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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饲养管理

适当调整群猪的饲养密度，针对栏舍条件较差

的猪场，饲养密度应相对小些；并且适当改善猪舍

的环境条件，保持舍内空气流通良好；经常更换垫

料，及时清除粪污，确保舍内卫生、干燥。冬春寒冷

季节，还需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冷风侵袭猪体。尽量

减少转栏、混群等应激因素，并为猪群提供营养全

面、均衡的饲料，严禁饲喂发霉、腐败、变质的饲料，

可在饲料中适量添加必要的维生素，以提高猪群抵

抗力。

3.4 强化消毒灭源

使用双季胺盐络合碘（1∶200）进行带猪喷雾

消毒，每天 2次，连续 5 d。对于出栏后的猪舍，应进

行彻底地清洗和消毒，可选用广谱、高效、刺激性小的

醛类消毒剂进行消毒，然后空置 1周以上再进新猪。

4 结 语

猪气喘病在我国较为流行，其发病率和病死率

均较高，各猪场应高度重视该病的防制工作，一旦

发现有疑似病猪，应立即隔离、及时作出准确诊断，

及早采取确实有效的方法进行预防和治疗，防止病

情扩大。目前控制本病的主要措施是坚持“自繁自

养”，加强饲养管理，合理配制饲料。如必须从外地

引进种猪，应充分了解猪源所在地的病史情况，并

在种猪购入后进行严格检疫和隔离，确认健康后再

混群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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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生猪养殖业朝着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方

向发展，成为专业养殖户、农村散养户的重要增收

途径之一，但由于养殖环境的管理不善、养殖技术

的落后等因素，使得生猪养殖业面临多种生猪疫病

的威胁。

繁殖障碍性疫病已成为各大养猪场、散养户等

在生猪养殖中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影响着母猪的正

常繁殖，也严重威胁着生猪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主要通过对该疾病的病因探索及研究，提出相

应的方法和策略，以期对生猪养殖有所贡献。

1 猪繁殖障碍性疫病的病因分析

在对猪繁殖障碍性疫病进行病因研究时发现，

该疾病主要由病毒性疫病引起，而单独由细菌疫病

引起的较少，多为几种病毒或者几种细菌，抑或是二

者的混合感染引起猪繁殖障碍性疫病；此外，引起该

项生猪疾病的原因还有寄生虫感染、中毒性感染、维

生素及微量元素不足导致的感染等，具体表现如下。

1.1 病毒性感染引起的猪繁殖障碍性疫病

如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圆环病毒病，这两

种疫病为病毒与细菌的混合感染性疫病；伪狂犬

病、猪瘟为病毒之间的混合型感染疫病。这种由多

种病原引起的疫病临床表现症状较为复杂，不易进

行精确的诊断和防治。

1.2 寄生虫感染引起的猪繁殖障碍性疫病

寄生虫感染多发生在生猪散养户中，如弓形虫

病，虫主要寄生在猫科动物身上，在大型的养猪场

一般都会明令禁止猫科动物的豢养。

1.3 食物中毒引起的猪繁殖障碍性疫病

生猪食物中毒发生的频率并不大，主要有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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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中毒、霉变饲料中毒等，这些病多由谷物、饲料等

放置不当，引起食物发霉、变质所致。

2 猪繁殖障碍性疫病的诊断方法

2.1 初步诊断

即在诊断时充分结合某种传染病的表现特征

及其所引发的病变，对患有繁殖障碍性疫病的生猪

进行初步的判断。

1）伪狂犬病。该病毒可以通过感染母猪，从而

侵入到子宫内感染到胎儿，母猪产下弱仔后，不仅

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其四肢亦会运动极度不

平衡，造成部分的神经痉挛；

2）猪细小病毒感染。若母猪在孕期的前 50 d内

感染，则极易造成木乃伊胎；50～60 d，母猪生产

时，多会产生死胎；60～70 d，则很容易造成母猪的

流产；70 d以后感染的母猪虽然会正常生产，但其

产下的猪仔明显发育不良，个头较小，生长极为缓

慢；

3）流行性乙型脑炎。母猪多会在妊娠后期发生

流产，并伴随发热症状，公猪则表现为明显睾丸肿大；

4）猪瘟。在妊娠期的 40 d左右，感染该疫病的

母猪一般会发生流产，即使是没有流产的母猪在生

产期产出的猪仔也多以死胎呈现；在妊娠期 70 d

左右感染时，虽能正常生产，但其产出的猪仔多带

有先天性震颤，且在喉头、淋巴结等处出现明显的

红色血点[2]。

2.2 实验室诊断

进一步确认以上疫病，可根据采集到的标本在

实验室进行病原分离和鉴定。如最近几年流行 PCR

和核酸探针诊断技术，即可根据微量的样本血清进

行精确的病因诊断。具体来说就是对各种病原进行

分离培养，在培养的过程中要严格结合其生物学特

征，并将分离出的病毒与阳性血清中和，从而判断

初步诊断结果是否正确。

3 猪繁殖障碍性疫病的防治方法

做好生猪的疫病监测工作。在该项工作中，要

定时对生猪进行身体状况的检查，并进行定期的抗

体监测，从而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猪免疫及疫

病防治工作程序。在进行生猪的抗体监测工作时，

一定要实时掌握生猪免疫状态及抗体水平，从而确

定出最佳的生猪免疫时间及方案，若在进行多次免

疫后，生猪依然没有产生相应的抗体，要及时淘汰，

并进行猪舍的整体清洁、消毒工作，待进行完毕后，

再把原有的生猪迁回原舍。

4 结 语

繁殖障碍性疫病严重威胁着生猪的正常繁殖，

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对该疫病的防

治研究及工作理应受到各养殖户及相关研究人员

的重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诊断方法系统，并提出

相关的防治措施，为生猪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相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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