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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cember 2018, an epidemic broke out in a self-supporting pig farm in Changfe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Clinical symptoms are sow abortion and rspiratory symptoms and diarrhea in 
piglets. A co-infection of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Porcine Salmo-
nellosis was confirmed through clinical symptoms observation and necropsy, and laboratory 
bacteriological detection, viral antigen screening and serological testing. Based on accurate di-
agnosis, effective prevention measures were taken in time, and the epidemic situation was con-
trolle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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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12月，安徽省长丰县某自繁自养猪场发生疫情。母猪出现流产，仔猪出现以呼吸道和腹泻为主

要临床症状的疫病，通过临床症状观察及剖检病变，结合实验室细菌学检测、病毒抗原筛查和血清学检

测的基础上，判定为猪蓝耳病与猪沙门氏菌混合感染。在准确诊断的基础上及时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

使该场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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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猪蓝耳病是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和简称，是由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病毒(PRRSV)感染引起

的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各品种、各年龄阶段的猪均易感，其中以母猪和小猪最易感，可造成母猪繁

殖障碍和小猪出现呼吸道症状，同时是一种会引起感染猪的免疫抑制[1]。猪群感染猪蓝耳病时会造成免

疫力低下，很容易诱发或继发感染其他病毒性或细菌性疫病，使病情复杂化[2]。猪沙门氏菌病又称猪的

副伤寒，由沙门氏菌属细菌引起的疾病总称，主要表现为严重的败血症和肠炎症状，有时可见脑炎、肺

炎和母猪的流产[3]。 
2018 年 12 月中旬，安徽省长丰县某猪场存栏 153 头，其中生产母猪 47 头，后备母猪 36 头，仔猪

70 头。近期出现过 2 胎次母猪出现流产和产死胎情况，母猪和后背母猪整体稳定，断奶仔猪的发病较为

严重，主要症状为呼吸道症状，喘气、咳嗽，体温升高，严重腹泻，体质弱、被毛粗乱，耳尖皮肤发绀。

发病率为 20%左右，死亡率在 7.14%。该猪场的免疫程序为母猪和后备猪猪瘟弱毒疫苗、伪狂犬病灭活

疫苗、圆环 2 型病毒灭活疫苗和口蹄疫疫苗一年免疫 2 次，每种疫苗间隔 1 周左右；仔猪疫苗免疫方法

是：25 日龄猪瘟一免，60 日龄二免；35 日龄免疫伪狂犬病疫苗 1 次；30 日龄和 70 日龄各免疫一次口蹄

疫疫苗；蓝耳病疫苗未免疫。经对送检病猪流行病学调查和解剖病理诊断，对病变组织进行和实验室检

测诊断为猪蓝耳病与沙门氏菌混合感染，现将病例报告如下。 

2. 材料与方法 

2.1. 病料 

发病仔猪 2 头，发病猪群血样 15 份，由安徽省长丰县某猪场送往到本实验室进行解剖检查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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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发病猪为病重活猪，发病猪群血样冷藏保存。 

2.2. 主要试剂 

2×PCR preminx、DL2000 DNA Marker、细菌 DNA 提取试剂盒为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产品；SS 琼

脂、血琼脂平板为北京陆桥公司产品；猪蓝耳病 RT-PCR 检测试剂盒、猪圆环病毒 2 型 PCR 检测试剂盒、

猪伪狂犬病毒 PCR 检测试剂盒均为深圳康百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猪蓝耳病抗体检测试剂盒、猪瘟

抗体检测试剂盒和猪圆环 2 型抗体检测试剂盒均为深圳康百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猪伪狂犬 gE 抗体

检测试剂盒为 IDEXX 公司产品。药敏纸片为杭州微生物公司产品。 

2.3. 病猪流行病学调查、剖检与采样 

询问养殖人员猪群基础情况，包括品种、日龄、养殖方式、饲养管理、免疫情况。对发病情况进行

询问，包括临床表现、流行特征、既往病史、发病率、死亡率、用药情况等。对送检病猪进行剖检，观

察病猪体表变化，观察肺脏是否有坏死、肉变或渗出物，淋巴结是否肿大、出血；脾脏、肾脏、肝脏、

心脏等器官是否有出血等病变，观察肠道是否有坏死、出血或渗出物，记录剖检组织器官的病变情况，

并无菌采取肝脏、肺脏、脾脏和淋巴结等组织供进一步检测。 

2.4. 细菌学检测 

无菌采取患猪的肝脏、脾脏、淋巴结和腹腔积液进行涂片，将涂片经革兰氏染色，后油镜下观察。

进一步将组织和积液接种于麦康凯和 XLD4 琼脂鉴别培养基置 37℃恒温箱中需氧培养 24 h，观察菌落形

态。 

2.5. 引物设计与扩增 

根据沙门氏菌特异性基因 fimY 设计 1 对特异性引物，上游 fimY-F：5′-TATCACTTCCAACGCCGC- 
AGATA-3′，下游 fimY-R：5′-TGCGCTAAAGTTTCAATCATCAAC-3′，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合成，扩增的沙门氏菌目标特异性条带为 497 bp，沙门氏菌 PCR 扩增反应总体积为 25 μL，反应体系：

PCR preminx 12.5 µL，上下游引物各 1 μL，DNA 模板 0.5 μL，补水至 25 μL；PCR 反应程序：94℃预变

性 5 min；94℃变性 30 s，65℃退火 25 s，72℃延伸 30 s，共 30 个循环；72℃延伸 10 min。 

2.6. 病毒抗原 PCR 检测 

采取患猪的肝脏、脾脏、淋巴结采用混样方式混合成 2 份样品，分别根据猪蓝耳病 RT-PCR 检测试

剂盒、猪圆环病毒 2 型 PCR 检测试剂盒和猪伪狂犬病毒 PCR 检测试剂盒进行病毒核酸提取和 PCR 扩增。 

2.7. 血清抗体检测 

血样 3000 r/min 离心 5 min 收集血清，进行抗体检测，具体检测方法、操作步骤和结果判定参考各

检测试剂盒说明书。 

3. 结果 

3.1. 送检仔猪剖检病理变化 

病猪剖检病理见图 1，肺脏呈暗红色的肉变区，腹腔有淡黄色腹水，肠系膜淋巴结出血、肿大，肝

脏出血，脾脏边缘出血呈锯齿状，肾脏有针尖状出血点，肠道严重肿胀，肠壁外附有胶冻样渗出物，肠

管内呈现糠麸样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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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病猪消瘦、被毛粗乱、耳尖皮肤发绀；(b) 肺脏有暗红色的肉变区； 

(c) 肠壁外附有胶冻样渗出物；(d) 肠管内呈现糠麸样坏死； 
(e) 肝脏出血；(f) 肾脏有针尖状出血点 

Figure 1. Clinical symptoms and necropsy changes in sick pigs 
图 1. 病猪临床症状与剖检病例变化 

3.2. 细菌分离与鉴定 

病料涂片经革兰氏染色后油镜下观察结果见图 2，存在大量色两端钝圆浓染的革兰氏阴性小杆菌。

病料接种于麦康凯和 XLD4 鉴别琼脂培养 24 h 后，在麦康凯培养基上生长出单一、无色小菌落，在 XLD4
琼脂培养基上为中心呈黑色的灰白色小菌落，初步诊断为沙门氏菌。对分离到的细菌，经 PCR 检测沙门

氏菌特异性基因 fimY，扩增产物经 2%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出现单一的，大小为 497 bp 的目标条带，

确定所分离细菌为沙门氏菌(见图 3)。 

3.3. 药敏检测 

将细菌分离株用无菌棉签涂布于 MH 琼脂培养基表面。用无菌镊子夹取药敏纸片，选取氨苄西林、

氟苯尼考、头孢噻肟、多西环素、左氧氟沙星、复合磺胺、阿米卡星、庆大霉素、链霉素、阿奇霉素、

环丙沙星、头孢曲松、大观霉素等 13 种药物的敏感性检测。将平皿培养基置于 37℃温箱中培养 24 h 后，

观察结果。药敏结果如表 1 所示，该分离沙门氏菌菌株对氟苯尼考、左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高敏，对头

孢噻肟、头孢曲松和多西环素中度敏感，对复方新诺敏、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和大观霉素表现出一定程

度的耐药，对氨苄西林、链霉素和阿奇霉素则完全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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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细菌革兰氏染色镜检 (1000 倍)；(b)为细菌在麦康凯培养基上的生长状态； 

(c)为细菌在 XLD4 培养基上的生长状态 

Figure 2. Staining microscopy and growth on identification medium of isolated bacteria 
图 2. 分离细菌在染色镜检以及在鉴别培养基上的生长状态 

 

 
M 为 Marker DL2000；PC 为阳性对照； 

NC 为阴性对照；1 为检测菌样 

Figure 3. Amplification result of specific gene fimY 
of Salmonella 
图 3. 沙门氏菌特异性基因 fimY PCR 扩增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drug susceptibility test for Salmonella isolation strain 
表 1. 分离沙门氏菌菌株的药敏试验结果 

抗生素种类 
药物敏感性判定(mm) 分离菌株 

耐药 R 中介 I 敏感 S 抑菌圈(mm) 敏感性 

氨苄西林 ≤13 14~16 ≥17 0 R 

氟苯尼考 ≤12 13~17 ≥18 20.5 S 

头孢噻肟 ≤14 15~22 ≥23 15.8 I 

头孢曲松 ≤13 14~20 ≥21 14.3 I 

多西环素 ≤12 13~15 ≥16 14.4 I 

左氧氟沙星 ≤13 14~16 ≥17 18.1 S 

环丙沙星 ≤15 16~20 ≥21 20.8 S 

复方新诺敏 ≤12 13~16 ≥17 10.5 R 

阿米卡星 ≤14 15~16 ≥17 13.8 R 

庆大霉素 ≤12 13~14 ≥15 11.5 R 

链霉素 ≤11 12~14 ≥15 0 R 

阿奇霉素 ≤13 14~17 ≥18 0 R 

大观霉素 ≤14 15~17 ≥18 11.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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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病毒抗原 PCR 检测 

采取患猪的肝脏、脾脏、淋巴结采用混样方式提取 DNA 和 RNA 用于病毒抗原的 PCR 检测，样品做

2 个重复，分别对猪蓝耳病病毒、猪圆环病毒、猪伪狂犬病毒进行检测，结果如图 4~图 6 所示，猪蓝耳

病病毒抗原检测为阳性，出现 492 bp 特性条带；猪圆环病毒和猪伪狂犬病毒检测均为阴性，由于该猪场

并未免疫猪蓝耳病疫苗，说明猪群中存在传入性猪蓝耳病病毒的感染。 
 

 
M 为 Marker DL2000；PC 为阳性对照； 

NC 为阴性对照；1，2 为检测样品 

Figure 4. Detection results of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antigen 
图 4. 猪蓝耳病病毒抗原检测结果 

 

 
M 为 Marker DL2000；PC 为阳性对照； 

NC 为阴性对照；1，2 为检测样品 

Figure 5. Detection results of pig pseudorabies virus 
antigen 
图 5. 猪伪狂犬病毒抗原检测结果 

 

 
M 为 Marker DL2000；PC 为阳性对照； 

NC 为阴性对照；1，2 为检测样品 

Figure 6. Detection results of pig circovirus antigen 
图 6. 猪圆环病毒抗原检测结果 

3.5. 血清抗体检测 

对送检 15 份发病猪群的血清样品进行猪蓝耳病病毒抗体、猪瘟病毒抗体、圆环病毒抗体和猪伪狂犬

病毒 gE 抗体检测，计算数据的变异系数。检测结果如表 2 所示，猪蓝耳病抗体的阳性为 66.67%，变异

系数达到 75.18%，说明抗体的均匀度很差，由于该猪场并未免疫猪蓝耳病病毒疫苗，考虑存在传入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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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耳病病毒的感染。猪瘟病毒和猪圆环病毒的血清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两种血清抗体效价的变异系数

分别为 18.61%和 20.97%，抗体的均匀度较好。猪伪狂犬病毒 gE 抗体检测全部为阴性，排除野毒感染的

可能。 
 

Table 2. Detection results of pig serum antibody 
表 2. 猪群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阳性率 数据变异系数(CV%) 均匀度 

猪蓝耳病病毒抗体 66.67% (10/15) 75.18% 差 

猪瘟病毒抗体 100% (15/15) 18.61% 优 

圆环病毒抗体 100% (15/15) 20.97% 优 

猪伪狂犬病毒 gE 抗体 0% (0/15) 21.05% 优 

本表规定 CV% ≤ 30%时均匀度为“优”；30% < CV% ≤ 50%时均匀度为“良”；CV% ≥ 50%时均匀度为“差”。 

4. 分析与小结 

通过细菌学检测和鉴定该猪场存在猪沙门氏菌的感染，通过流行病学情况分析、临床剖检及病毒抗

原和血清抗体的检测，确认存在猪蓝耳病病毒感染。由于猪瘟疫苗为该场常规免疫的活疫苗，因此不能

简单的通过抗原的检测进行判断，本病例实验室诊断通过测定猪瘟血清抗体效价的均匀度判断该猪场猪

瘟总体平稳，排除了猪瘟病毒的感染。由于该猪场进行了猪圆环灭活疫苗的免疫，并且在病毒抗原检测

为阴性，血清抗体的均匀度较好，因此排除猪圆环病毒感染。通过病毒抗原和血清猪伪狂犬 gE 抗体检测，

排除猪伪狂犬病毒感染的可能性。通过细菌的分离鉴定和病毒感染的筛查，最终确诊该养猪场存在猪蓝

耳病病毒和猪沙门氏菌的混合感染。针对诊断结果提出防治措施：1) 对没有治疗价值的猪进行及时淘汰

处理，加强加强仔猪和母猪的饲养管理，猪舍每天消毒，在保证温度的同时加强通风，做好猪场生物安

全管理。2) 对病情较轻的猪只进行隔离治疗，采用环丙沙星配合柴胡进行肌肉注射，饮水中加入氟苯尼

考、强力霉素和黄芪多糖，连用 5~7 天。3) 对未发病猪群进行猪蓝耳病疫苗紧急接种。4) 对全群在饲

料中拌入氟苯尼考、强力霉素和黄芪多糖，并加入适量多维葡萄糖，连用 10 天。1 个月后回访，猪场基

本恢复正常。 
自 1996 年猪蓝耳病猪在我国发生后，多年来猪蓝耳病仍是危害当前养猪业的重大疾病之一，各种年

龄的猪均可感染，主要引起母猪流产、产死胎、繁殖障碍，仔猪和生长猪表现为呼吸系统症状[4] [5]。对

于猪蓝耳病的防控以疫苗预防免疫为主，但是目前蓝耳病病毒毒株多样，并且非常容易变异和重组，给

猪蓝耳病的防控带来困难[6] [7]。我国将猪蓝耳病的感染状态分为六类，分别为：暴发场、不稳定场、阳

性大体稳定场、阳性稳定/病毒循环场、阳性稳定/无病毒循环场、阴性场六类，应根据每个场的不同情况

采取科学的防控措施[8]。本病例中该猪场为未免疫场，一旦有传入性病毒感染就可能引起较为严重的发

病，由阴性场变为阳性不稳定场，此时采取疫苗的接种，诱导猪群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逐渐由阳性不稳

定场转变为阳性稳定场，从而控制疫情蔓延。在疫苗的选择上推荐使用主流毒株的疫苗进行免疫，且不

要随意更换不同毒株的疫苗，防止不同的疫苗株或疫苗株与野毒之间发生重组变异。猪沙门氏菌病主要

是由沙门氏菌属细菌引起仔猪的一种传染病，可造成仔猪急性肠炎或急性败血症，成年猪单独感染时很

少表现出临床症状，可成隐形感染经过[9]。本病例中沙门氏菌感染可能是由于蓝耳病病毒感染后造成的

继发感染，加重了猪群的发病，使病情更加复杂。研究发现，猪蓝耳病病毒与猪沙门氏菌之间可能存在

协同作用，可加重感染猪的死亡[10]。近年来，出现很多病毒与细菌混合感染的病例报告，有的甚至是多

种病毒或细菌的同时感染[11] [12] [13]。这种混合感染仅仅依靠临床症状和剖检病理变化很难进行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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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线兽医工作者对猪病的诊疗带来了很大的困扰[14]，因此必须借助于实验室的检测，通过对细菌学检

测、病毒抗原筛查和血清学的检测，对病情进行综合分析和准确判断，为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对于病原的检测多以病原核酸的 PCR 检测为主，但是否能够简单采用 PCR 结果对病情进行

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本病例中猪场采用猪瘟弱毒疫苗进行免疫，如果采用 PCR 方法进行检测是会显

示为阳性，但实际该猪场猪瘟免疫情况一直较好，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可以反映，因此在采用 PCR 技术进

行疫病的诊断时应该全面综合分析，防止误诊误判。非典型性和混合感染病例的出现对实验室诊断提出

更高的要求，单独疫病的 PCR 或血清学检测无法满足疫病快速筛查的需要，因此，在保证灵敏性和特异

性的基础上，发展多重、多联、快速的高通量检测技术可能会成为未来疫病诊断技术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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