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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非洲猪瘟病毒变异株防控技术指南 

详见疫控防〔2021〕152 号 

与 2018年传入的非洲猪瘟病毒毒株相比，非洲猪瘟病毒变异株基

因组序列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临床症状不典型，目前变异株包括基

因缺失株、自然变异株、自然弱毒株等。 

一、病毒特点 

（一） 潜伏期长，隐蔽性强，可持续带毒。感染变异株的猪群口

腔排毒滞后，排毒不规律，采样检测很难及时发现，导致猪群隐性带

毒并间歇性排毒，很难做到精准清除。实践中，常有猪场在实时荧光

定量 PCR方法检测时 Ct值较高，但因猪只临床表现健康，未能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致使猪只在应激和混合感染等因素诱发下发病。部分

病毒株的致病力与感染剂量呈相关性，高剂量感染能引起亚急性或慢

性病程，部分猪只死亡，低剂量感染引起非致死性的持续感染。 

（二） 临床症状不典型。非洲猪瘟病毒变异株临床传播性与经典

毒株无明显区别。病猪初期无临床表现或临床症状不典型，致死率较

低，不易被识别。与 2018年传入毒株有明显差异，常表现为采食量下

降、体表发红、皮肤坏死、淋巴结肿大、肺炎等症状；显微镜下多器

官特别是淋巴结和肾脏可见伴有梗塞和血栓的坏死和出血区，以及慢

性纤维化病变。 



（三） 妊娠母猪和育肥猪的易感性无明显差异。妊娠母猪群体生

产性能受影响较大。病毒感染潜伏期过后，母猪表现反复发烧，不食

等症状，部分母猪出现流产、高比例死胎、乳房结痂等症状；初生仔

猪活力差；育肥群静止状态下的症状不显著，应激情况下可排毒，表

现皮肤坏死，关节肿大，脾脏肿大、坏死等临床症状和剖检变化。 

（四） 检测难度大。非洲猪瘟病毒变异株感染前期病毒滴度较

低，感染后产生抗体延迟，常规鉴别诊断方法有局限性，在出现变异

株的情况下，容易造成误判。此外，过高频次的全群普查也会增加交

叉污染或扩散风险。因此如果监测方案和检测方法选择不当，有可能

造成病毒传播和扩散。 

二、优化监测手段 

（一） 加强日常巡视 

每日开展猪场场内巡栏，监测猪群临床症状和体温变化。一旦发

现猪只出现嗜睡、轻触不起、采食量减少、拱料不食、发热、皮肤发

红、关节肿胀/坏死、咳喘、腹式呼吸，育肥猪死淘率增高，母猪流产

或出现死胎/木乃伊胎等可疑临床表现时，第一时间采样检测。有条件

的养殖场可使用红外线热成像仪对所有猪群进行每日一次的体温监

测，发现体温异常猪只，及时进行采样检测。通过每日体温筛查，减

少 猪场采样频次，达到降本增效目的。 

（二） 开展定期监测 

定期开展场外环境采样检测。在猪群进行疫苗接种、转群、去势，

或母猪分娩后，规模猪场可每周对猪群按照 20〜30%比率开展病原和

抗体监测。一旦猪只出现疑似临床症状，立即采样检测。 

（三） 科学采样检测 

采取口鼻拭子联合尾根血混样，或口鼻拭子联合腹股沟淋巴结穿

刺混样的检测采样方法，可提高病原检出率。同时还应当采集临床异



常猪的前腔静脉血或尾静脉血，分离血清后进行非洲猪瘟病毒抗体检

测。 

1.采样：使用聚丙烯材质拭子，避免使用头部为棉花制品的拭子、

含海藻酸钙拭子以及木柄拭子，防止棉花纤维对蛋白质吸附影响病毒

洗脱效果及抑制 PCR反应的物质影响检测结果。 

1.1育肥猪群：猪场发现临床异常猪只后，立即对育肥猪群进行大

栏棉绳口腔液采样，及时送检进行病原检测。 

1.2产房：在母猪分娩后，采集脐带血、胎衣或胎衣液等样品以及

母猪口鼻拭子联合尾根血混样样品进行病原检测。 

1.3病死猪：在确保养殖场内生物安全的情况下，及时采集病死猪 

淋巴结、肺脏等样品在当天送检。有研究报道非洲猪瘟病毒变异株在

猪淋巴结、肺脏病毒载量最高，采集相应组织样品进行检测，可提高

检出率。 

1.4环境：定期对猪场内料槽、风机等进行环境样品检测。国家非

洲猪瘟区域实验室（广州）研究发现，养殖场内料槽样品的病毒核酸

检出时间早于猪只出现异常临床症状的时间。 

2.样品保存：样品保存管应使用无菌、对核酸无吸附作用的螺旋

盖塑料管。每个样品管应再套一个样品袋防止样品泄露和污染。新鲜

采集的临床标本应在 2~8℃条件下，在采集后 2~4h内送至实验室。 

3.病原检测方法：可采用非洲猪瘟病毒（P72/CD2v/MGF）三重实

时荧光定量 PCR方法检测病毒核酸。对非常见基因变异且临床症状特

殊的病例，需进一步送相关实验室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鉴别。 

三、强化生物安全防护措施 

要提高警惕，不得私自通过抖音购物平台及开放性物流系统等购

买无检疫证的生猪，谨防上当受骗。针对非洲猪瘟病毒变异株的流行

特点，持续从人、车、物、猪等方面强化防控措施。 



1.人员管理 

人员在进场前 3天不得去菜市场、猪场、屠宰厂（场）、无害化

处理厂（场）及动物产品交易市场等生物安全高风险场所。要坚持饲

养什么时就不食什么肉的习惯。进场人员必须消毒、沐浴更衣及换鞋。

手机等物品可用酒精擦拭消毒。 

2.车辆管理 

严禁外来车辆进入生产区，建议消毒后中转。尤其是贩运、病死

猪收集等外部车辆。交接死猪/猪粪时，避免与外部车辆接触，交接地

点距离场区大于 100〜200米，及时清洗、消毒车辆所经道路。 

3.物资管理 

禁止生鲜猪肉及制品入场；入场兽药疫苗严格执行进场消毒，疫

苗及有温度要求的药品，拆掉外层包装，使用消毒剂浸泡消毒后再转

入储存或立即使用。其他常规药品，拆掉外层包装，经烘干、或臭氧、

或熏蒸消毒，转入储存或立即使用。禁止从疫区购买玉米等，所有饲

料包装袋均充分消毒（臭氧或熏蒸）。禁止饲喂餐厨剩余物。 

4.猪群管理 

施行圈养，坚持自繁自养，实施“全进全出”管理制度，引种时

要严格采取检测和隔离措施，抗原、抗体检测需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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