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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猪病学（第2版）》系统介绍了猪的传染病、内科病、外科病、产科病、寄生虫病等疾病的病
理学知识及防治技术，并详细介绍了猪的解剖、营养生理和常用药物使用知识，全面展示了当前猪病
防治的新动向。
《猪病学（第2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供养猪和猪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农业院校师生阅读
参考，有助于做好猪病预防工作，全面提高猪病防治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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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宣长和，辽宁铁岭市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兽医专业。
现任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曾被评为全国农垦系统先进教师。
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猪丹毒等猪病病理学、形态学及防治技术研究，其中猪丹毒脾脏病理变化
、DIC和畜禽缺硒病分别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四等奖。
&ldquo;九五&rdquo;期间完成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ldquo;建立年产30万头商品肉猪产、加、销配套技
术体系的研究&rdquo;，所建立的猪防病灭病技术服务体系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ldquo;曾医
病理解剖学资源库的创立研究&rdquo;，获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主编《猪病学》、《当代猪病诊疗图说》、《当代牛病诊疗图说》、《当代鸡病诊疗图说》；发表论
文50余篇。
曾任第一届至第四届东北地区兽医病理研究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畜牧兽医》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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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毒性疾病第八章 外科手术技术第九章 外科病第十章 猪的繁殖疾病第十一章 猪的常用药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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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流行病学　　易感性：各种品种的猪划猪瘟病毒都易感，野猪亦町感染，而且与猪的年龄、
性别、营养无关。
人工实验证实．黄牛和绵羊接种病毒后，病毒在血液中可持续2～4周，有传染性，但无临床症状。
　　传染源：病猪是最主要的传染源，病毒分布于病猪机体内各种组织器官和体液，其中以血液、淋
巴结、脾含毒量最高。
每克含毒量可达数百万个猪最小感染量，病毒可通过母体胎盘感染给胎儿，国外有一些弱毒株疫苗，
即通过给妊娠母猪注射使胎猪建立自动免疫。
病猪的排泄物和分泌物污染环境而散发病毒；此外病猪尸体的脏器，急宰病猪的肉尸、脏器、污水都
可成为危险的传染源，此外也包括病毒污染的饲料和饮水。
有人证明蝇类一蚯蚓，肺丝虫，都可在一定时间内保存猪瘟病毒。
目前许多资料报道，母猪免疫水平低下，抗体水半在1：4～7时，感染强毒可引起业临床感染，并可通
过胎盘感染仔猪，导致母猪繁殖障碍，抗体水在l：1 6以上时．即可抵抗亚临床感染。
　　此外，有些弱毒株制成疫苗接种仔猪后，病毒在猪体内持续复制长期代毒，毒力町逐渐加强，数
月后常引起仔猪发病死亡，并传染给易感猪。
因此在防制猪瘟上应当注意母猪持续感染现象．病后带毒猪、隐性感染猪，潜伏期带毒猪也是重要传
染来源。
　　传播途径：猪瘟的流行主要是猪瘟病毒在易感猪之间传递而引起，其次才是由其他方式传递而发
病。
大型猪场群体暴发猪瘟时，上要传播途径是病毒通过病猪的尿、粪便以及眼、鼻分泌物，直接接触水
平感染。
病毒由口腔经扁桃体，n腔粘膜和呼吸道粘膜感染，个体饲养者的猪只主要是病死猪尸体处理不当，
或随意将尸体投放野外、田间，由家犬采食而散布污染周围环境。
患病和弱毒株感染的母猪，经胎盘垂直感染胎儿，产出弱仔猪、死胎、木乃伊等。
管理人员、参观者、经商者偶而成为病毒的传递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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