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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衣原体病的综合防治

司志卿
河南省南乐县农业农村局，河南南乐 457400

摘要 猪衣原体病由鹦鹉热衣原体感染所引起，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病原严格细胞内寄生，对外界不良因素

的抵抗力不强，大多数消毒剂都能将其杀灭，种猪和仔猪感染后受损失最大，生殖系统、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和消化系统最易受到感染，病猪表现繁殖性能下降、肺炎、全身神经症状以及肠炎等；预防本病需加强猪场的消

毒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对衣原体敏感的药物有磺胺类、青霉素类、四环素类和氯霉素类等药物，可用于本病

的治疗，症状表现严重的还需对症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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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衣原体病是一种由鹦鹉热衣原体感染而引

发的猪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威胁种猪和仔猪，

感染猪繁殖性能下降，生长发育受阻，临床危害较

大[1]。本病一般呈地方散发式流行，主要流行于饲

养管理水平差以及环境卫生不合格的猪场。

1 病原简介

衣原体是一类有滤过性、严格在细胞内寄生并

经独特发育周期以二等分裂繁殖的革兰氏染色呈

阴性的原核微生物，镜下观察呈圆形或卵圆形，具

有黏肽组成的细胞壁，结构和组成类似于革兰氏阴

性菌，自身有较复杂的可进行独立代谢的酶系统，

但无法合成带高能量的化合物，必须利用宿主细胞

的三磷酸盐和中间代谢产物作为能量的来源，离开

宿主细胞后无法独立生存。猪衣原体病由鹦鹉热

衣原体感染所引发，具备人畜共患的特征，感染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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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对健康猪仔进行免疫的过程中，需要先确定

猪仔的健康情况，确保将注射疫苗的猪仔不存在患

病症状，并且在完成猪仔喂食工作后，开始注射疫

苗，以降低猪仔出现应激反应的可能性。同时，在

注射疫苗的过程中，严格依据注射流程进行工作，

并且将 2次免疫疫苗注射时间控制在 30 d左右，以

达到保证免疫工作质量与效果的目的[3]。

4 结 论

尽管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的死亡率较低，但在

生猪养殖过程中为保护养殖户的财产安全，仍需要

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非典型性猪瘟综合征的

防治策略。具体来说，在进行生猪养殖的过程中为

降低非典型性猪瘟传染的可能性，首先需要加强对

生猪情况的检测诊断，结合当地相关畜牧管理部门

对生猪养殖的要求以及相关规定开展规范化的生猪

疫苗接种；其次尽量减少外来生猪的购买；再次定期

清洁猪圈环境，切断病毒的传染源，保证生猪食水清

洁；最后，养殖人员对病猪进行针对性治疗、未患病

猪进行紧急免疫接种等方式，降低病猪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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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为隐性经过，当外界环境不利时猪就会表现出

发病症状，以流产、肺炎、关节炎和脑炎为特征[2]。

2 临床表现

本病潜伏期长短不一，长的可达 2周左右，短的

3 d左右就开始发病，主要和猪场的饲养管理水平有很

大关系。病原可感染猪的不同部位，其中生殖系统、呼

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临床病例最多[3]。

1）生殖系统感染时，母猪表现发情不规律，已

经妊娠的出现流产、死胎、木乃伊胎和早产等，有些

仔猪产后天生体质弱，不超过 1个月就会死亡。严

重感染的母猪偶尔也会表现胎衣不下和恶露不尽

的情况，对再次发情配种影响很大。公猪感染后以

睾丸、附睾、性腺以及尿道炎症为主要表现，可见睾

丸肿大，触摸后病猪表现疼痛，性欲下降，不愿配种

和采精；精液品质下降，死精率升高，精子活动力

差，很难使母猪受孕。

2）呼吸系统感染时，病猪以肺炎为主要表现，

病猪体温升高，精神差，全身颤抖，伴发干咳，听诊

肺部有啰音。同时，鼻孔处不断流出浆液性分泌

物，采食量下降，生长发育受阻。

3）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时，病猪表现神经症状，

如不明原因的兴奋，盲目冲撞，走路共济失调，四肢

呈游泳状，有时原地转圈等。

4）消化系统感染时，病猪主要表现肠炎的症状，粪

便恶臭，不成型，里面含有未消化完全的饲料，后期机

体脱水，皮肤干燥，眼睛凹陷，吃乳无力，死亡率较高。

3 预 防

预防本病需加强猪场的消毒工作，不断提升管

理水平。

3.1 加强猪场消毒工作

衣原体对不良环境抵抗力弱，高温和紫外线都

能轻易将其杀灭，怀疑被污染的器具可置于太阳下

进行直射，病原能很快被杀灭。手术器具通过消毒

酒精浸泡 5 min即可完全消毒。如果猪场中发现带

毒猪，除了将其第一时间隔离外，通过加强环境消

毒就能及时阻止传播，大多数种类的消毒剂都对衣

原体敏感，如火碱、生石灰、苯酚、过硫酸氢钾、过氧

化氢、高锰酸钾、氯制剂、漂白粉、来苏尔和碘制剂

等。每天定时带猪消毒 1次，每周不低于 2次的场

内环境消毒，每月至少进行 1次猪场全方位卫生打

扫，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舍内消毒时应选择刺激

性小、使用安全、残留少、杀菌力强的消毒剂，且以

雾化消毒为主。公猪交配或采精前也应用 0.1%温

高锰酸钾溶液对阴部进行清洗消毒。

3.2 提升管理水平

由于本病很多时候呈隐性经过，感染猪症状不

明显，导致临床发现病猪较为困难，建议有本病流

行的地区和曾发生过本病的猪场定期进行检验，以

便及时发现传染源。经常流产的母猪以及睾丸发

炎、精子数量少、性欲低下的公猪一定不能忽视本

病的检查，通过检测血液中的补体结合抗体就能确

诊。接种疫苗时最好做到一猪一针头，防止病原经

血液途径感染。公猪感染后必须停止利用，防止通

过交配过程感染母猪群。料线和水线最好采用封

闭式，防止病原通过暴露的空气污染饲料和饮水。

饲养员或兽医应加强对每头猪的观察，发现行为有

异常及时进行实验室诊断。

4 治 疗

对衣原体敏感的药物有磺胺类、青霉素类、四

环素类和氯霉素类等抗生素，磺胺类以磺胺嘧啶钠

使用最多，青霉素类以阿莫西林、氨苄西林临床最

常用，四环素类以金霉素、土霉素治疗效果最好，氯

霉素类中以氟苯尼考临床使用最多。感染严重的

可通过 2种或 2种以上的药物共同配伍使用。除了

抗菌治疗外，症状表现明显的还必须进行对症用

药，体温升高者肌注氟尼辛葡甲胺或氨基比林注射

液，流产的母猪为了防止对下一轮发情周期产生影

响，最好用消毒水冲洗子宫和产道，将其中的血渍、

残留碎片和羊水冲洗干净，最后再使用抗生素栓剂

置于宫颈部位，预防外界病原菌的侵入。需要提醒

的是，临出栏的猪用药后一定要注意休药期，防止

肉组织中药残超标而危害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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