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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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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病原为胸膜肺炎放线杆菌，该细菌进入猪体内后主要存在于呼吸道中，患病的

猪表现为急性出血或慢性纤维素性胸膜肺炎的临床症状，发病率为 10%，病死率最高可达 100%，是全球范围内

危害严重的疾病之一。本文介绍了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病原、流行特点、临床症状、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法，以期

帮助广大养殖户有效预防该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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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英国的科学家首次报道了猪传染性胸

膜肺炎这一疾病，并将该病命名为副猪嗜血杆菌

病。1964 年，阿根廷的科学家在患病猪群中分离得

到了副溶血性嗜血杆菌，并对这一细菌进行了研

究。该病目前在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

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暴发，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前，我国主要的养猪模式是散户养殖，所以本病的发

生较少，近年来随着集约化、规模化养殖场的数量增

多，我国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发病率也显著提升。

1 病 原

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是革兰氏阴性小杆菌，兼性

厌氧，没有芽孢结构，但有荚膜，根据细菌培养过程

中对辅酶的依赖性，可以将该细菌分为生物玉型和

生物域型，这 2 种型的致病性不同，通常引起猪群

发病的为生物玉型，这一类型的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中包含 15 个血清型，生物域型中有 2 个血清型[1]，
各个血清型之间没有或仅有较弱的交叉保护性。

2 流行特点

该病的接触传染性较高，带菌猪和慢性病猪为

主要传染源，主要经过呼吸道传播，当环境受到污

染后，1 m 范围内的猪均有可能发生感染，而且在

饲养密度过大、气候潮湿、通风不良、管理条件不好

的饲养场更易发病。

3 临床症状

胸膜肺炎放线杆菌产生的毒素会杀灭患病猪

肺部的巨噬细胞，对红细胞也会有一定的损害作

用，这也是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主要表现为肺部严重

损伤的主要原因。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对肺泡上皮细

胞的亲嗜性较强，对靶细胞的损伤性也比较强。

根据临床症状的不同可以将该病分为急性型

和慢性型。急性病例表现为突然发病，体温升高，精

神不振，食欲减退至废绝，呼吸不畅，常呈张口呼

吸，犬坐。而后主线心力衰竭和循环障碍，末梢部分

的皮肤如耳、鼻、后躯等处皮肤发绀，鼻腔和口腔内

有血性泡沫样液体，出现这些症状后通常在 1~2 d
内死亡，也有的病程稍长，在发病后 2~4 d 发生死

亡，耐过的患病猪也可能转为慢性病例。慢性型患

病猪的体温可能没有变化，但有不同程度的咳嗽，

食欲不振，精神欠佳，平均日增重降低，免疫力低

下，如果此时受到应激或接触到其他致病的病原微

生物则会引起症状加剧。

剖检患病猪，会有不同程度的肺炎，多为双侧

性肺炎，急性型病例中气管和支气管内有大量泡沫

状、血性黏液及黏性渗出物，肺脏表面有大量的出

血斑，胸膜表面有弥漫性纤维素性渗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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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诊断方法

该病仅依靠临床症状来诊断较为困难，需要配

合实验室诊断技术。目前应用于猪传染性胸膜肺炎

病诊断的方法包括细菌分离鉴定、琼脂扩散试验、

荧光抗体试验、补体反应试验、协同凝集试验、补体

结合试验、间接血凝试验、PCR 法 [2]、ELISA 试验以

及单克隆抗体技术等。

5 治疗方法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由于其病原的血清型较多，

且各个型之间的交叉免疫能力较低，用药不规范还容

易产生耐药性，所以在治疗方面的难度相对较大[3]。治
疗前应先应用 ELISA 法对病原进行检测，在确定了

流行的血清型后再进行相关治疗，有条件的养殖场

应开展药敏试验，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最佳的药

品进行治疗，常用的治疗药物有氨苄青霉素、庆大

霉素等，对于同群的其它猪也可以使用一定的抗菌

素来预防该病的发生。在治疗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饲

养管理，应控制合理的饲养密度，并做好通风换气

工作，在季节交替时还应进行保温或防暑。

由于该病的治疗难度较大，所以应采取有效的

预防措施对该病进行预防。目前较为有效的预防方

式是进行免疫注射，用于预防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

疫苗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为灭活苗、弱毒苗以及亚单

位疫苗。由于胸膜肺炎放线杆菌的血清型中毒，且不

存在有效的交叉免疫保护，所以具体选择哪一种疫

苗应根据养殖场所在位置以及常发病来决定，即可

以采用当地分离的具有较强毒力的菌株进行疫苗的

制备，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提高免疫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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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兽医结合治疗牛瘤胃酸中毒

白生芳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新城畜牧兽医站，青海大通 810100

摘要 牛瘤胃酸中毒是一种消化系统紊乱病症，本病多呈急性经过，病程短，病牛死亡快，给养殖户造成极

大的经济损失。基于牛瘤胃酸中毒的病因和症状分析，结合 1 例确诊病例的发病情况，提出中西兽医结合治疗方

法，同时结合补碱补液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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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瘤胃酸中毒病例症状显著，治疗不及时极易

致其死亡，一旦确诊本病要立即治疗，临床单一采

用西医治疗效果不佳且治标不治本，实施中西兽医

结合治疗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控制患牛死亡率，维

护牛养殖户的经济利益。

1 病因与症状

1.1 发病原因

因饲养管理不当，牛长期大量食用富含碳水化

合物的精料（豆渣、马铃薯和玉米等）在瘤胃发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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