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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水肿病是由大肠杆菌引起的急性、致死性传染病，多见于仔猪。该病发病快、病程短、突发性强、致

死率高，易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本文从养猪生产角度出发，分析该病的流行病学、发病原因、临床症状

和诊断方法，并提出一定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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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水肿病是由大肠杆菌引起的急性、致死性传

染病，多见于仔猪。该病发病快、病程短、突发性强、

致死率高，易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由于

该病的发病率不高，较多养殖户往往未将其列入免

疫计划，而一旦猪群出现临床症状，则很难治愈。本

文将从养猪生产角度出发，分析该病的流行病学、

发病原因、临床症状和诊断方法，并提出一定的防

控措施。

1 流行病学

该病的病原体是溶血性大肠杆菌，该菌的外毒

素可以进入猪的血液进而破坏其血管壁，造成其胃

肠黏膜或其他部位发生水肿。该病一年四季均可发

生，但春秋季节最为流行，一般发生于仔猪，尤以断

奶仔猪较为多见。该病的发病率不高，一般为 10%

～35%，但死亡率可高达 90%，且多呈散发，有时呈

地方性流行。该病可通过饲料、灰尘、运输工具、病

猪粪便等传播，经消化道感染健康猪。

2 发病原因

2.1 断奶应激

断奶是仔猪求生存的第一大关，也是非常重要

的应激期。首先，饮食由液态母乳变为固态饲料，对

仔猪的胃肠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次，仔猪离开

了母乳的免疫保护以及母猪的饮食照顾，免疫力迅

速下降，较易感染疾病。

2.2 环境突变

仔猪由产房转入保育舍，不仅环境陌生，且同

伴、生活习惯会有所改变，仔猪需独自抵抗环境中

的病原微生物；加之，育肥舍的温湿度控制不及产

房精确，如遇季节交替，气候突变，会加重仔猪的应

激反应，从而引发疾病。

2.3 管理不善

环境消毒不严，粪便不及时清理，导致舍内通

风不良、闷热潮湿、蚊蝇滋生，为病原微生物提供了

良好的繁殖环境，而仔猪免疫功能尚不完善，感染

压力较大，很容易诱发疾病。

2.4 基因遗传

国外有关专家研究发现，该病与遗传因素有较

大的关系。

3 临床症状

病猪一般是突然发病，表现为眼睑、脸部、下

颚、颈部、耳根部有水肿，精神沉郁，食欲减退，体温

正常或极少数体温升高，结膜充血；个别猪出现步

态不稳、共济失调、做转圈运动、倒地不起、四肢呈

游泳状划动等神经症状。

4 诊断方法

根据发病猪日龄及病猪的临床症状可作出初

步诊断，结合以下实验室检验方法即可确诊。

无菌采集病死猪的心血、肝、脾组织，分别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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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是良好的饲料添加剂

随处可见的野草———艾叶，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不仅是性温而香，暖气血而温经络，逐寒湿

而止疼痛的一味中药，还是可以预防畜禽多种疾病的一种良好的饲料添加剂。

艾叶中不仅含有质量较好的粗蛋白、粗脂肪、碳水化合物，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畜禽必需

的氨基酸及叶绿素。畜禽食用适量的艾叶，一方面可以预防疾病，增强畜禽体质；另一方面则可以促进

血液循环，增强机体代谢，促进生长发育，提高饲料转化率。据试验，在猪饲料中添加 2%的艾叶粉，猪

的日增质量比不加艾叶粉的多增加 35～38 g，提高质量增加率 5.5%～5.7%，节省饲料 12.0%～12.5%。

艾叶的适应性强，分布广，在田间、地边、山沟、阴湿草地、河滩边、草丛中都有生长，且产量高，易

采收，加工处理方法简单，饲喂方便，可以收割切碎后拌入饲料中直接饲喂畜禽，也可收割后风干粉碎

备用，不需要特殊的加工处理。因此，将艾叶用作畜禽的饲料添加剂，不仅经济实用可行，而且广辟了

畜禽的饲料来源。

来源：中国农业推广网

于普通琼脂平板、麦康凯琼脂平板和鲜血琼脂平板

上，37 ℃培养 24 h。在普通琼脂平板上形成圆形且

隆起、光滑、湿润、半透明、无色、边缘不规则的菌

落；在麦康凯琼脂平板上形成红色菌落；在鲜血琼

脂平板上呈β溶血环。挑取可疑菌落进行革兰氏

染色镜检，根据细菌形态及革兰氏染色镜检结果进

行判定。

5 防控措施

综上所述，猪水肿病主要发生于仔猪尤其是断

奶仔猪，且与环境、管理等工作息息相关，为减少或

避免该病的发生，猪场应做好以下措施。

5.1 清洁及消毒环境

仔猪转入保育舍前，应先对保育舍内的设施、

设备进行检查和维修；再全面清洗保育舍、食槽及

饮水设备；接着用 2.5%的烧碱溶液对门窗、地面、墙

面、猪栏等进行彻底消毒；最后，将猪舍空置 2～3周。

5.2 调控温度和密度

仔猪转入保育舍后，首先，在尽量保证同窝同

栏的基础上，根据仔猪的性别、大小进行适当调整，

减少因转群而引起的应激；其次，尽量确保每头保

育猪有 0.35～0.40 m2的生活空间，并合理引导其

识别饮食区域、休息区域和排泄区域；再者，科学调

控舍内温度，一般不低于 25 ℃，若饲养密度较小，

可适当加温；最后，确保舍内有充足的光照，不仅有利

于增加保育猪的采食量，而且便于观察猪群状态。

5.3 加强饲喂管理

为最大程度地减少换料对仔猪造成的应激，可

在仔猪 7日龄左右逐渐添加少量代乳料，适度刺激

仔猪的肠胃，增强其消化功能，代乳料可一直添加

到保育第 2 周；科学配制饲料，力求多元化、全价

化，并确保有良好的适口性；保育第 1～2 周，高蛋

白饲料的添加量不能过多，以免给仔猪的肠胃造成

过大负担，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日常喂料需保持

少食多餐的原则，不仅有助于仔猪消化，而且可确

保饲料新鲜可口；可在猪群的饮水中加入一定量的

维生素，以增强仔猪的免疫功能。

5.4 合理治疗病猪

一旦发现猪群有异常表现，立即隔离可疑猪，

并及时确诊病情，加强护理工作。由于猪水肿病缺

乏特异性的治疗方法，所以在减少饲料蛋白含量的

同时，可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以抑制或排出肠

道内的细菌及其产物，可一定程度地减轻病猪的病

情或控制疫情的发展。对于该病的治疗如果能够做

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收到较为满

意的效果。

5.5 生物安全措施

尽量从正规的大型种猪场引种，严禁从疫区引

种；种猪引进后，进行相关的检疫检查，并隔离观察

一定时间后再合群。养殖场周围区域若发生染病情

况，应及时做好疾病防治工作。另外，坚持全进全出

原则，做好消毒、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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