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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支原体肺炎的防治

戈林兴
河南省新野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河南新野 473500

摘要 猪支原体肺炎主要通过病猪咳嗽、喷嚏或气喘产生的飞沫被其它猪只吸入呼吸道进行传播。目前猪

是最易感染该病原的动物，其中 50日龄以内的仔猪感染率最高，一旦发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严重影响

生猪的生长发育。预防此病要接种疫苗、加强引种管理、提高饲养管理水平，由于猪支原体肺炎暂无特效治疗药

物，且病情易反复，一般以抗菌消炎、防止继发感染、止咳镇痛、加强护理、对症治疗等方法进行治疗。药物治疗

仅能缓解该病病情，抑制继发感染，但不能有效清除猪肺炎支原体，常出现停药后立刻复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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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肺炎支原体又名猪肺炎霉形体，是支原体科

支原体属的成员，兼性厌氧，革兰氏染色阴性。该

病主要通过病猪咳嗽、喷嚏或气喘产生的飞沫被其

它猪只吸入呼吸道传播。目前猪是最易感染该病

原的动物，其中 50日龄以内的仔猪感染率最高，一

旦发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该病无明显季

节性，一年四季均能发生。

1 临床症状

猪支原体肺炎潜伏期不稳定，有的潜伏数日，

有的可长达 1个月以上。临床上根据该病的病情经

过分为急性型、慢性型和隐性型。通常育肥猪、妊

娠后期和哺乳期的猪发病较少，而母猪和成年猪多

为慢性型和隐性型。

1.1 急性型

急性型猪支原体肺炎主要发生在新疫区的猪

场中，病猪常无明显症状，但突然精神沉郁，呼吸困

难，严重时可发出哮鸣声，张口伸舌，口鼻流沫[1]。

病猪不愿卧地、少咳或阵咳，通常体温正常，但一旦

引发继发感染，体温可达 40 ℃及以上，一般能够持

续7～14 d，随后病猪迅速死亡，死亡率较高。

1.2 慢性型

慢性型猪支原体肺炎的病猪通常体温不高，但

病程较长，可达 2～3月或以上，常表现为咳嗽，逐渐

加重呈痉挛性，严重病猪甚至呕吐。随后，伴随不

同程度的呼吸困难、气喘，时常出现好转的情况。

病猪食欲减退甚至废绝，有分泌物从眼鼻流出，可

视黏膜发绀。若为仔猪患病，则可导致其营养不

良、体形消瘦、生长停滞。若出现继发感染，可导致

病猪死亡率上升。

1.3 隐性型

饲养条件较好隐性感染的猪无明显症状，但

剖检后或X射线检查时均能发现有不同程度的肺

炎，部分隐性感染病猪运动后可出现咳嗽，但通常

无临诊症状。加强护理后，病猪可康复，一旦饲养

条件下降，病猪可由隐性转为慢性或急性，进而

死亡。

2 诊 断

结合临床症状如咳嗽、喘气、生长停滞、发育缓

慢等特点进行初步诊断，还可对部分病例剖检进一

步诊断，若有对称性的“胰变”出现在肺部，可确诊

为猪支原体肺炎。还可采取X射线检查的方法进

行早期诊断，检测时如发现不规则的云絮状渗出性

阴影，出现在病猪肺内侧以及心膈角区时，可作为

阳性。必要时还可对病原进行分离培养，使用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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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CR和免疫荧光试验等检测手段进行确诊。

3 预防措施

3.1 免疫接种

首先，使用 168株弱毒疫苗进行免疫接种，能产

生有效的免疫效果，预防率可达 80%左右[2]。但弱

毒疫苗使用肺内免疫，疫苗接种技术难度大。其

次，使用海博莱喜可舒等进口灭活疫苗进行免疫接

种，其疫苗接种技术难度较低，操作方便，不过其与

弱毒疫苗相比，免疫效果略差，预防作用大大降低。

3.2 加强引种管理

1）引种时严格检疫。部分猪场由于引种时检

疫疏忽，导致引入带病或感染种猪，造成该病的大

面积传染。2）引种后隔离饲养。部分猪场未经严

格隔离便将引入猪与健康猪群混养。

3.3 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饲养环境和管理手段直接影响该病发病率和

死亡率。1）要及时调整饲料配方，确保饲料营养均

衡，增强猪自身防御力和抵抗力。2）保证猪舍的密

度适宜，温度湿度适宜，通风良好，避免由于密度过

高、阴暗潮湿以及通风不良等外界因素导致该病的

发生。3）由于猪肺炎支原体对外界抵抗力弱，置于

外界 2～3 d后即可使之失活，消毒剂均可将其杀

灭，因此要确保猪舍的卫生干净，定期清扫猪舍，制

定严格地消毒程序，有效的消除病菌。4）科学管

理，制定猪场规章制度，规范兽医操作，尽量人工授

精以防止由于母猪与种公猪直接接触而增加染病

几率，及时断奶分舍，提高猪场整体生物安全水平。

5）猪场尽量自繁自养，必须引进时，要严格实施检

疫和隔离的措施。6）若猪场已发生该病，要严格消

毒，最大可能的隔离分舍饲养，必要时可对母猪进

行剖腹产，对仔猪进行人工哺乳，趁早清除病原和

病猪。

4 治 疗

一般以抗菌消炎、防止继发感染、止咳镇痛、加

强护理、对症治疗等方法进行治疗。抗菌消炎，可

使用恩诺沙星、替米考星、壮观霉素、土霉素、泰妙

菌素、泰乐菌素、林可霉素等抗生素[3]。若诱发继发

感染，通常联合多种广谱抗生素进行 7 d左右的治

疗，可有效控制继发感染。由于肺脏黏膜表面的有

效药物浓度较低，大部分药物不能够达到其有效浓

度，不能完全发挥其治疗效果。因此，药物治疗一

般仅能缓解该病病情，抑制继发感染，但并不能有

效清除猪肺炎支原体，常出现停药后立刻复发的

情况。

5 结 语

综上所述，由于猪支原体肺炎暂无特效治疗药

物，且病情易反复，严重影响生猪的生长发育。所

以，各养猪场应结合本场基本情况和疫情状况等制

定完善的免疫制度和应急方案等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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