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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副嗜血杆菌病的诊断与防治

牟晓阳

山东省栖霞市畜牧兽医站，山东栖霞 265300

摘要 猪副嗜血杆菌病是由猪副嗜血杆菌引起的一种高死亡率传染病。该病不仅可导致患病猪发生多发性浆

膜炎、关节炎等临床症状，还可以通过危害仔猪和青年猪的健康来进一步制约我国养猪业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从流

行特点、临床症状、解剖症状、鉴别诊断和防治 5 个方面对猪副嗜血杆菌病进行综述，以期为猪副嗜血杆菌病的临床

诊断与防治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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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副嗜血杆菌病又称多发性纤维素性浆膜炎

和关节炎，该病是由猪副嗜血杆菌引起的一种高死

亡率传染病，多发于青年猪和断奶前后的仔猪，且危

害程度较大，不仅对养殖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还严重制约了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

1 流行特点

1）猪副嗜血杆菌病只能够感染猪，其中断奶前

后的仔猪和青年猪最为易感。

2）猪副嗜血杆菌具有多种血清型，且各种血清

型之间交叉免疫力差。

3）猪副嗜血杆菌易产生耐药性。

4）猪副嗜血杆菌易与其他猪病产生混合感染。

5）猪嗜血杆菌属条件性致病菌。养殖环境、天

气变化、运输、转舍、饲料配方的改变等因素均可对

猪群产生应激，进而诱发该病。

6）首次感染猪副嗜血杆菌的猪只临床症状明显。

7）猪副嗜血杆菌病主要是通过呼吸系统传播，

故当猪群发生蓝耳病、流感等猪呼吸道疾病时，该

病更容易发生。

2 临床症状

患猪副嗜血杆菌病的猪只发病初期出现体温

升高，且呈现持续性升高，体温 41.0~42.5 益，猪体

表皮肤潮红，严重者皮肤为酱红色，猪耳发绀，个别

猪甚至出现皮肤坏死和脱落。患病猪的精神萎靡、

迟钝，食欲和饮欲减退，畏寒怕冷，昏睡不醒，并伴

有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疾病症状。在发病后期，

患病猪体重减轻，皮肤和黏膜逐渐苍白、发绀。关节

肿大，共济失调，眼睑皮下水肿，严重者出现四肢无

力，无法自主起立，跛行。患病猪的被毛粗乱，全身淋

巴结，特别是腹股沟结淋巴结严重肿大，生长发育缓

慢。濒死时期，患病猪侧卧或四肢呈划水样。

3 解剖症状

患病猪胸膜炎明显，关节炎次之，腹膜炎和脑

膜炎出现情况较少。病变部位主要以浆液性、纤维

素性渗出为主要特征，其中肺部的病变出现间质水

肿、粘连；心包的病变部位出现积液；肝脾的病变部

位肿大、与腹腔粘连；后肢关节切开有胶冻样物。此

外，猪副嗜血杆菌病还可使猪的腹股沟淋巴结呈大理

石状，颌下淋巴结、肝脏、肾乳头和脾脏严重出血。

4 鉴别诊断

猪副嗜血杆菌病与猪链球菌病、猪传染性胸膜

肺炎的临床症状极为相似，故养殖户应注意该病与

猪链球菌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鉴别诊断[2]。猪副

嗜血杆菌病患病猪主要症状表现为关节炎，其中

跗、腕关节肿大、剧痛；剖检表现关节腔内有浆液性

纤维蛋白渗出物。猪链球菌病患病猪主要症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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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节炎、关节肿大，初期坚硬、温度升高，后期变

软，触之有波动感，针刺流脓；少数变硬、皮肤增厚；

剖检表现滑液浑浊，有黄白色奶酪样块状物，关节

周围皮下胶样水肿，有化脓性坏死灶，严重者关节

软骨坏死。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患病猪主要症状表现

为脑膜炎、关节炎和四肢跛行等。

5 防 治

5.1 病猪治疗

猪副嗜血杆菌对磺胺类药物较为敏感[3]。养殖

户交替使用氟苯尼考、磺胺二甲、磺胺嘧啶、泰乐菌

素或阿莫西林等药物进行拌料，不仅可以治疗猪副

嗜血杆菌病，还可有效防止耐药。

5.2 疫苗接种

由于猪副嗜血杆菌具有多种血清型，养殖户可

根据养殖场出现的猪副嗜血杆菌制作自家苗，并在

全养殖场接种。

5.3 预防措施

养殖户应加强养殖场的饲养管理、环境消毒等

工作，以此消除猪副嗜血杆菌病和诱因，并做好猪

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工作，来减少猪副嗜血杆菌病发

生的可能性。

6 小 结

猪副嗜血杆菌病是一种发于猪身上的细菌性

疾病。该病的发生不仅会对生猪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

胁，还会对养殖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养殖户

在加强养殖场的饲养管理等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强对

猪副嗜血杆菌病的认识，以保证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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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蓝耳病临床诊断与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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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猪蓝耳病临床诊断，并针对性提出了加强饲料管理、重视消毒与防疫、高效落实病猪治疗工

作和强化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等防治措施，以便于从根本上预防猪蓝耳病的发生，推动养殖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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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蓝耳病作为一种发病率较高且传染性强的

疾病，近年来其临床诊断以及防治已经成为养殖场

关注的重点内容，对于养殖场综合效益有直接影

响。特别是对于四川盆地南部的养殖场而言，规模

以中小居多，如何加强对猪蓝耳病的防治是强化养

殖场综合管理能力的必由之路，对于生猪养殖总体

效益有保障意义。

1 临床诊断

1.1 临床综合诊断

猪蓝耳病一经发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较多，

主要临床表现有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症状，同时伴

有明显的食欲不振以及高热现象。其中高热是一个

主要表现，因此也作为临床判定猪蓝耳病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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