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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黄脂病为猪营养代谢病的一种，该病无明显的外观症状，猪屠宰后通过眼观肉色可被发现。预防猪

黄脂病需要根据情况寻找病因，针对性预防。α-生育酚制剂配合维生素 B12对该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组织中已

经积累的色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全清除，猪黄脂病重在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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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黄脂病属于营养代谢病的一种，为体内脂肪

被氧化为过氧化脂质后使猪肉外观出现发黄的现

象。该病 20世纪 40年代首次在我国发现并受到关

注，临床发病率不高，但由于肉的外观发生改变，对

市场销售带来很大影响，可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临床生产中应重视该病的发生。

1 发病特征

猪黄脂病民间又称“猪黄膘”，为脂肪组织中

沉积了蜡样的黄色颗粒状色素。该病临床上发病

率很低，养殖过程中很难发现，当生猪上市屠宰后

才能看到。社会上很多人对该病有较大误解，认为

黄膘肉为某些病原感染导致，或者是猪饲喂了某

些非法添加剂，或者是中毒病的一种表现，因而都

避而远之，销售会受到很大影响，即使降价也无济

于事，最终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实黄膘肉食用

后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其本质只是一种脂肪

过氧化后发生的颜色改变或脂肪中溶解了某些黄

色色素，其营养成分和肉质的理化性质和正常肉

并无太大差别。

2 发病原因

根据临床大量数据统计，发生猪黄脂病的常见

原因有以下几种。

1）不饱和脂肪酸过度氧化。经过大量的科学研

究证实，沉积在脂肪中的黄色色素为一种蜡样质，

通常是由于猪饲喂了过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导致，除

此之外，如果饲料中α-生育酚的添加量不足，机

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等氧化物不能被还原，

脂肪组织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会容易受到氧化，不

饱和键变成饱和键，或变成稳定的含氧官能团而引

发黄脂病。

2）黄色色素沉积。我国地域辽阔，虽然大部分

养猪场都使用正规饲料厂家的饲料饲喂，但某些地

方喜欢利用当地的现有资源自配饲料，这些自配料

中有些成分含有黄色色素，其不溶于水而易溶解于

脂类，猪食用后便被吸收进入体内，久之便会在脂

肪组织中积累沉淀，造成猪肉脂肪显黄色。

3）遗传因素。并非所有的黄膘猪都由饲料引起，

临床资料显示如果二元母猪或父代种公猪有黄脂

病，则后代三元商品代猪中大部分都会发生此病，

因而猪黄脂病和遗传也有一定关系，可能是调控脂

质物质代谢的基因随染色体传代所致。

3 发病机制

黄脂病主要原因为高度不饱和的脂肪酸在体

内被氧化为过氧化脂质而形成，而过氧化反应主要

有 2个方面，一方面是食物中抗氧化的物质食入过

少，如α-生育酚缺乏或含量不足，使代谢过程中

产生的自由基无法被还原消耗，使得脂肪酸被氧

化；另一种是α- 生育酚添加量足够，但由于代谢

原因体内氧化物质产生过多，从而不能被完全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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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该病。过氧化脂质生成后，会与组织细胞中

的蛋白发生结合形成脂蛋白复合物，正常情况下此

复合物可被溶酶体中的酶分解而形成小分子物质

排出体外，但当产生过多或分解出现异常时，就会

形成棕黄色的色素颗粒积累于脂肪细胞中，久之如

蜡样质，当组织中大部分细胞都出现沉积时，便造

成肉显黄色，形成黄膘肉。饲料中的黄色色素引起

的黄色肉则为黄色色素脂溶性强，水溶性差，猪食

入后随血液循环到达全身组织，由于脂肪组织细胞

中脂类物质较多，对黄色色素的溶解性和亲和性相

对较强，于是产生定向积累沉淀，脂肪组织被染成

黄色，临床上也称为黄膘肉。

4 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猪黄脂病在猪生前基本不表现症状，只是有轻

微的精神不振，被毛粗糙，可视黏膜苍白表现，很多

猪生长缓慢，机体衰竭，但这些临床表现与大多数

疾病的共性太强，加上该病发病率本来就不高，很

难判断。只有病猪屠宰后，通过脂肪组织颜色才发

现。剖检可见病猪的脂肪组织呈现柠檬黄的颜色并

伴有鱼腥味，肝脏显黄褐色并有明显的脂肪变性特

征，淋巴结肿大，切面紧张，骨骼肌、心肌和肾脏颜

色发白发暗，肾脏切面可见髓质部分发绿，胃肠道

黏膜有充血出血病变。

5 防 治

通过分析猪黄脂病常见的发病原因，可针对

性地进行防治。该病大多为饲料中α- 生育酚缺

乏或添加量不足引起，临床对常发猪群可在饲料

中多添加一些本类药物的制剂。同时，注意自配饲

料过程中，不要过多使用鱼粉，可用其他动物蛋白

或饼粕类物质替代，饲料采用的原料前期可进行

取样并用石油醚或白油浸泡，如果有大量黄色色

素，则浸泡过的液体会显黄色，及时发现这些色素

原料并禁止饲喂可有效降低发病机率，尽量减少

含不饱和脂肪酸过多的油脂原料用量。治疗猪黄

脂病可采用α- 生育酚制剂饮水、拌料或注射使

用，配合维生素 B12治疗效果更佳，但已经形成的

黄色色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因此猪黄脂病

重在预防。

摘要 本文主要从猪链球菌病的发病情况、临床症状、病理变化、实验室检查、诊断与治疗等 6个方面进行

介绍，并根据笔者自身多年的经验总结出该病的预防措施，以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 猪；链球菌病；临床症状；病理变化；防控

1例猪链球菌病的防控

刘元成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林冲镇动物防疫站，湖南新晃 419200

收稿日期：2017-06-28

刘元成，男，1968年生，兽医师。

猪链球菌病是一种由链球菌引起的猪常见传

染性疾病，也是一种人畜共患病。该病一年四季均

可发生，但以 5-11月份发生较多，不同年龄段的猪

均可感染该病，但多发生于断奶仔猪和育肥猪。笔

者近期接诊了 1例猪链球菌病，经过准确诊断、合

理治疗、有效预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防控情

况介绍如下。

1 发病情况

2017年 6月 5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林冲

镇某养猪户早上喂食时发现其饲养的 11头仔猪精

神沉郁，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下午巡栏时发现又

有 8头仔猪食欲不振、精神萎靡、体温升高，其中上

午发病的 3头仔猪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四肢呈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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