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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具有高热症状疾病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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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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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

高热病
”

也叫高热综合征
。

每年进人炎热的夏季
,

天

气高温
、

高湿
,

猪群的热应激逐渐加重
,

继而发生
“

高热病
” 。

“

高热病
”

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的疾病
,

主要发生在育成

猪和部分母猪
,

病猪临床主要表现为体温升高
、

精神沉郁
、

食欲

不振或废绝
,

呼吸困难
、

气喘
,

部分病猪伴有皮肤发红变紫等症

状
,

少数病猪毛孔有 出血点
。

1 临床症状
猪

“

高热病
”

的病程较长
,

一般在 5 一 2 0 d
,

病死率高
。

病

猪高烧一般可达 4 0℃ 以上
,

有的甚至可达42 ℃
。

病猪初期表现少

食
、

厌食
,

甚至废绝
,

精神沉郁
、

嗜睡 ; 流鼻涕
,

眼睛分泌物增

加 ; 皮肤发红发紫
,

机体末端出血和窟血
。

有的病猪全身出现弥

散性的红斑
,

伴有严重的呼吸困难
,

出现腹式或犬坐式呼吸
,

气

喘急促
,

有的表现喘气或呈 不规则呼吸 ; 消化系统紊乱
,

腹泻或

便秘 ; 病重猪各器官衰竭并较快死亡
,

病程长的猪群难以治愈
,

最终成为僵猪或 因慢性消耗而死亡
。

仔猪表现皮肤苍白
,

被毛粗

乱
,

腹泻
,

体温升高
,

有的甚至走路不稳
,

后肢瘫痪
,

死亡率很

高
。

母猪早产或流产
,

产死胎
、

弱仔和木乃伊胎
。

有的母猪还伴

有无乳症
,

发情延长
,

假妊娠的母猪增多
。

该病可造成免疫力低

下
,

引起各种细菌和病毒的感染
。

2 防治措施
该病病因复杂

,

病猪一般预后不 良
,

防治上应以预防为主
,

采取综合防控措施
,

加强饲养管理
,

尽可能提高猪只的健康水

平
。

2
.

1 科学免疫

控制病毒性疾病是控制高热病的前提
,

而控制病毒性疾病的

首要任务是免疫
,

要切实做好病毒性疾病的免疫
,

制定科学的免

疫程序
。

可根据当地近年来猪病发生的实 际情况
,

有针对性地选

择数种疫苗加以预防
,

尤其要做好猪瘟
、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

病的预防工作
。

2
.

2 科学饲养管理

坚持自繁自养
,

采用全进全出的养殖模式
,

保持合理的饲养

密度
,

饲喂优质的全价配合饲料
,

提高猪体抵抗力
,

严禁饲喂霉

变和劣质饲料
。

在高温季节
,

做好猪舍的通风和防暑降温
,

提供

充足 的清洁饮水
,

降低应激因素
。

搞好环境卫生
,

及时清除猪舍

粪便及排泄物
,

并对各种污染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

对饲养场
、

猪舍内及周边环境增加消毒次数
,

以降低和消除猪场内污染的病

原微生物
,

减少或杜绝猪群发病的机会
。

2
.

3 药物控制

治疗针对
“

高热病
”

的治疗
,

广大养殖户应禁止
“

病急乱投

药
” 。

猪
“

高热病
” ,

准确地说不是 1 种病
,

而是多种疾病综合

感染
,

是多种症状表征
,

所以
,

一定要辨别发病原 因
,

不能一概

而论
。

临床上治疗
“

高热病
”

的难度很大
,

但不是不治之症
。

如

果早发现
、

早诊断
、

早治疗
,

用药对路
、

方案可行
、

药量足
、

疗

程够
,

是可 以治愈的
。

由于本病是由多种病原混合感染或继发感

染而引起的
,

在临床上多见因发生病毒血症和细菌性败血症而引

起急性死亡
。

因此
,

临床治疗首先用药要侧重提高机体的整体免

疫力
,

采用抗毒疗法
、

抗细菌疗法和对症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方法

进行治疗
,

方可收到满意的疗效
。

亚健康保健方案可用
“

天麻散
” ,

主要成分为天麻
、

党参
、

防风
、

荆芥
、

薄荷
、

何首乌 (制 )
、

获菩
、

甘草
、

川弯
、

蝉蜕
。

天麻甘温镇定
,

平肝养阴
,

解痉熄风
,

为主药
。

防风
、

荆芥
、

薄

荷解表散风
,

清利头 目 ; 蝉蜕祛风解痉
,

共为辅药
。

获菩健脾

利湿
,

党参补气健脾
,

川弯行气活血
,

何首乌滋肝养血
,

均为佐

药
。

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
。

同时
,

饲料中添加富含畜禽必需的维

生素
、

电解质
、

氨基酸等营养添加可增强猪的抗病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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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从几方面加强管理
:

( l) 对出生仔猪的出生信息准确记

录
,

为剪耳缺前
,

禁止寄养
,

防止出现
“

张冠李戴
”

现象 ( 2 )

固定耳牌施打位置
,

减少耳牌的丢失
。

耳牌越靠近靠耳跟
,

耳牌

越不易丢失
,

耳牌越靠近耳尖
,

越易丢失
。

较为理想施打位置
,

水平方向距耳跟 13/ 一 12/ 与竖直方向距下耳 1 2/
一 2 3/ 区域内 (见图

2 )
,

母扣 ( 写字正面耳牌 ) 在耳外
,

公扣在耳内
。

( 3 ) 耳牌尽

可能包含丰富信息
:

考虑区分场代码
,

如场内自留种猪来自不同

分场时需区分表示 ; 考虑区分品种
,

使用英文字母或耳牌颜色分

别不 同品种 ; (
C

) 考虑填写出生年份
,

可使用 1位或 2位数字表

示 ; ( d ) 包含耳缺信息 ; (
e

) 考虑印有公司标识
。

( 4 ) 每周对

全场种猪耳牌补打一次
。

( 5 ) 需对打耳牌与剪耳缺技术员技术实

施准确率
,

合格率指标绩效考核
,

定期检查
。

( 6 ) 对耳号有疑问

的猪最好不要选人 自留种猪群内或从种猪群中及时淘汰掉
。

6 2」、结
猪只耳号贯彻到猪场生产的各环节

,

尤其是在育种过程中
。

耳号信息关系到系谱信息
、

性能测定
、

配种
、

选留与遗传评估
。

如耳号错误
,

无法反映这头猪的真实情况
,

严重会造成数据记录

缺失
、

中断
,

甚至造成育种损失与经济损失
。

国内大部分种猪场购买先进育种生产管理软件
,

用于生产性

能分析与选育评估
。

利用软件管理耳号
,

每月与现场猪只信息
、

状态信息核对一次
,

可及时有效减少重号
、

漏号错误现象
。

种猪场要想实施好精细化管理
,

首要就是猪只耳号管理
。

管

理好的关键
,

一是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标示规则
,

方便现场生产

技术员人辨识与纠错
,

二是要求登记人员工作仔细认真
,

制定考

核与检查机制
,

并认真贯彻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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