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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猪瘟（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感染

引起家猪和野猪的一种急性、烈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以皮肤发红、内脏器官严重出血、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

为特征。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



p 易感动物  家猪和野猪，各年龄猪均可感

染，但非洲疣猪、巨林猪和非洲野猪亚

临床感染，隐形带毒。

p 传播途径  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经

消化道和呼吸道感染。

p 软蜱是自然宿主和传播媒介，通过叮咬

感染，迄今唯一的虫媒DNA病毒。。

p 传染源  患病或感染的家猪、野猪。

非洲猪瘟

直接传播 间接传播

发病/病死猪、感染/

带毒的猪

发病猪和带毒猪是非

洲猪瘟的主要传染源。

发病猪的组织、体液

和分泌物中含有高滴

度的病毒，经唾液、

泪液、鼻腔分泌物、

尿液、粪便和生殖道

分泌物排出体外。

通过带毒的泔水、餐厨

剩余物

带毒的猪肉及制品

污染的运输工具

污染的饲料、猪源性饲

料原料

污染的人员（衣物、鞋）

及物品（手机等）

污染的精液

污染的环境（土壤、水

源）

污染的药品疫苗等传播

蚊、蝇、鼠、鸟（机械

传播



非洲猪瘟病毒

p非洲猪瘟病毒（ASFV），属非洲猪瘟病毒科，非洲猪瘟病毒属，

双股线性DNA病毒。

p形态结构  二十面体，球形，直径175～215nm，比CSFV大15倍，

有囊膜。



p基因组结构   基因组大而复杂,170 - 193 kbp，两个可变末端、一
个中心保守区域，编码约160种蛋白，大多数与免疫抑制有关 
（24个基因型）。



p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强。



温度 PH值

p 60度 20min

p 56度 70min

p 37度（培养基） 22天

p 4度 大于一年

p 冻肉 数年到数十年

p 无血清 4-11.5

p 有血清-可耐受更低或更高的PH 4-13.4

p PH=13.4时

ü 无血清：21h

ü 有血清：7d



ØASFV对消毒剂敏感

常用消毒剂

p0.8%氢氧化钠 30min

p次氯酸钠-2.3%Cl 

30min

p0.3%福尔马林 30min

p3%邻苯基苯酚 30min



常用消毒剂使用



临床症状与病理变化





p急性型

ü发病猪体温升高； 呼吸困

难； 

ü皮肤充血变红或变紫色，

坏死，流产；

ü呕吐、鼻腔出血、血便。



ü 脏器广泛性出血

ü 脾脏显著肿大，
呈黑色，质地
变脆。



p 慢性型

典型症状症状不明显
ü 流产，皮肤出血和

溃疡, 
ü 关节肿大，跛行，

皮肤，
ü 消瘦，病死率较低，

耐过猪会长时间带
毒。

ü 流产

ü 与急性ASF相似，
通常相对较轻。

p 亚急性
型



慢性型 ：主要病变特征是呼吸道的变

化。

• 肺实变或局灶性干酪样坏死和钙化。

• 病程较长者，大多发生纤维素性心

包炎、肺炎

• 关节肿大等慢性病变。

• 继发感染。

亚急性型：与急性ASF病变相似，只是

相对较轻。淋巴结和肾脏出血，脾肿

大、出血，肺脏充血、水肿，有时可

见间质性肺炎。



Ø基因II型/高致病性

• 典型急性非洲猪瘟临床症状

国内流行毒株相关进展



基因缺失

Ø基因II型/基因缺失株

• 两株无血吸附特性毒株： 毒力低，
但传播性强；

• 高剂量感染/部分死亡，低剂量感染
/不死亡、持续性感染。



具有三个大片段缺失（超过10,000 bp）的
ASFV缺失毒。更长的潜伏期及生存期，更低的
排毒量，具有较弱的致病性。



Ø基因I型/慢性感染

• 无血吸附特性、低毒力、传播性较高、慢性感染；

• 感染皮肤坏死、关节重大。



Ø基因I型-双基因缺失株（某企业）
基因I型-双缺失株

基因I型-单缺失株



l临床症状：I型缺失株在检测到排毒10~14天内无减料情况，约超
过14天开始出现精神不佳、采食量下降、皮肤发红、咳喘等症 状，
并伴有猪只死亡，排毒约30天左右，死亡率在10%~50%之间。 



lI型弱毒双缺株特点：

•  1、疫情特点：单元内阳性点位呈”散点式分布“特点，潜伏期可能9~12天，

抗体转阳需9~15天。

• 2、病例变化：肺脏病实变、有血沫、纤维素性渗出、部门肺脏存在脓性渗出

物，脾脏梗死，部分猪只淋巴 结水肿、出血，部分猪只肾脏表面存在出血点。

• 3、各器官病毒载量方面：肺脏>免疫器官>气管>血液。

• 3、空气环境样品检测方面：阳性栏位2米及以下均能检出阳性，距离地面越近，

病毒载量越大；抗体越值越高，呼吸道排毒可能性越大。

• 4、病毒血症方面：统计43个病毒血症猪只，病毒血症CT值无低于30个体，约

70%猪病毒血症CT值大于35。

• 5、阳性点位及周围猪只排泄物方面：阳性猪只粪尿排毒量低，散毒风险相对

较低。



Ø基因I型和基因II重组病毒-“麻花重组”

• 高致死性和高传播性。

• 缺失来自基因II型的MGF_505/360 and EP402R，
可降低毒力。



某集团



Ø总结

ü毒株上看：

• 弱毒株：临床症状非常不典型、潜伏期长，排毒不规律，一旦发
现，病毒污染面已很大，精准剔除难度大。

• 嵌合病毒：该毒株在北方已占流行毒株。毒株传播速度快，毒力
较强。

ü临床上看：

• 感染情况复杂，检测出的嵌合或者混合感染比率较高，难以早发
现；局地一些长期稳定的场线也出现感染情况。

• 从临床症状不典型猪只中可检测出高载量病毒。

• 环境污染严重，猪场区域、猪舍内外小环境等病毒检出增多，难
以处置，造成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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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防控

构建完善生物安全体系是猪场防控非洲猪瘟的根本，

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严防死守，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防控原则：早、快、严、小
（早准备、早发现、早报告、快速反应、严格执行、防止扩散）

严格执行生物安全规范是非瘟可防的基础

尽早发现猪群异常是非瘟可控的前提



◼ 红区、橙区、黄区、绿区 
◼ 区域划分标准：
◼ 以生产区为核心向外扩展；
◼ 以“可控”程度定义；

“四色”管理 



l降低传入风险

对人、车、物、环进行系统性、计划性消毒、

监测，实现风险预测预警、漏洞筛查，消毒。

l猪群监测

异常猪只采样检测——早发现，早确诊，早

行动；

划定风险范围——指导精准剔除；

引种猪群检测评估——排查猪群引入风险。

p 消毒、监测和预警



n外来人员

• 尽量不进入生产区。

• 必须进入的前提条件： 7天
内未到过任何猪场，屠宰场
等场所；3天内未接触生猪、
生猪肉，未进过菜市场。

• 按照返场人员采样、洗消，
合格后需要在隔离。

• 淋浴、更换衣服、消毒等 

人员控制

n猪场人员

• 封场管控、减少外出。

• 菜市场、餐馆、疫区等高风

险地区。

• 严禁携带肉制品

• 返场人员采样、洗消，合格

后需要在隔离3个晚上以上。

• 淋浴、更换衣服、消毒等 。

Ø降低传入风险



车辆控制

• 严格控制与猪场相关的车辆（运猪车、中转车、无害化处理车、
饲料运输车等），车专用，中转，杜绝外来车辆靠近猪场、饲料
厂。

• 严格的车辆清洗消毒程序

• 外来车辆不靠近猪场。



• 进场物资和食品必须消毒，并采样监测。

• 不同物资的类别选择不同的消毒设施进行分类消毒，静置且时间
充足。

• 禁止疫区或疫点的物资进场

物资和食品控制



• 所有饲料85℃高温3分钟制粒

• 禁止使用含有动物源蛋白的饲料

• 辆不进场，使用中转料塔在围墙外中转

饲料控制



• 定期对猪场周围环境及道路消毒；

• 防止水源污染，定期检测评估；

• 灭蝇、灭蚊、灭鼠，防鸟、野猪。

环境控制



Ø猪群监测

• 科学采样（包括引种）
感染初期，由于排毒的不规律性，
病毒在口腔、咽部等部位的载量
低；而咽拭子和口鼻拭子样品也
面临着更多的干扰因素如：进食
或饮水等。

• 深咽拭子联合尾跟采血
• 口鼻拭子联合腹股沟淋巴结穿

刺等。



u异常猪的识别

发热、食欲不振、呕吐 皮肤黏膜发红、发绀、出血 咳血、血便、尿血 眼、鼻脓性分泌物

精神沉郁、急性死亡 流产 血凝不良 关节肿大



u合理的诊断方法



p 疫情应急处理及精准清除

整体思路

背景调查与人员统筹 应急方案实施 复产



Ø 疫情调查及人员统筹

• 封闭猪舍和猪场，限制生猪移动，停止场
内疫苗免疫等生产活动。

• 异常确诊猪只数量、位置等
• 污染人员调查
• 污染物资调查
• 划定风险区
• 消毒、防护服等物资储备等

• 组织统筹人员
• 物资运送人员
• 现场指挥人员
• 机动人员
• 生产线负责人
• 栋舍隔离人员等



Ø 应急方案实施
序号 项目 操作方式

1
人员意识

意识：对异常处理有信心，团队坚定信心

2 全场阴性区域栋舍内操作，人员管理严格按照异常区域 处理方式规范要求

3 人员管理 人员线路：规范各段/工段人员上下班行走路线，不交叉污染

4 工作计划梳理 根据场内情况，梳理各时间段工作清单，如人员分配、采样范围、异常处理计划等

5 物资清单 消毒药、消毒工具、采样物资充分准备、大量储备，列出物资清单

6 日常巡栏 饲喂时异常猪只观察仔细，培训异常汇报及送样标准，减少人员交叉，不接触猪只

7 人员操作规范 现场规范异常病死猪处理细节、采样送样、常规舍内舍外消毒、自身洗手换鞋洗澡

8 无害化处理 禁止场内剖猪，污水、污染物资、尸体等

9

准确检测及拔牙

异常猪只：口鼻拭子，先采左右两头，再采异常猪，带乳胶手套，禁止踩踏水槽，每采完一头卫可
（1:100）洗手消毒

10 异常送样：场内场外安排专人运送样品，异常自检送区域中心实验室

11 若每日异常送样和全群检测重合，异常猪只采样两份，，异常样自检，全群样（包含异常样）送总部

12 确保送出样品合格（唾液量、送样保存、样品编号清洗等）

13 出现疑似症状，及时发现异常，转运及拔除阳性猪及周围疑似感染的猪

14
环境消毒

加强外围环境消毒强度，生活区环境（食堂、宿舍卫可拖地）、生产区环境（洗澡间卫可拖地、衣物水
鞋卫可浸泡）、污水区、异常出猪后出猪台，直接泼烧碱 

15 栋舍消毒频次：异常前期 栋舍内消毒4次/天，稳定后逐步降低消毒频次2次/天

16
封场管理

管控外来饲料车，控制送料频次，尽量不进场

17 休假人员暂时不休假



• 一般空栏4-6个月，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 生产恢复计划的制定

• 疫情传入风险评估

• 清洗消毒及评价

• 引进哨兵猪

• 完善生产设施

• 管理制度优化

• .............

Ø 恢复生产



生物安全制度已比较完善，为什

么有些猪场还是发病或者扩大化？



非洲猪瘟病毒是如何传入猪场的？



Ø有的案例一个扫帚扫完整栋水槽；

Ø有的案例一个料勺匀完整栋产房；

Ø有的案例一个产房所有操作仔猪都反复丢进一个
框；

Ø有的案例一块抹布擦了所有的新生仔猪；

Ø有的案例一台B超机使用过程中未消毒；

Ø有的案例一栋猪舍一个清理料槽工具。

非瘟案例分析1——厂内交叉污染操作

使用燃气
断尾钳



非瘟案例分析2——母猪跑出限位栏四处走动

一母猪场案例：跑出猪只栋舍内自由活动导致严重散毒



 案例：豫南一母猪场，19年冬季案例，11.28日产5

确诊1头母猪（第36栏），CT值28.47；执行全场静

默操作的情况下，直至12月17日该产房内仍然在陆续

出现阳性（大部分是相邻栏位），主要原因：产房内

仔猪日龄已达断奶日龄21日龄以上，存在仔猪爬栏跳

栏的情况，导致疾病扩散传播。

非瘟案例分析3——产房存留留21天以上的仔猪

这样的爬栏、跳栏
就是在传播，散毒！



非瘟案例分析4——物资包预先未储备到位

平时没有相应的拔牙复产物资储备包，一

旦发生疫情，例如广西某母猪场会出现以

下几种情况，导致拔牙复产进度缓慢：

1、购买的物品不符合兽医团队要求；

2、购买因为物流问题不及时到达；

3、买回来了要在隔离点、门卫处进行两

次消毒流程，中间周转的时间至少2天；

4、需要物资量大，东西多且重，动不动

塞满熏蒸消毒间，远转不畅；

储存要求
1. 各场必须进行该物资的储备，做到种类数量均符合

标准；
2. 防控物资独立专用库房存储；
3. 防控物资用于拔牙专项使用。



非瘟案例分析5——猪场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

• 山西某猪场
• 疫苗接种、引种，内部转群等衣服没
有更换，未穿隔离服。

• 分区管理意识不足。如：产房人员饲
喂完毕后，道前往配4进行配种帮忙，
配种结束后参与后备引种，工作结束
后从通道返回产房进行洗澡下班。

• 日常消毒不彻底。

• 出猪管理执行不到位如：消毒、人员
管理等。



非瘟案例分析6——车辆消毒不严格

• 平遥一中型养殖场，因售卖猪造成ASFV基因II型基因缺失株的传
入，最终拔牙失败，清场。

中小养殖场应具备
较完善的车辆消毒
设施和制度。
➢ 安装监控
➢ 警示牌
➢ 出猪台脏区和净区划分，猪只由净区向脏区单向
流动，生产区工作人员禁止进入脏区或非工作区
➢ 出猪台设计为两段：中转舍AB门—场内中转车；
另一段外出猪台（严加管控）



生物安全细节决定成败

车辆管控 物资管控 人员管控 环境管控

饲料管控 水源管控 单元格管理 操作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