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血清學監測猪放線桿菌胸膜肺炎的型別 
猪胸膜肺炎是目前主要猪隻生產國家的重要猪呼吸道疾病，其病

原是猪放線桿菌胸膜肺炎(APP)菌。近來，血清學已廣泛的應用於猪

場內監測 APP 的感染情形。市售檢測套組是利用長鏈脂多醣

(LC-LPS-ELISA，稱 A 試劑)或是溶血素四型(ApxIV-ELISA，稱 B 試劑)

為抗原，偵測猪是否有猪放線桿菌胸膜肺炎的抗體。但是試劑的特異

性並非絕對，所以檢測的結果偶而會出現偽陽性。因此，需應用其他

的檢測方法，如細菌分離及聚合連鎖反應(PCR)等方法來確認，是否

有 APP 的感染。以 APP 的長鏈脂多醣為抗原，所生產的試劑可用來做

APP 血清型的分類，目前此檢測套組可將 APP 分類成 1-9-11、2、

3-6-8-15、4-7、5、10、12 及 13 等不同的血清型。另一種以 APP 獨

有的溶血素四型所做成的試劑，主要是用來鑑定 APP 所有型別的感染

情形。套組不能作分型的檢測。 

■實例甲 

甲場猪群是 APP 清淨的一貫猪場。以往使用 APP 血清學檢測時，

從未出現陽性反應。近來，在出售的肥育猪發現有 APP 血清型 1-9-11

型的抗體。首先在 30 個樣品中出現一個陽性血樣，經由再次的大量

樣品採集，在 80 頭肥育猪血樣中，以 A 試劑檢測出現 32 頭的陽性結

果，經由 B 試劑確認 7 頭陽性。然而現場死亡及屠宰的猪隻，並未出

現 APP 的典型臨床症狀。 

為證實血清學的確準性，從屠宰猪隻採集 21 個扁桃腺樣品，以

細菌分離及 PCR 等方法來做確認。結果發現，有 15 個樣品以二種方

法皆出現陽性。接著再採集 15 個樣品，以 PCR 檢測依然出現 6個陽

性反應。其中分離到生物型 1 型的 APP，最後經由 PCR 溶血素的分類，

得知此 APP 是屬於血清型 9型。雖然該場發現 APP 感染已有三年，但

是猪隻從未出現 APP 的臨床病例。 

為探討猪場何以未有 APP 病例，便以該場所分離的第 9型 APP 來

做無特定病原猪的攻毒實驗。實驗分成二組，第一組所用的猪隻，完

全無其他病原的感染，經攻毒後並未有病變的產生。然另一組在攻毒

前 7 週時，所用的猪隻先以黴漿菌攻毒，再經第 9 型的 APP 攻毒後，

攻毒猪隻的肺臟出現典型的肉眼病變。據此推論有些 APP 菌需有其他

病原同時存在，才會有病原性。 

國內猪隻黴漿菌感染的情形相當普遍，這也說明為何國內猪場發

生 APP 的比率相當高。對於有嚴重 APP 的猪場，除應使用 APP 的疫苗

外，尚需加強猪隻黴漿菌疫苗的免疫，以降低黴漿菌的感染率及後續

引發 APP 的可能性。 

■實例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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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例共有 15 個猪場，平時皆例行性的使用 A試劑，檢測是否有

第 1-9-11 及 2 型 APP 血清型的感染。結果顯示，場內並未有這二類

血清型的感染。然而再經 B套組來檢測，有一半的場出現陽性的反

應，因此應考慮使用其它方法來確認這些猪場是否為 APP 的清淨場。

此時，可再利用血清分型試劑來檢測是否有其它 APP 血清型的感染。

結果得知，不同場間分別有 3-6-8、4-7、5、10 及 12 等血清型的 APP

感染。與其他方法如細菌分離做比較，利用此二試劑來做診斷較為迅

速且省時及省人力。 

■實例丙 

丙例是肥育猪隻出現血清型第5型但母猪卻呈現血清型7型的反

應。該場場主考慮清除場內的 APP，使用 LC-LPS ELISA 來做母猪 APP

第 5 型別的調查，以確認其盛行率。調查結果令人訝異，30 頭母猪

血樣只有 2 頭呈現 APP 第 5 型的陽性反應，卻有超過 75%的母猪呈現

APP 第 7 型的抗體。外購的新母猪在進場後數週，也都發生 APP 第 7

型陽轉的現象。由此可知不同 APP 的血清型可同時存在同一猪場內。 

■實例丁 

丁例是肥育猪出現散發的 APP 1-9-11 血清型的病例。由 APP 清

淨場進猪的記錄與血清學、臨床症狀及屠宰猪肺臟的監控，可推論該

場應屬於 APP 的清淨場。該場例行性血清學檢測，肥育猪曾出現一頭

APP 1-9-11 血清型的陽性反應，但其讀值偏低接近疑陽性。經由細

菌分離鑑定結果得知，該菌株並非屬於猪放線桿菌胸膜肺炎，而是另

一種猪放線桿菌屬的細菌，導致某些 APP 型別的診斷試劑出現偽陽性

的反應。 

■結論與建議 

由上述的實例可知，猪場可利用此二種 APP 的檢測試劑，證明場

內是否有 APP 的感染。國內猪場感染 APP 的比率非常高，加上場內皆

混有猪黴漿菌、沙門氏桿菌、巴斯德桿菌及其他菌的感染，猪場一旦

發生緊迫因子時，尤其是日夜溫差變異過大時，常大量發生甚急性病

猪暴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因此，猪場應使用市售的 APP 疫苗來

預防此病的發生，而 APP 的血清型目前共有 15 型，不同型別間所產

生的抗體少有交叉保護的效果。因此，選用疫苗前應先確知場內 APP

的血清型，以免花費大量金錢及人力後又無法達到預防的效果。 

選用 APP 疫苗另需注意，不同型別間所產生的溶血素，也可能有

明顯的差異。澳洲研究指出，某知名疫苗廠宣稱其所生產的 APP 疫苗

含有第 3型的溶血素，可保護免疫猪隻不受 APP 溶血素的傷害。但猪

隻經該疫苗免疫一個月後，以該場所分離的第 15 型 APP 菌株作攻毒

試驗。結果顯示，並無完全的保護作用。主要原因是疫苗所用的血清

型是 1型，而澳洲所分離是屬於第 15 型，雖然此二型別皆可產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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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型的溶血素，但因不同血清型間尚有差異，故只能有部分的保護效

果。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針對國內 APP 血清型分型的調查結果顯

示，我國猪場內 APP 血清型以 1、2及 5 型較常見。國內可使用 ApxIV 

ELISA 試劑來做篩選的工作，若有出現陽性反應的場，再用 LC-LPS 

ELISA 來做感染場內的血清型分類。藉由此二種快速的檢測試劑，可

做大量的猪場 APP 篩選工作，且可建議猪場選用合適的疫苗型，以減

低猪場爆發 APP 的機率。 

（陳世平摘譯/陳啟銘審 J Swine Health Prod, 15(5):264-26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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