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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沈阳市惠泰特牧牧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动物及产品检疫中心（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105号甲），联系电

话：024-2422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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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细小病毒病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猪细小病毒病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测、疫情报告、疫情处理、预防控制措

施。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境内猪细小病毒病防治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4137 猪细小病毒病诊断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断

猪细小病毒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断按NY/T 4137规定的方法进行。

5 实验室检测

5.1 血清学检测

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HA-HI）、间接ELISA检测猪细小病毒按NY/T 4137的规定操作。

5.2 病原学检测

病毒分离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猪细小病毒按NY/T 4137的规定操作。

5.3 结果判定

根据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判定为疑似猪细小病毒病病猪，通过血清学检测和病原学检测结果为阳性

者，则确诊为细小病毒病阳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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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疫病防控

6.1 猪场生物安全

做好场内外生物安全，场外防止病原传入，场内防止交叉感染。猪舍每周消毒2次，特别是发生污

染的猪舍要严格消毒。要坚持自繁自养，对于从外面引进的猪要进行猪细小病毒病的血凝试验，确保阴

性时方能引入。对于病死动物的废弃物要进行严格的处理。

6.2 免疫

猪场要制定合理的猪细小病毒病的免疫程序，并严格按照其进行免疫接种。后备母猪 5~6 月龄首免，

4周后再加强免疫 1次；成年公猪每年 3 月、9 月接种 2 次；经产母猪产后 2 周接种 1 次，连续三年即

可。

6.3 检测淘汰

做好猪场公猪和精液的检测，阳性公猪严格淘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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