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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常见呼吸道疾病的病因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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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场规模化呈日益增长趋势，饲养密度越来越大，导致仔猪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提

高，寒冷季节发病率尤为明显。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常会引起生猪生长缓慢，饲料利用率低，需要一定的治疗过程

和费用。呼吸道疾病症状多表现为打喷嚏和咳嗽，较严重时喘气和呼吸困难，常以肺炎、鼻炎性经过。猪常见呼吸

道疾病的防控措施：做好防疫工作、改善饲养环境、强化饲养管理、降低饲养密度和改善饲喂方式、提高营养水平

和科学制定药物保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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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猪常见的呼吸道疾病

猪呼吸道疾病主要有以下几种：猪繁殖与呼吸

障碍综合征（俗称蓝耳病）、猪圆环病毒病、猪流行

性感冒、猪伪狂犬病、猪瘟、猪呼吸道冠状病毒病、

猪传染性胸膜性肺炎、猪链球菌病、猪多杀性巴氏

杆菌病、副猪嗜血杆菌病、猪肺炎支原体感染、猪传

染性萎缩性鼻炎、猪霉菌毒素中毒、猪附红细胞体、

猪肺丝虫和猪弓形虫等。

2 发病原因

引起猪呼吸道疾病的因素很多，主要是环境因

素、管理因素以及病毒、细菌、支原体、寄生虫等病

原性因素。

1）环境因素。有害气体的影响，当环境卫生及

猪舍通风不良，引起氨气、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

等气体的浓度积累；干式饲喂引起的粉尘刺激；原

猪舍存活的大量细菌和病毒等。

2）管理因素。如饲养密度大、温度和湿度的过

高过低，运输过程应激等。

3）病原性因素。如病毒、细菌、支原体、原虫和

寄生虫等。

3 病毒性因素引起的常见呼吸道疾

病及症状

主要有猪繁殖与呼吸系统障碍综合征、猪圆环

病毒病、猪伪狂犬病、猪流感、猪瘟等。蓝耳病主要

引起母猪繁殖障碍，引起小猪、保育猪的呼吸道疾

病，本病经空气通过呼吸道传染，传播速度快，传染

性强。发病的仔猪精神状态差，食欲不振，体温升

高，打喷嚏，咳嗽，呈腹式呼吸。猪伪狂犬病可引起

妊娠母猪流产，公猪不育，仔猪死亡，育肥猪生长缓

慢。该病多发生在冬天寒冷季节，感染猪带毒传播。

病猪会有神经症状，出现转圈运动，作犬坐姿势；猪

流感多发生在春冬季，气候变化是主要诱因，传播

速度较快，但持续时间较短。猪表现为咳嗽、呼吸困

难，发热及迅速转归；猪瘟俗称“烂肠瘟”，具有高传

染性和高致死性的特性；猪圆环病毒病主要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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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仔猪，当气候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营养不良

和外界应激情况下会引起发病。病猪会出现腹泻、

呼吸困难、淋巴结肿大、黄疸、生长不良、发育停滞。

4 细菌性因素引起的常见呼吸道疾
病及症状

主要有支原体肺炎（猪喘气病）、猪胸膜肺炎放

线杆菌病、猪链球菌病、副猪嗜血杆菌病、猪传染性

萎缩性鼻炎、猪肺疫等。据统计，80%以上的猪场都

存在支原体肺炎感染，猪喘气病存在于猪的各个生

长阶段，死亡率不高，发病猪生长缓慢，饲料利用率

低；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病，主要感染中猪；猪链球

菌病（SS）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可引起脑膜炎、败血

症、心内膜炎、关节炎和肺炎，主要表现为猪只发

烧、毒血症；副猪嗜血杆菌病（HPS）又称多发性纤维

素性浆膜炎和关节炎，主要表现为猪只的多发性浆

膜炎、关节炎、纤维素性脑膜炎和脑膜炎等，患病猪

只解剖可见猪只全身浆膜表面出现浆液性纤维素

性以及纤维素性化脓渗出；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

（AR），特征病变为鼻甲骨萎缩导致的猪只颜面变

形；猪肺疫，俗称“锁喉风”，病猪呼吸极度困难，呈

犬坐姿势，咽部肿胀。

5 寄生虫因素引起的常见呼吸道疾

病及症状

由原虫和寄生虫等引起的呼吸道疾病。猪肺丝

虫可引起支气管炎和支气管肺炎，同样可引起大量

猪只死亡；猪蛔虫病呈世界性流行，感染比较普遍，

感染猪只生长迟缓、发育不良，严重的形成“僵猪”；

猪后圆线虫病一般发生于夏秋季节，患病猪只主要

表现为食欲不振、贫血、生长缓慢和被毛粗乱。以上

猪感染寄生虫可通过在猪生前检测粪便中的虫卵，

死后于气管、肺脏以及肠道中发现寄生虫虫体进行

确诊。

随着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迅速发展，疾病的

发生与流行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猪呼吸道疾病

常表现为多种病原交叉感染，又称为猪呼吸道

疾病综合症，病情较为复杂和严重。从临床症状

出发，还要结合病理变化，用 ELISA 或 PCR 进

行血清学抗原检测来综合诊断，便于快速确诊

和治疗。

6 防治措施

6.1 做好防疫工作

按科学免疫计划在母猪分娩前开展免疫注射，

母猪分娩前对母猪完成蓝耳病、猪瘟、伪狂犬病等

疫苗的注射工作，为初生仔猪可通过母源抗体获得

一定免疫基础。母猪群蓝耳疫苗每年接种 3~4 次，

商品猪发病前 15~20 d 接种。仔猪在 7 日龄和 21
日龄时，各注射 2 mL 支原体灭活苗提高猪群免疫

力，同时适龄免疫猪瘟、蓝耳病、圆环病毒病疫苗，

降低疫病的发生机率。

6.2 改善饲养环境

供给优质饲料和充足饮水，注意通风与空气对

流，控制环境温湿度，做到夏季高温降暑，冬季低温

保暖，日常要加强栏舍消毒。

6.3 强化饲养管理

采用全进全出、早期隔离断奶以及分区管理对

于防治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都有较好的效果，缓解

各种应激，提高机体免疫力（可在饲料中添加免疫

营养健力源 1 kg/t，天气陡变时添加精准抗应激剂

奥茵美 1 kg/t），尽量减少猪群的转栏次数，减少应

激反应。

6.4 降低饲养密度和改善饲喂方式

保育舍要使每头仔猪有 0.5 m2 的生活空间，生

长猪有 0.7 m2 的生活空间。存栏量控制在 12 头左

右，可相对降低猪群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饲养密

度较高，可出售部分仔猪，能有效提高饲料利用水

平，提高猪的生长速度。仔猪舍要控制温差，断奶后

2 周仔猪舍的环境适宜，温度为 28~30 益。尽量减少

干式喂养，将饲料调成潮湿的饲料饲喂，可相对降

低发病率。

6.5 提高营养水平

保持猪群合理与均衡的营养水平，经常观察和

检查饲料质量，杜绝饲喂变质饲料和污染严重的饲

料，对轻度污染的饲料可添加霉菌毒素处理或加防

霉剂。肽制品能够提高动物机体的免疫力，在饲料

中添加适当的生物活性肽，可有效克服仔猪断奶应

激，提高免疫力。

6.6 科学制定药物保健程序

新购或断奶仔猪刚进圈后：在 100 kg 饮水中

加 100 g 超能，100 g 富尔泰或口服补液盐，连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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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饲料中添加海乐康+乐它康各 100 g 拌 75~
100 kg 料，干喂，连用 7~10 d。若颗粒料，粉碎后加

药拌均匀，让猪只自由采食 7 d；若有咳嗽或怀疑有

蓝耳病，饲料中再加替乐加 100 g，用药期间可打猪

瘟疫苗。过 30 d 饲料中加超能+海乐康+乐它健各

100 g 拌 100 kg 料，连用 3 d，3 d 后各 100 g 拌

200 kg 料再用 4 d，1 个疗程共 7 d。再过 30 d，饲
料中加超能+海乐康+替乐加各 100 g 拌 100 kg
料，连用 3 d，3 d 后各 100 g 拌 200 kg 料再用

4 d，1 个疗程共 7 d。母猪预防保健程序推荐：每 1~
2 个月饲料中加超能+海乐康+替乐加各 1 kg 饲料，

干喂 7 d[1]。

7 治 疗

对已经发病的猪群，首先应做好隔离，同时要

依据病史、临床症状、病理变化及实验室诊断等得

出当前猪所患疾病或涉及的病原，针对性用药。

1）西药治疗：淤每吨饲料加入盐酸土霉素 1 kg，
连用 5~7 d；于每千克饲料加入盐酸土霉素 50 mg，
饲喂 2 周，均有效果；盂每千克体重注射 50 mg林可

霉素，连续 1 周，效果最佳；榆每千克体重每天每次

用土霉素 30 mg，肌注 2 次，连用 5~6 d；虞按每千

克 体 重 每 天 肌 注 泰 乐 松 0.2 mg，2 次/d，连

用 3 d。
2）中药治疗：用麻黄 30 g、白果 25 g、杏仁 25 g、

苏叶 20 g、黄芩 20 g、石膏 100 g，用于病较重

的猪。

8 小 结

猪呼吸道疾病病原较多，混合感染较为普遍，

需采取综合性措施予以防控。合理的免疫程序、优

良的饲养管理方法、科学的药物保健方案，能对本

病进行有效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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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低温病的预防

低温病的预防主要是从日粮的配制上下功夫，日粮配制要按鸡的营养标准给予充足的钙磷和维

生素 D，有条件的最好使用全价配合鸡饲料，以保证鸡对钙磷的需要。鸡场要给予充足的日光照射

（穿过普通玻璃的阳光无效），一般每天以日照 16 h 为宜，日照不足的可用电灯光照替代，有条件的

最好能让鸡在沙滩上进行日光浴，封闭式的鸡场应加强日光灯的照射，每周增加 10 min 为宜，保持

恒定。同时补喂沙砾，以提高鸡对鸡饲料的消化率。适量补喂一些青绿饲料或青贮饲料、含维生素多

（特别是含维生素 D）的鸡饲料，如青菜叶、胡萝卜、洋槐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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