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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讲述猪链球菌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诊断、免疫及实用
菌苗、防治措施等。
适于畜牧兽医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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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预防情况对本病的预防，20世纪50～60年代因以散发为主，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70年代初，本病的发生日益严重，在流行范围广泛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相应地采取了积极的预
防措施。
70年代中后期，福建省兽医科学研究所、中国兽药监察所和农业部成都兽医生物药品厂先后研制出猪
链球菌氢氧化铝甲醛灭活苗，每头猪肌内注射3～5毫升，注射后21天产生免疫力，保护率为75％～100
％。
该菌苗在福建、四川等本病流行地区进行区域试验，免疫注射猪200多万头，证明安全、可靠，收到较
好的预防效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科学研究所、广东佛山兽医专科学校（1978）、福建省兽医研究所（1977）分别
研制出G10-S115，ST-171，L-143弱毒菌株冻干苗，均具有注射剂量小、保护率高（80％～100%），注
射后14天产生坚强免疫力等良好效果。
这些安全、有效菌苗的应用，对本病的预防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综合预防方面，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相应地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
四川省由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牵头，组成了由四川农学院、荣昌畜牧兽医院、农业部成都兽医生物药品
厂和有关市、地兽医站参加的“四川省猪链球菌病科研协作组”，加强对本病预防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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