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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

2.2 治 疗

治疗该病的关键在于抗菌消炎，帮助母猪恢复

子宫收缩力，促进其子宫内蓄积的渗出液排出，以

消除子宫感染。

1）抗菌消炎。根据病例的诊断结果，确定病原

微生物，再根据药敏试验选择对该病原微生物敏感

的药物，及时对症治疗。

2）冲洗子宫。用输精管或胃管将 0.1%高锰酸钾

或 0.1%新洁尔灭等冲洗液注入病猪子宫内，5 min

后将其导出，再灌注，再导出，如此反复冲洗，直至

排出液体清亮为止，每天 1次，冲洗 4～5 d。若母猪

的子宫颈不开张，可通过注射氯前列烯醇诱导发

情，然后再进行该操作。该法主要用于促进子宫内

炎性分泌物的排出，消除炎症，净化子宫。

3）子宫内投药。冲洗子宫后，待药液全部排尽，

向母猪子宫内注入土霉素、青霉素、链霉素、恩诺沙

星等药液 50～100 mL，每天 1次，4～5 d。

4）病猪若出现精神沉郁、食欲废绝、体温升高

等全身症状，则不能进行子宫冲洗操作，应肌肉注

射黄芪多糖、头孢噻呋、维生素 C、维生素 B1、甲硝

唑等，同时采取强心、补液措施，以防发生败血症。

摘要 中草药治疗猪病是通过抗菌、抗病毒以及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来实现的，具有无药物残留、无

公害的优势，可解决长期困扰畜牧业发展的抗生素残留问题，提高养猪生产率，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污染，发展

绿色畜牧业，满足人民的食品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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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中草药资源丰富，易种易收，且

使用简便。国内自古以来就有利用各种中草药治疗

人类疾病的传统，在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沉淀之后，

一些养殖业专家也运用中草药防治动物疾病。中草

药是天然物质，保持了各种成分的自然性和生物活

性，其成分易被吸收利用，在动物体内无残留、无公

害，能够激活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功能，有抗病毒、

抗细菌、抗应激的作用。开展中草药防治猪病不但

是可持续畜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们对提高生活

质量和绿色食品消费的要求。

当前，多方面的因素在影响养猪行业的猪病防

治，首先存在的问题是，养殖人员对猪长期使用抗

生素以及其他的药物添加剂，导致猪本身在进行新

陈代谢时有很大的压力，干扰了猪的免疫系统功

能，还会产生耐药性。再次，猪在发病时会引起多种

并发症，不利于猪病的诊断，病毒会不断地发生变

异，也给防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1 中草药的主要特点

首先，中草药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在中国

所产生的资源十分丰富，品种也十分多。其次，在高

度重视食品安全的年代，中草药取自天然植物，具

有天然性以及生物活性，将其经过提炼运用到人类

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具有防治疾病的巨大作用。再

次，作为养猪行业，无法满足精密仪器对场地的要

求，应用中草药时无需过于复杂的设备和高要求的

场地，十分适合当前养猪行业疫病防控的需求。最

后，中草药应用在养猪业时与传统的抗生素等化学

药物作用机理不同，利于养猪行业日常疾病防治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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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鸭初产期的补饲方法

从开始产第 1枚蛋到产蛋的最高峰，通称起蛋期也叫初产期。这个阶段饲养管理的主要手段是补

饲。在冬末春初，要尽量利用天然的牧场，使鸭群换好毛、蓄好膘，开始每天早晨放鸭时，补饲 1餐早

食。补饲量一般以 8成饱为宜。当然要急催膘可多吃一点，但不能喂全饱，以促使鸭去啄野食。补饲的

饲料，可以是一年中质量最差的，如瘪谷、芽谷、浮麦、浮豆、高粱等，因为这个时候的鸭能充分利用这

些劣质饲料。春初自然光照不足，为了刺激鸭性腺发育，可适当采用人工增加照明的方法。为了充分利

用自然光照，应该采取早放迟收的办法。

在野生饲料条件较好的放牧区，补饲 1餐以后，鸭的新羽毛生长很快，体膘增加，卵黄增大，部分

鸭在行动上较活跃，常离群去急急觅食，觅食时间较长。如果放牧区饲料不大丰富，鸭群有时群起高声

呼叫，有必要加餐。

来源：黑龙江农业信息网

2 养猪生产中的常用中草药

第 1种是鱼腥草，鱼腥草又叫侧耳根，入药后

能起到清热解毒、利尿通淋的效果。鱼腥草新鲜的

汁液能够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试验证实，鱼腥草

煎剂对不同革兰氏阳性细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均有杀灭作用；同时将鱼腥草水溶

物对猪进行皮下注射还能起到镇静和抗惊的效果。

第 2种是黄芪，当代研究证实，黄芪含有多种微量

元素，如叶酸、蔗糖、多糖、锌等，具有提升免疫力、

保肝利尿的效果，还有广谱抗菌的作用。在猪养殖

过程中，还发现黄芪有强心、抗病毒性心肌炎和防

溃疡等效果。将黄芪放入猪的添加剂中，能够促进

猪的生长，提高猪自身的免疫力和促进新陈代谢，

它含有的黄芪多糖和黄芪皂苷是起效的主要成分。

3 中草药在猪病防治中的使用效果

首先是中草药对猪传染性疾病有抑制性作用，

这是养猪过程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必须高度重

视，否则会产生连锁反应，对养猪行业造成严重的

损失。为了解除猪传染病问题，一方面需要将中草

药运用到饲养管理中，并且要尽量减少一些抗生素

的使用，需要采用专家的建议与意见，采取一些手

段激活免疫系统，提高免疫细胞活性，努力增强猪

自身的抗病能力。中草药在这里面有不可缺少的作

用，可以激活更多的免疫活性细胞，提高免疫系统

相关的功能，例如激活巨噬细胞的吞噬、促进细胞

因子的分泌及增强其活性等。

其次是中草药可以治疗母猪产后缺乳症，此

种症状经常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母猪或初产母猪身

上，一般的症状是影响仔猪的正常生长与发育，严

重的症状会引起仔猪的死亡。将中草药运用到产

后缺乳的母猪身上会有十分明显的效果，在运用

中草药之后，母猪缺乳率明显下降。缺乳主要是由

气血不足或者营养不良导致的，中草药能够改善

脾胃的消化与运动功能，有通气活血的作用，使乳

汁能够正常进行转化，并且使得乳络通畅，解决母

猪缺乳的问题。

4 结 语

中国的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养猪行业需要好

好利用这种优势。但是也需要看到它存在的一些问

题，例如某些中草药组方不够严谨、用药庞杂、疗效

不够稳定、作用机理尚未完全弄清、对某些产品的有

效期和质量检测不够严格、口服剂型偏多而注射剂

型偏少等。在依靠先进技术的前提下，继续优化中草

药在养猪行业的作用，也可以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其

他的养殖行业中，提高全国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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