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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坏死杆菌病是由坏死杆菌引起的，包括猪在内的多种动物传染病，本病多由创伤引起，发病的特征是在

损伤的皮肤、组织、黏膜发生坏死，也可在内脏器官形成转移性坏死灶。本病多为散发或者呈地方性流行，对养猪业可

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本文针对该病的病原、发病特点、临床及病理特征、诊断方法及防治措施作一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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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控制猪病，尤其是传染病的发生，是提

高经济效益，降低损失的主要途径。猪坏死杆菌病

是一种散发于猪群中的创伤性传染病，对养猪业造

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现介绍如下。

1 病原体

本病的病原体是坏死杆菌，为革兰氏阴性菌，

呈球杆状或短杆状，无荚膜、鞭毛，不形成芽孢，本

菌为严格厌氧细菌，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不强，加

热 65 ℃ 15 min即可死亡，煮沸 1 min即被杀死，

2%火碱、3%来苏尔溶液等消毒药均可杀死本菌[1]。

在污染的土壤中能存活较长时间，如在寒冷的冬季

则数月不死。本菌对青霉素、四环素、多黏菌素和磺

胺类药物敏感。

6 案例分析

猪场通过实行综合防控方案，加强饲养管理，

强化疫苗免疫，补充药物保健，经过 1 周后，疫情

逐渐稳定下来，未发生大面积的发病死亡。半个月

后，笔者电话回访，猪群已基本恢复到以前状态。

根据本场的发病情况进行分析，圆环病毒是导致

本次疫情发生的主要病原，由于长期处于圆环病

毒的感染下，猪群免疫系统受到破坏，机体处于亚

健康状态，一旦受到应激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发生

细菌内源性感染。副猪嗜血杆菌是猪群体内的常

在菌，长期定居于上呼吸道，属于条件致病菌，当

猪群处于亚健康状态，加之应激因素的出现，导致

副猪嗜血杆菌在体内增殖，产生大量细菌毒素，引

起血管通透性增加，造成血浆蛋白渗出，最终造成

实质器官（心、肝、脾、肺）出现大量纤维性渗出，而

这个病变过程为不可逆病变。因此，副猪嗜血杆菌

处于发病后期时治疗效果不佳，且临床上副猪嗜

血杆菌表现较为严重的耐药性，这也是目前较难

通过药物控制的原因之一，疫苗免疫是控制副猪

嗜血杆菌持续感染的有效手段。饲养管理的提升，

基础免疫的加强，药物保健的实施是控制本次疫

情的关键。本场疫情的发生与平常饲养管理不到

位有很大关系，在圆环病毒、蓝耳病毒普遍感染的

情况下，除了要做好平时的饲养管理外，基础免疫

工作也非常关键，养猪生产是一个精细化的系统

工程，半点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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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病特点

坏死杆菌病可感染包括猪在内的多种动物，为

一种慢性创伤性传染病，主要通过皮肤伤口感染，

黏膜损伤也可感染。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本病

多为散发或者呈地方性流行，以环境卫生差，潮湿，

多雨季节发生率较高[2]。常见的发病原因有圈舍拥

挤、运输、咬斗、踩踏、断脐、断齿。

病猪和带菌猪是主要的传染源，病菌随患部的

渗出物、分泌物和坏死组织污染周围环境，成为传

染媒介。

3 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

本病的特征表现是多器官组织发生坏死变化。

坏死性口炎发生于在唇、舌、咽和附近的组

织，以发生溃疡、坏死、伪膜和痂块为特征。发生在

咽喉部时，病猪吞咽和呼吸困难，下颌水肿[3]。如果

病变蔓延到肺部，可形成化脓性肺炎，常导致病猪

死亡。

坏死性鼻炎发生于鼻软骨、鼻骨、鼻黏膜表面，

出现溃疡与化脓，严重的病变可延伸到支气管和肺。

坏死性皮炎可发生于皮肤的各个部位，皮肤及

皮下组织发生坏死和溃疡，发痒，结痂，坏死组织腐

败会有恶臭的液体流出，皮肤发生溃烂，有的波及

深部肌肉。四肢发病时出现跛行。有的病猪发生耳

及尾的干性坏死，最后脱落。

坏死性肠炎多发生于仔猪阶段，肠黏膜有坏死

性溃疡，病猪出现腹泻、脱水，精神沉郁，虚弱，排出

带脓样黏稠稀便，或混杂坏死黏膜，恶臭[4]。

母猪还可以发生乳房部位皮肤的坏死，严重的

导致乳腺坏死。

4 诊断方法

根据本病特征性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一般

可以作出初步诊断，确诊需进行实验室检查。

采集病变部位和健康部位交界处的组织进行

抹片、染色、镜检，经美蓝染色后可见佛珠状的长丝

形菌体或细小杆菌。经细菌分离培养和动物试验可

确诊本病。

5 防治措施

预防本病主要做好平时的饲养管理工作，避免

猪的皮肤和黏膜发生损伤，整修猪舍笼具，防止扎

伤猪体。一旦发现猪只有外伤时，应及时进行消毒

处治。搞好猪舍环境卫生，每日定时且及时清除粪

便及污物，保持圈舍清洁、干燥，定期消毒，发病期

帯间可 猪消毒。控制猪群的饲养密度，避免猪群过

度拥挤，否则可因没有足够的采食、饮水和活动空

间而出现相互咬斗发生外伤。

猪发病时对环境进行严格的消毒，病死猪及病

猪腐败组织及时深埋，保持猪舍内外环境清洁、干

燥、卫生。

病猪进行隔离治疗，严重的配合全身疗法。用

0.1%高锰酸钾冲洗口腔等坏死组织，清除局部坏死

痂皮和坏死组织，局部涂上碘甘油或抗菌素软膏，

1～2次 /d。

坏死腐败现象严重的使用 3%过氧化氢等药物

冲洗、消毒。然后涂擦 5%龙胆紫，撒布磺胺药或涂

上各种抗菌软膏。

全身治疗防止继发感染使用庆大霉素、磺胺类

等药物肌肉注射或者在饲料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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