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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猪瘟的基础知识 

 高度接触性、出血性、病毒性传染病 

 所有日龄的猪均易感  

 临床特征：高热、食欲废绝、皮肤和内脏器官出血 

 高病死率（可达100%） 

 潜伏期长：自然感染4-19天，实验感染2-5天 

 自然传播速度慢 

 感染后平均死亡时间2-10 天 

 临床症状与猪瘟、猪丹毒相似 



最急性型和急性型 

 发病猪体温达41~42℃ 

 食欲废绝、精神沉郁、呼吸困难 

 皮肤充血变红或变紫色 

 呕吐、鼻腔出血 

 腹泻、血便、便秘 

 1~4天内死亡（也有无症状死亡） 

 发病率和病死率可达100% 



亚急性型  

 病猪中度发热 

 食欲下降 

 皮肤出血和水肿 

 感染后7~20天死亡 

 病死率为30%~70% 



慢性型  

 病猪体重下降 

 间歇热 

 耳部、腹部和大腿内侧皮肤发生坏死、溃疡

、关节炎 

 呼吸道症状 

 耐过猪可长时间带毒，抗体与非洲猪瘟病毒

可同时存在于感染猪血液，大约持续6个月

，有时病毒可存在数年 



疾病的严重程度因ASFV的毒力而异 

毒株类型 临床特征 病死率 

高毒力 
1. 引起最急性型（感染后1~4天死

亡）和急性型（感染后3~8天死亡） 

2. 以发热和网状内皮组织出血 

3. 妊娠母猪流产 

病死率90%-100% 

 

中等毒力 
1. 引起亚急性型，感染20天后死亡 

2. 以发热和网状内皮组织出血 

3. 妊娠母猪流产 

1. 成年猪的病死率

20%-40% 

2. 仔猪病死率70%-

80% 

低毒力 引起慢性型 病死率10%-30% 



• 脾出血性肿大3-6倍—剖检特征 

• 淋巴结出血、呈大理石状 

• 肾脏皮质出血；膀胱、心内外膜出血；肠道出血 



非洲猪瘟病毒（ASFV） 

• 非洲猪瘟病毒科（Asfarviridae） 

• 非洲猪瘟病毒属（Asfivirus） 

• 病毒粒子大小：175-215 nm 

• 有囊膜 

• 基因组为DNA（165, 795-191, 036 

bp） 

• 基因组编码151~167种蛋白质，成熟的

病毒粒子包含54种结构蛋白 

• 有24个基因型（ genotype） 

• 主要的靶细胞是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 

• ASFV不诱导中和抗体或水平低下 

 

 



 野猪：非洲野猪无临床表现，呈现低病毒血症，形

成长期的持续性感染和隐性带毒 

 欧亚野猪、北美野猪易感，临床症状与家猪相似 

 钝缘蜱：主要的生物传播媒介，可长时间贮藏ASFV 

Warthog（疣猪） Bushpig（薮猪） soft tick（软蜱） 

ASFV的自然贮藏宿主 



 直接接触：消化道（口）和呼吸道（鼻） 

 气溶胶可引起近距离的传播 

 带毒或污染的精液（经配种可造成母猪感染） 

 非洲猪瘟的长距离传播 

 感染动物（家猪、野猪）的移动、运输、交易 

 污染的猪肉制品流通 

 污染的饲料、猪血液源饲料制剂 

主要感染途径 



ASFV对环境的抵抗力很强 

 耐受酸碱的范围较广， pH4-10条件下很稳定 

 反复冻融不影响ASFV的感染性 

 在室温或4℃冷藏条件下保存数月仍然具有感染

力；在血清中，5 ℃下病毒的感染性可保持6年 

 在猪的尸体、组织中以及在低温的条件下病毒

可存活6个月以上乃至数年 



 腌制的、熏制的猪肉产品中可携带病毒 

 对热的抵抗力较弱，含病毒的血液经60℃ 30分

钟（56 ℃ 70分钟）可灭活病毒；70℃ 30分钟

可将猪肉中的病毒灭活 

 一般的消毒剂均可以杀灭ASFV，去污剂、次氯

酸盐、碱类及戊二醛是最有效的消毒剂 



二、非洲猪瘟的传染源 

高度认识非洲猪瘟对我国生猪产业的危害 

（截止2019年01月02日，23个省（市、自治区）98起生猪疫情、2起野猪疫情）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 



 发病率：0.24%-100% 

 25起疫情：发病率40%以上 

 病死率：14.3%-100% 

 56起疫情：病死率>50% 

 34起疫情：病死率达100% 

 散养和中小型养殖场、规模化养殖场 

 



传染源（污染源）有哪些？ 

 发病/病死猪、感染/带毒的猪 

 带毒的泔水、餐厨剩余物 

 带毒的猪肉及其制品 

 污染的运输工具 

 污染的饲料、猪血液源饲料制剂 

 污染的人员（衣服、鞋/靴）、物品 

 带毒野猪、钝缘蜱 

 

 



 公猪精液 

 环境（土壤、水） 

 苍蝇、蚊、鼠等（机械传播） 

 

 



 无安全有效的疫苗 

 无有效的治疗措施 

 生物安全体系是规模化猪场防控非洲猪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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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做好非洲猪瘟的防控 



 强化生物安全体系建设 

 完善各项生物安全措施 

 严格执行——落实到位 

 制度化——对员工进行培训 

 常态化——坚持不懈 

 成立猪场生物安全管理团队——制

定、监督、评估 

 



1. 严格执行引种监测、隔离  

 尽量封群、减少或不引种 

 禁止从有疫情省（区）引种（猪、精液） 

 进行引种监测、确认非洲猪瘟阴性 

 实行场外隔离、至少隔离30天、进行临床监

测和实验室监测 



 严格控制与猪场相关的所有车辆 

 禁止未经清洗消毒的车辆靠近猪场 

 建立车辆的清洗消毒体系 

 洗消程序：清除杂物——泡沫浸泡——冲

洗——消毒——干燥 

 

2. 严格控制运输工具 





建立洗消中心 



 禁止来自疫区的所有物品进入猪场 

 禁止猪肉及其制品带入猪场 

 禁止非本场人员携带的物品进入猪场 

 进入猪场的物品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处理 

 

3. 严格控制进场物品 



 外来人员 

 禁止进入猪场 

 如需入场，必须实施隔离措施（2-3天） 

 外来人员物品必须置于场区入口处、并进行

消毒处理 

 必须淋浴（两次洗澡）、更换场区工作服、

鞋/靴 

 

4. 严格限制人员进出猪场 



 猪场人员 

 实施封场措施、减少外出 

 不去疫点、疫区 

 不去其他猪场、生猪交易市场 

 不与发病猪、感染猪、病死猪接触 

 不去屠宰场 

 不接触污染的猪肉及制品、运输工具、物品 



 禁止饲喂泔水、餐厨剩余物 

 可能受到污染的饲料原料 

   如何消除污染？（提升制粒温度、延长时

间） 

 禁止使用受到污染的猪源饲料制剂 

5. 饲料控制 



 定期对猪场及周边环境进行消毒 

 防止水源受到污染、定期进行监测 

 禁止野猪与猪场接触 

 灭苍蝇、蚊、鼠、防鸟 

 灭软蜱 

 

6. 环境控制 



 及时上报（疑似）疫情 

 禁止在猪场内剖检疑似病死猪 

 封闭猪舍 

 对发病猪、病死猪严格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粪便、污水、污物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

污染环境 

7. 严格执行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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