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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化道疾病是育肥猪常见的一大类疾病，减少消化道疾病的发生对于育肥猪的饲养具有重要意义。

预防该类疾病的发生主要有加强温湿度管理，防止感染，注重肠道保护，注重肠道免疫，加强通风管理和减少刺

激胃肠道药的使用等措施。育肥猪出栏前务必遵守休药期用药，以免产生药物残留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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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肥猪是指保育阶段过后至出栏前这一阶段

所饲养的猪，主要以育肥为目的，为市场提供动物

性蛋白。消化系统是猪育肥阶段的关键系统，如果

调理不好引发疾病，可造成较大损失。本文就如何

减少育肥猪消化道疾病的发生进行介绍，以期为育

肥猪的健康养殖提供参考。

1 消化道疾病

消化系统是动物生长发育最为密切的系统，猪

每日进食的日粮都需要经过消化道的分解、吸收后

才能被机体利用，育肥阶段作为上市前的关键阶

段，做好消化道疾病的防控对猪场的经济意义重

大。因为如果消化道出现问题，则饲料利用率降低，

料肉比上升，利润下降。同时，很多病原对消化道能

直接形成破坏，导致肠黏膜增厚、脱落，失去对肠道

的保护作用，导致继发感染其他疾病，如呼吸道疾

病、全身感染性疾病等。因此，减少消化道疾病的发

生对于育肥猪的饲养具有重要意义。

2 防控要点

根据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特点和常见的发病诱

因，笔者总结了以下防控要点，简单实用，适合大多

数诱因引发的消化道疾病。

1）加强温湿度管理。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在生猪

养殖过程中非常重要，临床上很多养猪人只重视温

度的控制，而忽略湿度，其实湿度的不同对猪的体

感温度影响很大。根据临床统计，如果环境温度为

30 ℃，空气相对湿度为 50%，则体感温度也大约在

30 ℃；而当相对湿度为 60%时，体感温度上升为

31.6 ℃；当相对湿度为 70%时，体感温度更是能达

到 33.5 ℃，由此可见猪的体感温度不仅和环境实际

温度有关，更与环境湿度关系很大。炎热的夏季，环

境温度较高，如果湿度也高，整个环境就显得很闷，

猪体表热量难以散发，很容易中暑。同样，寒冷的冬

季，环境温度低，如果空气湿度过大，导热率增加，则

猪体热量很容易通过热传导方式流失，引发疾病。因

此，实际生产过程中，应加强温湿度配合管理，使育

肥猪群生活得更舒适，减少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2）防止感染。消化道疾病的发生大多与生物性

的病原感染有关，如病毒、细菌、霉菌、螺旋体和寄生

虫等，这些病原感染后可在消化道中生长和繁殖，其

本身的定植作用可导致肠黏膜细胞的损伤，加上很

多病原微生物在代谢过程中能产生各种毒素，直接

造成消化道黏膜的破坏，有些则能经过肠道吸收入

血，引发免疫力下降，加重肠道功能失调，使疾病加

重。因此，临床上一定要抓好疫病的防控工作，谨慎

引种，加强猪场环境消毒和带猪消毒，对猪场常发生

的消化道疫病能及时普免，防止发生流行。

3）注重肠道保护。保护肠道具体措施为饲喂高

质量的饲料，饲料营养要全面，成分要搭配合理，且

里面不能混入尖锐异物，防止划伤肠道。当有粪便

不正常的情况发生时，及时诊疗，使消化道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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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质性破坏前将疾病控制住，不形成拖延。日粮中

可适当添加微生态类产品，如益生菌、益生素等，对

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起到辅助作用。另外，加强管

理，饲喂规律，避免一次性饲喂过饱或长时间受饿，

让消化道保持有规律的蠕动和分泌。

4）注重黏膜免疫。很多疾病的发生都和黏膜的

损伤有关，黏膜损伤后病原可乘虚而入，造成感染。

黏膜在生理机能中起到天然免疫屏障的作用，肠道

保护可以避免其受到破坏，但如果能通过一定的疫

苗刺激，使肠黏膜能够分泌一定量的 IGA抗体，则

可对黏膜又增加一道防护。黏膜免疫建立起来后，

当有同样类型病原感染时，分泌型的 IGA抗体会很

快将其杀灭，功效明显。

5）加强通风管理。育肥猪群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和饲养密度关系很大，而饲养密度是一个相对概

念，很多猪场为了追求单位土地面积的出栏数，过

分追求数量上的优势，致使相对密度过大。通风在

一定程度上可抵消不良影响，良好的通风管理不仅

能起到换气的效果，还能使疫病发病率大大降低。

6）减少刺激胃肠道药的使用。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目前的养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生产过程中对

药物的依赖度较高，很多药物在口服后对消化系统

具有毒副作用，如抗生素的滥用能使肠道有益菌的

数量减少，微生态失衡，引发二次感染；有些药物则

本身就具有直接刺激消化道黏膜的作用，引发出

血、溃疡和其他炎性病变。临床生产中一定要注意

此类药物的使用剂量和方法，避免造成不良后果。

3 讨 论

猪消化道疾病是养猪生产过程中的常见病和

多发病，消化道受到损害，则育肥质量必定受到影

响。尽管育肥猪相较于哺乳仔猪和保育猪，其免疫

功能相对成熟，对疾病抵抗力较强，但仍不能忽略

该类疾病的发生。另外，由于育肥猪关系到上市食

品安全，在临出栏前一定要遵守休药期用药，以免

造成药物残留。

摘要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为猪感染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后引发的一种呼吸系统传染病。本病一旦发生很难净

化，病原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正常带菌的猪在应激条件下可发病。该病的临床症状主要是呼吸困难和全身组织

缺氧，可采用临床诊断结合实验室病原鉴定的方法确诊。治疗本病可选用敏感抗生素，头孢类、青霉素类和大环

内酯类药为首选，治疗越早，预后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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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为猪常见的一种以呼吸系

统症状为主的传染性疾病，病原为胸膜肺炎放线杆

菌，自 20世纪 50年代发现以来，本病一直存在，且

在世界范围内逐年增长。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

家，本病被列为主要防控的传染病之一。

1 病 原

引发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病原为胸膜肺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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