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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维生素 C和维生素 A，然后病猪肌注氯霉素，大

群猪饮 0.1%壮观霉素水溶液，2次 /d，连用 2 d。

8 预 防

1）规范引进。在“自繁自养”基础上，引进猪只

时应通过调查从规模大、信誉好的种猪场预定并引

进，起运前依法取得相应《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运

输工具应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并严格消毒，途中应做

到五防（防雨、防滑、防冻、防暑、防颠簸）。

2）搞好卫生。在“全进全出”基础上，每批猪装

栏前和出栏后应严格清扫、清洗相应的场所、设施、

设备和器具并进行彻底消毒，饲养期间应按工作制

度规定按时清扫、清洗、消毒和通风换气，清除的废

弃物、清洗废水、消毒废液及时按规定销毁或无害

化处理。

3）科学免疫。每批猪饲养前应根据本地区或本

场猪病流行情况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并按时严格

实施，并在每次免疫 21 d后进行相应疫病的抗体

检测，抗体水平较低或参差不齐的应及时重免或补

免，免疫废弃物及生物污染物及时销毁或无害化处

理。

4）饲料营养。饲料应营养丰富、结构合理、搭配

平衡、新鲜可口、富含维生素、易消化吸收，发现过

期、变质或发霉饲料应停止饲喂并销毁或无害化处

理后另做它用，每次饲喂前应先清除上次的剩料以

防其变质、发霉被猪只食入后带来相应危害。

5）温度控制。饲养期间应通过增温保暖或降温

防暑使猪舍内温度在适宜的范围内（最好能控制在

18～25 ℃），尤其是秋末和春初应根据天气情况及

时采取相应的保暖措施，为防止贼风入侵给个别猪

带来危害，保暖同时应注意保暖设施的及时检修。

6）隔离治疗病猪。发现病猪后应及时隔离，限

制移动并到动物诊疗机构找执业兽医师进行相应

的诊治，发现重大动物疫病的应及时向当地县级以

上兽医主管部门、动物疫病控制机构或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报告并按相关部门或技术规范要求处置。

摘要 本文详细介绍猪腹泻的病因、诊断特点和治疗方案，为养殖者提供猪类养殖中的腹泻病诊断经验和

预防措施，以期有效控制猪腹泻病的发生，提高猪场养殖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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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规模化养猪业的发展，猪场不断扩

大，流行性病毒不断增加，其中发病较为普遍的如

猪腹泻病，由于发病的原因复杂，猪腹泻在猪场中

比较多见但不易区别，增加了诊断的难度，最终给

临床治疗造成困难。

1 病 因

引起猪类腹泻的因素很多，总体分为两类，一

类是由微生物侵染引起的传染性腹泻，其病毒如冠

状病毒、轮状病毒等，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胃

肠炎可造成各种年龄阶段的猪感染患病腹泻。类冠

状病毒引起猪流行性腹泻，呈水样，同时伴随病猪

呕吐；细菌包含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魏氏梭菌和螺

旋体等引起的，大肠杆菌感染引起仔猪腹泻，多发

生于小日龄仔猪。还有寄生虫引起的腹泻，如球虫

病引起仔猪腹泻，14日龄以内的仔猪均易感染，且

秋季发病率高。另一类是非传染性腹泻，主要包括

仔猪消化机能不全、日粮抗原过敏、营养因子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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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因素等。饲料 pH值不合理导致胃肠菌群失衡，

蛋白质消化率降低，引起仔猪腹泻，仔猪缺铁会引

起腹泻。酸败或腐败变质的饲料含有黄曲霉素，母

猪吃了这种饲料，会造成仔猪腹泻。

2 诊 断

猪腹泻的病因多样，导致其症状表现不同，因

此诊断要点各有差异。做好诊断工作的基础就是熟

悉病因，对症状分类汇总，进而做出精确的诊断。本

文主要介绍传染性猪腹泻的诊断。

传染性猪腹泻中，最重要的一类是由病毒引起

的腹泻，主要包括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

和猪轮状病毒病。冠状病毒科的猪胃肠炎病毒，引

起猪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各日龄的猪均可发病，症

状上表现为呕吐、水样腹泻和脱水。冠状病毒科的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引起的猪流行性腹泻，通常表现

为排水样粪便、呕吐、脱水。从临床症状上，猪流行

性腹泻病毒和猪肠胃炎病毒很难区分，需要在分子

水平对病原进行分类诊断。由猪轮状病毒引起的猪

急性肠道传染病，发病受气候环境影响，寒冷季节

多发。主要发生在 2月龄内的仔猪，表现为厌食、呕

吐、下痢。且该病毒常与猪白痢混合感染，大猪受感

染后一般不会表现明显症状。

细菌类病原引起的腹泻主要有仔猪黄痢、白

痢、红痢。由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仔猪黄痢是一

种对初生仔猪的急性致死性传染病，常发生于 7日

龄以内的仔猪，症状表现为排黄色水样稀粪，少有

呕吐，发病时间长，不及时治疗导致死亡。具有很强

的传染性，当发现 1只病猪时，要及时隔离，并对全

群进行预防治疗。由迟发型大肠杆菌引起的仔猪白

痢，发病季节性不明显，一般呈地区性流行，多发于

30日龄内的仔猪，但是死亡率并不高。病猪一般表

现不呕吐，排白色糊状稀粪。由 C型或 A型魏氏梭

菌引起仔猪红痢，又叫传染性坏死性肠炎或梭菌性

肠炎。该病毒一般侵染 3日龄以内的新生仔猪，导

致肠道传染病，排红色或红褐色稀便，且带有刺鼻

的腥臭味，偶有呕吐。该病病程短，死亡率高，如果

治疗不及时，会引起整窝仔猪的死亡。另外猪痢疾

密螺旋体也会引起处于生长发育的架子猪的痢疾，

病猪初期体温略高，粪便中混有大量黏液及血液，

呈胶冻状。该病发病不具有季节性，传染性差，流行

缓慢，发病率高，死亡率低，但是长期危害猪群。

猪传染类腹泻还包括由球虫引起的腹泻，病原

体感染 14日龄内的仔猪，病猪表现食欲减退，严重

腹泻至脱水，肛门红肿，被毛粗乱，逐渐消瘦，初期

粪便呈糊状，随后呈灰色的水样稀粪，感染严重的

仔猪最终死亡。

3 防 治

最有效的防治是建立在精准诊断的基础上，只

有对症下药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病因和

症状，这里先介绍病毒引起猪腹泻的治疗要点和措

施。首先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治疗原则一般是防止脱

水和继发感染。静脉注射安维糖或内服补液盐，饲

料中加入氯霉素或磺胺脒等抗菌素对该病的治疗

效果较好。而猪流行性腹泻病毒无特效疗法，一般

参考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治疗。猪急性肠道传染病的

治疗要点，通常是发病后应立刻停止哺乳，服用葡

萄糖盐水、复方葡萄糖溶液。

细菌类病原引起的猪腹泻，治疗原则是杀菌。如

猪痢疾的防治中，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氯霉素、状观

霉素、磺胺脒等抗菌素是常用的药物，还有其他一些

微生物活菌制剂，如调痢生、乳康生、乳酶生等。痢疾

中白痢治疗方法最多，效果较好的有抗菌素和磺胺

类药物、呋喃类治疗法，也有白龙散等重要治疗。红

痢的治疗要从猪生活环境中入手，保持猪舍清洁，加

强管理，必要时采用疫苗接种预防。整体来说，猪痢

疾的药物治疗效果良好，但易复发，难根治。

当遇到球虫感染引起的腹泻时，可以采用抗球

虫药物，如饲料中加入磺胺类药物，注射土霉素，治

疗及时，基本可以治愈。猪腹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高，治愈难度大，尤其是仔猪，所以生产中应采取综

合措施预防该病的发生，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最大程度减少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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