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猪瘟及主要猪病的防控和净化

卫秀余   
                                   研究员

                                   执业兽医师

上海市奉贤兽医研究所

诊断准确，循证防治；

流调溯源，系统防控。



主要内容

1、非洲猪瘟净化的关键点和生物安全漏洞。

2、蓝耳病净化的主要途径和效果评估。

3、猪流行性腹泻净化的关键点和误区。

4、如何破解“13周龄墙”。

5、小结。



1、非洲猪瘟净化的关键点和生物安全漏洞。
直接接触是非洲猪瘟的主要传播途径





Ø但是非洲猪瘟在我国的流行现状与常识不一致，为什么？

1、带毒猪进入屠宰环节，环境污染严重。

2、猪血浆粉等屠宰副产品大量使用于水产或家禽饲料中，造成饲料
加工设备的污染。

3、抗体阳性种猪或苗猪的交易。

4、消毒不彻底包括高温维持时间、药物质量等，残留病毒或变成了
弱毒。

5、异常猪不及时检测。

6、人为投毒。



7、人员进出通道脏区与净区隔断不严格。

8、忽视不同区域安全级别划分的意义，把低风险区域的
人员按照高风险层层加码管理，结果适得其反。

9、猪场老鼠、苍蝇、蚊子、风机的机械性传播。

10、饲料车辆进入生产区卸料。

11、销售淘汰母猪不走销售肥猪通道。

12、拉猪车一天内多次往返。



Ø 非洲猪瘟疫苗的前景如何？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Ø 益生菌或中药产品能否预防或治疗非洲猪瘟？
u答案：有一定的效果，但不能寄希望于它！

ü益生菌通过保护粘膜的完整性和提升粘膜免疫功能，可以提高机
体的感染阈值；但是不能完全阻止感染。

ü中药产品通过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来间接地杀死病原体，但不能
直接杀死病毒。药物停用了依然会感染。

u现有的所谓有效的报告都没有提供最基本的攻毒试验结果！



基础研究证实：黏膜免疫功能与非瘟发病的相关性。



Ø非洲猪瘟净化的关键点：

ü非洲猪瘟以直接接触传播为主，所以生物安全措施仍然是目前最有

效的防控手段。

ü饲料污染、人为投毒、消毒不彻底和抗体阳性猪的流动是不容忽视

的生物安全漏洞。

ü实践证明非洲猪瘟的带毒生产是失败的，因此无论毒力强弱、“拔

牙”是目前唯一的复产手段。

ü非洲猪瘟疫苗研发任重道远。



2、蓝耳病净化的主要途径和效果评估。

Ø蓝耳病防控的难点：

l阴性场：如果不免疫，很难维持3年以上时间。

l阳性场：现有防控方案很难持续维持稳定生产。

ü弱毒疫苗免疫：初期效果显著，但2-3年后问题重现。

ü传统灭活苗免疫：除非与弱毒疫苗联合免疫，否则效果很差。

ü药物防控：用药时症状明显减轻，但停药后又易复发。



Ø药物防控为什么容易复发？

ü大环内脂类药物可以抑制或杀死感染细胞内的蓝
耳病毒，而细胞外的病毒仍然存在。

ü中、短链脂肪酸或溶菌酶可以抑制或杀死细胞外
的蓝耳病毒，但细胞内的病毒仍然在复制繁殖。

u解决方案：同时使用药物和脂肪酸（或溶菌酶）；
但是投入产出比呢？





Ø蓝耳病防控的要点和趋势......

ü控制传染源：种猪不排毒，精液不带毒。

ü切断传播途径：分点饲养，后备种猪驯化，全进全出等。

ü减少易感猪：疫苗免疫，药物防控等。

问题是如何做到种猪不排毒，精液不带毒？

u活疫苗肯定无法做到。

u药物同样不能做到。

u只有具有细胞免疫功能的灭活疫苗才有希望……





Ø 蓝耳病净化的途径和评估方法

l主要净化途径：

ü清群/复养，重新引进阴性种猪。操作简单但投资大、周期长。

                      新建场应该选择该途径。

ü封群，让病毒自然消亡。对猪场管理要求高，对生产影响较大、
周期较长。

ü中国式净化之路——免疫净化，新型灭活疫苗的研发提供了基础
的工具。操作简单，不增加投资，对生产没有影响、仅需严格执
行全进全出的生产流程。



Ø净化效果的评估方法:
ü每月二次收集脐带血，检测蓝耳病毒核酸；评估胎盘传播状况。

ü每月二次收集阉割液，检测蓝耳病毒核酸；评估母-仔传播状况。

ü每月二次采集60日龄左右保育猪口腔液，检测蓝耳病毒核酸；评
估断奶仔猪水平传播状况。

u上述三类样品连续3个月蓝耳病毒核酸全部阴性，然后随机采集
母猪和上市肥猪血样、检测蓝耳病N蛋白抗体全部阴性；可以判
定为净化成功。



3、猪流行性腹泻净化的关键点和误区。

为什么规模猪场会反复发生猪流行性腹泻？

Ø现有的PCR检测方法不能区分野毒和疫苗毒，容易误诊。

Ø母猪临产前普遍使用活疫苗，存在环境污染现象。

Ø误诊后加大活疫苗使用量或强毒返饲，造成恶性循环。

Ø部分猪场把强毒返饲作为后备种猪驯化的程序，造成猪场环境的
污染。



Ø 猪流行性腹泻的真像



Ø 感染猪排毒时间是有限的



Ø 但PEDV在粪水中可以存活9个月！（2015年研究）



Ø 猪场中猪流行性腹泻的易感群体不是哺乳仔猪
ü断奶仔猪：母源抗体消失，主动免疫没有形成。

ü育肥猪：主动免疫没有形成，与外界有接触机会。

ü后备种猪：母源抗体消失，常规疫苗接种很难产生粘膜免疫。

ü经产种猪：曾经感染或返饲过，或经过多次穴位接种疫苗，产生
了粘膜免疫能力。

ü哺乳仔猪：有母源抗体保护。



• S/p≧4.0   免疫合格，可保护仔猪到断奶后1-2W

• 4 S/p≧3.5  免疫保护临界值，可保护仔猪到断奶（ 3W），但加强免疫

抗体还会上升。（中和抗体约为512）

• 3.5 S/p≧3   可保护仔猪10d-2W，建议加强免疫（中和抗体约为256）

• 3  S/p≧2     保护力不强，保护仔猪1-2w， 需要加强免疫

• S/p≧0.3, 抗体阳性

说明1：产前母猪群血清中达到很好的免疫保护水平时，判断其实际的免疫保护作用时，还需要
考虑如下4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判：①母猪的奶水质量、奶水是否充足； ②产房温湿度的高低； 
③产房空气质量及卫生情况; ④ 当母猪群PRRSV不稳定时，相应的保护标准值S/p至少要提高0.5

Ø现行的所有免疫方案都只能给仔猪提供被动保护
（母猪血清IgG；湖南农大余兴龙老师)

说明2：疫苗效检是免疫仔猪，中和抗体达到32倍为合格。而母猪的中和抗体为32倍时，对一周以
内的仔猪无明显的保护作用。母猪的中和抗体达到256时，对仔猪并不能提供完全的免疫保护（G 
Jang  Vet Microbiol, 2019 ,  朱利塞等. 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 2021）

说明3：不同的试剂盒，S/p相同，保护水平可能相差极大，不能相互套用此标准



Ø 引起仔猪腹泻的常见原因
Ø 细菌感染：大肠杆菌、魏氏梭菌等。

Ø 病毒感染：伪狂犬、流行性腹泻、传染性胃肠炎、蓝耳
病等。

Ø 寄生虫感染：球虫等。

Ø 毒素中毒：呕吐毒素、黄曲霉毒素等。

Ø 营养因素：无乳或母乳中含有母体转化来的脂肪等。

Ø 环境问题：冷应激对胃肠道的刺激等。



   如果单纯是哺乳仔猪的腹泻：请参考《养猪》2011年第3期



Ø  仔猪腹泻防控的关键点：

1、在母猪临产前40天和20天分别在交巢穴注射优质的病毒性腹泻联苗。

2、1-3胎母猪临产前30天注射大肠杆菌和魏氏梭菌联苗；

      或母猪产前产后各1周饲料中添加复方阿莫西林或益生菌；

      或仔猪1日龄和7日龄各注射1次长效头孢氨苄或口服益生菌。

3、仔猪3-5日龄口服抗球虫药。

4、母猪饲料添加对呕吐毒素有效的霉菌毒素吸附剂。

5、选用优质伪狂犬疫苗母猪1年4次普免。

6、保持种猪群的蓝耳病阴性或稳定。

7、保持产房温暖和干燥。



4、如何破解“13周龄墙”。

Ø形成13周龄墙的主要原因：

ü许多细菌性疫病的母源抗体在60日龄后逐渐消失。

ü内源性疫病在保育阶段免疫失败：

u蓝耳病。

u圆环病毒病，许多疫苗不能阻止亚临床感染。

u肺炎支原体。

u伪狂犬。

ü转入育肥舍时，环境温度等没有衔接好。

ü育肥猪舍没有做到全进全出。







Ø 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对不同年龄段1000多份样品PCV2血清学调查结果

（阻断值）

阳

阴



2-3周龄免疫某品牌圆环病毒苗后抗体检测结果证实了免疫失败！



伪狂犬免疫失败：育肥猪感染率上升



Ø 破解“13周龄墙”之道
ü重视母猪的蓝耳病、圆环病毒2型、肺炎支原体和伪狂犬疫苗免疫，切断
母-仔间的病毒传播；定期采集脐带血、阉割液等样品预测疫病风险。

ü做好母猪产前、产后的药物保健，减少母-仔间的细菌传播。

ü制定科学的首免日龄，做好肺炎支原体、蓝耳病、圆环病毒和伪狂犬等
疫苗的首免及二免工作；定期采血做好日常的免疫评估工作。

ü转入育肥舍后连续4周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泰妙菌素（或泰万菌素）和复
方阿莫西林，抑制或杀灭胞内劳森菌、肺炎支原体、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和链球菌等病原菌。

ü平衡好冬季猪舍空气质量与保温的矛盾，重视夏季猪舍的通风降温工作。

ü注意饲料营养和霉菌毒素的防控。



母-仔胎盘传播的危害



　
出栏重

（公斤）
初  重
（公斤）

增  重
（公斤）

日增重（公
斤）

饲养时间
（天）

重度亚临床感染 140 7 133 0.72 185
轻度亚临床感染 140 7 133 0.77 172
      无感染 150 14 136 0.85 160
  感染率很低 134 7 127 0.79375 160

无感染或者亚临床感染程度不同，生产成绩差别极大

圆环病毒亚临床感染对生产成绩的影响
湖南农大余兴龙老师提供



无PCV-2感染或感染率低与重度亚临床感染的比较

　
日增重

（公斤）
日增重

（公斤）
日增重差
（公斤）

饲养时
间（天）

出栏重差
（公斤）

无感染 0.85 0.72 0.13 160 20.8

感染率低 0.794 0.72 0.074 160 11.84

无PCV-2感染或感染率低与轻度亚临床感染的比较

　
日增重

（公斤）
日增重

（公斤）
日增重差
（公斤）

饲养时间
（天）

出栏重差
（公斤）

无感染 0.85 0.77 0.08 160 12.8

感染率低 0.794 0.77 0.024 160 3.84

根据前述的生产成绩，假设断奶后到出栏养160天，计算圆环病毒
不同感染猪群的利润

专业技能



Ø PRRS、PCV2和Mh是PRDC的主要原发病原



Ø 肺炎支原体与圆环病毒的首免时间选择



Ø 圆蓝混注为什么能成功？



小              结

1、不断完善的生物安全措施是目前净化非洲猪瘟的唯一途径，疫苗研发任重

道远。

2、蓝耳病净化是发展趋势，免疫净化是最佳选择。

3、基于防控非洲猪瘟的生物安全措施，同样可以防控流行性腹泻、猪瘟、口

蹄疫等外源性疫病。

4、为了切断母-仔间的疫病传播，母猪的蓝耳病、圆环病毒2型、肺炎支原体

和伪狂犬免疫必须加强，产前、产后药物保健也是必须的。

5、定期采集脐带血、阉割液、口腔液、弱仔和病死猪淋巴结等样品预测疫病

风险，定期采集免疫后血清评估免疫效果。

6、善待员工，确保以上各项措施的完整执行。











谢谢！
              欢迎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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