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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毒杀或 0.2%过氧乙酸；病死猪进行焚烧或深埋等

无害化处理。对于假定健康猪要紧急接种，全部注

射猪瘟兔化弱毒冻干苗，按 8头份 /头。对于病猪的

治疗：①采用冻干型猪白细胞干扰素，每瓶使用 6 mL

蒸馏水稀释后摇匀，肌注 3 mL/头（15~20 kg仔猪用

量），每天 1次，连用 3 d，同时肌注头孢王 5 mg/kg，

每天 2次，连用 3 d；②中药方剂：黄连 5 g、木香 10 g、

黄柏 10 g、白扁豆 15 g、连翘 15 g、金银花 15 g、黄芩

15 g，水煎取汁，每天早晚灌服给病猪，连用 3~5 d；③

病猪口服补液盐，饮水中添加氟苯尼考、电解多维、

0.2%维生素 C、0.4%复合维生素 B，每天 3次，连用

1周；饲料中添加三甲氧苄胺嘧啶 100 g/t、强力霉

素 200 g/t、磺胺 -5-甲氧嘧啶 500 g/t，连用 1周。

通过上述防治方案，3 d后病猪症状减轻，其中

除 1头病情较重者死亡外，其余病猪开始采食，5 d

后未发现新发病猪和死亡现象，1周后病猪采食、体

温恢复正常，精神良好，10 d后回访，病猪全部康愈。

6 小 结

1）当前，猪瘟随饲养方式的改变和免疫接种的

普及而发生变化，出现温和型和非典型猪瘟，常呈

散发性流行，发病症状、病理变化不显著，需借助实

验室诊断；鉴于非典型猪瘟的存在，会降低机体抗

病能力，加之气候变化，极易导致其他病原菌继发

或混合感染。

2）猪瘟和巴氏杆菌病在发生与流行过程中，外

界环境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此，日常要注重饲

喂管理，重视防寒保暖、通风工作，避免应激因素的

产生，同时要定期对猪只进行抗体监测，加强免疫

接种，可以有效预防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摘要 本文主要对 1例猪维生素 B1缺乏病误诊为缺钙病例进行详细分析，总结了维生素 B1缺乏的原因，并

应注意在日粮中搭配富含维生素 B1的饲料，适量添加复合维生素 B添加剂，妥善保管饲料，有效防控维生素 B1

缺乏病的发生。

关键词 生猪；维生素 B1；诊治

1例猪维生素 B1缺乏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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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7日，云南省瑞丽市户育乡某养

猪场所饲养的 107 头上栏育肥近一个半月，体重

在 50 kg左右的架子猪中个别猪开始出现吃食减

少，呕吐，腹泻，四肢无力，行走踉跄，有的卧地站

不起来等症状。从外观上看猪只呈发育不良状态，

白毛猪的皮肤呈紫红色，经询问畜主得知因近期

猪价低，这些猪主要以玉米加糠为主，粗饲料和青

绿饲料少，未添加矿物质等添加剂。请乡兽医诊断

后认为是缺钙，对重症的病猪用氯化钙治疗，并且

对全群的猪在日粮中添加了维生素 D和以含钙磷

为主的矿物质添加剂，连用 5 d 后仍未见好转，反

而继续发病，并且有的病情还加重了，逐请市州两

级会诊。通过对畜主询问饲养管理和饲喂日粮的

情况，对患猪进行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初步诊断为

维生素 B1缺乏，建议给病患猪用维生素 B1进行

治疗，同时在日粮中添加复合维生素 B及继续补

充钙磷等矿物质添加剂和饲喂青绿饲料，这样经

1 周的治疗后病情逐渐好转并恢复正常。因用维

生素 B1治疗效果明显，故确诊为维生素 B1缺乏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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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起原因

可分为原发性缺乏和条件性缺乏 2种。

1）原发性缺乏。主要由于长期喂食缺乏维生素

B1的饲料。一般在青绿饲料、禾本科谷物、发酵饲料

和蛋白性饲料中缺乏或不足，长期单一饲喂这些饲

料会发生该病。

2）条件性缺乏。动物体内有妨碍或破坏硫胺素

合成，或阻碍其吸收或利用的问题。

2 讨 论

传统养猪以饲喂粗饲料和青绿饲料为主，加少

量精饲料。而现在养猪以配合饲料为主，加少量粗

饲料或青绿饲料。由于 2016年春节过后，猪价一直

下行，一些养殖户为拖架子已不再喂配合饲料，只

喂给玉米麺和糠，粗饲料和青绿饲料也喂得很少，

甚至不喂，是引发养猪场猪群发生维生素 B1缺乏症

的主要原因。会诊后，通过饲养情况和临床症状进

行综合分析，初步认为该群猪患的是维生素 B1缺乏

病，并按照治疗维生素 B1缺乏病的治疗方法给药治

疗后病情得到控制，患猪逐渐康复。在基层现有的

条件下，畜禽发生维生素 B1缺乏症与否是无法测定

的，因此采用治疗手段来验证是很多基层兽医常用

的方式[1]。

维生素 B1是一种含硫化合物，因此称其为硫胺

素。当猪缺乏维生素 B1时就会发生该病，患猪出现

厌食、呕吐、腹泻、生长缓慢、黏膜发绀等临床症状，

同时还会导致患猪神经紊乱，特别是植物性神经，

在临床上患猪可能会突然发生死亡[2]。如果是患钙、

磷缺乏病症，则主要发生在生长阶段的猪或产前产

后的母猪，生长猪能引起生长发育不良，运动障碍

等症状，主要表现骨骼变形、有异食癖等症状；产前

产后的母猪则发生瘫痪。诊断时可从临床上加以区

别，但要确诊必须通过实验室手段，并结合临床症

状进行综合分析。因猪价低，该养猪场为拖猪的架

子，每天的日粮仅饲喂玉米为主，玉米中相对缺乏

维生素 B1，而粗料和青绿饲料也喂得太少，由于多

年来维生素 B1缺乏症在当地比较少见，不清楚该病

引起的具体症状，所以导致误诊的发生。对该病的

防治，则应注意在日粮中搭配富含维生素 B1的饲

料，适量添加复合维生素 B添加剂；还要妥善保管

饲料，防止由于发霉、加热或遇碱性物质后致使维

生素 B1遭受破坏。当猪群发生维生素 B1缺乏症时，

可用硫胺素 0.25~0.50 mg/kg，皮下或肌肉注射，也

可在日粮中添加 30~6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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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貉子发生食毛现象的方法

许多养殖户反映自己养的貉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食毛现象，这会影响貉子皮的质量，使养殖户的

经济效益受损。

1）定期驱虫。在貉子开食到完全成熟的过程中，喂食 3次驱虫药，每次喂食时间间隔 1个月。药的

计量按照貉子的体重，一般的药物都有详细说明，按说明给貉子喂药。

2）加强饲喂。貉子刚开食时需喂高蛋白、高脂肪的饲料，能吃多少喂多少，不要控制食量，如果过

分控制食量，貉子会长得个小。早窝的貉子一般长到 6.0~6.5 kg时，就要控制食量，一般要喂七成饱，

喂食 1个月左右，然后采用不控制食量的喂法。晚窝貉子如果个子小，就不需要控制食量（多喂 10 d

左右），随后控制食量，喂食七成饱，喂食 20 d左右，然后再采用不控制食量的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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