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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饲养管理，减少烟、氨气、泥沙、灰尘、石

灰等对眼结膜的刺激。

3）猪群发生寄生虫病、传染病等可以继发结膜

炎。在饲养管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4）饲养过程中要禁止抽打、物体撞击、异物落

入伤眼等情况，避免本病的发生。

摘要 猪霉变饲料中毒并发附红细胞体病是养猪过程中十分常见的一种流行病，本文介绍了猪饲料霉变的

原因、猪霉变饲料中毒的症状、并发附红细胞体病的发病情况和诊断方法，并据此提出了有效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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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在中国的养殖业中相对规模较大，也最为普

遍。在养殖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疾病，

给养殖人员的工作带来影响。猪饲料发生霉变是由

很多原因造成的，也是养殖过程中常出现的一种情

况。猪如果吃了已发生霉变的饲料，就会引起不同

程度的中毒，比如损伤肝脏、脾胃等重要器官，影响

正常的生理机能，严重的话还会产生一系列并发

症，如猪附红细胞体病等，所以必须引起人们的重

视。

1 猪饲料霉变的原因

1）气候与季节因素。饲料霉变需要一定的环境

条件，当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霉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和繁殖。在每年的夏秋季节气

温高、湿度大，饲料最易发生霉变，应引起广大养殖

者的高度警惕。

2）原料含水量高。有些饲料本身的含水量较高，

在贮存过程中很容易发生霉变。例如玉米、谷类、麦

类的饲料原料本身的含水量就高达 20%左右，如果

不经过特定的干燥处理就直接进行加工生产，制成

猪饲料，很容易导致产品的含水量超标，发生霉变。

所以，对于养殖者来说，正确挑选饲料也是防止猪

饲料霉变的重要一步。

3）饲料的加工、贮存管理不严。在猪饲料生产

过程中，如果某些加工环节出现问题，也会造成饲

料霉变。比如，由于加工失误导致颗粒饲料的水分

含量变高，料温升高，本身就有产生霉变的隐患，加

之这些颗粒饲料贮存不当，放在高温、高湿的环境

中，就极易产生霉变。

2 猪霉变饲料中毒的发病症状

在猪食用了霉变的饲料以后，就开始出现一系

列中毒症状[1]。刚开始，食欲不振，精神不佳。随着病

情的发展，出现卧地不起、四肢无力、腹泻不止的情

况。更为严重的有粪便带血，全身发黄，有紫红色的

血斑，直至衰竭死亡。

3 猪霉变饲料中毒并发猪附红细胞

体病的发病情况

1）发病初期。在确认猪霉变饲料中毒以后，病

猪的体温突然升高至 40 ℃以上，皮肤表面开始发

红，精神不振，没有食欲，出现咳嗽、流鼻涕、呼吸困

疫病防控48· ·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5期

养殖户必须知道的蛋鸡换料常识

养殖蛋鸡的过程中，蛋鸡在不同时期所需要的饲料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在不同时期给蛋鸡喂一样

的饲料，就会造成蛋鸡营养不良。那么在给蛋鸡换饲料的时候养殖户应该知道哪些换料常识呢？

1）青年鸡换料不能急于求成。给青年鸡换料，不可直接换成产蛋鸡料，也不可突然换料。

2）按照品种饲养标准换料。给鸡换料，首先应按品种饲养的标准进行。一般给 19～20周龄的鸡换

喂产蛋前料，也称过渡料，料中的钙和蛋白质的成分应比青年鸡的饲料有所增加，一般钙的比例为

1%，蛋白质为 16.5%，换料时，应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逐渐完成换料过程。

3）换料时间选择。给产蛋鸡换料，最好选择在产蛋率达到 2%～5%时换为产蛋鸡料。如果是夏天以

后利用自然光照培育的青年鸡，往往开产较晚，可在 18周龄开始换料；如果是冬季以后利用自然光照

培育的后备鸡，往往开产较早，可在 17周龄时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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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等不良反应，并且因身体发冷而聚成一堆。对于

怀孕的母猪来说，可能会出现早产或流产的迹象，

死胎率明显升高，分娩后会出现产后感染、泌乳不

良、缺乏母性等症状。

2）发病中期。猪在行走时会站立不稳，不断摇

晃，喜欢躺卧，便秘或拉稀，精神萎靡，呼吸更加困

难；血液变得稀薄，凝血机制变差，往往会因为注射

针孔而出现血流不止的情况；皮毛变得毛燥干枯，

皮肤出现苍白色，背部、颈背部、腹部等皮肤出现暗

红色的出血点，可视黏膜肿胀，尿液呈黄色或红褐

色。

3）发病后期。在发病后期，病猪的耳朵会变成

蓝色进而坏死，排便带血，尿液中带有血红蛋白，四

肢以游泳的姿势不断划动，最后呼吸衰竭而死。

4 诊断方法

可以采用临床诊断的方法来判断该猪是否为

霉变饲料中毒。比如发热、黄疸等症状在临床医学

上来说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对于猪附红细胞体

病，可采用实验室诊断的方法，如可用间接红细胞

凝集试验、补体结合试验、显微镜观察和染色血液

涂片观察等。

5 防控措施

1）预防该疾病的关键在于加强猪舍的卫生管理

工作，消除各种可能的应激因素。购入的猪必须进

行严格的血液检查，防止引入病猪或已被感染的

猪；加强猪圈的卫生清洁和管理，在高热季节应该

定期喷洒杀虫剂，消灭可能的传染媒介；最后，在本

病的流行季节可在饲料中添加一些脱霉剂等。

2）猪霉变饲料中毒的治疗。在发现猪出现中毒

症状以后，应立即停止饲喂霉变饲料，改喂高蛋白

和碳水化合物一类的饲料。对于慢性中毒的病例，

一般不予药物治疗，只需加强干净饮水的供给，并

添加维生素 C、高锰酸钾等药物，加快毒素的有效排

出。而对于重度中毒的情况，则应该及时服用泻药，

并服用一些保肝、解毒类的药物，情况十分严重者

应该及时就医诊治。

2）猪附红细胞体病的治疗。对病猪进行隔离治

疗，主要注射长效土霉素注射液，并配以使用牲血

清素、柴胡注射液等，对于病情更为严重的猪还要

进行强心剂输液，一般情况下即可大体控制住病

情，1周以后，80%左右的猪都可被治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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