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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链球菌病的病因与防控

吴春英

河北省香河县农业农村局，河北香河 065400

摘要 随着生猪饲养量的提高，链球菌病的发生也不断增多。此病主要由链球菌感染引起，属于养猪业中的

主要传染病之一。本文分析了猪链球菌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发病原因（引种不当、饲养管理因素和免疫因素），并

提出了强化养殖区域的卫生管理、消毒防疫到位、做好免疫接种和加强药物预防等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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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养殖业在发展速度方面逐渐增

快，作为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养猪业为养殖户们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猪链球菌病属于养猪业中较

为常见的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以及死亡率，其

病原体一般存在于猪扁桃体中。就猪链球菌而言，

不只是会导致猪脑部出现脑膜炎，还会引起其他异

常症状，如心肌炎、关节疾病、肺炎等，同时还会让

妊娠母猪出现流产，威胁着养猪行业。

1 流行病学特征

就猪链球菌病而言，全年均可出现，对于热的

敏感度较高，所以集中在 7-10 月。同时，猪链球菌

病不存在品种以及年龄的分别，仔猪以及处在妊娠

期的母猪感染率高[1]。在传播渠道方面，呼吸道属于

主要途径之一，并且还能够由伤口以及消化道受到

感染，全部种类的猪均存在着易感染性，检测快要

痊愈的猪扁桃体能够发现，链球菌处在扁桃体中，

并可以持续存活 7 个月左右。

2 发病原因

2.1 引种不当

从外地引进仔猪的过程中，由于检疫不规范

以及来源不明，就有可能引起猪链球菌病。同时，

仔猪在长时间的运输过程中，受各类应激因素的

影响，其身体机能发生现降低的情况，进而发生

本病。

2.2 饲养管理因素

饲养过程中，若饲料品质低、饲养不规范以及

营养缺失等，会导致猪抗病能力降低，进而引起本

病；开展管理工作时，圈舍整体通风较差，饲养密度

高，将处在不同生长阶段的生猪进行混合养殖，在

天气与转群不当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下同样会引发

本病；未严格落实消毒工作、错误地使用消毒药品

等，也会让链球菌病出现扩散。同时，因为猪链球菌

病存在着人畜共患的情况，饲养人员也可能会加剧

本病的传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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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免疫因素

因为本病为我国二类动物疫病，所以没有将其

归纳到强免病种之中，因此部分猪场未进行相应的免

疫接种，亦或是免疫方式存在错误，进而引发了本病。

3 防治措施

3.1 强化养殖区域的卫生管理

养猪场需要全面科学地落实好全进全出的饲

养方式，定期消毒。具体操作时，需撤出所有猪，待

完成消毒清洁工作后，下批猪才能够进舍，如此一

来才可防止病原的感染以及传播[2]。部分养猪场在

运用全进全出方式的过程中，会将生长缓慢以及患

病猪等在原舍中继续饲养，加大了其它猪患病的风

险。因此，养殖户需做到在所有猪出栏后对猪舍进

行彻底消毒与清洗，然后放置 1~2 周，加强消毒效

果。另外，就农村部分散养户而言，主要将育肥作为

目标，全部仔猪均由外购获得，进而极易导致链球

菌病的传播。

3.2 消毒防疫到位

通过对猪舍开展消毒防疫工作，可预防链球菌

病的产生。具体消毒时，较为常用的药物主要涉及

氢氧化钠、酒精、复合酚以及高锰酸钾等。通过全进

全出的饲养方法，当猪舍空出后需及时进行清理，

运用火焰喷射器以及高压水枪等消除病菌，并通过

喷洒消毒剂等方式杀灭病菌，然后密封 1~2 d。就猪

链球菌病而言，3~5 月龄猪群发病率相对较高，因此

首次免疫应在猪 70~75 日龄进行。实际生产过程中

受免疫接种程序、疫苗血清型和致病性链球菌血清

型不一致等的影响，均会导致生猪接种效果下降，

因此需要饲养人员关注。

3.3 做好免疫接种

弱毒冻干疫苗以及氢氧化铝甲醛疫苗等属于

猪链球菌病较为常用的疫苗，种猪需要每年注射 2

次，仔猪断乳后注射 1 次。在进行免疫接种前后 1 周

内不可使用抗菌药物，不然会对免疫效果产生影响。

同时，免疫预防运用的疫苗血清型需要与当地流行

链球菌病血清型相符，不然难以发挥出免疫效果。

3.4 加强药物预防

要想有效降低猪链球菌病的发病机率，可以在

猪饲料中融入各类药物，以此来增强其免疫力，进

而提高预防效果[3]。现阶段，免疫增强剂与微生物制

剂等属于较为常用的预防药物。同时，仔猪出生 10 d
后可通过肌内注射长效土霉素，或母猪分娩 1 周内

将阿莫西林等添加到饲料中，以预防链球菌病的出

现。需要注意的是，应科学控制抗生素使用量与范

围，防止出现耐药性。猪链球菌病对头孢类和氟奎

诺酮类耐药率相对较低[4]。

4 结 语

猪链球菌病存在着传播途径广、诱发因素多的

特点，发病率与病死率较高，影响着养猪业稳定、持

续发展，所以应落实好该病的防治工作，结合猪群

具体状况采用相应的防治方式，进而降低发病率，

确保生猪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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