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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生猪病毒性疾病的治疗是目前养殖业中最为重要
的工作之一，它主要采用各种预防措施，如此能够实现对
疾病的有效控制。例如：生猪的猪蓝耳病毒性疾病治疗就
需要运用到干扰素药物，它可以实现对病毒性疾病的快速
治疗与控制，这主要是因为干扰素的应用可以对病毒的活
性产生有效干扰，所以其应用价值是相当之高的。利用干
扰素，它可以有效提高生猪的免疫力，同时结合养猪场实
际状况实现合理用药，深入了解干扰素应用期间的相关注
意事项，建立科学控制机制，如此可以更好体现干扰素的
应用效果。

一、猪蓝耳病毒性疾病的基本概念、发病机理与临床
症状

（一）猪蓝耳病毒性疾病的基本概念
猪蓝耳病毒性疾病还被称之为“猪繁殖障碍综合征”，

它的发病群体主要集中于妊娠母猪与肥育仔猪，它以猪的
呼吸道症状作为基本发病特征。从整体看来，该疾病会大
面积威胁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猪群，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病毒
性传染病。在国内，猪蓝耳病毒性疾病已经在各地发作传
播，其发病率已经达到 100%，死亡率则超过 50%。在规
模化猪场中，母猪舍、育肥舍、保育舍均有发生猪蓝耳病
毒性疾病的可能性。所以在针对该疾病的净化方面，需要
建立良好的预防与治疗技术机制。

（二）猪蓝耳病毒性疾病的发病机理
猪属于易感动物，所以在规模化生猪养殖场中生猪最

容易沾染传染病，这其中妊娠母猪与育肥仔猪最易感，是
主要感染对象，其中受感染的猪会通过唾液、鼻腔液、精
液、粪便等等方式进行排毒，而借此机会也将病毒传播出
去，其中拾取粪便的鸟类就成为病毒的最大携带者与传播
者。就以猪蓝耳病毒性疾病为例，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就包
括了口、鼻为主的呼吸道感染，最终感染到猪的肺部器官
并形成呼吸综合征，这说明病毒已经扩散到猪的整个身体
之中。

就规模化生猪养殖场而言，猪蓝耳病毒性疾病在传播
效率、发病率以及死亡率等等方面都相当之高，这也为地
方畜牧业养殖生产与未来发展带来诸多不利，严重影响地
方畜牧业经济发展，所以猪蓝耳病毒性疾病就是猪场重点
预防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传统猪场中，判定蓝耳病毒性疾
病的主要方式为血清学试验，试验过程主要观察了母猪以
及仔猪的发病状况，客观合理判断生猪的病情发展程度。
从科学角度讲，主要是利用试验过程来判断蓝耳病病毒在
生猪体内的巨噬细胞成分，其巨噬细胞是具有极强的亲和
力的，它在吞噬宿主体内各类细菌与病毒效率极高，从某
种程度上巨噬细胞的猪机体免疫能力增强效果是非常显著
的。

如果从医学层面来讲，巨噬细胞可以在猪体内长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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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共存存活，所以在特定状态下病毒会被激活。就以猪
蓝耳病毒性疾病发病时为例，一旦猪发病，大量的巨噬细
胞以及病毒之间的共生关系就会被打破，其中猪体内超过
40%的巨噬细胞都会被猪蓝耳病病毒杀死，直接导致猪的
本体免疫能力快速下降，而猪体内的病毒抵抗能力也会随
之下降，最终导致疾病发生。总体来说，猪蓝耳病毒性疾
病对主群的易感性是相当强的，无论猪处于何种状态下、
何种年龄层次上、何种养殖方式、都可能感染该病毒性传
染疾病。而如果从发病状况看来，其发病病程是相对较长
的，在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猪群中可以潜伏最高一年以上，
一般情况下猪群第一次发病后的 4 ～ 5 个月期间才会呈现
出血清学检验阳性状态，但还有母猪及仔猪血清检查依然
呈阴性，甚至某些猪群在感染 2 年以后还呈血清阴性检测
结果，这说明猪蓝耳病的隐蔽性较强，非常不易被发现。

（三）猪蓝耳病毒性疾病的临床症状
在猪蓝耳病毒性疾病发作以后，育肥仔猪与妊娠母猪

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临床症状，即急性症状以及亚急
性症状。首先看急性症状，在该临床症状下母猪的流产概
率有所升高，最高达到 75%左右，死亡率也达到 45%以
上，其中少数母猪还会表现为产后无乳、阴道分泌物过多
现象。在新生仔猪中则会表现出呼吸急促困难等症状，他
们的运动能力会严重失调甚至会出现轻微瘫痪症状，在产
后大约 1 周以后死亡率整体会达到 85%以上。

在临床症状中还有一种亚急性症状，在如此症状下的
母猪表现为高热，达到 40 ～ 42℃。在如此症状下，育肥
母猪的整体表现为精神抑郁、厌食、爱打喷嚏、咳嗽、严
重时还会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存在明显的呼吸道发炎症
状。在体征表现上则主要表现为猪的腹部、耳部、尾部都
会发绀，其中以耳尖部位最多，经过一段时间猪的耳部
位置会呈现蓝紫色，因此猪蓝耳病也由此得名。妊娠期间
母猪如果存在亚急性症状，它们多表现为产出木乃伊胎和
死胎，繁殖成功率相当低。而断奶仔猪方面则呈现呼吸困
难、耳尖发紫状况，其食欲不振、咳嗽明显，个别仔猪还
会流出少量黏鼻液。

二、干扰素简介
（一）干扰素的基本概念
干扰素属于干扰病毒复制产品，它主要根据基因组

成、蛋白功能进行分类，大体分为I类、II类和III类，这 3
类干扰素是存在不同使用功效的，所以必须针对性使用。
干扰素是能够较好解决生猪所患有的各种病毒性疾病的，
整体看来防治效果都相当突出，因此这也使得干扰素在规
模化生猪养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价值作用。干扰素与其他
任何防治药物都有区别，它无法直接作用于病毒，而是能
够与尚未感染病毒的细胞相互结合，产生新的抗病毒蛋
白，这对疾病的预防与控制都是具有显著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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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干扰素的基本分类
人类在 1957 年发现干扰素，它对干扰病毒复制活性方

面具有奇效，所以被称之为干扰素。在国际上，干扰素被
定义为同种细胞上具有光谱抗病毒功能的活性蛋白，它的
活性发挥深受细胞因子调节控制影响，涉及RNA以及蛋白
质合成过程。就针对哺乳动物的干扰素分类就包括了上文
所提及的I、II、III类。就以III类为例，它就以人类第 9 号
染色体新发现的一种细胞因子为例，在酸性条件下表现稳
定，抗病毒效果突出，且具有一个祖先基因，可结合相同
细胞表面受体共同特性来调节适应性免疫应答机制过程，
体现干扰素重要功能价值。

（三）干扰素的基本作用
干扰素是具有抗病毒作用的，它会专门针对猪体内的

未感染病毒细胞产生一系列反应，建立与细胞基因之间的
重组机制，形成新型抗病毒蛋白，如此对病毒的形成可实
现有效控制，科学抑制病毒的复制活性，对病毒的繁殖能
力也会起到限制作用，如此就实现了对病毒性疾病的有效
防控。

干扰素是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它对免疫细胞作用明
显，在增强细胞免疫力过程中也保证机体免疫能力平衡，
如此对降低不良反应现象的出现也有一定作用。

干扰素具有一定治疗范围，它对猪的多种病毒性疾病
治疗效果都相当出色，例如本文中所提到的猪蓝耳病毒性
疾病，它将转移因子相互结合，构建协同作业机制，促进
二者效能的有效发挥，整体看来其应用质量已经获得了显
著提升。

三、干扰素在治疗猪蓝耳病毒性疾病中的有效应用
（一）干扰素治疗猪蓝耳病毒性疾病的应用思路
围绕分子生物学水平不断提升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它

需要将干扰素应用于猪蓝耳病毒性疾病治疗过程中，其治
疗效果是相当显著的。在规模化生猪养殖过程中，由于猪
群容易受到猪蓝耳病毒性疾病影响，且疾病容易发生变异
状况，这也使得针对该疾病的防治工作受到一定挑战。就
针对猪蓝耳病毒性疾病而言是没有特效药的，而采用干扰
素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灭猪体内病毒，提高猪免疫力，
这在猪蓝耳病毒性疾病防治过程中是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

具体来讲，要运用I类以及II类干扰素对猪蓝耳病毒性
疾病进行治疗，如此对抑制病毒繁殖与生长非常有利，它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药物治疗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缺陷，
在实现对干扰素的合理应用过程中也对规模化生猪养殖发
展起到积极影响作用。在确保疾病治疗效果方面，需要提
前对主群进行防疫接种处理，同时在养殖期间采用干扰机
对猪蓝耳病毒性疾病进行防治，满足病毒消除与控制要求。

（二）干扰素治疗猪蓝耳病毒性疾病的应用方法
在利用干扰素治疗猪蓝耳病毒性疾病过程中，需要保

证做到尽早用药，保证用药剂量适中，同时采用肌肉注射
方法，注射 0.1mL/kg即可。如果猪后期病情加重，则必须
单独采用干扰素配合抗病毒中药剂，效果极佳。注射用量
为每天一次，连续使用 5d，如此可增强用药效果。利用干
扰素治疗过程中可配合使用复方穿心莲注射液、双黄连注
射液，整体防治效果相当出色。

当然，在干扰素治疗猪蓝耳病毒性疾病过程中也可采
用到复方灵芝多糖注射液，采用肌肉注射用量大约控制在
0.3mL/kg，每天注射一次，连续注射 3 ～ 4d即可。在注射
过程中必须配合转移因子做法，临床治疗效果表现良好，
对猪蓝耳病毒性疾病的治疗效果良好。再者就是注射五毒
康注射液、天王大败毒注射液等等，这些注射药剂对于缓

解猪蓝耳病病情都有好处。
（三）用干扰素治疗猪蓝耳病毒性疾病的注意事项
在利用干扰素治疗蓝耳病毒性疾病过程中，首先，要

采用更多临床实践来验证问题，如果单一采用干扰素效果
可能不会太过理想。所以在使用干扰素过程中应该配合使
用到中药抗病毒药剂，例如像黄芪多糖、板蓝根颗粒、柴
胡颗粒等等都有不错效果。要结合药物之间的协同功能作
用来增强药效，如此可缩短猪的病程，提高猪蓝耳病毒性
疾病的治疗水平。其次，要优先采用兽药用干扰素，当干
扰素解冻融化以后，要避免其再被冷冻，影响药物使用效
果。再次，需要做好干扰素稀释工作，配合灭菌性质注射
用水进行猪蓝耳病毒性疾病防治。一般来说可以考虑采用
葡萄糖生理盐水以及酸碱性稀释溶液，在针对干扰素的药
用效力进行分析过程中避免其产生太大负面影响。

四、结束语
干扰素在猪病毒性疾病治疗方面应用效果突出，诚如

本文中所谈到的猪蓝耳病毒性疾病治疗，结合大量实践操
作结果证实其防治效果还是相当优秀的，这主要是因为干
扰素本身作为极具活性的生物制品适用针对性较强，且在
防控病害的扩散蔓延效果较好，另外干扰素的单一使用效
果不太理想，最好配合其他药物使用，以充分发挥药物的
作用，最大限度提高用药效果。综上所述，在应用干扰素
治疗规模化生猪养殖的猪蓝耳病毒性疾病治疗过程中，需
要结合干扰素分类实际使用效果与进行深入分析，了解猪
群病症并控制好干扰素的使用用量与使用方式，选择与其
他药物搭配使用展开疾病治疗。要注意的是干扰素在使用
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存放时间较短、容易失
效等问题，要在药效持续期间内使用，确保猪蓝耳病毒性
疾病治疗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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