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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防非路在何方？

中国非瘟趋势与防控措施的时间轴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三
阶段

第四
阶段

2018-2019非
瘟病毒入侵，猪
业地震，防控迷
茫阶段-

2020年猪价高涨
，非瘟横向--防控
有道，“牙医”大

显身手。

2021年猪价下行
，病毒“变异”、

，投
资低迷，养猪灰心

2022年猪价抬头
，养猪复出，病毒
”更疯狂“、百家
争鸣，

非瘟防控策略的演变



       23年非瘟危害的方向：疯狂变异，高速演变

非洲猪瘟防控的新思考

思考问题：
非瘟如此复杂，
为什么中国猪价
如此之低？



       23年非瘟发生的惊雷：老话题重谈—利益驱使



疯狂变化非洲猪瘟病毒演变的新挑战

Ø 基因II型野毒强毒株
Ø 高致病性变异毒株
Ø 低致病性基因缺失变异毒株
Ø 自然基因缺失毒株出现
Ø 基因I型与II型同时出现
Ø 。。。。。。



非洲猪瘟病毒正在积极寻找生存之道

       文章指出，针对我国ASF疫情放缓以
及感染猪出现的低死亡率现象，从主动监
测的样品中分离到1株源自

。经基因组测序发现，
其EP402R基因( )和上游相邻的
EP153R基因(8CR)出现部分缺失，共计
1252bp，导致病毒血吸附特性丧失。



非洲猪瘟病毒正在积极寻找生存之道

       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监测及病原学研究中发现，我国
部分省区出现了低致死率的非洲猪瘟基因II型自然变异
流行株。与最早的分离株HLJ/18相比，2020年分离株
CD2v蛋白编码缺陷， 。选取
4株代表性病毒进行了动物回归试验，其中具有HAD表
型的2株病毒致病力与HLJ/18相当，表现为

。



非洲猪瘟疫情流行
n 两株基因 I 型非洲猪瘟均无血吸附活性;
n 与上世纪葡萄牙的基因I型低致死毒株

NH/P68 和 OURT88/3 高度相似;
n 与欧洲及非洲早期的基因I型强毒株L60和

Benin 97存在较大差异;

2021年6月，山东某猪场一头重约80公斤的育肥猪出现麻痹症
状【p72 基因 qPCR阳性】
哈兽研在山东和河南地区分别分离到了基因I型
非洲猪瘟病毒，两个毒株均为低毒力毒株。

Sun, et al. Sci China Life Sci. 2021.02



SPF猪；注射染毒，28d试验期

第3d起陆续出现间歇性发热；
第11d起3头猪颈、耳部皮肤出现丘疹并发
展为后腹部和全身性丘疹；
第13d陆续出现关节炎，其中2头猪跛行；
感染后28d观察期内所有猪存活。

第3d起陆续出现间歇发热
第13d有3头猪出现皮肤丘疹；
第14d陆续有5头出现关节炎；
第16d一头猪发病死亡，
其余28d观察期内存活；

Sun, et al. Sci China Life Sci. 2021.02

非洲猪瘟疫情流行



口腔拭子、直肠拭子和血液样本
每隔一天

第5d口腔拭
第7d直肠拭子
第7d血液

第 7d血液
第 9d口腔拭子
第 11d直肠拭子

所有猪感染
超过 28d口腔和直肠拭子。

Sun, et al. Sci China Life Sci. 2021.02

非洲猪瘟疫情流行



病死猪显著高于安乐死存活猪；
所有存活猪组织中，脾脏、肺脏、肾上腺、骨
髓和某些淋巴结中病毒DNA载量较高。

Sun, et al. Sci China Life Sci. 2021.02

非洲猪瘟疫情流行



同居感染情况下，28天观察期全
部存活。

第17d一头猪发生关节炎；
第26d出现发热；
第5d口腔拭；第9d直肠拭子；第
15d血液检测到病毒DNA。

第4d先后出现间歇性发热
第25d猪脊背部出现皮下肿块
第9d口腔拭；第13d直肠拭子；
第23d血液；检测到病毒DNA。

同居猪安乐死后组织样品检测发
现， DNA载量
较高。

Sun, et al. Sci China Life Sci. 2021.02

非洲猪瘟疫情流行



非洲猪瘟疫情流行

        我国目前流行的非瘟多毒株同时存在形式
已定，以II型为主。要面对防控:

的问题。

       弱毒株与野毒的最大区别是，感染早期很少有
典型临床症状，这会导致我们很难对低致病性变异
毒株进行早期发现。

野毒强毒感染

低致病性变异毒株感染
Sun, et al. Sci China Life Sci. 2021.02



非洲猪瘟疫情流行最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840.Q.20231214.1117.004

基因Ⅰ型/Ⅱ型自
然重组病毒株



普通班必修课程：防控非洲猪瘟秘籍（猪场生存）
中级班必修课程：防控繁殖障碍性疾病秘籍（繁殖）
高级班必修课程：防控新生仔猪腹泻疾病秘籍（存活）
晋阶班必修课程：高效养猪生产技术秘籍（多赚钱）

                种猪生产性能潜力+最适健康管理—决定未来造肉成本+经济效益              

u 野毒强毒株—变异\低毒毒株并存（阻断ASFV：生存之道）

（健康度—防瘟之道）



n非洲猪瘟病毒变异毒株与野毒强毒临床比对

n非瘟猪瘟病毒I型与II型临床对比

疯狂变化的非洲猪瘟病毒



非洲猪瘟野毒强毒感染疑似病例临床排查

n 开始厌食、呕吐（感染强毒2-3天）

n 然后身体发红（感染强毒2-5天）

n 发烧，体温超过39.5-40度以上

n 母猪流产（感染强毒3-6天）

n 重症：无任何症状突然死亡

n 妊娠母猪突然死亡

n 肥猪大猪突然死亡

n 立即上报！！！【按照农业部要求】



临床症状



厌食 腹泻

出血



• 流产、胎儿水肿、无妊娠日龄特点



非洲猪瘟变异毒株感染疑似病例临床排查

肥猪与保育



非洲猪瘟变异毒株感染疑似病例临床排查



非洲猪瘟变异毒株感染疑似病例临床排查



n非洲猪瘟传播技巧创新

阻断ASFV传播成为巨大难题



非洲猪瘟传播有技巧

Ø 传染源
 感染的软蜱
 感染的猪（家猪、野猪）
 污染的饲料（泔水、猪肉制品）
 污染的设施工具（车辆、人员装备

（衣服、靴子）、注射（手术）
器械）

Ø感染途径
人流
车流
物流
猪流
活物



传染
源进
入点
监测



注意错误思想：

          消毒药一定能发挥作用
【科学使用才是王道】

低温是难题！需要抓住成效！





养猪产业防非现状
p 生猪存栏较少

p 养猪人技术薄弱

p 产业基础较差

p 气候寒冷(成本高？)

p 冬季消毒难

p 外向型输出生猪

p 粮食主产区(优势？)

遇繁至简，恰到好处！



切断传播途径法宝，二十七字战略方针：



东北地区非瘟防控策略（简化版）

Ø 一级消毒：科学正确消毒方式

Ø 二级中转：活猪、物资、相关工具（中转中心）

Ø 三级不碰：改进生产操作流程

Ø 四级风险监测：科学采样、精准监测、风险评估

Ø 五级精准清除：猪场内部以精准清除成功为核心



双向生物安全策略

病原

生物安全
猪场内部(逆向)

猪场外部(正向)
【双向思维，以病为本，内外兼修】



根据ASFV感染源不同，防控措施分类。
高载量攻击[饲料、空气源]

p 全体猪群受攻击易崩群

p 一次性高载量感染易发病

p 猪体生产应激后病原敏感

野毒强毒：
        综合判断、快速清群。
缺失病毒：
        研判效益、择机清群。

低载量攻击[人车物猪]

p 单点或小群发病

p 需要外力驱动感染

p 群体爆发需要时间

野毒强毒：
       早期预警、快速诊断、精准剔除
单缺变异：
       快速测序，抗体引导，精准剔除
双缺变异：
       快速测序，抗体引导，择机清群

【应对策略】



思考：抗病微营养素--提高感染阈值与防御能力

低载量攻击[人车物猪]

p 单点或小群发病

p 需要外力驱动感染

p 群体爆发需要时间

提高猪群防御能力和感
染阈值显得尤为重要，
起到亡羊补牢作用。

抗病微营养素：
ü 抗病毒类：小檗胺、汉防己乙素、车前子等200余种具有抗病毒活性

的中药单体。
ü 免疫增强类：黄芪多糖、黄芪苷、板蓝根、灵芝、蒲公英、鱼腥草、

蜂胶、黄芩等。
ü 微生态类：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等。
ü 。。。。。。



猪体防御与抗病毒、抗应激的关系
新观点：碱性矿物质离子复合物(AMC)饮用水--PH 13

IF 
3.338; 
中科院
农林科
学大类
二区TOP

IF 
10.334; 
中科院医
学大类一
区TOP

IF 
12.822; 
中科院综
合大类二
区TOP



东北地区防非启示：

 启示：提高感染阈值-抗病微营养素。
 感悟： 理念。
 关注：生物安全隔绝病毒、超早期防范预警。
 建议：猪群群体不易过大，适度规模。



u黑吉内先天地理环境优势

u抗非复产技术不是“难题”

u黑吉地区养猪发展未来可期！

u寒区养猪产业痛点--产业水平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