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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无名高热即“猪高热综合征”，是一种发病率

和死亡率均较高的疾病，主要发生于育成猪和部分

母猪。病猪临床主要表现为体温升高、精神沉郁、食

欲不振或废绝、呼吸困难、喘气，部分病猪伴有皮肤

发红、变紫等症状，少数病猪毛孔有出血点。

中兽医将感受温热病邪所致的以发热为主的

一类外感病证总称为温热病或温病。现流行的所谓

的“猪高热病”，也在温病之列。笔者在 2013年 6~9

月，以加味清营汤治疗猪高热病 40例，取得满意疗

效，现介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资料

77例患猪体重均在 60~100 kg，病程 2~7 d，其

中中药治疗组 40例，发病程度：重度 8例，中度 13

例，轻度 19例；西药治疗组 37例，其中：重度 9例，

中度 10例，轻度 18例。比较 2组病猪的品种、年

龄、病程及发病程度，差异不显著，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标准

发病猪体温升高至 40.0~42.5 ℃，精神沉郁，采

食量下降或食欲废绝，皮肤发红，耳后及边缘皮肤

发绀，腹下、四肢末梢等处皮肤有紫红色斑块；呼吸

困难，病猪出现严重的腹式呼吸，气喘急促，表现为

喘气或呈不规则呼吸；眼分泌物增多，有泪斑，出现

结膜炎症状；粪便秘结，呈球状；尿黄而少、混浊，颜

色变深。病程稍长的患猪全身苍白，被毛粗乱；部分

病猪后肢无力，濒死前不能站立，最后全身抽搐而

死。发病猪群死亡率很高。

2 治疗方法

2.1 西药治疗组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5 mg/kg体重）、黄芪多糖

注射液（0.2 mg/kg体重）、5%氟尼辛葡甲胺注射液

（0.1 mg/kg体重），混合肌肉注射，1次 /d，连用 3 d，

一般 1~2个疗程。

2.2 中药治疗组

用加味清营汤治疗（100 kg猪用量）：水牛角

20 g、生地 15 g、丹参 12 g、玄参 15 g、麦冬 15 g、

金银花 15 g、连翘 15 g、黄连 10 g、竹叶芯 20 g、石

膏 30 g、知母 15 g、芦根 15 g，冷水煎煮，侯温，1次

灌服，1剂 /d，3剂为 1个疗程，一般 1~2个疗程。

所有发病猪只的饮水中添加复合维生素（1 mg/kg）、

葡萄糖（5 mg/kg）及小苏打（1 mg/kg），同时做好猪

舍的降温、防暑工作。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1）治愈。体温下降，恢复正常；饮食恢复正常；

诸病症消失，半月后随访无复发。

2）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或病情加重死亡。

3）有效。症状改善，停药后复发。

3.2 治疗结果

中药治疗组治愈 34 例，有效 4 例，无效 2例，

总有效率及治愈率分别为 95%和 85%。西药治疗组

治愈 18例，有效 12例，无效 7例，总有效率及治愈

率分别为 81.1%及 48.6%。症状缓解时间：中药治疗

疫病防控 39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4年第 8期

组最快 0.5 d，西药治疗组最快 1.0 d；疗程：中药治

疗组平均 4.5 d，西药治疗组平均 5.0 d。

4 讨 论

引起高热病的原因很多，如猪瘟、猪蓝耳病、猪

圆环病毒病等皆可诱发高热病，临床上治疗难度很

大。

在临床治疗上，部分兽医喜欢超大剂量使用西

药治疗，导致病猪的肝、肾损伤严重，使西药在治疗

高热病上疗效欠佳。

猪高热病属于传统兽医学温病范畴，与季节变

化密切相关，具有传染性、流行性、高热等特点，属

病毒感染致猪机体免疫机能高度抑制，同时或继发

多种病毒、细菌混合感染。在治疗方面宜采用清热

凉血解毒、泄热生津止渴。加味清营汤中水牛角、生

地、丹参清营分之热，兼能解热，为方中主药；热邪

入营，多耗伤肾液，故辅以玄参、麦冬以增液；石膏、

知母、芦根除烦生津，泄热；银花、连翘、黄连清气分

热，配入方中，不仅共助清热解毒之效，又能使热邪

传出气分而解；竹叶芯清心火，引热从下焦而出，清

热解毒，泄热生津止渴。综合本方诸药的配伍，对疫

毒火邪充斥内外、气血两燔的证候，颇为有效。

饲料配方设计方法

饲料配方的设计用手算法或者是电脑算法进行，其中借助计算器的手算法使用较为普遍，常用的

有试差法和交叉法。

试差法是当下农村最常为采用的一种饲料配比设计方法，可用于饲料中多种营养指标的计算，而

不受原料种类的限制。此外，这种方法简单易学，不用借助精密的仪器，仅用纸笔、计算器，即可计算出

配方，非常适用于农村养殖户全价饲料及浓缩饲料配比的计算。这种方法不足之处是计算量比较大，

要配比出符合要求的全价配合饲料，一般要经过多次试算，较为盲目，核算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大。

1）试差法配比思路。首先，根据经验拟出各种原料的大致比例，然后用各自的比例去乘以该种原

料所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百分比，再将各种原料的同种营养成分之和相加，即得该配方的每种营养成

分总含量；将所得结果与饲养标准比较，如有任一营养成分不足或过多，可通过增减相应的原料进行

调整和重新计算，直到与饲养标准非常接近为止。

2）试差法饲料配比的具体步骤。一是饲料配比前要确定饲喂对象，并进一步确定饲喂标准。二是

根据饲喂标准，选择可使用原料，并根据原料营养成分表，确定其中营养成分的含量。三是拟定配方。

通常情况下，能量需求和蛋白质含量是全价配合饲料的 2个重要指标。而在生长育肥猪全价配合饲料

中，能量需求指标和蛋白质含量指标合计占饲料的 98%左右。所以，拟定配方前，一定要确定配合饲料

中能量需求与蛋白质之间的关系比例。一般情况下，把能量需求和蛋白质含量指标设计到 96%，这样

可留下 4%左右的比例添加其他矿物质或者是添加剂。采用这种方法拟定配方，可在满足能量需求和

蛋白质含量指标在饲料中所占比例要求的前提下，适量补充矿物质、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添加剂等，

可有效避免多种指标同时计算的麻烦。配方拟定之后，可进行反复计算，将结果与饲养标准进行详细

比较，并进行调整，直到结果与饲养标准接近时为最好。四是补充矿物质。矿物质补充过程中，首先应

考虑磷元素补充量，因为在磷元素添加适量的饲料中必定也含有足量的钙元素，补充磷元素后，再计

算钙元素就更为容易了。对于食盐含量的添加，可根据饲养标准进行计算，一般不考虑饲料中的含量。

五是补充氨基酸添加剂。最后可根据需求量确定氨基酸的添加，一般在以玉米、大豆等为主要原料的

大料配方中，可根据饲养标准来确定氨基酸的添加量，差多少补多少。目前可用于氨基酸补充的添加

剂有赖氨酸和蛋氨酸添加剂，由此，在计算中只要确定这 2种氨基酸的添加比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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