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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猪蓝耳病的发病情况、流行特点、临床症状、病理剖检、化验室检查，分析了发病原因，对风险

隐患进行评估，对流行趋势进行预测，并提出了有效的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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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病情况

2016年下半年以来华北地区部分猪场发生了

以蓝耳病为主、副猪嗜血杆菌病、猪瘟等多病原混

合感染引起的“高热病”，以发病快、发病率高和死

亡率高为特征，给猪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成为养

猪业需要重新面对的挑战。

由于养殖户对蓝耳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疫情的恐惧和不愿暴露自家疫情的心理，多数猪

场采取相互不通气、连大带小悄悄降价出售的策

略，因而丧失了疫情的最佳控制时机，直接造成

8-10月猪肉毛重价从 19元 /kg，降到了 14.4元 /kg，

疫情基本控制后猪价才又逐步恢复到现在的 17.2

元 /kg左右。

2 流行特点

蓝耳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高低与应激和饲养

管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中猪和小猪的发病率明显高

于大猪，而且发病症状严重；经长途运输的仔猪发

病率最高，可达到 80%～100%，而且多于购回 15 d

以后开始发病；饲养管理条件好、保健措施得力的

猪场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降低。

3 临床症状

患猪体温升高至 40～42 ℃，食欲减退或废食，

皮肤潮红、结膜潮红、扎堆嗜睡。有的拉干粪球、有

的拉黄绿色稀便。部分患猪耳朵和臀部呈高度蓝紫

色，哺乳期仔猪 1周内死亡率 50%以上，少数母猪

于预产期前 10 d左右发生流产。

多数患猪出现腹式呼吸、顽固性咳嗽，有的整

圈小猪眼圈浮肿、远看似“熊猫眼”，有的身上出现

几处或多处“火烧样”大小不等的痂斑，有的腿部关

节及关节附件肿胀、站立时后肢拘挛（不利索），轻

度跛行，个别猪不明原因突然死亡。

使用氟苯尼考、强力霉素、阿莫西林、泰乐菌

素、卡那霉素以及磺胺间甲氧嘧啶等药物控制呼吸

道症状基本无效。用柴胡、安乃近和抗生素等药物

退烧后，体温很快又升高。如果用药早、方法得当，

最短可于 3～5 d控制疫情；如果用药方法不当，整

场发病时间可持续 20 d以上。

4 病理剖检

所有患猪肺泡间质均明显增宽，初为粉白色粗

网格状。后期肺泡淤血水肿呈斑驳状，肺泡间质变

成 1～2 mm宽的乳白色宽带。

多数患猪心包积水、心脏肥大（20～25 kg的小

猪心脏甚至比成猪的心脏还大），有的出现“绒毛

心”变化；腹腔有多量的纤维素性渗出，形成“包

肝”、“包脾”甚至“包腹腔”变化；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5～10倍，切面呈粉红色。

约有 60%以上患猪回盲口附近黏膜的淋巴滤

泡肿胀，呈“火山口样”或“纽扣状”溃疡。肾脏呈土

黄色，肾脏表面有针尖大小出血点。膀胱黏膜、喉头

黏膜和会厌软骨有针尖大小的出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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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验室检查

耳静脉采血到张家口市动物疫病控制中心检

查，共化验血清 65份。其结果为：所有送检血液的

蓝耳病抗体 KQ值均在 33以上（标准阳性对照 KQ

值为 10），有的高达 144。

其中 61 份血清的猪瘟抗体阻断率在 85%～

92%（抗体阻断率≥40%为阳性，≤30%为阴性，30%

＜阻断率＜40%为疑似）。

6 病因分析

1）我国现有中小型猪场一般都是蓝耳病阳性稳

定场，因为担心注射疫苗散毒和引起蓝耳病暴发所

以多数猪场平时都不注射蓝耳病疫苗，使得蓝耳病

在各个猪场均有存在，遇有长途贩运、天气变化等应

激因素就会暴发。9月份以来正是夏秋交替时节，气

温变化幅度较大，极易引起蓝耳病暴发；该期猪价

高，养猪户补栏积极性普遍高涨，而长途运输会给猪

造成更大应激，经长途运输的猪 10～20 d左右抵抗

力就会下降到最低点，蓝耳病就会开始发生。

2）蓝耳病病毒对猪肺泡间质中的巨噬细胞有专

嗜性，肺泡间质的巨噬细胞被侵害后，就会发炎、肿

胀，进而崩解破裂，巨噬细胞对各种菌毒的吞噬作用

就会丧失。使得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等致病菌在肺

脏得以大量繁殖进而扩散到全身各处。所以有蓝耳

病存在的猪场，副猪嗜血杆菌病就会如影随形般到

来，而副猪嗜血杆菌喜欢在黏膜和浆膜上繁殖，使得

胸腹腔脏器黏膜和浆膜发炎肿胀，纤维素性渗出液

增多，最终形成“包心”、“包肝”、“包脾”和“包腹腔”

等变化。一旦形成这种器质性变化，就很难再被机体

同化吸收，因此如果丧失最佳治疗时机，就很难彻底

治愈，甚至持续 20～30 d仍有患猪出现死亡。

3）由于蓝耳病是高度免疫抑制性疾病，可使各

种疫苗的抗体效价降低，其中对猪瘟疫苗的影响最

大，可造成猪瘟疫苗的免疫彻底失败，所以发生蓝

耳病后原先注射过猪瘟疫苗的猪场仍有相当数量

的猪会发生猪瘟。

7 风险隐患评估和流行趋势预测

1）目前，我国的蓝耳病阴性场数量非常少，只

在高度净化的种猪场少量存在。全国各地的绝大多

数猪场（尤其是中小型猪场）都是蓝耳病阳性稳定

场，只要碰到合适的时机（如出现应激因素和饲养

管理条件不好）就会变成蓝耳病阳性活动场，从而

暴发蓝耳病。

2）遗憾的是多数猪场（尤其是中小猪场）目前

都不重视注射蓝耳病疫苗，很多猪场的老板和技术

人员都存在以下三方面的担心：一怕疫苗散毒，使

原本没有蓝耳病的猪场发生蓝耳病；二是对本场存

在的蓝耳病核酸类型和疫苗毒株的核酸类型均不

了解，盲目注射疫苗恐怕引起新的蓝耳病疫情发

生；三是蓝耳病病毒是抗体依赖性病毒，在母源抗

体处于中低水平时注射蓝耳病疫苗会使蓝耳病毒

的致病能力、繁殖速度和变异能力均显著加强，极

易引起蓝耳病暴发，所以在没有进行抗体水平检测

的时候轻易不敢注射蓝耳病疫苗。这些养殖场存在

的认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使得猪场蓝

耳病疫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碰到合适的

机会还会暴发。

3）当北方地区进入冬季，极低的气温使猪的抵

抗力明显下降；再加上 2016年秋季雨水充沛，霉菌

毒素的繁殖量加大，会使猪的免疫能力严重下降，

极易诱发各种菌毒性疫病的混合感染。估计到 2017

年 4-5月间猪场暴发以蓝耳病为主的“高热病”风

险会很大，在某些保健意识落后、饲养管理条件差

或霉菌毒素长期超标的猪场还会形成严重疫情，甚

至造成毁灭性打击。

8 防控建议

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普及蓝耳病防控知识，尤

其是蓝耳病疫苗接种方面的知识，从思想上、认识

上解决养殖户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蓝耳病防控的

关键问题所在。

定期投喂黄芪多糖等中草药药物进行保健，提

高猪群的免疫力和对疫病的抵抗力。

搞好驱虫，尤其是保证科学的饲养密度，保持

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做好各个生产环节的过渡，

减少或减轻猪群应激，预防蓝耳病暴发。消除霉

菌毒素的危害，保证猪群的免疫功能处于良好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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