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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规模化养猪不断发展，疫病频发，控制难度不断加大，尤其是腹泻性疾病，不仅造成了猪消化

吸收障碍，影响了生长，还可能造成大批死亡，本文就冬季常见的猪流行性腹泻病作一介绍，供广大养猪朋友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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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季，猪腹泻性疾病发生频率较高，猪流行

性腹泻是其中一个发生因素，猪流行性腹泻是由猪

流行性腹泻病毒引起的 1种接触性肠道传染病，其

特征为腹泻、呕吐、脱水。

1 病原体

本病病原是猪流行腹泻病毒，属于冠状病毒

科，冠状病毒属。目前未发现本病毒有不同的血清

型。病毒在低温下可以长期存活，常见的消毒药物

如氢氧化钠、福尔马林、含碘的消毒剂、季胺盐类化

合物等均可杀死病毒。

2 发病机理

病毒感染猪后，在肠道绒毛上皮细胞内繁殖，

尤其是小肠，病毒的增殖使得肠上皮细胞变性、绒

毛萎缩、脱落，吸收表面积的减少，引起急性的吸收

不良，此时肠内的高渗环境引起肠内液体增多，出

现腹泻、脱水甚至酸中毒而死亡[1]。

3 发病特点

本病的发生具有明显季节性，天气寒冷的冬春

季节发病较重，其他季节成散发，各种年龄的猪都能

感染发病。哺乳仔猪和生长猪发病率高，以哺乳仔猪

发病最为严重，病猪是主要传染源，消化道传播是主

要途径，病毒随粪便排出后，污染环境或用具而传染

其它猪。新发病的猪场常呈现暴发性流行，发过病的

猪场呈散发性，猪场更新种猪时（即从未发过病的新

母猪替代老母猪时），可能会有新一轮的暴发。有的

猪场当年发过病后，下半年由于发过病的肉猪已基

本出售而没有发过病的新仔猪还可能会发生猪流行

性腹泻，但病情常比首次暴发时会轻些。

4 临床症状

本病潜伏期一般为 5～8 d，以水样腹泻、呕吐为

特征，猪日龄越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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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较高。病

猪体温正常或稍高，断奶猪、母猪常呈精神萎顿、厌食

和持续性腹泻大约 1周，并逐渐恢复正常，生长会受

到一定影响。成年猪感染后症状较轻，偶尔出现呕吐

或腹泻症状，然后慢慢自愈。妊娠母猪可出现流产。

5 剖检变化

剖检主要见于胃肠道病变，哺乳仔猪胃内充满

凝乳块，胃黏膜充血。小肠内充满黄色液体，并含有

未消化的凝乳块，肠壁变薄呈半透明。较大的猪可

见小肠扩张，内充满黄色液体，肠系膜充血，肠系膜

淋巴结水肿[2]。

6 诊 断

根据发病季节在寒冷季节，仔猪呕吐，水样腹

泻和严重脱水及剖检后的胃肠道变化可初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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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哺乳要“五定”

1）定时。合理安排哺乳时间。1月龄内的羔羊，每 3 h喂 1次；1～2月龄时，日喂 4次；2～3月龄

时，日喂 3次；3月龄后，日喂 1～2次。随着月龄的增加，逐渐减少喂奶次数，适当增加每次的喂量。

2）定量。喂量以满足羔羊的营养需要为前提。哺喂过多可引起消化不良，甚至腹泻；过少则营养不

足，影响羔羊的生长发育。初期每只羔羊每次喂 250 g左右，可根据个体、运动量和年龄大小酌情增

减。一般说来，每昼夜的哺乳量以不低于体重的 16%为宜。

3）定温。人工哺乳的奶温应接近或稍高于母羊体温，即以 38～42 ℃较好。

4）定质。哺喂羔羊的奶汁要求新鲜、清洁，以刚挤出的鲜奶为最好。对于低温保存的奶品，喂前应

进行加温和搅拌，使乳汁混合均匀。

5）定期消毒。为了防止疾病发生，每次哺喂后都要将用具用清水冲洗干净，每隔 2 d用沸碱水消

毒 1次。

来源：中国农业推广网

本病症状与猪传染性胃肠炎、仔猪黄痢和轮状病毒

病相似，猪流行性腹泻和传染性胃肠炎常发于 7日

龄以下仔猪，症状较重，传染性胃肠炎发病较猪流行

性腹泻发病急，症状重，轮状病毒病发病日龄稍大，

很少死亡，仔猪黄痢发生于 7日龄内仔猪，黄色稀便

是特征，少有呕吐症状。也有人采用 pH试纸检测粪

便酸碱性以鉴别细菌性腹泻或病毒性腹泻，细菌性

腹泻的粪便一般为碱性，病毒性腹泻的粪便呈酸性，

可参考应用，确诊要进行实验室诊断。

7 预 防

1）改善环境，尤其是舍内温度和消毒。猪舍温

度要达标，尤其是产房和保育舍。妊娠舍不低于 15

℃、产房 23～25 ℃，保育舍第 1周 28 ℃，以后每

周降 2 ℃，至 22 ℃止；产房仔猪保温箱内温度控

制可用红外灯或电热板，第 1周为 33 ℃，以后每周

降 2 ℃。饮水温度不能低于 20 ℃。母猪进入产房

前，产房要提前加温。猪舍要保持卫生、干燥的环

境，严格执行卫生消毒制度，平时至少 1周要对猪

舍周围环境进行消毒，母猪产前一定要清洗并消毒

乳房，消毒液可使用 0.1%的高锰酸钾溶液。

2）免疫。使用猪流行性腹泻、猪传染性胃肠炎

和猪轮状病毒三联灭活苗或猪流行性腹泻、猪传染

性胃肠炎二联灭活疫苗免疫，后海穴注射，即尾根

与肛门中间凹陷的小窝，进针深度按猪龄大小为

0.5～4.0 cm，3日龄仔猪 0.5 cm，随猪龄增大而加

深，成猪 4 cm，进针时保持与直肠平行或稍偏上。后

备母猪免疫时最好先免疫 1次，在初产前 1个月左

右再免疫 1次[3]。

3）仔猪出生后灌服含有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菌

等的微生态制剂后再哺乳，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群的

建立，维持肠道菌群平衡，减少有害菌的繁殖，可预

防传染性胃肠炎。

8 治 疗

本病没有特效药物治疗，只能采取综合措施控

制本病。

1）抗病毒可使用康复猪血清或干扰素，控制继

发感染使用安普霉素、庆大霉素、恩诺沙星。腹泻严

重的给予补液，如口服补液盐或腹腔补液 5%～l0%

葡萄糖盐水 +5%碳酸氢钠溶液，以防酸中毒和脱

水。药液的温度必须在 38～40 ℃之间，太凉可能造

成仔猪肠痉挛更加剧腹泻症状。

2）其他疗法。使用微生态疗法如口服促菌生、

乳康生、调菌生等。饥饿疗法，让仔猪不吃奶或禁

食，再配合对症治疗，可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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