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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气喘病是猪群常见的病症之一，主要由猪肺炎支原体病原引起，属于一类接触性传染性疾病，临床

表现主要有咳嗽、气喘，以断奶仔猪的发病率最高。猪场一旦发病，猪生长缓慢、饲料利用率降低，给养殖户造成

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重视猪气喘病的防治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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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气喘病是影响猪正常生长的一种传染性疾

病，感染率较高。由于病原微生物很难消灭，病猪及

隐性感染猪则变成了病源。病原体在猪的呼吸道与

分泌物中长期存在，故在猪场很难彻底消除。另外，

猪舍通风不良、潮湿污秽、猪群拥挤，也极易诱发猪

气喘病[1]。因此，为了进一步避免或减少猪气喘病带

来的损失，必须重视防治猪气喘病。

1 猪气喘病的临床症状

根据病程的长短，猪气喘病在临床主要有 3种

表现形式，急性、慢性与隐性感染。

1.1 隐性感染

患该类病症时，患猪无明显症状，生长发育也

正常，剖检时可发现肺炎病灶。隐性猪气喘病多出

现在老疫区病猪中，并由于它是平行散毒与垂直传

播的隐性传染源，故会对疫苗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1.2 急性感染

该类感染大多在新发猪群中出现，尤以妊娠母

猪、仔猪及哺乳仔猪的发病率较高。感染后，病猪会

剧烈喘气，腹式呼吸或者保持犬坐姿势，偶尔出现

痉挛性阵咳。体温无异常，激发感染时则体温升高；

食欲废绝或大减，病程持续 1 周左右，且病猪常因

窒息而死，病死率较高。

1.3 慢性感染

该类感染主要发生在老疫区的育肥猪、架子

猪、后备母猪。患猪会长期咳嗽，尤以清晨进食后或

剧烈运动时最显著，严重时还出现痉挛性咳嗽。如

果饲养条件及气候有改善，症状则相对缓和。病猪

体温正常，但存在被毛粗乱、消瘦、发育不良等症

状。病程可持续 2个月左右，甚至半年，病死率相对

较低，但容易出现继发性感染，是导致夏季猪群急

性死亡的重要原因。

2 猪气喘病的防治策略

1）对猪场进行全封闭管理。控制外来人员及车

辆进入；若有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入，应严格按照规

定对其消毒，杜绝外来污染源。同时，加大饲养管理

力度。对出栏后的猪舍进行彻底清洗与消毒，可选

用高效、广谱、刺激较小的醛类消毒剂，且消毒后应

空置一段时间再进新猪，以 1周为宜。注意保持猪

舍环境的干净、整洁、空气清新。对于猪舍中的粪便

及污物，应及时清理干净。

2）为生猪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猪群进行定期保

健，注意预防猪瘟、蓝耳病等疾病，增强生猪抵抗

力，建立健康的猪群[2]。在平时的饲养管理中，饲养

员应加强对猪群的观察，以便及时发现猪群中的病

猪，并在特殊情况时淘汰病猪，以免对猪群造成不

良影响。同时，要合理选择防治药物，如新一代喹诺

酮类药物。另外，提供的饲料应具有较高的营养水

平，并注意保持营养均衡。可以在饲料中添加一些

维生素，可有效降低猪气喘病的发病率。

3）加强疫苗免疫注射，并制定有效的免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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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精料育肥断奶羊羔的方法

用全精料育肥断奶羊羔，有两大优点：一是羊羔 3月龄内生长速度快，早期育肥可获得较高的屠

宰率；二是用全精料饲喂劳动量小，且羊羔不易发生消化道疾病，可提高饲料转化率和日增重。试验证

明，羊羔在 1.5月龄、体重达 10 kg时断奶，用全精料育肥 50 d后即可上市，体重达 25～30 kg，平均日

增重 400 g左右。

具体育肥方法如下：在羊羔断奶前 15 d实行隔栏补饲，也可在早晚定时将羊羔与母羊分开，让羊

羔在专用栏内活动，栏内放置料槽和水槽，其他时间让母仔同处。此时补喂的饲料应与羊羔断奶后育

肥使用的饲料相同，饲料配方为整粒玉米 83%、豆饼 15%、骨粉 1.4%、食盐 0.5%，维生素及微量元素

0.1%。育肥期间槽内不能断料，并保证有清洁的饮水。

来源：陕西现代农业科技网

日龄为 5～7 d的仔猪，可选用气喘苗首免；日龄为

15～20 d的仔猪，则应增加 1次免疫。注射疫苗后，

虽不能提供完全的免疫保护，对猪肺炎支原体感染

也不能起到完全阻止的作用，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肺部病变的发生率。

4）药物预防。对于猪气喘病，采用有效的药物可

取得良好的预防与治疗作用。第一，选用低毒、高效

药物。现阶段，猪气喘病的有效防治药物主要有泰妙

菌素、替米考星、喹诺酮类等，且联用方案的效果要

优于单独用药[3]。在使用西药的同时，配合使用可提

高免疫力的中草药效果更佳，如黄芪多糖、免疫肽

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泰乐菌素、土霉素等药物易

产生耐药性，不适合选用。第二，预防应抓重点。对于

猪气喘病的预防，有几个关键时期，如母猪产前、产

后 7 d，猪群转栏前后 7 d，仔猪断奶前后 7 d等[4]。

遇到饲养条件或天气变化等情况时，或是周围出现

疫情时，用药时间应持续 2周。

5）对于已经出现猪气喘病的猪场，应做到尽早

诊断、及早隔离，并尽快将传染源消除干净。另外，

饲养员应加强观察，若发现病猪病情较严重，应适

时将之淘汰，避免传染源的扩散与繁殖，带来更大

的经济损失。对于猪气喘病，治疗方案也有很多种：

①林可霉素，根据 50 mg/kg的标准选择药物剂量，

连续治疗 5 d为 1疗程，连续治疗 10 d；②氟苯尼

考，根据 30 mg/kg的标准选择药物剂量，行肌内注射，

5 d为 1疗程，治疗 10 d；③恩诺沙星，根据 5 mg/kg

的标准控制剂量，肌内注射，连续治疗 19 d。除了西

药治疗外，也可采取中药疗法。方剂为：枇杷叶、桑

白皮各 35 g，30 g杏仁，25 g陈皮，甘草、生石膏、

麻黄各 20 g，15 g款冬花，所有药物水煎汤后灌服，

2次 /d，热喘得到控制后，继续服用 5 d，连续服用 2

周。

3 小 结

由上述可知，猪气喘病对猪群的影响很大，一

旦猪场出现该症，则会给养殖户带来经济损失。因

此，养殖户或饲养管理员必须高度重视猪气喘病的

预防及治疗，合理选用防治药物，以保证猪群的正

常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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