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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猪肺疫病的病原、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和诊断等方面，并提出加强日常管

理、建立消毒制度、立即隔离淘汰病死猪、定期免疫接种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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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肺疫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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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肺疫也叫猪巴氏杆菌病或猪出血性败血症，

还有的叫“锁喉风”和“肿脖子瘟”，是由猪多杀性巴

氏杆菌引起的急性、热性传染病。临床上以咽喉炎、

胸膜炎、败血症为主要表现特征。本病分布广泛，遍

布全球，在我国是猪的常见传染病。其最急性型死

亡率 100%，往往来不及诊断治疗，急性型也需及时

治疗，呈地方性流行或散发，在养猪生产中务必高

度重视，减少猪发病和死亡带来的损失。

1 病 原

多杀性巴氏杆菌为革兰氏阴性球杆菌，有荚

膜，无芽孢。该菌为需氧或兼性厌氧菌，它对外界环

境和消毒药抵抗力不强，在阳光直射下，暴露的巴

氏杆菌很快死亡，猪粪中的巴氏杆菌在常温下 4 d

内死亡。生产中采取堆肥、猪粪发酵、经常消毒等措

施可有效减少本病的发生和传染。

2 流行病学

多杀性巴氏杆菌广泛分布于畜禽群，属于条件

性致病菌，常在鼻腔、扁桃体，对人和多种动物有致病

性。当环境变差、气候骤变、营养不良等因素导致畜禽

机体抗病力下降时其会趁机进入机体，经淋巴入血

液，发生内源性感染。常通过接触、飞沫，病猪排泄物

和分泌物污染的饲料、饮水、用具等经消化道传播。本

病不分日龄，不分季节，散发或者地方性流行。

3 临床症状

本病潜伏期短，一般为 1～5 d，分最急性、急

性、慢性 3 类，其病情严重程度与巴氏杆菌的血清

型和免疫状况有关。

1）最急性型。俗称“锁喉风”，发病和死亡都很

突然，很快，病程稍长的体温升高到 41～42 ℃，食

欲废绝，呼吸高度困难，犬坐姿势。咽喉部肿大，坚

硬红肿，有泡沫样液体从口鼻流出，黏膜呈蓝紫色，

颈部、腹部、耳根部呈蓝紫色，偶有出血点，病程 1～

2 d，窒息死亡，病死率 100%。

2）急性型。临床上常见主要为纤维素性胸膜肺

炎，体温升高到 40～41 ℃，干咳，结膜发炎，触叩胸

部剧烈疼痛，听诊有啰音和摩擦音，后期呼吸更加

困难，呈犬坐姿势，可视黏膜蓝紫色，先便秘后腹

泻，消瘦、虚脱、卧地、心脏衰竭、窒息死亡。病程为

4～5 d，耐过不死的转为慢性。

3）慢性型。常转变为慢性肺炎和慢性胃肠炎。

持续性咳嗽，呼吸困难，鼻腔流出黏性分泌物或脓

性分泌物。关节肿胀、皮肤湿疹、下痢，营养不良、显

著消瘦。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衰竭而死，病程稍长，

约 14 d，病死率为 60%～70%。

4 病理变化

最急性型的病变主要在全身的浆膜和黏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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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病毒性腹泻病是由多种病毒感染引起的

急性腹泻综合症，临床发病较为多见，由于刚出生

的犊牛免疫力低下，肠道微生态还未完全建立，故

对外界病原感染敏感，发病率较高，损失较大。

1 病原种类

本病由多种病毒感染所引起，常见的有轮状病

毒、冠状病毒、细小病毒、杯状病毒、星形病毒和腺

病毒等，这些病毒致病力较强，但一旦脱离牛体进

入外界，抵抗力便迅速下降，常用消毒药物都能将

其杀灭。病毒感染后能直接作用于肠道细胞，引发

肠黏膜的损伤和破坏。大部分情况下，这些病毒是

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等共同致病，因此，治疗本病

时单纯用抗病毒药和肠道消炎药效果并不理想，配

及皮下有大量出血点，咽喉部周围结蹄组织有出血

性浆液性浸润，淋巴肿大出血，脾脏不肿大但有点

状出血，猪肺充血水肿。急性型的全身浆膜、黏膜和

实质器官出血性病变，纤维素性肺炎，肺水肿、出

血、肝变。胸膜常有纤维素性附着物，严重的肺和胸

腔黏连，胸腔和心包积液，胸腔内淋巴出血、肿大。

慢性的主要是贫血消瘦，肺脏肉变，干酪样坏死，胸

膜增厚与周围器官黏连。

5 诊 断

根据其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剖检、可作出

初步诊断，后对症治疗。诊断要把慢性猪肺疫和猪喘

气病以及猪接触传染性胸膜肺炎区分开，猪喘气病

体温不升高，无败血症，猪接触传染性胸膜肺炎的临

床症状和胸腔病变更加急剧，胸腔有大量血样液体。

6 综合防治

1）加强日常管理。加强饲养管理，消除降低猪

只抵抗力的外界因素，饲料营养全面，日粮搭配合

理。搞好环境卫生，圈舍清洁干燥。

2）搞好粪污处理，猪粪堆积发酵或沼气池、化

粪池等厌氧发酵。搞好消毒工作，建立消毒制度，圈

舍、围栏要定期消毒，杀灭病菌。

3）发现病猪和可疑感染猪，要立即隔离诊断治

疗，对已经污染的猪舍和场地要彻底消毒，病死猪

的尸体要深埋或焚烧等无害化处理。

4）定期免疫接种可以很好地预防本病的发生，

常用猪肺疫氢氧化铝菌苗，猪 60日龄时首免，以后

6个月重复免疫 1次。每年春秋免疫时也常用猪瘟、

猪丹毒、猪肺疫三联苗皮下注射 1 mL，免疫效果良

好，免疫有效期可达 6个月。

5）临床上常用青霉素、链霉素、长效土霉素、氨

苄青霉素、泰乐菌素、替米考星、氟苯尼考、广谱抗

生素、磺胺类药物来治疗本病，也可以采用中药方

剂来治疗本病。

6）对发病猪隔离治疗，对其他未发病的猪用药

物紧急预防，待情况稳定后，再注射疫苗免疫。慢性

病的猪难以治疗且治疗无效的，应及早淘汰。

摘要 犊牛病毒性腹泻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而引起的急性腹泻综合症，临床以精神不振、呕吐和腹泻为

主要表现，本病常成群暴发，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低的特点，1～3周龄的犊牛发病最为严重；犊牛出生后务必第

一时间吃够足量的初乳，加强母牛管理有助于防控本病，尽早口服微生态制剂也能减少发病率；治疗本病以防止

脱水、酸中毒和继发感染为原则进行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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