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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流行性腹泻是近年来猪场多发病和常发病，临床特征表现为食欲减少、呕吐、腹泻和脱水，笔者根

据临床诊治实践经验，从该病的发病情况、临床症状、实验室诊断进行总结，并提出提高栏舍温度、药物治疗、严

禁清粪、严格消毒等措施，供养殖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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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是一种由猪流行性腹泻病毒所

致急性接触性肠道传染病，临床特征表现为食欲减

少、呕吐、腹泻和脱水。流行季节多发于每年 11月

至次年 4月，仔猪、保育猪死亡率高，肉猪、种猪很

少死亡。2016年 2月 5日，笔者接诊了兴宾区高安

乡某规模猪场 1例育肥猪流行性腹泻的病例，现将

该病的诊断和治疗情况介绍如下。

1 发病情况

兴宾区高安乡某规模种猪场存栏育肥猪 335

头，平均体重约 70 kg，猪场负责人讲述最近气温偏

低，最低气温在 10 ℃以下，肉猪拉稀越来越多，由

2 月 2 日最初的 1 栋 2 号栏 8 头肉猪开始拉腥臭

稀粪，逐渐蔓延到整栋猪舍 113 头肉猪，整栋猪舍

原来由每餐饲喂 150 kg 的饲料锐减到每餐饲喂

50 kg，整栋猪舍弥漫着腥臭的气味，栏舍墙上到处

沾满稀粪。

2 临床症状

病猪精神沉郁、被毛粗乱、体温正常或升高到

40 ℃左右，饮水增加，食欲减少甚至废绝，排出灰

色水样腥臭稀粪，粪便污染尾根和后肢，个别患猪

伴着咳嗽，粪便呈喷射状排出，射程较远，严重者躺

在地上，粪便自行流出。病猪体重迅速下降，病程长

达 7 d以上的肉猪，逐渐恢复食欲，拉稀症状有所

好转。患病期间肉猪无死亡病例发生。

3 实验室诊断

猪流行性腹泻和猪传染性胃肠炎的临床症状

很相似，根据发病情况和临床症状很难诊断。通过

无菌采集新鲜粪便样本进行 ELISA检测，确诊为猪

流行性腹泻病。

4 治疗措施

1）提高栏舍温度。通过在栏舍内烧木炭的方法

提高室内温度，有条件采用热风炉加温，把舍温提

高到肉猪适宜生长的温度（16～20 ℃）。

2）药物治疗。停止饲喂饲料，全群投喂木炭，平

均每头猪每天饲喂 0.5 kg，同时饮水中添加补液

盐、绿长平、黄芪多糖，绿佳速补等药物，用量依据

说明而定，供全群猪饮用。

3）严禁清粪。发病期间，严禁清扫粪便，严禁用

水冲洗猪舍。

4）严格消毒。工作人员进入猪场必须更衣、换

水鞋、经紫外线照射 15 min，进入每栋猪舍必须踩

踏聚维酮碘消毒水，后踩石灰粉方可进入猪舍，各

岗位饲养员严禁串栏，死亡猪只作无害化处理。

经过 4 d的治疗，猪群食欲逐步恢复正常，拉

稀症状有所好转，治疗 7 d后，猪群恢复正常。

5 小 结

1）提高室内温度是应对病毒性疾病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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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属于病毒性肠道传染病，多发于寒冷

的季节，提高室内温度使之达到猪只生长所需要的

温度要求，育肥猪所适宜的温度为 16～20 ℃，猪群

抵抗力明显增强。

2）从源头抓起，加强免疫接种和药物预防是防

止发病的有效途径。针对该病的有效疫苗有猪传染

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二联灭活疫苗和猪传染性

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二联弱毒疫苗，可在每年 10

月到次年 4月对妊娠母猪进行疫苗注射，分别在产

前 1个月和产前 7 d 进行接种。刚出生的哺乳仔

猪，第 1天和第 3 天灌服莱普尼药物，达到预防该

病发生的效果。

摘要 猪附红细胞体病是猪感染附红细胞体而发生的一种急慢性传染病，附红细胞体可破坏红细胞，造成患

猪贫血、组织缺氧、持续发热和可视黏膜黄染；血液镜检、血清学试验和分子生物学检测是实验室常用来诊断该病

的方法；降低饲养密度、加强消毒和驱杀蚊虫可有效防止本病的发生；治疗本病可选择贝尼尔和四环素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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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附红细胞体病是近年来危害养猪业的主要传

染病之一，最早发现于 20世纪 20年代，但由于当时

人们对本病认识不清，误认为血液寄生虫感染。后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病原研究进一步深入，确定

了本病为立克次氏体感染。本病呈世界流行，除了猪

之外还能感染人、牛、羊等，为人畜共患病的一种。

1 病原简介

猪附红细胞体病原为立克次氏体，是一种多形

态的微生物，革兰氏染色呈阴性，姬姆萨染色为紫红

色，个体较小，直径一般为 0.5～3.0 μm，镜下观察可

为环状、圆形、椭圆形、杆状等，感染后寄生在红细胞

表面或游离于血浆中，脱离猪体的病原抵抗力较弱，

对一般化学消毒剂都很敏感，大多数消毒剂常温下作

用数分钟即可将其完全杀死，疫区可通过加强消毒的

方法来防止本病传播，附红体怕干燥，30%的相对湿

度环境下数小时内毒力大大降低。

2 流行情况

附红细胞体宿主较多，除了猪之外，人、牛、羊、

犬、猫、鸟类等都可感染，但不同宿主所感染的类型

也不同，有着相对的宿主专一性。密切接触性传播、

血液传播和蚊虫传播是本病主要传播方式，因此，

饲养密度过大的猪群，猪与猪之间密切接触机会

多，本病多发；有些管理不规范的猪场，注射疫苗或

药物时一个针头多用，用过的针头不消毒，打耳标

造成伤口感染，剪牙断尾时器械污染等途径都可造

成血液途径传播；蚊虫、蜱、虱子等可通过叮咬感染

猪，并将病原通过口器传染至健康猪，造成本病夏

季多发。除了水平传播途径外，母猪也可通过垂直

传播方式将病原传染给仔猪。

3 发病机理

附红细胞体主要侵染猪红细胞，黏附于细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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