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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猪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也在逐渐升高,不仅影响猪的正常生长,还会

大大降低养殖效益,阻碍着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其中,猪支原体肺炎作为一种频繁发生的疾病,不仅

传播速度快,而且传播途径广,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威胁着猪的健康生长。本文主要分析了猪支原体

肺炎的病原学,流行病学特点,阐述了常见的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法,期望为猪支原体肺炎的更有效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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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pig farming scale, the probability of various disease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normal growth of pigs, but also greatly reduces the breeding efficiency and 

hinder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mong them,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 pneumonia, 

as a frequently occurring disease, not only spreads rapidly but also has a wide range of transmission routes, which 

can rapidly sprea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reaten the healthy growth of pig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etiology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 pneumonia, elaborates on 

common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methods, and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 of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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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猪支原体肺炎又称猪气喘病,是由猪肺炎支原体引起的一

种呼吸道传染病。患有该疾病的猪会表现出明显干咳和气喘,

解剖时可以发现其肺部出现明显的病理特征,威胁着猪的生长。

作为一种全球性疾病,给养猪业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深入研究其治疗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猪支原体肺炎的病原学特点 

猪支原体肺炎的病原学特点主要体现在其病原体的特殊性

上。该病的病原体是猪支原体,是一种独生能力强,繁衍能力强

的原核微生物,尤其是在低温环境下,肺炎支原体具有较高的耐

受性,能保存很长时间且不会失去活性。猪支原体肺炎介于病毒

和细菌中间,主要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是一种传播速度非常快

的疾病,很容易在猪群中爆发,对于诊断和治疗而言具有一定的

挑战。同时,猪支原体肺炎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较高,其病原体

对抗生素的敏感度较高,因此,无论是温度、湿度、光照等外部

因素,还是药物使用,都会对其活性和生存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素对其活性和存活有较大影响[1]。 

2 猪支原体肺炎的流行病学特点 

猪支原体肺炎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是一种全球性疾病。在

养殖过程中,无论是规模化的养猪场,还是个体散养户,都会受

到猪支原体肺炎的威胁,尤其是在饲养密度较大的养殖环境下,

该疾病爆发的概率会进一步增加,一旦发病,会迅速在养殖场蔓

延扩散,影响猪的正常生长。在一些个体散养户中,通常会因为

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而引发猪支原体肺炎的发生。猪支原体肺

炎的发病率与猪的年龄密切相关。任何年龄段的猪均有感染该

疾病的风险,其中,仔猪由于自身各项机能不完善,免疫系统尚

未发育完全,抵抗力较差,更容易感染该疾病。尤其是在冬天和

春天两个季节,由于气温变化大,很容易增加患有该疾病的概

率。此外,如果猪舍通风不良也会增加猪支原体肺炎感染的风险,

使其在猪群中迅速传播。猪支原体肺炎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

传播,但是主要通过患病猪或者体内携带猪支原体肺炎病菌的

猪排出的分泌物进行间接感染,因为这些分泌物中会携带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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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原体,一旦接触很容易被感染。其次,当健康猪和患病猪共

同生活时,也可能会感染该疾病,例如健康猪和患病猪共用同一

个饲料槽、饮水器、栏杆等,也会感染该疾病。同时,猪支原体

肺炎还会通过空气、飞沫进行传播,当健康猪吸入含有病原体的

空气飞沫时,可能被感染[2]。 

3 猪支原体肺炎的诊断方法 

3.1临床症状观察 

猪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症状较为明显,在初期,患病猪会出现

明显的干咳,不连续,也不激烈,而且短暂而急促的,仔细观察可

以发现,病猪在咳嗽时,会因为用力胸部有轻微的起伏,呼吸也

会因为咳嗽显得慌乱,干咳过后会迅速恢复正常。同时,在发病

初期,患病猪的体温,精神,食欲等不会受到影响,因此不会有明

显症状,与其他正常猪在外观上差异不大,这也是为什么在患病

初期很难被发现的原因。随着病情的逐渐发展,患病猪的咳嗽次

数会越来越多,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一次。而且,咳嗽的

次数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当环境温度较低,空

气湿度较大,患病猪得呼吸道黏膜受到的刺激更大,咳嗽症状会

加剧。同时,在夜晚,由于周围环境比较安静,患病猪的身体和精

神也会更加敏感,这样的环境条件会加剧猪呼吸道的不适感,导

致咳嗽频繁。病情进一步发展时,患病猪可能会出现气喘症状。

此时,患病猪的呼吸节奏会变得又浅又快,每一次呼吸都显得十

分费力,腹部随着呼吸动作剧烈地起伏,呈现出典型的腹式呼吸

特征。这是因为病情加重影响了患病猪的正常呼吸,使之不得不

借助腹部肌肉力量来辅助呼吸。当病情发展到较为严重的阶段,

病猪会出现张口呼吸的现象。此时,病猪的鼻腔通气功能严重受

损,无法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只能通过大口大口地吸气,以

获取更多的氧气。同时,由于长时间遭受疾病的折磨,患病猪的

精神状态和食欲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逐渐开始出现精神不振,食

欲不佳等着你装,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也变得迟钝。当然,临床症

状观察法只是帮助养殖户进行疾病筛查,因为猪支原体肺炎的

很多症状会与猪流感、猪传染性胸膜炎等疾病的临床症状有所

相似,仅凭临床症状很难准确诊断猪是否感染了猪支原体肺炎。

为了确保诊断的准确性,避免误诊和误治,养殖人员和兽医需要

结合其他诊断方法,对病猪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估,以便及时采取

有效的治疗措施,控制疾病的传播和蔓延[3]。 

3.2病理剖检 

病理剖检主要是对疑似猪支原体肺炎的剖检,观察是否有

明显的病理变化。首先,患有猪支原体肺炎的病猪肺脏会有明显

的病变,通常情况下,患病猪肺脏的两侧会呈现出对称性的肉样

或虾肉样实变。并且颜色会从粉红色变成灰白色或者灰红色,

如同煮熟后的虾肉一般,肺部组织变得坚实,触摸较为坚硬,缺

乏正常肺脏的柔软和弹性。病变部位主要集中在心叶、尖叶、中

间叶及膈叶前缘。患有支原体肺炎的病猪,由于肺脏受损,心叶

结构遭到破坏,使得肺泡内充满了炎性渗出物,导致肺脏组织实

变。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受到猪支原体肺炎影响的部位表现出明

显的病理变化,而未发生病变的正常组织不会受到影响。这是由

于在病变过程中,炎症反应会局限在特定的区域内,并不会对周

围的组织造成广泛的侵害。这些病变部位与正常组织之间存在

着明显的界限,就像一道屏障将两者分隔开来。这种明显的界限

有助于在后续的病理诊断中更准确地判断病变的范围和程度,

也为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究疾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除

了肺脏之外,病死猪的其他器官组织等均不会出现明显的病变,

这也就说明,猪支原体肺炎主要影响的是猪的肺脏功能,尚未对

其他脏器产生明显的直接影响。但在对疾病进行全面评估时,

仍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避免遗漏潜在的病变。 

3.3实验室检测 

3.3.1血清学检测 

血清学检测是猪支原体肺炎的常用检测方法之一,通常情

况下,会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间接血凝试验,来检测猪血清

中的特异性抗体,以此来判断猪群是否感染过猪肺炎支原体。其

中,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是一种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检测方法,

在应用时,主要是将包被有猪肺炎支原体抗原的酶标板与待检

血清样本相结合,等待血清中的特异性抗体与抗原充分结合。然

后,洗去未结合的抗体,加入酶标记的二抗,使二抗与已结合的

一抗结合。最后,加入酶的底物溶液,观察颜色变化,通过酶标仪

测定吸光度值,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样本中特异性抗体的含量。

而间接血凝试验,主要是将红细胞致敏后与待测血清中的抗体

结合,观察红细胞的凝集情况来判断血清中是否存在特异性抗

体。这就要求在进行猪肺炎支原体检测时,首先将猪肺炎支原体

抗原偶联到红细胞表面,制成致敏红细胞悬液。然后,将待检血

清样本稀释并加入含有致敏红细胞的微量血凝反应板中,在适

宜的温度下孵育一定时间。如果血清中存在特异性抗体,就会与

致敏红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合,导致红细胞发生凝集现象。通过观

察红细胞的凝集程度和pattern,可以判断血清中抗体的滴度和

阳性情况。相较于其他检测方法,血清学检测方法操作简单,灵

敏度高,但是在检测过程中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影响最终

的准确性[4]。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最好结合其他诊断方法进行

综合判断,从而确定猪群是否感染猪肺炎支原体。 

3.3.2分子生物学检测 

分子生物学检测主要是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来进行检测

的,该技术具有非常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可以直接检测到猪肺

炎支原体核酸,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分离培养,所以可以快速得

到检查结果。其基本原理是在体外模拟DNA的复制过程,通过设

计针对猪肺炎支原体特异性核酸序列的引物,在热循环仪上进

行多次循环扩增,使目的基因片段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扩增,从

而达到检测的目的。目前,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已经成为猪支原体

肺炎诊断中较为常用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之一。通过采集病

猪的肺部组织样本,提取核酸后进行PCR检测,可以快速准确地

判断猪群是否感染猪肺炎支原体,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防控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4 兽医治疗猪支原体肺炎的主要方式 

4.1中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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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在治疗猪支原体肺炎过程中,中药治疗法是最为常见

的一种,虽然治疗效果较慢,但是副作用小,且不会产生抗药性。

例如,选择麻黄15g、杏仁15g、生石膏25g、甘草20g等精心配成

的中药方剂,可以起到明显的清肺止咳效果。其中,麻黄可以起

到宣肺平喘的作用,杏仁搭配,可以进一步增强止咳平喘的效

果。而生石膏具有清热泻火的作用,可以有效清除患病猪体内的

热邪,甘草的作用是使整个方剂的药效更加和谐统一。将这些重

要混合在一起,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还能相互协同,

提高治疗效率。在用药时,需要根据患病猪的病症进行,对于患

病较轻的病猪,可以每天服用两次,连续服用5～7天,便可以起

到明显的治疗效果。对于病症较为严重的猪,可以适当加大用

药次数,直至病情好转方可停止用药。如果在服药过程中,患

病猪出现其他症状,还应及时停止用药,并根据实际情况尽快

治疗[5]。 

4.2西药治疗 

在猪支原体肺炎治疗过程中,兽医通常会选择使用抗生素

进行治疗,如泰妙菌素,替米考星,盐酸林可霉素等。其中泰妙菌

素,对支原体肺炎可以起到较强的抗菌活性,是治疗猪支原体肺

炎的首选药物之一。在用药时,通常会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一

般每吨饲料用泰妙菌素100g,连续用药7～14天便可见效。替米

考星对猪肺炎支原体的治疗效果也非常明显,它不仅可以有效

缓解患病猪的临床症状,促进肺部病变的吸收,还有助于提高猪

的生长性能。通常情况下,每吨饲料用药100g替米考星,连续用

药7天便能起到明显的效果。而盐酸林可霉素主要是对猪肺炎支

原体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给药时,每吨饲料100g盐酸克林霉

素。通常情况下,盐酸克林霉素会与中药方剂联合应用,有助于

增强治疗效果[6]。但是作为抗生素药物,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为了起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并

根据患病猪的体重、病情等确定最终的药量,确保最终的治疗

效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猪支原体肺炎虽然不会对猪产生致命威胁,但是

会影响猪的健康生长和发育。治疗不及时,同样会给养殖户带来

严重的损失。对此,需要根据患病猪的临床症状和病症情况,融

合中医、西医等治疗方法,降低该疾病对猪的健康影响,为猪的

正常生长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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