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５３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５１ ／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２８０． ２０１９． １０． ０３

现代化规模猪场猪伪狂犬病防控探讨

李天增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 － １２８０ （２０１９） １０ － ００１５ － ０５　 ［中图分类号］Ｓ８５８． ２８

［摘　 要］ 　 猪伪狂犬病是目前规模猪场主要防控的病毒病之一，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华北地区某现代化规

模猪场，妊娠母猪出现流产现象。 通过发病背景、临床症状及死胎剖解、现场情况、实验室血清学及

病原学检测，此次妊娠母猪流产是由伪狂犬病毒野毒感染所致。 采用优质伪狂犬基因缺失疫苗进

行紧急接种、改善通风、消除贼风引起的应激措施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该措施从猪场的饲养管

理角度并结合疫苗防控来控制疫病，以期为现代化规模猪场伪狂犬病的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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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伪狂犬病是由伪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热性

传染病，给我国养猪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于疫苗的广泛使用，我国猪伪狂犬病得

到了有效的控制。 然而 ２０１１ 年以来由于变异伪狂

犬毒株的广泛流行［１ － ３］，导致猪群 ｇＥ 抗体阳性率

居高不下，给伪狂犬病的防控带来极大的挑战。 目

前伪狂犬的防控策略主要集中在疫苗的选择与免

疫程序的调整上，很少从疫苗防控与猪场管理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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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角度来控制疫病。 现将某现代化规模化猪场

伪狂犬发病及控制过程报道如下，供同行参考。
１　 疾病基本情况

１． １　 发病背景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华北地区某现代化

规模猪场，妊娠母猪出现流产现象。 该猪场基础母

猪 ３５００ 头，总存栏约 ３５０００ 头，采取的是一点式分

阶段饲养；该猪场于 ２０１１ 年完工投产，全封闭猪

舍，采用风机与水帘进行通风降温，水泡粪工艺。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２３ 日，２３ 天时间共计流产 ３１ 窝，

特别是在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后呈现连续分布，每天流产

２ ～ ３ 窝；６ 月至 １１ 月共计流产 ９３ 窝，平均 １５． ５
窝，时间上不呈连续分布。 流产母猪胎次与妊娠天

数的关系见图 １，流产猪只胎次分布在 ０ 胎至 ９ 胎，
妊娠前期占 １１％ 、中期占 ３５％ 、后期占 ５４％ ，猪群

其他阶段没有发现异常。 在 １１ 月下旬分别引入两

批后备猪。 妊娠母猪群按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ＰＲＲＳ）保守疗法进行治疗，饲料投药 ３ 周，没有显

著效果。

图 １　 １２ 月 １ 日 ～ ２３ 日流产母猪妊娠天数与胎次的关系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ｗｓ ｓｕｆｆｅｒｒｅｄ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ｅｃ １ｓｔ ｔｏ ２３ｒｄ， ２０１８．

１． ２　 临床症状及死胎剖解 　 流产母猪体温升高，
直肠温度 ３９． ５ ～ ４０℃，母猪减食、食欲不振。 死胎

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中 Ａ 为流产胎儿中存在褐

色死胎，Ｂ 为死胎前肢轻废水肿，Ｃ 为死胎淋巴结

肿大出血，Ｄ 为胎盘上存在血泡。

图 ２　 死胎情况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ａｄ ｆｅ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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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现场情况 　 妊娠舍为全封闭的猪舍，采取风

机与水帘相结合的通风降温模式。 勘察现场，发现

冬季采取的是横向通风与纵向通风相结合的模式。
横向通风，两个 １８ 寸风机，位置见图 ３，每小时通风

量为 ５４００ × ２ ＝ １０８００ ｍ３ ／ ｈ；纵向风机，间歇式开

启纵向通风的风机一个，位置见图 ３，每 ５ ｍｉｎ 开启

一次，每次开启 ２ ｍｉｎ，每小时通风量为（４４０００ ÷
６０） × （６０ ÷ ５ × ２） ＝ １７６００ ｍ３ ／ ｈ，侧向与纵向通风

每小时合计通风量为 ２８４００ ｍ３ ／ ｈ。 该栋妊娠舍设

计容纳母猪 ５２２ 头，按此设计，冬季通风量为 １０４４０
ｍ３ ／ ｈ，现在实际通风量为需求通风量的 ２． ７２ 倍。
流产母猪限位栏的位置分布在顶吸式进风口的附

近，位置见图 ３，在纵向通风开启 ５０ 风机时，在顶吸

式进风口的位置存在贼风，因为通风模式一样，其
他妊娠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流产的妊娠母猪的

限位栏的位置在顶吸式进风口的周围，见图 ３。

图 ３　 流产母猪限位栏、风机、顶吸式进风口的位置

Ｆｉｇ 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ｄ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ｉｒ ｆａｎ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ｉｎｇ ａｉｒ ｉｎｌｅｔ 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ｓｏｗｓ．

２　 实验室诊断

２． １　 血清学检测　 对妊娠中期、后期、哺乳期的母

猪分别随机采血 １０ 头，流产母猪采血 ９ 头，分离血

清送实验室进行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检测项目为经典

猪瘟、蓝耳、伪狂犬 ｇＥ 抗体。 检测所使用的试剂盒

为 ＩＤＥＸＸ 生产，并将妊娠中期、后期与哺乳期的检

测结果与 １１ 月的监测结果进行比较。 经典猪瘟的

判断标准，阻断率大于等于 ５０％ 判定为阳性，妊娠

中期、后期、哺乳母猪的阳性率分别为 １００％ 、１００％
与 ９０％ ，阻断率的平均值为 ８０． ９％ 、７８． ５％ 与

７７． ８％ ；流产母猪的阳性率为 ８９． ９％ ，平均值为

６８． ９％ ；结果表明经典猪瘟的免疫效果较为理想。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ＰＲＲＳＶ）的 ＥＬＩＳＡ

检测结果见图 ４，Ｓ ／ Ｐ 值判断标准大于等于 ０． ４ 为

阳性，小于 ０． ４ 阴性。 在生产实践中一般认为如果

Ｓ ／ Ｐ 值 ＞ ２． ５ 的比例大于 ２０％ ，猪群 ＰＲＲＳＶ 可能处

于不稳定状态。 从 １２ 月份的检测结果来看，妊娠

母猪中期、后期及哺乳母猪的 Ｓ ／ Ｐ 值并没有出现明

显波动，与 １１ 月份结果比较，Ｓ ／ Ｐ 值 ＞ ２． ５ 的个体

没有，也说明蓝耳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是流产

母猪的 Ｓ ／ Ｐ 值与其他母猪相比升高，平均值为２． ０，
离散度为 ２５％ ，Ｓ ／ Ｐ 值 ＞ ２． ０ 占 ５６％ ，Ｓ ／ Ｐ 值 ＞ ２． ５
占 ２２％ ，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

图 ４　 蓝耳病 ＥＬＩＳＡ 检测 Ｓ ／ Ｐ 结果比较

Ｆｉｇ ４　 ＰＲＲＳ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ｔｉｔｅｒｓ （Ｓ ／ 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ＥＬＩＳＡ

伪狂犬 ｇＥ 抗体的 ＥＬＩＳＡ 检测结果见图 ５，Ｓ ／ Ｎ
值判断标准小于 ０． ６ 为阳性，妊娠中期、后期与哺

乳期 １２ 月份的 Ｓ ／ Ｎ 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３８、０．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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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０． ４９７，阳性率分别为 ７０％ 、６０％ 与 ６０％ ，与 １１
月相比妊娠中期与后期的阳性率明显提高。 流产

母猪的 Ｓ ／ Ｎ 值为 ０． ３９，与 １１ 月及 １２ 月份其他结果

相比最低，阳性率 ７８％为最高。 血清学结果显示猪

伪狂犬病不稳定。
２． ２　 核酸检测 　 对流产胎儿采样送检，每窝至少

采集 ５ 头胎儿样品，混样，主要采集肺脏、胸腺，共
计采集 ２ 窝，送实验室做 ＰＣＲ 检测，项目为经典猪

瘟、蓝耳病、圆环病毒 ２ 型与伪狂犬。 检测结果见

表 １，猪瘟病毒、蓝耳病病毒、圆环病毒 ２ 型的 ＰＣＲ
结果为阴性，伪狂犬病毒野毒在 １ 号样品的肺脏与

胸腺混样中为阳性，说明此次流产是由伪狂犬病毒

野毒感染引起的。

图 ５　 伪狂犬 ｇＥ 抗体 ＥＬＩＳＡ 结果

Ｆｉｇ 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ｇＥ －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ｔｉｔｅｒｓ （Ｓ ／ 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ＥＬＩＳＡ

表 １　 经典猪瘟、蓝耳病、伪狂犬与圆环病毒 ２ 型 ＰＣＲ 检测结果

Ｔａｂ １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 ＰＲＲＳＶ，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ｖｉ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ｃｉｒｃｏｖｉｒｕｓ －２ ＰＣ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检测项目　 　
样品　 　 　 　 　 　 　 　

猪瘟病毒 蓝耳病病毒

疫苗株 野毒株 ＮＡＤＣ３０ 经典株 变异株
伪狂太野毒 圆环病毒 ２ 型

肺
１ － － － － － ＋ －

２ － － － － － － －

胸腺
１ － － － － － ＋ －

２ － － － － － － －

３　 防治措施

该场此次妊娠母猪流产数超过预警值，虽然临

床症状及病理剖解变化不典型，但是实验室血清学

与病原学检测结果都显示由伪狂犬病毒野毒感染

引起。 伪狂犬 ｇＥ 抗体 １２ 月份与 １１ 月正常抽样监

测结果 ｇＥ 抗体阳性率显著升高，阳性率由 ４７％ 升

至 ６３％ ，流产母猪的 ｇＥ 抗体阳性最高达 ７８％ ，同
时流产胎儿肺脏与胸腺混样，伪狂犬野毒核酸检测

阳性。 蓝耳病 １２ 月份与 １１ 月份正常抽样监测结

果显示，并没有发现异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

态。 但是，流产母猪蓝耳病 Ｓ ／ Ｐ 值突然升高，Ｓ ／ Ｐ
值 ＞２． ０ 占 ５６％，Ｓ ／ Ｐ 值 ＞ ２． ５ 占 ２２％，均值为 ２． ０，
离散度为 ２５％ ，导致这种反差出现的原因，可能是

母猪流产后，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导致体内潜伏的

蓝耳病病毒变得活跃，因为该场常年做蓝耳病疫苗

的免疫，流产母猪 Ｓ ／ Ｐ 值的异常，是由疫苗毒引起

还是野毒引起，目前不清楚。

另外，流产母猪的限位栏的位置分布于顶吸式

进风口的周围，间歇式纵向通风模式开启时不仅有

贼风，而且实际通风量是猪只需求量的 ２． ７２ 倍，严
重通风过量。 因此，建议该场采取两方面措施，一
方面给种猪紧急接种优质伪狂犬基因缺失疫苗，接
种 ２ 次间隔 ４ 周，每次 ２ｍＬ；另一方面，根据猪只的

实际通风需求进行通风换气，冬季只用横向通风模

式，关闭纵向风机，并检修顶吸式进风口。 在采取

措施 ２ 周后母猪群逐渐平稳。
４　 讨论与结论

通过临床观察、病理剖解、血清学和病原学检

测，最后确诊为本次妊娠母猪流产数量超过平均水

平是由伪狂犬病毒野毒感染引起。 该猪场在 ２０１８
年的 ５ 月份也发生了一次妊娠母猪流产的现象，经
实验室诊断确诊为猪伪狂犬病，采取措施后，猪群

逐渐恢复正常。 伪狂犬病毒一旦感染呈现终身带

毒，病毒处于潜伏状态时不表现症状也不排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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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活化的诱因往往是应激所致，如引种、贼风、激素

的变化等。 现场勘察发现，该猪场为全封闭式猪

场，根据在大型猪场多年的工作经验，合理的通风

对猪群的健康至关重要。 妊娠母猪舍内实际通风

量为需求量的 ２． ７２ 倍，舍内通风过量导致在顶吸

式进风口的周围形成贼风，而避免贼风所形成的应

激是猪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次流产母猪限

位栏的位置有个共同特点，即在顶吸式进风口的周

围。 在纵向通风模式开启时，顶吸式进风口的位置

存在贼风，妊娠母猪长时间的处在贼风所形成的应

激环境下，可能是伪狂犬病毒活化的诱因［４ － ５］。 从

理论上讲疱疹病毒感染所产生抗体水平较低［６］，该
场一直使用伪狂犬基因缺失疫苗进行免疫，据刘青

芸报道同样的免疫程序，用弱毒活疫苗免疫产生中

和抗体的滴度显著低于弱毒疫苗与灭活疫苗的组

合免疫所产生的抗体滴度［７］，因此，建议在猪群稳

定后，种猪采取弱毒苗与灭活疫苗相结合的免疫程

序，普免，每季度免疫一次，一季度与三季度为基因

缺失弱毒疫苗，二季度与四季度为灭活疫苗。
在猪场管理过程中，影响生产成绩的因素众

多，这些因素以传染病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管理

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疾病，如何通过疫苗或者生物

安全来控制，却忽略管理细节的缺位，这些通常是

疾病的诱因。 因此，在猪伪狂犬病防控的过程中不

仅要重视疫苗免疫，还要重视猪场管理的细节，如
严格的灭鼠、引入后备猪的驯化、减少各种应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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