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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治心得

王 涛 杨树美
山东省蒙阴县畜牧兽医局,山东蒙阴276200

  随着养猪集约化程度的提高,猪场的人员配备、
硬件设施配套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饲养管理

制度和生物安全措施也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执

行,但疾病仍然多发,不得不引起广大从业者的

重视。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是由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引起

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以急性、出血性、纤维素性胸

膜肺炎和慢性、坏死性、纤维素性胸膜肺炎为特征。
该病是目前世界上严重危害养猪业的五大疫病之

一,急性病例大多死亡,亚急性和慢性病例常能耐

过,但患猪愈后生长迟滞。2013年3月初,济宁某

猪场发生了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笔者作为该猪场技

术顾问,全程参与了此次疫情的防控,现将具体情况

介绍如下。

1 发病情况及临床症状

发病猪场共有236头15周龄的育肥猪,由于采

食量和饮水量下降,饲养员认真检查了猪群,发现部

分猪精神沉郁、体温达41.5~42.0℃;个别猪呼吸

困难、咳嗽、耳尖发绀。发病第3天,有2头猪死亡。

2 剖检病变

剖检病死猪,发现气管和支气管内充满血红色

泡沫,肺脏紫红色、呈双侧性肺炎,膈叶病变明显,肺
脏与胸膜粘连(剖检时难以正常分离)。

3 实验室检查

1)涂片镜检。无菌取病死猪气管内分泌物和肺

脏病变区进行涂片,革兰氏染色后镜检,发现有革兰

氏阴性、多形态的细菌(多为球杆菌、短杆菌,偶有成

丝状的细菌;着色不匀)。

2)分离培养。取病料接种于含2%烟酰胺腺嘌

呤二核苷酸(NAD)的类胸膜肺炎菌(PPLO)琼脂平

板上,在5%~10%的CO2 条件下,37℃培养24h,
挑取单菌落进行革兰氏染色、镜检,结果与病料涂片

一致。

3)分子生物学检测。委托山东农业大学细胞与

分子免疫学实验室检测。分离病原并纯化后,进行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测得病原为胸膜肺炎

放线杆菌。

4 临床诊断

根据发病情况、临床症状、剖检病变和实验室检

查结果,确诊为猪传染性胸膜肺炎。

5 药敏试验

选择氟苯尼考、泰妙菌素、阿米卡星、氨苄青霉

素、头孢噻呋钠及硫酸头孢喹肟6种药敏纸片进行

药敏检测,按照药敏试验的常规方法进行操作,具体

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药敏试验结果

药品名称 抑菌圈直径/mm 敏感度

氟苯尼考 11 中敏

泰妙菌素 16 高敏

阿米卡星 12 中敏

氨苄青霉素 6 低敏

头孢噻呋钠 17 高敏

硫酸头孢喹肟 21 极敏

 注:抑菌圈直径=0mm,为不敏感;1≤抑菌圈直径≤10mm,为低

敏;11≤抑菌圈直径≤14mm,为中敏;15≤抑菌圈直径≤20mm,为

高敏;抑菌圈直径≥21mm,为极敏。

由表1可知,硫酸头孢喹肟为极敏药物,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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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治疗药物。

6 防 治

1)药物治疗。用硫酸头孢喹肟注射液进行全群

注射,2mg/kg体重,1次/d,连用5d;同时,饲喂七

清败毒颗粒,连续5d。

2)加强消毒。对患病猪群进行隔离治疗,并严

格执行消毒制度。带猪消毒,1次/d,连续7d。

3)无害化处理。深埋病死猪,并对处理地点进

行消毒。

1周后,猪群病情明显好转,无新病例出现,猪
群采食量和饮水量逐渐恢复正常。

7 小 结

1)气温变化幅度大是此次疫情的最主要诱因。

3月初,济宁地区的最高温度从10℃蹿升到28℃,

1d后又骤降到14℃,巨大的温差导致个别体质较

弱的猪只患病。由于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是接触感

染,随病猪咳嗽、喷嚏出来的病原被其它猪吸入后直

接感染,造成了此次疫情的发生。

2)本病的预防措施有:一是接种疫苗。目前有

国产的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三价灭活苗,仔猪35~40
日龄首免,1个月后加强免疫1次。二是严格执行

生物安全制度,坚持全进全出。完善的管理制度是

猪场预防与治疗疾病的前提。集约化猪场存在的最

大问题就是管理水平与基础设施的配备不协调,需
要加强管理人员的学习和培训。

3)浙江嘉兴的“病死猪污染黄浦江”事件,提醒

从业人员对病死畜禽的处理一定要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以免对社会和环境造成威胁。

(责任编辑:郭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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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或加速畜牧业人才流失

7月份是学生放假的时期,也是学生实习的高峰期,大量畜牧专业学生走进用工单位实习,开始实

质性接触畜牧行业。实习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注重实践,从实践中学习更多知识,实现产学对接。
然而,企业或者说是行业与学生的相互选择作用,已经超过了这个单纯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学校会要求学生去基层实习,这时候学生的心态有3种。一是不喜欢这种环境,但无

奈必须得去;二是去看看毕业后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三是抱着学习心态去。然而实习一般会造成大量

的学生逃离这个专业,毕业后愿意去基层的为数不多。有新闻报道,畜牧专业毕业的学生有90%不愿

意从事本行业。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的大学生都有很多选择,他们没有必要非得待在这个行

业,他们有选择行业的权力,不再是以前那种企业为尊的形势。
那么,学生去基层实习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英明的决定? 答案不是。相反,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

在实习期间便可以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或者愿不愿意从事本行业,而不必等到以后。
学校安排实习的目的,其实是想实现产学研对接,希望学生能从实践中学到更多,然后更好地为生

产做研发;而企业的目的就是想吸引人才和选择人才,实现产学对接。但是大学培养专业人才不是为企

业培养工人,而是培养研究型人才,但是本科生一般研发能力不够;而许多基层也不能提供本科生相应

的机会,更多的是想让大学生成为基层专业型创新力量,让高素质专业型人才服务于基层,把基层做起

来。但是企业要稳定又不可能很快改变整个环境去适应现在畜牧专业学生,不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很好

的平台,因此,只能相互选择,适合企业的才会选择留下。我们很难讲到底是大学的教育不符合行业的

要求,还是企业的步伐跟不上学校的教育。
另外,学生实习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和正式工不一样的,不同的企业对待实习生千差万别。

有的企业把学生当成免费的劳动力,所以学生在企业里面会比一般人累;还有的企业则对学生很好;其

他还有不管不顾的。这几种情况其实都不利于留住人才,第一种会在学生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吓跑一

部分人;第二种则会让学生真正工作后感到一种落差;第三种则会让学生学不到什么知识。当然,不可

否认的是,企业在接收学生实习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风险和管理麻烦。
来源:新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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