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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猪应激综合征的病因、发病机理、症状和诊断，对于该病预防的作用远大于治疗，加强

饲养管理、猪饲料和饮水中按不同生长期添加合适的微量元素和多种维生素添加剂，注意补碱、补液、强心等对症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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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应激综合征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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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综合征是指动物在应激原作用下，表现出

生长发育减慢、生理活动变化、生产性能下降、产品

质量降低、免疫力下降甚至死亡的一种非特异性反

应。当动物机体受到外界环境和内在因素中的一些

不利因素的刺激后，机体会产生特异性和非特异性

反应，引起疾病发生，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1 病 因

1）遗传因素。研究表明，猪的应激基因是一种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基因，有明显的种属差异，容易

发生应激反应的猪种有丹麦长白猪、皮特兰等，而

我国的地方品种抗应激反应相对较强。

2）营养因素。猪日粮中的营养，特别是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的不足是导致应激反应发生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可

以减少猪应激反应的发生。

3）饲养管理因素。包括惊吓、断奶、剪牙、去势、

过度拥挤、驱赶换群、环境过冷过热、长途运输、打

架，抓捕、灯光、声音、混群、免疫注射、饲料更换、天

气骤变、雷声、鞭炮声、车船鸣笛、饲养员衣服颜色、

更换饲料、喂料时间改变等，都能引起应激反应。还

有气温超过 24 ℃产生的热应激，会对生猪特别是

仔猪造成很大影响。另外，猪在保定、配种、运输等

应激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发生猪肉变性，有苍白、

松软、渗出性猪肉，成年猪会出现以背肌坏死为特

征的猪应激反应综合征。

2 发病机理

猪应激反应的发病机理很复杂，学术界有自由

基学说和神经内分泌学说。其中神经内分泌学说认

为，猪在应激原的作用刺激下，经过大脑皮质整合，

引起应激激素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一系列效应，心

率加快、心搏增强、血管收缩、血流加快、血糖升高

导致猪应激综合征发生。

3 症 状

猪在应激反应的早期，主要病症是四肢、尾巴、

背部肌肉震颤，接着出现不规律的呼吸和呼吸困

难，皮肤出现苍白、红斑、发绀。心动过速、心律失

常、体温迅速升高到 42～45 ℃，口吐白沫，张口呼

吸，表现为高度酸中毒现象，最后导致虚脱，肌肉显

著发硬，高热，在休克阶段中常发生死亡。应激反应

强烈的猪会惊恐不安、来回不停奔跑、冲撞、很快倒

地、休克，抢救不及时则迅速死亡。不严重的情况是

受到应激原作用后，免疫力下降，对某些传染病和

寄生虫病的易感性增加，降低了免疫接种效果。同

时，机体消耗大量能量来对付应激原的刺激，机体

分解代谢增强，合成代谢降低，肌红细胞膜受损，糖

皮质激素分泌增加，导致猪泌乳量减少，生长停滞，

饲料转化率降低，严重掉膘，产生一系列发病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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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感染，仔猪死亡率增加。死亡的猪表现为胃肠溃

疡，胰脏急性坏死，心、肝、肾实质器官变性坏死，肾

上腺出血，肌肉苍白、柔软、液体渗出，猪可能出现

白肌肉或水猪肉。

4 诊 断

根据发病猪的临床症状、遗传易感性、应激病史、

应激原环境、死后剖检等信息，可作出初步判断。

5 防 治

对于猪应激综合征，预防的作用远大于治疗。

1）加强饲养管理。防止强光、噪声、惊吓，防止

猪舍过冷、过热、过度拥挤，防止打架，撕咬，把好仔

猪断奶关，去势要轻抓轻放、驱赶换群要轻慢，长途

运输不要太过拥挤，抓捕不要猛烈，免疫注射前要

投喂多维，饲料更换要逐渐过渡，圈舍内播放轻音

乐，猪舍周围严禁燃放鞭炮烟花，禁止车船鸣笛，饲

养员衣服颜色柔和（白色），统一不变，喂料时间不

能更改等。

2）猪饲料和饮水中要按不同生长期添加合适的

微量元素和多种维生素添加剂、如“全能速补”、“复合

维生素粉”、“电解多维益生小肽”。饲料中要添加抗氧

化剂，包括维生素 E、维生素 C、多酚、核黄素、微量元

素硒、锌等，用来抵抗自由基对猪的影响。

3）预防短期应激反应可使用地西泮，1～7 mg/kg，

也可使用盐酸苯海拉明，0.5～1.0 mg/kg。中药用“朱

砂散”、“镇心散”、“膏芩口服液”来治疗。

4）对于已经发生应激反应的猪，除用镇静药外，

还要注意补碱，严重到休克的猪，要进行补液、强心

等对症治疗。

表 1 猪蓝耳病发病情况统计

村民小组名称
发病 /

户

发病数 /

头

未发病 /

户

未发病数 /

头

第 8小组 19 147 15 92

第 10小组 13 102 11 65

摘要 笔者使用中药加味板蓝根散防治猪蓝耳病病症，使用剂量以育肥猪每头 1.5倍量，架子猪每头 1倍剂

量，连续用药 2周（重症用药 3周），病猪 249头，治疗后总计死亡 26头，死亡率 10.4%，治愈率 89.6%，取得了较

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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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板蓝根散防治猪蓝耳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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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云南剑川县 3个乡镇发生了猪发

热病，病猪体温升高到 40.0～41.5 ℃，极个别达到

42 ℃。发病初期，感染率达 85%以上、死亡率达

60%以上。经采病料送云南省兽医总站检验，确诊为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统计结果表明，在金华镇文华

村第 8、第 10小组有 77户，其中养猪户 58户，猪存

栏 406头，发病 32户，发病猪 249头，未发病 26

户，猪存栏 157头（表 1）。

1 症 状

病猪以眼结膜炎、眼睑水肿，咳嗽、气喘等呼吸

道症状为特征，发热初期全身体表发红，3～4 d后

四肢末梢、耳背面出现青紫色，后期病猪四肢无力、

衰竭死亡。

2 中医治疗

病初发期没有预防疫苗，在西医无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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