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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疫病的综合防控与净化措施

韦曦惠
马山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西 南宁 530600

摘� 要：猪疫病给养猪业带来严重危害，影响生猪健康、生产性能及养殖经济效益，还威胁公共卫生安全。本文

聚焦猪疫病，阐述综合防控与净化措施。综合防控涵盖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疫苗免疫与监测、科学饲养管理及疫病诊

断治疗；净化措施则围绕净化原则目标、技术方法以及效果评估与持续监测展开。旨在为养猪业提供科学有效的疫病

防控与净化策略，保障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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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养猪业作为畜牧业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肉

类供应、促进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然而猪疫病频发成为

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猪瘟、口蹄疫等疫病不仅导致

生猪大量死亡，造成养殖户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公共

卫生问题。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和贸易往来增加，猪疫病

防控与净化形势愈发严峻。因此探索有效的综合防控与

净化措施，对于保障生猪健康、维护产业稳定及公共卫

生安全至关重要。

1 猪疫病主要疫病种类

1.1  病毒性疫病
病毒性疫病是猪疫病中危害较大且较为复杂的一

类。常见的猪瘟，是由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性

传染病，具有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临床表现为高热稽

留、全身皮肤广泛性出血等症状，对养猪业造成毁灭性

打击。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蓝耳病）由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病毒引发，主要侵害繁殖母猪和仔猪，导致母猪

繁殖障碍、仔猪呼吸道症状及高死亡率，严重影响猪群

的繁殖性能和生长。猪圆环病毒病以猪圆环病毒2型为
主要病原，可引起猪断奶后多系统衰竭综合征等多种病

症，导致猪群生长迟缓、免疫抑制，增加其他病原的感

染风险。猪伪狂犬病由伪狂犬病病毒引起，可感染多种

年龄的猪，引起妊娠母猪流产、死胎，新生仔猪大量死

亡，育肥猪呼吸困难、生长停滞等。猪口蹄疫则是由口

蹄疫病毒所致，传播迅速，感染猪只口腔黏膜、蹄部出现

水疱和溃疡，影响采食和行走，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2  细菌性疫病
细菌性疫病在猪疫病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猪肺疫是

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急性或散发性传染病，急性病

例表现为高热、呼吸困难、咽喉部肿胀等症状，死亡率

较高。猪链球菌病是由多种链球菌引起的不同临床类型

的疾病，可引起猪的败血症、脑膜炎、关节炎等多种病

症，不同年龄猪只均可感染，且部分菌株可感染人，造

成公共卫生问题。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由胸膜肺炎放线杆

菌引起，以急性出血性纤维素性胸膜肺炎和慢性纤维素

性坏死性胸膜肺炎为特征，临床表现为高热、咳嗽、呼

吸困难等，急性病例死亡率较高[1]。猪副伤寒由沙门氏

菌引起，主要侵害2-4月龄的仔猪，急性病例表现为败血
症，亚急性和慢性病例则以顽固性下痢为特征。猪丹毒

由猪丹毒杆菌引起，急性病例呈败血症症状，亚急性病例

皮肤出现疹块，慢性病例则表现为关节炎和心内膜炎。

1.3  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对猪的健康和生长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猪蛔虫病是由猪蛔虫寄生于猪小肠内引起的一种常

见寄生虫病，感染猪只表现为生长发育受阻、消瘦、贫

血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肠梗阻或肠破裂。猪疥螨病由

猪疥螨引起，主要寄生于猪的皮肤内，引起猪只剧烈

瘙痒、皮肤炎症、脱毛、结痂等，影响猪只的休息和采

食，导致生长缓慢。猪弓形虫病由刚地弓形虫引起，可

感染多种动物和人，猪感染后表现为高热、呼吸困难、

神经症状等，妊娠母猪感染可导致流产、死胎。猪球虫

病由猪等孢球虫等多种球虫引起，主要侵害仔猪，引起

腹泻、脱水、生长迟缓等症状，影响仔猪的成活率和生

长性能。

2 猪疫病危害

2.1  生猪死亡率高、生产性能下降
猪疫病一旦爆发，往往会导致大量生猪死亡。像猪

瘟、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感染猪只

病情严重，在短时间内就可能因器官衰竭、继发感染等

原因死亡，造成养殖场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即便部分

猪只能够存活，其生产性能也会大幅下降。猪圆环病毒

病则会引起猪断奶后多系统衰竭综合征，导致仔猪生长

迟缓、消瘦、免疫抑制，影响后续的生长发育和育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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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整体生产性能远低于健康猪群。

2.2  饲料转化率降低、养殖成本增加
患病猪只由于身体机能受损，消化吸收能力下降，

饲料转化率显著降低。以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为例，患病

猪在发病期间食欲减退甚至废绝，即使勉强采食，也

无法有效消化和吸收饲料中的营养物质，大部分饲料未

经充分利用就排出体外，造成饲料浪费。而且，为了治

疗患病猪只，养殖场需要投入大量的药物费用，包括抗

生素、抗病毒药物、解热镇痛药等。为防止疫病传播，

还需要加强养殖场的消毒、隔离等防疫措施，增加消毒

剂、防护用品等物资的采购成本。由于猪只死亡和生产

性能下降，养殖周期延长，养殖场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人力进行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养殖成本。

2.3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部分猪疫病属于人畜共患病，如猪链球菌病、猪弓

形虫病等，这些疾病能够在猪和人类之间相互传播，对

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猪链球菌病可引起人的脑

膜炎、败血症、心内膜炎等严重疾病，感染者病情进展

迅速，死亡率较高。猪弓形虫病会导致孕妇感染后发生

流产、早产、死胎或胎儿畸形等情况，对孕妇和胎儿的

健康危害极大。猪疫病的爆发还可能引发社会恐慌，影

响消费者对猪肉及其制品的信心，导致猪肉市场价格波

动，对整个肉类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为控制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监测、防控和应急处理，增加公共

卫生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3 猪疫病的综合防控策略

3.1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生物安全管理是防控猪疫病的基础和关键。首先要

严格把控引种环节，从正规、信誉良好的种猪场引进种

猪，引进前要了解种猪场的疫病防控情况，对引进的种

猪进行严格的检疫和隔离观察，确保无疫病后方可混群

饲养。养殖场应建立完善的封闭管理制度，限制人员、

车辆和物品的随意进出。工作人员进入养殖场前要更换

工作服、鞋帽，进行消毒处理；车辆进入养殖场要经过

严格的消毒通道，对轮胎、车身等进行全面消毒；物品

进入养殖场要进行熏蒸或浸泡消毒[2]。养殖场要合理规划

布局，设置生活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各区域之间要保

持一定的距离，并设置有效的隔离设施。生产区内的猪

舍要保持良好的通风、采光和卫生条件，定期进行消毒

和清洁。要严格控制人员流动，避免不同猪舍之间的人

员交叉，防止疫病的传播。还要加强养殖场的粪便和污

水处理，采用干清粪工艺，及时清理粪便，避免粪便堆

积滋生细菌和病毒。对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环境

污染和疫病传播。

3.2  疫苗免疫与监测
疫苗免疫是预防猪疫病的重要手段。根据当地疫病

流行情况和养殖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

序。在选择疫苗时，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质量合格

的疫苗，并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进行保存和使用。免疫

接种时，要选择合适的注射部位和剂量，确保疫苗能够

发挥最佳效果。要加强对猪群的疫病监测，定期对猪只

进行血清学检测、病原学检测等，及时发现疫病的流行

趋势和潜在风险。建立疫病监测数据库，对检测数据进

行记录和分析，为疫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一旦发现疫

病疫情，要立即采取隔离、消毒、扑杀等措施，防止疫

病扩散。要关注疫苗的免疫效果，定期对免疫猪只进行

抗体水平检测，评估免疫保护力。根据检测结果，及时

调整免疫程序，确保猪只获得持续有效的免疫保护。

3.3  科学饲养管理
科学的饲养管理能够提高猪只的抵抗力，减少疫病

的发生。在饲料方面，要根据猪只的不同生长阶段和营

养需求，合理搭配饲料成分，确保猪只获得全面、均

衡的营养。要注意饲料的质量和卫生，避免使用霉变、

污染的饲料，防止因饲料问题引发疫病。猪舍要保持适

宜的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为猪只提供舒适的生活环

境。定期对猪舍进行清洁和消毒，减少病原体的滋生和

传播。合理控制猪群的饲养密度，避免过度拥挤导致疫

病传播风险增加。还要关注猪只的饮水卫生，提供清

洁、充足的饮水，促进猪只的新陈代谢和健康生长。

3.4  疫病诊断与治疗
准确的疫病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当猪只出现异

常症状时，养殖人员要及时进行初步诊断，如观察猪只

的精神状态、体温、呼吸、饮食等情况。对于疑似疫

病，要尽快联系专业兽医进行实验室诊断，如血清学检

测、病原分离鉴定等，确保诊断的准确性[3]。一旦确诊为

疫病，要根据疫病类型和病情严重程度，制定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对于病毒性疫病，可采用抗病毒药物、免疫

增强剂等进行综合治疗；对于细菌性疫病，要合理使用

抗生素，同时注意药物的剂量、疗程和配伍禁忌。在治

疗过程中，要密切关注猪只的反应和病情变化，及时调

整治疗方案。对于一些人畜共患病，要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防控要求进行治疗，防止疫病向人类传播，要

加强对治疗过程的记录和总结，为今后的疫病防控提供

经验参考。

4 猪疫病的净化措施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5� 第4卷�第7期

99

4.1  净化原则与目标
猪疫病净化工作需遵循科学规划、分步实施、重点

突破、全面推进的原则。科学规划要求依据当地猪疫病

流行现状、养殖规模及产业布局，制定切实可行的净化

方案；分步实施则是将净化工作划分为不同阶段，逐步

推进，避免盲目行动；重点突破针对危害严重、传播范

围广的疫病优先开展净化，形成示范效应；全面推进则

是在重点疫病净化取得成效后，将净化范围扩大至其他

疫病，实现猪群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净化目标明确且

具有阶段性。短期目标旨在降低特定疫病的发病率和流

行强度，

4.2  净化技术与方法
采用先进的检测技术，如ELISA试剂盒、PCR检测

等，对猪群进行全面、定期的检测。以猪伪狂犬病为

例，每年对种猪群进行至少2次血清学检测，对仔猪在断
奶前后各进行1次检测。对于检测阳性的猪只，坚决予以
淘汰，从源头上减少病原体的传播。据统计，通过严格

检测与淘汰，某养殖场在开展猪伪狂犬病净化工作的第

一年，阳性猪只淘汰率达到30%，有效降低了猪群中病
原的携带量。加强养殖场的生物安全管理是净化的关键

环节。严格限制人员、车辆和物品的进出，设置专门的

消毒通道和隔离区。人员进入养殖场需更换工作服、鞋

帽，进行全身消毒；车辆需经过高压冲洗和消毒液喷洒

消毒；物品需进行熏蒸或浸泡消毒。做好养殖场的粪便

和污水处理，采用干清粪工艺，及时清理粪便，对污水

进行无害化处理。通过强化生物安全措施，可使养殖场

内病原体的传入风险降低70%以上[4]。根据疫病流行特

点和猪群免疫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以猪瘟

为例，采用猪瘟脾淋苗进行免疫，种猪每年免疫3-4次，
仔猪在20-25日龄和60-65日龄各免疫1次。定期对猪群进
行抗体水平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调整免疫剂量和免疫时

间。通过优化疫苗免疫方案，可使猪瘟抗体合格率提高

至90%以上。在选育过程中，注重选择抗病力强、生产
性能好的猪只作为后备种猪。通过持续的种群更新与选

育，可使种猪群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降低疫病的垂直

传播风险。

4.3  净化效果评估与持续监测
净化效果评估是检验净化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评

估指标主要包括猪群疫病阳性率、抗体水平、生产性能

等。以猪瘟为例，通过定期检测猪群中猪瘟病毒的阳性

率，并与净化前的数据进行对比，评估净化效果。监测

猪瘟抗体的几何平均滴度（GMT），了解猪群的免疫
保护水平。观察猪群的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繁殖性

能等生产性能指标，评估净化对养殖效益的影响。建立

长效监测机制，对净化场内的猪群进行长期、定期的监

测。监测频率根据疫病特点确定，对于重点疫病，每季

度进行1次血清学检测；对于一般疫病，每半年进行1次
检测。加强与周边养殖场的疫情信息交流，及时掌握区

域内的疫情动态，防止疫病的再次传入。

结束语

猪疫病的综合防控与净化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工程，

需要养殖户、科研人员、政府部门等各方共同努力。通

过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科学免疫、合理饲养以及有效的净

化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猪疫病的传播与流行。未

来，应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完善防控与净化体系，不断提

高猪疫病防控水平，推动养猪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保

障国家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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