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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衣原体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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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衣原体病是由衣原体感染引发的接触性传染病。该病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可通过呼吸、排泄物以及

分泌物进行传播，对妊娠期母猪以及仔猪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虽然该病发病率较低，但猪只一旦感染发病，治愈过

程较为漫长。由于目前尚未有特效药物可以快速治疗，通常在确诊该病后采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主要是防止继发性

感染。该病应以预防为主，坚持自繁自养、加强饲养管理和消毒，若在疫情暴发期，可用抗生素拌料进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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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衣原体病是养猪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疾病，是

由猪感染衣原体引发的接触性传染病，可引起肺

炎、肠炎、胸膜炎、心包炎、关节炎、睾丸炎、子宫感

染和流产等多种病症。不同生长期、体况的病猪发

病时临床表现也不相同，仔猪感染后严重影响其正

常发育。该病发病率较低，较难引起养殖人员的注

意，易造成误诊，从而给猪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本文针对猪衣原体疾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

症状、病理变化、诊断方法以及综合防治措施予以

综述，希望能够帮助广大养殖户了解该病从而更好

地进行防治。

1 病原学

猪衣原体病是由于猪感染衣原体而导致的。

衣原体主要有始体与成熟体两种形态，无法经过人

工培养的方式进行增殖，通常可以通过鸡胚进行增

殖培养，也可以采用细胞培养的方式进行增殖；成

熟体无繁殖能力，但是感染性较强，而圆形始体具

有增殖能力。衣原体对外界抗性一般，暴露在阳光

下仅能存活 1周时间，干燥的环境中可存活 5周，水

域中可存活2周左右，常见消毒剂即可有效杀灭。

2 流行病学

处于不同生长阶段、品种以及养殖环境的猪群

对于该病的易感程度具有较大差异，体况差、养殖

环境恶劣的猪感染率可达 95%，而体况好的猪群感

染率仅为 5%，其中仔猪与妊娠期母猪易感度较高。

该病发病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其他季节也有发病

案例。患猪以及隐性带毒猪均为该病的重要传染

源。衣原体可以通过呼吸、排泄物以及分泌物进行

传播，此外，该病还可以通过吸血蚊虫叮咬进行

传播。

3 临床症状

健康猪在感染衣原体后会有 1周左右的潜伏

期，不同生长阶段以及健康状况的猪发病时临床表

现也不同。幼龄仔猪发病时会出现生长发育不良、

精神萎靡以及发热等症状，部分病猪伴发咳嗽、呼

吸困难等症状；妊娠期母猪染病后会出现流产、早

产或者产弱仔等症状，流产胎儿恶臭，弱仔猪免疫

能力差、发育迟缓、通常短期内死亡。初产母猪的

发病率约 10%，经治愈后不会发生流产等症状，但

是如果发病流产时，胎衣未排出，则易引发继发性

细菌感染，导致子宫炎等症状。种公猪发病后精神

萎靡伴随发热症状，同时还会出现睾丸炎以及尿道

炎等症状，病猪的精液质量显著下降，也有部分种

公猪感染后不会发病，但是具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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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诊断方法

该病在诊断过程中易与猪瘟、猪繁殖与呼吸障

碍综合征等疫病混淆导致误诊。此外，因饲养不当

引发的非传染性疾病也会发生类似的症状，在临床

诊断中应仔细鉴别。

发现病猪后应立即隔离，采取病猪的肝脏或者

脊髓液作为病料，在无菌条件下保存病料，通过制

片镜检以及病原体的分离鉴定、间接血凝试验以及

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进行综合诊断。在镜检时可

观察到蓝色的繁殖性始体以及紫色的感染性原体。

此外，利用鸡胚分离衣原体试验可以观察到鸡胚在

3~10 d内死亡，剖检可以观察到大量的衣原体。通

过血清检测，可以简便快捷地完成检测，但是存在

一定假阳性概率。

5 防治措施

5.1 坚持自繁自养

养殖管理者应遵循自繁自养的理念进行育种

管理，减少外部引种，尤其是杜绝从疫区引种。若

因养殖需要必须引种时，则需要选择同批次、同阶

段的猪群，且在引种后隔离观察半个月左右时间方

可混群饲养，防止其携带病原传染给健康猪群。

5.2 加强饲养管理

良好的饲养管理方式有助于增强猪群的免疫

能力。不同生长阶段的猪群对于生长环境以及营

养成分的要求均有所差异。因此，应当按照生长阶

段进行分群分段管理，幼龄猪要强化消毒卫生及防

寒保暖措施；妊娠期母猪单独饲养，避免疫病的传

播与感染；育肥猪应保障充足的日粮供应。圈舍内

应放置通风设备，保障良好空气流通；在气温多变

时节以及夏冬两季应加强防寒保暖措施，避免因温

度变化引发应激反应，导致疾病。

5.3 加强消毒管理

养殖场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制定科学有效的

消毒管理方案，并遵照执行，定期清理圈舍内外生

产器具并做好消毒处理，在空圈期应当进行全面消

毒。消毒剂品种应储备多种类型，交替使用，以达

到最佳消毒效果。如混合使用时要注意配伍禁忌，

避免使相拮抗的两种成分发生化学反应而降低消

毒效果。

5.4 药物治疗

目前该病尚未有特效药物可以快速治疗。通

常在确诊该病后采用抗生素疗法进行治疗，主要是

防止继发性感染。因此，养殖管理人员应以预防为

主，加强对猪群的健康管理与监测，若在疫情暴发

期，可以使用抗生素进行拌料饲喂的方式进行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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