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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萎缩性鼻炎的微生物学诊断与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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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从某猪场猪萎缩性鼻炎病料中分离到一株细菌, 经形态与染色特性、培养特征、生化试验、动物致

病性试验、溶血性试验证实为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 该菌对庆大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等抗生素敏感, 对羧苄青霉

素、氨苄青霉毒、痢特灵、红霉素等抗生素不敏感; 对豚鼠有致病性, 对小白鼠无致病性。以该菌制备的油佐剂灭活

疫苗对免疫猪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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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是由波氏杆菌引起的一种

重要的猪传染病, 严重影响养猪业的发展, 特别是对

集约化饲养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由于本病为慢性

传染病, 治疗比较困难, 目前防制本病主要是用自家

分离菌制备油佐剂灭活苗来预防, 可有效控制该病

的流行。1997 年 5 月宁夏某猪场发生一种以 2～ 3

月龄猪多发的以萎缩性鼻炎为主要特征的接触性传

染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打喷嚏、呼吸困难、鼻腔流脓

性粘液或清液, 鼻发痒、乱拱地、个别鼻甲骨严重萎

缩, 面部变形或歪斜, 鼻向上翘起, 上下门齿错开、不

能正常咬合, 眼分泌物增多, 活动减弱、不愿采食, 体

温正常、皮毛不整齐。从一二对前臼齿间锯成横断

面, 可见鼻粘膜红肿、有出血点、分泌物增多、鼻道脓

液多有恶臭且有糜烂, 鼻甲骨卷曲、软化、萎缩、鼻中

隔弯曲变形。以棉拭子采取鼻腔后部脓性分泌物进

行微生物学诊断,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　料

　　普通肉汤、普通琼脂平板、鲜血琼脂平板、麦康

凯琼脂平板、马铃薯琼脂平板及各种糖发酵管、邓亨

氏蛋白胨水、葡萄糖蛋白胨水、西蒙氏柠檬酸钠琼脂

斜面、石蕊牛乳、三糖铁琼脂斜面等生化试验用培养

基均为本室自制; 药敏纸片, 购自上海市医学化验

所, 批号 9611; 鸡、羊、鼠等动物红细胞为本室自制。

1. 2　方　法

1. 2. 1　样品采集　病猪剖检后, 用无菌棉拭子采集

鼻腔后部脓性分泌物, 放入无菌肉汤中涮洗棉签, 肉

汤用于接种。

1. 2. 2　细菌分离　用肉汤分别划线接种麦康凯琼

脂平板、鲜血琼脂平板、马铃薯琼脂平板、普通琼脂

平板, 37 ℃、24～ 48 h 有氧培养, 分别生长不同性状

菌落。

1. 2. 3　细菌鉴定　用已纯化的分离菌进行常规生

理生化鉴定及药敏试验、溶血性试验和动物致病性

试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结　果

2. 1. 1　生长表现特征　鲜血琼脂平板: 菌落中等大

小、乳白色、略带暗灰色、边缘不整齐、凸起、表面粗

糙、湿润, 呈 Β溶血。麦康凯琼脂平板: 菌落较血平板

小, 无色、细小、凸起、光滑湿润、边缘整齐、透明状有

粘性。马铃薯琼脂平板: 菌落为绿色, 圆形中等大小,

边缘不整齐, 表面光滑, 24 h 后由绿色变为黄棕色

或微带绿色。在马铃薯琼脂平板连续传 2～ 3 代菌落

绿色消失, 变为无色。普通琼脂平板: 菌落小、扁平,

暗灰色, 圆形, 边缘整齐, 表面粗糙, 有粘性, 较麦康

凯平板上粘性差。普通肉汤: 培养 24 h 呈浑浊状, 表

面形成厚菌膜, 有臭味, 肉汤未变绿色, 继续培养仍

未变绿色。

2. 1. 2　形态特征　为革兰氏阴性杆菌, 散在排列,

类似大肠杆菌, 无芽胞、无鞭毛、无荚膜, 个别菌有两

极着色现象。不运动, 镜下菌体大小差异显著。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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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马铃薯琼脂平板生长的菌形态较大, 有时可看

到微荚膜, 两极着色明显。

2. 1. 3　生化试验　按《兽医微生物实验实习指导》

中的方法〔1〕进行, 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可以看

出, 分离菌的生化试验结果与波氏杆菌相符合。

2. 1. 4　药敏试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

出, 分离菌对链霉素、庆大霉素、新霉素、卡那霉素高

度敏感, 因而发病初期可考虑用这几种抗生素做紧

急治疗。

2. 1. 5　溶血性试验　分别用鸡、羊、鼠、兔、猪等动

物的血液及人的O 型血液制成鲜血琼脂平板, 观察

该菌在血平板上的溶血情况, 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知, 该菌在生长过程中能产生溶血素。

表 1　分离株生化试验结果

T able 1　B iochem ical test resu lts of the iso la te

测定项目
Iden tification

结果
Resu lt

葡萄糖 Gluco se —
乳糖 L acto se —
麦芽糖M alto se —
甘露糖M anno se —
M 2R 试验M etthyl red test -

V 2P 试验 V oges2p ro skauer test -
硝酸盐还原 Return ing n itrate +
柠檬酸盐利用U se citrate +
尿素酶分解U rease decompo sit ion +
过氧化氢酶 Cattalase +
石蕊牛乳产碱L itm us m ilk p roduse alkali +
氧化酶O xidase +

三糖铁斜面ö底部及H 2S 产生
T ilted sideöBo ttom and p roduse H 2S

红色加深ö红色
Red heaviedö

red H 2S-

表 2　分离株药敏试验结果

T able 2　R esu lts of drug sensit ivity test on the iso la te

抗生素种类
T ype of an tib io tic

抑菌环直径 d ömm
D iam eter of

inh ib ito ry ring

敏感度
Sensit ivity

抗生素种类
T ype of an tib io tic

抑菌环直径 d ömm
D iam eter of

inh ib ito ry ring

敏感度
Sensit ivity

链霉素 Strep tom ycin 19 高度敏感
H igh sensit ive

丁胺卡那Am ikacin 9 中度敏感
M iddle sensit ive

氧哌嗪青霉素
P iperaciu in

8 中度敏感
M iddle sensit ive

新霉素N eaom ycin 17 高度敏感
H igh sensit ive

头孢唑啉 Cetazo lin 2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妥布霉素 Tobram ycin 7 中度敏感
M iddle sensit ive

先锋Î 号 Cephalo spo rin 2. 5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红霉素 E ryth rom ycin 5 中度敏感

M iddle sensit ive

庆大霉素 Gentam ycin 18 高度敏感
H igh sensit ive 痢特灵 Furazo lidone 4. 5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万古霉素V ancom ycin 3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卡那霉素 Kanam ycin 20 高度敏感

H igh sensit ive

羧苄青霉素
Carbein icillin 3. 5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麦迪霉素M edem ycin i 3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苯唑青霉素O xacillin 4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磺胺 Sulfonam ides 3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氯霉素 Ch lo ramphen ico l 2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磺胺+ TM P
Co trimoxazo le (co s) 4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氨苄青霉素Amp icillin 1. 5 中度敏感
M iddle sensit ive

头孢拉定 Ceph iadine 2. 5 不敏感
N o sensit ive

　　注: d≥10 为高度敏感, 10> d≥5 为中度敏感, d < 5 为不敏感。

N o tes: d≥10 h igh sensit ive, 10> d≥5 m iddle sensit ive, d < 5 no sensit ive.

表 3　分离菌溶血性试验结果

T able 3　H emo lytic test resu lts of the stra in

血液来源
Source of b lood

鸡
Ch icken

羊
Sh ip

鼠
M ouse

兔
Rabbit

猪
P ig

人
Peop le

结果
Resu lt

Α溶血
Αhemo lysis

Α溶血
Αhemo lysis

Α溶血
Αhemo lysis

Α溶血
Αhemo lysis

Β溶血
Βhemo lysis

Β溶血
Βhemo lysis

2. 1. 6　动物致病性试验

用该菌 24 h 普通肉汤培养物腹腔注射小白鼠

0. 2 mL ö只, 4 d 后未发现临床症状及死亡, 剖检分

离到该菌。腹腔注射豚鼠 0. 5 mL ö只, 注射后 40 h

出现临床症状, 表现为毛焦体缩、烦燥不安、毛竖立、

尖叫不止、不采食。死后剖检, 肝有出血、坏死、颜色

苍白、变脆软; 脾肿大出血、严重坏死、表面有一层白

色厚的假膜; 心脏有针尖状出血; 肺苍白、有萎缩变

性、黑色坏死灶, 间质肺水肿变大; 肠粘膜形成假膜;

腹腔内渗出液增多; 肠粘膜淋巴结肿大出血变为紫

黑色。并从豚鼠病料中分离到接种菌。

2. 1. 7　免疫与防制

对已发病但有治疗价值的猪, 选用敏感抗生素

2 种, 进行药物治疗。对全群未发病猪用波氏杆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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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剂灭活疫苗进行免疫预防, 菌种采用分离自该猪

场的“自家菌”波氏杆菌, 37 ℃培养 36 h, 获取菌液,

调整菌量为 3 000 亿ömL。用甲醛灭活, 白油佐剂乳

化, 使油佐剂苗含菌量为 1 500 亿ömL , 每头猪不论

大小均免疫 2 次, 间隔 7～ 10 d, 每次免疫剂量

2 mL ö头, 可有效地控制该猪场猪萎缩性鼻炎的流

行。

3　讨　论
1) 根据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剖检、细菌学

诊断及免疫防治结果, 确诊该猪场发生的以萎缩性

鼻炎为主要特征的传染病是由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

引起的疾病, 与达能太, 阎兴民等的报道相符[2 ]。

2) 在对该菌培养特性进行鉴定过程中, 作者发

现该菌具有较强的变异性, 即易于由强毒力的É 相

菌变异为弱毒力的Ê、Ë 相菌, 表现为初代分离物在

马铃薯琼脂平板和血平板上培养可产生绿色色素,

在普通琼脂平板及普通肉汤中生长不产生, 此特征

为强毒力的É 相菌的表现。随着在马铃薯平板上的

传代次数的增加, 3～ 5 代后便不再产生绿色色素,

表明该菌已变异为弱毒力的Ê、Ë 相菌, 这与《动物

微生物学》和《兽医微生物学》报道的一致[3, 4 ]。

3) 一般认为, 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正常时即存

在于成年猪的上呼吸道内, 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或有

其他病原菌如巴氏杆菌、放线杆菌、绿脓杆菌协同作

用时便可诱发该病的发生[5 ]。通过对该菌进行药敏

试验发现, 本菌对磺胺、氯霉素、红霉素、氨苄青霉素

等临床常用抗生素具有耐药性, 更进一步证明该菌

是猪体内正常存在的菌体而非初次侵入的病原。同

时在对病料进行涂片染色以及病原分离过程中均未

得到其他致病菌, 说明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单独作

用猪体是可以引起疾病的。

4) 参照《兽医生物制品学》[6 ]和童光玉[7 ]介绍的

方法, 采用分离菌株制备的自家疫苗, 对该猪场所有

猪连续免疫 2 次, 使该病的发病率由 30% 降至 2% ,

有效地控制了该病在猪场的发生和蔓延。作者认为,

为了根除该病, 应对已发病并有明显临床症状的种

猪和商品猪及时予以隔离治疗, 以控制该病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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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crob io log ic d iagno sis and con tro l of sw ine a t roph ic rh in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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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ra in w as iso la ted from a case of sw ine atroph ic rh in it is. Based on the resu lts of

mo rpho logy and sta in ing, cu ltu ra l character, b iochem ical test, an im al pathogen ic test and hemo lyt ic test, the
bacterium w as iden t if ied as Bo rdetella b ranch isep t ica. It is sen sit ive to gen tam ycin, st rep tom ycin,

kanam ycin and o ther an t ib io t ics and resistan t to carben icillin , amp icillin , fu razo lidone, eryth rom ycin and so

on. T he stra in show ed pathogen icity to gu inea p ig and no pathogen icity to mou se. T he inact iva ted vaccine
cu lt iva ted from th is iso la ted stra in has certa in p ro tect ion to imm un ized p igs.

Key words: sw ine; a t roph ic rh in it is; bo rdetella b ranch isep t ica; m icrob io logic d iagno sis; imm une and

con tr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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