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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猪蓝耳病,深入研究其流行病学特征,包括易感动物、传播途径等。在此基础上,提出

综合防控策略,涵盖疫苗接种、生物安全措施等方面,旨在为养猪业有效防控猪蓝耳病提供科学依据,降

低疾病危害,保障养猪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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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ig blue ear disease, including susceptible 

animals and transmission routes. On this basis, a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is proposed, 

covering vaccination, biosafety measures, and other aspects, aiming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ig blue ear disease in the pig industry, reduce the harm of the disease, and ensur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i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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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蓝耳病,全称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自发现以来给全球

养猪业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严重影响

猪群健康和养殖效益。了解猪蓝耳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并制定科

学有效的综合防控策略,对于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

文就此展开深入探讨。 

1 猪蓝耳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1.1病原学特征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作为动脉炎病毒科的典型代表,

其基因组结构具有显著特征。该病毒为单股正链RNA病毒,基因

组长度约为15kb,包含9个开放阅读框。病毒粒子呈球形,直径约

为45-60nm,表面覆盖有糖蛋白突起,这些结构在病毒与宿主细

胞受体结合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根据基因序列差异,猪繁殖与

呼吸综合征病毒被划分为两大基因型：欧洲型以Lelystad病毒

为代表株,美洲型则以VR-2332株为典型[1]。 

近年来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两大基因型内部均存在

广泛的遗传变异。基于ORF5基因序列分析,美洲型病毒可进一步

分为1-8共8个亚群,而欧洲型病毒则形成A、B、C三个分支。这

种高度变异性导致不同毒株在致病性、免疫原性等方面表现出

显著差异,例如高致病性毒株HP-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可引

发急性致死性感染,而经典毒株的致病力相对温和。病毒的持续

进化还体现在疫苗免疫压力下的抗原漂移现象,这对疫苗的研

发和应用提出了严峻挑战。 

1.2宿主易感性分析 

猪作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的唯一自然宿主,其易感

性呈现明显的群体特征。从年龄分布来看,新生仔猪由于免疫系

统尚未发育成熟,感染后常表现为严重的呼吸道症状,死亡率可

达30%-50%。保育猪感染后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平均日体重下

降15%-20%。成年猪中,怀孕母猪对病毒最为敏感,妊娠后期感染

可导致30%-40%的流产率,而哺乳母猪感染则可能出现泌乳量减

少,间接影响哺乳仔猪的健康状况。 

品种间的易感性差异也值得关注。研究表明,皮特兰、杜洛

克等瘦肉型品种较地方品种更易感染,且感染后产仔数下降幅

度更大。这可能与不同品种猪的肺泡巨噬细胞表面受体表达水

平存在差异有关。此外,饲养管理因素对易感性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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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饲养、通风不良氨气浓度大于20ppm等环境应激可使猪群

感染风险增加2-3倍。 

1.3传播机制研究 

1.3.1接触传播动力学 

接触传播是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在猪场内部扩散的主

要途径。病毒可通过鼻液、唾液、精液等多种分泌物排出,其中

鼻液中的病毒载量最高,可达10^5-10^7TCID50/mL。实验数据显

示,直接接触感染猪后,易感猪在24小时内即可检测到病毒血

症。猪场中的机械传播不容忽视,研究发现,运输车辆轮胎携带

的病毒在干燥环境中可存活48小时,金属器械表面病毒存活时

间超过72小时。 

1.3.2空气传播模型 

气溶胶传播是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在猪场间扩散的重

要方式。病毒在气溶胶中的存活时间受温湿度影响显著,实验表

明,在25℃、相对湿度60%的条件下,病毒半衰期约为6小时。基

于流体力学模型测算,在风速5m/s的条件下,病毒气溶胶可传播

至3公里外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猪舍通风系统排出的废气中

可检测到病毒,这为相邻猪场间的交叉感染提供了可能[2]。 

1.3.3垂直传播路径 

母猪感染后,病毒可通过胎盘屏障感染胎儿。研究发现,感

染母猪在妊娠40-70天的垂直传播风险最高,此时胎儿正处于免

疫系统发育的关键阶段。病毒在胎儿体内的分布具有组织特异

性,主要集中于胸腺、脾脏等免疫器官。新生仔猪感染后,病毒

可在体内持续存在28-42天,形成早期病毒库,为后续感染埋下

隐患。 

1.4流行规律与防控策略 

PRRS的流行呈现明显的时空特征。在温带地区,夏季发病率

较冬季高30%-40%,这与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病毒存活和传播有

关。新疫区常表现为暴发性流行,发病后2-3周内感染率可达

100%,死亡率达15%-25%。而在地方性流行区,猪群呈现持续性感

染状态,母猪群抗体阳性率长期维持在60%-80%,生产性能持续

下降。 

混合感染现象显著增加了防控难度。临床调查显示,猪繁殖

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常与猪圆环病毒2型、猪瘟病毒等病原形成共

感染,混合感染率可达40%-60%。协同感染时,猪繁殖与呼吸综合

征病毒可通过抑制宿主免疫应答,使其他病原的致病力增强2-3

倍。针对这一特点,建议采取“全进全出”的生产模式,配合定

期检测,每月监测一次,并且分区管理,将病毒传播风险控制在

最小范围。在疫苗选择方面,应优先选用与本地流行毒株匹配的

活疫苗,并配合灭活疫苗进行免疫程序优化[3]。 

2 猪蓝耳病的综合防控策略 

2.1疫苗接种技术体系构建 

2.1.1疫苗类型选择与应用要点 

目前猪蓝耳病疫苗市场存在两种主流技术路线。灭活疫苗

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使病毒失去感染性,保留抗原性,其优势在

于生物安全性较高,适用于种猪群的基础免疫。但该类疫苗存在

免疫原性较弱的特点,通常需要通过多次免疫,建议首免后间隔

21-28天加强免疫,才能达到理想的抗体水平。相比之下,弱毒疫

苗通过减毒处理保留病毒复制能力,能够刺激更持久的细胞免

疫和体液免疫应答,特别适用于生长育成阶段的猪群。然而其潜

在风险在于可能发生毒力增强,且存在水平传播风险,因此在使

用时需严格评估猪场生物安全等级。建议根据猪场实际情况建

立评估矩阵,包括猪群健康状态、病毒流行毒株类型、生产阶段

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疫苗选择方案。 

2.1.2免疫程序优化设计 

科学的免疫程序应基于猪群生长周期和疫病流行规律进行

动态调整。仔猪首免建议在3-4周龄实施,此时母源抗体水平开

始下降但仍有一定保护作用,可有效降低早期感染风险。二免应

间隔21-28天进行,形成完整的免疫记忆。后备母猪需在配种前

6-8周完成基础免疫,建议采用"首免+加强"模式,两次免疫间隔

21天,确保在繁殖周期内维持稳定的抗体水平。经产母猪推荐在

产前21-28天进行免疫,既能避免对胎儿产生影响,又能通过初

乳传递被动免疫。实际操作中需注意不同厂家疫苗的免疫特性

差异,建议使用配套的免疫程序。同时应建立免疫档案,记录每

头猪的免疫时间、疫苗批次等信息,便于追溯和效果评估。 

2.2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 

2.2.1场址选择与分区规划 

猪场选址应遵循“三远离”原则：远离居民区建议直线距

离大于等于500米、远离交通干道大于等于300米、远离其他养

殖场大于等于1000米。场区内地势应选择北高南低的坡地,确保

良好的排水性能。功能分区应严格划分为生活区、生产区、隔

离区和废弃物处理区,各区域之间设置宽度大于等于50米的防

疫隔离带。生产区内部按照“单向流动”原则布局,从配种舍到

分娩舍再到育成舍形成直线流程,避免交叉污染。猪舍设计应采

用全封闭式结构,配备空气过滤系统,进风口与排风口保持合理

距离,防止空气回流污染。 

2.2.2人员与车辆管控措施 

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外来人员需提前报备并接受生物安

全培训。进入生产区前必须经过“三级消毒”流程：更衣-淋浴

-换防护服,使用3%火碱溶液对鞋底消毒[4]。运输车辆需在指定

区域进行清洗消毒,采用高压水枪冲洗后,使用过硫酸氢钾复合

盐(1:200)进行喷雾消毒,空置24小时后方可进入场区。饲养人

员实行封闭式管理,每周进行健康监测,发现疑似症状立即隔

离。建立员工生物安全考核制度,将防疫措施执行情况与绩效

挂钩。 

2.2.3引种检疫与隔离观察 

引种需从获得国家认证的无疫区种猪场采购,要求提供

完整的免疫档案和病原检测报告。新引进种猪需在隔离舍进

行45天的观察期,期间实施“三阶段检测”：第1周进行PCR检

测,第3周检测抗体水平,第5周进行攻毒试验。隔离舍应配备

独立的通风系统和排污设施,与生产区保持大于等于50米的

距离。隔离期间使用专用工具进行饲养,每日对环境进行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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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确认健康后,需经过2周的合群适应期,逐步混群并持续

监测健康状态。 

2.2.4环境消毒与废弃物处理 

建立“三级消毒”制度：空栏消毒采用“清洗-干燥-消毒-

空置”流程,使用戊二醛癸甲溴铵溶液(1:1000)进行喷雾消毒；

带猪消毒选择过氧乙酸或聚维酮碘(1:500),每周进行2次；环境

消毒使用2%火碱溶液,重点处理场区道路和排污系统。采用“干

湿分离+生物发酵”工艺处理粪污,固体粪便经高温堆肥杀灭病

原,液体部分通过沼气池发酵处理。定期对水源进行检测,确保

菌落总数小于等于100CFU/mL,大肠杆菌小于等于3MPN/100mL。 

2.3精细化饲养管理方案 

2.3.1饲养密度动态调控 

根据猪只生长阶段实施差异化管理：哺乳仔猪每头占地面

积大于等于0.3㎡,保育猪大于等于0.5㎡,育肥猪大于等于0.8

㎡,种猪大于等于2.5㎡。采用“全进全出”生产模式,每批次转

群后对栏舍进行彻底清洗消毒。通过安装自动喂料系统和饮水设

备,减少猪只争斗和应激反应。夏季可通过水帘降温系统将温度

控制在22-28℃,冬季使用地暖或热风炉保持温度大于等于18℃,

湿度维持在50%-70%。 

2.3.2营养方案精准供给 

根据猪只不同生长阶段制定饲料配方：仔猪阶段粗蛋白含

量大于等于20%,赖氨酸大于等于1.2%；育肥阶段粗蛋白大于等

于16%,赖氨酸大于等于0.8%。添加功能性添加剂,如黄芪多糖

增强免疫力,蒙脱石吸附霉菌毒素。采用“少喂勤添”的饲喂

方式,每天饲喂4-6次,保证饲料新鲜度。定期检测饲料原料,确

保黄曲霉毒素B1小于等于20μg/kg,玉米赤霉烯酮小于等于500

μg/kg。 

2.3.3环境参数智能调控 

安装环境监测系统,实时监控温湿度、氨气浓度、二氧化碳

浓度等指标。夏季开启纵向通风系统,配合湿帘降温,风速控制

在1.5-2.5m/s；冬季采用间歇式通风,每次通风时间不超过10

分钟,间隔2小时。建立异常天气应急预案,遇极端高温天气时,

增加喷雾降温频次,每吨饮水添加VC200g；遇寒流时提前启动保

温措施,增加垫草厚度至10cm。 

2.4疫病监测预警体系 

2.4.1多维度监测方案 

建立“常规监测+专项监测”体系：常规监测每季度进行一

次,检测指标包括PRRSV抗体、抗原、免疫抑制相关指标。专项

监测针对引种猪群、发病猪群和后备猪群,增加检测频率至每月

一次。采用“五点采样法”(种猪舍、保育舍、育成舍、产房、

隔离舍),每个采样点采集30份样本。建立监测数据库,运用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绘制抗体消长曲线,评估免疫效果。 

2.4.2智能化预警机制 

安装疫病预警系统,集成环境参数、猪的行为如采食量、活

动量、生理指标如体温等数据,通过AI算法建立预测模型。设置

预警阈值：当抗体合格率小于80%、抗原阳性率大于5%或环境指

标超过临界值时,系统自动触发预警[5]。建立分级响应机制：一

级预警采取隔离治疗措施；二级预警启动紧急免疫；三级预警

实施全场封锁并上报主管部门。与地方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时获取周边疫情动态。 

3 结语 

猪蓝耳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复杂,给养猪业带来了严重的危

害。通过采取疫苗接种、生物安全措施、加强饲养管理和疫病

监测与预警等综合防控策略,可以有效降低猪蓝耳病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保障猪群健康和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实际防控过

程中,要根据猪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方案,并严

格执行,不断提高防控水平。同时,要加强对猪蓝耳病的研究,

深入了解其病原学、流行病学等特征,为防控工作提供更加科学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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