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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条文。 

为规范我省猪细小病毒病防治工作，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猪细小病毒病的发生、流行，保障我省畜牧

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猪细小病毒

病防治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 GB/T1.1-2000《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 GB/T1.2-2002《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的内

容的确定方法》要求编制。 

本标准附录 A、B 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四川省畜牧食品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由四川省动物防疫监督总站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余勇、石谦、张东、马孟根、张永宁、陈斌、李金海、李春、张代芬、郭莉、吴宣、

文萍萍、邓永强、邢坤、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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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细小病毒病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猪细小病毒病的免疫、检疫、监测、样品采集、保存和运送、诊断、疫情报告、疫情

处理、消毒、无害化处理和净化技术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境内从事饲养、加工、经营生猪及其产品，以及从事相关动物防疫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6548   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 

GB 16567   种畜禽调运检疫技术规范 

GB/T 16551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GB/T 16569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GB/T 18635 动物防疫基本术语 

NY/T 541 动物疫病实验室检验采样方法 

NY/SY152   猪细小病毒病诊断技术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兽药管理条例》 

《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猪细小病毒病  由细小病毒科细小病毒属细小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繁殖障碍性疾病。以胎儿和胚

胎感染及死亡为特征，引起死胎、木乃伊胎、流产、死产和初生仔猪死亡。 
3.2 疫点  是指患病猪所在的地点。一般是指患病猪及同群畜所在的畜场（户）或其它相关屠宰、经

营单位。病猪在饲养过程中，散养猪以养殖户为疫点，养殖场以病猪所在场为疫点；病猪在运输过程中，

以运载病畜的车、船、飞机等为疫点；病猪在市场以所在市场为疫点；病猪在屠宰加工过程中，以屠宰

加工厂（场）为疫点。 
3.3 疫区  以疫点为中心，半径 3km～5km 内的区域。疫区划分时，应注意考虑当地的饲养环境和天

然屏障（如河流、山脉）等。 
3.4 受威胁区  疫区周边外延 5km～30km 内的区域。 

4 免疫 

4.1 免疫范围及对象 
养殖常内所有种猪进行免疫。各地根据当地疫情流行情况，确定重点免疫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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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疫苗选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选择经农业部批准，适合当地（场）血清型毒株的疫苗。 

4.3 疫苗运输和贮藏 
4.3.1 在运输、贮藏过程中，必须按疫苗保存要求进行运输、贮藏。 
4.3.2 疫苗的运输和保存应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4.3.3 疫苗的入库和发放必须做好详细的记录、记载。 
4.3.4 疫苗的运输、贮藏和使用应符合《兽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4.4 接种要求 
4.4.1 猪只准备 
4.4.1.1 接种前的猪临床未见异常，处于安静、舒适状态，并保持猪体表清洁。 
4.4.1.2 病猪、体质瘦弱猪只暂不接种，待患病猪康复后再按规定接种。 
4.4.1.3 种猪、仔猪的免疫应严格按免疫程序进行。 

4.4.2 疫苗准备 
4.4.2.1 选择针对性强的疫苗品种。 
4.4.2.2 冻干疫苗应在常温下解冻和使用，接种前将疫苗充分混合均匀。 
4.4.2.3 疫苗的使用单位应对使用的每批次疫苗留样，并至少保存半年。 

4.4.3 器械准备 
4.4.3.1 仔猪使用 16号针头，育成猪和种猪使用 18 号针头。 
4.4.3.2 注射器和针头应洁净，并用湿热方法高压灭菌或用洁净水加热煮沸法消毒至少 15 分钟，严禁

使用化学方法消毒。 
4.4.3.3 灭菌后的注射器与针头应置于无菌盒内。 
4.4.3.4 灭菌后未开启的注射器、针头超过 1 周，使用前应重新灭菌消毒。 

4.4.4 接种安全 
4.4.4.1 必须使用国家规定许可使用的预防细小病毒病的疫苗。 
4.4.4.2 色泽异常、瓶内有异物、发霉等的疫苗不得使用。 
4.4.4.3 超过有效期的疫苗不能使用。 
4.4.4.4 首次使用的疫苗，应选择一定数量猪（约 30 头）进行小范围试用，无异常反应后，方可扩大

接种面。 
4.4.4.5 紧急接种时，接种顺序应从安全区到受威胁区，最后到疫区。 

4.4.5 接种操作 
4.4.5.1 疫苗在使用间歇中应冷藏、避免日光直射。 
4.4.5.2 吸出的疫苗不可回注于瓶内；针筒排气溢出的疫苗液应吸积于酒精棉球上，用过的酒精棉球、

碘酊棉等应集中无害化处理。 
4.4.5.3 注射部位须消毒。 
4.4.5.4 疫苗要注入肌肉内，猪注射部位选择耳根后，注射时要保持针头指向耳根后方，以保证避开

耳道。注射时针头与皮肤表面角度为 45
0
。 

4.4.5.5 注射剂量按疫苗使用说明书规定剂量进行。 
4.4.5.6 每瓶疫苗开启后，只限当天使用。 
4.5 免疫程序 

根据所选择的使用说明书要求的时间和程序以及各养殖场监测结果综合制定免疫程序。 

4.6 免疫档案 
疫苗接种后的生猪应建立免疫档案，免疫档案须填写畜主姓名、免疫日龄、疫苗名称、生产厂家、

批号、免疫剂量、时间、耳标编号、防疫员签名、畜主签名等内容。 

4.7 免疫效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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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免疫接种后，应进行免疫抗体监测，按照 NY/SY152-2000 进行免疫效果判定。 
4.7.2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对种猪场免疫效果进行监测，并指导开展免疫工作。免疫效果监测应记入

免疫档案。 

5 检疫 

5.1 种猪调运：应按照 GB 16567 进行，猪细小病毒病实验室检验按照 NY/SY152 进行。按照《动物检

疫管理办法》对出场（厂、户）种猪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人员进行检疫，检疫合格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准予出场（厂、户）。 种猪进场后，须隔离饲养 30 天，经实验室检查确认为猪细小病毒病病毒野毒感

染阴性的，方可混群。 
5.2 检疫 

按GB/T 16551相关规定执行。 

6 监测 

6.1 监测对象 
各地根据当地（场）本病流行和发病情况，确定不同日龄猪作为监测对象。 

6.2 监测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调查、血清学方法和病原学方法进行监测。 

6.3 监测方式 
6.3.1 常规监测 
6.3.1.1 监测范围及时间 

根据各地（场）的实际情况对猪场定期进行监测。 

6.3.1.2 采样比例 

监测时种公猪（含后备种公猪）应100%、种母猪（含后备种母猪）按10%～20%的比例抽样；对有流

产、产死胎、产木乃伊胎等症状的种母猪100%进行检测。 

6.3.2 疫点和受威胁区的监测 
按照细小病毒病流行病学的调查范围，对受威胁区的种猪群每周1次进行连续30天临床观察，如出

现典型的临床症状，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采样送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验室进行病毒鉴定，根据

病毒鉴定结果确定细小病毒病猪群。 

6.3.2.1 疫点封锁解除后的监测 

疫点内重新使用的猪舍中，应首先饲养未免疫的5头岗哨猪，进行血清学检测；血清学检测分别在

重新饲养岗哨动物后7天、14天和1个月时进行。对血清学阳性猪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学检测。如

果怀疑或确诊为细小病毒病，按照疫情处置规范执行，如果检测均为阴性可重新恢复饲养。 

6.4 监测结果处理 
6.4.1 监测结果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备案。 
6.4.2 及时对监测结果分析、汇总和报告和提出处置意见和落实情况。 

7 样品采集、保存和运送 

按NY/T 541执行。 

8 诊断 

8.1 诊断指标 
8.1.1 流行病学特点 

本病胎儿最易感，发生病变和死亡。出生后感染猪不表现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可通过感染母猪阴

道分泌物、尿及其他排泄物、感染的公猪精液排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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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临床症状 

母猪感染后常发生重新发情而不分娩，或发生流产、产死胎、弱仔、木乃伊胎和少仔等症状。公猪

表现不明显。 

8.1.3 病理变化 

怀孕母猪感染后未有明显肉眼病变，但显微病变可见内皮组织和固有层有局灶性单核细胞聚集，在

脑、脊髓和眼脉络膜的血管周围有浆细胞和淋巴细胞形成的管套现象。死亡仔猪病理组织学呈现非化脓

性脑膜脑炎变化。 

8.1.4 实验室诊断 

8.1.4.1 病原学诊断 
聚合酶链式反应诊断：见附录 B。 

8.1.4.2 血清学诊断 

乳胶凝集实验:按照 NY/SY152-2000 执行。 
8.1.5 结果判定 

根据本病的流行特点、临床特征和病理变化可作出初步诊断，确诊需进一步做病原分离鉴定及血清

学试验。 

8.1.5.1 符合典型临床症状指标，判定为疑似病猪。 

8.1.5.2 经病原学 PCR 检测呈阳性者，确诊为细小病毒病阳性猪。 

9 疫情报告 

9.1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患有本病或者怀疑本病的猪只，都应当及时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同时禁止猪只移动。 
9.2 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并确认后，按《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及时上

报。 

10 疫情处理 

10.1 发现疑似疫情，畜主应限制动物移动；对疑似患病动物应立即隔离报告。 
10.2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要及时派员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开展实验室诊断。 
10.3 确诊本病爆发流行后，当地人民政府按《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组织有关部门按下列要求进行

处理： 

10.3.1 封锁  本病呈暴发流行时，要对疫区依法实施封锁。在封锁期间，禁止染疫动物和疑似染疫动

物、动物产品移动；疫区周围设置警示标志，交通要道建立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对进出人员、运输工

具及有关物品进行消毒；停止疫区内易感动物及其产品的交易活动；对易感动物实行圈养或指定地点放

养，役用动物限制在疫区内使役，以及其它限制性措施。 
10.3.2 隔离  对受威胁的猪群（病猪的同群猪）实施隔离。 

10.3.3 扑杀:对患病猪全部扑杀。 

10.3.4 同群猪隔离观察。 

10.3.5 无害化处理: 按照 GB 16548 执行。 

11 消毒 

11.1 设备和用品 
11.1.1 清洗工具：扫帚、叉子、铲子、锹和冲洗用水管。 
11.1.2 消毒工具：喷雾器、火焰喷射枪、消毒车辆、消毒容器等。 
11.1.3 消毒剂：氧化剂类、氯制剂类等适合的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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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防护装备：防护服、口罩、胶靴、手套、护目镜等。 

11.2 预防消毒 
种猪场、猪产品加工厂及经营单位建立和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对活猪和猪产品集贸市场的场地和工

具进行严格消毒。对农村猪舍结合春秋防疫和高温季节开展消毒、灭鼠工作或日常清粪除污卫生，定期

进行预防消毒。 

11.3 疫点、疫区、受威胁区消毒 
11.3.1 疫点内饲养圈舍清理、清洗和消毒 
11.3.1.1 对圈舍内外先消毒后进行清理和清洗，清洗完毕后再消毒。对蚊、鼠、蟑螂等害虫进行杀灭。 
11.3.1.2 清理污物、粪便、饲料等。饲养圈舍内的饲料、垫料等作深埋、发酵或焚烧处理。粪便等污

物作深埋、堆积密封发酵或焚烧处理。 
11.3.1.3 对地面和各种用具等彻底冲洗，并用水洗刷圈舍、车辆等，对所产生的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 
11.3.1.4 对金属设施设备，可采取火焰、薰蒸等方式消毒。 
11.3.1.5 对饲养圈舍、场地、车辆等采用消毒液喷洒的方式消毒。 
11.4 交通工具清洗消毒 
11.4.1 出入疫点、疫区的交通要道设立临时性消毒点，对出入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物品进行消毒。 
11.4.2 疫区内所有可能被污染的运载工具应严格消毒，车辆内、外及所有角落和缝隙都要用消毒剂消

毒后再用清水彻底冲洗。 
11.4.3 车辆上的物品做好消毒。 
11.4.4 从车辆上清理下来的垃圾和粪便作无害化处理。 
11.5 生猪市场消毒清洗 
11.5.1 用消毒剂喷洒所有区域。 
11.5.2 饲料和粪便等要深埋、发酵或焚烧。 
11.6 屠宰加工、贮藏等场所的清洗消毒 
11.6.1 所有感染病猪可在严格监管和控制下进行处理。 
11.6.2 圈舍、过道和舍外区域用消毒剂喷洒消毒后清洗。 
11.6.3 所有设备、桌子、冰箱、地板、墙壁等用消毒剂喷洒消毒后冲洗干净。 
11.6.4 所用衣物用消毒剂浸泡后清洗干净，其他物品都要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消毒。 
11.6.5 以上所产生的污水要经过处理，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11.7 疫点每天消毒 1 次连续 1 周，1 周以后每两天消毒 1 次。疫区内疫点以外的区域每两天消毒 1 次。

持续至疫情彻底扑灭。 

12 无害化处理技术 

所有死亡猪、胎儿及病畜按GB 16548执行。 

13 净化 

13.1 对种猪场实施猪细小病毒病净化，净化方案见附件 。 
13.2 种猪场净化标准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3.3 种猪场停止注苗后（或没有注苗）连续二年无临床病例。 
13.4 种猪场连续两年随机抽血样检测猪细小病毒抗体或野毒感染抗体监测，全部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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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种猪场猪细小病毒病净化方案 

A.1 轻度污染场（病原学检测阳性率 5%以下）的净化 

采取血清学普查，如果发现血清学阳性筛选，进行确诊，扑杀患病猪。 

A.2 中度污染场（病原学检测阳性率 5%—15%）的净化 

A.2.1 采取免疫净化措施。免疫程序按每4个月注射一次。抽样对猪只每年二次病原学监测，阳性按病

畜淘汰。 

A.2.2 经免疫的种猪所生仔猪，留作种用的在100日龄时作一次血清学检查，免疫前抗体阴性者留作种

用，阳性者淘汰。 

A.2.3 后备种猪在配种前后1个月各免疫接种一次，以后按种猪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同时每6个月抽

血样作一次血清学免疫效果监测。 

A.2.4 引进的猪只隔离饲养30天以上，经检疫合格（血清学检测为阴性）后方可与本场猪混群饲养。

作每半年一次血清学检查。对于检测出的野毒感染阳性猪实施淘汰。 

A.3 重度污染场（病原学检测阳性率 15%以上）的净化 

A.3.1 暂停作向外供应种猪。 

A.3.2 免疫程序按每4个月免疫接种一次。每次免疫接种后抽样对猪只免疫抗体监测，对免疫抗体水平

不达标，立即补免。持续两年。 

A.3.3 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按轻度感染场净化方案。 

A.4 综合措施 

A.4.1 猪场要对猪舍及周边环境定期消毒。 

A.4.2 禁止在猪场内饲养其它动物。 

A.4.3 在猪场内实施灭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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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猪细小病毒 PCR 检测方法 

B.1 用途 

猪细小病毒（PPV）的聚合酶链反应（PCR）试验用于检测猪血清和组织中的 PPV。 

B.2 样品制备 

B.2.1 样品采集：病死或扑杀的动物取有明显病脏器的病变部与健康部交界处组织；待检活动物，用

注射器取全血5ml，4℃保存，送实验室检测。 

B.2.2 样品处理：每份样品分别处理。 

B.2.2.1 组织样品处理：称取待检病料0.2g置组织研磨器中剪碎并研磨，加入2ml消化液继续研磨。取

已研磨好的待检病料上清100ul，加入1.5ml灭菌离心管中，再加500ul消化液和10ul蛋白酶K，混匀后，

置55℃水浴中过夜。 

B.2.2.2 全血样品处理：待血凝后取血清放于离心管中，8000rpm离心5min，取血清100ul，加入500u

l消化液和10ul蛋白酶K，混匀后，置55℃水浴中过夜。 

B.2.2.3 阳性对照处理：阳性对照样品混匀后取100ul，加入500ul消化液和10ul蛋白酶K，混匀后，置

55℃水浴中过夜。 

B.2.2.4 阴性对照处理：取灭菌去离子水100ul，加入500ul消化液和10ul蛋白酶K，混匀后，置55℃水

浴中过夜。 

B.3 操作步骤 

B.3.1 病毒模板DNA的提取 

B.3.1.1 从水浴锅中取出已处理的样品，加600ul酚/氯仿/异戊醇混合液（用酚/氯仿/异戊醇混合液之

前不要晃动，不要吸到酚/氯仿/异戊醇混合液上层保护液），用力颠倒10次混匀，12000rpm离心10min。 

B.3.1.2 取500ul上清置于灭菌离心管中，加入500ul异丙醇，混匀，置液氮中3min或-70℃冰箱中30m

in。取出样品管，室温融化，13000rpm离心15 min。 

B.3.1.3 弃上清，沿管壁缓缓滴入1ml70%乙醇，轻轻旋围一周后倒掉，将离心管倒扣于吸水纸上1min，

再将离心管真空抽干或50℃烘干15min（以无乙醇味为准）。 

B.3.1.4 取出样品管，用30ul灭菌去离子水溶解沉淀，作为模板备用。 

B.4 PCR扩增及电泳 

取16ul PCR反应混合液（dNTPs、引物、10×buffer），2ul Taq DNA聚合酶（0.5u/ul），2ul模板

DNA混匀，加入矿物油20ul覆盖。扩增条件为94℃3min后，94℃30s,62℃ 45s，72℃30s，循环35次，72

℃延伸7min。称4g琼脂糖放于500ml锥形瓶中，加入1倍TAE电泳缓冲液200ml，于微波炉中熔解，再加10ul

溴化乙锭溶液混匀。在电泳槽内放好梳子，倒入琼脂糖凝胶，待凝固后将PCR扩增产物15ul混匀3ul上样

缓冲液，点样于琼脂糖凝胶孔中，以5V/cm电压于1倍TAE电泳缓冲液中电泳，紫外灯下观察结果。 

B.5 结果判定 

在PPV阳性对照出现313bp扩增带、阴性对照无带出现（引物带除外）时，实验结果成立，被检样品

出现313bp扩增带为PPV阳性，否则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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