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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医预防和治疗猪呼吸道综合征

马 亚

河北省邯郸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河北邯郸 056004

摘要 通过调查近些年的猪呼吸道综合征有关资料可知，此类疾病主要是由许多不同类型的致病原所引发

的一类感染病。本文介绍了猪呼吸道疾病主要特点、症状与病因，同时分析猪呼吸道综合征中兽医的预防途径，

进而提出此类疾病中兽医的治疗思路，以期为广大中兽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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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养殖管理过程中发生猪呼吸道综合征，除

了会对生猪的生命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时甚至

会使养殖户自身经济损失加大。这种疾病拥有混合

又复杂的发病病因，在发病过程中极易产生继发性

的疾病感染，这种感染会给临床治疗以及预防等工

作带来诸多困难，从而对生猪养殖人员的日常养殖

管理以及经济收益产生直接影响。

1 猪呼吸道疾病主要特点、症状与

病因

1.1 特 点

此类疾病最主要的发病特点：通常会在 6~10
周龄的保育猪群以及 13~20 周龄的育成猪群中暴

发此类疾病，全国有着 30%~70%的发病率。一旦发

病，尽管总体患病猪有较低的死亡率，然而需要有

关人员明确的是越小周龄的猪越容易在患病后死

亡。这种疾病在发病时，无论是哪一种品种或者哪

个周龄阶段的猪都会被感染，大部分都有着地方流

行的特点，同时几乎全部猪场都有暴发此病的可能

性。发病时，疾病不仅会导致猪死亡，还会减缓猪的

增重，加大日常耗料，导致猪的上市周期变长[1]。
1.2 症 状

此类疾病的主要症状为：患病猪无精打采，食

欲低下，并没有较多的摄食量，极易引发病猪出现

体重不均匀的问题、生长日益减缓；喘气明显，会伴

有腹式呼吸以及咳嗽；部分猪的呼吸极为急促，甚

至会出现体温上升的现象，能够达到 39.5~40.0 益
的高温；病猪皮肤出现血斑，尤其是耳部以及四肢

会变成蓝紫色；一些患病猪会出现鼻镜干燥、打喷

嚏或者流鼻涕等症状；部分病猪患病时眼中有较多

分泌物，其眼结膜极易发炎。若怀孕的母猪身患此

病，极易发生木乃伊胎、流产以及死胎等状况。总体

而言，猪饲料的总体利用率会受到此类疾病的影

响，导致病猪出现生长缓慢以及身体日渐消瘦等问

题，最终致使猪出栏的时间被延长，这便会直接影

响养殖户自身经济效益。

1.3 病 因

1）原发性病原引发疾病：包含了猪流感、猪支

原体肺炎、猪伪狂犬病和猪的繁殖以及呼吸道综合

征等。

2）继发性病原引发疾病：主要包含了猪附红细

胞体、猪链球菌、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以及猪副嗜

血杆菌等。此外，养殖环境的应激以及管理方式等

也会引发疾病。

需要注意的是，引发猪呼吸道综合征最直接的

病因即肺炎支原体，其会在猪纤毛的上皮细胞附

着，随后逐步引发受感染细胞出现变异直至死亡，

进而致使一些纤毛脱落甚至自身功能被损坏。因为

发病时猪的纤毛会越来越少且越来越短，其摆动的

能力降低，导致诸多致病原不能被及时排出，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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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了继发性感染。

2 猪呼吸道综合征中兽医的预防途径

2.1 重视药物的预防

在中兽医预防猪呼吸道综合征时，不仅要注重

日常的养殖管理工作，更要明确药物预防在此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中兽医通常会借助相应中药方剂对

猪内部正气进行调理和扶助，如采用荆防败毒散进

行预防，这种药物主要是由甘草 15 g，薄荷 20 g，桔
梗、茯苓、羌活、独活、枳壳、前胡与川芎各 25 g，以
及柴胡、荆芥和防风各 30 g 充分进行混合，随后研

成末，以 1 kg/t 添加量添加到饲料中喂养给生猪，

用药持续时间为 1 周。另外，也可采用麻杏石甘散

进行预防，此药物主要是由甘草 20 g、石膏 40 g、麻
黄 30 g 以及杏仁 35 g 充分进行混合，随后研成末，

以 1 kg/t 添加量添加到饲料中喂养给生猪，用药持

续时间也为 1 周。

以上预防性药物均属于中兽医对猪呼吸道综

合征展开预防时采用的有效药方，具有较大的推广

和应用意义[2]。
2.2 强化日常养殖管理

对于中兽医学而言，养殖生猪时，其自身具有

明显的矛盾性，猪一旦患上呼吸道综合征，随之产

生的局部病变将严重影响猪的整体，同时，猪整体

变化又会使猪的局部出现不良反应。在此过程中，

中兽医可采用“阴阳平衡”的方式进行预防、监管和

自稳。现代医学中生物体的免疫系统中包含免疫分

子、免疫细胞以及免疫器官，而这对应中兽医学脏

腑经络。所以，中兽医在预防猪呼吸道综合征时，必

须逐步强化日常养殖管理，确保生猪具有更为强壮

的体质，总体而言，中兽医应在指导各大养殖户展

开养殖管理工作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以确保经济性为基础，根据相关养殖营养的

标准为生猪提供适量生长饲料，确保生猪的多样性

以及平衡性，使猪身体中的正气得到弥补，进而使

生猪自身的抗病毒能力得到合理提升。

2）保证圈养的科学性，管理阶段科学分类生猪，

使猪活动的空间充足，免疫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3）确保水质未受污染，能够与气候的变化相适

应，同时落实保护方案，防止生猪出现应激反应。

4）对猪群定期进行观测，倘若其中出现病猪，

需要在第一时间隔离病猪，同时彻底对整个养殖场

消毒。

3 猪呼吸道综合征中兽医的治疗思路

大部分出现此类疾病的养殖场，主要是由于细

菌受到病毒的感染后出现继发性的感染，或者出现

了病毒混合式的感染，此类疾病致命性、传染性以

及流行性等特征明显，有较大的危害以及较高的发

病率，一旦泛滥必将严重降低养殖户自身经济收

益。所以，中兽医在预防以及治疗猪呼吸道综合征

时，应当严格遵循“辨证施治”以及“优先预防”等原

则展开相应工作，同时确保防治的及时性、迅速性

以及合理性，并且以日常养殖管理工作的强化为前

提，加大药物预防的力度，以便使生猪自身免疫力

得到全面提升，继而实现治标又治本，使生猪受到

猪呼吸道综合征的影响被合理降低，并且使疾病死

亡率下降，相应的后遗症也被减少，最终为生猪创

设出更加健康、良好的生长环境，且确保养殖户的

经济收益越来越高。

4 结 论

总体而言，猪呼吸道综合征具有较为复杂的病

因，一旦发病会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有关人员必

须采用最合适的方法以充分防止此类疾病的发病。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兽医还是养殖户，都应针对疾

病特点展开预防，从日常的药物预防、养殖管理等

角度出发，制定出合理的猪呼吸道综合征预防方

案，明确此类疾病的主要症状以及病因。所以，广大

中兽医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预防以及治疗工作水

平，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疾病为养殖户带来的

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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