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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升种猪场的生产效益及品牌效应，笔者以某猪场为例，展开 2年的种猪场狂犬病清理、疫苗种

植、消毒等净化工作。结果表明，该工作取得了种猪场全面净化及生产效益提升的良好效果。说明伪狂犬病毒净

化工作要严格把控引种伪狂犬病监控及管理，进行全方位的伪狂犬病毒净化管理，保证种猪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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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养猪行业

的集约化程度随之提升，加之生猪流通逐渐频繁，

我国猪群患猪伪狂犬病的风险急剧上升，严重威胁

种猪的健康，降低了养猪行业的经济效益[1]。相关研

究表明，2014年我国一次 12省市规模的猪场种猪

血清流行病学检测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规模化种

猪场出现猪伪狂犬病感染情况[2]。对此，进行种猪场

猪伪狂犬病净化工作十分必要。实施种猪场猪伪狂

犬病净化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改善种猪的繁

殖表现来降低伪狂犬病的发生及感染风险，进一步

保证及提升种猪场的生产效益及品牌效应[3-4]。笔者

以某猪场为例，开展 2015-2016年持续 2年的种猪

场净化工作，通过启动免疫程序、定期监测血清、淘

汰伪狂犬病种猪等综合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猪场情况

选定的猪场于 2012年建立，至 2014年该种猪

场能够存栏繁殖 1 000头母猪。生产工艺流程主要

为：将 28日龄以下的仔猪置于产房内，将 29～70

日龄的仔猪置于保育舍，对达到 71日龄的种猪进

行后备公猪与母猪的区分并分别置于后备公猪舍

与后备母猪舍，将育肥仔猪置于育肥舍进行饲养直

至出栏，将产房中断奶的母猪置于空怀舍。2014年

3月，由专业人员对种猪场中所有后备母猪、存栏公

猪、5%能繁母猪进行血清采样及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所有检测样品的猪伪狂犬病毒呈抗体阴性，确

定种猪场为猪伪狂犬野毒阴性场。

2 感染过程

2014年 5月，种猪场引进外地种公猪 20头，对

该种公猪进行为期 2个月的隔离，随后将其置于繁

殖群。2014年 7-10月进行配种，在 3个月的配种期

间发现，产房中母猪返情率、产死胎率及死胎率提

升，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为伪狂犬病毒感染，猜测感

染源为引进的 20头种公猪。由专业人员对该引进

的 20头种公猪进行血清采样及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5头种公猪为 gE阳性，确定属于伪狂犬野毒感

染，为防止感染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决定实施种猪

场猪伪狂犬病净化措施。

3 净化措施

2015年 1月，开始实施种猪场猪伪狂犬病净化

措施，将 5头 gE阳性的种公猪进行彻底清除，由专

业人员对所有公猪及其它猪群进行定期的血清采

样及检测，一旦发现 gE阳性的种猪及时进行清理。

同时，为种猪进行人工授精配种，对母猪群和仔猪

群采用猪伪狂犬病疫苗强化免疫。此外，强化生物

安全及隔离消毒。至 2016年 12月，持续 2年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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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净化工作取得满意效果，种猪的繁殖表现得到

显著改善，种猪场的生产效益及品牌效应得到保证

与提升。

1）伪狂犬病毒感染全面检测及清除。为了全面

保证种猪场彻底清除伪狂犬病毒感染源，必须实施

伪狂犬病毒感染全面检测。由专业人员建立检测小

组，对种猪场的所有种猪进行血清采样及检测，将

检测结果分感染与未感染、感染严重程度进行详细

统计。检测结果表明，全部仔猪没有受到伪狂犬病

毒感染，有 28头母猪和 21头公猪受到伪狂犬病毒

感染，8头母猪及 3头公猪疑似受到伪狂犬病毒感

染，根据检测结果将受到或疑似伪狂犬病毒感染的

所有种猪全部彻底清除。

2）严格检测更新种猪的伪狂犬病毒感染情况。

对所有补充的后备母猪及新购的公猪全部进行严

格的伪狂犬病毒检测，一旦发现伪狂犬病毒感染的

种猪则即刻进行淘汰处理，在检测的过程中，为防

止感染的发生，对每头种猪进行隔离检测，保证未

被感染的种猪实时处于安全的环境。2015年，种猪

场的公猪更新率为 118%，母猪的更新率为 37%。其

中，一部分公猪为自繁自养，另一部分的公猪为外

部购买，全部母猪为自繁自养。

3）加强伪狂犬病免疫管理。为提高种猪的伪狂

犬病毒免疫力，决定更换高效伪狂犬疫苗并适当调

整免疫程序。由专业人员为所用种猪进行 gE基因

缺失弱毒活疫苗注射，每间隔 1个月进行 2次所有

猪群的疫苗注射，专业人员严格按照疫苗注射规范

进行疫苗注射，避免打飞针等情况的发生。

4）伪狂犬净化具体免疫管理。为彻底净化种猪

场的伪狂犬病毒感染，根据种猪的具体类型进行疫

苗种植；针对 3～4日龄的仔猪，给予 1头份基因缺

失弱毒活疫苗滴鼻；针对日龄为 8周的仔猪，给予 1

头份基因缺失弱毒活疫苗肌肉注射；针对公猪，每

年 3次给予 1头份普免活疫苗注射；针对母猪，每

年 3 次给予 1头份普免活疫苗注射；针对后备种

猪，在选定后及时给予 1头份普免活疫苗注射。

5）加强消毒与灭鼠管理。为进一步降低种猪场

的伪狂犬病毒感染，决定提高消毒管理力度，由专

业人员选择 3种不同类型的消毒剂为种猪场进行

交替消毒。针对产房，每日进行 1次消毒，持续消毒

2个月后每间隔 2 d进行 1次消毒；针对保育和育

肥舍，每 2～3 d 进行 1 次消费；针对场区过道，采

用 3%的火碱进行全面喷洒消毒，在上冻前，用白灰

铺满场区过道后进行 3%的火碱喷洒消毒，保证地

面保持封闭的消毒环境；严格对进出种猪场的车辆

和人员进行消毒；严密监测种猪场的鼠患情况，使

用强效的灭鼠药进行不定期的灭鼠工作。

6）加强人工种猪授精管理。为进一步降低公猪

伪狂犬病毒感染的风险，决定建立并完善人工授精

采精室及配种间；严格实施第一次进行种猪人工授

精，第二、第三次进行种猪交配授精的配种法。

4 净化检测结果

2016年 6月，进行伪狂犬病毒净化结果检测，

由专业人员建立检测小组，对种猪场的所有种猪进

行血清采样及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所有种猪的血

清呈现伪狂犬病毒阴性，表明种猪场的伪狂犬病毒

净化工作取得成功。

5 生产成绩

自 2015 年 1 月实施种猪场猪伪狂犬病净化

后，间隔 3月，种猪场的受胎率提升 12.10%，总受胎

率为 90.12%；分娩率提升 12.10%，总分娩率为

88.15%；繁殖障碍比率下降 13.25%；窝产活仔数提

高了 3.12头，可达 13头以上。

6 讨 论

引种伪狂犬病监控是种猪场的伪狂犬病毒净

化工作的重点与关键点[5]。引进的种猪必须在隔离

的情况下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伪狂犬病毒检测，必须

确保种猪未存在伪狂犬病毒的情况下才能引进种

猪场。这一环节从源头上截断了伪狂犬病毒感染的

桥梁，是保证伪狂犬病毒净化工作成功的基础。加

强种猪场的管理是伪狂犬病毒净化工作成功的重

要保证[6]。加强种猪场的管理应当包括加强伪狂犬

病免疫管理、伪狂犬病毒净化具体免疫管理、加强

消毒与灭鼠管理以及加强人工种猪授精管理。种猪

场各项强化管理能够防患于未然，从种猪场的种猪

本身免疫力及种猪接触的环境进行全方位的伪狂

犬病毒净化管理，能够保证种猪健康生长[7]。总而

言之，种猪场的伪狂犬病毒净化工作必须以种猪场

的具体情况为依据，采取的净化措施必须要全面、

严格，避免某一环节出现疏漏而导致工作功亏一

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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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猪喘气病的发病原因、流行规律及诊断要点，并根据笔者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提出坚

持“预防为主、防检结合、止咳平喘、对症施治”的原则，做好预防、巧用药物、分类施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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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喘气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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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喘气病是以猪张嘴喘气，腹式呼吸加快，伴

有咳嗽的一种慢性呼吸道疾病，常见于哺乳母猪和

小猪，多见于妊娠后期的母猪。猪一旦发病若治疗

不及时，死亡率高，且此病是呼吸道传播，若控制不

好病猪排泄物等病原，就会造成本病流行，势必会

影响猪的生长，甚至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了解该病

的发病原因，掌握其流行规律及诊断要点，采取有

效的防治措施，对提高养猪效益显得尤为重要。

1 发病原因

猪喘气病病原是肺炎支原体，是介于病毒与细

菌之间的多种形态微生物病原体，本病主要感染

猪，不论公母、年龄、品种等，只要感染肺炎支原体

均可发病。诱发本病的原因很多，气温忽冷忽热、阴

凉潮湿及寒冷的天气条件下利于病原体存活，而夏

季气候突变，有贼风的情况更易导致此病发生；病

猪咳嗽、喘气和喷嚏的分泌物在空气中以飞沫的形

式，经呼吸道感染健康猪；从外地购进未经检疫或

引进后未采取隔离观察 2个月的隐形感染猪和带

菌猪；通风不畅，卫生条件差，饲喂发霉变质的饲

料，排泄物不及时清理，消毒不严格，个体抵抗力低

等；猪感冒、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均可继发感染本病。

2 流行规律及诊断要点

1）正确把握流行特点和发病规律。本病虽一年

四季都发，冬初春末多发，但通过多年的病例观察

分析，夏季病例比春、秋季节还要高，一般怀孕后期

母猪和哺乳或断奶仔猪多为急性型，架子猪和后备

母猪为慢性型，同时要留意气温剧变、老病区及已

发过本病的猪场。

2）正确掌握临床症状。本病以咳嗽、气喘为主

要症状。发病过程有三期：初期为痉挛性阵咳，有少

量清鼻液，体温偏高，尿呈淡黄色；中期呼吸加快，

气喘，60～80次 /min，病猪前两肢撑开站立或呈犬

坐式，少咳，鼻液变成灰白色，体温正常，尿黄褐色，

粪便干硬；后期呼吸最快，张嘴喘气，有似拉风箱的

哮鸣声，多咳，咳嗽时站立不动，拱背，颈伸直头垂

下，有时流灰白色黏性或脓性鼻液，继发感染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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