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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仔猪水肿病的诊治

董大海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宁夏中宁755100

  中宁县东华乡洼路村一养猪农户饲养了200多

头猪,其中育肥猪和断奶仔猪饲养在同一栋猪舍内。
育肥猪饲喂的是用正大育肥猪用浓缩饲料配制的全

价饲料,蛋白质含量为16%,猪只生长发育良好;断
奶仔猪饲喂的是用正大仔猪用浓缩饲料配制的全价

饲料,蛋白质含量为20%。饲喂10多天后,有个别

仔猪无任何临床症状突然死亡,且死亡仔猪的膘情

较好;随着病程的发展,开始有仔猪拉黄色稀便(夹
杂有未消化的饲料),并有零星死亡。当地的兽医给

病猪注射抗生素后,病猪症状有所缓解,但猪群还有

陆续发病甚至死亡的情况。笔者接诊后经实地了解

发病情况、现场剖检病死猪并采集病料送至实验室

检查,确诊后采取了综合防治措施,获得了良好的治

疗效果,现介绍如下。

1 流行病学

1.1 仔猪的来源

该农户饲养的仔猪一部分是从附近的养猪户家

里购买的,一部分是从仔猪市场购买的,但都是刚断

奶或断奶才几天的。这些仔猪的消化功能不健全,
对饲料的消化能力差。

1.2 饲养管理状况

仔猪圈舍的温度、湿度及通风情况良好;饲喂的

是按正大仔猪料的营养标准配制的粗蛋白含量为

18%~20%的全价配合饲料;自由采食,自动饮水。

1.3 免疫情况

在购买仔猪进入圈舍时,肌肉注射猪瘟脾淋苗

2头份/头;1周后,肌肉注射猪 O 型口蹄疫疫苗

1mL/头。

1.4 流行特点

购进仔猪饲喂2周后发病,而且仅仔猪发病,相

邻圈舍的育肥猪精神状态良好。发病初期,仔猪在

采食过程中突然死亡,且多是膘情较好的仔猪;随着

病程的发展,仔猪出现拉稀、脱水、消瘦等症状;抗生

素治疗不能控制死亡。

2 临床症状

病初患猪突然死亡;随着病程的发展,病猪眼睑

水肿,拉黄色稀便(其中夹杂着未消化的饲料),采食

量下降,体温升高不明显,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症状

(肌肉呈阵发性抽搐、步态蹒跚、盲目运动,严重者卧

地不起、四肢呈划水样,后躯无力、摇摆且共济失

调),脱水,逐渐消瘦。

3 剖检病变

腹部皮下呈灰白色胶胨样水肿;肝脏肿大,充
血,呈紫红色,表面有弥漫性的出血点和出血斑,切
面外翻;脾脏稍肿大,表面有出血斑;肾肿大,表面有

出血点;十二直肠鼓气,肠壁出血、变薄,肠黏膜脱

落,内有黄绿色、粘稠的脓性分泌物;胃壁水肿,胃底

黏膜轻微出血;空肠和结肠的肠黏膜及淋巴结水肿,
肠内有大量黄色粘稠液体,肠系膜淋巴结水肿、变
性;心肌水肿、弹性降低,心脏纵切面肌肉纹理增粗,
肌肉变软;脑部灰质出血。

4 诊 断

根据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剖检病变可作出初

步诊断,确诊还需进行实验室检查。

1)血液触片。取2份全血分别无菌作血液触

片,自然干燥,甲醇固定,姬姆萨氏染色,镜检,10×
100倍视野下观察,发现有蓝色的小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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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触片。取病死猪的肝、脾和肠系膜淋巴

结组织,在无菌条件下触片,火焰固定,革兰氏染色,
镜检,10×100倍视野下观察,发现有红色的小杆

菌,即病原菌为革兰氏阴性菌。

3)细菌培养。取病死猪的肝、脾和淋巴组织,在
无菌条件下接种于血液琼脂培养基上,置37℃生化

培养箱中培养24h后,生长出边缘整齐、湿润、表面

光滑且有光泽的灰色小菌落。取单菌落触片,革兰

氏染色,镜检,10×100倍视野下观察,发现有两端

稍圆的红色小杆菌,即病原菌为大肠杆菌。
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确诊为猪水肿病。

5 防 治

1)在仔猪阶段,猪胃肠内缺乏胃蛋白酶和游离

盐酸,难以消化蛋白质。未彻底分解的蛋白质会损

伤小肠绒毛,还会使肠内容物腐败、发酵,进而刺激

肠末梢感受器,使小肠蠕动增强,从而引起消化不

良、腹泻。在这种情况下,大肠杆菌趁机侵袭仔猪,
其内毒素侵害仔猪的各脏器组织(主要是消化系统

和神经系统)并引起一系列病变。因此,必须降低仔

猪日粮中的蛋白质含量,具体饲喂方法是:在仔猪断

奶或进入圈舍后第1周,把日粮中蛋白质含量控制

在12%,同时增加玉米和麸皮的含量;之后,蛋白质

含量以每周2%的速度增加,直至达到20%,并维持

至3.5~4.0月龄;之后直至出栏,蛋白质含量调整

到13%~14%即可。

2)对病猪,肌肉注射恩诺沙星或链霉素,剂量按

说明,连用3d;对脱水的病猪,同时于饮水中添加口

服补液盐和维生素C,2次/d,连用3d。

3)清理食槽内剩余的饲料,作无害化处理,并将

圈舍、食槽彻底消毒;每天清除圈舍内的粪便并彻底

消毒1次,坚持7d左右。

4)加强免疫接种(应使用与本地区菌株血清型

一致的疫苗),使仔猪获得坚强的免疫力。如在仔猪

出生后注射猪大肠杆菌腹泻基因工程多价苗或灭

活苗。
通过采取上述综合措施,仔猪的发病和死亡情

况很快得到了控制,采食量逐渐恢复正常,精神状态

好转,猪群康复。
(责任编辑:郭会田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췍

)

降低家禽养殖密度或有助于解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

荷兰农业部食品管理部门负责风险评估的前任主管日前表示,降低家禽养殖密度,能够降低人类感

染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的可能性。

DeWit博士在此前召开的VIVASIA2013展会上介绍称,家禽养殖中抗生素的使用和人类感染

具有耐药性的细菌之间存在关联。“这一问题还在进一步加剧,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使用也比较为难”,
他说。“我们需要把更好的抗生素留给人类使用,而对于新型的耐药性毒株则需要开发新的药物。这就

是我所说的‘细菌反击战’,而我们的应对能力却明显不足。我们能做什么? 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降低

农场动物的饲养密度。”

DeWit博士举了一个实例。2003年荷兰暴发禽流感,随后对某一区域展开了监测活动。监测结果

显示,在家禽遭到扑杀的区域,当地居民感染耐药菌的比例明显下降。目前荷兰已经着手应对抗生素耐

药性问题,而DeWit博士则呼吁其他国家也参与其中。“如果只有荷兰这个小国努力去想办法,而其他

国家无动于衷,那么我想不会有所帮助。饲料和食品生产商、农民、兽医、零售商以及消费者都需要负起

责任来。”
来源:博亚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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