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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细小病毒病的临床特点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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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细小病毒病又称猪繁殖障碍病，是由细小病毒感染引发的一种猪繁殖障碍病。不同年龄、品种和性

别的猪均能感染，此病对母猪的生产和繁殖能力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养殖收益。本文介绍了猪细小病毒病的病原

特征、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症状及严格控制传染源、定期消毒并切断传播途径、注意均衡营养和防寒保暖、科学接

种疫苗等防控措施，药物治疗以“抗病毒、防继发”为原则。

关键词 猪细小病毒病；临床特征；防治措施

收稿日期：2021-02-03
张成刚，男，1979年生，助理畜牧师。

猪细小病毒病是危害养猪业健康发展的一种

常见传染病，为我国二类动物传染病，以初产母猪

繁殖性能障碍为主要临床特征。若母猪在妊娠前期

感染，可造成胚胎或胎儿死亡；在妊娠中期感染，病

毒由胎盘垂直传播给仔猪，进而影响仔猪生长发

育，且仔猪长期带毒。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猪场工

作人员一定要重视猪细小病毒病，尤其是在母猪繁

殖高峰期，必须通过科学防控才能降低猪场损失。

1 病原特征

猪细小病毒属细小病毒科的细小病毒属，根据

不同毒力分为强毒株与弱毒株，强毒株感染健康妊

娠母猪可直接引发母猪病毒血症，并由胎盘垂直传

播给胎儿，造成胎儿死亡。弱毒株感染健康生猪，生猪

自身会产生免疫反应，不会引发病毒血症和胎盘感

染。猪细小病毒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较强，耐热（耐受

56 益 48 h或 70 益 2 h），但病毒在 80 益 5 min即
可丧失感染；其次病毒对 pH 适应范围广，在
pH3.0~9.0之间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对消毒液也具
有一定的耐受性，能抵抗乙醚、氯仿等脂溶剂，戊二

醛、甲醛等消毒剂需要长时间消杀才有效果，但 l%~
1.5%氢氧化钠作用 5 min即可杀灭病毒[1]。

2 流行病学特点

2.1 传染源

猪细小病毒病的主要传染源为感染病毒的母

猪和种公猪，后备母猪的发病率高于经产母猪，母

猪死胎、木乃伊胎或子宫分泌物均带毒，当易感猪

群再次被病毒侵袭时仍会感染。

2.2 易感动物

不同品种、年龄、性别的生猪均能被感染猪细

小病毒，易感猪群第一次感染时容易出现急性暴发

或地方性流行，初产母猪流产率和死胎率较高。

2.3 传播途径

种公猪精液带毒可通过交配或人工授精方式

感染母猪；妊娠母猪感染后可由胎盘垂直传播给胎

儿；其他猪只感染后，在 2周的排毒时间内若污染饲
料、饮水、用具等，健康猪群可通过口鼻途径感染病毒。

2.4 发病季节

猪细小病毒病在一年四季均可发病，无明显发

病季节。

3 临床特征

种公猪感染后精液带毒，但是性欲、精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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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影响，也无其他明显临床症状。妊娠母猪在不

同阶段感染的临床症状不同，妊娠早期（30~50 d）母
猪患病可由胎盘感染胚胎，胚胎死亡而被吸收，而

母猪反复发情，无法受孕；妊娠中期（50~60 d）母猪
患病，胎儿死亡或成木乃伊胎；妊娠后期（60~70 d）
母猪患病，母猪发情不规律，久配不孕，胎儿由于已

经具备一定的抗病力，往往能存活但终身带毒，若

这些带毒猪留作繁殖用，可扩大猪细小病毒病传播

范围[2]。

4 防治措施

4.1 严格控制传染源

首先，饲养中若发现疑似猪只有猪细小病毒病

症状，要及时隔离和药物治疗，并对其所在猪舍进

行全方位消毒；若治疗效果不佳，需及时淘汰病猪

并通过无害化处理消灭病原，对可能感染的猪用猪

细小病毒病 ELISA试剂盒进行血清学检验，以免带
毒猪感染健康猪群扩散病毒。其次，猪场坚持自繁

自养的原则可有效降低传染源的侵入，若必须引

种，要对引种区域动物疫病的流行情况进行详细调

查，严禁从疫区或发生过猪细小病毒病的猪场引

种，引种后还需要经过 30 d隔离观察期，健康状况
良好没有疫病的猪才能混入大群饲养。

4.2 定期消毒，切断传播途径

饲养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消毒观念，严禁不生

病不消毒的做法。首先，猪场人员要每天清理猪舍，

及时清扫粪污，保持地面干燥。其次，严格控制人员

和车辆进出，并对其进行严格的消毒，可用 1%~2%
氢氧化钠对车辆进行消毒，进出人员可用 75%乙醇
和碘化物进行消毒，猪舍墙壁、地面、护理用具、饲

槽可用 2%福尔马林水溶液喷洒消毒，猪体表消毒
可用 1%福尔马林水溶液。
4.3 均衡营养，防寒保暖

首先，对不同阶段猪进行分群饲养管理，为猪

群提供均衡搭配的日粮结构，严禁饲喂发霉变质和

冰冻饲料，后备母猪日粮中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

增加后备母猪群的抗病力。其次，冬季做好防寒保

暖措施，除了及时修补漏风漏洞外，在温度较低时

需要搭建防寒棚或使用暖风机等辅助设备。

4.4 科学接种，提高猪群免疫力

由于猪细小病毒病无有效治疗方法，科学接种

可以降低发病率。后备母猪和育成公猪在配种前

30 d和前 15 d分别进行 2次猪细小病毒灭活苗免
疫，这样可有效提升妊娠母猪的免疫力。

4.5 药物治疗

由于猪细小病毒病没有特效药物，以“抗病毒、

防继发”为治疗原则。按病猪体重肌肉注射猪用转

移因子 0.02 mL/kg，1 次/d；同时每 100 kg 日粮中
添加 50 g黄芪多糖，让病猪自由采食，连续治疗 3~
5 d[3]。

5 结 语

综上所述，猪细小病毒病主要危害初产母猪，

造成母猪繁殖性能障碍。虽然该病的致死率较低，

但可通过胎盘或精液进行传播，即使胎儿存活下来

也会长期带毒，因此要重视和防控猪细小病毒病。

从源头上要控制好，切断传播途径，发现病猪或带

毒猪进行隔离治疗，若治疗无效要及时无害化处

理，以防病原扩散。同时，通过科学的免疫来提高猪

群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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