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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高热病通常是由猪免疫系统受到抑制造成多病原感染或是继发性感染的疾病，具有传染性高、传

播速度快及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发病没有季节性特征，发病率及死亡率极高。本文介绍了该病的发病特点、发病

原因以及综合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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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峨山县双江街道是峨山政治、经济、文

化的活动中心，县政府所在地。全街道辖 7个社区，

1个居委会，8个村委会，140个村（居）民小组。农业

户 7 445户，总人口 48 091人。2016年末生猪存栏

20 702头，肥猪出栏 53 281头，生猪存栏 100头以

上规模养殖户有 29户。

2016年峨山县生猪出栏量超过了 5万头，是峨

山县农户主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在对峨山县 2016年

生猪病源调查中，猪高热病虽然零星发生，但是却具

有极高的死亡率，需要引起重视。以下主要依据猪高

热病发病情况提出在峨山县养猪中可以应用的防控

措施，为峨山县养殖户提供综合防控建议。

1 发病特点

猪高热病表现为急性阶段性发病，并伴有高

热、便秘、尿黄、食欲不振、眼膜充血等情况，怀孕母

猪出现滑胎、死胎、木乃伊胎等情况，病情后期出现

倒地不起、呼吸困难及猝死的现象。对病死猪进行

病理剖检后，可见其肝部肿胀且呈暗黄色，并且肝

脏变硬，表层变脆，淋巴结明显增大且恶化。病猪临

床病理表现特征受病原微生物感染类型影响，病理

现象会有一定区别。

2 发病原因

1）病原因素。目前引发猪高热病的病原主要分

为病毒、细菌及寄生虫等，并且这些病原微生物可

能会产生并发或是继发性感染，常见的病原微生物

有附红细胞体病毒、链球菌、猪瘟病毒、弓形体、流感

病毒等，其主要体现为抑制生猪免疫机能，降低免疫

力，造成生猪出现急性、高热等症状[1]。

2）免疫因素。在峨山县养殖户中许多生猪的饲

养属于散养，因此存在着免疫工作不到位、没有及

时接种疫苗的情况，因此生猪对此类疾病的免疫力

较低，同时在疫苗接种时与其他抗生素的联用会导

致疫苗失效，免疫机能降低，加大生猪染病的风险。

3）药物因素。农户在生猪疾病预防中会选择使

用大量的抗生素，长期对生猪使用抗生素将会使猪

产生耐药性，降低药物使用效率。并且在进行此类

疾病的防控中，一些农户会随意增减药量，极大地

影响了药效。

4）管理因素。猪舍的通风、采光、密度、温度、清

洁等都与猪高热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在管理中

不注重环境的影响将会造成生猪免疫力下降，并且

脏乱的环境会为病原微生物的繁殖提供载体，增加

生猪染病机率。

3 综合防控

3.1 坚持自繁自养，建立疾病监测制度

根据峨山县生猪存栏情况，峨山县农户可以采

用自繁自养的模式来避免外地病猪的流入，形成自

产自出的养猪模式。同时也要注重传染病的监测，

由于猪高热病没有季节性，因此每个季度都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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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咳嗽的治疗方法

引起羊咳嗽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呼吸道感染，如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常用的治疗方

法如下。

1）西药。可用青霉素 160万 IU加穿心连针 10 mL，复方氨基比林针 2 mL同时肌肉注射，2次 /d，连

用 3 d即可。

2）中药。金银花 20 g，连翘 25 g，牛蒡子 30 g，杏仁 15 g，前胡 25 g，桔梗 30 g，薄荷 20 g，共为细

末，开水冲调，一次灌服。

3）复方。氯化铵 10 g，复方甘草合剂 80 mL，分别一次口服。

来源：山东省畜禽遗传资源网

血清检测，并每隔 6个月进行猪流行性疫病检测，

重点检测猪瘟、口蹄疫、蓝耳病、伪狂犬病及猪流感

等。若出现隐性高热病的患猪则需要隔离饲养，病

情加重时及时淘汰处理，避免在猪群中造成大规模

感染，降低猪群发病机率。

3.2 加强饲养管理

1）改善饲养条件，大型养殖场可采用封闭式专

业化管理养殖，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而小型养殖

场或是农户散养猪需要尽量改善饲养环境及饲养

条件。其次，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及时对猪舍进行清

扫，避免粪便积累致使病原微生物滋生，定期对猪

舍进行清洁及消毒工作，防止病菌流入。

2）改善养殖环境，保持猪舍温度及做好通风工

作，在夏季需要注意降温并控制猪舍密度。

3）保证猪舍供水充足且水源清洁，控制粗精饲

料配比，根据实际情况添加生猪所需维生素及微量

元素。

3.3 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1）生猪需要及时进行疫苗接种，在接种疫苗前

期、后期不可应用抗病毒及抗生素等药物。

2）定期对生猪进行检测，如果出现生猪抗体水

平较低的情况时需要及时进行补苗。

3）根据峨山县猪高热病疫情发生情况及发生机

率制定科学的免疫流程，根据生猪健康情况进行疫

苗接种。

3.4 治疗措施

在猪高热病病发时首先要确认其病原类型及

感染类型，确认后方可用药。猪群感染病毒性疾病

时也要使用抗菌药物辅助治疗，配合一些清热解毒

的中药治疗效果更佳。在饲料内添加一些抗菌药物

如环丙沙星、多西环素、土霉素等药物，会收到良好

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猪群感染细菌性疾病时，除使用退热药外，应

选择对细菌敏感的抗生素药物。首先，增强免疫机

能可选黄芪多糖、维生素 C、转移因子等。同时，中草

药及其制剂对该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可采用的中

草药有金银花、鱼腥草、板蓝根等，也可选用相应的

中草药制剂。

防止和控制继发感染的药物可选头孢类、左旋

氧氟沙星、阿米卡星。对于重症病例，还应注意补充

能量和调节电解质平衡，静脉注射 5%葡萄糖等，在

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对治疗该病有积极作用。

4 结 语

根据对猪高热病发生机制及特点的调查，可以

看出其主要是由病原入侵引发的高传染性疾病，同

时在日常的生猪饲养中药物使用不合理、饲养管理

不当、卫生条件差等都可能成为猪高热病发生的诱

因，为了避免此类疾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养猪户

需要注意在日常饲养管理中采用适当的防控措施

来进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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