上的肉猪饲料的粉碎细度可控制在 2 mm以内。

喂猪的饲料，粉碎得越细越好。

牛、羊的精饲料的粉碎细度可超过 2 mm，因为牛可以反刍，饲料稍稍粗一点有利于

反刍，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年龄较大的牛、羊的饲料可以粉碎到 1 mm以内，以利于消化。

饲料的粉碎细度在考虑到畜禽种类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富含脂肪的谷物饲料（如玉

米、燕麦等）的特点，不能将这些饲料粉碎过细、存放时间过久，否则易产生酸败变质。

来源：中国养殖网

病率和死亡率能够达到 100%和 50%，一般种猪和架

子猪的发病特征为食欲不振或者高烧，患病母猪可

能出现死胎和流产问题，流产率高达 30%。

3 防治措施

3.1 做好卫生工作

养殖户要保证养猪栏和猪舍清洁，定期消毒，将

猪舍的污物、粪便及时清理出去，一般情况下每周需

要消毒 1次，若出现病猪则每天消毒 2次，消毒剂可

以选择 2%戊二醛、2%氢氧化钠、3%漂白粉或者

0.5%的过氧乙酸等，均可以杀灭猪蓝耳病病毒。年龄

不同的猪一定要分开饲养，做好灭鼠工作，及时杀灭

吸血昆虫并驱逐鸟类，将外来病原彻底隔绝。

3.2 科学免疫

我国目前研制出了传统灭活苗、弱毒苗和高致

病性变异株灭活苗 3种疫苗，已经污染的仔猪和猪

场可以使用弱毒苗，出现猪蓝耳病的猪场可以将灭

活苗和弱毒苗结合使用，上述 3种疫苗中高致病性

变异株灭活苗对高致病性蓝耳病免疫最有效。

3.3 做好饲养管理

3周龄猪应尽快断奶并进行隔离饲养，注意猪

舍的防暑降温和通风工作，给猪供给足够的清洁饮

用水，猪舍要整洁干燥，控制饲养密度，严禁饲喂劣

质饲料或者过期饲料，确保饲养规范、标准、科学。

3.4 药物预防

对于母猪，可以在 150 kg饲料中加入 100 g阿

奇霉素粉，连续饲喂 14 d；对于育肥猪，可以在 1 t饲

料中加入阿莫西林 200 g和 1.2 kg利高霉素，连续

饲喂 14 d；在 200 kg水中加入 100 g头孢拉定粉；

在 1 t水中加入 200 g阿莫西林，并在 1 t饲料中拌

入 120 g支原净和 160 g强力霉素，连续饲喂 14 d。

3.5 治 疗

现今对于蓝耳病并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但是

可以缓解病情，防止继发感染，可以使用的药物有

氟苯尼考、头孢尖峰等抗菌药物，也可以采用圆环

蓝耳康、金蟾病毒液等抗病毒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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