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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多糖可溶性粉、多种维生素和葡萄糖，连续饲喂 7 d。
6 治疗效果

经个体和群体治疗，3 d后该保育猪群的群体
精神状况有了明显好转，采食量及饮水欲增加，紧

急免疫接种的猪群没有新发病例，5 d后基本恢复
正常，在治疗期间群体没有新增死亡。

7 建 议

1）做好免疫。近年来，副猪嗜血杆菌病时有发
生，成了养殖场的一大传染病，常发病养殖场可以

将副猪嗜血杆菌的免疫纳入免疫程序。种公猪每半

年接种 1次；后备母猪在产前 8~9周首免，3周后二
免，以后每胎产前 4~5周免疫 1 次；仔猪在 2周龄

首免，3周后二免。
2）加强日常管理。因为副猪嗜血杆菌属于条件

致病菌，一定要注重猪舍的环境卫生，保持猪舍干

净干燥，及时清理粪便，做好消毒工作，常规消毒剂

可杀灭副猪杆菌。仔猪断奶、混群时要注意方法，在

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抗应激药物。

3）药物预防。大多数的副嗜血杆菌对氟苯尼考、
替米考星、头孢菌素、磺胺类及喹诺酮类药物都比

较敏感，可以在哺乳仔猪期间用头孢噻呋钠混悬液

做 3针保健，对断奶仔猪用氟苯尼考加替米考星，
或恩诺沙星拌料进行断奶保健，能很大程度预防该

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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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巴氏杆菌病是临床常见的细菌性传染病，呈世界流行趋势，该病病原对多种动物都具有易感性，猪

应激可促使本病的发生。根据病程长短和临床表现，本病分为最急性型、急性型和慢性型 3种。该病主要表现为呼
吸道症状，预防本病需要做好环境卫生的管理，对健康猪群进行科学的疫苗免疫，对巴氏杆菌敏感的抗生素可用

于本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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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杆菌病由多杀性巴氏杆菌感染所引起，

猪发病后因咽喉部位肿大气流阻塞而呼吸困

难，故本病民间又称“锁喉风”。该病广泛分布于

世界各地，猪场一旦发生，病原较难清除，临床

危害较大 [1]。

1 巴氏杆菌

巴氏杆菌是一种革兰氏染色呈阴性的小杆菌，

两端钝圆，中央微突，大小在 0.5~1.2 滋m，病料组织
中直接镜检的病原可发现两极浓染，该菌不运动，

表面有荚膜，不产生芽胞，体外培养时对营养的要

求较高，一般需要加入血清或血液，最佳培养温度

为 35~38 益，兼性厌氧，无溶血作用。生化特征方
面，巴氏杆菌氧化酶呈阳性反应，脲酶试验和吲哚

试验都为阳性，对大多数碳水化合物有分解作用，

不能在麦康凯培养基表面生长。

2 流行特点

巴氏杆菌对寄主的依赖性较强，一旦脱离机体

在外界环境中很容易死亡，但如果有病料依附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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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时间较长。除了猪之外，鸡、牛、羊、家兔以及多种

野生动物都能感染并发病。各种日龄的猪都可发生

本病，一般认为本菌是一种条件致病原，当猪处于

不良环境中时，机体免疫力容易出现短暂性下降，

导致病原乘机侵入。天气突变、寒冷、营养缺乏、饲

养员和饲料变更、滥用药物、饲料霉变、长途运输、

疲劳等都是诱发本病的重要因素。病原主要通过呼

吸道传播，空气中尘埃粒子能作为病原的依附媒介

进行扩散，猪舍通风差、阴暗潮湿、猪群拥挤等因素

容易导致本病发生。

3 临床表现

根据病程长短和临床表现，本病分为最急性

型、急性型和慢性型 3种。
最急性型常没有任何表现症状就突然发病，死

亡率接近 100%，基本无治疗时间。急性型则会出现
体温升高，达 41 益以上，采食量下降，呼吸困难，心
跳加速，可视黏膜发绀，皮肤表面出现酱紫色红斑。

初期为痉挛性咳嗽，后逐渐发展为呼吸困难，腹式

呼吸，口吐白沫，有时混有血液，随着病程的发展，

病猪咽喉肿大，对气管造成压迫性的阻塞，严重者

可因窒息而死亡[2]。慢性型主要表现肺炎和胃肠炎，
病猪持续性咳嗽和呼吸困难，有少许黏液性或脓性

鼻液，关节肿胀，偶发腹泻，采食量下降，营养不良，

部分猪有痂样湿疹，发育停止，病程一般在半个月

左右，多数病猪最终以死亡而告终。

4 预 防

预防本病需要做好环境卫生的管理，对健康猪

群进行科学的疫苗免疫[3]。
4.1 做好消毒管理

猪场内环境撒生石灰粉，尤其是人流和物流较

大的走廊和道路，一定要及时清理垃圾废品。舍内

环境用 2%火碱溶液消毒。猪粪每天清理，最好采用
干清粪的方式，粪便在远离养殖场 300 m以上的地
方集中堆肥发酵处理，利用生物热杀灭其中的病

原，避免扩散。每周不低于 2次的带猪消毒，消毒剂
可选择稀碘溶液、0.1%新洁尔灭溶液、0.2%过硫酸
氢钾溶液等。外来人员和车辆需要按程序严格消毒

后再允许进入。仔猪阉割、断尾、剪牙等过程要注意

工具的消毒，防止出现交叉感染。

4.2 加强疫苗免疫

目前本病的疫苗以弱毒活疫苗为主，且大多以

猪瘟、猪丹毒和猪多杀性巴氏杆菌三联苗的形式出

现，免疫后的 1~2周体内就会产生有效滴度抗体。
弱毒疫苗免疫后一方面能刺激体液免疫，使机体产

生大量的效应 B细胞获得抗体，另一方面还能刺激
机体发生细胞免疫，免疫效果更优。需要注意的是，

接种疫苗前后 3 d不要使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和
解热镇痛类消炎药，防止对免疫形成抑制而造成免

疫失败。

5 治 疗

发生过本病的猪场，环境中的病原如果不能彻

底清除很容易造成下批次猪重新感染，而我国很多

中小猪场，管理者为了控制该病往往滥用兽药，随

意加大用量和延长用药时间，导致病原耐药性非常

严重，但不同地区耐药的药品种类有差异。因此，为

了避免因乱用药物而造成耽误病情的情况出现，建

议猪场通过体外药敏试验来进行抗生素的筛选。兽

医临床治疗本病常用抗生素有氟苯尼考、多西环

素、恩诺沙星、头孢噻呋、头孢喹肟、庆大霉素、卡那

霉素、阿米卡星等。由于巴氏杆菌主要分布在血液、

组织液和器官，个体治疗用药建议以注射为主，药

物生物利用度高，见效更快。如果为大群治疗，注射

给药方法比较费时费力，可采用大群拌料的方式给

药，但是有些猪会因采食量下降或食欲废绝造成无

法用药，这种猪建议仍采用注射的方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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