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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疫病的防治效果。同时，还要做好消毒工作，定

期、全面、彻底地对猪养殖场地中的所有用具、场地

地面等进行消毒，防止细菌的滋生，减少呼吸道疫

病的发生，一般情况下，选用复合醛等消毒药物进

行消毒，选用的复合醛也要保证质量，一定要是符

合相关标准的消毒用品。

4）及时治疗出现症状的病猪。由于呼吸道疫病

的病毒变异性很强，目前仍然没有有效的疫苗进行

预防，但是一旦发现病猪，要采取药物治疗的方式

进行控制。要用 5%的病毒灵注射液和 30%的安乃

近注射液以及 2.5%的恩诺沙星注射液进行肌肉注

射，2 次 /d，连续注射 4～5 d，同时在平时的饲料中

加入吗啉双胍粉，在饮水中加入恩诺沙星原粉[3]，通

过肌肉注射和平时药物摄入的综合治疗手段能够

有效地提高病猪治愈率，一般情况下，通过这个综

合治疗方案都会达到治愈效果。

3 结 语

猪养殖户应当对呼吸道疫病给予足够的重视，

要及时分析出现呼吸道疫病的主要原因，并且采取

合理的措施防控疫病，减少疫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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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附红细胞体病是猪、马、牛、羊等多种动物共患的一种散发的热性、溶血性传染病，病猪以急性、黄

疸性贫血和发热为特点，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生，我国发病率较高，近几年来猪的发病情况呈现上升的趋势，对生

猪养殖业危害较为严重，本文结合阜宁县生猪养殖及发病情况对猪附红细胞体病做简要介绍，供广大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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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附红细胞体病的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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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养猪业的迅速发展，诞生了诸多大型养猪

场。陈集镇根据地区特点，大力发展畜禽养殖业，目

前全镇年生猪饲养量 80余万头，出栏仔猪近 70万

头。陈集镇农民纯收入 1/3来源于生猪收入。为拓展

销售渠道，彻底解决养猪容易销猪难的问题，还创

办阜宁县陈集镇股份制仔猪交易市场。目前，仔猪

已销至全国 1 500多个市、县，并成功地打入朝鲜、

韩国市场，实现阜宁县历史上仔猪出口零突破。市

场整天是车来车往，一派红火。然而繁忙的景象背

后也预示着风险，随着陈集镇养猪规模的扩大，疫

病发生率逐年升高，死亡率也在增加，给养猪业带

来的损失较重。猪瘟、蓝耳病、猪附红细胞体病、传

染性胸膜肺炎、伪狂犬病等病时有发生，甚至混合

感染。笔者根据从业经验，现对猪附红细胞体病做

一简要介绍，供广大同仁参考。

1 病原体

猪附红细胞体病的病原是立克次氏体目中的

附红细胞体，寄生于血液中，附着于红细胞表面或

细胞内，其形态呈环状、卵圆形、逗点形或杆状，姬

姆萨染色的血液涂片上，病原体呈淡红或淡紫红

色。附红细胞体对一般化学药品和干燥环境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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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低，一般的消毒药都可以将其杀死。

2 流行特点

除猪以外，牛、羊、兔等多种动物亦可感染，不

同年龄的猪均有易感性，通常发生在哺乳猪、怀孕

的母猪以及高度应激的肥育猪身上。隐性感染比例

较多。本病主要发生于夏、秋季节，本病可经蚊虫传

播，注射针头的传播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另外，仔

猪之间咬架、剪牙、断尾、打耳号、去势消毒不严、操

作不当均可感染本病。另外，附红细胞体可经交配

传播，也可经胎盘垂直传播。

饲养管理不良、换料突然、转群、天气突变、过

度拥挤、长途运输等应激因素可促进本病发生，猪

患有猪瘟、猪蓝耳病、传染性胸膜肺炎等病时，可并

发和继发附红细胞体病，加重症状和死亡率[1]。

3 临床症状

急性型发病特点为仔猪发热，体温可达 40 ℃

以上，采食量下降；胸、腹等部位皮肤发红，呼吸困

难、咳嗽、步态不稳。皮肤、可视黏膜苍白、黄疸，母

猪有时乳房和阴唇水肿，泌乳量减少。

4 病理变化

主要病变为贫血和黄疸，眼结膜、口腔等可视

黏膜黄染或苍白；病猪血液稀薄，色淡，凝固不良；

黏膜、浆膜、腹腔内的脂肪呈不同程度的黄染；胆囊

肿大，胆汁充盈；全身淋巴结肿大，肺脏水肿；心包

积液，含有淡黄色或淡红色液体；肝脾肿大，边缘有

米粒大至黄豆粒大稍隆起的紫色梗死灶；胆囊肿

大，胆汁充盈；肾脏有出血点。

5 诊断标准

根据以上流行特点与症状、病理变化可初步诊

断，确诊可采用血涂片镜检。具体方法是在病重猪

耳静脉采血 1滴于载玻片上，加等量生理盐水混合

均匀，加盖玻片，400倍观察，如被附红细胞体感染，

会发现红细胞表面及血浆中有游动的成球形、逗

点、杆状或颗粒状等各种形态的虫体。

由于猪附红细胞体病隐性感染比例较高，临床

不表现症状，所以在诊断的时候最好将流行病学、

临床症状、病理变化和病原的检验结合起来。

6 防治措施

1）发病后可参考使用的药物有四环素类（四环

素、多西环素等）、血虫净（或三氮眯、贝尼尔）、新胂

凡纳明等。可试用中药：当归 100 g，黄芪 60 g，常山

100 g，苦参 70 g，青蒿 60 g，川芎 30 g，地榆 70 g，天

花粉 30 g，研末，每次 50～100 g，1次 /d，连喂 5 d[2]。

2）在流行季节可预防性用药，在饲料中添加土

霉素、阿散酸有一定预防作用[3]。

3）加强饲养管理，保持猪舍、饲养用具卫生，减

少不良应激等可降低本病发生率。

4）夏秋季节要注意驱除蚊虫，减少蚊虫与猪接

触的机会。

5）控制传染。注射时要做好消毒，确保一猪一

针头，防止交叉感染。仔猪剪牙、断尾、打耳号、去势

等操作时要严格消毒、注意更换器械。引进种猪时

要隔离观察 30 d后无异常再混群，以免疫病传播

到本猪群。加强异地引种和流通中的消毒工作，严

格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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