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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丹毒的诊断与防控

陈勃滔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柴沟镇畜牧兽医站，山东高密 261500

摘要 猪丹毒是发生在猪身上的一种细菌感染所致的疾病，在全球各地均有发生。猪丹毒分为急性败血型

和慢性型 2 种类型，其中急性败血型的症状发病较快，并且能够表现在体表，急性败血型猪丹毒一般会在猪皮肤

上表现为一些特征；而慢性型猪丹毒则不具有表观的病症，一般表现为以增生性心内膜炎和非化脓性关节炎为主

要特征。猪丹毒在全球影响较广，并且难以根除，每年养猪业由猪丹毒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计其数。清晰认识猪丹

毒，并且了解猪丹毒的诊断、预防和控制，对减少此病给养猪业带来的危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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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病机理

猪丹毒的发病机理可分为急性败血型和慢性

型猪丹毒，急性败血型猪丹毒常会由猪丹毒杆菌在

血液中大量繁殖导致，感染急性败血型猪丹毒的猪

由于血液会形成血栓，因此会导致猪组织的缺氧，

进而产生酸中毒，严重感染急性败血型猪丹毒的猪

还可能发生休克[1]。如果不及时治疗根除猪丹毒杆

菌，此菌会长期定植在猪体内，引起猪结缔组织的

增生，进而导致猪血管、关节以及心内膜出现炎症。

慢性型猪丹毒发病较慢，且一般发生在关节、皮肤

和心脏瓣膜上。在关节上的发病，最初是引起关节

滑膜出血，滑液量增加，如果不加以治疗，几周之后

会表现出滑膜绒毛增生，还有可能会导致猪的淋巴

结变大等症状。如果进一步恶化，还会导致免疫系

统损伤。

2 临床特征

猪丹毒的临床表现也较为明显，一般表现为皮

肤上出现菱形痕迹，或者猪的腹部出现紫色水肿，

如果可以观察到这 2 个特征，则基本上可以初步诊

断为猪丹毒。此外，猪丹毒还表现为猪的全身有大

量的淤血（由于形成血酸缺氧导致），或者在猪的体

表有小的血斑。如果将其解剖，可以看到猪的肝脏、

肺脏有充血，肠系膜表现为出血等症状。如果采集

发病猪的血液，则可以从血液中分离出猪丹毒杆

菌。急性猪丹毒早期，猪血液中的白细胞会显著增

多，此后白细胞数量会迅速减少，单细胞数量则会

增加。

血液抹片观察是实验室诊断急性败血型猪丹

毒的一种有效的诊断方法。将发病猪的血液做成血

抹片，则可以很清晰地在白细胞中发现猪丹毒杆

菌，并且血液培养也较容易。慢性型猪丹毒的检测

较为繁琐，一般需要多次进行检测，并且最后的确

诊还需要进行接种试验和抗猪丹毒血清保护试验。

3 病理变化

3.1 急性猪丹毒的病理变化

急性猪丹毒的病理变化主要表现在皮肤上，发

生急性猪丹毒的猪皮肤会出现红斑，或者猪的全身

淋巴结发红且肿大。将急性猪丹毒的猪解剖会发现

猪的心脏、肝脏出现血斑，而胃和肠道则会出血。

3.2 慢性猪丹毒的病理变化

慢性型猪丹毒的猪主要表现在猪的心内膜、关

节上。慢性型猪丹毒的猪心内膜会出现炎症，严重

时呈花椰菜样，常见于二尖瓣。关节滑膜出血，滑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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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如果不加以治疗，几周之后会表现出滑

膜绒毛增生，还有可能会导致猪的淋巴结变大等

症状。

4 诊 断

4.1 临床综合诊断

一般情况下，猪丹毒多发生在夏季，且多发生

在架子猪身上。如果猪的皮肤出现疹块，或者全身

出现小的淤血，则可以先暂时定为猪丹毒。将猪解

剖，如果在猪的心脏、肝脏发现血斑，胃部和肠道发

现出血，并且发现猪的淋巴结和脾脏肿大，则可以

确诊为猪丹毒。

4.2 细菌学诊断

为了确诊是否是猪丹毒，可以将解剖的猪进行

细菌学诊断。一般诊断的部位包括猪的肾脏、脾脏、

肝脏和淋巴结，这几个器官和猪丹毒的发病密切相

关，并且具有诊断的代表性。

4.3 血清学诊断

血清的获取方法较为简单，不需要将猪杀死，

并且利用免疫荧光试验可以灵敏地检测出猪丹毒

杆菌。

5 防治措施

猪丹毒在养猪业中具有十分严重的危害，并且

猪丹毒细菌可以感染不同种类的动物，对于此病一

般情况下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目前，猪丹毒最重

要的预防措施是接种猪丹毒疫苗。如果在养猪过程

中发现了 1 例猪丹毒，则需要将所有的猪都一一测

量体温，并且对异常猪和病猪进行隔离，防止更多

的猪感染。如果由于猪丹毒感染的猪发生死亡，则

需要将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

在养猪的过程中，加强饲养管理是防止疾病的

重要举措，定期对猪场进行消毒对于预防疾病十分

重要。阻断传染源是防止疾病的方法之一，对于猪

丹毒而言，最主要的传染源是病猪以及处于潜伏期

的未发病的猪。因此，在管理上要及时隔离病猪，处

理病猪的粪便、水槽和料槽，并且对未发病的猪也

要及时清理粪便、消毒水槽和料槽。对于发病的猪，

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疗，最好能够及时发现病猪尽早

进行治疗。对于发病的猪，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是注

射抗生素（包括青霉素、四环素和链霉素等[2]）。
注射疫苗是防止该病的常用方法，一般疫苗的

注射会产生一些反应。因此，要注意注射疫苗的类

型和剂量。

6 结 语

猪丹毒如果在病发时得不到及时处理，就会造

成养猪场的经济损失。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疾病，准

备好各种应对疾病的措施，做到提早预防、发现与

治疗，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不让疾病发生或只在小范

围内发生，把猪丹毒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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