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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耳病的监测及净化》



提 纲

• 蓝耳病的监测更新

• 蓝耳病的净化探讨



n 猪场高度生物安全措施：包括空气过滤、清群、部分清群、消毒等。

n 疫苗免疫：经典毒株、变异株、活苗/灭活苗？

n 血清人工驯化：后备猪

n 蓝耳病封群净化：抗原、抗体双阴性

n 饲养管理新模式：多点饲养？（ASFV后一体化）、分胎次饲养

n 公猪精液

n 中药、抗蓝耳病毒的药物、抗生素等控制病毒增殖复制或继发感染

n 后备猪！

n 猪流的管理！

n ……

个性化方案：一场一策！



•过去的分类方法：4类

•PRRSV净化场

•蓝耳阳性稳定场

•蓝耳阳性不稳定场

•蓝耳发病场

（一）了解最新PRRS的分类等级

Age PCR ELISA
Sow母猪 POS阳 POS阳
Birth出生 POS阳 POS阳
Wean断奶 POS阳 POS阳

Age PCR ELISA
Sow母猪 Neg阴 POS阳
Birth出生 Neg阴 POS阳
Wean断奶 POS阳 POS阳

Age PCR ELISA
Sow母猪 Neg阴 Neg阴
Birth出生 Neg阴 Neg阴
Wean断奶 Neg阴 Neg阴

Age PCR ELISA
Sow母猪 Neg阴 POS阳
Birth出生 Neg阴 POS阳
Wean断奶 Neg阴 POS阳

阳性不稳定场发病场

阳性稳定场 阴性场

自己场属于哪个等级？

一、猪蓝耳病的监测

--Holtkamp, D.J. et al. Terminology for Classifying Swine Herds by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Status. J. Swine Health Prod. 2011, 19, 44-56.



最新的蓝耳病感染状态的划分方法

--Holtkamp, D.J.; Torremorell, M.; Corzo, C.A.; Linhares, D.C.L.; Almeida, M.N.; Yeske, P.; Polson, 
D.D.; Becton, L.; Snel, H. Proposed Modifications to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Herd Classification. J. Swine Health Prod. 2021,29,10.

•现在的分类方法：6类
•蓝耳阳性不稳定场（高流行率）1A

•蓝耳阳性不稳定场（低流行率）1B

•蓝耳阳性稳定场（使用疫苗，2vx）

•蓝耳阳性稳定场（不使用疫苗，2）

•趋于阴性（3）

•PRRSV净化场（4）



• 新的分类系统(Holtkamp等，2021)与以前系统相比进行了重要更新(Holtjamp等，2011)，

• 包括：

• 将阳性不稳定分为高流行率(1A)和低流行率(1B)。这反映了当流行率降低时，PRRSv对生产力的影响显著降低

(Osemeke等，2021)。

• 除了阳性稳定(2)外，还增加了使用疫苗的阳性稳定(2vx)。通过持续使用减毒活疫苗对对种猪群PRRSv进行控制，而

不是净化。当种猪群受到PRRS野毒感染时，处于2vx状态的种猪群比阴性种猪群在生产方面受到的影响更小。

• 此外，新的分类系统还包含了基于猪群的群体采样方法（处理液、家族口腔液等）。与每次采30或60份血清的血清采

样相比，新的采样方法由于实用性、成本更低和更高的猪群敏感性，北美的猪群也采用了这些新的采样方法。

自己场属于哪个等级？



--Holtkamp, D.J.; Torremorell, M.; Corzo, C.A.; Linhares, D.C.L.; Almeida, M.N.; Yeske, P.; Polson, 
D.D.; Becton, L.; Snel, H. Proposed Modifications to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Herd Classification. J. Swine Health Prod. 2021,29,10.





• 统计分析猪场4年的生产数据并

与PRRSv等级进行匹配。

PRRSv等级不同，生产水平也

存在差异。

• 生产水平随着猪场PRRSv等级

的提升而提高。

PRRSv等级与繁殖性能相关

*过渡期：猪群PRRSv爆发后的第11周至猪群提升到1B等级。
*不同的上角标a、b、c代表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a=.05)。
*SE:PRRSv各等级对应生产参数标准误差（等级划分参考美国猪兽医协会2.0版本）



（二）了解PRRSV的危害及每个关联指标

• 临床数据：减食/母猪配怀不吃料的数据

• 生产数据：

• 母猪繁殖障碍：流产，如配种周流产率2%以上

• 新生仔猪损失数

• 仔猪呼吸道症状：保育猪日死亡率0.1%以上或断奶-出栏成活率

• 母猪死亡率

• 继发细菌感染情况：

• 日增重降低，料肉比提高

• 药费？

• 免疫抑制……

用于预警！



临床和生产预警

• 一个阴性场，如何早发现？

• 利用生产数据预警

Silva et al., 2017. Monitoring breeding herd production data to detect PRRSV outbreaks. Prev Vet Med.

• 流产数量
• 母猪配怀两周后，不吃料的数据
• 断奶前的检测数据

• 能检测的数据（与确诊检测数据一致）

• 流产比检测到PRRRSV爆发至少早1-4周
• 母猪配怀不吃料的数据和流产相同，最好



Ø 大多数猪场PRRSV爆发后，其生产参数随之变化。

Ø 最敏感的参数指示：配种两周后食欲不振母猪的数量及流产数量。

Ø 较为敏感的参数指标：（有部分延迟）断奶前仔猪死亡率和新生仔

猪损失数（木乃伊胎、死胎）。

• 鉴于大多数猪群不会每天进行诊断监控，因此生产数据是对诊断监控的良好补充和完善，管理人员监控猪群状态并发

现与疾病爆发相关的警示信号（如，迅速上升的流产率，或断奶仔猪数量的下降)。

• 注：不同猪群的生产力变化有差异。如，疾病爆发时的群体免疫力及PRRSV毒力等因素均对爆发后生产的变化起重要作

用。这也是建议同时持续监测多个指标参数的原因。



• 临床和生产数据：早期发现疫情

• PRRSV的排毒量与多种参数存在较强的关联；

• 如母猪采食量、流产数、分娩率、新生仔猪损失数、断奶前死亡率及断奶仔猪数；

• 在生长育肥阶段，与采食量、平均日增重、死亡率及抗生素的使用量等几乎所有的生产

参数有关。

• 对于PRRSV阴性猪群，越早发现疾病爆发，兽医可越早制定相应策略，损失越少！



分组 CT值

Low 低CT值 ＜27

Medium中CT值 ≥27，＜34

High 高CT值 ≥34，＜37

Negative阴性 ≥37

Trevisan, Robbins, et al., 2020 JSHAP

分组 保育死亡率差异 P值

低比中 3.28% ＜.0001

低比高 3.99% ＜.0001

低比阴性 3.97% ＜.0001

中比高 0.70% ＜.0001

中比阴性 0.69% ＜.0001

高比阴性 -0.01% 0.9993

表明：睾丸浸出液CT值越低，保育死亡率越高！

PRRSV早期感染影响保育育肥死淘率

预估保育发病率后，提前介入预防和治疗！



n 以前：血清或处理液

n PCR检测：母猪（流产） 、出生仔猪（产房弱仔或断尾的浸出液）、断奶弱仔猪、后备猪

n ELISA检测：母猪（流产） 、出生仔猪（产房弱仔或断尾浸出液） 、断奶弱仔猪、后备猪

（三）PRRSV常态化监测

采样方法及方案要正确！且省钱！

1. 临床和生产数据：早期发现疫情

2. 个体检测：血清样本、咽拭子、舌尖渗出液

(TTF)

3. 群体检测：

• 仔猪处理液(PF)

• 家族口腔液(FOF)

• 声音监测：如Sound Talks

• 空气采集器

现在：



处理液 (PF)
家族口腔液FOF

舌尖液TTF

口腔拭子



口腔液采集



睾丸浸出液采集

-Courtesy of Iowa State University



n 后备猪进群检测分析说明（依然可以用血清）

Age PCR ELISA 说明 备注

后备 Neg阴- POS阳+ 没有带入新病毒 最佳

后备 Neg阴- Neg阴- 没有任何抵抗力 新进群后备猪可能被感染导致不稳定

后备 POS阳+ Neg阴- 新病毒进入 可能导致原来母猪群不稳定

后备 POS阳+ POS阳+ 新病毒进入 可能导致原来母猪群不稳定



n 断奶弱仔检测结果释义（放养还是一体化？）

日龄 PCR检测 ELISA 说明 备注

断奶弱仔 Neg阴- POS阳+
没有带入新病毒进入

保育舍
多数场状态，最佳

断奶弱仔 Neg阴- Neg阴- 没有任何抵抗力
生物安全好的场最佳！

进入保育舍后可能被感染导致保育猪发病

断奶弱仔 POS阳+ 带着病毒进入保育舍
导致保育舍不稳定

母猪问题导致

断奶弱仔 POS阳+ 带着病毒进入保育舍
可能导致原来母猪群不稳定

母猪问题导致



• 血液：早年，血液是监控猪群PRRSV的唯一样本类型。现在依然是金标准。

• 睾丸处理液(PF)：猪群的一种方法。是一种能够高效监控数100头以上5日龄内仔猪的合体样本。

• 家族口腔液(FOF）：适用于断奶期仔猪，反映了断奶期窝水平PRRSV的活跃度。

• 口腔液(OF)：适用于断奶后任意阶段猪群，包括母猪和公猪。

• 舌尖液(TTF)：最近研究。可作为适用于任何阶段死亡猪只的目标样本。

• 脐带？

• 咽拭子：公猪？
• AI咳嗽监控？空气采集器？

• 鉴于大多数猪群不会每天进行诊断监控，因此生产数据是对诊断监控的良好补充和完善，允许管理人员监控猪群

状态并发现与疾病爆发相关的警示信号（如，迅速上升的流产率，或断奶仔猪数量的下降)。



• 右侧图引自猪疾病报告系统，该系统收集并统计了美
国5个兽医诊断实验室（爱荷华、明尼苏达、南达科他
州、堪萨斯州和俄亥俄州)的诊断数据。

• 2008年口腔液样本出现前，血清样本（约50%）和
组织样本(38%)占主导。

• 2012年：逐渐出现可替代样品类型，包括口腔液和血
拭子。

• 2017年：处理液(PF)出现，并且迅速成为主导的样本
类型（63%）。

PRRSV检测样本的演变

• 表明：

• 血清和口腔液(OF)仍被用于：
• 确认断奶阶段仔猪的PRRSv状态
• 进行测序

• 当考虑到所有猪群阶段时，口腔液依然是占
主导的样本类型。口腔液经常用于监控生长

-育肥和后备猪猪的PRRSv状态。



• 适合于任何年龄的死猪。

• 优点：

• 实用、简单、便宜、质量好的样品测序（干净且低CT值），在不

进行阉割的农场中的替代方案，无创，福利友好，非常有针对性

的样品。

• 缺点：

• 仍然以“个体”为基础，基于死产和断奶前死亡率，可以获得足

够的样本。与匹配的血清PCR相比，更实用，但灵敏度略低。

• 如果PCR阳性，等同于样本年龄组中病毒有传播。

• 如果死胎呈阳性，则表明妊娠母猪病毒循环导致垂直传播。

舌尖液(TTF)



处理液（PF）：适合于2-5日龄仔猪

• 优点：单元水平检测敏感度高，简单且实用，已成为“新的常态化

监测样本类型”，还可以用于血清学检测(ELISA)和PCR检测。

• 需注意：不适用于如二代测序等，3-5日龄仔猪或无法代表整个猪

群或分娩-断奶阶段猪群PRRSv状态。处理液的高敏感度来源于睾

丸组织、血液和淋巴液。

• ELISA阳性结果代表感染过PRRSv或存在母源抗体。

• PCR阳性结果代表在出生阶段有病毒传播。

• 处理液很适用于PRRSv监控。当周监测连续获得阴性结果时，建

议在断奶年龄段进行一次检测来确认阴性状态。



• 所有年龄组，舌尖液中普遍检测到PRRSV的

RNA，

• 所有年龄组，血清样本中也检测到 PRRSV 

RNA。

• 此外，当来自同一组的血清样本测试 PRRSV 

RNA阴性时，在舌尖没有检测到PRRSV的

RNA。

• 结果表明：舌尖液具有潜在的诊断价值。

• 但舌尖液的平均Ct值在数值上低于新生仔猪血

清样本的平均Ct值，这可能是因为舌尖来自动

物尸体，更有可能携带PRRSV。

三个商业养殖场中按样本类型和年龄组进行

的蓝耳RNA检测方法比对



家族口腔液（FOF）:适合断奶前

• 优点：

• 对整个猪舍的敏感度高；简单、实用，可用于血清学检测(ELISA
）和高级分子检测（PCR）。

• 对比血清来说，当达到同样的置信区间时，其需要的样本量要少
得多。

• 需注意：
• 由于家族口腔液是用于确认断奶窝的阴性状态，它通常会达到很

高的CT值（大于30）所以通常是不适用与高级分子学检测（例如
二代测序)。结果是以窝为单位（而不是个体动物为单位)。结果并
不总是与处理液监控的结果一致。

• 结果可以说明：

• ELISA检测结果阳性代表暴露于蓝耳病毒中
• PCR检测结果阳性代表着断奶阶段有病毒传播



• 数据来源于72份相对应的家族口腔液和每窝中所有仔猪

的血清。

• 每一份家族口腔液和血清都进行了独立的rRT-PCR检测

蓝耳病毒RNA。每次当家族口腔液结果呈阴性时，该窝

中的仔猪也没有病毒血症。

• 这也意味着家族口腔液的特异性是100%。即：家族口腔

液的检测结果不会出现假阳性。家族口腔液PCR结果呈阳

性时也就代表着该窝中有带病毒血症的仔猪。

• 当每窝中1-2头仔猪带有病毒血症时，检测出蓝耳病毒的

概率是50%。当

• 每窝中有3头以上带病毒血症时，检测出蓝耳病毒的概率

是100%。

家族口腔液（FOF）：检测断奶仔猪蓝耳病毒时具有较高的猪群敏感
度



• 检测蓝耳病毒时，家族口腔液不如处理液实用、有效。

• 与血清或血液擦拭子检测个体猪只来说，家族口腔液更

简单且有效。

• 如，当在蓝耳病毒流行率为1%时，需240份血清样本

或30份家族口腔液样本进行检测。如果将这30份家族

口腔液按照1：10的比例合样，只需做3个PCR检测。

• 窝与窝之间、栏位之间和猪舍之间的病毒活跃度具有很大的差异。
• 须随着时间推移和地理位置进行重复采样。即：当用一次采样结果来推断其他猪舍、整个种群或未来几周后的结果时要谨慎一些。
• 蓝耳病毒的流行率是很多变的，并且能在猪群不同的空间中进行改变。



FOF和处理液符合率80%！

• 按周采样的处理液（来自约135,936头仔猪的257个样本）与家族口腔液样本（来自

约26,400头仔猪的2400个样本）之间，检测出蓝耳病毒RNA的总体一致性。

• 不管是按周采样或是按猪舍采样进行比对，处理液和家
族口腔液的PCR结果（阳性或阴性）的一致性都很高，
但又不总是对应的。

• 原因：
• 当采集处理液(2-5日龄)和采集家族口腔液（断奶年龄)

时，可能会在猪群间/栏位间/猪舍间造成蓝耳病毒的传
播。

• 即：处理液对于监控2-5日龄仔猪是一个实用且准确的
方法。

• 当PCR结果开始转阴时，有必要通过家族口腔液采样来
证实断奶仔猪的蓝耳状态。

• 处理液大部分代表着公仔猪（睾丸组织）而
家族口腔液可能果完全包含一窝甲所有仔猪
的口腔液。

• 处理液代表着猪的身体中存在病毒血症和病
毒，而家族口腔液是监测病毒排毒至环境中
。



• PRRSv的FOF窝阳性时，针对不同的流

行率，所需样本采集量(95%置信区间)

• 如：当流行率在≥3%时，为了至少检

测到1份阳性样品(95%置信区

间)，至少采集90份血清样本或

10份家族口腔液样本。

FOF



三个商业养殖场中按样本类型和年龄组进行

的蓝耳RNA检测方法比对

• 血清

• 舌尖液

• 处理液

• 家族口腔液

• 各有优缺点！依据不同情况采

取不同方法！实用、省钱！高

效！



血清、舌尖渗出液、处理液和家族口腔液样

本在种猪群PRRSV监测中的主要特点对比

• 血清检测固然是好的检测方法

• 但需要样本量较大（如120+）

• 时间与检测成本高



某集团PRRSV监测方案（60个产床）

猪只阶段 采样节点 监测样本 数量 合样要求

分娩阶段 产房

死胎舌尖液 TTF 8份/单元 4合1

仔猪去势处理液 PF 8份/单元 4合1

家族口腔液 FOF 8份/单元 单检

妊娠阶段
流产母猪 咽拭子 全检 5合1

发烧不吃/少食 咽拭子 全检 5合1

XX公司采样方案：为什么没有血清了？



Tonni, et. Al.  (2023). PRRS Monitoring by Processing Fluids on Italian Swine 
Breeding Farms. Animals : an open access journal from MDPI, 13(12)

25个猪群中有18个猪场的蓝耳分类状态一致

• 每3周收集一次仔猪处理液（3-4日龄）并随机选择30头断奶前仔猪
的血液样本（约28日龄）。处理液样本每10-15窝合并1份检测，而
血清样本由5头仔猪合并1份检测。

• 两种监测方案在区分不稳定（I-A或I-B）和稳定（II）猪
群方面始终一致，

• 在区分不稳定I-A或I-B时，有差异，处理液相对于血清的
敏感性为67%（组内特异性分别为77%和75%）。

• 处理液在流行病学稳定时期非常

有用，因为与血液采样相比，处

理液具有更高的群体敏感性。

• 在蓝耳阳性不稳定场，建议联合

使用处理液和血清。





• PRRSV阳性窝中部分仔猪呈阳性。然而，最常见的

情况是窝内仅存在少数病毒血症猪只，尤其当流行

率低时。大部分仔猪血清PRRSV核酸呈阴性。

• 从操作角度来看，当流行率低时意味着需要更大的

血清样本量。因此不够高效。

• 家族口腔液(FOF)可以更加高效地检测病毒，且能减

少PCR反应次数。

• 在12个分娩-断奶场进行横断面研究，从23个分娩舍中挑选422窝并采集所有仔猪

的血清样本(n=4510)，进行PCR检测。一共检测出112窝阳性。

• 血清样本检测为金标准：结果最准确，是多种基础和高级检测诊断的高质量样本。

• 但在低流行率的群体中，需要较大的样本量(120+)，时间与检测成本较高。

种猪群中PRRSV病毒血症的仔猪数量血清样本检测

家族口腔液FOF



关于测序样品

• 当Ct值低于32时，可以获得可靠的测序结果

(ORF5）。

• 对于全基因组测序，Ct值应低于28。



• 除了高病毒载量（低ct值）外，

还需要良好的样品质量才能获得

可重现的测序结果。

• 比较了口腔液和舌尖，显示舌尖

的质量始终高于口腔液。



• 优点：

• 实用，便宜；作为检测PRRSv的良好方法；从家族口腔液

阳性窝中识别阳性猪的替代方法。

• 注意：

• 仍然是基于“个体"的监控。与匹配的血清PCR相比更实用

，但灵敏度较低。不用于血清学。

口腔拭子监测



• 年龄组：所有年龄段。

• 优点：空气中存在环境病毒的良好证据。与OF(更大

的合并样本)有良好的相关性。总病毒载量（即

qPCR)以及培养物的病毒定量分析通常用于确定和

量化病毒的存在和传染性。

• 缺点：空气样本中病毒的检测取决于产生的气溶胶类

型（即依赖于病原体）、采样和使用的分析方法。某

些采样方法（即冲击、干燥、过滤）以及气流、采样

时间和天气条件（即紫外线、温度和RH%)可能会影

响空气中病原体的病毒检测和传染性。价格高！

空气收集器

• 获得成功的空气采样结果的关键是了解特定病原体产生的气溶胶类型并将其与最合适的空气采样方法相匹配。

• 通过对呼吸道临床体征的声音监测指示的区域进行目标空气采样，增加了病原体检测和病原体监测的机会。

• 空气样本中存在病毒的示例。Andersen级联撞击器从受感
染场所内受感染动物产生的气溶胶中检测到的按粒径分布的
空气中病毒RNA浓度分布。



（四）确定蓝耳病的防控目标



二、蓝耳病净化探讨

• 一部法律；

• 六个指导意见：绿色发展、现代种业、农业转型升级、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猪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疫病净化工作

• 若干计划方案、技术指南、技术规范

国家对疾病净化的政策支撑



• 基因变异：血清型（PRRSV-1，PRRSV-2），亚型多

• 感染宿主谱窄（猪），体内外细胞偏嗜强，猪肺泡巨噬细胞(PAM)；

• 感染PAMs，损伤免疫系统，导致炎性因子风暴；

• 免疫抑制，猪体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弱；

• 病毒抗体依赖增强作用(ADE)，非中和抗体和低水平中和抗体促进病毒逃逸；

• 病毒持续感染，引起长时间病毒血症(>4w)；

• 亚临床感染猪扁桃体和淋巴结持续带毒排毒数月。

病原的生物学特性

PRRSV可以自清除！



猪场蓝耳病管理的核心点

• 选址：

• 尽量减少后备猪进群次数（自循环）：6个月或更长时间闭群管理检测隔离，免疫驯化

• 控制猪场内部猪群流动管理：

• 分点生产？，全进全出，分胎次、批次化生产：

• 免疫管理：疫苗选择及免疫程序（不稳定时连续2次免疫+免疫后8周内所生仔猪需转出）

• 后备猪血清或疫苗驯化：

• 生物安全：清群+部分清群，控制寄养，病弱猪处理，针头管理等

• 空气过滤？

• 实验室监测：系统的采样方案和跟进检测计划

• 抗生素或中药等……



• 但能维持多久？净化后维持1.6年以上具有效益

• 周边环境

• 空气过滤？

• 现场管理？……

• 蓝耳病的控制及净化方法是成熟的。难！如何预防蓝耳病病毒的再次

感染是困难的！



生产兽医和兽医总监的责任就是要最大程度地降低疾病经济影响！

n 群体生产条件下，不仅仅是治病、不死猪。

n 多数情况下是基于经济影响分析从而做出控制决策。

n 兽医要学会与生产沟通！

n 兽医要懂一些财务知识

n 兽医要懂生产管理！



Ø 后备猪管理最关键！！！

1、严格管控后备猪进群

Ø 后备猪隔离驯化舍（疫苗、血清均可）

Ø 引种及进群进行检测！保证不带病毒！

Ø 疫苗驯化：活病毒/活疫苗2次免疫或活疫苗+灭活疫苗免疫

Ø 抗生素、中药等减少复制



• 基因变异：血清型（PRRSV-1，PRRSV-2），亚型多

• 感染宿主谱窄（猪），体内外细胞偏嗜强，猪肺泡巨噬细胞(PAM)；

• 感染PAMs，损伤免疫系统，导致炎性因子风暴；

• 免疫抑制，猪体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弱；

• 病毒抗体依赖增强作用(ADE)，非中和抗体和低水平中和抗体促进病毒逃逸；

• 病毒持续感染，引起长时间病毒血症(>4w)；

• 亚临床感染猪扁桃体和淋巴结持续带毒排毒数月。

病原的生物学特性



2、做好猪流管理

Ø做好猪流管理：不随意

混群！全进全出！



• 保育育肥一体化场

• 后备猪：PRRSV阳性—活疫苗2次

• 保育育肥舍：空置

• 分期、分批、进集团内部不同

批次的断奶猪只

• 蓝耳波动、细菌混合感染

某集团保育育肥一体化猪场



• 疫苗免疫：活疫苗(不同毒株)、活疫苗+灭活疫苗

• 强调“做好”免疫：免疫与做好免疫

3、疫苗免疫



4、后备猪血清驯化

• 自家血清：200-500个病

毒粒子（活病毒）

• 自制标准曲线：ct值与

TCID50的关系



2种稳定母猪群的蓝耳活毒暴露方法的恢复稳定时间及疾病损失比较



目标 监测指标 标准

TTBP 回到基准生产水平
-断奶前仔猪死亡率；

-母猪繁殖性能指标；

产房成活率及母猪繁殖性能恢复

到爆发前水平；

TTNP

（TTS）
生产阴性仔猪

-仔猪睾丸液的抗原检测；

-断奶仔猪血清的抗原检测；

-断奶日龄的仔猪间隔4周检测1次，

连续4次（连续90天）保持阴性；



• 母猪群发生PRRS后，用弱毒苗控制比用全群野毒接种控制，总体经济损失更小。
• 使用疫苗，TTBP更短一些：可以更快的恢复到基准生产水平；
• 使用血清，TTNP更短一些：可以更快的生产阴性仔猪；

(DCL linhares et al. 2018)



• 如果用弱毒苗免疫，能快速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合格周断奶仔猪数），但是要生产出阴性断奶仔猪需要的时间长
• 如果使用血清感染，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需要的时间长，但是能快速生产阴性断奶仔猪





正常生产 PRRSV净化

生产力

  基础母猪存栏 4964 4825

  LSY 2.46 2.09

  窝均活产 12.8 11.45

  年活产仔猪 156306 115549

  断奶前死亡率 12.00% 17.86%

  窝均断奶 11.26 9.41

  窝均年断奶仔猪 137549 94892

  年断奶仔猪 27.71 19.67

收入

  每头断奶仔猪价值（￥/头猪） ￥1,500.00 ￥1,800.00

  收入（￥/年） ￥206,323,500.00 ￥170,805,600.00

成本

  每头断奶仔猪成本（￥/头猪） ￥478.70 ￥619.75

  畜禽成本 ￥119.26 ￥141.97

  饲料成本 ￥180.02 ￥247.32

  动保成本 ￥52.31 ￥73.43

  直接人工 ￥41.67 ￥49.61

  电燃修杂费 ￥27.52 ￥32.76

  资产折旧 ￥46.59 ￥55.46

  死亡损失 ￥11.32 ￥19.20

总成本 ￥65,844,278.63 ￥58,809,317.00

净利润（￥/年） ￥140,479,221.37 ￥83,528,683.00

  净利润（￥/基础母猪） ￥28,299.60 ￥17,311.64

  净利润（￥/断奶仔猪） ￥1,021.30 ￥880.25

封群成本

  封群时间 8个月

  年更新率 45%

  后备母猪缺口 1489

  后备母猪缺口断奶仔猪 16766 

  矫正损失断奶仔猪 8479

  矫正损失断奶仔猪利润（￥/年） ￥8,659,629.06

动保成本

  全场母猪 ￥148,920.00

  断奶仔猪 ￥2,063,235.00

  药物增加成本 ￥246,000.00
机会损失

  种猪价值 ￥52,268,000.00

PRRSV阴性猪场年增值 ￥54,726,155.00
转阳种猪损失 ￥36,058,960.00
疫情损失利润（矫正） ￥90,946,263.37

损失核算

5000头母猪场一次PRRS损失



• 结果发现类NADC30毒株CHsx1401置换HP-
PRRSV毒株JXwn06的Nsp2后会刺激更强的
免疫反应（炎症反应），病毒血症会更快地被
清除、组织中的病毒载量也相对最低，

• 反之类NADC30毒株的nsp2诱导免疫反
应（炎症反应）的能力相比HP-PRRSV更
弱，可以不被机体的免疫反应识别，更为“狡
猾”地隐藏起来（sneaky nature）

NADC30毒株更难控制



5、高度重视猪舍的环控管理

• 中猪阶段猪的生长速度最快，单位时间内需要大量的氧气和营养物质。

• 在通风不良，氧分压低的环境下，会引起机体的一系列代偿活动和功能障碍（呼吸系统，循

环系统，血液，神经系统，组织细胞），给机体加重负担，在此环境下机体免疫力下降，极

易发生疾病。

• 保证良好的通风换气也就是在保健。

• 对当前的楼房及密闭猪舍，通风最重要！

能做到吗？



引自华中农业大学周锐、黎璐教授-高浓度氨气可以激活潜伏感染状态的APP

• 一水合氨(NH3·H2O)诱导猪气管上皮细胞和

肺泡巨噬细胞硝酸盐合成酶NOS2的表达及

硝酸盐的产生；

• 一水合氨和硝酸盐都能抑制APP生物被膜形

成，并促进APP生长。

APP growth APP biofilm formation



• 6、抗生素及中药

• 可以适度降低病毒血症；

• 控制继发感染；

• ……



猪场蓝耳病管理的核心点

• 选址：

• 尽量减少后备猪进群次数（自循环）：6个月或更长时间闭群管理检测隔离，免疫驯化

• 控制猪场内部猪群流动管理：

• 分点生产？，全进全出，分胎次、批次化生产：

• 免疫管理：疫苗选择及免疫程序（不稳定时连续2次免疫+免疫后8周内所生仔猪需转出）

• 后备猪血清或疫苗驯化：

• 生物安全：清群+部分清群，控制寄养，病弱猪处理，针头管理等

• 空气过滤？

• 实验室监测：系统的采样方案和跟进检测计划

• 抗生素或中药等……



蓝耳病净化前后效益分析

--引自某集团2022年分享数据

指标 蓝耳感染期 蓝耳净化后 生产提高 经济效益（元）

返情数（头/周） 7.4 4.3 3.1头/周 1434.71

流产数（头/周） 3.9 3.7 0.2头/周 123.42

空怀数（头/周） 7.3 2.8 4.5头/周 3471.07

死亡数（头/周） 5.9 5.9

落地损失（每窝） 12.2% 8.7% 215.25

断奶前死亡数（每批次） 10.1% 10.4%



• 蓝耳感染期 ，下游育肥成本为

18.39元/公斤，蓝耳病净化后 ，

下游育肥成本为15.87元/公斤，一

头标猪  ( 120公斤)  ，出栏成本降

低302元/头猪。

--引自某集团2022年分享数据

蓝耳病净化前后效益分析



--引自牧原三十年开放日



n “Our doubts are traitors and make us lose the good we oft 

might win by fearing to attempt”.   

n 疑惑是一种背叛，使我们遇事畏缩，输掉本可赢得的好与善。

重学习！懂改变！强执行！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