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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寻求科学的解决猪病的混合感染问题。[ 方法] 分析近几年猪病的流行特点, 归纳出几种常见的混合感染 , 探讨混合感染
对临床诊断的影响, 分析其科学原理。[ 结果] 应采取综合防制 , 包括: 搞好科学的免疫工作; 从各方面减少病原微生物积累与传播 , 尽量
减少应激因子 , 增强猪体抵抗力等。[ 结论] 该文为解决猪病的混合感染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猪病 ; 混合感染 ;诊断
中图分类号  S858 .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 36 - 11847 - 02

Effect of Mixed Infectionof Swine Diseases on Clinical Diagnosis
XU Di-ping et al  ( Institute of Ani 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Hu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Wuhan ,Hubei 430064)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look for solutions for swine disease mixed infection .Inthe paper the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swine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was ,several common mixed i nfections were introduced ,the effect of mixed i nfection on clinical diagnosis was explored ,and its scientific
principle was discussed .It is essential to i mplement comprehensive control measures ,including i mplementing scientific i mmunity work ,reducing the accu-
mulation and dissemi nation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fromevery aspect ,reduce stress factors as possible and strengthentheresistance of swi ne ,etc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olution of swi ne disease mixed infection was provi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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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养殖数量不断增

多, 动物疫病尤其是传染病日趋复杂, 病谱逐渐扩大 , 形成多

种疾病并存的混合感染甚至出现多种病毒性疫病与多种细

菌性疫病交叉感染的病例, 而一般疫病则以多种表现形式混

沌模糊的局面出现。这无疑增加了临床诊断的难度。其主

要原因是混合感染病例在临床诊断时不能仅凭临床表现及

病理变化就作出判断, 而是要进行实验室诊断并且是对多种

可能的病原同时进行检测, 还要对检测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判

断才能确诊。笔者对近年来猪病的流行情况进行了初步分

析, 归纳出几种常见的混合感染 , 找出主导的病因, 分析其科

学原理 , 以探询其解决方法。

1  当前猪病的流行特点

1 .1 老疫病仍存在 随着集约化、规模化养猪业的发展、市

场经济的建立、流通渠道的增多 , 导致一些已控制的传染病 ,

又重新抬头, 呈扩散之势。

1 .2 新疫病不断增多  近年来 , 我国养猪业发展迅速, 从国

内、外引进种猪的品种和数量增多, 由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

段, 致使如猪繁殖—呼吸综合征( PRRS) 、猪增生性肠炎病

( PPE) 、猪断奶后多系统衰竭综合征( PMWS) 等疾病传入我

国。目前虽在部分地区出现 , 但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 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

1 .3  多病原混合感染 现在猪发生疾病多为多病原混合感

染, 如仔猪腹泻 , 通常是仔猪黄痢、白痢、猪传染性胃肠炎、猪

流行性腹泻等疾病混合感染及环境影响引起。这种多病原

的混合感染 , 给诊断和防治带来困难, 要求诊断必须分清主

次, 将现场检验与实验室检验进行综合分析, 才能作出正确

诊断。

1 .4  繁殖障碍综合征普遍存在  由不同病原引起的猪繁殖

障碍综合征普遍存在, 已证实与该综合征有关的疫病有30

种以上。当前危害较大的有日本乙型脑炎、猪细小病毒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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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V) 、猪繁殖—呼吸综合征( PRRS) 、猪伪狂犬病( PR) 、衣原

体、弓形体等疫病。

1 .5  猪呼吸道病日益突出 养猪工作者普遍认为保育仔猪

和生长猪呼吸道病日益严重且不易控制。猪场猪呼吸道病

严重应考虑 PR、PRRS、PMWS、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喘气病

等疾病的感染。饲养管理的失误和环境的恶化也能致使呼

吸道病日益突出。

1 .6  某些细菌病和寄生虫病危害加重 随着集约化养猪场

的增多和养猪规模不断扩大, 污染变得更加严重, 细菌性疾

病和寄生虫病明显增多。如大肠杆菌病、猪链球菌病、猪附

红细胞体病、小袋纤毛虫、疥螨感染等疾病, 其中不少病原广

泛存在于养猪环境中 , 通过多种途径传播。这些环境性病原

微生物已成为养猪场常见病原, 可随时引发多种疾病。

1 .7  免疫抑制性疫病危害逐渐加大  免疫抑制性疫病除了

直接危害畜体外, 还造成机体免疫抑制 , 引起疫苗接种反应

增强, 副作用增大, 并使免疫失败。当前常见的免疫抑制性

疫病有猪繁殖—呼吸综合征( PRRS) 、猪圆环病毒( PCV) 、猪

流行性感冒( SI) 、PMWS 等。

1 .8  营养代谢病和中毒性疾病增多  饲料配合不当或储备

存放过长、营养损失、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缺乏引起营养代

谢病发生。霉菌与霉菌毒素、农药中毒、添加过量痢菌净、硫

酸新霉素等药物以及灭鼠药等引起的中毒性疾病发生。

1 .9  饲养方式及环境对某些疫病的影响  当前集约化猪场

的母猪多采用限位饲养, 导致肢蹄病、生殖道病、皮肤病等疫

病日益严重。

2  常见的混合感染

2 .1 以PRRSV 和PRV 为主的混合感染 

2 .1 .1 主要临床特征。以连续母猪繁殖障碍为主, 检验结

果常有PRV 、PRRSV、PPV、猪附红细胞体等, 另外还有细菌的

继发感染, 其他猪群基本无疫情。这类猪场以前也发生PR

或PRRS, 用灭活苗免疫全群2 次, 疫情控制后留下连续的繁

殖障碍, 表现为死胎、木乃伊胎增多、返情与屡配不孕的母猪

增多、不时发生流产等。

2 .1 .2  病因分析。问题的症结仍然是 PR 或 PRRS, 灭活苗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7 ,35(36) :11847 - 11848                   责任编辑  孙红忠 责任校对 李洪



的初始免疫应有3 次, 否则形成种猪群体抗体水平偏低, 出

现部分免疫的局面, 造成连续繁殖障碍。PRV 与 PRRSV 对

机体有免疫抑制作用, 免疫抑制使得机体对其他病原的易感

性增高 , 因而继发感染其他病原。

2 .2 以猪瘟和圆环病毒混合感染为主的类型

2 .2 .1  主要临床特征。以CSFV、PCVⅡ感染为主导的组合 ,

只表现部分断奶仔猪连续发病死亡。检验结果除有上述3

种疫病外, 还有PPV 、大肠杆菌、链球菌等。

2 .2 .2 病因分析。①CSF 不大可能是原发病。因这类猪场

一直确认有CSF , 一直都坚持规范化CSF 免疫, 包括超免与加

强免疫, 仅有效超免就可以产生持续12 个月的免疫力, 况且

在35～45 日龄要做2 ～4 头份的再免 , 不应该出现部分仔猪

CSF 抗体水平低下的情况; 开始认为可能因胎儿先天感染弱

毒株, 形成迟发性感染, 在断奶应激中发病; 或因弱毒株感染

的发病 , 但该类感染发病一般经几个月潜伏期后才出现临床

症状, 就算提前到保育阶段发病, 中、大猪也会发病, 但是这

类猪场中、大猪没有疫病, 由此,CSF 的迟发性感染的推理似

难成立。②形成部分免疫失败。因部分免疫抑制, 发生非典

型猪瘟; 或因完全免疫抑制才发生典型猪瘟。由于免疫抑制

有较大的个体差异, 多以散发形式出现。③PCV 可能是原发

病。在这类疫病组合的猪场,PCVⅡ的存在与引发免疫抑制是

不争的事实。郎洪武[ 2] 等2000 年用ELISA 检出胎儿PCVⅡ的

阳性率为51 % , 也就是说,PCVⅡ远在上述两种疫病感染仔猪

前就率先感染了。被感染仔猪尽管有免疫抑制, 但与未感染

PCVⅡ的仔猪一样会得到母源抗体的保护, 因此, 哺乳期不会

发病, 但一旦断奶 , 随母源抗体逐渐消失, 这些宫内感染的仔

猪与断奶后感染PCVⅡ的仔猪就会表现这类疾病组合的发

病, 出现CSFV 甚至其他细菌继发感染。

3  病原分析

3 .1  引种混乱 把关不严导致如PRRS 、PR、PMWS 等疫病随

引种而带入及传播。

3 .2 兽药和疫苗使用混乱 平时不重视预防, 治疗病猪时

急功近利, 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和退热药等药物 ; 盲目迷信疫

苗的作用, 随意加大免疫剂量以及滥用未经批准的疫苗和自

家苗, 造成应和免疫麻痹 , 引起免疫失败。目前部分猪场存

在的用药过量和疫苗接种过多现象, 应引起重视。

3 .3 消毒不当  有的猪场不重视消毒工作, 少消毒甚至没

有消毒。而有的猪场片面强调消毒的作用, 每天几次给猪消

毒, 造成猪舍湿度过高 , 使猪处于应激状态 , 促使了疫病的

发生。

3 .4 饲养环境污染严重 中、小型养猪场、户遍及城郊和乡

村, 有的猪场不重视粪污的处理和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严重 ,

猪长期处于恶劣的生长环境中, 而引发呼吸道等疫病。

3 .5 连续生产模式不利于疫病的控制  目前, 我国集约化

养猪场多采用从配种→怀孕→分娩→保育→生长育成的一

贯式连续生产模式, 无法进行空栏彻底消毒, 各种类型的猪

饲养在一起, 一旦发生疾病难以根除。

3 .6  控制方式落后 由于养猪生产结构和技术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 兽医工作者必须实施如早期断奶、全进全出、多地生

产等饲养管理新技术 , 才能有效控制猪传染病。

3 .7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全球性气候变暖、交通

工具的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加速了疫病的传播。

4  解决方法

4 .1 疾病诊断应以综合判断为准  当猪场发生疾病时 , 应

进行综合分析, 实验室检查与现场诊断相结合 , 传统技术与

现代化技术相结合, 找出主要病原和诱发因素 , 必要时再做

一些相关化验和跟踪观察, 制订正确综合防治措施。

4 .2 对复杂的多重感染猪病的控制方案 一是种猪场对猪

瘟、口蹄疫、伪狂犬、气喘病等, 最好用应激反应小、有净化作

用的进口疫苗, 酌情配用其他疫苗, 不要滥用疫苗。二是树

立保健意识 , 建立完善的药物预防方案 , 最大限度控制细菌

感染。三是建立完善的生物安全体系, 实施全进全出的饲养

方式。四是科学饲养管理, 不喂发霉变质饲料, 杜绝环境应

激, 增强猪只免疫力。

5  小结与讨论

规模化猪场疫情临床症状千变万化, 上述几种混合型感

染的疫情, 虽在当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却不能囊括所有, 但

无论何种演变, 只要临床工作者能够综合分析 , 将临床表现、

病理变化等与实验室检查相结合 , 充分利用传统技术和现代

分子生物学技术, 必将能够作出正确诊断, 制定科学的防制

措施, 达到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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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目前湘北地区用于列植的灌木主要有小叶女贞、山

茶、紫薇等; 篱植灌木种类有四季桂、红 木、小叶女贞等。

2 .3 .2 .3 散植和丛植。丛植则通常采用同种类的较大灌木

或小乔木按一定的平面组合, 自然式栽植在一起, 形成不同

的景观点 , 如花坛和园林景观绿化带。散植和丛植通常可以

结合起来运用 , 与草坪绿地一起能构成一个自然的植物群

落, 展示这些植物的多姿 , 构成一个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 这

种方式在湘北地区各公园已得到很好的应用。

3  小结

湘北地区具有十分丰富的园林植物资源, 蕴藏着丰富的

园林灌木植物, 现有灌木种类71 种、32 科, 湘北地区灌木在

园林造景中主要种类有红  木、杜鹃花、海桐、瓜子黄杨、火

棘、小叶女贞等十余种, 近年还引进了不少外来园林灌木植

物, 如牡丹、朱蕉、虎尾兰等物种[ 4] , 对湘北地区的园林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笔者对湘北地区灌木在园林造景中的

方式和群落结构进行了分析, 为更好地开发利用灌木植物提

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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