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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致病性大肠杆菌可引起仔猪黄白痢，母猪、仔猪自身、外界环境均是引发该病的诱因，可以通过强化

卫生工作、加强饲养管理、采用疫苗及药物等措施来预防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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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黄白痢是仔猪黄痢和仔猪白痢的通俗合

称，由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以排黄色、乳白色水样

稀便或肠炎和败血症为主要特征。仔猪黄痢主要侵

害 1～3日龄的仔猪，仔猪白痢则主要侵害 10～30

日龄的仔猪。该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以寒冷冬季

和炎热夏季较为多发，流行较为广泛，可以通过粪

便颜色进行辨别。

1 发病原因

1.1 母猪的原因

致病性大肠杆菌随着母猪的粪便或其他排泄

物排出体外，污染圈舍地面及围栏、母猪乳头及皮

肤、饲料、饮水等。仔猪通过舔啃圈舍地面、围栏、异

物或饲料，吮吸母猪乳头或舔舐母猪皮肤，不慎将

病原菌食入引起感染。母猪产后感染乳房炎或发生

产褥热，造成乳汁变质，致使仔猪消化不良，也可导

致仔猪发病。喂给哺乳母猪高能量饲料或日粮配比

不当，造成母猪营养过剩或不良，引起乳汁过稠或

过稀，仔猪易患黄白痢。另有报道称，仔猪黄白痢的

发生与母猪的胎次有关，母猪胎次越低，所产仔猪

的发病率越高；仔猪黄白痢的发生与母猪的遗传特

性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1.2 仔猪的原因

初生仔猪的机体调节机能以及胃肠道消化功

能尚未发育完善，其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能力较

差，抑制细菌的能力相对较弱，病原菌一旦侵入，易

在胃中增殖并进入小肠，导致消化道机能紊乱，引

发仔猪黄白痢。新生仔猪的免疫系统发育也不完

善，其抵抗病原菌感染的能力主要来源于母源抗

体，若仔猪未能及时吃足初乳或母猪缺乏充足的免

疫抗体，仔猪的抵抗力不强，病原菌乘机侵入，即可

致病。仔猪补饲较晚，缺乏维生素 E或硒，发生低血

糖症、缺铁性贫血等疾病，致使仔猪抵抗力下降，也

易诱发该病。

1.3 外界的原因

仔猪的防御机能尚不完善，易受气候、管理、免

疫等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圈舍卫生条件差，饲料或

饮水不卫生，舍内潮湿、通风不良，均可诱发该病。

对断奶仔猪的管理不善，突然更换饲料及改变饲喂

方式等，也可引起发病。严冬或炎热季节，气候突

变，大风、大雨天气，本病的发病率将有所升高。未

给妊娠母猪接种黄白痢疫苗，没有采取相应的预防

措施，仔猪发病率也将升高。

2 预防措施

2.1 强化卫生工作

保持妊娠舍、分娩舍及保育舍内外环境洁净，

坚持每天打扫卫生、清除排泄物，定期对周围环境

进行严格消毒，减少病原菌的滋生或传播。母猪进

产房前 5 d，要对产房进行彻底清扫和消毒，先用高

压水枪冲洗产床、围栏、地面、墙壁和料槽等；晾干

后，使用火碱溶液对全舍进行喷雾消毒；搁置 1 d

以上，舍内基本干燥后，再用高压水枪冲洗 1遍；晾

干后再转入母猪。每批母猪转走后，都必须对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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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栏、地面、墙壁和料槽等进行彻底冲洗和消毒。母

猪转入产房前，也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清洗和消

毒，先用水（寒冷季节用温水）清洗母猪全身，再用

来苏尔溶液对猪体进行消毒，母猪腹部、外阴和乳

房部位的清洗和消毒必须到位；待猪体干燥后，再

转入产房。新生仔猪转栏前，做好栏舍的清洁和消

毒工作。具体做法：首先，全面冲洗栏舍的地面、围

栏、墙壁和墙角；晾干后，使用生石灰溶液喷涮墙

壁，使用火碱溶液对栏舍进行严格的消毒；搁置 4 d

左右，再次冲洗 1遍；晾干后再转群。

2.2 加强饲养管理

根据妊娠母猪和哺乳母猪的不同阶段，合理设

计营养方案，准确搭配饲料比例，不仅能满足母猪

营养需要，而且能确保胎儿或仔猪的营养供给，以

使仔猪正常发育和生长。仔猪出生后，先用经过消

毒的毛巾将其口腔及全身黏液擦干；再进行断脐操

作并严格消毒；然后将其放入保温箱中烤干；最后，

在仔猪出生 1 h 内，让其吃到充足的初乳，需注意

的是，应将母猪乳头中的乳汁先挤掉少许，以冲掉

乳头中的细菌，然后再对仔猪进行哺乳。为仔猪补

充适量的铁、硒和微量元素，可预防缺铁性贫血和

营养不良，以提高仔猪的免疫机能。根据仔猪的健

康状况，合理安排断奶时间，尽量减少断奶应激；同

时，科学配制全价日粮，以满足仔猪对营养物质的

需求，提高抵抗力。

2.3 疫苗及药物预防

于妊娠母猪生产前 40 d和 14 d，为其接种仔

猪黄白痢基因工程三价疫苗，使仔猪能通过吮吸初

乳而获得高效的母源抗体，以预防仔猪黄白痢的发

生。仔猪在吃初乳前，可给其饲喂 50～100 mg/kg体

重益生素；或用 9号针头腹腔注射混有链霉素（5～

10 IU）的葡萄糖溶液 10 mL，以使初生仔猪加快新

陈代谢，增强抗病力。另有报道称，在仔猪日粮中添

加适量的柠檬酸、乳酸等有机酸，不仅可提高日粮

的适口性和粗蛋白的消化率，而且能增强胃肠道的

抑菌和杀菌能力。

摘要 本文分析了僵猪形成的原因，总结了预防僵猪形成的方法，提出了治疗僵猪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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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僵猪形成的原因

1）胎僵。妊娠母猪料中缺乏钙、磷、蛋白质及维

生素、微量元素等成分，导致胎儿体内发育不良。母

猪怀孕过早或近亲繁殖，多元杂交所致。

2）奶僵。母猪饲养管理欠佳，在哺乳期间母猪

有疾病，如乳房炎、产后不食、产后持续发烧。或哺

乳期间母猪采食量低，母猪吃不饱，饮水不足，导致

母猪哺乳期间泌乳量不足，母猪带仔数过多，仔猪

出生重低，仔猪体质弱活力差。仔猪补料过晚，营养

水平未及时跟上，使仔猪生长发育受阻。

3）断奶后僵。断奶后仔猪受刺激过多，断奶分

群、免疫注射、去势同时进行，断奶后饲料品质不

佳，营养水平达不到饲养标准，断奶后分群不及时

或分群不合理，造成大欺小、强欺弱，仔猪吃不到饲

料，长期饥饿。过早断奶仔猪体质差，仔猪不会吃料

或饮水，保温和通风措施不到位。

4）病僵。仔猪患腹泻类疾病或其他慢性消耗病，

气喘病、慢性肠炎、贫血长期不愈，如侥幸经过长期

治疗免于死亡，但这种猪以后生长速度比正常猪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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