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秽浊之气困在脾处，导致脾胃受伤，清浊相混，进而

导致气机紊乱。发病轻缓的猪场采用方剂以辛温散

寒、化湿理气为主；猪群大规模暴发腹泻时采用方

剂以温阳驱寒、降逆止呕、补气固本为主。有兽医从

业人员做过中兽医辨证施治的试验，中兽医治疗结

果优于西药治疗，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值得在临

床推广应用。

7 讨论与小结

1）引起猪腹泻的原因很多，除了病毒性腹泻，

细菌性腹泻和寄生虫性腹泻外，还有许多非病原性

因素也可以引起猪群暴发腹泻，主要和饲料、环境、

免疫力低及管理不科学有直接关系，要鉴别诊断，

查清主要发病原因对症治疗，采取综合防控措施，

减少猪腹泻病的发生与流行。

2）通过系统的猪病毒性腹泻的流行病学调查，

查清了吉林省各养猪地区流行病毒性腹泻的病原

及分布，以及病原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为吉林省各

地区疫病防控部门制定防控策略提供了依据，为基

层兽医诊疗部门提供了多种病毒性腹泻的实验室

检测方法，从而快速查清病原，做到有针对性地采

取免疫预防和控制措施，挽回因猪病毒性腹泻流行

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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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水疱病是由猪水疱病病毒引起猪的一种急性、发热性的传染病。本病流行性强、发病率高，以蹄部、

口腔、鼻部及乳头等部位皮肤出现水疱和烂斑为特征，本病特征与猪口蹄疫相似，可对养猪业造成一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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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水疱病是由猪水疱病病毒引起猪的一种急

性、发热性的传染病。本病流行性强、发病率高，以

蹄部、口腔、鼻部及乳头等部位皮肤出现水疱和烂

斑为特征，本病特征与猪口蹄疫相似，临床上不容

易区分，对养猪业危害严重。

1 病原体

本病的病原体是猪水疱病病毒，属于小核糖核

酸病毒科，肠道病毒属，本病毒只有一个血清型。病

毒耐高温，80 ℃条件下 1 min才可杀灭病毒。蹄部

经 65～67 ℃ 3～5 min烫毛后，水疱皮仍有感染

性。在低温中可长期保存。病毒在污染的猪舍内可

存活 8周以上[1]。消毒药物如 5%氨水、10%漂白粉

液，3%的热氢氧化钠溶液可作为环境的消毒药物，

但是要保证有足够的作用时间。

2 发病特点

各种年龄、品种、性别的猪均可感染猪水疱病，

自然情况下本病仅发生于猪，牛、羊等动物不发病，

人类对本病有一定的易感性。发病猪和带毒猪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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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传染源。主要通过直接接触和消化道传播本

病。发病猪的水疱皮和水疱液中含有病毒，且含毒

量较高，猪只接触病毒污染的饲料、饮水、垫草和用

具等可造成本病的传播。

猪水疱病的发生多呈地方流行性，季节性不明

显。流行较缓慢，不呈席卷之势。生猪密集、频繁调运

的地区易流行。从病程的危害性和病程来看，由于本

病死亡率一般很低，一般对养猪生产仅构成轻微的影

响，但因为本病的症状与口蹄疫的症状极其相似，很

难区别，会影响猪及其产品的流通与国际贸易。

3 临床症状及剖检变化

本病潜伏期 2～4 d，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典型

型、温和型和隐性型。

1）典型猪水疱病体温升高，蹄部、口腔、鼻部及

乳头等部位皮肤出现水疱和烂斑。病猪表现精神沉

郁、食欲减退，蹄部水疱破裂后露出鲜红色溃疡面，

站立时频频举蹄、跛行，弓背行走，有疼痛反应，体

格越大的猪越明显，严重时造成蹄壳脱落，趴卧不

起[2]。如无并发症不引起死亡，病猪康复较快，约 2

周后创面可痊愈，如造成蹄壳脱落，时间则会延长，

恢复较慢。

2）温和型猪水疱病只有少数猪只发病，蹄部仅

出现几个水疱，传播速度缓慢，症状较轻，恢复较

快，不容易被发现。

3）隐性型感染后不表现症状，但感染猪能排出

病毒，对易感猪有很大的危险性。

此外，少部分猪还可能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紊乱[3]。

病理变化为蹄部、口腔、鼻部及乳头等部位皮

肤出现水疱和烂斑，心脏内膜有条索状出血，其他

器官无可见的病理变化，组织学变化为非化脓性脑

膜炎和脑脊髓炎病变。

4 诊 断

根据本病的流行特点，临床表现及病理变化可

初步判定。确诊要进行实验室诊断，如乳鼠血清保

护试验或血清中和试验。

本病注意与口蹄疫、水疱性口炎和水疱疹区

别。口蹄疫发病多在冬季早春寒冷季节，感染多种

动物，包括牛羊均可感染，发病迅速，传播范围广，

危害严重。猪水疱性口炎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发病

特征为病畜舌面黏膜、蹄冠、趾间发生水疱，口流泡

沫样涎液，猪及其它哺乳动物、人均可感染[4]。猪水

疱性疹出现口、鼻、蹄水疱，食欲减损，跛行等，仅感

染猪，水疱较大，大者直径 30 mm，有时腕前、跗前

皮肤也有水疱。

5 防控措施

平时要加强猪场的消毒和生物安全措施。日常

的消毒工作可每周进行 1～2 次，对猪舍、环境、运

输工具使用 5%氨水、10%漂白粉、3%的热氢氧化钠

等溶液进行定期消毒，注意用量和消毒时间要足

够，消毒后的环境是湿润状态，要有足够的消毒作

用时间。不同阶段的猪要合理分群饲养，猪舍之间

要有适当的间隔距离，既要保证通风要求也要保证

防火的要求。注意培养工作人员的清洁、消毒意识。

尽量避免其他养猪场及相关产业的人员、车辆等进

入本猪场，如果需要进出要进行清洗、消毒，必要时

进行隔离。严格控制引种，做到不从疫源地引进种

猪。场区最好是封闭式管理，全进全出的生产模式。

避免饲养多种动物。

在本病常发地区进行免疫预防，用猪水疱病高

免血清进行被动免疫有良好效果。发病后以控制继

发感染为主，使用 0.1%高锰酸钾或 2%明矾水冲洗

口腔和蹄部，涂布紫药水或碘甘油，乳房可用 1%过

氧乙酸擦洗，再外用红霉素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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