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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用 3 d。肌肉注射 VE每千克体重 4 mg，每隔 2 d

用 1次，连用 2～3次。

2）中药方：党参 21 g、桃仁 9 g、黄连 24 g、炮

姜 7 g、当归 31 g、甘草 6 g、川芎 6 g、红花 7 g、黄

酒 45 mL喂服，也可促进病情好转。

3）对产后产道有炎症的母猪，应采取如下治疗：

新鲜益母草 500 g，干的益母草则需 250 g，切碎，锅

内加水 4 000～5 000 g，先大火煎开，再小火熬，至

药汁余下 2 000～2 500 g，离火去渣留汁，汁内加

红糖 250 g，搅匀，待温，给刚产完仔的母猪饮服。

5 注意事项

饲养员应加强对怀孕母猪的饲养管理，避免对

怀孕母猪的挤压、碰撞，饲喂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

饲料，严禁喂冰冻、霉变及有毒饲料。做好预防接种，

定期检疫和消毒。谨慎用药，以防流产。治疗的原则

是尽可能制止流产，不能制止时，促进死胎排出，保

证母猪的健康，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摘要 猪流行性腹泻是一种接触性肠道传染病，对生猪养殖危害严重。本文主要介绍了猪流行性腹泻的诊

断、预防和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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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是由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引起的

一种接触性肠道传染病，呕吐、腹泻和脱水是该病

的主要特征。猪流行性腹泻主要发生在冬季，可在

世界各地流行。本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的猪，年龄

越小，症状越重。新生仔猪感染后严重脱水，个别有

脱肛现象，死亡率接近 100%。

1 病原学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属冠状病毒科，到

目前为止未发现本病毒有不同的血清型。病毒粒子

虽形状各异但总体倾向圆形，直径大小不一，一般

为 90～190 nm，外有囊膜，对乙醚和氯仿敏感。由

于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对外界环境和消毒药抵抗力

不强，在一定浓度下一般常用的消毒药都能杀灭该

病毒。

2 流行病学

本病只在猪之间传播，任何年龄的猪都能感

染。哺乳期和育肥期的猪发病率很高，特别是哺乳

猪受害最为严重，约为 10%～90%。该病最主要的

传染源是病猪，病猪的肠绒毛上皮细胞和肠系膜淋

巴结存在腹泻病毒，该病毒可随病猪的粪便排出体

外，导致环境、饲料、饮水及用具等受到污染，从而

导致病毒的传播。猪流行性腹泻多发于寒冷的冬季

和回暖的春季，即 11月至翌年 4月。本病常是 1头

猪感染腹泻病毒发病后，引起同圈或邻圈的猪在 1

周内相继发病，直至 2～3周后症状才得到缓解。

3 临床症状

该病以水样腹泻或在腹泻间呕吐为主要特征，

尤其是仔猪吃奶或吃食之后发生呕吐，年龄越小，

症状越重。患猪体温在 39～40 ℃，精神萎靡，食欲

减退，排泄物呈灰色或者灰黄色。病情随病猪年龄

不同表现出来的症状有所差异。个别刚出生的仔猪

突然发生呕吐，水样腹泻，粪便呈现黄色或灰色，伴

有恶臭，腹泻后病猪的体重急剧下降。

疫病防控70· ·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1期

种母猪的选择

1）基础母猪的选择。选好种母猪的品种是多胎高产的基础。母猪的品种应是耐粗饲、适应性强、泌

乳力好、母性好、产仔数平均在 14头以上的品种。

2）后备母猪的选择。后备母猪在应选好品种的前提下，在窝均产仔 14头以上的繁殖母猪后代群

体中挑选，要求选择发育良好、匀称、健壮，乳头排列整齐、无缺陷、有效乳头在 7对以上的优良个体母

猪作为后备母猪。

来源：四川省农业厅网站

4 病理变化

胃和小肠是该病主要病变的部位。患病的仔猪

胃和小肠发生膨胀，病猪胃充满大量未消化乳白色

的凝乳块，胃底黏膜被黏液覆盖，同时黏膜出现轻

度潮红充血，在黏膜下可见出血小点或出血斑。病

猪的整个小肠出现膨胀，肠壁由于膨胀变薄呈半透

明状，肠内充满黄色或灰白色液状物，混有未消化

的小乳块和泡沫，可见严重萎缩的肠黏膜绒毛。同

时病猪的肠系膜血管扩张，淋巴结肿胀，淋巴管内

见不到乳糜。病猪消瘦脱水，眼球凹陷，皮下干燥。

5 疾病诊断

依据流行病学和临床症状可对该病作出初步诊

断，如需确诊须进行实验室诊断。目前实验室诊断该

病的方法主要有免疫电镜、免疫荧光、间接血凝试

验、ELISA、RT-PCR、中和试验等。免疫荧光和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是实验室诊断该病较常用的 2种方法。

6 预 防

1）免疫接种。若怀孕时母猪未注射二联灭活疫

苗，则需给哺乳期的仔猪或者断奶后 10～15 d的

仔猪在交巢穴注射疫苗 2 mL；70 kg以内的猪：交

巢穴注射疫苗 3 mL；70 kg以上的猪：交巢穴注射

疫苗 4 mL。同时为了预防该病的发生，应于 10月

份和 11月份对全群的母猪、种公猪免疫接种 2次，

每次每头猪交巢穴注射疫苗 4 mL；为使哺乳仔猪

获得对该病的免疫力，要对距预产期 20～25 d的

怀孕母猪交巢穴注射 4 mL疫苗。

2）自繁自养。为了预防猪流行性腹泻的发生，

猪场要坚持不从外面购猪（即自繁自养），特别是要

避免在该病高发的冬季和春季进猪，如需购猪，需

要对所有新购进的猪隔离饲养观察 21 d 再作处

理，防止该病的传播。

3）严格预防。定期清理猪舍，严格消毒，猪舍注

意防寒保暖，保持地面干燥，防止猪舍潮湿闷热，保

持舍内空气流通；冬季和春季要在饲料中补充微量

元素和多种维生素。同时，为了防止出现霉菌毒素

中毒，可采用脱霉剂按一定比例添加于饲料中，增

强猪群抗病力。此外，还要严格限制人员出入，消毒

池药剂要经常更换。

7 治 疗

本病治疗通常采用补充体液、药物治疗和中药

治疗 3种方法。对于刚开始出现腹泻症状的仔猪，

要趁其还能吃喝的时候，大量补充口服液盐。在患

病期间对病猪大量补充葡萄糖氯化钠溶液，可采取

静脉或腹腔注射 5%～10%葡萄糖盐水和 5%碳酸

氢钠溶液。为防止继发感染，可对病猪口服四环素、

磺胺、黄连素等。用盐酸吗林胍片也可治疗该病，具

体用量为母猪每次 3片，15 d以内哺乳仔猪每次 1

片，15日龄以上哺乳仔猪每次 1.5片，3次 /d。若对

病猪采用中药治疗应以清热解毒、理气和分清浊为

主。一般使用“乌梅散”，具体处方为黄连、黄芩、板

蓝根、陈皮、六神曲、车前子，采用甘草调和，最后用

乌梅为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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