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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仔猪脐疝的病因、临床症状、诊断、手术治疗以及术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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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疝是指腹腔脏器（多指小肠）经脐孔坠入到

皮下形成的外科疾病。一般手术可整复。脐部出现

局限性、半球形、柔软无痛性肿胀，约有鸡蛋乃至拳

头大。将仔猪仰卧或以手按压疝囊，肿胀物缩小或

消失，用手可摸到疝轮，幼龄家畜易发病，其中仔猪

最多见。由于不能及时进行诊治，常继发肠黏连甚

至肠坏死、脐瘘，对仔猪刺激大，严重影响仔猪生长

发育，若不及时进行手术，常可引发死亡，给养猪户

造成经济损失。这些年的临床实践中每年都会遇到

几例，2015年在彩凤村委会枣子园遇到 1例典型，

现总结出来，和各位同仁分享。

1 病 因

仔猪脐疝是仔猪脐孔先天发育不全，没有闭锁

或因脐部接产时感染化脓或腹壁发育缺陷，受外力

等原因，造成仔猪腹腔脏器经脐孔脱出于皮下而形

成，又称为赫尼亚。俗称漏肠、气包猪。这是一种内脏

器官通过不正常的孔道，由腹腔脱到皮下的病理现

象。这种不正常的孔道，多是解剖上的弱点或缺陷，

有的是由于先天过大，有的由于后天损伤，有外部疝

和内部疝。根据疝的来源可分为先天性及后天性。当

仔猪转换位置或采取某种简单方法后，可以复位的

疝，叫可复性疝，疝内容物不能复位的叫不可复性

疝。不可复性疝的疝囊与其内容物愈着时，叫愈着性

疝。疝内容物绞压在疝囊内，并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时，叫钳闭性疝。而钳闭性疝其内容物不能回到腹

腔，有全身症状出现，随时间延长疝内容物和疝囊、

疝轮可发生黏连，甚至坏死，危及仔猪生命。

2 临床症状

2015年 12月 16日，彩凤村委会枣子园下组张

春斌打来电话，请为他家出诊。主诉：3月龄仔猪，体

重 30 kg左右，雄性，腹下发现拳头大小的囊状物。

产后不久出现一颗呈果冻杯状，逐步增大呈乒乓球

大小肿瘤，吃食正常，就没有重视。过了 2个月，才

发现仔猪吃食不正常，间歇性吃食，消瘦。仔细看有

拳头大小的囊状物，赶紧请兽医来诊治。保定后，触

诊用力可以还纳腹腔，由于腹胀，嘱咐畜主第 2 天

禁食 1 d，第 3天手术。

3 诊 断

子猪脐部呈现局限性、半圆球形肿胀，质地柔

软，有坚实紧张，但缺乏红、肿、热等炎性症状。用听

诊器可听到肠蠕动音。用注射针头穿刺，穿刺液浑

浊，有粪渣，基本可以确诊。

4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效果很好。术前禁食 1 d，全身麻醉，

用 52°老白干按每千克体重 10 mL灌服（农村便

于就地取材，不会引起腹胀），灌服后 15 min 仰卧

保定，局部剃毛消毒，切开疝基部皮肤，分离疝囊，

认真检查疝内容物无黏连和变性、坏死，将疝内容

物直接还纳腹腔内，然后缝合疝轮。疝轮可做荷包

缝合，也可纽扣孔缝合，缝合前需将疝轮光滑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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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切割，形成新鲜创面，便于手术愈合。将多余的

疝囊壁切除，创口撒布 160万 IU青霉素，修整皮肤

行结节缝合。手术结束涂布碘酊。

5 术后护理

术后禁喂 1 顿，第 2顿限制食量，不得剧烈运

动，防止腹压增高，造成手术部位撕裂。一般 10～

15 d后痊愈，很少有复发。手术做完后，肌肉注射抗

生素以防感染，连用 7 d。7 d拆除皮肤缝线。回访，

食欲、精神正常。愈合良好。

6 体 会

脐疝是仔猪常见的外科疾病之一，手术后还易

复发，做得不成功，越手术越大。在多年的临床实践

中得出以下结论。

1）乡村兽医，条件比较简陋，大多是露天作业，

要尽可能做到无菌操作，术后使用抗菌消炎药物，

连续注射 5～7 d。

2）正确切开组织，要按解剖层次切开、缝合，切

开肌肉，要沿肌纤维方向钝性分离。

3）疝轮处理要恰当。手术时疝的分离要完全，

彻底暴露疝轮。把疝轮边缘坚硬而厚的部分削薄成

一新鲜创面，然后再做重叠式褥状缝合。

4）缝合针选择要适当，缝合密度适中。缝合疝

轮时所用缝合针规格合适，避免损伤组织，缝合线

不能滑脱，影响愈合效果。缝合密度适中，不要过密

或过稀。

5）术后护理要精心。在术后 7～10 d要限食，

过量喂食造成腹压过大，影响伤口愈合。手术后要

单独圈养。

摘要 猪流行性腹泻是猪场常发的腹泻病之一，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尤以仔猪多发，死亡率几乎达

100%，给养猪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笔者对猪流行性腹泻的流行现状、趋势以及诊断方法做了详细分析，并提

出了相应的防控措施，以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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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PED）是由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PEDV）引起的一种急性接触性肠道传染病。2010

年，此病在我国南方很多地方暴发流行，死亡的仔

猪多达 100万头。2011年，我国的华东和北方很多

地区又再次暴发，给养猪业致命一击。到了 2014

年，疫情逐渐平稳，但在很多地方仍有发生，多呈散

发性流行。猪流行性腹泻已经成为制约养猪业健康

发展的重要疫病之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病 原

引起猪流行性腹泻的病原微生物是猪流行性

腹泻病毒（PEDV），这是一种冠状病毒，很容易发生

变异，给疫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很大的难度。此病

毒在低温条件下很容易存活，不耐高温。对光和消

毒药都比较敏感，福尔马林、氢氧化钠、季胺盐类等

消毒药都可以将其灭活。

2 流行现状和趋势

自从 2014年以来，猪流行性腹泻疫情逐渐平

稳，但是在我国很多地方仍有发生，尤其是 3～10

日龄的仔猪多发，死亡率和感染率都很高，常引起

整窝发病，整窝死亡，给养猪业造成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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