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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血液涂片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和细菌学检查 , 诊断为猪附红细胞体感染继发链球菌病。同时 ,介绍了该病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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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eptococci Disease Followed by the Infection of Swine Eperythrozoon
ZHONG Hua et al  (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Ani mal Science ,Xinxiang ,Henan 453003)
Abstract  Treptococci disease followed by the infectionof fatty pigs eperythrozoon, is not very commonin veterinary science . The study was to set up the
fast definite diagnosis by blood slice check ,freezing histologic slice of histology pathology check ,which not only obtained the val uable ti me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but also provided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rapeutic plan of the dis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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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初夏, 豫北某县一个大型猪场发生了以发病急、

死亡快和死亡率高为特征的传染病。

1  发病情况

早上喂料时所有猪只采食和饮水未见异常, 但中午喂料

时发现育肥猪突然减食, 个别精神沉郁、呆立, 食欲废绝, 喜

饮水, 体温升高至42 ～43 ℃, 当天傍晚有2 头育肥猪相继死

亡。第2 天早晨又有十多头育肥猪死于舍内。

2  临床表现

病猪精神极度沉郁, 呈昏睡状态。颈、耳朵、腹下及四肢

末端皮肤呈紫红色, 乳头、肛门周围发蓝, 有的猪只出现蓝眼

圈。体温升高至42 .5 ℃, 眼结膜潮红, 有出血斑 , 双眼流泪。

呼吸急迫, 鼻镜干燥, 鼻孔流出浆液性鼻液。

3  剖检变化

胸腔有大量黄红色混浊液体, 含有黄色纤维素絮状物。

心包液增多, 心肌柔软, 色泽变淡 , 呈煮肉样。不见心外膜与

心包膜粘连。肺脏膨大, 充血 , 表面可见出血斑点, 肺胸膜与

肋胸膜有片状的纤维素性粘连。肝脏边缘变厚 , 质地较硬。

胃肠粘膜及浆膜有散在出血点。脾脏明显肿大 , 呈暗红色 ,

质地较脆 , 被膜有点状出血, 切面隆起 , 结构模糊。全身淋巴

结水肿、出血, 尤其以肺门淋巴结、肠系膜淋巴结等内脏淋巴

结更为明显。

4  实验室检查

4 .1 血液涂片检查  采取心脏血液制作血液涂片, 自然干

燥, 以瑞氏( Wright) 染色法染色。显微镜下, 可见约60 % 红细

胞上附有附红细胞体, 有的呈点状, 有的呈杆状, 大多数呈新

月状; 一个红细胞上可有一个附红细胞体, 也可有2 个或3

个附红细胞体, 多的可达10 多个; 大多数附红细胞体位于红

细胞的边缘, 偶尔可见位于红细胞中央的附红细胞体。在血

液涂片上, 同时可见许多链球菌, 链球菌多为2 ～4 个排列成

短的链状, 也有数个在一起排列成较长的链, 甚至有时可见

排列呈树枝状( 图1) 。

4 .2 组织病理学检查  取颌下淋巴结、肺门淋巴结、肠系膜

淋巴结、肺脏及脾脏, 生理盐水洗涤, 冰冻切片,H.E 染色, 显

微镜观察并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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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淋巴结。显微镜下, 可见淋巴小结萎缩 , 周围组织和

弥散淋巴组织内网状细胞增生, 淋巴细胞减少 , 有大量红细

胞和嗜中性粒细胞浸润( 图2) ; 淋巴窦扩张 , 其内充满红细

胞、巨噬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 图3) 。

注 :R 为红细胞 ;E 为附红细胞体 ;S 为链球菌。

图1 血液涂片(1000×)

注 :PL 为周围组织 ;LN 为淋巴小结 ;R 为红细胞 ;

DT 为弥散淋巴组织。

图2 淋巴结(160×)

4 .2 .2 肺脏。显微镜下可见胸膜上附有大量的纤维素和白

细胞; 肺泡壁明显增厚, 肺泡隔内出现大量炎症细胞 , 毛细血

管扩张、充血, 有血栓形成 , 肺泡腔内有大量浆液性渗出物 ,

浆液性渗出物中含有脱落的肺泡上皮细胞、嗜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和红细胞( 图4) 。

4 .2 .3 脾脏。显微镜下, 可见中央动脉扩张、充血, 内皮细

胞肿胀、脱落, 管壁变薄; 脾小体数量减少, 萎缩、变小, 动脉周

围淋巴组织鞘变薄, 并有红细胞、嗜中性粒细胞浸润( 图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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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CS 为淋巴窦 ;T 为小梁 ;DT 为弥散淋巴组织 ;R 为红细胞。

图3 淋巴结(160×)

注 :A 为肺泡 ;B 为毛细血管内的血栓 ;AS 为肺泡隔。

图4 肺脏( 160×)

注 :A 为中央动脉 ;LS 为淋巴组织鞘。

图5 脾脏( 160×)

4 .3 细菌学检查  取无菌血液接种于血液琼脂平板上,37

℃恒温箱中培养。24 h 后检查发现, 菌落呈灰白色、半透明、

露珠状 , 菌落周围呈β型溶血。涂片染色后, 在显微镜下可

见典型的链球菌。

5  诊断

根据血液涂片、组织病理学变化和细菌学检查, 诊断为

附红细胞体感染继发链球菌病。

6  防治

6 .1 消除传染源 对猪舍、用具等进行认真清理, 清除猪舍

内粪便及污物。对患病死亡的猪进行深埋处理。全场用新

洁尔灭进行消毒, 每天1 次, 连续数日直至猪群转为正常。

同时, 加强饲养管理, 消除各种应激因素。

6 .2 抗菌素治疗 隔离饲养出现临床症状的猪, 应用氨苄

青霉素治疗。氨苄青霉素( 钾) 钠30 000 U/ ( kg·次) , 以灭菌

生理盐水溶解后肌肉注射, 3 次/ d 。同时 , 新砷凡纳明( 九一

四) 25 .0 mg/ kg 溶解于葡萄糖生理盐水中, 静脉注射。间隔2

d 重复1 次, 连续应用2 次。饲料中添加氧四环素500 mg/ kg ,

全场所有的猪进行预防和治疗。

6 .3  紧急接种 以链球菌灭活苗对假定健康猪群进行紧急

接种。1 周后, 病情得到控制, 猪群逐渐恢复正常。

7  讨论

7 .1  猪附红细胞体病 附红细胞体病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

疾病, 只有受到强烈应激的猪才会出现明显临床症状[ 1 - 2] 。

隐性感染病畜既不表现症状, 又无肉眼可见病理变化, 一般

只能通过微生物学和血清学方法才能检查出来[ 2] 。隐性感

染的猪和猪血液中含有猪附红细胞体而长期带菌[ 3] 。

因此, 笔者认为该猪场内的猪群在出现临床症状和发生

死亡前, 就已经普遍存在猪附红细胞体的隐性感染。猪群的

抗病能力下降, 使猪对其他病原菌的易感性增加, 从而导致

链球菌感染而发病。

7 .2 链球菌病 该病为一种急性、败血性传染病, 在某些地

区呈地方流行性, 甚至为爆发性[ 4] 。该病一年四季均可发

生, 但5 ～11 月发生较多。大小猪只均能感染发病, 以断奶

仔猪和育肥猪多见。链球菌一般要在多种诱因作用下才可

能引起动物发病, 如饲养管理不当、环境卫生差、夏季气候炎

热干燥、冬季寒冷潮湿、遗传因素等[ 2] 。笔者认为该猪场猪

群存在附红细胞体的隐性感染, 从而干扰甚至破坏红细胞及

血液中其他成分的功能[ 6] , 使猪的抗病能力下降, 对各种病

原体的易感性增强, 最终导致了链球菌病的发生和流行。

7 .3  附红细胞体感染继发链球菌病的诊断 由于附红细胞

体感染继发链球菌病的病猪临床上缺乏特征性症状, 而且链

球菌病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易与败血型猪丹毒、李氏杆菌

以及其他败血性传染病相混淆, 故较难做出诊断[ 5] 。因此 ,

当发生该病时, 应尽早进行血液或病变组织实验室检查。

7 .4  加强对猪附红细胞体病的监测  在附红细胞体病流行

的地区, 各养猪场应对猪群进行定期抽样检查。发现有附红

细胞体感染时, 应及时消除隐性感染给猪群造成的应激。

7 .5  制定科学免疫程序  附红细胞体可以使猪的抗病能力

大幅度下降, 而很少引起临床症状。在猪只受到应激因素刺

激, 如寒冷、炎热、产仔、病菌( 巴氏杆菌、链球菌等) 及病毒

( 猪瘟病毒、伪狂犬病毒等) 感染时, 就会出现较为复杂的临

床症状。因此 , 猪场应根据当地猪传染病流行情况, 制定科

学、有效的免疫程序, 全面提高猪群的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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