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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猪舍和环境卫生；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

6）做好其他常见疫病的防治。

2 社会散养猪猪瘟控制主要措施

1）对种公猪进行全面检疫。每年对种公猪进行

1次全面病原学检测，确认阳性的予以强制淘汰。

2）引种或购入仔猪时，必须购自取得种畜禽经

营许可证的种猪场。最好购自猪瘟净化场。

3）结合春秋季集中监测开展猪瘟免疫抗体监

测，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低于 70%的要及时补免。

有条件的规模猪场每年开展免疫效果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适时调整免疫程序。

4）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明白纸、电视、报纸等

宣传手段，普及推广猪瘟净化免疫技术。

摘要 猪气喘病是一种严重危害养殖业的慢性接触性呼吸道疾病，它是由猪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喘气

病在规模化猪场和三阳户中普遍存在，给广大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鉴别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就

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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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气喘病是严重危害养殖业的慢性接触性呼

吸道疾病，它是由猪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该病

主要症状为病猪持续性咳嗽和气喘。在一般情况

下，死亡率不高，但在流行的初期，或者饲养管理不

良，引起继发性病原体而造成混合型感染时也会造

成死亡，给养猪业发展带来危害，并造成严重的经

济损失。

1 流行病学

1）病原体。猪气喘病是由猪肺炎支原体引起的，

而猪肺炎支原体又是引起猪呼吸道疾病的主要病

原之一。该病毒主要存在于感染猪的肺部、呼吸道

以及肺门淋巴结和纵膈淋巴结中，发病猪和带毒猪

均为主要传染源。

2）传播途径。猪气喘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其次为飞沫传播，直接接触传播也偶有发生，猪肺

炎支原体只感染猪。

3）发病特点。猪气喘病发病范围比较广泛，无

品种、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季节差异性也不显著，

全年均可以发生。但是在寒冷天气、多雨、冷热交

替、气候骤变时较为多见。如果饲料质量差，饲养

管理不佳，猪舍过于拥挤和潮湿都会导致猪群整

体抵抗力下降，从而诱发猪气喘病的流行。且该病

一旦传入猪群，会通过接触迅速传播，很难将其彻

底扑灭。

2 临床症状

1）急性型。猪气喘病只有少数病猪呈急性经过，

发病猪只主要是断奶前后的仔猪和妊娠母猪。病猪

突然出现精神不振，食欲废绝，呼吸不畅伴随呼吸

次数增加。随后出现病猪呼吸困难，口鼻流出大量

分泌物，鼻腔发出蜂鸣声。发病早期，如病猪能得到

及时有效的治疗会治愈，否则很容易导致死亡。发

病后期，病猪呈犬坐式呼吸，咳嗽次数增加，有时会

发生痉挛性咳嗽。病猪体温一般会上升到 40 ℃以

上，发病病程 1周左右，病死率很高。

2）慢性型。猪气喘病慢性型一般多由急性病猪

转变而来。也存在部分病猪发病初期就是表现为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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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过。发病猪只一般多为场内的架子猪，后备母

猪和断奶猪只也是多发群体。病猪不表现为严重性

症状，但是长期咳嗽，尤其是早、晚运动后或者刚饲

喂完饲料之后，咳嗽尤为剧烈。初期表现为单一性

咳嗽，严重时呈痉挛性咳嗽。到发病后期，呼吸次数

剧烈增加，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腹式呼吸，一会明显

一会缓和。食欲减少或者废绝，饲料转化率低下，生

长发育迟缓，身体消瘦，病程长达半年以上。慢性型

猪气喘病猪死亡率不高，但是在饲养管理条件较不

佳以及猪只体况较差或者伴随有其他病原菌混合

感染时死亡率会急剧上升。

3）隐性型。猪气喘病隐性型病猪在良好的饲养

管理条件下一般不表现明显症状，除个别生猪有咳

嗽、呼吸不顺和气喘外，一般不表现任何临床症状，

生长发育也较为正常。潜伏期一般为半个月，最短的

潜伏期为 2～5 d。大多数猪只体温无明显变化，病初

采食较为正常。偶有个别猪只出现咳嗽情况，尤其是

早晚和刚刚运动及采食后咳嗽尤为剧烈。随着发病

时间的延长，呼吸逐渐困难，而且表现为明显的腹式

呼吸，呼吸用力，急促，严重的猪只会变为张口呼吸。

病猪精神开始萎靡不振，食欲减少或废绝，身体逐渐

消瘦，走路拱背、缓慢，喜卧怕冷。一般病程较长，会

发展 3个月左右，少数病猪病初体温升高，病程较

短，约 1周左右，常会由于呼吸衰竭和窒息而导致死

亡，死亡率非常高。而且由于病猪抵抗力下降并发猪

肺疫混合感染，导致喘气病猪死亡率上升。

3 病理变化

猪气喘病的主要病理变化表现于肺部。初期肺

部呈水肿或气肿，常发生于尖叶、心叶、中间叶下垂

部和膈叶前部下缘。随着发病时间的延长，肺的尖

叶、心叶、中间叶和膈叶前缘呈肉样或虾肉样病变。

个别发病猪只表现为肺气肿。随着发病时间的延长

或加重，肺部颜色变深，硬度变大，即为俗称的“胰

样变”。其他内脏一般不表现临床症状。

4 诊 断

可以根据发病猪只的临床症状及剖检的肺部

典型病理变化作出初步诊断。如果需要确诊，则需

进行实验室检验。将肺部病变处做病理切片，固定

后用姬姆萨方法进行染色，油镜下可以观察到大量

深紫色球状微生物以及轮状等多形态微生物。结合

流行病学、临床及病理解剖，可判断为猪气喘病。

5 防治措施

1）建议推广人工授精方法，保护母猪群的健康。

2）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尽量不从

外地引进种猪，如果确实需要引进时，应将引进猪

只在厂区外隔离 2个月，确定其无特定传染性疾病

时方可引入厂区内和其它健康猪群混合饲养。

3）保证猪群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要，保持

猪群合理的营养水平，严格禁止饲喂霉变饲料。

4）保障栏舍良好的室内卫生，保证通风顺畅。

及时清扫猪粪，保持栏内干燥和适宜的温度，对提

高猪群的免疫力，降低猪气喘病的流行是十分重要

的。

5）调整栏内合理的饲养密度。饲养密度与猪气

喘病的发病率是息息相关的，保持合理的饲养密度

可有效地防控喘气病，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猪群的生

长速度和饲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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