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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仔猪缺铁性贫血是由于动物体内铁含量不足引起的一种营养缺乏病。本文对该病的发病情况、发病

原因、临床症状、剖检变化、诊断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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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缺铁性贫血又称仔猪营养性贫血或铁缺

乏症，是由于动物体内铁含量不足引起的一种营养

缺乏病。临诊上以贫血（血红蛋白含量降低，红细胞

减少），易疲劳，活力下降和生长发育受阻为特征。

多见于仔猪，主要发生于 2～4周幼龄动物。集约化

猪场较易发生本病，以冬春季节发病率较高。

1 发病情况

2016年春，山西省和顺县某养猪场的一窝 2周

龄仔猪发病，该窝仔猪以腹泻和黏膜苍白为主要症

状，笔者与本院大夫共同诊断为仔猪营养性贫血，

于是展开治疗。该母猪本窝共生产仔猪 16只，经过

治疗，其中 2只死亡，其余均治愈。

2 发病原因

1）幼畜对铁的需要量大，贮存量低，母猪母乳

中含铁量低，供应不足或吸收不足所致。

2）饲料中缺铁或其他原因影响到铁的吸收。

3）仔猪饲料中缺铜、钴、叶酸、VB1及蛋白质也

可引起铁利用障碍。

4）舍饲于水泥地面的猪，缺乏拱土摄取铁的机

会而导致缺铁。

3 临床症状

仔猪表现精神沉郁，离群伏卧，食欲减退或废

绝；生长迟滞，体重减轻、腹泻、粪便颜色正常，皮毛

蓬乱，缺乏光泽。可视黏膜苍白，呼吸加快，脉搏加

速。稍加运动，则心搏动亢进，喘息不止，头部水肿。

4 剖检变化

剖检可见仔猪皮肤、黏膜苍白；血液稀薄，凝固

性差，全身轻度或中度水肿，腹腔、胸腔、心包腔积

液、肌肉苍白松弛，特别是心肌更加明显，心脏扩张，

肺水肿间质明显，切面有渗出液；脾脏肿大，显淡黄

色，肝实质少量淤血；脾脏稍大，肾实质变性，呈淡白

色；胃和肠腔空虚，肠系膜淋巴结水肿，淤血。

5 诊 断

1）根据临床症状可做初步诊断。

2）血液学检查。新生仔猪每 100 mL血红蛋白

应为 8～12 g，血红蛋白下降到 7 g以下为贫血，4 g

以下可出现死亡，红细胞从正常的 500万～800万 /L

下降到 300万～400万 /L可确诊。

6 预 防

1）加强母猪后期营养，保证铁的供应。仔猪出

生后 3 d可注射 1次生血素，每头每次 1 mL，或一

次性肌肉注射 100 mL葡萄糖铁、维持血红蛋白水

平 3～4周，可预防本病发生。

2）仔猪出生后 3～5 d 开始补铁，即用硫酸亚

铁液（硫酸亚铁 400 g，硫酸铜 100 g，葡萄糖 400

g）每日涂擦母猪乳头，也有良好的作用。

3）在母仔猪舍内的地面上撒少量含铁黄土，或

在舍内一角放一块铁，让仔猪自由舔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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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治 疗

1）急性缺铁，可肌肉注射铁制剂，如右旋糖酐

铁、葡萄糖铁或其他铁制剂 100～200 mg，必要时隔

周重复 1次，可同时配合叶酸、VB12等的应用。

2）慢性缺铁性贫血，可内服硫酸亚铁 2.5 g，硫

酸铅 1 g，溶于 100 mL水中，每次按每千克体重

0.3 mL内服，1次 /d，根据症状可连服 7～14 d。

8 小 结

该病多是由于铁供应不足造成的。强调该病应

防重于治，要仔细观察新生仔猪的临床表现，一旦

发现仔猪发病应及时治疗，该病发病率可达 30%～

50%，有时高达 90%，死亡率可达 15%～20%。因此，

在养殖生产中，要加强仔猪的饲养管理，以减少损

失，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摘要 仔猪发生腹泻症状的原因有多种，有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感染引起的，也可能是饲料、环境因素引起

的，本文论述了常见的仔猪腹泻性疾病的鉴别诊断与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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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腹泻性疾病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类以

腹泻为特征的疾病的统称，是威胁养猪业发展和经

济效益的重要疾病，其发病特征为猪粪便稀薄、不

成形，甚至出现水样，消化紊乱，营养吸收不良，病

猪表现消瘦。发生腹泻的原因有很多，如细菌、病毒

和寄生虫感染，以及突然换料等应激因素。腹泻性

疾病不仅能引起猪生长缓慢，饲料报酬下降，增加

饲养成本，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因此，必须重视仔

猪腹泻性疾病，现介绍如下。

1 仔猪腹泻性疾病的发生原因

1）机体因素。主要是处于哺乳阶段的仔猪，由

于消化机能不健全，体内消化酶不足或活性降低，

胃容积小，胃酸分泌不足，不利于消化过程中的分

泌和吸收，从而引起了腹泻[1]。此外，处于哺乳阶段

的仔猪免疫功能不健全，主要靠从母乳中获取免疫

球蛋白，获得被动免疫，断奶后不能获得足够的抗

体保护，致使抗病能力差，容易导致下痢。

2）营养性因素。主要是由于饲喂不当或者管理

因素造成的腹泻。如仔猪在哺乳期没有及时补料，

断奶时没有采食足够的饲料，消化机能还没有过渡

到以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为主的饲料。另外饲料中

粗纤维、粗蛋白质含量过高，也会使消化道黏膜机

械损伤，导致腹泻。

3）病原体感染。主要包括细菌、病毒和寄生虫

感染三类，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猪传染性胃肠

炎、猪轮状病毒、猪流行性腹泻、球虫、蛔虫等感染

都可引起腹泻的发生。

外界环境也会影响消化机能，导致腹泻。如温

度、湿度、密度、通风和环境卫生情况等。

2 几种病原性疾病的鉴别诊断

1）流行性腹泻（PED）。多发生于天气寒冷的冬、

春季节，以哺乳仔猪发病最为严重。主要通过消化

道传播，潜伏期一般为 5～8 d，以水样腹泻、呕吐为

特征，猪只日龄越小，症状越重，猪舍墙壁、笼具和

地面会沾满粪便，有一股特别的臭味。1周龄内新生

仔猪发生腹泻后几天内就可能因脱水而死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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