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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高热病为养猪生产过程中的常见病，能引发该病的病原较多，主要为病毒类、细菌类、立克次氏体

类和寄生虫类。对于该病的防控需要从防止病原感染和控制致热源吸收 2方面采取措施；预防该病必须从控制

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猪群 3个方面着手；治疗时应根据疾病具体情况和发病阶段合理用药，建议解

热药搭配广谱抗生素同时使用，严禁单独使用解热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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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高热病在有些地方仅指猪高致病性蓝耳病，但

从概念上讲，该病是指所有能引发猪高烧超过 41 ℃

的疾病。造成该病的原因通常为病原微生物感染，

常见的为病毒类、细菌类、立克次氏体类和寄生虫

类病原。除了高烧外，不同病原感染都有不同的发

病症状和病理特征，需要准确做出诊断，以便制定

有效的防控对策。下面笔者就该病的防控和对策与

大家作一下交流。

1 常见病原

能导致猪高热的病原较多，常见的有猪瘟病

毒、蓝耳病毒、圆环病毒、流感病毒以及乙脑病毒为

代表的病毒类病原，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丹毒杆菌、链球菌、副猪嗜血杆菌病、巴氏杆菌和大

肠杆菌为代表的细菌类病原，弓形虫为代表的血液

寄生虫类病原，附红细胞体为代表的立克次氏体类

病原等。一旦感染，大多会形成病毒血症或菌血症，

或在定植部位释放致热源，造成体温升高，引发机

体代谢加强，产热增加，体温上升。

2 防控原则

猪高热病防控的最根本原则是防止病原感染

后生成的致热源进入血液，进而刺激下丘脑体温调

节中枢的体温调定点，导致机体代谢加强，产热大

于散热引发机体发热。因此，该病需要从两方面进

行防控，第一是防止病原感染，包括原发感染和继

发感染 2 种。原发感染主要指高热病病原直接感

染，而继发性感染为第一病原入侵后，导致机体免

疫力下降，神经体液调节发生紊乱，从而感染第 2

种甚至 3种以上病原，临床防控时，务必将两者同

时考虑在内；第二是如果已经感染，则防止发病，主

要是防止产生的致热源发挥生理作用从而启动下

丘脑的产热调节机能。

3 预防措施

预防对策需要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

保护易感猪群 3个方面着手。

1）控制传染源。控制传染源是防止疾病的第一

关，由于引发该病的病原不一，各地可根据本地区

常流行的疫情针对性把控，主要是在猪场引种过程

中，仔细检查免疫报告，对未免疫的病原或漏免的

疫病加强检疫，确保引入的猪来自非疫区，引入后

先在隔离区观察 1周以上，无异常情况后再允许进

入生产区，并补免漏免的疫苗。运输车辆可在离猪

场 50 m以上距离停靠，车离开后对车轮轨迹进行

喷雾消毒。日常工作中加强管理，禁止生产人员接

触猪贩、兽医、生猪屠宰人员等高危人群，同时也不

要出入生猪交易市场等场所，避免将病原带入猪

场。对于已经感染的猪，需要及时隔离，防止进入易

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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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难产的处理方法

1）防止母羊过早交配。难产病例中，约有 70%为初产母羊，而这些初产母羊约有 60%的是在母羊

初次发情后交配的。从生理角度说，母羊一般在 5～6月龄达到性成熟，并具有繁殖能力，出现初次发

情，但此时母羊身体尚未发育成熟。若此时配种则会遏制其生长发育，其妊娠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

以对于山羊来说，母羊首次配种时间应选择在羊已达身体发育成熟时，这样不仅不会影响母羊的健

康，而且可得到健壮的幼羊。

2）坚持正确的体型选配原则。在难产病例中，约有 50%是与胎儿过大有关，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

配种时用过大体型种公羊，尤其是当母羊尚未成熟时配大体型公羊，难产发生率更高。故应坚持正确

的体型选配原则：大配大、大配中、中配小，绝不可以大配小。以大配小的结果往往导致胎儿过大而增

加难产率，对于过早配种的后果更为严重。

3）做好妊娠期饲养管理。山羊难产，除上述 2种因素外，妊娠期饲养管理不善也是一重要因素。妊

娠期山羊的营养失调是导致难产发生的诱因之一，妊娠期母羊过度肥胖或营养不良都可导致产力不

足而诱发难产。同时，运动对妊娠母羊是不可缺的，相当一部分难产母羊与妊娠期缺乏运动有关。妊娠

羊运动不足可能诱发胎儿胎位不正，还可导致产力不足，这两点都是难产的直接诱因。对于母羊来说，

合理运动一要适量，二要适度。一般以每天 2 h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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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切断传播途径。当猪群中发现可疑猪时，立

即将其隔离，根据传染病类型选择治疗、淘汰和焚

烧深埋处理，以避免扩散，同时加强消毒，切断传

播。消毒方法选择上一定要有针对性，如果能快速

诊断，则根据疾病流行特点选择消毒剂和消毒方

法，如诊断为呼吸系统性病原，则重点对空气进行

消毒，同时加强通风，加快附着有病原的尘埃粒子

排出，最大程度避免气源性传播；如诊断为消化道

系统性病原，则重点对食槽、饮水线、共用器具进行

消毒，避免病从口入；如为全身性感染类病原则重

点加强环境消毒，加大消毒频率，防止疫病蔓延。除

了感染部位细分外，还需要根据病原的理化性质、

对外界抵抗力、能否产生芽孢等具体特征筛选出最

佳消毒剂和消毒方法。

3）保护易感猪群。易感猪群即未感染病原但同

时又未获得免疫抗体，无法抵抗外来病原侵袭的猪

群。保护的方案有 2种，一种是通过加强管理，降低

饲养密度，避免应激，使猪群保持正常的免疫力；第

二种是疫苗接种，使猪获得大量的免疫抗体、细胞

因子和效应细胞，当受到野毒感染时，能够针对性

的抵抗。值的一提的是，临床生产过程中，最好 2种

方案同时使用，使猪群的保护达到最佳。另外，很多

感染性病原由于易发生变异、或亚型较多、或疫苗

还处于研制阶段，或制备成本过高等因素，无法通

过疫苗免疫途径保护，这种情况下一定要通过加强

管理来保护猪群。

4 治疗措施

传统的高热病治疗方案是只要猪一发热便立

即使用退烧药，这是个严重的用药误区。机体发热

是免疫机能启动和病原作斗争的一种表现，机体发

热的目的是为了抑制病原的繁殖，因为病原繁殖过

程中需要酶参与代谢，如果机体发热，这些酶的活

性就会受到影响，进而繁殖也会被抑制，虽然发热

后正常细胞代谢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整体利大于

弊。退烧药是在长期高热不退时才使用，长期高热

会使机体正常细胞代谢受抑制时间过长，矛盾就会

出现转化，弊大于利。因此，临床一定要分阶段正确

使用退烧药。

治疗该病时需要配合使用抗生素，有人认为病

毒类感染无需抗生素，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抗生素

虽然不抗病毒，但病毒感染后容易导致机体免疫降

低、组织细胞受损，为细菌病的感染提供可乘之机，

抗生素使用可起到预防继发感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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