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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养猪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

大变化，规模化、集约化养猪场越来越多。生猪的健

康是养猪场产生良好效益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哺乳

仔猪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养猪场后续的生产效益。哺

乳仔猪腹泻是规模化养猪场常见的一种典型的多

病因疾病，也是引起哺乳仔猪死亡的重要原因，严

重威胁着养猪业的健康发展。2013年美国、日本等

国家发生大规模哺乳仔猪腹泻，导致大量哺乳仔猪

死亡，给养猪业带来了巨大损失；2014年上半年国

内部分养猪场也发生了哺乳仔猪腹泻，给养猪场造

成了一定损失。本文针对哺乳仔猪腹泻发生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安全、方便的防治方法，供大

家参考。

1 腹泻原因

1.1 母猪原因

1）母猪妊娠期营养不均衡。母猪妊娠期营养不

良，所产仔猪表现为初生体重轻、瘦弱、对外界环境

适应能力差；而且母猪妊娠期营养不良还可导致母

猪泌乳量不足和乳汁营养不全，进而造成哺乳仔猪

因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另外，母猪在妊娠期营养

过剩，大量脂肪液化进入乳汁，哺乳仔猪吮吸后也

会引起腹泻。

2）母猪分娩异常或产后护理不当。母猪在分娩

过程中由于体质较弱、体力消耗过大等引起产力不

足或由于羊水不足引起产道润滑不够、分娩阻力增

大，导致母猪分娩时间过长，进而使胎儿在产道内

停留时间过长而被挤坏；另外，母猪产程过长时会

使用缩宫素助产，进而会引起产道的痉挛性收缩，

加重对产道内胎儿的损伤；而且，缩宫素的使用还

会导致母猪初乳的丢失，胎儿失去初乳的保护易发

生腹泻。

母猪分娩后由于护理不当，造成子宫炎、乳房

炎等疾病，导致母猪奶水少、质量下降、炎性因子增

多，易使哺乳仔猪受到感染而发生腹泻。

3）母猪抗体水平低。母猪没有按免疫计划进行

免疫，或者按照免疫计划进行了免疫，但是存在操

作不到位、疫苗质量不过关等问题，导致母猪的抗

体水平不高。由于母猪的抗体水平不高，导致初乳

中母源抗体少，哺乳仔猪吮吸后没有抵抗力，易感

染疾病而腹泻。

1.2 疾病原因

1）细菌性疾病。一是大肠杆菌病。大肠杆菌病

是由病原性大肠杆菌引起的哺乳仔猪发生严重腹

泻的疾病。临床上表现为 2种，一种是仔猪黄痢，主

要发生于 7日龄内的仔猪（以 1~3日龄最为常见），

发病率、死亡率均很高，临床症状以排黄色水样粪

便和迅速死亡为主要特征；另一种是仔猪白痢，主

要发生于 10~30日龄的仔猪，发病率高、死亡率低，

多发生于寒冷或炎热季节，临床上以排乳白色或灰

白色浆状、糊状且腥臭的稀粪为主要特征。

二是沙门氏菌病。沙门氏菌病又称仔猪副伤

寒，是由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型患猪，先便秘

后腹泻，粪便恶臭，耳、腹部及四肢皮肤发绀；慢性

型患猪，反复下痢，粪便恶臭、呈粥样或水样、黄褐

色或灰绿色或黑褐色。

三是产气荚膜梭菌病。产气荚膜梭菌病俗称仔

猪红痢，由 C型产气荚膜梭菌的外毒素引起。主要

发生于 7日龄内的仔猪，以 1~3 日龄新生仔猪多

见。本病以血色下痢、病程短、病死率高、小肠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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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性出血或坏死性变化为特征。

2）病毒性疾病。一是传染性胃肠炎。猪传染性

胃肠炎是由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引起的，多流行于

冬春寒冷季节，10 日龄内仔猪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高，临床以仔猪突然呕吐、水样腹泻、脱水、消瘦为

特征。剖检可见胃内充满凝乳块，胃底黏膜轻度充

血，小肠充血，肠壁变薄呈透明状。

二是流行性腹泻。流行性腹泻由猪流行性腹泻

病毒引起，传播迅速，多发生于寒冷季节。临床以水

样腹泻或在腹泻期间有呕吐为主，症状的轻重因日

龄的大小而有差异，日龄越小症状越严重。7日龄内

的新生仔猪发生腹泻后因严重脱水而死亡。病变限

于小肠，肠管扩张、含有大量黄色液体，肠壁变薄，

肠系膜淋巴结水肿。

三是轮状病毒感染。轮状病毒感染由轮状病毒

引起，多发生于冬季、早春寒冷季节，寒冷、潮湿及

不良的卫生条件会造成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患

病仔猪排黄白色或灰暗色水样或糊状稀粪。病变主

要局限于消化道，仔猪胃壁迟缓、胃内充满凝乳块

和乳汁，小肠肠壁薄、半透明，内容物呈液体状、灰

黄黑色。

3）寄生虫性疾病。寄生虫性疾病主要是球虫病，

对 7~11日龄的仔猪危害较大，患猪拉水样灰白色

稀便，初期呈疏松、糊状，后变成液体状；患猪衰弱、

脱水、磨牙、有异食癖，生长发育缓慢。

2 预 防

1）加强母猪的饲养管理。做好母猪的基础免疫

工作，确保母猪具有较高的抗体水平；母猪妊娠期

分阶段饲养，根据每个阶段营养要求合理饲养，使

母猪膘情正常；分娩时加强护理，合理使用助产类

药物，同时做好母猪分娩后的消炎工作并加强营

养，确保母猪健康、有充足的奶水。

2）严控传染源。养猪场要把好入口关，禁止车

辆、无关人员及其它动物进入本场，以防止外来病

原传入；加强场区卫生消毒，以减少生产区病原微

生物；全场圈舍定期全面消毒，并保持清洁、干燥、

温度适宜以及通风良好。

3）加强免疫和保健。用优质、高效的疫苗进行

免疫是防控仔猪腹泻的有效途径，应于母猪产前 40

和 20 d各注射 1次大肠杆菌疫苗，产前 30和 10 d

各注射 1次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和猪轮

状病毒三联活疫苗；仔猪 3日龄注射铁剂，10日龄

加强 1次，对仔猪因缺铁而造成的贫血、腹泻有很

好的预防作用；定期添加预防肠道疾病的药物；定

期驱虫，加强产房和仔猪进舍前的清洁及消毒，将

粪便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以杀灭寄生虫及其卵囊。

3 治 疗

治疗哺乳仔猪的腹泻，一般情况下按照对因治

疗、对症治疗和防止继发感染的原则进行。对脱水

严重的病猪应尽快采用对症治疗，采用补液和止泻

的方法；对病程较慢、脱水程度稍轻的病猪先进行

对因治疗，再进行对症治疗和防止继发感染。

3.1 细菌性疾病

大肠杆菌病可用庆大霉素、黏杆菌素等，也可

用硫酸新霉素、杨树花等口服液，1次 /d，连用 3 d；

对严重脱水者要配合口服补液盐和葡萄糖水。仔猪

副伤寒可肌肉注射阿米卡星注射液，每次 20万 ~40

万 IU，2~3次 /d；也可用大蒜 20 g，捣汁后 1次灌

服，1次 /d，连用 2~3 d。

3.2 病毒性疾病

由于仔猪病毒性腹泻尚无特效治疗药物，对于

患病仔猪主要是采取对症治疗，如在采取补液、保

温、及时清理粪便和污染物、勤消毒等措施的同时，

投服收敛止泻剂、使用抗生素或磺胺类抗菌药物等

防止继发细菌性感染、供给大量清洁饮水和易消化

饲料、加强护理，一般都可收到良好效果。

3.3 寄生虫性疾病

对病猪可口服氨丙啉和磺胺脒，2种药物交替

使用；对有食欲的仔猪，可用莫能菌素或沙拉霉素

拌料饲喂，2种药物交替使用，效果更好。

4 小 结

综上所述，哺乳仔猪的腹泻是各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其发生、发展与养猪场的饲养管理密切

相关。增强母猪的抵抗力、防止病原传播，加强环境

卫生消毒工作是预防哺乳仔猪腹泻的基础，针对性

的疫苗免疫和敏感药物治疗是防治哺乳仔猪腹泻

的关键。在防治时，采用标本兼治的综合措施，才能

提高养猪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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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夏季贮存饲料六大对策

夏季雨水多、气温又高，空气相对湿度一般较大，加上真菌、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饲料及其原料

在贮存过程中容易发生氧化、结块、发霉，导致营养物质损失，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 正确选择贮存地点并做好准备工作
饲料贮存仓库必须选择地势高、干燥、阴凉、通风良好且排水方便的地方，四周墙壁及地面用水泥

抹好，以防漏、防鼠和防止地面返潮。贮存仓库清扫干净后关闭门窗进行熏蒸消毒，盛放饲料的包装要

用高温水蒸气消毒。料缸和料桶用 1:3 000的百毒杀溶液消毒，存放时饲料不能和地面、墙壁直接接

触，要用木板支架隔离开。

2 控制好饲料及其原料的含水量
饲料及原料的含水量高低直接关系到饲料的贮存效果，水分高，饲料易发热氧化、结块、霉变。据

试验，饲料含水量在 15%以上最易发生霉变，而且随水分含量增加饲料霉变速度也相应加快，因此，贮

存时应严格控制饲料含水量。

3 控制好温湿度并加强通风
低温、低湿和良好的通风条件有利于饲料的贮存，能防止饲料氧化、发霉。一般来讲，饲料贮存室

内相对湿度要低于 60%，并保持良好的通风换气，尽可能降低贮存室内温度，有条件的可安装温度表

和湿度计，以便及时检查。相反，高温、高湿则不利于饲料的贮存，据试验，气温在 10 ℃以下时霉菌生

长繁殖缓慢，气温在 30 ℃以上且湿度适宜时霉菌会迅速繁殖，饲料内霉菌数量大增，从而造成饲料发

霉变质。

4 饲料存放及安全贮存期
饲料贮存时间较长时，应定期检查，及时上下翻动和通风换气，发现饲料或原料发热要及时摊开

散热，受潮或发热的饲料应马上使用或分开贮存，防止其余饲料结块、霉变。使用时，应遵循先陈后新

的原则，不可新陈饲料混用。此外，由于夏天气温高且湿度大这一特殊原因，一次购料、配料不宜过多，

饲料或原料也不要贮存太久，散装料以 3 d左右用完为宜，袋装料最好不超过 7 d，最迟也应在 10~12 d

内使用完。

5 及时灭鼠杀虫
鼠和虫不仅消耗饲料，造成额外浪费，而且其活动还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和水、释放出热量，

导致饲料局部温度升高、湿度加大，引起饲料结块、发霉。老鼠还能在墙壁及屋顶处掏洞，并向外偷运

饲料；更严重的是下雨时雨水会从鼠洞灌入贮存室，导致较多饲料受潮发霉。所以，应利用灭鼠药、捕

鼠器进行灭鼠。发现饲料生虫要立即把生虫饲料挑出，用安全高效的杀虫剂进行杀虫处理，其余饲料

加入防虫药物，以防止虫害再次发生。

6 应用高效饲料防霉剂
尽管饲料或原料经过干燥处理，但其中总是含有一定数量的霉菌，一旦条件适宜它们会迅速生长

繁殖，造成饲料霉败，所以防霉是夏季饲料贮存工作的重点，应使用高效饲料防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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