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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气喘病的综合防制

王 健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兽医站，四川昭觉 616150

猪气喘病，又称猪支原体肺炎，是猪的一种接

触性、慢性呼吸道疾病。该病的临床症状是咳嗽、气

喘、呼吸困难，病理变化主要发生在肺脏，表现为肺

的心叶、尖叶、中间叶和膈叶前缘呈“肉样”。该病的

发病率较高，任何品种、性别、年龄的猪均可感染，

以哺乳仔猪及幼龄猪最易感染，尤其在寒冷的冬春

季节发病较多。病猪一旦感染，会引起饲料利用率

下降、生长发育受阻，且治愈后若饲养环境不良仍

会复发，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的损失。

1 临床症状

该病根据病程可分为急性型、慢性型和隐性

型。急性型病例病程约 5～7 d，病猪常因窒息而亡，

病死率高，幸存者则转为慢性型；慢性型病例病程

一般达 2个月，有的甚至达半年以上，病死率不高。

1.1 急性型

该型以仔猪和妊娠母猪多发，病猪临床表现为

精神不振，喜卧，不愿走动；呼吸急促，呈腹式呼吸

或犬坐姿势，时发连续性、痉挛性咳嗽；体温一般比

较正常，仅有少数病猪因继发感染而有微热；病猪

往往食欲减退甚至废绝，日渐消瘦。

1.2 慢性型

该型以老疫区的育肥猪和后备母猪多发，病猪

临床表现为长期咳嗽，尤其在清晨起立驱赶、进食

前后、夜间及剧烈运动时最为明显，严重时可呈连

续性、痉挛性咳嗽。随着饲养条件的改善或气候的

改变，症状会有所缓和。病猪后期表现为不食、体

弱、被毛粗乱，若发生继发感染，则较易引起死亡。

1.3 隐性型

该型在老疫区多见，病猪一般不表现临床症

状，偶见个别猪在剧烈运动后或夜间出现轻微的咳

嗽。病猪生长发育比较正常，但用 X光检查时，可见

到肺部有肺炎病变，或剖检时可见到肺炎病灶。

2 诊断方法

根据猪场病史、发病情况和病猪咳嗽、气喘的

临床症状，一般可作出初步诊断，确诊还需进行 X

光检查（在病猪肺部有不规则云絮状阴影，密度中

等，边缘模糊）或血清学诊断（采取免疫荧光抗体试

验、补体结合试验、间接血凝试验、琼脂免疫扩散试

验、凝集试验、生长抑制试验检测该病，均效果良

好）。由于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和猪流感病猪也有精神不振、呼吸困难、咳嗽的临

床症状，故在诊断时，应注意与这些疾病的鉴别诊

断。

3 防制措施

3.1 隔离治疗病猪

一旦发现病猪，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可用泰乐

菌素（4～9 mg/kg）或长效土霉素（0.1 mg/kg）配以

地塞米松磷酸钠（2～3 mL/头），肌肉注射，1次 /d，

连续 5 d。与此同时，配备专门的饲养员对病猪进行

细心的照料，所有进、出病猪舍的人员，均需更换

衣、帽、靴等，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严密封锁猪场，人

员、车辆出入时必须进行严格消毒。对于病死猪，应

做好无害化处理工作。

3.2 紧急接种疫苗

对同群其它猪只，使用猪喘气病弱毒冻干疫苗

进行紧急预防接种。同时，猪场需制定合理的免疫

程序，仔猪于出生后 5~7 d进行首免，15~20 日龄

加强免疫 1次，对于减轻感染造成的肺部病变、提

高仔猪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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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饲养管理

适当调整群猪的饲养密度，针对栏舍条件较差

的猪场，饲养密度应相对小些；并且适当改善猪舍

的环境条件，保持舍内空气流通良好；经常更换垫

料，及时清除粪污，确保舍内卫生、干燥。冬春寒冷

季节，还需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冷风侵袭猪体。尽量

减少转栏、混群等应激因素，并为猪群提供营养全

面、均衡的饲料，严禁饲喂发霉、腐败、变质的饲料，

可在饲料中适量添加必要的维生素，以提高猪群抵

抗力。

3.4 强化消毒灭源

使用双季胺盐络合碘（1∶200）进行带猪喷雾

消毒，每天 2次，连续 5 d。对于出栏后的猪舍，应进

行彻底地清洗和消毒，可选用广谱、高效、刺激性小的

醛类消毒剂进行消毒，然后空置 1周以上再进新猪。

4 结 语

猪气喘病在我国较为流行，其发病率和病死率

均较高，各猪场应高度重视该病的防制工作，一旦

发现有疑似病猪，应立即隔离、及时作出准确诊断，

及早采取确实有效的方法进行预防和治疗，防止病

情扩大。目前控制本病的主要措施是坚持“自繁自

养”，加强饲养管理，合理配制饲料。如必须从外地

引进种猪，应充分了解猪源所在地的病史情况，并

在种猪购入后进行严格检疫和隔离，确认健康后再

混群饲养。

繁殖障碍性疫病在猪养殖中的
诊断和防治

李果夫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下东乡畜牧兽医防疫检疫站，四川蓬溪 629101

我国的生猪养殖业朝着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方

向发展，成为专业养殖户、农村散养户的重要增收

途径之一，但由于养殖环境的管理不善、养殖技术

的落后等因素，使得生猪养殖业面临多种生猪疫病

的威胁。

繁殖障碍性疫病已成为各大养猪场、散养户等

在生猪养殖中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影响着母猪的正

常繁殖，也严重威胁着生猪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主要通过对该疾病的病因探索及研究，提出相

应的方法和策略，以期对生猪养殖有所贡献。

1 猪繁殖障碍性疫病的病因分析

在对猪繁殖障碍性疫病进行病因研究时发现，

该疾病主要由病毒性疫病引起，而单独由细菌疫病

引起的较少，多为几种病毒或者几种细菌，抑或是二

者的混合感染引起猪繁殖障碍性疫病；此外，引起该

项生猪疾病的原因还有寄生虫感染、中毒性感染、维

生素及微量元素不足导致的感染等，具体表现如下。

1.1 病毒性感染引起的猪繁殖障碍性疫病

如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圆环病毒病，这两

种疫病为病毒与细菌的混合感染性疫病；伪狂犬

病、猪瘟为病毒之间的混合型感染疫病。这种由多

种病原引起的疫病临床表现症状较为复杂，不易进

行精确的诊断和防治。

1.2 寄生虫感染引起的猪繁殖障碍性疫病

寄生虫感染多发生在生猪散养户中，如弓形虫

病，虫主要寄生在猫科动物身上，在大型的养猪场

一般都会明令禁止猫科动物的豢养。

1.3 食物中毒引起的猪繁殖障碍性疫病

生猪食物中毒发生的频率并不大，主要有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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