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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临床症状、剖检变化和综合诊断，并提出了预防和治疗措施，加

强饲养管理、做好饲料搭配和猪舍温度控制、饮水清洁卫生、定期注射疫苗。该病主要以预防为主，结合具体措施

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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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主要是由胸膜肺炎放线杆

菌引起传染性呼吸道疾病，从临床上能够得出主要

以胸膜肺炎症和病变为基本特征，大多都是源于急

性迅速致死，对于任何年龄猪群都会感染。随着当

前养猪规模不断扩大，集约化养殖模式导致胸膜肺

炎发病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当前猪重要传

染病之一。大多临床都是急性发病，导致猪呼吸困

难，在短期时间内死亡，造成较大的养殖亏损。因

此，当前需要加强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诊疗，以此

来加强病情防控的实效性。

1 临床症状和剖检变化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大多为急性病症，发病时猪

的体温会持续升高，达到 41 ℃以上，呼吸较为困

难，外皮肤呈现红紫色斑纹，并伴有张口呼吸症状，

在短期内死亡。病猪如果呈现出慢性发病症状时，

其表现为精神不振、食欲较差，并伴有短期性的咳

嗽，还会出现腹泻和便秘的情况。如果是孕猪患了

传染性胸膜肺炎还会导致流产[1]。

对患传染性胸膜肺炎突然死亡的猪进行剖检

时没有较为明显病变情况。对急病病例进行剖检

时能够看到胸腔存有血样液体，另外呼吸道气管

中有黏液性渗出物，肺部呈现出紫红色，黏膜水

肿。淋巴部位呈现出暗红色，并且肿大。对慢性病

例进行剖检时能够看到肺脏的部位有脓肿现象，

并且结缔组织包裹在肺脏的外部，有黄色胶状液

体渗出。但是有的传染性胸膜肺炎病例中肺部病

变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消失，只留有病灶和胸膜连

接在一起。

2 综合诊断

目前导致猪患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诱因较多，

针对各个病例可以展开具体的诊断性活动。首先需

要进行无菌采集活动，对病死猪支气管渗出液进行

涂片染色，在显微镜 100 倍油镜下进行镜检，会看

到大小不等的阴性球杆状菌。将无菌采集的病体原

料接种在绵羊红细胞琼脂平板上，放置在恒温下进

行培养，如果发现菌落周边出现小卫星菌落且在琼

脂上不生长，那么就能判定其为胸膜肺炎放线杆

菌。此病与诸多病状发病有着较多相似之处，所以

可以进行相同类别的鉴别诊断。猪传染性胸膜肺炎

发病的特点为猪体的体温会持续性升高，上升到

40.5～42.0 ℃，且呼吸道有明显的异常症状，皮肤

会变色，猪体发病症状没有准确的定义，大多时候

会呈现出暴发的趋势，最终导致猪群大量死亡，为

生猪养殖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损失。猪传染性胸膜

肺炎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纤维素性胸膜

炎，加上肺部淤血水肿严重。诊断过程中需要结合

临床病症以及流行病学基本理论，通过相关菌体实

验完善初步诊断。发病之后，需要将体外用药和体

内用药有效结合，发挥出饲养管理实效性，提高实

际治疗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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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治疗措施

1）预防措施。目前猪传染性胸膜肺炎预防措施

首先需要加强饲养管理，以此来提升猪体抗病能

力，此外还需要在日常饲养过程中做好喂养饲料搭

配以及饮水清洁卫生。在天气变化较多的情况下需

要做好猪舍温度控制，阴冷潮湿环境下需要做好保

温措施，才能有效控制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猪传染

性胸膜肺炎需要通过综合性防护措施进行防治，对

于无发病的猪仔需要注射疫苗预防，也可以将消毒

药进行混治。在猪饲料中添加益生素、氨基酸、土霉

素等。适度限食，将猪舍的实际温度控制在合适的

温度，大约在 25～28 ℃。饲养过程中应该减少换

料，此外养殖栏需要进行合理设计，避免拥挤等情

况发生[3]。

进行有针对性的免疫注射也是预防过程中较

为重要的环节，经过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发病之后需

要结合实际发病程度对幼年猪仔免疫注射疫苗，通

过疫苗注射能够起到良好的保护效果。此外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选取注射的具体试剂和剂量，使得传染

性胸膜肺炎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对于有实际病情发

生的猪舍需要进行投药治疗，展开全方位的医学诊

断和药物试验，此外还需要及时隔离病猪，以防病

情扩散。对于猪舍需要及时进行消毒，保持环境的

清洁卫生，还需要通过敏感药物治疗以及综合性防

治。在养殖猪场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疫病防控制

度，在实际养殖过程中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2）治疗措施。对发病的猪体首先需要进行及时

隔离，而后进行药物治疗，可以选用阿莫西林、清开

灵、盐酸恩诺沙星进行混合，将此三类药物混合后

进行肌肉注射，然后在猪颈部另一处肌肉注射氟苯

尼考注射液，根据实际病情控制注射的时间。此外，

可以在猪饲料中添加适量的抗生素，能够有效抑制

病情的发生。通过此方案进行治疗，病情会受到最

大程度的控制。在具体治疗的过程中需要首先隔离

病猪，在使用敏感药物阶段需要控制用药时间和用

药的实际剂量，根据病情的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疗

程。治疗措施实行之后的一段时间需要进行观察，

确保猪体的病情能够得到控制 [4]，以此来扩大养殖

的经济效益，优化疾病防控技术。

总而言之，当前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发病危害

性较大，各个年龄的猪群都存在一定感染性，慢性

带菌猪是主要传染源，大多数病菌都存在于猪的

呼吸道内。当前集约化的养殖模式更容易诱发此

病，猪舍实际气温和湿度较高，加上猪群拥挤等因

素，使得该病不断发生和传播。所以，当前需要做

好防护诊断工作，对猪舍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完善

饲养管理，做好免疫预防工作，按时接种疫苗。猪

传染性胸膜肺炎需要以预防为主，结合具体措施

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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