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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气喘病是一种猪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患病猪主要表现咳嗽、气喘的临床症状，该病的发病受饲养

管理条件影响很大，且易与其他疾病混合发病。该病的预防措施主要有加强饲养管理、完善检疫防疫制度，同时

做好消毒管理工作，能够有效防控猪气喘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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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诊断要点

1）流行病学。猪气喘病在所有年龄段的猪中都

发病，且不分品种、地区和季节。患病猪为主要传染

源，有过发病史的猪，即使明显的临床症状消失了，

也能够长期向外界排毒，时间长达 6～12个月。因

此，在引种的过程中检疫不严格，饲养管理不当等

都能够引起猪气喘病的发生，造成区域性流行。四

季都有发病的情况，但发病率较高的是寒冷、潮湿

的雨季，恶劣的天气不仅能够增加发病率，还会使

患病猪的病情加重。除了天气对发病的影响，饲养

管理条件、猪舍湿度过大、治疗不及时等也能够使

病情加重，增加死亡率，饲养密度过大，猪舍内空气

质量过差容易诱发猪气喘病的发生。此外，没有及

时得到医治的患病猪还可能会出现继发感染，通常

为巴氏杆菌病、肺炎双球菌病等，从而造成猪只死

亡，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规模化猪场的发病率较

高，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异地引种和交流，此过

程如果检疫不严格，没有按照检疫规程进行产地检

疫和实验室检验，很容易忽略患病猪，从而使携带

病原微生物的隐性感染猪引进猪场，导致健康猪只

患病，猪场发生大范围的疾病流行，增加猪只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

2）临床诊断典型症状。猪气喘病的潜伏期通常

为 7～14 d，时间短的可能 3～5 d，时间长的能够

达到 28 d以上。该病的典型表现是咳嗽、气喘。按

照病程的长短和疾病的严重情况，可以将气喘病的

临床症状划分为急性发病、慢性发病和隐性发病。

大多数的患病猪都是隐性或慢性发病病例。

①急性发病病例。急性病例通常发生在没有过

患病史的区域，并且在仔猪中的发病率很高，患病

猪精神沉郁，萎靡不振，呼吸速度增加，随着病情逐

渐严重，患病猪表现出呼吸困难的现象，部分病情

严重的会张口呼吸。同时，口腔和鼻腔内有泡沫状

液体流出，呼吸沉重，病情严重的病例还会出现阵

咳的症状。大多数患病猪的体温都没有明显的变

化，病程为 7～14 d，死亡率高。

②慢性发病病例。急性发病的病例如果没有得

到及时医治，通常会转化为慢性发病病例。在有过

发病史的区域的育肥猪和后备母猪通常感染猪气

喘病也表现为慢性发病症状，少数猪只在首次感染

时就表现为隐性发病。慢性发病的患病猪咳嗽持续

时间长，发病初期咳嗽症状比较轻微，随着病情的

加重，咳嗽症状也会逐渐加重，严重的还可能会出

现痉挛的症状，同时伴随呕吐的发生。慢性发病病

例的临床表现时好时坏，受饲养管理条件的影响很

大，恶劣的养殖环境能够加重病情。患病猪没有明

显的体温变化，食欲也不受影响，但是病程较长，能

够长达 2～3个月，甚至持续 6个月以上，死亡率较

低。

③隐性发病病例。在有过发病史的地区，猪只

感染通常表现为隐性发病，通常是由急性发病或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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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病转化而来，隐性发病病例的咳嗽和症状轻

微，不容易被察觉，容易出现诊断错误或忽略疾病

的情况，从而逐渐使整场的猪只感染。大多数隐性

发病病例在早晨和运动过后，偶尔会出现典型的咳

嗽和气喘症状。隐性发病病例临床症状不明显，需

要通过实验室 x光检查进行确诊，能够观察到内部

不同程度的肺炎病灶。在饲养环境良好、饲养管理

条件也较好的情况下，该病不影响患病猪的正常生

长，但是一旦饲养管理条件和养殖环境变差，患病

猪的病情会越发严重，甚至出现急性或慢性感染症

状，增加死亡率。

3）解剖诊断。感染猪气喘病的患病猪的主要病

变区域是肺、肺内淋巴结以及纵隔淋巴结。肺内的

病变区域主要是心叶、尖叶、中间叶以及隔叶的前

缘。在临床症状明显的发病时期，解剖患病猪会发

现其肺部膨大，出现肺水肿和肺气肿的现象。在炎

症消退后，肺小叶间结缔组织增生，硬化，表面下

陷，周围组织膨胀不全。常呈间质性两侧性肺炎病

变，并且病变区域与健康区域有明显的分界线，病

变区域呈浅灰色，并且呈胶样浸润半透明，肺部切

面潮湿、光滑。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例，肺部颜色变

深，呈紫色、灰白色或灰红色，病变形态与胰脏组织

类似，所以此种病变被称为“胰变”。肺门淋巴结和

纵隔淋巴结也有肿大和水肿的现象，呈白灰色，切

面潮湿，边沿处向外翻并有轻度充血。

2 防 治

1）预防措施。猪气喘病的病情严重程度与区域

内是否有过发病史相关，因此，在没有过患病史的

区域应该重点加强饲养管理，提供充足的营养，全

方位提高猪只的抵抗力。同时要完善防疫流程和防

疫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消毒管理措施并严格执

行，实行封闭式管理，杜绝本场内猪只与外界的交

流，也禁止外界车辆和人员随意进出猪场，控制外

界生物对猪场的入侵。定期对猪舍进行消毒，工作

人员在进入猪舍前需要更换干净的衣物，通过消毒

池后开始工作，猪场内的各个入口处的消毒池是必

不可少的，运输猪只的交通工具在每一批猪只被放

置的前后都需要彻底消毒。猪场内的粪便、垃圾和

病死猪的尸体要统一收集进行无害化处理，绝对不

能随意丢弃。有条件的猪场要坚持自繁自养，并采

取全进全出的饲养模式，能够有效地隔绝外界疾病

对猪场内猪只的感染。需要引进猪只的猪场，要对

所有购入的猪只进行严格的检疫，并经过 30 d以

上的隔离饲养观察期，确认无疾病感染的情况下，

可以继续饲养。有条件的猪场可以对猪只进行 1～2

次的 x光检查，证实的确没有患气喘病后，才能够

混入到猪场内原有的猪群中饲养，以免健康猪只被

感染。

在有过发病史的区域，应该首先考虑净化猪

群，对所有的患病猪及时隔离并采取经济有效的治

疗措施，定期监测疫情的发生情况，逐渐将患病猪

淘汰，防止隐性发病的猪只影响猪群的健康，同时

做好饲养管理和消毒工作，积极培育健康无病的猪

群。针对患病后自然康复的猪只，自身可获得一定

的猪气喘病的抵抗力，因此，通过病愈后的猪只作

为母本，进行猪群的培育，能够获得对气喘病有一

定免疫能力的健康后代。需要选取健康的母猪群，

在隔离饲养的环境下，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进行抗

病种群的培育，然后利用其后代培育健康猪群，逐

渐更新原有猪群，达到净化猪群的目的。同时加强

饲养管理，严格执行相关检疫规程，在猪群净化后

不能降低预防管理的要求，争取始终保持猪群健

康，防止疾病再次暴发流行。

2）治疗方法。可以肌肉注射盐酸土霉素进行治

疗，剂量为 300 mg/kg，首次使用时剂量加倍，需要

经过 5%葡萄糖生理盐水进行稀释，每天 1次，5 d

为 1个疗程。通常 1个疗程后症状明显好转，病情

比较严重的病例，可以治疗 2个疗程。也可以更换

使用方法，通过气管内灌注的方式治疗效果更佳。

肌肉注射硫酸卡那霉素进行治疗，使用剂量为 2.5

万 IU/kg，此种治疗方法对急性发病病例的治疗效

果更好，但是复发率比较高。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为

了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建议硫酸卡那霉素与盐酸

土霉素交替轮流使用，可促进患病猪康复。肌肉注射

恩诺沙星进行治疗，使用剂量为 2.5 mg/kg，每日 2

次。肌肉注射泰乐菌素注射液进行治疗，使用剂量为

4～9 mg/kg，每日 1次，连续治疗 3 d；肌肉注射丁胺

卡那霉素进行治疗，使用剂量为每次 50～100 IU，

每日 1次，连续治疗 3 d，效果显著。使用支原净进

行治疗也有较好的效果，以 50 mg/kg的剂量拌入到

饲料中进行饲喂，连续饲喂 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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