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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的设计及其配套措施方面着手，对热应激采取有

效防范措施，包括猪舍的位置及取向、使用天棚和

白色屋顶、植树绿化、改善场区小气候等，以利于加

强猪舍通风换气及喷淋（雾）等方式进行物理降温。

2）改善饲养管理水平。首先是随猪群的生长发

育机动调整同一猪舍内的放养密度（限密均群），避

免高密度饲养加剧热应激发生率。其次是夏季务必

全天不间断供应清凉饮水，水温控制于 10～15 ℃

效果最佳，可促进猪体散热，必要时饮水添加复方

电解多维、食盐、小苏打等维持机体代谢平衡，并可

增进猪的抗热应激能力。三是科学配制和饲喂饲料

日粮，在夏季热应激状态下，猪的采食量下降，相应

减少了重要营养物质的摄入量，因而影响了猪的生

长与健康，合理的抗热应激日粮调控应适当提高重

点营养水平（能量和蛋白质等的水平），并主动补喂一

些青绿多汁饲料、添加适量脂肪（添加量约为 2%～

3%）、添加小苏打等对增进猪的抗热应激能力有利。

四是合理调整夏季饲喂方式方法，一般夏季最好在

早晚凉爽时进行饲料投喂，中午高温时刻尽量少喂

或仅喂少量青绿多汁饲料，坚持少食多餐原则，每

天喂料 3～4次即可，这样猪的日增重较快、耗料量

较少、经济效益较高。五是合理应用保健预防措施，

夏季针对性投喂“鱼腥草散、穿心莲散、金银花散、

绿豆粉”等保健型食药材，常用添加量为 0.5%～

1.0%，可以有效缓解热应激；高温可导致猪体内 K、

Na、Ca等重要盐类物质大量流失，因此有必要添加

氯化钾、氯化铵或碳酸氢钠等电解质，及时恢复电

解质代谢平衡、降低热应激的危害。

摘要 猪轮状病毒病是猪感染轮状病毒后引起的以腹泻和脱水为特征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毒可对包括人

在内的多种动物造成感染，仔猪症状表现最严重，成年猪呈隐性经过；母源抗体对本病有高效的抵抗作用；电镜

观察是诊断本病最准确的方法；本病病灶主要集中在消化道病变上，母猪产前免疫可预防仔猪感染；预防本病需

要防止出现冷应激，配合加强饲养管理能降低本病的发生率。

关键词 猪；轮状病毒；肠道病变；防控

猪轮状病毒病的防控

白聚红 1 刘 骥 2 宝俊志 2 王 扬 2

1.吉林省通榆县包拉温都乡畜牧兽医站，吉林通榆 137200；2.吉林省通榆县草原管理站，吉林通榆 137200

收稿日期：2017-04-25

白聚红，女，1968年生，兽医师。

猪轮状病毒病是猪感染轮状病毒后发生的以

严重腹泻和脱水为特征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本病人

畜共患，以幼龄动物发病最为严重，成年动物感染

后仅表现轻微肠炎或隐性经过。本文就猪轮状病毒

病的防控从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作一交流。

1 病原特点

轮状病毒归属于呼肠孤病毒科、轮状病毒属，

遗传物质为双链核糖核酸，蛋白质衣壳为双层，电

镜下观察犹如汽车的轮子，故得名“轮状病毒”。临

床上将轮状病毒分为 A、B、C、D、E、F 6 个毒株群，

其中 A群分布最为广泛，可感染人和多种动物，猪

也易感，除了 A 群外，B群、C群和 E群都能感染

猪。

轮状病毒一般只能在活体动物体内进行繁殖，

离开活体动物在外界进行细胞侵染很难成功，即使

能增殖也不会对培养细胞产生伤害。

2 流行特点

猪轮状病毒病在我国未发生过大规模流行，一

般都是呈地方流行，具有明显季节性特征，冬季是

本病发病高峰期。长期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病毒可

疫病防控 55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7期

以在人和动物之间、不同种类动物之间相互传播，

如人感染后可以通过密切接触方式传染给猪、羊等

动物，鹿感染后也能传染给猪，造成本病传播具有

不确定性特点，这个特点使得本病难以彻底扑灭，

长期存在于自然界。养猪生产中发现母源抗体对仔

猪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如果仔猪出生后母猪奶水充

足，并能第一时间吃到初乳，则一般不会感染，即使

感染症状也较轻，能很快康复，病死率很低；如果出

生后母猪缺乏奶水或患上产后三联综合征，则仔猪

通常整窝发病，病死率在 80%以上，经济损失很

大。

3 临床症状

本病可感染不同日龄的猪，猪日龄越小，症状

越明显，成年猪不表现症状。仔猪感染后发病率在

50%～90%，一般当天感染第 2天发病，表现精神萎

靡，离群独卧，不久开始呕吐和腹泻，呕吐物充满未

消化饲料，粪便为黄白色，或为水样，或为糊状，随

着腹泻加剧，2～3 d以后，病猪开始脱水。由于病猪

食欲大减，饲料消化不良，体重也出现下降，和同日

龄健康猪相比体重不及后者的 70%。

4 剖检病变

猪感染后，消化道是主要病变部位，剖检可见

从胃部到大肠，整个消化道内容物充满未消化完全

的乳汁或凝乳块，内容物呈类白色、灰色或淡黄色，

小肠肠壁细胞脱落，变得菲薄，半透明状，有时还出

现肠道穿孔，肠内容物进入腹腔而导致感染性腹膜

炎；有些发病急的猪肠黏膜可见广泛出血，肠内容

物带血色，有血腥气味，死亡时间长的猪呈恶臭味，

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5 诊 断

猪轮状病毒病的发病特点和临床症状与大肠

杆菌、传染性胃肠炎、流行性腹泻和伪狂犬病毒感

染非常相似，必须结合实验室检验才能确定。病猪

腹泻开始后将其处死，取病变肠段黏膜或小肠内容

物离心处理后于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如果找到车轮

样的病毒则可确诊，但是由于电子显微镜非常昂

贵，大多数检验机构无此设备，故本检查法虽然诊

断准确，但难以普及。除了电镜观察外，免疫荧光抗

体技术、ELISA实验、对流免疫电泳和凝胶免疫扩散

等免疫学技术，也能对本病作出诊断，检测成本低，

易操作和推广，但准确率不如电镜观察法，临床如

遇到本病，可根据养殖场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

6 防 控

冬季是本病的流行季节，每年冬季到来前需要

对母猪进行疫苗免疫，提高母源抗体含量，以便仔

猪出生后能及时受到母源抗体的保护。仔猪出生

后，确保产房整体温度在 20～25 ℃，产仔箱上悬挂

红外灯，灯下区域温度需保持 30 ℃以上，保证仔猪

不受寒冷应激，有条件的地方可在仔猪经常活动区

域铺上干垫草，仔猪在卧地后起到保温作用，降低

寒冷应激。

如果发现病猪，则立即将其隔离，用其他母猪

奶水或奶粉进行人工饲喂，饮水改为温的葡萄糖盐

水，防止脱水发生，如果病猪呕吐严重，不能灌服，

则需要腹腔注射无菌的葡萄糖盐水进行补液，具体

做法是将病猪倒提后在脐后侧部注射，注射时注意

不要刺入肠道，葡萄糖盐水需提前使用 38 ℃左右

的温水水浴，以防注射后出现腹腔应激。

7 小 结

猪轮状病毒病是仔猪临床常见消化道疾病，近

几年的报道认为本病发生多有大肠杆菌的混合感

染，这也可能是与病毒造成肠黏膜脱落后，肠道功

能机制调节紊乱，菌群失衡有关，故临床上治疗本

病时应根据最新研究情况针对性防控，必要时使用

广谱抗生素抗感染。虽然本病在我国未发生大规模

流行情况，但鉴于本病为人畜共患病，且多种动物

都能感染，临床上必须重视本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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