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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衣原体病的流行病学与防治

庞久龙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畜产品安全监察所，辽宁朝阳 122000

摘要 猪衣原体病又被称为鹦鹉热，是由衣原体感染引发的一种发病频率低、死亡率高的传染性疾病。在临

床上对妊娠母猪以及仔猪的危害最大，本文主要分析了猪衣原体病的病原学和临床症状，并提出了加强饲养管

理、加强饲料管理和治疗等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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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衣原体病在猪养殖生产过程中是常见病，该

病影响最大的是妊娠母猪以及仔猪，妊娠母猪患猪

衣原体病常会发生流产、不孕、死胎、畸形胎等。猪

衣原体病的发生通常呈群居性，如果不进行及时地

预防和治疗，将会给养殖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1 病原学

猪衣原体为革兰氏阴性菌，是由衣原体感染引

发的一种传染性疫病。由于衣原体对外界的抵抗能

力较差，因此存活的时间较短，一般情况下在阳光

下只能存活 6 d，在干燥条件下可以存活 4~5 周，在

水中能够存活 17 d 左右。一些常规的消毒剂均能

在数分钟之内杀光衣原体病毒，但是衣原体对煤酚

类化合物以及石炭酸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此外，

陈维等[1]研究调查表明，衣原体不能通过人工培养

基培养，一般只有在鸡胚或鸭胚卵黄囊中才能进行

培养，也可以通过细胞增殖的方式进行培养。在培

育和繁殖的过程中，会产生 2 种不同的细胞，一种

是原生小体，是成熟的衣原体，没有繁殖能力，但具

有高度的传染性。一旦成熟的原生小体进入易感动

物体内直接会发育成原始体，实体能够繁殖，没有

感染性。

2 临床症状

在猪养殖生产过程中，猪衣原体病贯穿猪的不

同年龄阶段，主要是以断奶前后的仔猪以及妊娠母

猪的发病率最高，其次对种猪以及 2~3 月龄的幼猪

影响也比较大。不同类型的猪在患上猪衣原体病后

有不同的类型表现，主要有以下 4 种分类，分别是

肠炎型、肺炎型、流产型以及关节型等 4 种类型，具

体根据猪的不同临床症状来判断。

猪衣原体病的潜伏期通常为 3~11 d。在生产过

程中，妊娠母猪感染致病将会在妊娠后期突然出现

流产、早产以及弱猪苗等现象，生产出来的弱猪苗

个体较小，身体柔弱，部分在出生后 2~3 d 死亡，在

生产过程中以初产母猪的发病率最高。一般经过良

好的治愈后，将不会再发生哺育或者再次流产等现

象。种公猪在生产过程中感染此病，将会出现采食

降低、食欲不振、体温升高等现象，在临床上还会发

生睾丸炎、尿道炎等现象，同时降低了精液的品质

以及活性，严重影响交配和受胎情况，加速种公猪

的淘汰速度。

3 诊 断

该病在诊断时需要严格注意，结合临床症状加

以分析，尤其是该病与其他疾病相似，不容易进行

辨别。尤其需要与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相区分，这两

类疾病猪都会发生呼吸障碍等现象。如果在临床

上还出现仔猪腹泻、粪便异常等情况，需要与大

肠杆菌以及传染性胃肠炎等疾病相区分开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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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诊断。

常采用实验室诊断的方式进行确诊，一般还可

以采用鸡胚分离、病原分离等方法。实验室诊断方

法通常为解剖病猪，从病猪的脊髓或者肝脏中取样

做切片涂片，经过 10 min 的干制后通常采用甲醛

固定 1 h，然后放在油镜下观察，发现紫色或蓝色小

体，其中紫色小体为具有感染性的原体，而蓝色小

体为具有繁殖性的原始体。

4 防治措施

4.1 治疗措施

猪感染衣原体的治疗方式主要通过饲料添加

饲喂和注射方式进行，常用的药物有四环霉素。在

生产过程中，在确诊的前提下需要合理根据患猪的

发病情况来饲喂药物。根据于爱露等[2]研究调查表明：

轻度发病的猪一般会选择将四环素粉按照 1颐1 000
的比例拌入饲粮中，每天喂食，连续 1 个月进行治

疗。发病较重的情况下，采取静脉注射法，使用盐酸

四环素粉溶解液与葡萄糖注射液进行静脉注射，方

便缓解病情。猪的衣原体病有 3~11 d 的潜伏期，因

此可以通过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四环霉素起到预

防疾病的作用，减少损失。

4.2 加强饲养管理

科学的饲养管理以及饲喂方式能够有效提高

猪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在猪舍内要注意温度、湿度

以及通风情况良好，确保猪处在一个舒适的生态环

境中，要及时清洗猪舍，防止污染，造成细菌的大面

积繁殖，易于疾病的传播。合理饲喂，控制好饲养密

度，避免造成拥挤现象。在饲养过程中需要严格控

制从外地以及国外引种，在引种前需要进行严格的

饲喂隔离，在检疫合格之后才可以引进投入猪生产

使用。

4.3 加强饲料管理

在饲料方面，需要进行严格把关，禁止饲喂霉

变的饲料，造成饲料出现霉菌，使得生产中猪出现

霉菌毒素中毒等现象，如果猪群出现食物中毒等现

象，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就会容易感染上衣原体

病毒。饲料要尽可能地控制其湿度和温度，在饲喂

猪群时需要采用一部分样品进行化验，确保饲料的

饲料质量合格过关[3]。

5 结 语

猪衣原体病毒是猪群中容易发生以及传染性

很强的一类疾病，一旦发生将会对养殖户造成严重

的经济影响。由于该病的隐性感染较多，临床症状

复杂不明显，容易被混淆忽视，因此需要工作人员

不断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做好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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