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猪附红细胞体病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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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新鲜血液压片相衬观察和末梢血液涂片瑞氏染色镜检法 , 调查了河南省5 个县3 000 头猪附红细胞体病发病情况 , 结果表
明 , 猪附红细胞体病的发病率为46 .33 % , 死亡率为13 .88 % , 隐性感染率为55 .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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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of Porcine Eperythrozoonosis in Henan
CHENJin-shan et al  ( Depart ment of Ani mal Science , Hen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xiang ,Henan 453003)
Abstract  Epidemiological i nvestigation of porcine eperythrozoonosis was carried out in five counties i n Henan of Chi na , withthe method of contrast ob-
servation of blood tabletting and straight observation of Wright’s staining blood smear .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ttacki ng rate of eperythrozoonosis in3 000
pigs was 46 .33 % , and its death rate was 13 .88 % , while its inapparent i nfection rate was 55 .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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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红细胞体病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我国已有26 个省、

市、自治区发生, 主要侵害猪、牛、羊、犬等动物, 而河南省及

相邻省、市发病较多, 其中猪的感染率最高, 给养猪业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由于对该病的传播途径不完全清楚 ,

因此不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笔者对河南省某些地区的

养猪场发生猪附红细胞体病进行了调查, 从而为该病的流行

病学及防治方法提供科学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感染情况 对新乡县、原阳县、延津县、辉县、封丘县等

地养猪场 ,2005 年发生猪附红细胞体病的情况进行调查。调

查户数35 户, 猪只3 000 头, 其中成年猪( 母猪、公猪) 260 头 ,

育肥猪500 头, 保育仔猪700 头, 哺乳仔猪1 540 头。统计不

同地区 , 不同年龄, 不同季节的猪发病率和死亡率。

1 .2 病原体检测

1 .2 .1 新鲜血液压片相衬观察。采取病猪生前的耳静脉血

液, 滴于洁净的载玻片上并加2 倍量生理盐水稀释均匀, 轻

轻覆盖上盖玻片, 然后置于 Leica MPS30 型倒置显微镜下, 用

相衬法观察。

1 .2 .2 染色镜检。采取病猪生前的耳静脉血液, 制作血液

涂片标本, 自然干燥后按常规瑞氏染色法染色后, 置于油镜

下观察并记录。

1 .3 判定标准 血液压片相衬观察时, 红细胞呈淡灰色, 附

红细胞体发出白色的亮光。正常红细胞呈双面凹的圆饼状 ;

附红细胞体呈新月状、点状 , 绝大多数位于感染红细胞的边

缘; 偶尔可见有少数呈点状的附红细胞体位于红细胞中央。

染色镜检时, 红细胞呈红色的圆饼状, 附红细胞体呈蓝

色。附红细胞体有新月状、杆状、点状等不同的形态, 绝大多

数位于红细胞的边缘, 偶尔在红细胞的中央可见点状的附红

细胞体。

1 .4 临床症状及剖检变化 对出现精神沉郁, 采食量减少

的猪只 , 主要观察可视黏膜变化, 皮肤颜色变化, 体温、脉搏、

呼吸数以及剖检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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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感染情况

2 .1 .1 不同地区发病情况。表1 显示, 不同地区之间发病率

不同, 其中新乡县发病率最高 , 其次是原阳县、延津县、辉县、

封丘县。经过统计, 河南省5 个县猪附红细胞体病的发病率

为46 .33 % , 有的养殖户发病率达85 .56 % ; 死亡率为13 .88 % ,

有的养殖户死亡率达51 .88 % 。

  表1 不同地区猪附红细胞体病发病情况

调查数

头

发病数

头

死亡数

头

发病率

%

死亡率

%
新乡县 950 522   86 54 .95   16 .47

原阳县 700 320 48 45 .71 15 .00

延津县 420 185 21 44 .05 11 .35

辉县 580 238 23 41 .03 9 .66

封丘县 350 125 15 35 .71 12 .00

合计 3000 1 390 193 46 .33 13 .88

2 .1 .2 不同年龄发病情况。表2 显示, 从发病年龄来看, 哺

乳仔猪发病率最高, 其次是保育仔猪、育肥猪、成年猪; 而哺

乳仔猪死亡率最高, 成年猪死亡率最低。成年猪中母猪比公

猪的发病率高( P < 0 .01) 。

  表2 不同年龄猪附红细胞体病发病情况

调查数

头

发病数

头

死亡数

头

发病率

%

死亡率

%

哺乳仔猪 1 540 835  128 54 .22    15 .33

保育仔猪 700 287 38 41 .00 13 .24

育肥猪 500 196 25 39 .20 12 .76

成年猪 260 72 2 27 .69 2 .78

2 .1 .3 不同季节发病情况。表3 显示, 猪附红细胞体病一年

四季均可发生 , 其中夏季发病率最高, 而7、8 月份呈现发病

高峰期 ; 其次是秋季、春季、冬季。

2 .1 .4  对10 户1 350 头无临床异常表现的猪采血检查 ,755

头猪血液中出现附红细胞体, 隐性感染率为55 .93 % 。

2 .2 临床症状 哺乳仔猪主要表现贫血, 黄疸 , 机体迅速衰

竭, 死亡率高, 断奶时同窝内仔猪发育不均匀。保育仔猪急

性型的表现为精神不振, 食欲减退, 不食 , 体温升高达40 ～41

℃, 脉搏增数, 呼吸加快, 皮肤苍白, 黄染, 两耳呈红紫色 ,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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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毛孔有出血点。有的病猪耳部皮肤变干坏死。慢性型的

表现消瘦、苍白。

  表3 不同季节猪附红细胞体病发病情况

调查数

头

发病数

头

死亡数

头

发病率

%

死亡率

%
春季 320 112 29 35 .00   25 .89

夏季 1570 788 110 50 .19 13 .96

秋季 845 401 46 47 .46 11 .47

冬季 265 89 8 33 .58 8 .99

  育肥猪急性型的主要表现为两耳紫红色, 四肢末梢及背

腰部淤血 , 臀部和腹底皮肤呈红紫色, 皮肤苍白, 体温40 .0 ～

41 .5 ℃, 便秘, 个别出现腹泻; 厌食 , 生长缓慢, 出栏延迟。

母猪急性型的表现在产前2～3 d 出现高热, 产后无乳或

少乳, 部分母猪发情率下降, 食欲减退, 体温升高, 乳房或外

阴部水肿, 母猪产奶量减少, 母性缺乏或不正常。慢性型的

主要表现衰弱、苍白、黄疸, 屡配不孕, 发情延长 , 不发育, 返

情, 受胎率低, 流产、死胎、产弱仔等。

公猪主要表现体温升高, 精神萎顿, 贫血, 消瘦 , 睾丸炎 ,

配种力下降, 有时继发肺炎, 性欲减退 , 精子成活力低等。

2 .3  剖检病变 黄疸性贫血是猪附红细胞体病的典型病理

变化, 皮下脂肪松软、黄染, 大面积淤血、出血, 肌肉苍白、水

肿。血液稀薄, 凝固不良, 出现腹水、胸水。心包积水, 心内

外膜有出血点, 心肌松弛。肺水肿或肺实质肉变, 缺乏弹性 ,

有出血斑或出血点。肝肿大质脆、汁多、黄染, 有的肝脏表面

有黄色条纹或灰白色坏死灶, 肝脏切面流出黄色混浊液体 ,

胆囊膨胀, 内充满黑色黏稠的液体。脾脏肿大变软。肾脏肿

大, 外观颜色发白 , 可见出血点。膀胱黏膜增厚, 有少量出血

点, 底部黏膜充血、出血。小肠黏膜脱落, 有的肠段呈黄色。

脑组织充血水肿, 脑积液增多。

3  小结与讨论

( 1) 调查结果表明 , 猪附红细胞体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

其中夏季发病率最高 , 其次是秋季、春季、冬季;7、8 月份呈现

发病高峰, 流行形式呈散发或地方流行。从发病年龄来看 ,

哺乳仔猪发病率最高, 其次是保育仔猪、育肥猪、成年猪 ; 而

成年猪中母猪比公猪的发病率高( P < 0 .01) , 其原因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之间发病率不同 , 新乡县发病率较

高, 这可能与该地区降雨量少 , 蚊蝇较多有关。

( 2) 因为对猪感染附红细胞体病不能及时作出诊断和采

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是导致猪只死亡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哺

乳仔猪和保育仔猪, 由于其机体免疫机能尚不健全, 抵抗力

弱, 因此死亡率较高。患过附红细胞体病的耐过猪康复后易

成为僵猪, 给养殖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 3) 该病主要通过接触性、血源性、垂直及媒介昆虫进行

传播。该病的流行与动物之间接触感染, 被污染的医疗器械

以及饲养方式、气候的突变等各种因素有较大的关系。

(4) 采取不同的方法检查附红细胞体, 结果可能会受到

影响。笔者认为采用新鲜血液压片相衬观察和末梢血液涂

片瑞氏染色镜检法, 检查结果无明显差异; 其中血液压片相

衬观察法可作为临床快速诊断的方法。

(5) 目前猪附红细胞体病多与猪瘟、蓝耳病、圆环病毒

病、弓形体病等发生混合感染, 因此, 在治疗该病时应采取综

合防治措施。

(6) 我国附红细胞体病在人畜中感染相当普遍, 并且有

逐年增加的趋势。目前 , 该病在诊断和防治方面虽然有了一

些较好的方法, 体外培养也取得了初步成功, 但是还未生产

出有效的疫苗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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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 。活性氧分子具有强烈的氧化特性, 使细胞膜氧化损

伤, 同时也会作用于 DNA , 引起 DNA 链的断裂 ;Baarends 等

研究认为 , 精子在从精原细胞逐渐转化为精子的过程中 , 在

后期丢失了大部分的细胞质 , 从而也就遗失了一部分保护

精子细胞免遭氧化损伤的酶类 , 而这些酶有利于组蛋白向

鱼精蛋白浓缩成染色质的交换作用 , 由于这些酶类的丢失

阻碍了相应蛋白修复损伤DNA 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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