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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摸清吉林省猪群腹泻病的情况，对吉林省 4个地区 30多家规模猪场进行猪病毒性腹泻流行病

学调查，采集了 200头份病料样品，用 RT-PCR法进行病原学检测，结果显示猪病毒性腹泻在吉林省猪场普遍存

在，环境应激是该病的诱发因素。吉林省猪群腹泻病原包括流行性腹泻病毒、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和轮状病毒等，

哺乳仔猪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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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引起猪病毒性腹泻的病原有猪传染

性胃肠炎病毒、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猪轮状病毒等

新老病毒十余种。对本地流行的病原认识不清，做

不到有针对性的防制，是吉林省猪腹泻常发的根本

原因。因此，亟待查清本地区流行猪病毒性腹泻的

病原，为本地区制定防控猪病毒性腹泻方案提供科

学依据。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可以为病毒分离鉴定、

进一步开展猪病毒性腹泻的病原学、分子生物学、

免疫学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这对防控吉林省猪

病毒性腹泻，保障养猪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畜牧业是吉林省农业发展

的重点，有很多规模化养殖场，规模化养殖场的疫

病防控一直是吉林省畜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养猪

业已成为畜牧业的主体产业，在吉林省已占农业产

值的 30%以上，随着生猪及其产品贸易的增加，各

种类型的规模猪场不断兴起，生猪交易频繁、种猪

不断更新引进，促进了吉林省生猪市场的繁荣和种

猪品种的改良，但随之而来的猪病毒性腹泻也频繁

发生，不断在规模猪场中暴发流行，且有愈演愈烈

之势。在发病猪场，从新生仔猪到育肥猪，乃至成年

猪均呈暴发性流行，发病率几乎达 100%，无有效药

物治疗，哺乳仔猪死亡率达 50%～100%，保育仔猪

死亡率达 20%～30%，育肥猪和母猪死亡率虽较低，

但育肥猪生长缓慢、出栏时间推迟，泌乳母猪泌乳

停止，导致孕猪流产等，给养猪业造成了惨重的经

济损失，严重危害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 90%以上的各种规模猪场都不同程度

地遭受到了猪病毒性腹泻的侵袭，迫切希望本病的

流行得到遏制。

1 流行病学调查

自 2014年 11月起，对省内多地的规模化猪场

进行了猪病毒性腹泻流行病学调查，做了抗原抗体

监测等一些工作。在长春、四平、松原、公主岭等主

要养猪地区，每个地区选择 5～10个暴发流行腹泻

的猪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每个猪场采取待检样品

5～10头份，总计待检样品达 200头份，通过不同的

方法检测，样品病毒阳性检出率达 80%以上。

2 临床症状

发病急，范围大，原因不明确，1周内各个年龄

阶段猪群均相继大量发病，仔猪大批死亡。母猪先

发病，育肥猪、保育猪相继水样腹泻，粪便泥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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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颜色红绿色不等，精神沉郁，迅速消瘦，少数病猪

3 d内死亡，病程延长的患病猪贫血、皮肤苍白；波及

仔猪精神沉郁、不食，呕吐、腹泻，严重的水样、糊样

粪便，粪便颜色呈黄色，脱水严重，2周龄内仔猪大批

死亡，日龄越小死亡率越高（接近 100%），十分凶险；

3周龄以上死亡率下降，部分耐过后终身带毒。

3 剖检特征

病死仔猪脱水消瘦，皮肤暗灰色，肠道空虚，肠

管扩张内容物稀薄，肠壁变薄鼓起近乎透明、缺乏

弹性，其他器官无明显病变；剖检部分较大猪只，可

见肠道迟缓、扩张，粪便内容物稀薄呈现泡沫状，部

分胃底黏膜充血、出血，有溃疡病灶，肠系膜充血，

肠系膜淋巴肿胀，其他器官无明显特征性病变。

4 诊 断

根据剖检症状、临床特征结合实验室方法诊

断。猪病毒性腹泻的实验室检验主要有直接免疫荧

光抗体试验检测病毒抗原法、双抗体夹心法 ELISA

检测病毒抗原法、和胶体金试纸检测等方法。病毒

的检测采取 RT-PCR检测法快速、准确。

猪场送检的样品总计 50头份，均为 TGE（猪传

染性胃肠炎）、PED（猪流行性腹泻）、RV（猪轮状病

毒）阳性样品。说明 3种主要病毒性腹泻在吉林省

均广泛存在并混合感染。

5 治疗措施

本病发病迅猛，危害严重，以预防为主，一旦发

病要及时隔离，辅助治疗。

发病后做好隔离工作，猪病毒性腹泻传染性

强，发病后在猪舍内病毒大量存在，在对猪的呕吐

物及粪便进行彻底消毒后，对猪圈舍进行清洗，器

具进行消毒。

病毒性腹泻没有特效的治疗方式，发病后可以

通过对症治疗的方法进行处理，防止感染其他疫

病，在病猪出现发病的状况时，做好发病猪的排毒

与补液工作，应停止或减少发病猪饲料，减少胃肠

负担，加速排毒，大量饮水，为避免加重脱水，饮水

中加入土霉素或头孢噻呋钠注射液等物质；及时注

射碳酸氢钠和葡萄糖生理盐水，以此来降低酸中毒

与脱水的现象。并使用相应的肠道抗菌药来对其临

床腹泻症状进行针对性治疗，例如常见的诺氟沙

星、庆大霉素等抗生素。

针对几家猪场的发病情况，分别制定了不同的

药物治疗方案，猪场不同年龄段猪都有较高的死亡

率，需要投放药物、积极治疗尽量挽回经济损失。

6 防控措施

1）做好预防是防制群发传染病的第一步也是重

要的一步，春秋两季针对猪群注射猪病毒性腹泻三

联灭毒苗，施行普免，全场猪除 10日龄以前全部注

射疫苗，秋季免疫程度加强，间隔 2周连续免疫 2

次，母猪产仔前 1 个月加强免疫一次，后海穴位注

射疫苗，产仔后仔猪 7日龄后接种疫苗。鉴于有些

病毒没有有效的疫苗进行针对性的免疫，在猪场采

取“返饲”的方法，将发病仔猪腹泻的粪便或肠管连

同肠内容物打碎搅拌在饲料里，饲喂距产前 15 d

以上的怀孕母猪，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免疫力。

2）科学饲养管理是降低发病的重中之重，春夏

和夏秋都是病毒性腹泻的高发期，注意期间的饲养

管理水平。猪舍的间隔消毒期缩短，全进全出消毒，

消毒从地面到墙面、用具到其他物面，自来水冲刷

到消毒剂喷洒，注意保证足够的作用时间；断奶仔

猪是病毒性腹泻的高发猪群，主要原因包括母源抗

体不够、体重轻、日龄不够导致的自身抵抗力低下，

严格控制断奶时间，防止应激性腹泻的发生，过冬

期保证猪舍环境温度，低温是降低自身免疫力的主

要因素。

3）避免从疫区引进病猪和带毒猪，引进母猪要

隔离观察及时检疫，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重点做

好母猪的防控，尽量避免冬季产仔，母猪产房温度

控制在 20 ℃左右，产仔箱温度控制在 33 ℃左右，

避免温度忽高忽低引发感冒产生应激，母猪进入产

房需要严格的全身消毒，仔猪体弱抵抗力低下，保

证产后仔猪尽快吃到初乳提高被动免疫水平，出生

后 12 h越早吃到越好，初乳中含有大量母源抗体，

母源抗体虽然是高分子蛋白质，但大部分能通过肠

壁进入仔猪血液中起到免疫作用，母源抗体这种原

样吸收的时间随出生时间延长而减弱，于生后的几

十小时内终止。因此仔猪初乳吃得越早越好，仔猪

出生后 12 h内能吃 3～4次乳，总量达 40 mL便可

获得足够的母源抗体，大大降低发生病毒性传染病

的机率。

4）辨证施治。产生此种疾病的主要原因是寒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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秽浊之气困在脾处，导致脾胃受伤，清浊相混，进而

导致气机紊乱。发病轻缓的猪场采用方剂以辛温散

寒、化湿理气为主；猪群大规模暴发腹泻时采用方

剂以温阳驱寒、降逆止呕、补气固本为主。有兽医从

业人员做过中兽医辨证施治的试验，中兽医治疗结

果优于西药治疗，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值得在临

床推广应用。

7 讨论与小结

1）引起猪腹泻的原因很多，除了病毒性腹泻，

细菌性腹泻和寄生虫性腹泻外，还有许多非病原性

因素也可以引起猪群暴发腹泻，主要和饲料、环境、

免疫力低及管理不科学有直接关系，要鉴别诊断，

查清主要发病原因对症治疗，采取综合防控措施，

减少猪腹泻病的发生与流行。

2）通过系统的猪病毒性腹泻的流行病学调查，

查清了吉林省各养猪地区流行病毒性腹泻的病原

及分布，以及病原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为吉林省各

地区疫病防控部门制定防控策略提供了依据，为基

层兽医诊疗部门提供了多种病毒性腹泻的实验室

检测方法，从而快速查清病原，做到有针对性地采

取免疫预防和控制措施，挽回因猪病毒性腹泻流行

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参 考 文 献

[1] 刘吉山，王玉茂，李峰，等.猪病毒性腹泻防控措施[J].现代养猪，

2012（9）：21.

[2] 李松华.仔猪病毒性腹泻的特点和防控措施[J].湖北畜牧兽医，

2012（2）：21-23.

[3] 朱友军.猪病毒性腹泻的辩证施治[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5

（5）：195.

[4] 刘云波.赵洪翠.王志成，等.猪病毒性腹泻分子流行病学调查[J].

中国畜牧兽医，2013，40（2）：204-207.

[5] 韩淑芳.仔猪病毒性腹泻研究进展[J].北京农业，2014（12）：163.

摘要 猪水疱病是由猪水疱病病毒引起猪的一种急性、发热性的传染病。本病流行性强、发病率高，以蹄部、

口腔、鼻部及乳头等部位皮肤出现水疱和烂斑为特征，本病特征与猪口蹄疫相似，可对养猪业造成一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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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水疱病的危害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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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水疱病是由猪水疱病病毒引起猪的一种急

性、发热性的传染病。本病流行性强、发病率高，以

蹄部、口腔、鼻部及乳头等部位皮肤出现水疱和烂

斑为特征，本病特征与猪口蹄疫相似，临床上不容

易区分，对养猪业危害严重。

1 病原体

本病的病原体是猪水疱病病毒，属于小核糖核

酸病毒科，肠道病毒属，本病毒只有一个血清型。病

毒耐高温，80 ℃条件下 1 min才可杀灭病毒。蹄部

经 65～67 ℃ 3～5 min烫毛后，水疱皮仍有感染

性。在低温中可长期保存。病毒在污染的猪舍内可

存活 8周以上[1]。消毒药物如 5%氨水、10%漂白粉

液，3%的热氢氧化钠溶液可作为环境的消毒药物，

但是要保证有足够的作用时间。

2 发病特点

各种年龄、品种、性别的猪均可感染猪水疱病，

自然情况下本病仅发生于猪，牛、羊等动物不发病，

人类对本病有一定的易感性。发病猪和带毒猪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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