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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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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是由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引起的猪的一种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导致养猪业严重的经

济损失，该病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在我国的流行日益严重。该病主要经呼吸道传播发病，猪和带菌猪是主要传染源；

病猪临床表现以呼吸道症状为主，分为急性型、亚急性型和慢性型 3种；急性和亚急性病例以纤维素性出血性胸膜肺

炎为特点，慢性病例以纤维素性坏死性胸膜肺炎为特征和隐性感染。随着养猪业的规模化发展，该病造成的危害日益

严重，因此如何有效防控该病的发生，以此减少经济损失非常重要。本文就近年来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控进展进行

综述，为提高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控效果、减少经济损失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胸膜肺炎放线杆菌；防控

收稿日期：2020-12-11
基金项目：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CARS-35）；动物基因工程疫苗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AGVSK-ZD-201805）；畜禽病原微生物学湖北

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KLPCAAB-2020-03）
* 通讯作者

何啟云，女，1996 年生，硕士研究生在读。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Porcine infectious pleurop原
neumonia，PCP） 是由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APP）引起的一种高度

传染性以及致死性的猪呼吸道疾病。该病在世界各

地广泛分布，病猪临床表现以呼吸道症状为主，分

为急性型、亚急性型和慢性型 3 种。对于急性和亚

急性病例，其特征是纤维素性出血性胸膜肺炎，而

慢性病例的特征是纤维素性坏死性胸膜肺炎[1]。接

触该生物体可能导致慢性感染，以致动物无法生

长；即使猪可以存活，它们仍会成为无症状的携带

者，将疾病传播给健康的猪群[2]。目前，APP 有几种

毒力因子，包括脂多糖（LPS）、外毒素（Apx）、胶囊多

糖、蛋白酶、IV 型菌毛、Flp 菌毛、粘附素的自转运蛋

白和生物膜形成[1,3]。此外，APP 有众多种血清型，各

血清型之间交叉免疫保护力较弱，导致该病的防控

有着较大的困难，该病在我国的流行趋势日渐上

升，现已成为我国猪群主要的细菌性呼吸道传染病

之一，给我国的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

此，做好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控迫在眉睫。自

APP 被发现以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对该病原菌

的研究持续不断，特别是在研究其致病机制方面做

了很多工作，这也对防控该病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本文就近年来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控

进展进行综述，为提高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控效

果、减少经济损失提供理论参考。

1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概述

1.1 病原学

APP 属于巴氏杆菌科、放线杆菌属，在草兰氏

染色镜检时常为球状或短杆状，从新鲜病料分离的

细菌还可见两极着色现象。该菌在电镜下可观察到

有菌毛及鞭毛，菌体表面还有荚膜，但无芽孢[4]。APP
在鲜血琼脂平板中 37 益培养 24 h，其菌落呈圆形、

灰白色、针尖大小表面稍凸，边缘整齐，呈 茁 溶

血。APP 抵抗力弱，在干燥条件下容易死亡，一般

在 4 益条件下能存活 7~10 d，对外界环境条件敏

感。根据 APP 的生长是否需要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

酸（NAD），APP 菌株可被分为两类，即生物 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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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 依赖型）和生物 II 型（非 NAD 依赖型）[5]。在

生化特性方面，APP 能发酵果糖、葡萄糖、蔗糖和麦

芽糖等，产酸不产气，一些菌株还可发酵甘露糖、

木糖、乳糖和阿拉伯糖等，不能发酵山梨醇、七叶

苷和鼠李糖等，尿素酶试验阳性，VP、MR 以及靛

基质试验为阴性[6-7]。
APP 的血清型根据其荚膜多糖（CPS）和脂多糖

（LPS）的差异划分，最新的研究发现 APP 的血清型

已达 18 种，包括血清型 1~18 型，其中 16、17 及 18
型为近年来新发现的血清型[8-12]。2015 年，S佗rk zi 等[11]

最早报道在匈牙利的疑似发病猪病料中发现血清

16 型。后来，Boss佴 等[13]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及建立的

PCR 诊断方法对荚膜位点进行分析，证实了该菌株

跟先前报道的 15 种血清型的新血清型有所区别。

血清型 17、18 型也是 Boss佴 等研究者通过对丹麦、

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及德国等国家分离到的“非典

型”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这些菌株可

分为 2 种新的 CPS 类型，即 I 型 cps 基因（血清 17
型）和 II 型 cps 基因（血清 18 型）。近年来，陆续开

发出新的多重 PCR 分型方法将血清 17、18 型与之

前报道的血清型进行区分。

1.2 流行病学

1957 年，APP 在英国首次被分离出来[14]。自此

以后，该病相继在中国、美国、欧洲、加拿大以及墨

西哥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暴发和流行。在我国，由赵

萍等[15]在 1990 年首次发现并报道该病，不同地区流

行的血清型有所差异，主要以 1、3 和 7 型为主。PCP
最主要的传染源是发病猪和带菌猪，并且康复猪也

能够作为病原长期携带者[16]。该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是通过猪与猪之间直接接触、排泄物接触以及短距

离空气传播等，其中猪与猪之间的直接接触是 PCP
的主要传播方式[17-18]。APP 对各年龄段的猪只都易

感，易感性最高的是 3 月龄猪；每个季节都能暴发，

但在气温较低的冬季和春季暴发较多[19]。APP 常跟

猪流感病毒、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和猪肺炎支

原体等病原发生混合感染或继发感染[20-22]。此外，也

有相关文献[22-25]报道 APP 跟副猪嗜血杆菌、多杀性

巴氏杆菌和猪链球菌等细菌发生混合感染。猪群中

广泛存在这些混合感染，这一现象也导致了病情的

加速传播，给我国和全世界所有养猪国家的规模化

养猪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加大了疾病的防控

难度。

2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防治措施

目前，对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控主要通过提

高饲养管理水平、药物防治以及免疫接种等。良好

的饲养管理和接种疫苗能够明显降低发病率；另

外，面对临床疾病，使用抗生素治疗能够控制严重

性和扩散。

2.1 饲养管理

为预防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养殖场应提高养殖

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首先，保证猪舍及其饲养环境

的清洁卫生，做到及时清理粪便及其杂物，保证猪

舍的通风换气良好。其次，高度重视消毒工作，制定

严格的消毒卫生制度。开展消毒工作能有效控制疾

病的发生，提高整体防控效果，平时要定期或不定

期对猪场和饲养环境进行严格的消毒，一般常规消

毒，每周 1 次，不留死角、全方位消毒[26]。值得注意的

是，猪舍及饲养环境要选择性地使用消毒药，同时

也应该进行交叉性使用消毒药物，以防病菌产生耐

药性。另外，车辆和人员进入猪场前严格消毒，并做

好相关登记[27]。最后，坚持自繁自养、全进全出制度，

定期对猪群进行监测，发现阳性猪立即淘汰；引种

时，严格进行隔离检疫，实时监测，及时淘汰阳性

猪，若 1 个月无可视症状方可转群，防止外来病菌

混入猪群[28]。
2.2 药物防治

药物是防控的基础，研究 [29-30]表明，头孢噻呋、

替米考星、氟苯尼考、四环素类、沙星类药物对 APP
有很好的敏感性，可用于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预防

与治疗。彭娟等[31]通过药敏试验发现，分离到的强毒

力型 APP 对喹诺酮类的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

沙星等均较敏感，但对氨基糖苷类的大观霉素和庆

大霉素耐药，这与其他文献中报道的一致。值得注

意的是，对头孢类药物没有显示耐药性，而对大环

内酯和多肽类的抗生素显示一定程度的耐药，这可

能与猪场用药的差异有关[32]。此外，有研究[33]发现，

病猪群的饲料和水的摄入量大大减少。因此，建议

通过肠胃外注射治疗受影响的猪。除了给药途径之

外，还必须考虑适当地给药和给药间隔以及所选抗

生素的生物利用度和作用机理。通常，抗生素治疗

的成功取决于首次接触细菌时是否具有足够的组

织浓度来杀死细菌，这可以通过适当的给药方案来

实现[34]。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用 0.66 mg/kg 马波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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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治疗被 App 感染的 12 周龄猪可在 48 h 内达到

90%的杀菌效果[35]。
一般而言，使用抗生素会增加出现耐药性 APP

菌株的风险，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将会导致 APP 产

生较强的耐药性，这对防控十分不利[36]。头孢类、四

环素类、磺胺类以及氟苯尼考等抗生素对胸膜肺炎

放线杆菌有较强的抑菌作用。当猪场发病较重时，

尽可能避免选择使用本猪场常用的抗菌药，防止形

成耐药性[19]。因此，对于治疗抗菌剂的选择必须仔细

考虑，特别是对于被认为至关重要的抗菌剂，如氟

喹诺酮类。针对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抗生素使用需

要更加可持续的控制措施。

2.3 免疫接种

免疫接种是防控 APP 感染的有效手段，相比于

药物治疗，免疫接种避免了使用大量药物后带来的

耐药性的产生以及药物残留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

用的疫苗主要有三大类，分别是灭活疫苗、基因工

程苗及亚单位疫苗，此外口服疫苗、弱毒疫苗、

Ghosts 疫苗等也有相关学者在进行研究。其中，灭活

疫苗是市场上使用最多的疫苗，其优点是安全、无

散毒风险、不返祖返强以及便于运输和储存，但是

灭活疫苗不能清除病原，需多次免疫、副作用大而

且交叉保护力差。我国常见的商品化灭活疫苗为

APP 1、3 及 7 型强毒株作为制苗菌株，制成的油佐

剂三价灭活苗，如武汉科前与成都中牧的三价灭活

苗[37]。亚单位疫苗是当前疫苗研发的热点趋势，它能

有效控制中大猪发病，有效减少死亡率和肺脏病

变，目前上市苗只有进口苗，成本高，我国主要使用

的是默沙东公司的爱普克疫苗，其推荐的免疫程序

为 6 周龄起首免，间隔 4 周后二免，免疫时需注意

疫苗恢复到 24~28 益，并建议免疫前猪群禁食 6 h
以上，如果场内感染压力高可在免疫之前投予治疗

剂量的抗生素或添加维生素，使猪群健康度更稳

定，也可适当延后免疫日龄[38]。目前，市面上的很多

疫苗仍存在价格昂贵或交叉保护力差等缺点。因

此，为了应对 APP 临床流行情况的不断改变、有效

防控 APP 感染，不仅要做好生物安全防控，还应该加

快研发更加安全、高效、持久稳定、对众多血清型都有

效且价格低廉的新型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的步伐。

3 结 语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在我国的流行日益严重，已

经给我国养猪业造成巨大的威胁，做好传染性胸膜

肺炎的防控至关重要。总的来说，一要加强饲养管

理和做好消毒工作，二要坚持药物治疗为辅，三要

做好免疫接种，贯彻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防治结

合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猪胸膜肺炎的商业

疫苗尚未完全成功地预防疾病。因此，在提高生物

安全管理的同时，当前迫切需要了解 APP 目前的临

床流行情况，并研制出成本低、副作用小、免疫保护

性强、交叉保护力强的新型疫苗，以此有效地防控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传播，提高防控效果，减少对

养殖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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