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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气喘病又称猪支原体肺炎,是由支原体引起

的猪的一种慢性、消耗性呼吸道疾病。病猪临床主

要表现为咳嗽和气喘,但体温和食欲无明显变化[1]。
该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特别是在高度集约化

猪场的发生率非常高。一旦暴发该病,会给猪场管

理和疾病控制带来很大困难,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因此,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猪气喘病已成为当今养猪

业的一项重要工作。笔者对该病进行了相关调查,
并结合猪场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和讨论。

1 发病情况

笔者调查了衢州市10个饲养长金母猪的自

繁自养小规模猪场猪气喘病的发生情况,具体见

表1。
表1 猪气喘病发生情况

猪只类别 总头数 发病头数 发病率/% 死亡头数 病死率/%
哺乳仔猪 867 71 8.19 24 33.80
保育仔猪 913 65 7.12 17 26.15
育肥猪 3987 127 3.19 6 4.72
种母猪 396 8 2.02 0 0.00
种公猪 13 0 0.00 0 0.00

  从表1可以看出,哺乳仔猪的发病率与死亡率

均最高;保育仔猪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居第二;虽有

少量种母猪发病,但由于其抵抗力较强没有出现死

亡;没有种公猪发病。

2 猪场存在的问题

2.1 思想认识不充分

当前猪气喘病虽已成为严重危害养猪生产的猪

病之一,但被调查猪场管理人员对该病还缺乏应有

的认识和了解,认为猪气喘病不会引起猪只死亡,因
此对预防不够重视,尤其对其发病机理、临床症状和

防制措施缺乏深刻认识,难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

对策。

2.2 养殖环境较差

养殖环境的恶化,促使了猪气喘病的发生,并给

猪气喘病的控制带来了极大困难。猪场内粪尿横

流、蚊蝇遍地、老鼠乱窜、出售或宰杀病死猪常有发

生以及养殖设备不合理或陈旧,使得猪场成了最严

重的疫源散播地。

2.3 饲养管理落后

良好的饲养管理是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基础[2]。
管理人员没有从后备猪及母猪产前、产后做起,未做

好各种消毒工作。猪舍内的通风与保温工作未做

好,饲养密度过高,饲料营养搭配不合理,且在料槽

中经常有霉变饲料。管理人员没有每天定时对猪群

进行巡视,对病猪未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2.4 病猪未隔离饲养

将猪场内发病猪只和健康猪只同圈饲养,导致

疾病快速传播;对猪气喘病隐性感染的母猪未作淘

汰处理,导致仔猪发病。

2.5 未进行免疫接种

调查发现,猪场管理人员普遍认为猪气喘病弱毒

苗注射麻烦、灭活苗价格太高,而且认为即使进行免

疫接种仍会发生猪气喘病,所以没有进行免疫接种。

2.6 治疗方案单一

调查发现,猪场管理人员未认识到此病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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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于发病猪只的处理方式只是用硫酸卡那霉素

肌肉注射,一般仅在发现猪只气喘的时候对其进行

治疗,未全程跟踪病情的发展,也未采取病猪隔离措

施,治愈率较低。

3 猪场应采取的措施

3.1 健全生物安全体系

完善饲养方式,做到养猪生产各阶段全进全出,
避免不同日龄、不同来源猪只混群饲养;空猪舍应严

格冲洗消毒,并空置15d后再进猪,以减少猪群感

染猪气喘病的机会。若做不到全场全进全出,至少

应保证保育舍和育肥舍全进全出。
定期做好猪舍的环境卫生与消毒工作,可减少

猪肺炎支原体对猪场的污染,还可减少场内其他病

原微生物数量,从而降低猪肺炎支原体的感染率和

减少其他疫病的继发感染。

3.2 加强饲养管理

改善猪群饲养环境,减少应激,及时根据天气变

化做好小气候环境的调整。应注意猪舍的通风换

气,改善猪舍内空气质量,降低有害气体浓度;控制

好舍内的温湿度,注意夏季防暑降温、冬季防寒保

暖,尽量避免早晚温差太大;减少猪群转栏和混群次

数,使猪群有一个舒适、安静、干燥、卫生的环境[3]。
降低猪群的饲养密度。保育舍饲养密度应不高

于3头/m2,育肥舍饲养密度应不高于0.8头/m2,
每栏饲养10~12头,可有效降低猪气喘病的发

生率。
平时注意观察,尤其在早晨、夜间以及猪只采食

和运动时要观察其有无咳嗽等异常现象。一旦发现

异常,应及早隔离治疗;对治疗效果不佳的病猪和僵

猪,要及时淘汰,以防止疫病传播[2]。

3.3 接种疫苗

1)使用弱毒苗。弱毒苗一般免疫1次即可,

1个月产生免疫力,免疫期9个月以上。中牧集团

生产的乳兔继代活疫苗,每头份用5mL灭菌生理

盐水稀释,从右侧胸腔倒数第6根肋骨至肩胛骨后

3~7cm 处进针,作胸腔 穿 刺 注 射,每 头 猪 注 射

5mL,免疫期8个月。弱毒苗免疫后1周内,避免

使用抗生素[3]。

2)使用灭活苗。在仔猪7日龄和21日龄时,分
别接种灭活苗(2mL/头),第1次注射部位为左侧

颈部肌肉,第2次注射部位为右侧颈部肌肉。母猪

应在产仔前6周和前2周进行免疫接种,以后每半

年免疫1次。灭活苗免疫可有效减少猪肺部病变并

降低猪气喘病的免疫抑制效应[3]。

3.4 药物治疗

方案1:对于发病猪群可采用“三仙汤”(每200
kg饲料添加80%支原净25g+10%盐酸多西环素

500g+阿莫西林120g)来治疗。
方案2:每吨饲料中添加75%氟苯尼考200g

和15%金霉素2kg,混合均匀后饲喂,2次/d,连用

5~7d。

4 讨 论

猪气喘病主要侵害哺乳仔猪及幼龄仔猪,成年

猪多呈隐性感染。调查发现,猪气喘病的发生大多

数是由于未实行全进全出和病猪隔离治疗的措施,
致使病猪的唾液、飞沫等直接感染健康猪群。另外,
饲养条件和管理方式在该病的发生过程中也起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圈舍卫生条件差、消毒不

严或饲养密度过高以及日粮搭配不合理,同样可引

起本病的发生;而圈舍经常严格消毒、通风良好、饲
养管理得当的猪场,则很少发病。

预防和控制猪气喘病主要在于坚持预防为主,
采取综合性防制措施,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4]。确

实需引进种猪时,应远离生产区隔离饲养3个月,并
经检疫证明无疫病[5],方可混群饲养;发现有患猪气

喘病的病猪,应立即隔离治疗,治愈后再接种猪气喘

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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