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４，４８（１２）：６１～６５ ／车艳杰，等 中国兽药杂志

我国市场上猪支原体肺炎疫苗现状及应用效果

车艳杰，王勇鶼，柳舒航，王贵华∗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动物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９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９－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２８０ （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６１－０５　 ［中图分类号］Ｓ８５９．７９＋ ７

［摘　 要］ 　 根据我国产品注册情况，从疫苗的制备技术、免疫程序及免疫效果三个方面对国内报

批、销售的猪支原体肺炎疫苗进行了比较研究，并简要分析了各疫苗产品的特点，以期为我国猪支

原体肺炎疫苗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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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支原体肺炎是由猪肺炎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ｈｙｏ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Ｍ． ｈｙｏ） 引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

传染病，在我国也称为猪喘气病。 该病一般不引

起猪只死亡，但容易继发其他呼吸道病原的感

染，给猪场带来巨大的隐形损失 ［１－２］ 。 据初步统

计，该病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４０ 亿元 ［３］ ，接种疫苗是防控该病的重要途径之

一。 疫苗的使用能显著降低猪只肺炎病变率和

猪群支原体感染水平，提高日增重 ２％ ～ ８％，提
高饲料转化率 ２％ ～ ５％，减少继发感染，降低动

物死亡率，节约治疗费用 ［４－５］ 。 本文主要从猪支

原体肺炎疫苗的制备技术、免疫程序及免疫效果

三个方面对国内报批、销售的疫苗产品进行了

综述。
１　 猪支原体肺炎疫苗研究概况

目前，市场上主要使用的猪支原体肺炎疫苗为

常规全菌体疫苗。 研究人员试图使用猪肺炎支原

体主要抗原膜蛋白 Ｐ９７、Ｐ１１０、Ｐ４６ 和 Ｐ３６ 等［６－７］，
作为抗原制备具有一定保护率的的疫苗，但由于猪

肺炎支原体特异保护性抗原的不确定性，并未获得

成功的亚单位疫苗。 常规的全菌体疫苗包括弱毒

活疫苗及灭活疫苗，其中弱毒活疫苗需要胸腔、鼻
腔或肺内注射，免疫期长，预防效果显著；灭活疫苗

通过肌肉注射，临床使用方便，免疫效果良好，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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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临床上较经常使用［４］。 国外许多动物保健公司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成功研制出猪支原体肺炎

灭活疫苗，并投入市场，疫苗在仔猪 ７ 日龄和 ２１ 日

龄进行两次免疫接种。 随后研制出的猪支原体肺

炎单次免疫灭活疫苗，给临床上带来极大便利。 我

国从 ５０ 年代起，各大科研院所开展了该病的疫苗

研制工作，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于 ｌ９８８ 年率先成功

研制猪喘气病弱毒活疫苗，免疫保护达 ７０％ 以

上［８］；２００６ 年江苏省农科院和南京天邦成功注册

猪支原体肺炎活疫苗产品。
近几年，随着养殖业的发展及科研力度的加

强，国内对该疫病的防控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也
相应进行了一些灭活疫苗的研究，并初步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
２　 国内注册的猪支原体肺炎疫苗

２．１　 基本情况

２．１．１　 猪支原体肺炎活疫苗　 国内自主研发获得

注册的产品有 ２ 个，分别为江苏省农科院畜牧兽医

研究所研究开发的猪支原体肺炎活疫苗（１６８ 株）、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研究开发的猪肺炎支原体活

疫苗（ＲＭ４８ 株）。 猪肺炎支原体 １６８ 株是由江苏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于 １９７９ 年在甘肃省分

离，经 ３ 次克隆化培养，无细胞培养 ３４０ 代次，人工

致弱的弱毒菌株，采用该菌株作为抗原制备成活疫

苗。 该疫苗可产生较强的局部黏膜免疫力和细胞

免疫力，肺内 １ 次注射，２ 周内可产生保护力。 猪支

原体肺炎活疫苗（ＲＭ４８ 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

告）是由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与齐鲁动物保健品有

限公司等 １０ 家单位联合注册，该疫苗为冻干活疫

苗，通过鼻腔或胸腔方式接种，１ 次免疫，能够有效

预防猪支原体肺炎引起的猪喘气病。
２．１．２　 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　 由国内代理机构

代为报批的进口灭活疫苗有 ８ 个。 哈药集团“瑞倍

适”系列产品使用的是新型佐剂爱菲金，该佐剂含

有 ４．５％的矿物油，油滴细小，比传统油佐剂增加

５０％的吸附面积，具有更大的抗原结合面积，增强

免疫应答；英特威“安百克”保留了 １５ 种猪肺炎支

原体抗原蛋白，使用 Ｅｍｕｎａｄｅ 水包油佐剂；辉瑞“瑞
富特”采用专利水质佐剂 Ｃａｒｂｏｐｏｌ，２４ ｈ 启动免疫，
３ ｄ 后产生有效保护；普泰克“喘泰克”为 Ｐ 株亚单

位疫苗，免疫印迹证实抗原齐全、纯净，采用抗原浓

缩技术，每次免疫仅需 １．０ ｍＬ，使用了非油质佐剂

ＱＳ－２１；勃林格“茵格发”为全球首创单针猪喘气病

疫苗，使用专用佐剂“茵培莱”，具有最佳的生物降

解性，免疫后无任何不良反应；海博莱以左旋咪唑

和 ｃａｒｂｏｍｅｒ 作为佐剂，左旋咪唑起免疫增强的作

用，树脂起缓慢释放抗原作用，从而产生双重效力；
梅里亚公司的猪肺炎支原体灭活疫苗采用抗原性

好的猪肺炎支原体 ＢＱ１４ 株及阻断支原体感染的菌

膜蛋白抗原，双效抗原提升了疫苗保护力，采用可

快速释放抗原的水性氢氧化铝胶作佐剂，应激小，
对 ３ 日龄仔猪免疫注射依然安全，且能快速诱导机

体产生抗体。 国内注册猪支原体肺炎疫苗产品菌

株及佐剂详情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国内注册猪支原体肺炎疫苗产品基本情况

疫苗 厂家 产品 菌株 佐剂

灭活疫苗

哈 药 瑞倍适 ／ 瑞倍适－旺 ＲｅｓｐｉＳｕｒｅ ／ ＲｅｓｐｉＳｕｒｅ－Ｏｎｅ Ｐ－５７２２－３ 株 爱菲金

英特威 安百克 Ｍ＋ＰＡＣ Ｊ 株 Ｅｍｕｎａｄｅ 水包油

辉 瑞 瑞富特 ＲｅｓｐｉＦｅｎｄ Ｐ－５７２２－３ 株 Ｃａｒｂｏｐｏｌ

普泰克 喘泰克 ＭｙｃｏＧａｒｄ Ｐ 株亚单位 ＱＳ－２１

勃林格 茵格发 Ｉｎｇｅｌｖａｃ Ｍ．ｈｙｏ Ｊ 株 茵培莱

海博莱 喜宜丰 Ｍｙｐｒａｖａｃ Ｓｕｉｓ Ｊ 株 左旋咪唑＋树脂

梅里亚 猪克喘 ＳｐｒｉｎｔＶａｃ ＢＱ１４ 株 氢氧化铝

活疫苗
南京天邦 支必宁 １６８ 株 复合物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 ＲＭ４８ 株 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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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免疫程序及免疫持续期

２．２．１　 猪支原体肺炎活疫苗　 猪支原体肺炎活疫

苗（１６８ 株） “支必宁” 采用肺内注射，由右侧肩

胛后缘 ２ ｃｍ 肋间隙进针注射接种，每头接种 １
头份。 仔猪 ５ ～ ７ 日龄免疫一次即可。 强阳性猪

场在 ６０ ～ ８０ 日龄二免，效果更好。 疫苗正确接

种一次，免疫后 ２ 周产生保护力，１ 个月抗同群

感染，２ 个月抗强毒感染，免疫期长达 ６ 个月。
猪支原体肺炎活疫苗（ ＲＭ４８ 株）通过鼻腔或胸

腔方式接种，鼻腔接种 ２ 头份或猪胸腔接种 １ 头

份，免疫期为 ６ 个月。

２．２．２　 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　 肌肉注射，操作简

便，可分为两针免疫和一针免疫。 两针法免疫，一
般免疫程序为 １ ～ ２ 周龄首免，肌肉注射 １． ０ ～
２．０ ｍＬ，间隔 ２ 周后进行二免肌注 １．０ ～ ２．０ ｍＬ，免
疫期为 ６～９ 个月；一针法免疫，免疫程序为 １～３ 周

龄或以上肌肉注射 １．０ ～ ２．０ ｍＬ 疫苗，免疫持续期

达 ４～６ 个月。 一针法免疫需要较少的人力，应用

更方便，免疫效果与两针免疫相当，目前应用较

多［９］。 可进行一针免疫的疫苗有哈药的“瑞倍适－
旺”，勃林格的“茵格发”，海博莱“喜宜丰”。 国内

注册的灭活疫苗免疫方法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免疫程序及免疫期

厂 家 商品名 免疫程序 免疫持续期

哈 药

瑞倍适－旺
ＲｅｓｐｉＳｕｒｅ－Ｏｎｅ 一针免疫：１ 周龄或以上猪，每头 １ 头份 ２．０ ｍＬ ６ 个月

瑞倍适
ＲｅｓｐｉＳｕｒｅ 两针免疫：首免 １ 周龄，间隔 ２ 周二免，每次 ２．０ ｍＬ ／ 头 ６ 个月

英特威
安百克
Ｍ＋ＰＡＣ 两针免疫：首免 ７～１０ 日龄，间隔 ２ 周二免。 每次 １．０ ｍＬ ／ 头 ４ 个月

辉瑞
瑞富特

ＲｅｓｐｉＦｅｎｄ 两针免疫：首免 ７～１０ 日龄，２～３ 周二免。 每次 ２．０ ｍＬ ／ 头 ６ 个月

普泰克
喘泰克

ＭｙｃｏＧａｒｄ 两针免疫：首免 ２ 周龄，４ 周龄二免，每次 １．０ ｍＬ ／ 头 ／

勃林格
茵格发

Ｉｎｇｅｌｖａｃ Ｍ．ｈｙｏ 两针免疫：首免 ２ 周龄，４ 周龄二免，每次 １．０ ｍＬ ／ 头 ４ 个月

海博莱
喜宜丰

Ｍｙｐｒａｖａｃ Ｓｕｉｓ
一针免疫：７ 日龄以上猪，每头 １ 头份 ２．０ ｍＬ；两针免疫：猪肺炎支原体高发地区 ７ ～ １０
日龄首免，１５～２１ 日龄二免，每次 ２．０ ｍＬ ／ 头 ／

梅里亚
猪克喘
ＳｐｒｉｎｔＶａｃ

两针免疫：首免 ５ 日龄，３～４ 周龄二免，每次 ２．０ｍｌ ／ 头；１ 针免疫：１０ 周龄中晚期育肥猪
紧急接种，每头 １ 头份 ２．０ ｍＬ ／

２．３　 疫苗免疫效果评价　 疫苗免疫保护效果主要

从免疫攻毒保护、刺激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水

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其中肺炎病变评分与肺炎

病变减少率是免疫效果评价的主要指标［４］，也可以

对疫苗产品主要经济指标生长性能方面进行比较。
猪肺炎支原体的免疫应答主要以细胞免疫为

主［１０］，局部粘膜免疫和被动免疫（如母源抗体）也

证明了能抵御猪肺炎支原体感染，阻止肺炎病变的

恶化，但目前未有研究表明猪支原体肺炎疫苗免疫

效果与血清抗体水平具有相关性。
各厂家生产的疫苗产品免疫攻毒试验均能显

著降低肺炎病变，起到较好的免疫保护效果，有些

疫苗产品还能显著提高动物生长性能，增加经济效

益。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但是目前疫苗产品对种母猪研究报道较少，妊娠

后期疫苗接种一方面能降低支原体垂直传播可能性，
另一方面能提高仔猪母源抗体水平抵御支原体感

染。 有研究表明，怀孕母猪在产仔前 ３～５ 周进行免

疫，其仔猪断奶时肺炎支原体感染数量相对较少［２１］。
Ｔｈａｃｋｅｒｓ 等 １９９８ 年对美国销售的勃林格“茵

格发”、英特威“安百克”、普泰克“喘泰克”、辉瑞

“瑞倍适”、富道“瑞富特”５ 个同类产品进行了免疫

比较实验，结果表明 ５ 种疫苗产品免疫动物后，均
能显著减少试验动物肺炎病变，各免疫组间肺炎病

变率差异不显著。 在 ５ 个疫苗中，有 ２ 个疫苗的完

全保护率（０ 肺炎病变）相对较高为 ４０％；１ 个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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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以下肺硬变率试验动物数量仅为 ５０％，另 ２ 个

疫苗产品均达到 ８０％以上［４］。
Ｌｅｅ 等通过 ＩＦＮ－γ 检测、淋巴细胞刺激试验和

延迟型过敏反应试验，比较 ３ 种商业支原体疫苗诱

导机体产生细胞免疫水平。 结果表明，“瑞倍适－
旺”产生较强的细胞免疫反应，且 １ 周龄单次免疫

优于 ３ 周龄免疫［２２］。 邓衔柏等进行了“茵格发”和
“瑞倍适”对猪血液 ＩＦＮ－γ 和生产性能影响比较研

究，结果疫苗组血清中 ＩＦＮ－γ 均比非免疫组高，各
疫苗组肺炎病变评分均显著低于非免疫组（Ｐ≤
０．０１），各阶段日增重、饲料转化率均比对照组高，
死亡率低，治疗成本显著降低（Ｐ≤０．０１） ［２３］。

表 ３　 国内注册产品免疫效果

疫苗企业 肺炎病变评分 肺炎病变率 生长性能

企业 １
Ｍａｄｅｃ 和 Ｋｏｂｉｓｃｈ 评分法：对照组 ９．７ ～
１３．５ 分；免疫组 ５．５～７．５ 分［１１］ 肺炎病变率减少 ４３．３％～４７．１％ 料重比降低 ６．０４％～９．２１％

企业 ２
对照 组 肺 炎 病 变 率 ７． ２％， 免 疫 组
０．９％～１． １％，肺炎病变率减少 ８５％ ～
８８％

屠宰时，免疫组比对照组平均日增重增

加了 ５．５％［１２］

企业 ３
Ｈａｎｎａｎ 评分法：对照组 ３．０９ 分，免疫组

１．８１ 分［１３］
肺炎病变率减少 ５７．４％ ～６６％［１４］ ；病理
变化减轻 ８０％

提高生长速度 ２０ ～ ７０ｇ ／ ｄ，降低料肉比

０．１～０．３［１５］

企业 ４ ０～５ 分评分系统：对照组平均得分 ０．８６
分，一针免疫组得分为 ０．３７ 分。

一针法：肺炎病变减少 ７７．８％～ ９９．３％；
两针法：肺炎病变减少 ９３％［１６］

育肥阶段体重比对照组增加了 ７ ～
４２ ｇ ／ ｄ［１７］

企业 ５
对照组肺炎病变平均分为 ７．０ 分；免疫

组为 ５．６ 分［１８］
对照组肺炎病变率 ７３．９％；免疫组肺炎

病变率 ５６．２％［１８］

企业 ６ 对照组肺炎病变率均值为 １７．９％；免疫
组为 １．８５％ 免疫组比对照组平均每头增重 ８．４６ ｋｇ

企业 ７ 肺炎病变减少 ７８．９％［２０］ 日增重提高 ５．２５％［１９］

企业 ８ 对照组肺部病变平均得分为 ７． ５７ 分，
免疫组为 ３．９１ 分

肺炎病变记分值减少 ４８．３％
免疫组屠宰时比对照组平均重 ７．３ ｋｇ，
增重 ８％，饲料消耗量减少 ５． ５ ｋｇ ／ 头，
饲料转化率改善 ０．３

企业 ９
两针法免疫组得分为 ３．６ 分，１ 次法为

５．０ 分；对照组平均得分为 ６．１ 分［２０］

免疫组均能显著提高猪群生长速度，２
针法 各 经 济 参 数 均 优 于 １ 次 法 免

疫［２０］ 。 １ 针法免疫组比对照组平均增
重 １８ ｇ ／ ｄ

３　 展 望

猪肺炎支原体能诱导呼吸道疾病继发感染，
在猪呼吸综合征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效控制猪肺

炎支原体的感染，有利于减少呼吸综合征带来的

经济损失。 在许多国家，有超过 ７０％的猪群使

用猪支原体肺炎疫苗对该病进行防控 ［２４］ 。 根据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疫苗批签发的数量统计，我
国该疫苗的使用率仅为 ２０％左右，这与我国猪

支原体肺炎疫苗产品研发相对滞后有关。 从疫

苗临床应用效果看，弱毒疫苗、灭活疫苗均能显

著减少试验动物肺炎病变，疫苗间没有明显的差

异。 目前，有多家生产猪支原体肺炎疫苗，其中

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有 ２ 个，均为弱毒活疫苗，
其余均为进口注册的灭活疫苗。 为了提高猪支

原体肺炎疫苗市场的竞争力，还需要对弱毒疫苗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加快灭活疫苗及其相应联

苗的研究，使产品尽快投放市场，更好地为我国

疫苗市场有序竞争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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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６： ２０－２２．

［２４］ Ｍａｅｓ Ｄ， Ｓｅｇａｌｅｓ Ｊ， Ｍｅｙｎｓ Ｔ，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ｈｙｏ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ｉｇｓ ［ Ｊ］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２６： ２９７－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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