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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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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钩端螺旋体病由钩端螺旋体感染所引起，是一种人畜共患性疾病，高温高湿的季节多发，根据疾病发

生的缓急程度可分为急性型、亚急性型和慢性型 3 种，以全身症状为主要表现，常伴有血尿症状，母猪感染后可出现

流产；预防本病需加强猪场的管理，科学消毒，做好传染源的无害化处理工作；链霉素、土霉素、四环素、多西环素可用

于该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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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钩端螺旋体病由钩端螺旋体感染所引起，呈

世界流行，人和动物都能感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

自然疫源性传染病，每年都给养猪业带来较大的经

济损失[1]。

1 钩端螺旋体

钩端螺旋体属于螺旋体的一种，目前已经报道

的有接近 20 个血清群和 180 多种血清型。我国有

18 个血清群，接近 70 种血清型。钩端螺旋体形体纤

细，螺旋丝整齐而密，整个形态犹如“问号状”，暗视

野检查似细小的珠链。螺旋体广泛分布在自然界，

尤其是潮湿多水的环境中分布最多，水稻田、污水

沟、池塘、沼泽地、淤泥、雨后的水坑中都有分布，对

环境不良因素有一定抵抗力，自然环境中能存活数

月而仍有活性，但对酸、碱等比较敏感，大多数消毒

剂对其都有杀伤作用。

2 流行病学

除了猪之外，钩端螺旋体还能感染牛、犬、羊等

动物，很多温血型的野生动物也能感染发病，临床

危害较大[2]。钩端螺旋体以鼠类动物为贮藏宿主，感

染后的鼠能使病原在短时间内快速扩散，是重要的

自然疫源体。病原接触动物后首先进入血液，通过

血流到达肾脏，在肾小管中定植扩增，大量的病原

经输尿管进入膀胱，最终通过尿液排入环境中，健

康猪接触后便可发生感染。皮肤、黏膜、消化道等都

是常见的侵入途径，吸血性的昆虫可成为本病的传

播媒介，种猪交配过程也能将病原传至健康猪。各

种日龄、品种和性别的猪都能感染，幼龄猪发病较

多，可能与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有关。每年的高温

高湿季节是本病的流行期，尤其是 6-10 月，南方发

病率要高于北方，饲养密度越大本病感染率越高，

但很多时候表现症状的猪并不多。

3 临床表现

根据疾病发生的缓急程度，本病分为急性型、

亚急性型和慢性型 3 种。

3.1 急性型

急性型多发于大猪和中猪，育肥中后期的猪和

种猪是重点发病对象，病初体温上升，采食量下降，

眼角常留有泪痕，皮肤和可视黏膜有黄染现象。尿

液呈浓茶样或带有大量血液的红色尿液，发病率和

病死率均较高[3]。
3.2 亚急性型

亚急性型以断奶前后的仔猪发病率较高，病猪

体温上升，精神萎靡，食欲减退，眼结膜潮红，有浮

肿，有时黏膜可出现黄染。排尿时腥臭味较浓，尿液

呈黄色或茶水样，病死率在 50%以上。

3.3 慢性型

慢性型多由亚急性型病猪转化而来，耐过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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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带菌，这些病原在体内反复发作，导致病情不稳，

病猪长期处于慢性消耗性状态，渐进性消瘦，体重

明显低于同日龄健康仔猪，死亡率低，有些猪可发

展成为僵猪。

对于已经受孕的母猪，感染钩端螺旋体后可能

会导致胎猪的发育提前终止，母猪发生流产，流产

率在 30%~60%，流出的胎儿为死胎或木乃伊胎，母

猪自身症状不明显，但以带菌者形式存在，对周围

其它健康猪造成威胁。

4 病理病变

对病死猪进行剖检，可见其皮肤、皮下结缔组

织、浆膜和黏膜部位有不同程度的黄疸，胸腔、心包

腔中有黄色的积液。肝脏肿大，外观如棕黄色，肾脏

也肿大，表面有灰白色的病灶，心、肺、膀胱黏膜、肠

系膜等处有出血现象。

5 预 防

预防本病首先要加强环境消毒工作，消毒能最

大程度减少环境中的病原存在，由于钩端螺旋体对

酸碱类消毒剂敏感，故可使用 2%火碱溶液、生石灰

粉、10%石灰乳、0.5%过氧乙酸溶液等进行环境消

毒。保持猪舍通风，地面保持干燥，舍内相对湿度控

制在 40%~60%为宜。仔猪进入保育前，一定要提前

将保育舍进行彻底清扫和消毒，尤其是上批次猪残

留的粪便务必清理干净，仔猪入舍后严控饲养密

度，减少疾病传播机会。

病死猪的尸体以及实验室采集的病料组织一

定要做好无害化销毁工作，在远离猪场生产区的地

方进行深埋或焚烧，深埋时坑的深度不低于 2 m，

尸体表面最好再撒上生石灰，防止病原对环境造成

污染。猪场被污染的用具、器械等用消毒水喷雾后，

在太阳下进行曝晒处理。猪场引种时要做好把关工

作，禁止从疫区引猪。如果猪群中已经发现有病猪，

则第一时间要在大群中投药进行全群控制。

经常发生本病的猪场或受威胁较大的猪场可

使用钩端螺旋体疫苗对猪群进行大群免疫，目前市

场上的疫苗以多价苗为主，免疫后可针对多种不同

类型的抗原毒株。一般 15 kg 以下的猪以 3 mL/只，

15~40 kg 的猪以 5 mL/只，40 kg 以上猪按照 8
mL/只的免疫剂量接种即可，健康猪群和可疑猪群

都可进行免疫。对于已经发病的猪场，采取紧急免

疫措施可使疫情在 2 周内得到有效控制。

6 治 疗

对钩端螺旋体敏感的药物可用于本病的治疗，

如链霉素、土霉素、四环素、多西环素等，对于大群

发病的猪场可采用拌料给药的形式治疗，如果病猪

数量较少可采用注射给药的方法治疗，药物生物利

用度更高。对因治疗有助于病原体的杀灭，为了缩

短疗程，病猪最好配合对症用药，可使用维生素 C、
电解多维、黄芪多糖等来提高自身抵抗力，体温长

期高热不退者注射氟尼辛葡甲胺或对乙酰氨基酚

进行解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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