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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6年成功研制出C系猪瘟兔化弱毒疫苗

之后,我国以前典型猪瘟频发的大流行状况已经得

到了很好的控制。近几年,猪瘟的流行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其中包括猪瘟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特征不

典型、亚临床感染比例高、母猪易发繁殖障碍、新生

仔猪先天性感染严重等。本文就目前猪瘟流行新特

点、临床表现、免疫失败的原因、预防措施等进行分

析总结,以期为广大养殖户防控猪瘟提供参考依据。

1 猪瘟概述

猪瘟(CSF)又称经典猪瘟,是由猪瘟病毒(CS-
FV)引起的一种急性、烈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该

病流行范围广,给我国乃至世界养猪业造成了极大

损失[1]。猪瘟病毒在潮湿环境下可以稳定存在,不
耐热(56℃加热60min或60℃加热10min都可以

将其杀死),在pH值低于3的环境下毒力会急剧下

降,可被紫外线、乙醚、甲醛、来苏儿、烧碱等杀死[2]。

目前的国际技术水平还很难将猪瘟病毒的强弱

区分开,有学者用从温和型猪瘟病例分离出的猪瘟

病毒和目前使用的抗强毒株的免疫血清进行中和试

验,发现其中和反应的效力比强毒株与免疫血清反

应的效力弱。由此可见,强毒株和弱毒株的抗原性

有差异。

2 猪瘟流行新趋势

2.1 非典型病例增多

近年来,我国的猪瘟出现了新的流行趋势:病原

毒力从强毒逐渐向中等毒和弱毒转变,且弱毒力的

猪瘟病毒在猪体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目

前非典型猪瘟的出现。目前,猪瘟的临床症状和病

理变化已经不再具有特征性,猪群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较以前大大降低,但是发病特点出现了新的趋势。
如:接种过猪瘟疫苗的猪群也频繁发生该病;母猪因

持续感染而致繁殖障碍;仔猪因先天性感染而致免

疫失败。

2.2 母猪长期带毒

母猪出现潜伏性感染(即母猪感染了中等毒力

或弱毒力的猪瘟病毒,但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导
致不孕、不发情、流产、早产、产死胎或木乃伊胎等。
带毒母猪可将体内的猪瘟病毒通过胎盘垂直传播给

仔猪(垂直传播率高达45%~100%),但是并不能

将母源抗体通过胎盘垂直传播给仔猪,所以该母猪

所产下的仔猪貌似健康、实则带毒。有的带毒仔猪

可以通过吃初乳或者接种疫苗将体内的猪瘟病毒清

除;但是有的仔猪因免疫力差、初乳摄入量不足等,
导致体内的猪瘟病毒无法清除,这类仔猪体内的病

毒将会长期存在并且会水平传播给同一圈舍的猪

群。这种反复交替传播,可导致猪瘟在猪场内恶性

循环,是我国猪瘟长期持续存在和散发的主要原因

之一。另外,仔猪先天性带毒会导致免疫耐受,这是

目前许多规模化猪场仔猪免疫合格率低的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

2.3 发病幼龄化

据相关调查,我国目前成年猪发病率较低,但是

90日龄以下的仔猪发病率最高可达79%,其中以

2~10日龄的哺乳仔猪和断奶至60日龄的保育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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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见。

3 非典型猪瘟的表现形式

慢性型:发病初期病猪采食量减少,体温升高并

持续数周不降,便秘与腹泻交替发生,皮肤有疹块、
结痂,有的病猪耳尖、尾部和四肢下部有明显的蓝紫

色斑点或坏死,发病时间较长(一般可达数月),死亡

率极高。
温和型:表现症状比慢性型猪瘟轻,病程更长,

皮肤无出血点,采食量减少,体温升高现象较少且持

续时间短,无明显临床症状。感染母猪长期带毒,常
会出现流产、产畸形胎或木乃伊胎等情况;可通过胎

盘将病毒直接传染给仔猪,致所产仔猪发育成僵猪

或死亡。

4 猪瘟免疫失败的原因

4.1 猪场持续感染猪瘟

妊娠母猪接种猪瘟疫苗后,所产生的母源抗体

不能通过胎盘传给仔猪;但CSFV则可以穿过胎盘

引起胎儿持续感染,这种仔猪出生后再接种猪瘟疫

苗则会出现免疫耐受,这是母猪繁殖障碍型猪瘟的

病因之一[3]。
另外,带毒母猪除可将病毒通过胎盘垂直传播

给仔猪之外,还可通过直接接触等途径水平传播给

其它猪;而如果公猪长期带毒,传播就更为广泛。

4.2 养猪户防制观念落后

我国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消灭CSF的计划,
到现在已经40多年过去了,该病却一直不间断地在

我国部分地区发生,这与养殖户防疫意识淡薄有关。
许多养殖户不注重抗体的监测,认为接种了猪瘟疫

苗就“万事大吉”了,放松了对该病的防制,忽视了对

免疫猪群(尤其是仔猪)的抗体监测,这种做法是错

误的。因为有的仔猪因先天感染了猪瘟或母源抗体

的作用而导致免疫失败,这种未免疫成功的仔猪就

成了猪瘟的易感猪群,这些猪感染猪瘟后又会水平

传播给其它猪。

4.3 牛病毒性腹泻病毒的干扰

猪瘟病毒和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同属瘟

病毒科,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血清学关系。这

2种病毒的同源性高,能互相诱导一定程度的同源

病毒抗体。在西欧国家,猪的BVDV 感染率很高

(20%~40%);在我国,猪的BVDV隐性感染更为

严重,可引起妊娠母猪繁殖障碍,而且该病毒可经胎

盘垂直传给仔猪,造成仔猪亚临床感染。

4.4 疫苗保存不当

按生物制品规程规定,猪瘟疫苗应于-15℃冷

冻条件下保存,有效期为1.5a;若于0~8℃保存,
有效期为6个月;若于8~25℃保存,有效期则只有

10d。由于部分基层兽医在操作时不注意疫苗的保

存温度,导致疫苗效价下降或失效,影响免疫效果。

4.5 免疫抑制性疾病的影响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在猪群中普遍存

在,该病病原主要攻击猪的淋巴系统,使猪免疫力下

降,从而影响猪瘟疫苗的免疫保护力[4]。PRRS所

引起的最显著的病理变化是肺泡巨噬细胞被严重损

伤,并伴有循环淋巴细胞及黏膜纤毛清除系统的破

坏,从而抑制免疫力,使猪对各种继发感染易感。另

外,PRRS造成的免疫抑制,也可使慢性传染性疾病

恶化,并使猪对接种疫苗(如猪瘟疫苗等)的免疫应

答下降,造成免疫失败[3]。

5 猪瘟的预防措施

5.1 科学免疫接种

由于猪瘟病毒只有一种血清型,所以疫苗质量

是选择疫苗的关键,一般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疫苗。
有的厂家生产的猪瘟细胞苗滴度不够,疫苗的病毒

含量较低,造成免疫剂量不达标,个别地区存在由此

引起的免疫失败现象。
另外,猪瘟疫苗应在-15℃以下避光保存,配

套的稀释液也应冷藏保存;疫苗稀释后,应尽快用

完;接种使用的针管、针头等工具,必须在使用前经

过煮沸消毒;接种的猪群必须健康,体质较弱、发病

等的猪群不能接种疫苗;免疫接种时应尽量减少应

激;免疫接种最好选择在猪只进食后2h或进食前

进行;免疫接种时严禁打飞针;同时,在制定免疫程

序时要统筹兼顾,避免疫苗之间互相干扰。

5.2 监测抗体水平

预防猪瘟的最有效手段是定期进行免疫接种,
因此制定一个符合当地猪瘟流行情况的科学合理的

免疫程序是预防猪瘟的关键。由于目前各种疾病交

叉感染较为严重,所以过去的经验水平已经不能准

确的判定猪瘟的抗体水平。为了科学合理地制定免

疫程序和掌握猪瘟抗体水平,进行定期的抗体检测

必不可少。接种后对猪群进行抗体监测,可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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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免疫效果,进而可以及时对抗体水平较低或者

未产生抗体的猪群进行2次免疫(对于2次免疫抗

体水平仍然较低或者仍未产生抗体的仔猪,可考虑

是否为先天性感染或者出现了免疫耐受,对这类猪

群要坚决淘汰);而且,抗体监测结果还可以作为调

整免疫程序的参考依据。

5.3 树立良好的防疫观念

对于猪瘟的防制,应树立良好的防疫观念,并把

防疫观念制度化,不要等到自场发病或者其他场发

病后才进行防疫。应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如进出

人员要在隔离室彻底消毒后方可进入场区、进入生

产区要及时更换衣物、定期对猪舍进行清理消毒、猪
舍空舍后要彻底消毒等),并选择对病毒较敏感的消

毒药物进行消毒。总之,要控制各类疾病的发生,只
有彻底改变人们的管理观念,给猪创造一个舒适的

环境,减少各种不必要的人为应激,提高猪群的免疫

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4 把好引种关

据相关部门调查,目前猪瘟流行较为严重的以

散养、中小型猪场居多。而这些猪场恰好是引种“大
户”,有的中小型养猪户从外地购入种猪,有的则直

接从市场上购买仔猪。这些养猪户只注重引进猪的

优良生产性能,而忽视了疾病的检测,很容易在引种

时引进疾病。因此,这类养殖户应坚持自繁自养,实
行“仔猪、种猪、育肥猪”一体化生产;必须引进种猪

时,应对引进种猪进行健康检查,查明是否有猪瘟野

毒感染及其他繁殖障碍性疾病,经检查合格的猪方

可引进(公猪的引入更应严格把关),以便最大限度

地降低引种时引入疾病的风险。

5.5 控制免疫抑制性疾病

目前,我国猪群的传染病种类繁多,其中猪伪狂

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圆环病毒病、猪附红

细胞体病等免疫抑制性疾病主要侵害猪体的免疫器

官,使之产生免疫抑制,进而使猪对猪瘟疫苗的免疫

应答下降。所以,要减少猪瘟的发生,必须做好上述

疾病的控制工作。

5.6 净化种猪群

要控制和消灭猪瘟,就要采取以净化种公、母猪

及后备种猪为主的一整套猪瘟综合防制技术措施。

常言道“母猪好,好一窝;公猪好,好一坡”。同

样的道理,若公猪带毒,可通过人工授精或者直接交

配将猪瘟病毒传播给健康母猪,进而传播给仔猪。

因此,要控制猪瘟必须从根源抓起,对猪瘟进行定期

检测,确保公猪群没有感染。

母猪长期排毒是仔猪发生猪瘟的最大威胁,控

制仔猪发生猪瘟的最有效手段是定期对种猪群的感

染状况进行检测。可通过抗体监测,淘汰接种疫苗

后抗体水平不高或者不产生抗体的猪,从而达到净

化猪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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