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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据农业却畜牧兽医司的统÷部署和具体要求，在省夥}l业爹-，÷‘．

帮门‘的直接领导粕美钚下：兰埠县畜驶兽蠡站于197§：年和1989绰；：
二次在全县范围内开雇≯畜禽疫病普查工作。雾碉重点调查t和面上‘

调查相结合，既往调查与现状调查相结合；血清学普查和l晦．床诊断、j：

相结合的办法◆接疫病普查酶妻录基本查清了我县畜禽瘴病的种_．

类．、分布、危害和流行情况羼萁现狄{旌涎基础王；编号避《荨鬻景毒’、-j
禽疫病志‘》6． 二．。‘·。：：．气‘蔓曩：；．．i、。1、‘、，．| ．

一’趸病急》比被釜面她总绪亍兰坪真40年来畜禽凄病防治：菽疹 ．

，：推广、试验示范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色‘是我县畜懊兽医蓼沓冬员在‘-
毙的领导下和全县人民_道开庭看禽疲病防治I王j作的墓謇记零．：令．
书凝结着全县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的心血名． ‘。．．-一： ’．

‘．：’

，‘《病志》分概况和畜禽疫病与防治两大部份-j编入兰坪县主要畜

‘；禽疫病和中毒病共92种事其中猪病25种、禽病111种、牛病20种一一．’

羊病18种、．马病9种、犬病2种、中毒病’≯．种’。j i-：·
‘

。·

+在编写过程-中，曾受怒江身}畜牧兽医站高级兽医师叶卫的指I
·‘7导，县蓄牧兽甚站业务技术人员的大力曼持以及：：；已退体的王祖兴、，-．

、|’：杨运春医师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j．，jt'’：，一’ ：：， √。

0由于编者酌患想和业务水平有限，时间短促j谬误之处在所难i、’．

‘l≯擘弩’I一．’o．j．≤I．毒．I’||’‘I 1|o．I



例

一≮本志根据中央农业部(i986)农牧字笫．58号《关于开展全国

。畜禽疫病普查的通知》及‘云南省畜牧局<87)云牧医字’第27号文件

．《关于开展畜禽疫病普查的通知》，的精神”按照农业部局发文件
(1 98"9)农(牧场)字第237．号《关于，印发(畜禽疫病志)编写～录和提

纲的通知》要求进行编。写。2。‘ ，．’’

、

，’
’·．

”

．．三、遵照4历史客观事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采

+， 取横排纵写，求近舍远jj详今略古的方法，重点突出疫病发生和流行．

⋯的规律，临床症一状一的特点，以：及舫制<治)!工作申．的经验。⋯～ ■：

·：’．，’，三、疫病的最早记载为历史档．案中最早的记载时间，无历史资

料记载的疫病，其发病情况和临床症状等都为‘当时从事畜牧兽医技‘’
：术人员的口碑，并经反复核实。7 ． 0 一

’四、对病原。学上E证实，但还未发现临床症状的疫病都按疫病

．感染记述+。 ．一：·～ ．．

一 1

7五、统：计数．字，除专业统计数外；都是县有1关单位的统计数字。．‘
． 上限’是民国·：8年(1：919年>，下恨为1990牟。。_?，+√‘=．．-；．-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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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教育培训⋯⋯⋯⋯．．．⋯·：一⋯·?一?“⋯⋯·⋯·：．．!b。；?_⋯⋯⋯⋯。?”!⋯。?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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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畜禽疫病的流行特点及分布规律⋯⋯·■··⋯⋯：一⋯¨-。一‘_”：⋯■⋯一_7．．¨L(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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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II"．．．⋯一⋯⋯_一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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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t-． ．r、_ 一 _I：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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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猪的传染病和主要寄生虫病～

第．一节’‘猪’．瘟．．
‘

．’，

● ‘

PESTISUUM 二 。’． ?
i

’

’
1；，

_’ ‘ ，’

．’猪瘟又称猪霍乱(holeraswinefevver简称SF)，俗称烂肠瘟，．是一种急性、发热、高度：

接触性的传染病，以出现全身败血症及消化道炎症变化为其特征，病原为猪瘟病毒：本病

流行广、传播快、死亡率高、常给养猪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 ． j
?t

。 ，本病最初于19．33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发现，以后逐渐蔓延到世界的许多国家。目前已!

宣布消灭猪瘟的有芬兰、丹麦、瑞典等12个国家。 ． 。。．
．

’

由于猪瘟在世界上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巴黎国际兽医局的国际卫生法规，将猪瘟列

入A类16种法定的传染病之一，是国际检疫的对象。
‘

在我国不知何时发生，便民图纂(1502’年)有医治猪瘟的药方i但当时所说的猪瘟是

否确定是猪瘟已无法考证。 ．． ，
．。

．r、 i．

一、流行概况 ’，。

。

’

．‘一 ．．．

、 猪瘟在我县发生的最早记载是1952年，但在民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就有发生和流．

行。在当时缺医无药的情况下，经济损失惨重。据我县沿江一线的老人回忆：民国时期，猪

‘．瘟发病死亡情况极其严重，尸骸遍野，厩栏空空的现象屡有发生。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旋i使猪瘟病的发生和流行逐步减少。尽

管如此，由于客观上的具体问题，多年来，本病同样严重威胁着我县养猪业的发展。在历史

上发生了三次大的流行：第一次是建立畜牧兽医站以前，因无专门组织机构，缺乏技术人：

员j无法开展防疫注射工作。猪瘟发病多，死亡率高。。1956年；全县共发病3500头，死亡．

3250头，致死率达92．86％．；第二次是1974年因使用南京生物药品厂生产的疫苗，据当事．

人讲：疫苗从南京运到昆明后，在飞机场暴晒，2小时，再加当由于因我县冷链体荼未建立健

全，严重影响疫苗质量。疫苗注射后未产生免疫力+，致使全县j8个乡(镇)98；个村发生猪瘟

流行，全年共死亡11660头，占上年末存栏数的17％；其中石登、营盘2个乡(镇)死亡

6400头，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三次是八十年代初，因农村集市贸易开放；活畜禽和畜、

、禽产品流动频繁，又出现一次猪瘟发病高潮；1983年全县有．8个乡(镇≥_的32个村发病+．

、，、4039’头，发病率为5．1％，死亡3353头，致死率达83％；1984年全县8个乡(镇’)的42个‘

! 村发病2358头，发病率为．3％，死亡2292’头。致死率为97．2％。三次大流行共死亡生猪

20621头’，经济损失达上百万元。猪瘟病历年发病情况见表l：
’

‘一’ +’ j
⋯’

．

～
j



兰坪县猪瘟历年发病情况统计表
表1 ．‘

、

·．，单位：头％

、 发 病’
死亡

．年， 份． 致死率
．乡。 数 ．村1．’数．’ 头 数+ 头数

‘，
·

? ‘，

‘

1952—56 2 5 3500 ’3250 92．86

：

1957 ． 2 ’‘? 2 4-

． 240 110 45．8
． √

’

●

．1958 2
”

2
’

‘440 ．190
。

43．2
?

●

r．， i95，9一．： ； 1． - ．4、 470． ．i70 36．2
●～

_，

●

’●

_●

1963 ‘一’ 1
、

4 ’+ 110
。

73． ．66．4
、

●

i． 19．6．4 一、。 ．． 8 2
’

300
●

1965
一

8 65 1060

’

．i974 · 8 j ．．98 11660

1977 8 26 889

1978 1． 48 1836 940 ： 51．2
， ，

●-

． 1979 j 8 、 5 3417 2622 76．7
‘

z

1981 8 + 52 238’ 220 92．4；
‘ ．

’ ●

．1 、

：。一1983．、。 。’8’ ： ：32 一4039、1 3353 ：： 83
一

二二 ’

●

。
，。 ●．‘^ 。

?
‘‘f t，

r+

‘’198'4’，
⋯

8 ’+． 42
、’

2358 2292 97．2
j ． √

● ， 一+

0

’． 1985一， 8 ．

‘

38 1892 1724
、

91．1

‘’：1986一一 一 8 。如
”

．2005
，●

●

? 1987 ． ．．8 ·． 78 4278 3808
7

89
’

、
● ． ● -‘

‘

c“ 1．988．．． +8 38 ．．4807，． 3958 82．3
： j

-．

1 989’： ：_·8。’ 48 4337 3548 8I．8‘

～
十

+●

1990 8． 89 l；56 。1333 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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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行特点．

1、地区分布：本病是我县的常见传染病，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发病j

地区不断扩大。目前全县的8个乡(镇)的98个村(办事处)都有本病的发生和流行。’

．2、季节分布：本病常年可发生，我县一年出现2次发病死亡高峰，第一次是二、三、四

月份，第二次是七、／＼月份。春秋二季预防未满双月不进行注射的小猪发病多，母猪发病
●

，

少。 ·

-3、流行形式：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因防疫密度低，冷链体系未建立等多种原因，使、

、很多地区呈地方性流行。八十年代，注射密度显著提高，县、乡冷链体系基本建空，本病基

本趋于平稳，呈零星散发。。

三、流行环节 ·

i、传染源：病猪是主要的传染源，有些病猪康复后24一--57天仍有保存病毒和排毒现’。

象，有的实验表明，康复猪带毒长达10个月之久。 。．
．。

j

2、传播途径：主要是消化道，近年研究认为扁桃体或呼吸道也是重要门户，凡饲料、饮

水：厩舍、土壤及用具被猪的分泌物和排泄物污染后极易传播本病o，

3、易感动物：在自然条件下，本病仅感染猪，有时野猪也可感染，其它动物只能在猪瘟。

流行期作为媒介，间接传播病源。 ～．

四、流行因素
‘

1、牲畜集市传播 由于农贸市场开放，生猪交易频繁，有些病猪上市进行交易扩散了

病源，增加了感染的机会。农村群众因从集市上购圊病猪而引起本户本村猪发病的事例极
』

多j ．．。 j

·‘2、肉食及尸体传播我县因肉食品检验手段差，有些猪瘟病猪的猪肉同样上’市出售．。

有的乱宰病猪食用而引起猪瘟流行；如中排乡怒夺村鸡夺罗社，是我县最边远的小山村，

至今还无牲畜通道，是最好的天然隔离区。．1989年因山货药材商，从中排带进·块病死猪

。肉食用后引起全村暴发猪瘟病，全村32头猪死亡2l头。
‘’

‘

+3、甄防注射密度低，疫苗保管运输不善，不按操作规程注射等等原因而引起猪瘟病的

发生和流行的情况在五十到六十年代比较突出。．．

4、有些地区养猪无厩增加了病猪和健康猪接触的机会。有的山区和半山区的群众还

有放牧猪的习惯，污染了放牧场所，造成病源扩散而传播本病。 ．I

5、县城机关有的家属用集体食堂和饭店的泔水喂猪，也往往引起本病的传播。

五、临床表现 √

7本病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发病时往往里最急性或急性经过，特别是未打过预防针面暴

。发猪瘟的新疫区更为突出。八十年代以来，多数猪瘟呈慢性经过，病程较长，有的被误诊为

其它疫病而注射解热药的猪则病程更长’。．主要表现为：极度消瘦，精神萎顿，后肢无力．，行

走不稳：腹部紧缩，食欲变化无常，注射解热止痛药后有食欲，停止注射时食欲消失；喜饮

冷水，有时腹泻，病程7一--20天。
’’

：‘
．

_ ‘ ：

六、诊： 断 ．’’
，·

、

根据临床症状和药物治疗等情况一般可作出初步诊断。
。

七、防治情况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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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对猪瘟病的防治工作从1952年开始，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加强了对本病防治

工作的领导，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旎，防疫密度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1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 一，

i 一

‘

1952年～1956年注射猪瘟结晶紫疫苗；5年共注射3500头。 ．

‘ ，
’

1957年～1963年注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 ，
、·

～
’1964年～1973年注射猪瘟兔化弱毒冻干苗； 、 ．+、

1974年注射南京生物药品厂生产的猪瘟兔化弱毒冻干苗； 、 一I．

． r975年开始使用猪瘟、猪肺疫、猪丹毒三联苗，猪瘟、猪肺疫二联苗。 一，。
‘+

防疫范围：五十年代主要在疫区及周围地区注射，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重点在坝区、乡(镇)周围及交通沿线。八十年代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
‘

防疫办法：五十至六十年代采用春季一次突击注射，七十年代采用春秋两季突击注

．’射。每次预防时间在20一30天左右。 ，

’

1982年开始在生猪交易市场进行检疫补针，在两季预防中漏注和不满双月的小猪可

在此得到补注。i985年"-'1990年共补针注射89034头(次)。历年猪瘟免疫接种情况见表

210-’·
’-”、。：

●一

兰坪县历年猪瘟免疫接种统计表
表2 一、 ．

单位：头％

＼，要。 免 免

●

髯＼‘ 疫．． 一．疫 免 ．曩
：． ’＼目 乡‘ ，．‘’’村’÷

、 疫 密1

、度．＼ 、(镇) 数． 。：’ 数 +度

1952—56 ’3500

1957 1800 4．17

。

1958 ‘4550’
‘

9．8．‘

．1959： j 、3210 ．6．8 ‘．

’

-1960 ，3000 ’6．3

1961，
。l ‘

^。

， 334 ／j 0．79 j

1962、 ‘’848， ．

7

1．76

1963 2892 5．7

1964． 一

。

’、，．
7910 ‘．14．2

’

‘J

㈠
1965 11740 19．1

1969 13895 ’24．2

‘1971‘、‘ 8 一。．． 7l 。，‘13575 ． 21．1

1972 8 76’ 21421 ．’ 32．5．

1973 ．8 。、82 ·t 28806 42

1974． 8 95‘ 26120’ 39

1975 8
·

91 29278．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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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一- ’‘免
‘

免 免 ．．．

免

雩＼‘一 疫 疫 ‘

疫’
：：疫．

， ．＼目 参、 ，
村

．． 、数 ·’ ．。、．．密。

度＼ ． (镇) 数 ’’’孱：0
1976～‘一一 8 92 ·33323 。．47．、1_

1977 8
—

99 ．39324 56．5

1978 8．+ 99
．

87527
。

66．．3

1979 、8 101 88683 70．5
：

．’
1980 8． 84‘ 52852’ 76．4

●

1981’ 8 10l 71185 ．46．2·

；．’1982 8 ． 101．
’7

93475 59：7、
●

1983 8+ 102 一，’ 94904 。一 。60．5 。。

．，．1984 ． 8． 102；，‘ 96740 。 52．4

1985 8 102． 128931 ．62．75

1986 8 102 143338‘ 72．75 ．

1987 8 102 145929 ZO．95

1988 8 103 — 162448。． 75．6。

、 1989 8 1-04． 214746 90：9

1990· ～，、 8 ·104 ·． 227556 ， ．．· 93．

’。第二节t猪流行性腹泻
．‘ DorcineEpi矗micDiarneasuum

猪流行性腹泻是由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e)，冠状病毒属(Corpnaviu．s)的猪流行性

腹泻病毒(PorcineEdemiDiarrneavirus)引起的一种猪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以病猪排出恶

臭水样粪便，呕吐和脱水为特征。 一．‘．

本病在国内外仅有十多年的发病流行史。、在我国，i982年餐效军兽医大学从急性腹

-泻的病猪审j分离出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并研制出荧光抗体诊断液。召前国内夕卜对本病尚无

有效的免疫预防和治疗方法。 ．

“

我省历史上曾把猪流行性腹泻和猪传染性肠胃炎混同记载。1985‘年经病原学和荧光

‘抗体鉴别诊断，才证实本病在我省存在。、?
。

i．。‘ ：1

一、病 ．‘原、
。+

”

．

由云南省兽医总站和昆明军事医学研究所观察研究证实其病原具有冠状病毒属的全

一部形态和特征。一， ，·，，一

‘ ’

二、流行概况 ．

_· 二’
。

’

本病1"983年冬季在拉并、金顶、通甸三个乡(镇)发生和流行，当时认为是猪痢疾或其

?’． ．：69．



一它一般肠胃炎而未引起重视。直到i988年全县8个乡．(镇)都有本病发生,xC仔猪造成一

定的危害，才逐步引起重视。 ：

；据4年统计(1983、1988、1989、1990)，全县8个乡(镇)64个村发生本病。共发病2329

头，死亡274头i致死率为11．7％。
‘

．+ o

三、流行特点 。
．

‘

，．

1、不同年龄性别品种的猪均可感染本病，小猪及架子猪发病多。
、

2：有明显的季节性，以冬末春初发病为主，即12月份至第2年3月。在发病季节中气

候骤变时发病多。 ．

．3、本病发病率高死亡率低。如县城门诊赵学惠+1991．年3～5月份治疗县级机关家属

病猪81头。治愈率达100％。．．

4r、易感动物是猪，未发现其它动物感染二 ．’

『： 四、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j．．，．

病猪初期排稀粪，随后排出恶臭、灰色水样粪便，多数病猪食欲减退，少数病猪食欲废

绝，精神沉郁，体温一般正常。病猪耐有发生呕吐，病程5—7天，大猪一般能不治而金，小

猪护理治疗不及时死亡率较高。 。 ， ，
一

‘

五、诊．·‘断．， i

．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特点等可作出．初诊。 。．：·

六、防 治t
‘

．。，

?。
，

发病季节加强猪的饲养管理，厩干食饱，发现病猪及早隔离i病猪用过的饲槽尾具应

用20％的石灰乳消毒后才能使用。治疗可用氯霉素、黄连素、穿一C-莲、庆大枚素和磺胺类

药物。 二

’

第三节‘．j猪传染性胃肠炎
1．TransmissinieGastroenteritisinigs ：

“

．

：

●

猪传染性j胃肠炎是曲冠状病毒科(Coronavirus)的猪传染性病毒(Thevivusoft-

nansmissidlegastroentisofswhe)感染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性肠道传染病，以呕吐i排灰色

或黄色水样稀粪，脱水为特征。． ，‘
。

1933年在美国依里诺州就有这种情况的报道，我国在最近20年来相继有报道。1979

年以来，经生物学和荧光抗体交叉试验，证明我国分离的华毒株、齐毒株为传染性胃肠炎

病毒。
。

’

’I+

，．据文献记载，猪流行性腹泻和猪传染性肠胃炎分别由冠状病毒科和冠状病毒属的猪

流行性腹泻病毒和冠状病毒科的猪传染性病毒两种病毒引起的两种猪的高度接触性髓道

传染病。1983年以来我县发现的这种猪的传染病有的说是流行性腹泻，有的又说是传染

性胃肠炎，众说纷云，从全县各地发生的情况来看，其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症状等基本相

似，因此要作出正确结论，有待于从病原学上作进二步调查。从流行情况看，多数人的意

见，认为在我县流行的是流行性腹泻。 7．
’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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