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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猪无名高热症的发病特点和临床症状 ,阐述了其病理变化 , 分析了其发病原因 , 并提出了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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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入夏以来, 我国的江西、安徽、江苏、湖南、湖北、

广西、山东等地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以高热、呼吸困难和全

身性出血为主的猪病疫情。该病传播速度快 , 死亡率高。

由于该病临床症状及解剖病变与多种猪病相似 , 而且使用

多种抗生素治疗无效, 在短期内, 又查不出原发病原, 所以

许多专家把此次疫情定名为“猪无名高热症”。该病从散养

户、小中型猪场逐渐向较大规模猪场传播。由于原发病原不

明, 该病在临床上较难控制, 治疗效果往往不理想, 一些猪场

因其而倒闭, 给猪场和养猪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湖北

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疾病防控课题组全体人

员深入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区的部分发病猪场进行调查, 摸

清了该病的流行特点、传播途径等流行病学资料, 以期为进

一步开展病原学诊断方法及防治技术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

技术支持。

1  发病特点

(1) 该病暴发于气温较高的季节, 潜伏期短, 一般4 ～5

d , 呈地域性暴发 , 流行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 首先一部分猪群

发病, 继而向其他猪群蔓延, 病程长。

( 2) 不同年龄、不同品种的猪都易感染发病, 不同年龄段

的猪分阶段发病, 发病猪群初为育肥猪、生长猪, 随后是保育

猪和母猪, 公猪发病较少。发病猪的体重一般在20 ～80 kg ,

也有断奶后的仔猪发病。

( 3) 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就一个场( 户) 而言 , 发病

率高达100 % , 疫情后期发病率为70 % 左右 , 死亡率高达

50 %以上。生物安全措施做得好、自繁自养、免疫程序合理

的猪场发病率低。猪群发病后超常规注射疫苗和注射药物

的猪场死亡率高。

(4) 病程3 ～18 d , 药物治疗效果一般不理想。乱用疫苗

和药物、饲养管理不良、外购猪苗、猪舍通风不良、隔热效果

差、饲养密度高、饲料质量较差的猪场发病率及死亡率更高。

( 5) 病猪和带菌( 毒) 猪是该病的主要传染源, 病猪及其

产品流通是引起该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 6) 管理水平高、预防保健意识强的场( 户) 发病率低或

不发病。对防疫工作不重视、没有严格封闭猪场、不重视消

毒、没有对猪群进行系统保健的中小型猪场, 尤以个体养猪

户发病率较高。

2  临床症状

不同猪场疾病的临床症状略有不同。大部分猪场发病

猪首先表现体温升高 , 一般在40 ～42 ℃, 高者可达42 .5 ℃ ,

呈稽留热; 精神沉郁, 食欲不振或废绝 , 喜伏卧, 大部分猪有

泪斑。具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 部分猪出现严重的腹式呼

吸, 有的表现气喘或呈不规则呼吸; 病程稍长的病猪全身苍

白, 出现贫血现象, 被毛粗乱; 部分病猪后肢无力, 个别病猪

濒死前后躯瘫痪 , 不能站立, 出现甩头、震颤、四肢划水样等

神经症状, 最后全身抽搐而死; 部分病猪流鼻涕, 病初清薄后

浓稠, 眼睑肿胀, 眼睛分泌物增多, 呈结膜炎症状; 部分猪群

便秘排羊粪球样粪便; 部分患猪腹泻, 尿液黄而少, 皮肤初泛

红, 后变蓝紫色, 死亡猪只的耳朵、颈下、四肢和腹部皮肤多

发绀, 呈败血症变化; 患病母猪在怀孕后期100 ～110 d 出现

流产, 产死胎和弱仔, 产后母猪缺奶, 断奶后母猪不发情或发

情间隔延长; 公猪包皮积有乳白色混浊液。

3  病理变化

不同地区病死猪的病理变化不完全一致, 但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肺炎 , 呼吸道黏膜充血, 气管内有较多量的黏液或泡

沫; 淋巴结明显肿大、出血。剖检可见以下变化: ①大多数病

死猪肺部呈混合感染病变, 部分病猪肺切面鲜红如鲜牛肉

状; 流出大量泡沫样液体。有的为弥漫性间质性肺炎 , 肺肿

胀、硬变, 大理石样病变 ; 部分猪肺膈叶的腹侧呈现紫红或灰

红色; 个别病猪肺部有化脓灶; 部分病猪肺部严重出血, 大

叶性或出血性肺炎 ; 有的病猪肺水肿, 间质水肿明显。大部

分病猪气管、支气管内充满白色、淡黄色甚至带血的泡沫。

②淋巴结广泛肿大、出血 , 特别是肺门淋巴结、纵膈淋巴结和

腹股沟淋巴结。③部分病死猪呈多发性浆液纤维素性胸膜

炎和腹膜炎 , 胸腔及腹腔有纤维蛋白渗出, 肺浆膜与胸膜或

心包膜纤维素性粘连, 个别心肌与心包膜粘连。④除肺部

出现病变外, 有的病死猪肝脏肿胀, 颜色变淡; 有的肝则呈

土黄色, 质脆。个别病猪心冠状沟脂肪及心内外膜、肾、膀

胱、喉头有出血点 , 多数死亡猪有轻度胃溃疡。部分病死猪

肾肿大, 颜色变深 , 呈褐色或土黄色, 质地较脆 , 有淤血现

象。⑤有的病猪脾脏肿大, 质脆, 边缘有锯齿状梗死。⑥部

分病猪可见肠道出血 , 盲肠可见纽扣状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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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病原因

猪无名高热症疫情目前虽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但没有人

被感染的报道。国内学者正在对该病的病原进行研究。笔

者通过调查认为发病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自2005 年9 月

以来, 生猪价格下跌, 有些养猪场( 户) 疏于管理, 免疫注射

和消毒措施不到位; 有的小农意识强 , 认为养猪不赚钱就喂

低劣饲料, 甚至免去了预防保健药物, 也不采取防暑降温措

施, 使猪群处于亚健康状态。另外 , 许多养猪场和养猪户外

购大量猪苗 , 同时也将不同地区的多种病原体带回了猪场 ,

埋下了疫病暴发的隐患。②自2006 年5 月开始, 中南、华东

地区气温较高, 进入夏季持续高温。许多猪场猪舍饲养密度

过高, 通风能力低, 隔热条件差, 猪群遭遇严重的热应激; 再

加上2005 年北方玉米收割季节多雨, 玉米霉变严重, 饲料中

有大量的霉菌毒素, 霉菌毒素能导致畜禽产生免疫抑制, 引

起猪群免疫失败。猪只摄入霉菌毒素后, 疫苗接种效果不理

想, 使猪群抗体偏低, 对疾病的抵抗力降低, 因而容易导致疾

病的暴发[ 1] 。③猪群免疫和保健工作不健全。由于猪价低 ,

许多中、小型猪场为了节约成本 , 减少了猪群药物保健、驱虫

和疫苗接种的内容, 而免疫程序不合理、免疫剂量不足造成

免疫失败以及免疫病种不全, 是造成该次疫病流行的又一主

要原因。④近年来 , 许多猪场已感染了猪圆环病毒2 型、猪

繁殖障碍与呼吸综合征等免疫抑制性疾病, 导致猪只机体免

疫功能和抵抗力降低。猪群在注射疫苗后抗体水平仍然较

低, 容易诱发猪瘟、猪流感及多种细菌、支原体等疾病。⑤当

前国内生物制品市场混乱, 药品管理不规范, 产品质量难以

控制; 加上养殖户缺乏疫苗药物产品知识和产品质量意识 ,

部分兽医或营销人员缺乏应有的责任心, 使得疫苗选择欠

妥, 药物应用不当, 从而无法达到预防保健的目的。⑥死亡

猪只未能及时正确无害化处理。个别猪场( 户) 把死猪扔于

场外, 置于荒坡沟壑、甚至河流中; 病猪或潜伏感染猪进入市

场流通, 使得疫情不断蔓延, 并在某些疫区疫情出现反复。

⑦发病猪场病急乱投医 , 超常规注射疫苗和滥用药物; 个别

药品经销商和地方无证兽医因知识经验所限, 尽管急猪场之

所急, 可推销的是与病情控制无关的疫苗和药物, 使得猪场

雪上加霜, 病猪死亡加速, 死亡率提高。

5  预防措施

5 .1 加强疫苗免疫  猪场尸体剖检见有猪瘟病变, 实验室

检测发现猪瘟抗体偏低或参差不齐, 甚至出现免疫不合格现

象。应重新审视猪瘟免疫程序和猪瘟疫苗, 检查疫苗保存条

件和疫苗稀释注射操作。免疫程序要科学, 免疫工作要扎

实, 要重点做好猪瘟、伪狂犬病、蓝耳病等的预防与控制工

作, 切实提高机体免疫力。

5 .2 搞好消毒工作 尽快隔离病猪, 及时无害化处理死猪。

应用高效安全无刺激的消毒剂, 如安灭杀消毒剂, 对猪舍内

环境带猪每隔1～2 d 消毒1 次, 力求到位彻底。消毒前应先

清扫干净, 用足量的水冲洗 , 再按规定的浓度和剂量稀释消

毒剂, 进行消毒。对外部环境每天进行2 次严格消毒。猪场

生活管理区每日消毒1 次, 限制人员车辆物品进出, 及时封

场, 尽量停止从其他猪场购猪。消毒运输肥猪的车辆最好停

于猪场2 km 以外, 在进出猪台时, 再次严格消毒, 以防病原

随运输车辆传播。

5 .3 加强管理 注意防暑降温 ; 保证饮水 , 确保清洁; 调整

饲养密度 , 合理分群, 减少热应激产生的可能性 ; 搞好环境

卫生消毒, 定时开展驱虫、捕鼠、灭蝇工作。养殖场一旦发

生猪高热病例, 应立即隔离、观察、治疗, 减少传染, 对病死

猪及无治疗价值的病猪立即作无害化处理, 不得食用、销售

或外运。

5 .4  坚持自繁自养 ,实行全进全出制  尽量不要从场外购

买种猪, 尤其不要从场外批量购买仔猪进行育肥。如果确实

需要, 也应在充分了解当地疫情后再决定。将种猪购回后 ,

要隔离观察1 个月 , 确认正常后方可混群饲养。从分娩、保

育、育肥到出栏, 要严格执行“全进全出”制度, 要将这一制

度贯穿整个生产过程 , 尽量减少猪群转栏和混群次数, 减少

应激反应, 减少感染机会。

5 .5  提高营养水平  平时要注意维持饲料营养成分的均

衡, 疫病流行期间适当提高饲料营养水平, 以增强机体抵

抗力。

5 .6 正确施治用药 猪场管理人员要加强动物防疫和兽医

诊疗技术学习, 尽量聘用专业兽医人员对该场进行全面管理

或技术指导, 真正做到正确用药, 避免误诊误治, 或贻误最

佳治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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