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0年第 11期

肠道内的有益菌含量大规模增加，从而良好地抑菌

和灭菌。治疗时剂量要远大于预防剂量，才能使得

有益菌迅速占据整个胃肠道。在治疗效果方面，使

用生物饲料治疗仔猪腹泻，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

仅使用生物饲料进行治疗的治愈率为 85%以上，而

配合其他药物共同治疗的治愈率为 98%以上[3]。

4 使用生物饲料的注意事项

生物饲料是一种由活菌组成的制剂，在保存和

使用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活性及对消化道的耐

受性、菌群是否适宜在肠道内定殖等。在使用生物

饲料的同时，还应保证仔猪的生存环境舒适，减少

环境中的应激因素等。选择生物饲料产品要确保价

格合适，并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应用，以使其达到

最佳的效果，降低成本。

5 小 结

仔猪腹泻病能够引起仔猪死亡，带来较大的经

济损失，环保意识的增强使得绿色安全的畜产品受到

了越来越高的重视。生物饲料在对仔猪腹泻的预防和

治疗中均能起理想的效果，并且具有安全、无副作用

的特点。在仔猪未患病时，使用生物饲料作为饲料添

加剂能够预防仔猪腹泻的发生，并且还能够提高饲料

利用率，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综上所述，生物饲料可以

作为一种绿色饲料添加剂在养殖生产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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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副伤寒又称猪沙门氏菌病，沙门氏菌广泛

存在于自然界和猪胃肠道内，属于条件致病菌，通

常不会表现出致病能力，当外界不良因素刺激致使

仔猪机体抵抗力下降时，该菌的毒力增强而造成内

源性感染副伤寒。若混合感染其他疾病，则会增加

病死率，因此科学诊治仔猪副伤寒对确保养猪户的

养殖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流行特点

本病以 2~4月龄的仔猪患病率和死亡率最高，

成年种猪和肥猪发病较少。健康猪吞食被致病菌污

染的饮水、饲料后经消化道感染发病；当猪舍阴冷

潮湿、气候骤变、空气流通不佳、饲养拥挤、卫生条

件差以及饲养管理不当导致猪机体抵抗力下降，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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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其体内的致病菌伺机繁殖而致病。此外，仔猪

感染寄生虫病或其他传染病时也可以引发本病。仔

猪副伤寒呈地方性或散发性流行，无显著季节性，

但以阴雨连绵时节多发。

2 临床症状

2.1 急性型

患病猪发病十分迅速，体温升高到 42 ℃以上，

精神萎靡不振、食欲下降直至废绝、呼吸极度困难以

及眼结膜高度充血水肿，病猪先便秘后下痢，粪液恶

臭呈灰绿色并伴有血液，多于发病 2 d后死亡。

2.2 亚急性型

患病猪体温升高到 40 ℃以上，病初便秘，继而下

痢，食欲减退，饮水量增加，患病猪排出灰绿色水样腥臭

稀便，机体逐渐消瘦，因出现肺水肿而喘息强烈，部分病

猪咳嗽，眼角内分泌出黏稠或脓性分泌物，数周后死亡。

2.3 慢性型

病猪临床症状不显著，发育不良，机体逐步消瘦，

饮食量下降，出现周期性下痢，排灰白色腥臭粪便，腹

部可见暗红色斑点，倘若继发肺炎，极易致其死亡。

3 剖检病变

病变主要呈坏死性肠炎特征，急性型病死猪剖

检可见肠系膜淋巴结呈现索状肿大充血，切面呈大

理石纹路病变，淋巴结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大，水肿

充血，肝脏、肾脏严重充血肿大，其表面存在点状出

血病变；亚急性和慢性型病死猪解剖发现大肠黏膜

变厚，溃疡层较大，表面附有假膜呈麸皮样；肠系膜

淋巴结充血肿大，肺脏呈卡他性炎症，肝脏、脾脏可

见灰黄色坏死病灶。

4 诊 断

采集病死猪淋巴结、脾、肾和肝脏等制成涂片，

通过革兰氏染色镜检发现革兰氏阴性两端钝圆、不

形成芽孢和荚膜的短杆菌；取病猪回肠和十二指肠

等，剪碎取小块组织接种于麦康凯培养基，37 ℃培

养 24 h，菌落呈无色半透明状，圆形光滑，直径

1~2 mm[1]。通过实验室检测，结合流行特点、临床症

状以及解剖病理变化，可确诊仔猪副伤寒。

5 中西医结合疗法

及时隔离病猪，做好病死猪及其污染物、排泄

物的无害化处理工作，圈舍采用戊二醛溶液和聚维

酮碘轮换消毒，加强仔猪饮水卫生消毒，对未发病

仔猎紧急接种副伤寒疫苗。

5.1 西药治疗

本病要选择高敏抗生素对症治疗，仔猪肌肉注

射头孢噻呋钠 5 mL/头，1次 /d，连用 3 d或肌肉注

射恩诺沙星，5 mg/kg，2次 /d，连用 3 d；饲料中添加

黄芪多糖原粉、恩诺沙星原粉 100~200 g，连用 5 d；

病猪出现发热症状，可加注氨基比林，病猪严重腹

泻、出现明显脱水症状，使用 5%葡萄糖生理盐水、

安钠咖进行补液强心。

5.2 中药治疗

中药治则为清热解毒、消肿散瘀、扶正健脾。方剂

一：龙胆草 10 g、生地 10 g、金银花 10 g、木香 10 g，

栀子 8 g、苦参 8 g，青藤香 6 g、陈皮 6 g和甘草 6 g，

煎 3次 /剂，灌服 1次 /d，连用 5 d。方剂二（针对慢性

病例）：白头翁 50 g，金银花、黄连、陈皮、黄檗、连翘

各 30 g，共研细末，水煎灌服，1剂 /d，连用 5 d[2]。

方解：中药木香、陈皮、连翘、龙胆草、青藤香和

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活血镇痛、消肿化滞之功效，

生地清热凉血，苦参主治湿热泻痢，白头翁、黄连和

黄檗具有散风利湿、凉血生血以及止痢杀菌之功效。

6 预防措施

一方面，实施批次全进全出程序，坚持自繁自

育原则，严禁盲目引种，杜绝致病菌引入猪场。必须

引种时，要严格做好产地检疫工作，确保无病后才能

混群饲养，同时严格猪舍环境和场地消毒；另一方面，

加强仔猪和带仔母猪的饲养管理，保证初生仔猪早

吃、吃足初乳，断奶后合群时避免突换圈舍环境，减少

应激因素，保持饲养密度合理，圈舍干燥卫生、温湿度

适宜，保证饮水洁净，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同时做好

疫苗免疫工作，使用仔猪副伤寒冻干弱毒苗进行接

种，能够有效防控仔猪副伤寒的发生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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