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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糠。米糠是糙米精加工时分离出的种皮、

糊粉层和胚 3种物质的混合物。粗蛋白的含量较

高，13%左右，高于大米、玉米、小麦。粗脂肪中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较高，易氧化，不易储存。

4 植物性蛋白类饲料

1）豆科籽实。豆科籽实有机物中蛋白质含量较

谷实类高，还含有大量豆油，所以能量远远超过谷

实类最高的玉米。蛋白质品质优良，尤其赖氨酸含

量较高，矿物质与维生素含量与谷实类相似。

2）棉籽饼。蛋白质含量一般，仅次于豆饼。是重

要的蛋白质来源，但有效能源值较低。

3）菜籽饼。粗蛋白含量在 33%～39%，低于豆饼，

且蛋白质的消化率也低；粗纤维含量高，12%左右；无

氮浸出物含量为 30%，有机物消化率约 70%。钙磷含

量适宜，所含 B族维生素除泛酸外，其他均高于豆饼。

5 动物性蛋白类饲料

1）鱼粉。最佳蛋白质饲料，其蛋白质含量与必

需氨基酸较全面，比例平衡。鱼粉中含有大量 B族

维生素及部分脂溶性维生素，钙磷不但富足，磷还

是有效磷。还含有促进生长的未知因子。

2）肉骨粉。一般粗蛋白含量 45%～60%，水分

含量 5%～10%，粗脂肪 3%～10%等。蛋白质中赖氨

酸含量高，缺乏蛋氨酸和色氨酸。

3）血粉、羽毛粉、蚕蛹粉。其含量相似，蛋白含

量均较高，可在日常饲粮中搭配使用。

饲料的配制与供给有重要作用，在养殖中考虑

不同时期的生理阶段所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给生

产带来效益。

摘要 本文主要对猪附红细胞体病的病原、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症状及诊断和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旨

在为养猪生产中该病的有效防治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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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附红细胞体病也称为猪嗜血支原体病，由寄

生于猪红细胞或血浆里的附红体所引起。其典型特征

表现为急性、黄疸、贫血和发热[1]，严重时可死亡。

1 病原体

猪附红细胞体曾被作为原虫或类边虫而加以

描述。后被列入立克次体目、乏质体科、附红细胞体

属。但是也有人认为应属于柔膜体纲，支原体属。附

红体形态多样，一般呈环形，也有球状、杆状、逗点

状等几种形态。一般单个、几个或者多个寄生在红

细胞的中央或边缘，用吉姆萨染液进行血液涂片染

色呈淡红色或者淡紫红色。附红细胞体对干燥和化

学药剂比较敏感，一般常用浓度的消毒剂即可杀灭

病原。但是对低温的抵抗力较强。

2 流行病学

该病一般发生于夏季，而冬季发病较少。目前

研究还没有弄清楚该病的传播途径。但是根据发病

的季节来看，虱和疥螨等节肢动物可能是此病的传

播媒介。也有人利用螫蝇成功感染绵羊。此外，附红

体病还可通过胎盘和交配进行传播。

3 临床症状

任何日龄的猪均可发病，而以仔猪、怀孕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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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健胃的方法

肉牛健胃方法繁多，下面就介绍几种，以供参考。

1）口服人工盐 60～100 g/头或灌服健胃散 350～450 g/头，1次 /d，连服 2 d。

2）对个别瘦弱牛灌服健胃散后再灌服酵母粉，1次 /d，每次服 250 g，也可投喂酵母片 50～100片。

也可内服敌百虫，剂量为 0.05 g/kg体重，1次 /d，连用 2 d。

3）可用香附 75 g、陈皮 50 g、莱菔子 75 g、枳壳 75 g、茯苓 5 g、山楂 100 g、神曲 100 g、麦芽 100

g、槟榔 50 g、青皮 50 g、乌药 50 g、甘草 50 g，水煎１次服用，每头牛每天 1剂，连用 2 d，可增强肉

牛的食欲。

来源：中国养殖网

育肥猪最为多发。病猪精神不振，衰弱，食欲减退甚

至废绝，被毛粗乱，并逐渐消瘦，体温高达 40 ℃以

上。病猪毛囊出血，皮肤潮红，在四肢内侧和胸腹部

有大小不等斑点或者斑块，指压不褪色。轻度病猪的

耳尖干燥，耳尖部出现紫红色斑块。病情严重的猪，

皮肤干裂，呼吸困难，眼结膜苍白，有时可见到黄染。

行动时步态不稳，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呕吐和腹泻。少

数猪经常咳嗽，在肛门和眼部呈蓝紫色。病情严重，

消瘦致死的猪体温下降，尿液呈黄红色。育肥猪一般

发育不良，生长缓慢。对繁殖母猪而言，则经常出现

长期不发情、返情率高和无乳等繁殖障碍现象。怀孕

母猪中，大约有 20%的流产、早产现象，即使成功分

娩，其中死胎或木乃伊胎的比例也会增加。同时还会

增大妊娠后期母猪和产后母猪乳房炎的发病概率。

4 诊 断

根据该病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可

以做出对该病的初步确诊。

5 防治措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制出可以在生产中有效

使用的预防附红细胞体病的疫苗，因此此病的预防

还是要采取综合性的饲养管理措施来进行科学的

防治。

1）加强饲料营养供给，确保营养的平衡。在饲

养过程中，首先要保证猪只的营养需求，合理选择

和配置饲料，保证饲料营养的全面和平衡，以增强

动物体质，促进动物健康。

2）减少环境应激，增强机体抵抗力。环境应激

对动物的影响很大，这是因为在长期处于应激状态

的动物，其体质和抵抗力均会下降，这就增加了动

物的患病机率，容易引发各种感染。因此在生产管

理中换料、转群、免疫、称重时，要合理安排，不要太

集中，还可适当补充电解多维，尽量减少应激。以促

使动物机体保持较强抵抗力，不给病毒侵入机会。

3）加强饲养管理，做好环境卫生消毒工作。要

保持猪舍环境干燥、卫生，温度适宜。注意通风，并

做好卫生消毒工作。猪附红细胞体病可通过血液、

交配及蚊虫叮咬等多种途径进行传播。在炎热的夏

季，尤其是要做好蚊蝇、疥螨、虱等体外寄生虫病的

杀灭。同时还要注意注射针头、手术器械的消毒[2]。

发现病猪要马上隔离，同时积极进行治疗，失去治

疗价值者要马上淘汰。对死亡病猪要进行深埋、焚

烧等无害化处理。

4）积极治疗。对发病猪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治

疗，猪附红细胞体对四环素类抗生素、血虫净等敏

感，用这些药物进行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对于发

病猪只，可在饲料中添加 6%的土霉素或四环素，连

用 2～3周；或服用阿散酸 200 mg/kg，连喂 3～5 d。

还可以采取深部肌肉注射血虫净，每千克体重 3～5

mg，1次 /d，连用 3 d。肌肉注射氟苯尼考，每千克体

重 0.075 mL，首次使用加倍，1次 /d，连用 3～5 d。

此外，添加 VB12、VC等药物作为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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