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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消毒法。化学消毒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

泛的一种消毒方法，做好化学消毒工作，可实现对

猪病传播速度的高效控制[2]。化学消毒法是采用一

些化学试剂来对病原体进行杀灭，常使用的病原体

有福尔马林、新洁儿灭、氢氧化钠等。福尔马林是

37%~40%的甲醛溶液，通常是与高锰酸钾合用，按

照 2∶1进行混合可以对圈舍等密闭的环境进行熏

蒸消毒。用福尔马林对生猪进行消毒时，应保证其

浓度为 1%，而在对猪舍地面、墙壁等进行消毒时，

应注重利用浓度为 3%的福尔马林，由此达到最佳

的消毒效果[3]。新洁尔灭对病原的杀灭能力较弱，通

常是能够抑制细菌的代谢，常用来消毒木制品。氢

氧化钠具有非常强的杀灭病原体的能力，在使用时

一般是配比成 2%~4%的氢氧化钠溶液，这个浓度

的溶液能够杀灭大多数的病原体。10%的氢氧化钠

能够有效杀灭结核杆菌，30%的溶液可以杀死芽孢。

2）物理消毒法。物理消毒主要是使用一些光、

电等通过物理作用将病原杀死，最常用的就是热消

毒，通过高温的方式能够使病原体变性，失去活性

和感染能力。光线消毒主要是使用紫外线对菌体的

蛋白进行变性，破坏其活性。

3）生物消毒法。生物消毒主要是针对粪便进行消

毒，通过对粪便进行封闭，使其内部无氧发酵，通过发

酵产生的热量能够对其中的病原菌进行杀灭，由于需

要的时间较长，效果也不好，在临床中应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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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细小病毒病是由于猪受到细小病毒的感染后引发猪的一类疾病，本病主要侵害母猪，以损害母猪

的生殖系统、导致母猪不孕和死胎等为主要特征。本文针对猪细小病毒病的发病特点及防治方法进行归纳和总

结，以期为猪场在预防和控制该病时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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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细小病毒，是于 1966年由 Mayr和 Mahnl在

用猪肾原代细胞进行猪瘟病毒组织培养时发现[1]，后

来经科研人员的研究确定为是一种 DNA病毒，病毒

的直径为 22~23 nm。1967年，英国人 Cartwringht和

Huck等首次自不孕母猪、流产胎儿、死胎中分离到

PPV，并证实了该病原的致病作用[2]，而后在世界各

地均逐渐开始有猪细小病毒病的报道。在我国于

1983年，由潘雪珠等人首次分离到猪细小病毒，随

后在其他一些省份也开始有报道。在 20世纪末期，

PPV的感染发病率达到最高，有的省份感染率能够

接近 90%。后来使用了疫苗对其进行免疫，发病率得

到了一定的控制，但近年来又开始有升高的趋势，而

且发病比较复杂，通常除了单独发病可引起母猪的

繁殖障碍，还可以和Ⅱ型的猪圆环病毒同时感染发

病，引起猪的多系统衰竭综合症。

1 流行病学

本病的发生通常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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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发生。病原主要是来自于已经感染发病的母

猪，或者是隐性感染的母猪。能够不断地通过其分

泌物和排泄物向体外排毒，主要包括粪便、尿液和

其他分泌物，也可以直接通过胎盘传播给仔猪。通

常母猪感染本病，小猪和胚胎的死亡率极高，最高

可以达到 80%左右。被病毒感染的公猪也可以通过

精液向体外排毒，感染配种母猪。本病的发病和猪

的日龄有一定的相关性，通常 6月龄左右的小猪感

染这种疾病的机率为 9%~30%，稍微大一点的小猪

感染率达到 80%以上，可以看出猪细小病毒的感染

率和年龄有正相关关系[3]。

2 临床症状

被感染后的母猪主要表现为繁殖障碍，可见母

猪有的再度发情，有的不发情，产仔较少甚至不能

产仔，大多会产出死胎或木乃伊胎。在胎儿死亡后，

母猪的腹部逐渐减小。具体感染的时间不同，妊娠

母猪的表现也有不同，通常如果是在妊娠前期感染

细小病毒，就会引起胎儿的死亡，死亡后逐渐被母

猪所吸收。如果是妊娠 50 d左右被病毒感染，则病

毒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引起发育中胎儿的死亡，造

成死胎或木乃伊胎。如果在妊娠后 70 d左右感染

细小病毒，这时胎儿的免疫系统已经初具模型，能

够对病毒产生免疫反应，产生一些抗体，但不足以

抵抗病毒的危害，通常也能够引起胎儿死亡，但也

会有一些胎儿存活，对于存活仔猪的危害也是比较

明显，一般是引起仔猪的皮炎、呼吸道症状和腹泻

等。

3 病理变化

感染本病后妊娠母猪的子宫会发生一些变化，

子宫内膜会出现变薄和发炎，随着胎儿的生长，子

宫的弹性变差，收缩性越来越不好，可能会导致破

裂而感染腹腔，出现死亡等情况。胎儿也在病毒感

染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而且伴随着体腔内的各

种渗出物的增多，这些渗出物影响到胎儿的发育，

胎儿会出现水肿、瘀血和出血等情况。其大脑和脑

膜也会出现一些炎性反应，最终胎儿死亡。死亡胎

儿的体液逐渐被母猪机体所吸收，这时候胎儿变成

黑又干的木乃伊样。

4 疾病诊断

本病通过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变化难以做出

诊断，这就需要通过实验室的技术进行辅助诊断，

通常使用的方法有血清学试验中的血凝抑制试验、

血清中和试验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以及现在流行

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中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核

酸探针技术和基因芯片技术等。这类技术的灵敏度

和精确性均高，能够很好地诊断本病。

5 预防治疗

本病的预防主要是使用疫苗。PPV 的疫苗在

1962年国外就有报道，我国也在 1987年研制成功

疫苗并投入使用，现在我国使用的为灭活疫苗，常

用的疫苗是细小病毒和伪狂犬的二联苗。国外也

有地方使用弱毒疫苗，此疫苗在子宫接种后能够

引起胎儿死亡，所以只能在非妊娠期接种。猪场还

应该提高饲养管理水平，严格限制引进猪种，如果

确实需要引进，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观察后方

可入群饲养。猪场应该定期进行猪舍内外的清扫和

消毒工作，尤其是消毒工作必须制定相应的制度，严

格执行。如果猪场发现有猪发病，需要及时对发病猪

进行隔离，并对全部猪舍进行带猪消毒，以减少病

原。本病没有特效的治疗措施，只能是对发病猪予以

淘汰、无害化处理，严防健康猪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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