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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猪丹毒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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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丹毒是由猪丹毒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

传染病，临床上多呈急性败血型、亚急性疹块型或

慢性型。20世纪 70~80年代猪丹毒在融水县广为流

行，给养猪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引起畜牧兽医

部门的高度重视，连续二十多年采取疫苗接种等防

疫措施，到 90年代此病已较少发生。21世纪初至

今，融水县已不进行猪丹毒疫苗的免疫接种，由于

防疫的松懈、引进外来猪苗等原因，近几年来不论

是农村散养还是规模猪场，都又开始发生猪丹毒疫

情，而且呈日趋严重态势。现将本人诊治的其中 1例

报告如下。

1 发病情况

发病猪场存栏母猪 50头、育肥猪 250头、哺乳

仔猪 80头，母猪、育肥猪、哺乳仔猪分栏舍饲养，按

免疫程序对猪伪狂犬病、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

及猪口蹄疫 4种疫病进行疫苗接种。该猪场位于村

庄边缘，卫生、排污、饲养管理等条件较差，附近村

民饲养肉猪。2013年 5月 10日，有 5头育肥猪体温

升高、不食，畜主自行用磺胺类药物治疗无效，

10~13日陆续有 15头发病，于 5月 13日上午死亡

3头。

2 临床症状

笔者临诊发现，病猪体温升高到 42 ℃以上且

稽留不退，不吃食，间有呕吐；病初猪的粪便干结成

球、后来拉稀，皮肤潮红，按压退色；经 2 d后在胸

侧、背部、腹部、颈部等处皮肤发生界限明显的圆

形、方形或菱形疹块，疹块大小不等、呈紫红色（边缘

深、中心浅）、扁平凸起、触之有硬热感；发病 3~4 d

死亡。

3 剖检病变

以急性败血症的全身变化和体表皮肤出现红

斑为特征。鼻、唇、耳、腿内侧等处皮肤和可视黏膜

呈不同程度的紫红色；颌下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

红肿，切面多汁，呈浆液性出血性炎症；肺充血，水

肿；脾淤血，显著肿大，质地柔软，切面棕红色，结构

模糊；消化道卡他性或出血性炎症，胃底及幽门部

尤其严重（黏膜发生弥漫性出血），十二指肠及空肠

前部发生出血炎症；肾脏发生肾小球性肾炎变化，

外观肿大，暗红色，切面皮质有出血点；肝水肿，棕

红色；心内、外膜炎，有小出血点。

4 实验室检查

1）采取新鲜病料直接接种于血液琼脂培养基，

于 37 ℃培养 24~48 h，可见针尖大小、透明、灰白

色、圆型、露滴状小菌落。挑取单菌落，革兰氏染色，

镜检，见有革兰氏阳性的纤细杆菌。

2）采取新鲜肝组织直接涂片，革兰氏染色，镜

检，见有革兰氏阳性的纤细杆菌。

5 临床诊断

根据发病情况、临床症状、剖检病变及实验室

检查结果，确诊为猪丹毒病。诊断要点：体温升高，

皮肤上有红色斑、疹块，脾、肾肿大呈红色，心内、外

膜炎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

6 治疗与预防

1）无害化处理。深埋病死猪，并做好深埋场地、

接触病死猪的用具和人员等的消毒工作。

2）隔离与消毒。对发病猪进行隔离治疗；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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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内外消毒，每天消毒 2次，连续消毒 5 d。

3）治疗。青霉素，1万 IU/kg体重，肌肉注射，2~

3 次 /d；抗丹毒血清，隔日肌肉注射，仔猪每头 10

mL、成年猪每头 100 mL；双氧水，清洗皮肤疹块；红

霉素软膏，涂抹患处皮肤。

7 体 会

经调查，此次疫情的发生是由附近农户购买外

来仔猪发生猪丹毒而传染到本场引起的。为防止疫

病从外部传染，猪场要严控非本场人员入场，同时

本场工作人员不得随意串场，禁止购买市场猪肉等。

平时要加强饲养管理，猪舍用具保持清洁，定期用消

毒药消毒；同时，按免疫程序注射猪丹毒疫苗。发生

猪丹毒时，应立即对全群猪测温，病猪隔离治疗；死

猪深埋或销毁；与病猪同群的未发病猪，用青霉素进

行预防，待疫情扑灭和停药后，对全场进行 1次疫苗

接种。

疫病防控

中小养猪企业如何实现信息化

近期，为探究此次“猪周期”对养猪户的影响，笔者深入部分生猪养殖单位调查发现，大型生猪养

殖单位因享受国家和地方相关扶持政策较多，并有自己的下游产业链条，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强，其

经济利益可以得到基本保障；生猪散养户饲养生猪的主要目的是自食，各种成本忽略不计，也就不在

乎所谓的经济效益。经济损失惨重的则是中小型生猪养殖单位，剖析其缘由，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缺乏信息支撑。

信息是资源、是财富。尽管当前的信息满天飞，但部分中小型生猪养殖户却因严重缺乏信息意识，

信息的来源往往还是“人云我云”、“奔走相告”，致使行动上“跟着感觉走”、事业上“溃不成军”、效益上

严重“失败”。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在此背景下，过去的“大鱼吃小鱼”不再是一般规律，取而代之

的是“快的吃慢的”、“信息充分的吃信息不充分的”。只有及时掌握充分信息，中小型生猪养殖单位才

能胸有成竹，变不确定为确定，认准方向，加快发展。

如何帮助中小型生猪养殖单位补齐具有隐性功能的信息这块短板呢？笔者认为，需要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组织和中小型生猪养殖户自身三方的共同努力。

一是政府及其部门，除了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继续加大扶持力度外，还应强化专业队伍建设，收集

各类相关信息，搞好信息价值评估，发挥诸如政府门户网站、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体的作用，

及时发布信息，指导区域生猪生产。

二是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组织，应加强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进一步增强服务功能，

实施保姆式等优质、高效的服务模式，为中小型生猪养殖单位提出各类具有实际价值和可操作性的问

题解决方案。

三是中小型生猪养殖单位，需要进一步树立信息理念，提升信息意识，把信息建设作为重要工作，

增强信息建设的主动性，抓住当前制约自身发展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和瓶颈问题，找准突破口和切

入点，利用好社会各种资源，努力化解“猪周期”危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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