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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大量微生物，特别是有很多芽孢杆菌可长期

存在于土壤中，其中有很多种类对消化道具有强烈

的致病性，极容易导致瘤胃臌气、肠炎和消化不良

等病症。如果未清洗干净直接饲喂，泥土中的这些

微生物会随口腔进入羊消化道内，对羊群存在疾病

隐患。

4）饲喂方法要科学。胡萝卜形态为块状变态根，

硬度较大，非常适合啮齿类动物采食，羊齿型动物

与啮齿类动物不同，不会长时间在口腔中咀嚼，而

是先采食后稍微咀嚼就将其吞咽，在闲暇时间通过

缓慢的反刍作用，将食物再次逆返至口腔进行二次

咀嚼消化。这个特点决定了胡萝卜最好在饲喂前将

其切碎饲喂，一则是为了更好地采食与消化，二则

可以避免胡萝卜块体积过大造成食道的阻塞。临床

上造成羊食道异物性阻塞的病例非常多，这是由反

刍动物的采食行为和消化特点决定的，胡萝卜的前

处理会将本病的风险降至最低。

5）禁止饲喂变质霉烂的胡萝卜。胡萝卜储存不

当，会出现变质、霉烂的情况，此时一定要杜绝饲

喂，特别是出生不久的羔羊和发育期的小羊，其瘤

胃微生态环境还未完全形成，机体抵抗力也较弱。

变质和霉烂的胡萝卜由于微生物的侵蚀作用，不但

营养物质受到损失，微生物在繁殖过程中还会产生

大量毒素，羊食用后很可能出现腹泻、消化不良和

中毒的症状，羔羊和发育期小羊最容易发生。成年

羊采食后，病菌会首先进入瘤胃，在瘤胃环境中大

量繁殖，打破胃中微生态平衡，对益生菌的繁殖形

成抑制，纤维物质的利用受到阻碍，造成消化不良。

因此，对于变质、霉烂的胡萝卜一定要果断摒弃。

3 结 语

胡萝卜对于羊是补充饲料，由于供求关系的影

响，市场上胡萝卜有时会出现价格大跌的情况，此

时可以大批采购后存放起来供羊长期食用，特别是

在青绿饲料缺乏的冬季，胡萝卜对羊维生素和矿物

质微量元素的补充有很大帮助。在胡萝卜盛产季

节，除了胡萝卜外，胡萝卜上附带的胡萝卜缨也富

含营养，可以作为青绿饲料饲喂，具有较好的促生

长作用，临床生产中可将其利用，以最大程度地发

挥胡萝卜的利用价值。

摘要 在规模化猪场中，猪气喘病是最为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传染性，主要发病因素为猪肺炎支原

体的传播。猪气喘病主要病变在肺部，生猪在感染此类疾病之后，会出现腹式呼吸，且呼吸较为困难，甚至会出现

死亡。基于此，本文对猪气喘病的发生原因进行研究，提出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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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症状

猪气喘病的潜伏期较短，通常情况下，生猪在感

染病毒之后，潜伏期 3 d左右，少数生猪会在几个月

之后发病。主要症状是咳嗽与气喘，在发病前期，病

猪的体温较为正常，进食量较多，且精神状态无明显

变化，但是，在发病后期，病猪的病情逐渐加重，进食

量减少，体温会升高至 42 ℃左右，精神萎靡。

1）早期发病症状。生猪感染气喘病病毒初期，

会出现咳嗽现象，在昼夜温差过大的情况下，受到

冷空气与热空气的刺激，会出现干咳现象。在长途

运输中，病猪可能流出少量的鼻涕，呈现黏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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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饲料中应加多少水

猪饲料中加水多、调制得过稀是农村养猪多年的老习惯，这有许多弊端。

一是饲料调制得过稀，日粮中的水分相对增多，营养成分不足，大大减少了猪的唾液分泌，冲淡了

胃液，饲料在胃内的停留时间缩短，会严重降低饲料的利用率。

二是加重了猪的生理负担，增加了猪体内热量的消耗。

另外，水分过多的话，秋、冬季猪尿就多，猪圈潮湿、阴冷，会严重影响猪的生长发育与健康。

由此可见，猪饲料的料水比例掌握得好，既可节省饲料，又可促进猪的生长发育。生产中，料水比

一般应掌握在（1∶4）～（1∶2）左右，另外注意冷天适当稠些，热天适当稀些。

来源：猪价格网

在病情加剧的情况下，病猪会出现剧烈的咳嗽现

象，由干咳转变为湿咳。病猪在咳嗽时，会呈现站立

不动且头下垂的状态，直到将呼吸道中的分泌物咽

下或者是咳出为止[1]。

2）中期发病症状。病猪在发病中期，会出现腹

式呼吸的现象，呼吸次数大约在 50次 /min，严重的

可以达到 101次 /min左右，且声音较为干哑，年龄

越小的病猪咳嗽次数越多。

3）晚期发病症状。病猪在发病晚期气喘逐渐加

重，呼吸较为急促，呼吸的次数逐渐增多，坐姿与犬坐

姿较为相似，在张口呼吸的情况下，呈现出痛苦的表

情，且分泌物会阻塞在呼吸道中，无法咳出，病猪流淌

的鼻涕属于脓性，严重的会口吐白沫，进食量明显减

少，腹式呼吸明显加重，甚至会出现严重的气喘[2]。

2 病理变化

生猪在感染猪气喘病后，肺部会出现对称的病

变现象，病变的部位逐渐增大，肺心叶出现绿豆大

小的病变，逐渐扩散到其他部位，在肺门淋巴部位

中，形成一系列的病变。在生病后期，病猪淋巴部位

出现弥漫性的增生现象，增生的颜色为红色与灰白

色，眼观为“虾肉”模样，触摸硬度较高，在小气管中

流出灰白色的黏稠液体，病变组织肥大。

3 防控措施

猪气喘病的防控，需要科学用药，提高生猪疾

病抵抗能力，达到预防与治疗效果。

1）预防措施。养殖户在防控中，需要做好隔离

工作，将健康猪与病猪隔离，并对健康猪注射疫苗，

例如：为 5日龄的生猪注射专门的气喘病疫苗，剂

量控制在 2.5 mL/头左右。10日龄生猪疫苗剂量控

制在 2 mL/头左右，一共注射 2次，间隔 20 d左右

注射。成年生猪疫苗剂量控制在 20 mL/头左右。同

时，需要做好饲养管理工作，减少猪舍温差问题，对

于不同年龄的生猪，需要分开饲养。在夏季炎热时

期，需要控制好温度，将室内温度降低到 27 ℃左

右，减少对生猪的影响。在消毒处理中，可利用 0.1%

的高锰酸钾开展室内消毒，提升空气清洁度。在生

猪转群之前，可用 2%的次氯酸钠对其进行清洗，避

免携带或感染肺炎支原体病毒。

2）治疗措施。由于猪气喘病的治疗难度较高，

因此，需要用脉冲式的药物对其进行控制，在药物

交替使用的情况下，对病猪进行治疗。可以用阿奇

霉素（2 mL）与氯苯尼考（5 mg）等药物对其进行治

疗，每天注射 2次，直到痊愈为止。也可以用林可霉

素（10 mL）、链霉素（5 mg）、卡那霉素（6 mg）混合

注射，每天注射 3次，首次连续注射 3 d，随后每隔

1 d注射 1次，直到痊愈为止。

4 结 语

猪气喘病的治疗与控制难度较高，养殖场需要

做好预防工作，减少猪气喘病的发病机率，提高生

猪的疾病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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