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蓝耳病的防控技术

一、病因和流行情况

       猪蓝耳病病毒引起的猪繁殖与呼吸道综合征，目前临床上可分为经典（传统）蓝耳病和高致病性蓝耳病。该病

现已在许多猪场反复发生，应引起我们广大养殖户的重视。猪场一旦感染蓝耳病病毒，必然导致猪群的免疫力下降、

抵抗力下降，极易继发感染细菌性、寄生虫性、病毒性疾病，从而引起各种疾病的大爆发！

       因此，控制蓝耳病除了认真做好蓝耳病疫苗的免疫注射外，还应认真做好综合防治，强化猪瘟、伪狂犬等病毒

性疫苗的免疫注射，并通过有效的药物保健控制好细菌性、寄生虫性的继发感染。

二、临床症状

       蓝耳病的临床表现会因感染的毒株、发病日龄、混合感染情况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蓝耳病的阴性场，

如果发生蓝耳病，不管是经典毒株还是变异毒株感染，都会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和生产损失。

       1、种猪症状

       母猪发烧、厌食、皮肤发红（耳朵、阴户、臀部等部位特别明显）、皮下有出血点、败血症、流产、死胎、子

宫炎、返情、不发情（后备母猪特别明显），甚至公猪都会发烧、厌食、皮肤发红、败血症。经典毒株引起的流产

通常发生于妊娠后期，流下的胎儿几乎成形，皮肤外观相对正常，而变异毒株引起的流产则发生于妊娠的各个阶段，

流下的胎儿胎盘发红，重胎和哺乳母猪的死亡率相对更高。

     

               图1. 耳朵发绀、败血症                               图2. 流产                                            图3. 流产

       2、乳仔猪、中大猪临床症状

       仔猪和中大猪发高烧，达41℃以上；厌食、皮肤红、败血症；眼睑水肿青紫、眼结膜炎；鼻腔有分泌物，咳嗽、

气喘等呼吸道症状；如果猪后躯无力、不能站立，口鼻有泡沫，呕吐，有严重败血症，黄色水样下痢或共济失调等

神经症状的，几乎100%死亡。哺乳仔猪和保育小猪发病，往往死亡率高于50%。

                     图4. 皮肤发红                                    图5. 发绀出血                                      图6. 败血症

    

                   图7. 鼻腔有泡沫                                  图8. 耳朵发绀                                     图9. 眼睑青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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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皮肤发绀                                     图11. 呕吐                                      图12. 神经症状

三、解剖病变

       急性肺炎，肺部出血；肝脏肿大、出血；部分的脾脏表面或边缘出现黑色坏死灶；部分病例可见胃出血、溃疡、

坏死；全身淋巴结出血，心脏、膀胱、皮下、扁桃体、肠道可见出血点和出血斑；肾脏呈土黄色，表面可见针尖至

小米粒大出血点斑。

                   图13. 皮下出血                                    图14. 肺出血                                      图15. 心出血

              图16. 气管有大量泡沫                             图17. 肝脏出血                                  图18. 脾脏肿大

                                     图19. 胃出血                                                            图20. 膀胱出血点

四、诊断

       蓝耳病的诊断需要结合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以及病原的检测，还要注意混合感染。病原包括猪瘟、

伪狂犬、圆环病毒2型、流感、放线杆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链球菌、副猪嗜血杆菌、巴氏杆菌甚至附红体、弓

形体等。特别要注意与猪瘟、猪流感的区别诊断。血清学仅作为疾病诊断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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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防控措施

       1、加强管理，注意猪舍的保温和通风，杜绝从外面进猪。加强营养，加强消毒，一定要使用优质原料，绝对不

能使用发霉原料；

       2、加强猪瘟、伪狂犬、圆环病毒等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免疫工作；

       3、科学做好蓝耳病疫苗的免疫工作：疫苗接种并不能完全控制蓝耳病，但预防性免疫能够在猪群首次暴发疾病

时减轻疾病的传播、降低病毒血症的危害，从而减少临床症状和生产损失。疫苗选择方面，弱毒活苗的效果优于灭

活苗，目前多选用国内哈兽维科公司的CH-1R株蓝耳病弱毒苗。免疫效果与猪场的管理有关，免疫后还可能发生蓝

耳病，但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减轻，母猪很难做到完全免疫。我们不太赞同发病后用蓝耳病弱毒苗紧急免疫，会造成

隐性感染或潜伏感染的猪发病，应先用药物控制继发感染，待病毒血症减轻或消失时再进行免疫。

       ①后备公、母猪：配种前两次肌注蓝耳病弱毒苗（哈兽维科）2头份或蓝倍安（华信农威）2ml，间隔1个月。

       ②生产母猪：每年3-4次肌注蓝耳病弱毒苗（哈兽维科）2头份或蓝倍安（华信农威）2ml，间隔3-4个月。

       ③仔猪：15日龄肌注猪蓝耳病弱毒苗（哈兽维科）1头份或蓝倍安（华信农威）2ml，35日龄肌注蓝倍安2ml。

                 图21. 蓝耳病弱毒苗（哈兽维科）                                    图22. 蓝耳猪瘟二联弱毒苗（中牧股份）

六、蓝耳安静方案

       1、猪场若要保持长期的蓝耳病阴性是很困难的，要降低初次感染而引起的严重损失，就必须要打蓝耳疫苗。

       2、蓝耳病感染过的猪场，除淘汰最初发病病情严重的母猪外，没有必要大量淘汰发病过的母猪，这些母猪仍然

可以饲养，但不能马上配种，须在第二个情期配种，以减少返情率。

       3、正在发病的猪群，应该尽量减少应激，不可紧急注射各种疫苗，尤其是蓝耳病疫苗，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4、蓝耳稳定场，饲料或饮水种猪群添加：20%替米考星（威尔潞威/山东鲁抗）1000g+强化舒力申（威尔潞

威）2000g+板青颗粒（中成原料）500g/吨。每2个月添加一次，每次2周；仔猪群添加：替米考星1000g+强化舒

力申2000g+普肥特2000g/吨。

       5、蓝耳感染不稳定场，饲料或饮水种猪群添加：50%泰万菌素（河北京科）400g或20%替米考星2000g+强化

舒力申2000g+双黄败毒颗粒（中成原料）1000g/吨，每2个月添加一次，每次两周，或产前2周产后一周持续添加；

仔猪断奶保育添加：50%泰万菌素400g或替米考星2000g+强化舒力申2000g+普肥特2000g+双黄败毒颗粒1000g

/吨，连用2周。

       6、猪场免疫蓝耳病疫苗时根据猪场状态可选择第4、5方案添加2周进行疫苗前减毒工作，再做免疫工作，这样

可以有效防止蓝耳病抗体依赖性增强效益（ADE）现象。

     7、猪场蓝耳病持续感染活跃，经多种措施（如：免疫过经典株、天津株、R98株）、使用过多种方案后依然活

跃而无法得到很好控制的猪场可选择蓝耳活跃不稳定场方案使用后，母猪仔猪免疫哈兽研HUNAN-4株蓝耳活疫苗

进行免疫，具体操作：公母猪集中免疫1头份/头，每年3次；仔猪出生后10-14天免疫1头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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