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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猪蓝耳病的治疗与预防
黄文敏

普洱市思茅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普洱，665000；

摘要：猪蓝耳病，又称猪生殖与呼吸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生猪传染病。它在养殖场爆发时，会对所有年龄段和

品种的猪造成高烧、腹泻等症状，导致高死亡率和显著的经济损失。由于其传染性强、致死率高，这种病对猪只

健康和养殖业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因此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疗和预防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猪蓝耳

病的治疗方案和预防策略，旨在为养殖业者提供科学的疾病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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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猪蓝耳病是一种严重影响猪只生殖和呼吸系统的

疾病。由 PRRS 病毒引起，该病自 1987 年首次在美国报

告以来，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成为养猪业的重大挑

战。猪蓝耳病不仅导致猪只健康问题，也给养殖业带来

巨大经济损失。因此，深入研究其病原、流行特点、临

床表现和诊断技术，以及开发有效的治疗和预防策略，

对于控制和消除该病至关重要。

1 病原及流行特点

猪蓝耳病，学名为猪生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

该病由猪蓝耳病病毒（PRRSV）引起，此病毒属于动脉

炎病毒科的动脉炎病毒属，是一种具有包膜的单股正链

RNA 病毒。病毒基因组长度约为 15 kb，其特点是遗传

多态性高，存在两个主要的基因型：欧洲型（Type 1）

和北美型（Type 2），这两种基因型在遗传上存在显著

差异。病毒传播途径多样，包括呼吸道分泌物、精液以

及病毒携带者等，使得这种病毒在猪群中的控制极为困

难
[1]
。除了这些直接传播途径外，PRRSV 还能通过垂直

传播，即从母猪传给仔猪，导致疾病在猪群中的持续存

在。猪蓝耳病的流行特点还包括病毒的持续性感染和高

变异性。PRRSV 能在猪群中长期存在，部分感染的猪只

可能成为无症状的携带者，这增加了病毒的隐蔽性和传

播的复杂性。病毒的高变异性使得开发有效的疫苗和治

疗措施变得更加困难，病毒株之间的差异导致现有疫苗

可能无法广泛覆盖所有病毒株。

2 临床症状

病症的临床表现因病毒株、猪只年龄、健康状况及

环境因素等多种因素而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是影响生

殖和呼吸系统。

（1）生殖系统症状：母猪感染后，母猪可能在妊

娠晚期经历急剧的流产率增加。流产的胎儿通常是死胎

或弱仔猪。在某些情况下，母猪可能会产下畸形的胎儿。

此外，感染后的母猪可能会出现产后恢复缓慢、乳腺炎

和泌乳减少等并发症。感染 PRRSV的新生仔猪通常体重

低于正常，且生长迟缓。这些仔猪可能表现出较低的活

力和较差的应激反应。在严重感染的情况下，仔猪的死

亡率非常高，高达 70%～80%，尤其是在出生后的前几周
[2]
。

（2）呼吸系统症状：幼猪感染 PRRSV 后，可能会

出现显著的呼吸急促、咳嗽和喷嚏。这些症状通常伴随

着发热，体温可高达 40°C（104°F），以及食欲减退。

严重的呼吸障碍可能导致肺部病变，例如间质性肺炎和

支气管炎。虽然成年猪的症状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感染

后仍可能出现轻度的呼吸困难、咳嗽和精神萎靡。在群

体中，成年猪可能成为无症状传播者，从而在不知不觉

中传播病毒。

（3）其他一般症状：除了上述特定症状外，PRRSV

感染的猪只还可能表现出一系列非特异性症状。例如全

身症状，包括疲倦、消沉和体重下降。在某些情况下，

猪只可能会表现出关节炎和关节肿胀。此外，还存在行

为改变，感染的猪只可能表现出异常行为，如孤立、不

与其他猪只互动或对环境反应迟钝。

3 病理变化

在进行解剖猪蓝耳病致死猪只的尸体时，可发现其

典型的病理特征。首先，猪的外观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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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皮肤颜色变得较浅，伴随着皮下脂肪的黄染现象。此

外，眼睑和皮下组织出现水肿，这是体液积聚的表现。

进一步观察可见胸腔内积聚了大量的液体，这是胸腔积

液的直接证据。心脏方面，心肌显得松软，心内膜上可

见到出血斑点，这些都是心脏受损的迹象。在呼吸系统

中，喉部和其他呼吸器官内发现了泡沫状的渗出物，同

时肺部出现了炎症和水肿的现象，这些都是 PRRS 对呼

吸系统的影响。肝脏的病变也非常明显，表现为肝脏体

积的增大和表面灰白色的坏死灶
[3]
。胃部出现的水肿和

出血现象，提示胃肠道也受到了感染的影响。此外，肾

脏表面出现的小出血点可能是由于血管炎症或微血栓

引起的。淋巴系统的病变也非常明显，腹股沟和肠系膜

淋巴结显著膨胀，体积是正常情况的 5 至 10 倍，切面

湿润，表明有明显的炎症反应。在对死亡的胎猪进行解

剖时，可发现其皮肤呈棕色，皮下水肿严重。在心包和

腹腔内还会积聚大量的浅黄色液体，这些都是 PRRS 对

胎猪的影响。

4 诊断要点

在进行猪蓝耳病的诊断时，兽医经验丰富的人员会

考虑病猪的典型临床表现来做出初步判断。但为了确保

准确性并避免误诊，强烈建议进行实验室诊断。在实验

室诊断中，病毒检测（如聚合酶链反应[PCR]）和血清

学测试（如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中和试验）是

两种关键的方法，它们在目的、灵敏度、特异性和操作

方面各有特点。

（1）病毒检测：PCR 用于检测 PRRS 病毒的 RNA。P

CR 以高灵敏度和特异性著称，即便在病毒载量低时也能

有效检测。实时定量 PCR（qPCR）不仅检测病毒的存在，

还能提供病毒载量的定量信息，对疫情评估和监控极有

帮助。但 PCR 无法区分活病毒和非活性病毒片段，且对

实验条件要求严格。

（2）血清学测试：检测猪只血清中的抗体，判断

是否曾暴露于 PRRS 病毒。ELISA快速简便，适用于大规

模筛查，能检测特异性抗体，但难以区分不同感染阶段

或疫苗接种产生的抗体。中和试验评估抗体的中和能力，

对免疫状态和疫苗效果评估重要。血清学测试的限制在

于较低的灵敏度和复杂的结果解释，尤其是面对病毒株

变异时[4]。

总体来说，病毒检测和血清学测试在 PRRS 的诊断

中各有优势和局限，通常被综合使用，以提高诊断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病毒检测更适合于早期感染和病毒检测，

而血清学测试则有助于了解猪群的免疫状态和长期疫

情监控。

5 治疗方法

5.1 紧急处置

在确认猪蓝耳病（PRRS）感染后，紧急控制措施包

括立即隔离已感染的猪只和封锁感染区域，同时严格控

制生猪的转运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此外，对尚未表

现病状但处于感染风险中的猪群进行预防性接种 PRRS

活疫苗是关键，这有助于激发猪只的免疫反应，减少未

来发病的可能性。环境消毒也至关重要，应对受到感染

猪只影响的区域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以消除环境中可

能存在的病毒，从而降低对整个猪群的健康风险。

5.2 西医治疗

西医治疗中需要关注几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免疫调

节治疗，使用免疫调节剂干扰素（IFN）来增强宿主的

免疫反应，常规剂量为每 40kg 体重注射 1mL，1 次/d，

连续进行 3d。然后是抗病毒和抗炎治疗。使用复方花青

素 5g，配合阿司匹林 1g和广谱抗生素阿莫西林 2g。混

合在500mL 水中，供病猪自由饮用，2次/d，持续 3至

5d。此治疗方案的目的是减轻炎症反应并控制病毒复制。

此外，还有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包括肌肉注射清开

灵注射液 100mL 和头孢噻呋钠 10mL，1次/d，连续使用

3d。清开灵在中医中常用于清热解毒，而头孢噻呋钠是

一种有效的β-内酰胺类抗生素，用于对抗细菌感染。

针对猪只出现的特定症状，如精神不振或食欲下降，

可以通过肌肉注射维生素B群和维生素C来增强病猪的

整体抗病能力。对于持续高热的病例，地塞米松和安乃

近的肌肉注射可以用来进行抗炎和解热治疗，可以在 2

4至 48h 内有效降低体温。最后，为了预防和治疗并发

的细菌或病毒感染，可以使用如青霉素、链霉素、氟苯

尼考等抗菌药物，可以将死亡率降低约 20%～30%。对于

那些呼吸困难的病例，还可以使用如黄麻碱、氨茶碱等

止咳平喘药物来缓解症状
[5]
。

5.3 中药治疗

针对猪蓝耳病的中医治疗方法，有几种不同的中药

配方可供参考。这些方剂的选择应基于对病情的具体诊

断，同时考虑到动物的年龄和体重。下表 1是常用的中

药组方，用于辅助治疗猪蓝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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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药处方 单位：g

方剂 方剂一 方剂二 方剂三

成分

凤眼
草、当
归、麦

冬、甘
草

瓜
蒌

皮

淡竹
叶、大

黄、泽
泻、木
通、车

前子

水
牛

角

丝
瓜

络

吴
茱

萸

甘草、荆芥、防
风、薄荷、赤芍、
牡丹皮、生地黄、

金银花、连翘、
蝉蜕、苦参

大青叶、黄

芪、大黄、
蒲公英、千

里光

青蒿、连
翘、栀子

用量 各 10 30 各 5 3 20 8 各 30 各 30 各 20

使用
方法

混合煎煮，冷却至适宜温度后给猪灌服，每只

病猪每天两次，每次 30—60g，拌入饲料或溶
于水中服用，连续服用 3—5d

药材磨过筛。频次及用量
同方剂一

混合煎煮。冷却至适宜温度

后供患病猪饮用，连续使用
3—5d。仔猪用量减半

使用这些中药处方治疗猪蓝耳病疗效显著。在连续

用药 3 至 5d 后，猪只的多项症状明显改善。这些中药

方剂的优势在于，它们不仅能有效减轻症状，而且不会

产生药物残留问题。结合传统西药治疗，这些中药方剂

能够达到治标的同时治本，并有效预防其他潜在的并发

症。

6 预防对策

（1）做好引种检疫：在引种猪只时，必须重视检

疫，以防引入携带病毒的个体，从而降低传播蓝耳病的

风险。需严格检查猪只的健康状况和免疫记录，确保其

健康并具备完整的免疫档案。引种前，通过黄芪多糖和

维生素等增强猪只的抵抗力，减轻应激反应。新引入的

猪只应隔离至少四周，期间进行细致的管理和消毒，并

避免过早与其他猪只合群。若隔离期间有异常，应立即

处理。

（2）加强饲养管理：日常养猪中，需确保饲料科

学配比、营养均衡，根据猪只年龄和用途调整日粮，并

定期添加维生素、蛋白质等营养素。饲料应储存在干燥

通风处，防止霉变。若发现霉变，应立即停用。同时，

保证饮水清洁无污染，冬季适当加温水源，以保护猪只

健康。

（3）重视卫生消毒：养殖工作人员需制定详尽的

卫生消毒方案，确保每项措施得到严格执行。一方面，

应定期清除猪舍中的粪便，并彻底用水清洗地面，以降

低粪便残留。另一方面，需轮换使用不同的消毒剂，如

高锰酸钾、过氧乙酸、氢氧化钠、来苏尔溶液和石灰水

等，对猪舍、墙壁、地板、喂食器具和道路等进行全面

消毒，消除所有潜在的死角，从而有效杀灭病原体，创

造一个健康、无菌的养殖环境，保障猪只健康环境。

（4）落实疫病紧急处理：一旦怀疑出现猪蓝耳病

症状，应立刻联系资深兽医进行确诊。确诊猪蓝耳病后，

迅速采取以下紧急措施：首先，对病患生猪实行立即隔

离并治疗，对其所在圈舍的其他猪只进行细致检查，对

所有疑似病例实施隔离，防止疾病扩散。其次，对死亡

猪只和死胎进行安全处置，如焚烧或深埋，以防止病毒

扩散。最后，对养殖场尤其是疫情发生地猪圈进行全面

的清洁和消毒，确保消毒无遗漏，有效防止猪蓝耳病的

进一步蔓延。

（5）做好免疫接种：为了有效预防猪蓝耳病，疫

苗接种是关键。养殖人员需认识到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并根据当地疫情和猪只的具体情况，制定详尽的免疫计

划。接种的主要有疫苗弱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灭活疫

苗主要适用于种猪和未感染猪蓝耳病的猪场，而弱毒疫

苗适用于已有病例的猪场。对于不同类型的猪只接种频

率如下：

①商品猪：建议在断奶后首次接种 2 mL 疫苗，30d

后进行加强免疫。

②后备母猪：建议在70日龄前首次接种2 mL疫苗，

30d 后加强一次，每次分娩前 30d 注射 4 mL 疫苗，以降

低感染风险。

③种公猪：建议在 70日龄前首次接种 2 mL 疫苗，

30d 后加强免疫，并 180d进行一次维持性注射。

疫苗接种前，应检查疫苗的有效期和质量，避免使

用有问题的疫苗。在接种疫苗的过程中，应采用一次性

针头，防止交叉感染。接种前后一周内避免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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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疫苗。接种后应密切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并做

好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定期进行免疫效果监测，以确

保免疫措施的有效性。

7 结束语

综上所述，猪蓝耳病的防治需要一个多角度、多层

次的综合策略。从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到科学的免疫接

种计划，以及提高饲养管理和卫生水平，每个方面都是

防控猪蓝耳病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通过综合的防治措

施，才能有效降低猪蓝耳病的发病率和经济损失，保障

猪只健康和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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