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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霉菌毒素对生猪健康的
危害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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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述了饲料中霉菌毒素的来源、影响饲料中霉菌毒素含量的因素、饲料霉菌毒素对生猪健康生

产的危害以及减少饲料霉菌毒素对生猪健康生长影响的措施等。以期加深生猪生产者对饲料霉菌毒素危害的认

识，并掌握降低饲料霉菌毒素的相关技术措施，为生猪的健康生产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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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饲料霉菌毒素的概念及来源

植物类饲料原料（玉米、小麦、大麦、稻谷、大

豆、花生等）在田间生长时易感染包括镰孢菌属、青

霉菌属和麦角菌属等在内的田间霉菌，而饲料原料

和饲料产品在储存过程中也易感染包括曲霉菌属

等在内的仓储霉菌，这些霉菌在其生长繁殖过程中

会产生一种有毒的次级代谢产物，这种有毒的代谢

产物就被称之为霉菌毒素[1]。
生猪饲料中的霉菌毒素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

环节：第一个环节是饲料原料的生长环节，有些原

料在生长成熟过程中就会感染霉菌并产生毒素，比

如玉米、小麦、稻谷和大豆等。第二个环节是饲料原

料和饲料产品的加工储存环节，由于受储存条件和

加工环境的限制，导致某些原料和饲料产品不能得

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从而感染霉菌并产生毒素。第

三个环节是饲料和原料的品质监管环节，有些厂家

为了减少浪费，会使用一些霉菌毒素含量不合格的

原料来生产生猪饲料；也有一些是因为厂家没有相

应的检测手段进行检测所导致的。

2 影响饲料中霉菌毒素种类和含量
的因素

2.1 饲料原料的品种

不同的饲料原料品种或同一品种的不同品系，

其感染霉菌毒素的难易程度和种类是不同的。研究

发现，玉米、小麦、燕麦和大麦感染霉菌后易产生 9耀
10 种霉菌毒素[2]。
2.2 饲料原料的种植过程

多数谷物类饲料原料在田间生长发育期间特

别是在灌浆、乳熟和结实阶段，如果长时间遇到恶

劣天气也易感染霉菌毒素[3]。
2.3 饲料产品和饲料原料的生产储存

饲料产品及饲料原料中一般都有霉菌孢子，在

其生产储存过程中，当温度和湿度适宜时，这些孢

子会生长并代谢产生霉菌毒素。如，当玉米的水分含

量超过 14%、饼粕类水分超过 12%时就非常容易产

生霉菌毒素。另外，人们一般认为霉菌在 25耀35 益时

最容易繁殖，而容易忽略低温条件下（0耀10 益）霉菌

也同样容易繁殖，如黄曲霉毒素在潮热的环境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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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而呕吐毒素在 0 益就可以产生，玉米赤霉

烯酮在 10 益时就可以产生[4]。

3 生猪饲料中常见的霉菌毒素及其
对生猪的危害

生猪饲料原料及饲料产品一般容易感染曲霉

菌、镰刀菌、青霉菌和链格孢菌等真菌，这些真菌可

分泌产生黄曲霉毒素、赭曲霉毒素、T-2 毒素、呕吐

毒素、玉米赤霉烯酮毒素和伏马毒素。这些霉菌毒

素进入生猪体内后会导致生猪出现急性或慢性毒

性，从而损害生猪的肝脏、肾脏、免疫系统、呼吸系

统、消化系统及生殖系统等器官。

黄曲霉毒素主要是由曲霉菌、放线菌、镰孢霉

菌和青霉菌等霉菌产生的，它能降低生猪的采食量

和免疫力、损害猪的肝脏，导致肝脏的解毒功能下

降[5]。赭曲霉毒素由曲霉菌和青霉菌产生，主要损害

猪的肾脏和肝脏，中毒后可见肾脏肥大，呈灰白色，

表面凹凸不平，有小泡，肾实质坏死，肾皮质间隙细

胞纤维化[6]。临床症状表现为精神沉郁，食欲减退，

体重下降，肛温升高，腹泻，脱水多尿，妊娠母畜流

产。T-2 毒素则是由念珠球菌属产生的，能直接损伤

猪的皮肤和黏膜，导致生猪出现泪斑、厌食、呕吐、

生长停滞、瘦弱、皮肤及黏膜坏死、胃肠机能紊乱以

及繁殖和神经机能障碍等病变[7]。呕吐毒素主要是

由禾谷镰刀菌、尖孢镰刀菌和串珠镰刀菌等镰刀菌

产生，能引起生猪呕吐，损害猪皮肤、黏膜和免疫器

官的正常生长发育，从而降低猪的抗病力[8]。玉米赤

霉烯酮是由禾谷镰孢霉菌等霉菌产生，这种毒素具

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它会干扰母猪的排卵、受精、

胚胎着床和发育，使怀孕母猪出现流产和死胎等现

象[9]。伏马毒素由串珠镰刀菌分泌，这种毒素能损伤

生猪的神经系统和免疫器官，使生猪出现紧张、冷

漠和行动迟缓等表象，同时生猪的脾、胸腺和淋巴

萎缩，肺水肿，肝硬化[10]。

4 降低或减少生猪发生霉菌毒素中
毒风险的措施

绝大部分霉菌毒素对热非常稳定，一般的制粒

或短时间的膨化处理等高温加热是无法去除饲料

中的霉菌毒素的。为降低生猪发生霉菌毒素中毒的

风险，一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防范：一是在生

产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前对所有的动植物饲料原料

进行霉菌毒素含量检测，不合格的饲料原料不用于

生产生猪饲料。因为单凭肉眼是无法判定饲料原料

是否含有霉菌毒素的，饲料表面没发霉，并不代表饲

料内部没发霉，也不能说明生产饲料所用的原料中

不含霉菌毒素，所以，不能说饲料没发霉，饲料中就

一定不含霉菌毒素。另外，霉菌毒素是要霉菌生长到

一定阶段才可能产生的，就像一棵树，它是要生长到

一定年龄才会开花结果的，因此，即使突然发现饲料

表面有霉菌，只要各种原料中不含霉菌毒素，此时的

饲料也不一定就含有霉菌毒素，但过后会有风险。二

是控制生猪饲料中的水分含量以达到抑制霉菌生长

的目的。三是在生猪饲料中加入防霉剂、脱霉剂（硅

铝酸盐类矿物质和酵母细胞壁多糖）、吸附剂（如，甘

露聚糖、改性蒙脱石）或分解霉菌毒素的酶制剂[11]。四
是给生猪补饲某些特定的益生菌(如，芽胞杆菌和乳

酸菌)，这类益生菌在肠道内生长繁殖的过程中能产

生一些物质来吸附或分解某些霉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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