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畜禽养殖专家答疑丛书

猪病防治专家答疑
主编　吴家强　王金宝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猪病防治专家答疑／吴家强，王金宝主编．—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
　（畜禽养殖专家答疑丛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３３１－６５４４－４

　Ⅰ．①猪… Ⅱ．①吴… ②王… Ⅲ．①猪病—防治—
问题解答 Ⅳ．①Ｓ８５８．２８－４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３）第１０３１６０号

　　　　　　 　　　畜禽养殖专家答疑丛书

　　 　 　　猪病防治专家答疑
　　　　　　　　主编　吴家强　王金宝

　　出版者：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玉函路１６号
邮编：２５０００２　电话：（０５３１）８２０９８０８８
网址：ｗｗｗ．ｌｋｊ．ｃｏｍ．ｃｎ
电子邮件：ｓｄｋｊ＠ｓ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发行者：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玉函路１６号
邮编：２５０００２　电话：（０５３１）８２０９８０７１

印刷者：山东人民印刷厂莱芜厂
地址：莱芜市嬴牟大街西首
邮编：２７１１００　电话：（０６３４）６２７６０２５

开本：８５０ｍｍ×１１６８ｍｍ　１／３２
印张：２．５
版次：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１版第１次印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３３１－６５４４－４
定价：１０．００元



编委会名单　　

主任　张秀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发春　王生雨　王星凌　刘玉庆

　许传田　宋恩亮　吴家强　武　英

　张果平　张秀美　胡北侠　姜文学

主编　吴家强　王金宝

编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丛晓燕　任素芳　孙文博　杜以军

李　俊　时建立　谷　琳　赵新华

郭立辉



１　　　　

２０１２年中央１号文件明确指出，要下决心突破体制机

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

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各级

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

之重。进入２１世纪，我国畜牧业发展进入了关键的转型

期，国家政府全面推动畜牧养殖规模化和标准化建设，国

家《畜牧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颁布，为规范畜牧业

生产、保证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畜禽产品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质量

和安全隐患，导致肉、蛋、奶等畜禽产品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问题，如抗生素、药物残留超标等。同

时动物疫病不断暴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畜禽养殖业每

年因疫病造成的损失达上千亿元人民币，已成为制约其持

续发展的瓶颈。此外，由于我国畜禽养殖生产一度追求经

济效益，养殖规模盲目扩大，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致

使养殖生态环境恶化、病害严重，区域生态系统的自我调

控、自我修复功能不断丧失。畜牧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２　　　　

仅严重影响了我国正常的畜禽产品消费市场，使出口受

阻，也对动物性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构成潜在威胁。随着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正在

发生深刻的变化，开始由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的历史

性转变。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对食品安全性和品质提

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推广畜禽健康养殖技术，生

产安全无污染的畜禽食品，提高畜禽产品市场竞争力，是

目前我国畜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畜禽健康养殖技术相对于传统的养殖技术，包含了更

广泛的内容，不但要求生产出健康的养殖产品，以保证人

类食品安全，而且要求养殖的环境应符合养殖品种的生态

学要求，养殖品种应保持相对稳定的种质特性。畜禽健康

养殖，要以专业化、合作化、规模化、标准化为方向，采用先

进的养殖工艺、设施设备和环境控制技术，建立科学的现

代化管理体系，形成以养殖农场为基础，消费需求为导向，

企业化加工、产品可追溯的农牧业合作经营新模式。畜禽

健康养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养殖过程中保障畜禽的健

康，生产出来的畜禽产品优质、安全，有利于人类健康。

为了提高广大从业者养殖水平，普及畜禽健康养殖先

进技术，我们遵循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原则，组

织了全省数百名行业专家，收集整理了中国养殖业的先进

技术成果，编写成本丛书。本丛书共１０本，分别以问答的

形式系统阐述了肉猪、奶牛、肉牛、肉羊、家兔、肉鸡、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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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肉鸭养殖关键技术，并把猪病和鸡病防控技术专列成

书，针对性地做了重点讲解。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力求科

学性、先进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内容全面新颖，技术简明

实用，语言通俗易懂，具有较高指导和实用价值。丛书凝

结了畜禽养殖业界一批年轻科技骨干和具有丰富临床经

验专家学者的心血与智慧，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汲取到自己

所渴求的知识和技能。

本丛书可供从事畜禽养殖的企业、专业户、畜牧兽医

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农业院校畜牧、兽医专业师生参

阅使用。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对本丛书提出宝

贵意见和建议。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张秀美



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养猪大国，２０１０年猪存栏量４．７０
亿头，其中母猪存栏４　７６５万头，出栏量２０１０年６．６７亿
头，均居世界第一。中国养猪生产方式主要以农村散养、
小型养猪场为主，近年来养猪规模化程度有所增加。但
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猪病愈发严重，不仅种类增多，而且
频繁发生和传播。生猪疫病给养殖业主造成了严重损失，
已成为现阶段养猪行业的主要风险，也影响了公共卫生安
全。

本书借鉴了临床猪病实例，简明扼要介绍了近年来猪
常见病和新发病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预防和治疗措施
等，覆盖面广，通俗易懂，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技术指导用
书，适合养猪场技术人员和广大养猪户学习和使用。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恳
请广大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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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当前我国养猪业的发展对传染病有什么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养猪业的发展，规模化养猪单位增

多，生产规模较大，猪及产品流通渠道较多，给传染病的发

生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养猪经营主体多元化，规模化猪

场和个人扩大生产，外出引种，忽视防疫工作，普遍存在忽

视疫病防治工作的倾向；我国对疫病的防控基础比较薄

弱，防疫、检疫、监测手段不够健全和完善；我国广大农村

养猪仍以散养为主。总的来说，养猪业总体条件较差，由

于规模化和散养方式并存，规模化猪场除了要防止本场疫

病的发生外，还要防止从周边农村传染病的传入，这为规

模化猪场传染病的防治增加了难度。所以，养猪生产中传

染病时有发生，且种类较多、疫情复杂，给防疫工作带来极

大困难。

２．目前猪病新的流行特点是怎样的？

（１）猪群对疫病的易感性增加。随着集约化养猪场的

增多和规模的不断扩大，猪群饲养密度加大，猪舍管理不

善、消毒卫生不严、通风换气不良，猪场及环境污染愈加严

重，细菌性疫病明显增多，兼之各种应激因素增多等不良

因素，使得猪群机体抵抗力降低，猪群对病原微生物的易

感性增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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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非典型化和病原出现新的变化。在疫病流行过程

中，受环境或免疫力的影响，某些病原的毒力常出现增强

或减弱等变化，变为新的变异株或血清型。加上猪群免疫

水平不高或不一致，导致某些疫病从典型向非典型和温和

型转变；从频繁的大流行转为周期性波浪形的地区性散发

流行等。最终使疫病出现非典型变化，使某些旧病以新面

貌出现。此外，有些病原的毒力增强，即使经过免疫的猪

群也常发病，给疾病诊断、免疫和防治造成较大困难。疾

病的发生呈现出一种非典型化的趋势，如非典型猪瘟的出

现，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猪瘟病毒传染性胸膜肺炎

的持续性感染等。

（３）呼吸道疾病危害严重。呼吸道疾病已经成为我国

养猪生产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疾病，规模化猪场几乎都有该

病的存在，发病率通常为２０％～５０％，死亡率为５％～

２０％，预防和控制十分棘手。母猪、哺乳仔猪、仔猪培育、

育肥猪都受到呼吸道疾病的危害。病猪临床表现明显，常

见体温升高，食欲下降或废绝，咳嗽，呼吸次数增加，甚至

喘气、呼吸困难，重者呈犬坐姿势。猪只生长发育受阻、消

瘦，死亡率增高。剖检，以气管、肺脏及胸腔等的变化为主

要特征。

引起猪呼吸道疾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称为猪

呼吸道疾病综合征（ＰＲＤＣ）。能引起猪呼吸道疾病综合征

的，可以是原发的病原体，如猪肺炎支原体、猪瘟病毒、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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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和呼吸综合征病毒、猪圆环病毒２型、猪伪狂犬病病

毒、猪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等；或继发性病原体，如猪多杀

性巴氏杆菌、猪副猪嗜血杆菌、猪沙门菌等，这几种细菌在

健康猪的上呼吸道或肠道带菌比较普遍，一旦猪机体抵抗

力降低，就可能引起内源性继发感染，加重病情，出现明显

的呼吸道疾病症状。除了上述病原以外，猪群恶劣的饲养

管理条件也是直接引起猪呼吸道疾病综合征的重要原因，

如猪群饲养密度过大，不同日龄的猪只混养在一起，猪舍

潮湿，通风换气不良，空气中有害气体过多，猪舍消毒卫生

差，粪尿没及时清除，猪舍温度变化大，饲料单一，猪只营

养不良，以及其他降低猪体抵抗力的因素等多种应激，都

可成为猪呼吸道疾病暴发的诱因。

（４）新病不断出现。随着养猪业对外交往的增多，从

国外引进种猪的数量明显增加，国内种猪、仔猪流通频繁，

由于缺乏有效的检疫、诊断与监测手段，卫生防疫跟不上

等原因，导致一些新传染病的发生。据统计，我国动物传

染病有２０２种之多，其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现的新病达１７
种（传染病１５种，寄生虫病２种），如猪细小病毒病、猪传

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猪痢疾和猪衣原体病等。９０
年代以来又新发现传染病１０种，包括猪传染性接触性胸

膜性肺炎、副猪嗜血杆菌病、猪繁殖和呼吸综合征、猪圆环

病２型感染、猪附红细胞体病和猪增生性肠炎等。加上原

有的猪瘟、猪气喘病、口蹄疫病、仔猪大肠杆菌病、猪伪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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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病、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链球菌病、猪布鲁杆菌病、

猪流行性乙型脑炎等，这些新旧传染病已是我国较大范围

内猪场的常发病和多发病。有些猪病虽然只是区域性发

生，但却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真可谓“旧病未除，新病又

增”，防不胜防，给养猪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尤其是蓝耳病的继续肆虐。２００６年始发于我国南方

数省，并波及我国主要养猪地区的所谓“高热病”（高致病

性蓝耳病变异株为主要病原之一）疫情，使我国养猪业再

度经受了一次沉重打击，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猪存栏量至

少减少４０％，不少中小型猪场因此而倒闭。此次疫情造成

的损失，要远大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的蓝耳病暴发。

（５）混合感染和疾病综合征逐渐增多。近年来，在养

猪实际生产中，多病原的多重感染或混合感染已是普遍发

病的规律。猪群中发病，常常不是由某单一的病原体引

起，而是两种以上的病原体共同作用造成的，即常称的共

同感染，造成猪只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诊断和防治难

度加大。

由于防疫上的不足、环境消毒卫生不严、生物安全措

施不到位等，造成环境中残存多种病原体，一旦猪群抵抗

力降低，环境、气候发生变化，强毒力野毒／细菌侵袭，即可

从单一病原体转为两种或多种病原体所致的多重感染或

混合感染。在混合感染中，既有两种病毒（如ＰＲＲＳＶ与

ＰＣＶ２）或３种病毒（如ＰＲＲＳＶ与ＰＲＶ和ＰＣＶ２）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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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或三重感染、两种细菌（如猪肺炎支原体与猪胸膜肺

炎放线杆菌）或３种细菌（如猪肺炎支原体与猪胸膜肺炎

放线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所致的双重或三重感染，也

有病毒与细菌、病毒与寄生虫、细菌与寄生虫的混合感染，

甚至出现疾病综合征。据报道，８０％的发病猪只都是两种

或两以上疫病混合感染，且７０％以上发病猪只都是以病毒

病为主，病毒病又以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蓝耳病）、

圆环病毒病为主；７５％以上的猪有细菌病伴发，以猪链球

菌病、气喘病、巴氏杆菌病、附红细胞体病、弓形体病、传染

性胸膜肺炎、副猪嗜血杆菌病为主。加之饲养环境、卫生

状况、霉变饲料等的影响，使猪场疫病更为复杂、更难

控制。

包括病毒、细菌以及病毒与细菌的多重感染，造成猪

群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以蓝耳病病毒、猪圆环病毒２
型、猪瘟病毒、猪流感病毒以及伪狂犬病病毒之间的多重

感染较为常见，特别是猪蓝耳病病毒与猪圆环病毒２型的

双重感染，由此造成猪群的双重免疫抑制，使抵抗力下降；

细菌的多重感染主要以猪肺炎支原体、副猪嗜血杆菌、传

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多杀性巴氏杆菌、大肠杆菌、沙门

菌、猪链球菌、附红细胞体等为主；细菌与病毒的多重感染

主要以气喘病＋蓝耳病＋附红细胞体病，气喘病＋蓝耳病

＋圆环病毒２型感染，链球菌病＋猪瘟，猪瘟＋附红细胞

体病＋链球菌病，巴氏杆菌病＋猪瘟，猪蓝耳病＋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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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膜肺炎＋气喘病，猪瘟＋附红细胞体病等为主。

病原的继发感染在规模化养猪场十分普遍，特别是猪

群存在原发性感染（如蓝耳病病毒、猪圆环病毒２型、猪肺

炎支原体）的情况下，一旦有应激因素，就容易发生。

（６）免疫抑制性疾病的危害加重。许多病原微生物均

可诱导机体产生明显的免疫抑制。如猪瘟野毒感染可导

致胸腺萎缩、Ｂ 细胞减少；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ＰＲＲＳＶ）可损伤免疫系统和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肺泡巨

噬细胞是ＰＲＲＳＶ主要的繁殖场所，所以易被破坏；据研

究，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ＰＭＷＳ）病猪确实存在免

疫抑制；猪肺炎支原体感染，淋巴细胞产生抗体的能力下

降，肺泡巨噬细胞对病原的吞噬和清除能力下降，而抑制

性Ｔ细胞的活力增强，导致呼吸道免疫力减弱；猪附红细

胞体感染能致使猪红细胞被大量破坏，导致免役抑制。引

起免疫抑制的因素众多，尤以ＰＲＲＳＶ、ＰＣＶ２、ＰＲＶ、ＳＩＶ
等传染性因素最为重要，但应激、真菌毒素等引起的免疫

抑制也不容忽视。ＰＲＲＳＶ和ＰＣＶ２可侵袭猪的免疫器官

和免疫细胞，使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受到抑制，机体抗病

能力减弱，增加对其他疾病的易感性，这可能是近年来猪

病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

（７）治疗模式改变，病原菌抗药性增加，抗生素疗效降

低。由于疾病进一步复杂化，临床上治疗方式也相应变

化，从单一治疗转为综合治疗，抗病毒或抗细菌药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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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清、球蛋白、中西药物混合使用。长期滥用抗生素，使

一些常见的细菌产生强耐药性，使抗生素的疗效降低，并

造成猪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大量使用抗生素在杀死有害

菌时也杀死有益菌，引起二重感染和内源性感染。因而一

旦发生细菌性传染病，很多抗生素都难以奏效。

（８）猪繁殖障碍性传染病仍是养猪中的主要疫病。引

起猪繁殖障碍性传染病的有猪瘟、猪繁殖和呼吸综合征、

猪圆环病毒２型感染、猪伪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病、猪流行

性乙型脑炎、猪流感、猪布鲁杆菌病、猪衣原体、猪钩端螺

旋体病、附红细胞体病、弓形虫病等。在规模化养猪兴起

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曾提倡建设规模化猪场，因猪源

缺少，到处抢购猪苗，结果导致初产母猪暴发细小病毒病，

造成大批母猪发生流产，经济损失巨大；“流产风”过后，又

陆续发生由猪瘟、猪伪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圆环

病毒２型感染引起的繁殖障碍性疾病。要特别指出，猪瘟

这一古老的疾病，可以引起母猪繁殖障碍为主症的新病。

我国当前以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圆环病毒２型感染、猪

附红细胞体病造成的繁殖障碍最为普遍和严重。特别是

这几种病原发生双重感染，可以引起７０％以上的初产母猪

发生流产、产死胎、弱仔。

（９）慢性疾病。许多慢性疾病虽然死亡率不高，但由

于造成猪生长速度减慢、饲料利用效率降低，并发二次感

染，增加药物和治疗费用等，经济损失极大。据国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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