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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圆环病毒病与猪瘟尚无较好的治疗药物，在广大养殖户中仍注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略。本文

阐述了 1例猪圆环病毒与猪瘟病毒混合感染的诊治情况，旨在引导广大养殖户预防和治疗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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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4月，陕西榆林地区某农户饲养的 124

头生猪发病，经兽医诊断为圆环病毒与猪瘟病毒混

合感染。

遂立即采取消毒和药物治疗措施，病情得到明

显控制，截止最后 1 头病猪康复时，共死亡 44 头，

剩余 80头均呈现良性经过。现总结如下。

1 发病情况

养猪户邢某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从省外购买

仔猪 124头。4月 20日，购进的少量仔猪表现发病

症状，主要症状为体温升高、少食不食、腹泻；到 4

月 22日时，病情表现严重并波及到全群。

遂立即请当地兽医到场诊治，采用退烧药物混

合抗菌药物治疗，但效果未见明显好转；3 d后，病

情进一步加重，仔猪大量死亡，而且表现为迅速蔓

延的趋势。

2 临床症状

病猪临诊表现为精神萎靡，体温升高至 41 ℃

左右，食欲减退或废绝，渴欲增加，被毛粗乱无光

泽，皮肤苍白，有的可见豆状黑斑，呼吸困难、气喘，

咳嗽，严重者表现呼吸极度困难，腹泻，粪便呈水样

状，双耳发绀，皮肤出现规则形状的紫斑，指压不褪

色。眼结膜充血潮红，常有大量黄色黏性分泌物，仔

猪多表现鼻腔出血，怀孕母猪则多数流产，病程较

长的猪有的衰竭死亡，有的成为僵猪。

3 病理变化

将病死猪进行剖检，发现各肠段充血、出血，

肠系膜淋巴结和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出血，有明显

纤维素性病变，呈大理石样花纹，切面呈大理石

样；扁桃体肿大；肾肿大、淤血，表面呈沟回状，呈

土黄色，有点状出血；膀胱黏膜有较多出血点；胃

黏膜有的水肿，肝脂肪变性而带黄色，肺充血、水

肿、淤血。

4 免疫状况

经调查发现，除该农户新购进的仔猪群没有进

行免疫外，本场内其它猪均免疫过猪瘟疫苗、猪高

致病性蓝耳疫苗、猪 O型口蹄疫疫苗，均免疫 2次，

且均在免疫保护期内。

5 诊 断

当地兽医通过采集发病猪只的血清、肝、脾、

肾、肺和淋巴结等组织器官，送至榆林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经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和实验

室诊断，最后确诊该群发病猪只为非典型猪瘟与猪

圆环病毒Ⅱ型的混合感染。

6 综合防控

增强机体自身免疫功能，加强饲养，强化营养，

提高自身免疫力。特别是要提高机体的日常营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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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选用优质、高效、高产、全价、营养均衡的饲料来

选喂。确保机体对于所需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

质、氨基酸的需求。

对发病的栏舍，加强环境卫生消毒，严格控制

人员随意串栏，固定生产器具，封闭发病猪舍，全面

实行带猪消毒，防制疾病的扩散和蔓延。

目前圆环病毒与猪瘟病毒混合感染主要通过

消化道和呼吸道进行传染。在选用猪瘟疫苗的时

候，个人建议选用国内疫苗，在猪瘟疫苗方面，国

内疫苗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例如哈药集团、中牧股

份。

第 1天，肌肉注射高热金针，按每千克体重 0.2

mL注射，同时搭配柴胡和高含量的头孢噻呋钠。第

2天，肌肉注射柴胡和高含量的头孢噻呋钠。第 3

天，如有发烧，可再注射 1针高热金针，搭配柴胡和

头孢噻夫钠。第 4天，观察 1 d。第 5天，可以针对当

地的疫情，注射疫苗。第 6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效

果，治愈率可达 90%以上。

7 体 会

猪瘟和圆环病毒病尚无较好的治疗药物，在广

大养殖户中仍注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略。要

加强饲养管理，坚持做到自繁自养，猪群全进全出。

认真做好场内卫生，对环境和圈舍定期消毒，经常

更换消毒药品种，适时进行猪瘟疫苗和圆环疫苗的

免疫接种，将农户的经济损失降到最小。

摘要 在猪发生的细菌性疾病中，猪肺疫是常发的传染病，是由巴氏杆菌引起的一种多发性传染病，急性型

病例由于猪脖颈部肿胀，呼吸困难，因此也叫“大红颈”、“肿脖瘟”或“锁喉风”。本病的发生也受到天气变化、饲养

管理不当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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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猪肺疫的病原体是多杀性巴氏杆菌，本

菌存在于健康猪只的呼吸道。急性型病猪表现咽

喉部肿胀，呼吸困难，俗称“大红颈”、“肿脖瘟”或

“锁喉风”。本病的发生与天气变化、饲养管理工

作不当等应激因素有关，给养猪业带来的损失较

大。

1 病原体

病原体是多杀性巴氏杆菌，为巴氏杆菌属成

员，革兰氏染色呈现阴性反应，显微镜检查本菌呈

现两端钝圆，中央微凸的球杆菌或短杆菌。本菌对

外界抵抗力较低，一般阳光直射、干燥、热和常用的

消毒药均可杀死本菌。

2 发病特点

本病可发生于各种年龄的猪，生长猪相对发病

较多。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以气候多变的春秋、冬

季发病较多，传染源为病猪及带菌的猪，通过呼吸道

或消化道散播病原，也可经损伤的皮肤而传染。由于

目前多数养猪户采用疫苗预防本病，因此本病的发

生多成散发状态，也可以与其他疾病混合感染。

3 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

本病潜伏期 1～5 d。根据发病症状临床上可分

为最急性型、急性型和亚急性型。

最急性型病猪呈败血症变化，常突然发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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