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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仔猪发病不仅伴有神经症状，还会表现

出体温升高（可达 42 ℃），呼吸短促，耳尖发紫等症

状。

5 防 治

1）确诊猪水肿病后要及时对全群仔猪停食 2～

3 d，停食期间可给予仔猪洁净饮水，必要时可投喂

适量青饲料，不可饲喂商品性饲料。停食旨在消除

高蛋白质和高能量日粮持续刺激仔猪肠道，减少致

病性大肠杆菌繁殖量，降低毒素产生速度[2]。

2）病猪口服盐类泻剂硫酸镁，按 20 g/头，2次 /d，

通过开泻方法将细菌毒素通过粪便排出，从而洁净

肠道，避免细菌毒素再吸收；同时，可肌注地塞米松

磷酸钠注射液，0.5 mg/kg，2次 /d，进行脱敏与减少

应激。

3）肌肉注射土霉素，0.25 mL/kg，1 次 /d，连用

3～5 d；同群仔猪内服土霉素盐酸盐，40 mg/kg，2

次 /d，连用 3 d；若有继发或混合感染，则配合使用

其他广谱抗菌药物。

4）中药方剂：瓜蒂、芦荟各 10 g，车前子、川朴、

陈皮、郁金、茯苓、胆草各 15 g，桂子、牵牛子各 20

g，茵陈、大黄、大青叶各 25 g，芒硝 50 g，研为细末，

开水冲调，以红糖为引，供仔猪候温灌服，隔日 1

次，连续 2次。

5）预防猪水肿病需要避免突然断奶或更换饲

料，保证饲料营养全面；在断乳前 1周和断乳后 3

周，每头仔猪内服磺胺甲嘧啶，1.5 g/d；同时保持猪

舍干净卫生，严格消毒，有效预防猪水肿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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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实地调研及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分析了我国新型猪伪狂犬病流行的特点及暴发的主要原

因，并提出了分群分阶段饲养、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和伪狂犬病净化方案、培育健康猪群、建立生物安全体系等一

系列净化措施，有效预防、控制及净化猪伪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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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病的流行现状及净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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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病是由疱疹病毒科 A 型亚科中的疱

疹病毒Ⅰ型所引起的猪、牛、羊等 40多种家畜、家

禽和野生动物的一种以发热、奇痒（除猪外）及脑

脊髓炎为主要症状的急性传染病[1]。21世纪初，伪

狂犬病在我国猪场基本处于未免疫状态，一度出

现猪伪狂犬病的暴发，表现为母猪流产，仔猪出现

神经症状、腹泻并伴有高死亡率。到 2005年，多数

猪场已高度重视该病并对该病实施了免疫，暴发

该病的猪场显著减少，进而转入散发状况。但到

2011年，该病又在全国各地的养猪场频繁暴发流

行（包括已免疫猪群），表现为母猪流产，仔猪神经

症状和大猪死亡，同时在感染猪场伴有犬猫的死

疫病防控 41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8年第 2期

亡。目前，疫情已经缓解，但在规模猪场特别是中

小猪场及散养户猪群中仍有散在性发生和流行。

在中文期刊网，从 2012-2016 年该病的文献报道

就达 1 801余篇，多数为该病的诊断、治疗及流行

病学方面的文献，范围包括我国大部分省市，这都

充分表明了该病自 2011 年暴发后对养猪业造成

严重危害。然而在世界上一些伪狂犬病主要流行

国家已启动根除计划，并取得成功[2]。笔者认真分

析了近年来猪伪狂犬病暴发的原因，借签和参考

了国内外防治猪伪狂犬病的技术措施，提出了合

理的净化措施，以期为广大养猪场防控、净化该病

提供参考。

1 猪伪狂犬病对规模猪场的危害

2011年伪狂犬病在全国各地的养猪场频繁暴

发流行，各个养殖场都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小规模

猪场损失最为惨重，其主要原因是猪伪狂犬病毒发

生了变异。新流行毒株抗原性发生变异后，中小规

模养猪场饲养管理不到位，不能对这一新特点及时

采取必要措施。妊娠母猪感染伪狂犬野毒后主要表

现为流产、死胎或产弱仔，以产死胎为主，流产率可

高达 35%左右。种公猪感染后出现睾丸肿胀、萎缩、

性功能下降，精子活力差。哺乳仔猪出生后 2～3 d

即可发病，表现为呕吐腹泻、尖叫，四肢无力，严重

者后躯瘫痪，卧地不起等。保育猪表现为体温升高、

腹泻、呼吸困难、喘气、咳嗽、神经症状如口吐白沫、

转圈运动等。育肥猪感染后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症

状，个别出现腹泻，进而继发细菌感染，造成育肥猪

生长速度下降，饲料利用率低。耐过猪主要表现为

生长发育不良，长期带毒、排毒，成为最危险的传染

源[3]。此外，猪伪狂犬病毒还能影响猪体内的细胞免

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影响其他疫病的免疫质量，导

致其他传染性疫病的免疫失败[4]。

2 规模化猪场中伪狂犬病流行特点

2011年下半年，天津等地区首先报道育肥猪暴

发伪狂犬病，2012年，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同样发

生伪狂犬疫情，2013年疫情开始曼延至南方多省，

包括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在一些伪狂犬疫苗

免疫合格的猪场也出现了这种新型伪狂犬感染现

象，同时在感染猪场可见犬猫发病死亡。当伪狂犬

野毒流行时猪群处于免疫力低下或未免疫时，生产

母猪会出现繁殖障碍，新生仔猪多表现出神经症

状，发病率与死亡率增高；当猪群处于免疫保护期，

且猪群免疫使用的疫苗毒株与感染野毒株相匹配

时，猪群多不表现出明显的临床症状。从各流行地

猪场分离到的猪伪狂犬毒株通过 PCR 检测后测序

发现新分离的伪狂犬病毒毒株与 Bartha株相比较

出现了基因变异[5]。有研究表明，从河南、山东等地

发病猪群中分离到的强毒力伪狂犬野毒通过基因

全序列测序对比分析，发现野毒株的 TK、gb、gc和

ge等 6个基因片段序列均出现了不同程度变异[6]。

gc和 gb等基因的免疫原性基因和核苷酸还原酶基

因小亚基等重要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异，使用现有的

伪狂犬病疫苗免疫接种猪群已不能完全保护流行

毒株的感染[6]。攻毒保护试验显示传统疫苗毒株对

新分离毒株的免疫保护能力已有所下降，但在生产

实践中也发现当前使用的猪伪狂犬病疫苗对猪伪

狂犬强毒株依然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伪狂犬抗体整

齐度高的猪群发病症状相对较轻而且疫情造成的

损失也相对较小。

3 猪伪狂犬病大规模流行的原因分析

1）毒力已经发生变异。新型猪伪狂犬病免疫原

性基因和独立基因已经发生变异，使原有疫苗免疫

保护力下降。免疫剂量和免疫频率的不断增加而形

成的免疫压力加速了该病毒的变异。赵鸿远等[7]报

道，猪伪狂犬病毒变异株在 gE蛋白的第 48位和第

492位各存在 1个天冬氨酸的插入，该插入突变可

以作为鉴定 PRV变异株的分子生物学特征，而毒株

的变异是此次猪伪狂犬病暴发的根本原因。

2）阳性猪群的持续存在。阳性猪群在猪场中持

续存在为新型猪伪狂犬病毒在猪场内循环传播创

造了条件。伪狂犬病毒可潜伏于猪的神经节和白细

胞中，当猪受到体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活化、繁

殖和排毒，这是免疫猪群中猪伪狂犬病野毒感染率

很高的根本原因[8]。

3）免疫程序不合理。疫苗质量差，疫苗选择不

科学，不停地更换不同毒株的疫苗，甚至灭活苗与

基因缺失疫苗、不同厂家的基因缺失疫苗交叉使

用，这些都给新型伪狂犬病毒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4）种猪、后备猪群的带毒。种猪带毒、引入带毒

的后备种公（母）猪等都是伪狂犬病持续流行的重

要原因，引用种公猪精液、不同畜间相互引种，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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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疾病传播的风险。

5）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外来人员、车辆的出

入场管理、人员进入生产区的消毒不严格以及缺乏

免疫监测意识等都加大了猪伪狂犬病的传播力度。

4 猪伪狂犬病的净化措施

伪狂犬病毒属于高度潜伏感染病毒，在体内外

环境变化的应激下很可能暴发疾病[9]。许多发达国

家已制定并启动了伪狂犬病的根除计划，国内陈焕

春等人也提出了我国的伪狂犬病根除计划。目前猪

伪狂犬病有优质、有效的基因缺失疫苗，以及与之

相配套的诊断试剂盒，二者配合使用可鉴别疫苗毒

与野毒感染，这为猪场净化、根除该病提供了技术

保障。

1）将猪群分群分阶段饲养。猪场的选址、规划、

建造应经过科学的论证，猪群可按照种猪舍、配种

舍、妊娠舍、产仔舍、保育舍、育肥舍、隔离舍进行分

群分阶段隔离饲养，严禁饲养员随意串舍，实施全

进全出的饲养模式，对空圈舍进行彻底消毒后方可

使用，规范饲养管理行为，坚持自繁自养、规范引

种，并做好隔离检测。

2）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首先要选用优质、有

效的基因缺失疫苗如 HB-98毒株等；其次根据猪场

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并认真贯彻执行。

可参照以下免疫程序：种猪采用普免，每 3～4个月

免疫 1次，每次每头肌肉注射 3头份，每年免疫 3～

4次；1～3日龄仔猪 1头份滴鼻，35日龄肌肉注射

1头份，70日龄加强免疫 1次，每头肌肉注射 2头

份；后备种猪在配种前要进行 3次免疫，每次每头 3

头份；最后配合使用野毒诊断试剂盒，加强监测，剔

除阳性猪。

3）制定严密科学的伪狂犬病净化方案。猪伪狂

犬病的净化技术路线可参照“检测 -淘汰 /分群 -

免疫 -检测 -淘汰 -净化”的程序，对于检测出的

野毒感染猪坚决进行淘汰，对假定阴性猪群实施高

密度免疫，同时加强消毒和提高综合饲养管理水平

等措施开展猪伪狂犬病净化工作。养猪场在制定净

化方案前要认真调查本地区及本猪场近年来的动

物疫病流行情况与生产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净化

方案。同时，在净化实施阶段要特别重视种猪群与

后备种猪群的净化，因为种猪感染伪狂犬病毒后可

终身带毒并持续向外排毒，使伪狂犬病毒在猪场内

循环传播。只有彻底清除阳性感染猪群，才能逐步

实施伪狂犬病净化。

4）培育健康猪群。猪场伪狂犬病净化的关键是

培育健康的种猪和后备猪群。种猪和后备猪群一旦

感染伪狂犬病后可终身带毒并持续身外排毒，并使

该病毒在猪场内循环传播。猪群免疫后，应定期检

测猪群的免疫抗体水平，并配合使用 gE-ELISA鉴

别诊断试剂盒进行筛选。抗体水平合格且

gE-ELISA 诊断阴性的猪群可判定为健康猪群；抗

体水平不合格且 gE-ELISA鉴别诊断为阴性的猪，

应立即进行补免。抗体水平不合格且 gE-ELISA诊

断为阳性的猪应进行淘汰，特别是阳性种用猪要坚

决进行淘汰。只有通过不断地免疫—检测—淘汰，

对猪群进行全面的筛查和净化，建立健康的阴性猪

群，才能逐步培育出健康的猪群。

5）建立生物安全体系。禁止外来人员、车辆不

经消毒直接进入场区；禁止饲养犬猫，并及时驱赶

鸟类、禽类进入猪场，定期进行灭鼠，因鼠类鸟类犬

猫均可携带伪狂犬病毒，是猪场伪狂犬病的重要传

染源。人员进入生产区要经过淋浴更换衣帽鞋等才

能进入，并保持定向流动。采用全进全出的管理模

式，保持合理的饲养密度，减少温度和通风引起的

应激，设立人员、猪、饲料、设备的专用通道等，科学

的饲养管理制度对于有效地控制猪伪狂犬病的传

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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