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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SMS的病鸡体内既缺乏胰高血糖素，又缺

乏糖原。因此，在受应激因素或强制停料时极易形

成低血糖，所以必须加强饲养管理，杜绝或减少应

激因素的存在，如舍温高低不定、噪音大、通风不

良、更换饲料、停水等不应有的应激因素。使畜禽的

生存环境和机体达到和谐统一，确保生物安全状

态。在夜里、通风不良、缺氧、24 h光照的鸡舍发病

较多。

6.2 治疗措施

增加营养，对症治疗，进行合理的搭配，如抗球

虫、抗病毒、抗生素、肠道修复剂、免疫增效剂，如三

字球虫粉、球泰、球必妥、杆菌速治、新霉素、丁胺卡

那、二拉沙星、沙拉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头孢拉定、

头孢曲松钠、甲砜霉素、甲硝唑、黄芪多糖、金丝桃

素、荆防解毒散、清瘟败毒散、高免抗毒干扰素、金

丝桃素、扶正解毒散、清瘟败毒散、黄金维他、益生

素、小苏打、维生素 C、维生素 E等。

方案 1：三字球虫粉、泻痢绝、扶正解毒散、甲硝

唑、复方黄芪多糖。

方案 2：球泰、荆防解毒散、丁胺卡那、黄金维

它、病毒灵。

方案 3：球必妥、新霉素、丁胺卡那、清瘟败毒

散、黄芪多糖。

方案 4：三字球虫粉、丁胺卡那、二拉沙星、干

扰素、黄金维他、益生素、小苏打、维生素 C、维生素

E。

摘要 反刍动物瘤胃酸中毒是目前反刍动物养殖中主要的营养代谢病之一，严重影响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综述了反刍动物瘤胃酸中毒的发病原因及防治措施，以期为反刍动物的生产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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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生产中，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人

们往往会给反刍动物饲喂大量精料，因此瘤胃酸中

毒便成为当前反刍动物生产中最常见的营养代谢

病之一，给养殖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如何有

效防止反刍动物瘤胃酸中毒已成为当前科研和生

产的重点。

1 发病原因

瘤胃酸中毒是指反刍动物由于采食大量易发

酵的碳水化合物饲料或者日粮粗纤维含量较低饲

料，导致瘤胃产生过多的酸性物质，引起瘤胃微生

物区系失调和瘤胃功能紊乱的一种营养代谢病[1]。

根据酸中毒的临床表现，一般分为瘤胃急性酸

中毒和瘤胃亚急性或慢性酸中毒两类。

1）急性瘤胃酸中毒。急性酸中毒是指反刍动物

在短时间内采食过量富含可溶性碳水化合物的谷

物饲料时，迅速发酵产生大量乳酸并被动物吸收，

打破机体酸碱平衡，从而引起动物代谢紊乱的一种

酸中毒，因此急性酸中毒又可称为乳酸酸中毒[2]。这

是因为当日粮中的谷物精料过多时，丙酮酸的主要

代谢产物是乳酸，而瘤胃内可利用乳酸的微生物又

不能在短时间内大量利用代谢产生的过量乳酸，因

而造成乳酸在瘤胃内的大量积累。

2）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当瘤胃的 pH值在 5.5

左右，此时瘤胃环境虽然有利于乳酸利用菌对乳酸

的利用，可把乳酸的浓度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防止酸度的进一步增大，但是动物已经处于亚急性

瘤胃酸中毒状态。此时如不及时救治，可导致瘤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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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打疫苗时的注意事项

首先，打疫苗前几天勤观察，注意猪群健康状况。提前几天在饲料里加多维，打完疫苗后再添加 1

周，不要饲喂霉菌超标的饲料，并注意近几天天气情况。其次，打疫苗当天最好在早晨空腹时进行（据

说可以提高效价），不要粗暴地抓猪，最好轻慢进行，一猪一针头。尤其打 5号苗，可以减少应激，打前

和打后猪群没反应。再次，打冷冻的冻干苗时（如猪瘟冻干苗），要提前把疫苗从冰箱里拿出，放在空气

中放置一段时间（或者和稀释液一起放在水里一段时间）解冻。不然效果会大打折扣。打完疫苗后要勤

观察，以防发生不良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来源：猪 e网

黏膜上皮发生溃疡和坏死，瘤胃渗透压升高和蠕动

趋缓等，造成乳酸浓度的大量增加，从而引发更严

重的酸中毒。目前，虽已证实瘤胃酸中毒发生原因，

但是其发病机制仍不清楚。

2 瘤胃酸中毒的防治措施

1）合理的饲养管理制度。日粮成分、动物采食

量和饲喂模式在动物的饲养管理过程中是第一位

的。在生产中为了防止酸中毒的发生，应合理调控

日粮的配方组成、动物的采食量（尤其是精料）和饲

喂模式，使其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既能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而不至于引起酸中毒。首先在饲喂过

程中，要优化饲料配方组成，逐渐增加配方中谷物

的比例和精料的饲喂量，合理调整动物的采食量，

防治瘤胃中有机酸的迅速增加。其次饲喂模式对瘤

胃酸中毒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多次少量不仅可以给

予瘤胃足够的消化和缓冲时间，还可通过动物自身

的稳态系统来整体调控瘤胃的酸度。

2）微生态制剂的应用。近年来，反刍动物微生

态制剂迅速发展，并已取得良好效果。在反刍动物

的日粮中添加乳酸利用菌，也是防治瘤胃酸中毒的

有效途径之一。乳酸利用菌的添加可以起到加快瘤

胃内乳酸分解，减少乳酸的积累和阻碍瘤胃 pH值

急剧下降的作用，从而逐步调控瘤胃微生物发酵模

式，减少酸中毒的发生机率。

3）抗生素的应用。瘤胃素，学名叫莫能菌素，是

链霉菌所分泌的一种聚醚类抗生素。莫能菌素可以

抑制瘤胃中大多数乳酸产生菌的生长繁殖，促进乳

酸利用菌的增殖，从而减少乳酸的含量，在一定程

度上可缓解反刍动物酸中毒的发生。但是随着人们

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应该逐步淘汰抗生素的使用。

4）电子受体的应用。苹果酸、延胡索酸和琥珀

酸等是瘤胃微生物发酵过程中重要的电子受体。在

含大量谷物的日粮中添加电子受体，可调控瘤胃中

丙酸的浓度和 pH值，有效减少酸中毒的发生[3]。

5）pH缓冲剂的应用。当反刍动物采食大量谷

物饲料时，动物唾液中含有的碱性物质会随吞咽动

作进入瘤胃，可对瘤胃 pH值的稳定起到缓冲作用，

因此可以在饲料中添加外源性的缓冲剂，磷酸钠、

碳酸钠、氢氧化镁、氧化镁、膨润土等。

6）抗乳酸疫苗的应用。乳酸菌是反刍动物瘤胃

酸中毒的主要致病菌。牛链球菌活苗和灭活苗可刺

激机体对乳酸产生抗体，减少乳酸的产量，从而降

低酸中毒的发生机率。

7）日粮加工工艺改善。某些饲料加工工艺的应

用，也可减少瘤胃酸中毒的发生。例如，制粒、压片、

焙烧和包被等也可减缓淀粉等的发酵，从而减少瘤

胃酸中毒的发生。

因此，在生产中对于反刍动物瘤胃酸中毒，还

应该以预防为主，合理调控动物的健康状况，切忌

追求一时的利益，忽视动物的承受能力，反而造成

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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