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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猪嗜血杆菌病是由副猪嗜血杆菌引起，临床

表现为体温升高、咳嗽、呼吸困难、关节肿胀、跛行、

共济失调等，病程长的猪消瘦、腹部膨大、死亡率较

高。解剖表现多发性纤维素性浆膜炎、关节炎和脑

膜炎。副猪嗜血杆菌是常规猪群上呼吸道的一种常

在定居菌，在某些因素的条件下可突破黏膜屏障，

从而引起严重的全身性感染。主要影响 2周龄至 4

月龄的猪，断奶前后和保育阶段易发病。

1 发病情况

武强县某养猪场饲养母猪 8头、哺乳仔猪 19

头、保育猪 24头、育肥猪 42头。主诉，自繁自养，

平时猪群健康。前一段时间保育猪群有时有咳嗽，

对咳嗽猪只注射硫酸卡那霉素治疗，同时饲料中

加入氟苯尼考、黄芪多糖饲喂 5 d，咳嗽现象基本

消失。前 2 d下雪降温后，听到咳嗽增多。母猪、哺

乳仔猪、育肥猪没有发现异常。2020年 1月 17日，

早晨喂猪时发现 1头约 20 kg 保育猪死亡，请求

诊断。

2 临床症状

现场观察保育猪群，有 2头不吃食，精神沉郁，

眼角有泪痕，被毛蓬松，多躺卧，不愿站立，驱赶行

走缓慢。体温达 40 ℃以上，时有短促咳嗽，呼吸加

快，呈腹式呼吸，皮肤发白，其它猪没有明显变化。

3 解剖病变

病死猪体况较好，皮肤苍白，耳尖、腹部皮肤、

四肢末梢发绀，腹部胀大，肛门外翻。解剖后可见心

包膜增厚扩大，不透明，与胸骨粘连，充满粉红色浑

浊液体，心包壁层红色，粗糙，心肌表面附着一层白

色豆腐渣样物。肺脏肿胀，间质水肿，紫红色斑驳

状，表面有纤维素渗出物。腹腔有大量淡黄色透明

液体，白色纤维素凝聚物，排净液体后可见透明胶

状物；腹膜附着毛绒状物；肝脏肿胀，有白色坏死

点，表面附着白色丝状物和薄膜；脾脏肿大，附着白

色纤维素膜，肾脏肿大，肠道胀气，空虚无内容物。

4 诊 断

根据发病情况、临床症状、解剖病变初步诊断

为副猪嗜血杆菌病。有条件的猪场可以采取病料，

在实验室进行细菌分离培养或 PCR 检测等进一步

确诊并做药敏试验。

5 防治措施

1）隔离 2头发病保育猪，单独饲养。上午注射

30%替米考星注射液，0.1 mL/kg，下午注射头孢噻

呋钠，5 mg/kg，1次 /d，连用 4 d。

2）保育猪饲料中每 100 kg加入 10%氨苄西林

可溶粉 100 g、芪贞增免颗粒 100 g、多维 50 g，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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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通风良好；减少猪群流动，杜绝大小不同猪只混养；搞好猪场、猪舍清洁卫生、加强消毒、在断奶转群、长途运

输前后、药物预防控制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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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7 d，间隔 7 d后，再喂 7 d。

3）改善环境，加强消毒。当时阴天下小雪，气温

下降，采取电暖气升温措施，清理猪舍卫生，保温的

同时排出舍内的有害气体，每天消毒 1次。

采取上述措施后第 3天，2头发病保育猪恢复

采食，第 5天恢复正常。保育猪群没有新病猪出现，

其它猪群没有发病猪。

6 讨 论

1）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减少猪群应激。副猪

嗜血杆菌是猪上呼吸道的常在细菌，在应激或抵抗

力下降时，副猪嗜血杆菌突破猪的防卫，导致发病。

猪舍要冬暖夏凉，温度适宜，温度变化不能忽高忽

低，通风良好，空气新鲜。保育猪按照大小、强弱分

群，密度适宜，清洁卫生。良好的猪舍环境是猪群快

速健康生长的外部条件，也是猪群防病的基本条

件。本病例是由于天气变化，突然降温引起。

2）早发现，早治疗。副猪嗜血杆菌主要损害猪

的浆膜，导致胸、腹、心包膜、关节发炎渗出，心脏、

肺脏等受损，病后期治疗难度大，效果差。在日常饲

养管理中，特别是气温突变后、刚断奶分群或新购

入的仔猪、阉割后的仔猪等，要同时观察猪群的精

神、采食、运动、呼吸等表现，及早发现病猪，采取措

施。副猪嗜血杆菌病多是散发病例，可连续不断出

现病猪，在对病猪个体治疗的同时，要根据猪场条

件对同群或全场采取预防措施。

3）预防和治疗时要选用敏感药物。副猪嗜血杆

菌容易产生耐药性，影响治疗效果。有条件的猪场

可以分离副猪嗜血杆菌，做药敏试验。一般猪场可

以交替用药或轮换用药。当一种常用药物疗效不明

显时，考虑更换药物，病情严重时要使用 2种协同

增效的药物。还要注意疗程、用药量足够。常用的药

物有阿莫西林、氨苄西林、氟苯尼考、恩诺沙星、头

孢噻呋等。

4）副猪嗜血杆菌病常继发于猪蓝耳病病毒、猪

圆环病毒等免疫抑制病原感染后或采食霉变饲料

引起免疫抑制后。当猪群有应激发生或饲养管理措

施改变后，病猪连续出现，就要仔细分析查找原因，

采取措施。

5）副猪嗜血杆菌病的预防。副猪嗜血杆菌血清

型较多，且毒力差异较大，疫苗株与致病菌株血清

型缺乏交叉保护，会出现疫苗免疫失败。各地流行

菌株也有差异，疫苗免疫的保护效果不同。猪场要

在生产中根据疫苗的使用效果筛选出适宜的疫苗。

有实力的猪场可以与疫苗制作厂家合作，用本场菌

株制作疫苗自用。

一般猪场可以通过改善饲养管理，控制猪群密

度，保证通风良好；减少猪群流动，杜绝大小不同猪

只混养；搞好猪场、猪舍清洁卫生、加强消毒、在断

奶转群、长途运输前后、药物预防控制发病。药物预

防关键在母猪和仔猪，要在母猪上产床前饲喂针对

副猪嗜血杆菌的药物，仔猪出生后、断奶、阉割时可

以注射长效抗菌药。仔猪正常采食后，遇有疫苗接

种、转群并圈、天气变化等较大应激，可以提前在饲

料中加入药物，饲喂 1周预防。

6）本病例没有神经症状，解剖发现心包炎严重、

心包膜增厚，腹水多，胸腔、关节腔病变不明显。是

否与菌株毒力、猪的抵抗力、曾用药预防有关，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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