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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疫苗和个体差异方面的因素对生猪口蹄疫免疫失败原因进行分析，并从疫苗质量控制和改善

饲养环境来进行疾病防治。在对生猪进行疫苗注射后，会出现与口蹄疫症状相似的病猪，生猪的生活环境、生理

状况以及是否正确给予病猪治疗方法均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能有效实现生猪口蹄

疫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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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猪口蹄疫免疫失败的原因

1）疫苗方面的原因。在给生猪注射疫苗时，大猪

可以给予 2 mL左右的疫苗注射量，小猪可以给予

1 mL左右的疫苗注射量。但是在实际的疫苗注射

中，按照这样的注射量，其免疫成功的机率非常小，

只能达到 45%左右。因此，在进行疫苗注射的过程

中应该加大疫苗注射量，可以增加 50%左右。在增

加疫苗注射用量之后，免疫失败率能得到有效的控

制，但是要注意疫苗注射量不能随意增加，因为注

射过多会造成生猪免疫应答力和抵抗力下降，更容

易被各种病原体感染。

2）个体差异方面的原因。因为生猪免疫应答力

的强弱与遗传基因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抗原接种之

后，不同个体的生猪所受到的免疫应答程度也不尽

相同，一些生猪有较为敏感的免疫应答，但是一些

生猪的免疫应答则较弱。另外，在进行疫苗接种之

前对生猪进行健康检查是较为重要的，在生猪染病

时期不能随意进行疫苗注射，这样很有可能造成生

猪死亡。在进行疫苗注射之前应该对生猪的病史进

行详细了解，检查生猪的健康状况。如果母猪在较

长时间内没有注射过口蹄疫疫苗就很容易受到感

染，之后就会通过血液使仔猪受到持续感染。再者，

如果生猪处于亢奋时期，不能对其进行疫苗注射，

这样也会使其免疫应答力降低。

2 提高生猪口蹄疫免疫成功率的对策

1）加强疫苗的保存和使用工作。疫苗质量是保

证生猪口蹄疫免疫成功的关键。给生猪注射的疫苗

需要选用农业行政部门发放的，这样能保证质量。

另外，还应该做好对疫苗的存放工作。口蹄疫疫苗

一般都需要存放在温度为 3～7 ℃的阴凉干燥处，

较高或较低的温度都会影响疫苗质量。在疫苗运输

过程中，需要做好相应的冷藏和避光工作。再者，不

能冻结苗，在运输过程中还应该避免震荡。对于当

天没有用完的疫苗，应该避免其受到污染，需要在

瓶口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

控制疫苗注射用量，剂量一次性使用完，使用过的

针管也要保证其清洁度。

另外，政府在进行疫苗注射宣传的过程中，应

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力量，

与多个村镇联合起来，选取 1个由多人组成的强制

性疫苗防疫队，在各村各户做好防疫宣传工作，并

督促群众有效完成防疫工作。同时还应该邀请防疫

专家到防疫现场对防疫工作进行指导，对生猪养殖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和分析，与养殖户加强

沟通，有针对性地进行生猪检查和疫苗注射，使生

猪口蹄疫防疫成功率得到切实提高。

2）对生猪的生活环境进行有效的改善。生猪的

生活环境也是保证免疫成功率的关键。在养殖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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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生猪数量的多少应该与猪舍面积相匹

配，要给予生猪足够的生活空间。需要做好猪舍的

清洁工作，确保猪舍在具备良好通风条件的环境中

生活。还需要做好防蚊虫的工作，因为很多病毒都

是由蚊虫携带传播，所以猪舍需要保持合适的温度

与湿度，确保有良好的空气质量，防止生猪因为呼

吸道受到感染而产生呼吸系统疾病。在进行生猪饲

养的过程中，还应该均衡使用饲料，严禁使用发霉

变质的饲料，也不能使用有添加剂的饲料，以此来

保证提高生猪的免疫力与抵抗力。在进行饲料搭配

时，也应该针对不同的生猪食粮需求，给予生猪不

同的饲料，保证生猪得到足够的饲料，避免抢食现

象的发生，进而提高免疫成功率。改善生猪的生活

环境，做好饲料存放工作及疫苗注射管理，能保证

生猪口蹄疫免疫的成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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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丹毒是由猪丹毒杆菌引起的一种热性急性传染性疾病，体温升高、呈急性败血症、皮肤疹块（亚急

性）、慢性心内膜炎及皮肤坏死与多发性非化脓性关节炎（慢性）类型临床症状的细菌性疾病，是一种革兰氏阳性

菌，通常对青霉素类药物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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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丹毒杆菌是一种平直或微弯纤细小革兰氏

阳性杆菌。在食盐中腌制、火中熏烤、干燥的空气、

猪尸体的腐败和日光照射下对本菌杀伤较差，对自

然环境的抵抗力较强。病死猪的肝、脾内的丹毒杆

菌在 4 ℃环境中可保存 159 d，毒力不减。病死猪

的肝脏露天放置 30 d、深埋 1.5 m病猪尸体 240 d、

12.5%食盐腌制的病死猪肉在 4 ℃冰箱放置 160 d，

均可分离到猪丹毒杆菌。2%甲醛、l%漂白粉、1%火碱

或 5%碳酸消毒时均可很快杀死丹毒杆菌，在 50 ℃

经 20 min或 70 ℃经 8 min的环境下肉汤培养物

都可杀死丹毒杆菌，即本菌对热较敏感。

1 临床症状

1）急性型。以突然发病、死亡率高为特征。病猪

精神萎靡不振、体温升高且不易下降；不爱吃食、呕

吐；眼结膜充血；粪便干而硬，表面有黏液，耳、颈、

背等处皮肤发紫潮红。死前腋下、股内、腹内有不规

则红色斑块，指压褪色，病死率高达 80%，耐过成活

的猪转为慢性型。哺乳仔猪和刚断乳的小猪表现为突

然发病，出现抽搐等神经症状后倒地而死，病程 1 d。

2）亚急性型（疹块型）。第 1～2天在猪胸部、背

部、颈部至全身出现圆形、四边形等明显的图形疹

块，有热感，俗称“打火印”，手指按压褪色。有突出

皮肤 2～3 mm，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疹块，干枯

后形成痂皮。出现疹块后，体温降低，症状减轻，经

30 d病猪自行康复。

3）慢性型。多数由急性型或亚急性型转变而来，

少数病例为原发性，关节炎型表现为四肢关节（腕、

跗关节、膝、髋关节最为常见）的肿胀，呈现一肢或

两肢的跛行或卧地不起，病腿僵硬、疼痛，关节变形

为主。病猪吃食正常，但生长缓慢消瘦。病程数周或

数月，慢性心内膜炎型主要表现身体消瘦，极度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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