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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某猪场在 2013年 7月 20日至 8月 10日间 30~40日龄的保育猪由过渡料转喂保育料时，2个单元、3

个批次共 1 000头断奶仔猪出现顽固性的腹泻。发病 3 d后，病猪出现轻微脱水现象，仔猪消瘦，被毛变长，皮肤

失去光泽，呈僵猪样；个别体型瘦小者病情加重，直至脱水死亡。统计发病率为 91%，死亡率为 6.8%。经流行病学

调查、临床症状、病理剖检和实验室检查，初步诊断该猪场断奶保育猪暴发持续性米糊状腹泻是由于 40%预混料

的变质所引起的保育猪腹泻。通过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预防治疗继发感染，补液补盐，特别是更换 40%预混料

后，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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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仔猪腹泻是常发病、多发病，也是引起仔

猪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仔猪断奶后由于受心理、

环境、营养应激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消化机能紊乱，

出现腹泻，而腹泻又会导致仔猪生长受阻、饲料利

用率降低、抗病力差等，严重时甚至死亡。断奶后保

育仔猪腹泻率高达 30%，病死率达到 10%~15%。发

病后仔猪生长缓慢，形成僵猪，甚至死亡，给养猪生

产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对畜牧业的发展危害很

大。本文对某猪场断奶仔猪持续米糊状腹泻病因进

行了调查分析。

1 猪场发病情况

1.1 猪场发病情况调查

2013年 7月 20日至 8月 10日，浙江某猪场

30~40日龄的保育猪由过渡料转喂保育料时，2 个

单元、3个批次共 1 000头断奶仔猪出现持续性的

腹泻，粪便灰黄色、米糊状，粪便中玉米粉粒清晰可

辨。病猪初期精神状态良好，食欲正常，体温在

38.5~39.7 ℃，兽医初步认为是消化不良，使用过杨

树花制剂、阿莫西林、猪用多维拌水饮用，乙酰甲喹

肌肉注射，小苏打拌料饲喂等措施，均未好转。病猪

出现轻微脱水现象，仔猪消瘦，被毛变长，皮肤失去

光泽，呈僵猪样。个别体型瘦小者病情加重，直至脱

水死亡。病初只有零星几头，到了第 3天发病猪已

超过猪群的 70%，发病 3 d后，猪群超过 90%都出

现腹泻症状。发病后第 3天出现病死猪，病死猪的

个头都属于同栏中最消瘦的，共发现 4头病死猪，

第 4天发现 6头病死猪，第 5天发现 5头。在接下

来的发病期间每天都会发现 1~3头病死猪。整个发

病期间共有 68头猪病死，50%以上的猪因营养不良

而消瘦。

1.2 病理剖检

送检 10头腹泻严重的保育猪，外观严重消瘦、

脱水，被毛长而蓬松，皮肤较苍白无光泽。剖检发现

颌下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轻微肿大，切面无变化；

肠系膜淋巴结充血、严重肿大，切面湿润光亮，无出

血；主要病变在肠段，十二指肠与空肠肠壁变薄，结

肠内充满与所拉大便相似的灰黄色、米糊状内容

物；从胃到肛门未见有寄生虫感染迹象；肺脏轻微

胰变，面积不大；心包腔无积液；脾脏未见肿胀病

变；肾脏大小、质地正常。个别病猪胃有溃疡、出血。

其他器官未见病变。

经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病理剖检和实验

室检查，本次腹泻已排除了疾病的主要因素，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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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断奶仔猪饲料配方

表 2 每千克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每千克本产品含量）

表 3 每千克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每千克本产品含量）

过渡料（1t） 过渡料（1t） 保育料（1t）

玉米 /kg 300 40%过渡料 /kg 200 400

豆粕 /kg 0 鱼粉 /kg 0 0

麸皮 /kg 0 多维 /kg 200 200

膨化大豆 /kg 0 全价教槽料 /kg 500 0

保育料（1t）

600

0

0

0

项目 项目 含量

维生素 A/（KIU/kg） 碱式氯化铜 /（mg/kg） 10~500

维生素 D3/（KIU/kg） 铁 /（mg/kg） 150~1 500

维生素 E/（mg/kg） 锌 /（mg/kg） 2 500~5 625

维生素 K/（mg/kg） 锰 /（mg/kg） 20~375

维生素 B1/（mg/kg） 碘 /（mg/kg） 1.0~25.0

维生素 B2/（mg/kg） 硒 /（mg/kg） 0.2~2.0

维生素 B6/（mg/kg） 钙 /% 1.0~4.5

维生素 B12/（μg/kg） 总磷 2/% 0.9~2.0

泛酸 /（mg/kg） 总磷 3/% 0.29~1.45

烟酸 /（mg/kg） 粗蛋白 /% ≥33

叶酸 /（mg/kg） 粗脂肪 /% ≥2.5

D-生物素 /（μg/kg） 粗纤维 /% ≤6.0

赖氨酸 /% 粗灰分 /% ≤16

食盐 /% 植酸酶 /（U/kg） ≥200

水分 /%

含量

5.0~40.0

0.5~12.5

≥28

1.2~22.0

≥2.5

≥8.0

≥2.5

≥5

≥25

≥10

≥0.7

≥30.0

≥2.5

0.5~3.0

≤12.5

项目 含量 项目 含量

粗蛋白 /% ≥19 总磷 1/% 0.3~1.0

粗脂肪 /% ≥2.5 总磷 2/% 0.2~1.0

粗纤维 /% ≤5.0 植酸酶 /（U/kg） ≥500

粗灰分 /% ≤8.0 食盐 /% 0.2~1.0

钙 /% 0.3~1.2 水分 /% ≤12.5

赖氨酸 /% ≥1.0

诊断该猪场断奶保育猪爆发持续性米糊状腹泻是

由细菌性因素、饲料配方及饲喂方式或病毒因素导

致的。

2 诊断方法

2.1 治疗性诊断

因尚不明确具体的致病因素，且猪场条件有

限，故采用治疗性诊断分析其病因。随后猪场兽医

采取了杨树花口服液拌料、口服补液盐、肌肉注射

“痢菌净”（乙酰甲喹）、加强通风降温的措施。

1）杨树花口服液 100 mL拌料 100 kg，1次 /d。

治疗效果：腹泻症状有所减缓，但观察粪便，玉米粒

依旧清晰可辨。

2）口服补液盐 1 000 mL，水温 40 ℃左右，自

由饮用，连饮用 1周。治疗效果：仔猪脱水现象有所

缓解，粪便与之前无变化。

3）痢菌净（乙酰甲喹）每头 2 mL，肌肉注射，

2次 /d。治疗效果：脱水减少，大便较之变干，初现形

状，大便颜色未发生变化，腹泻症状有所缓解，但观

察发现粪便当中玉米粒依旧清晰可辨。一旦停药即

恶化。

从治疗结果来看，治疗措施均能缓解腹泻症

状，但却未究其根本。说明很可能是本次腹泻发生

后造成了病猪二次感染，从而加重了腹泻症状。由

此说明细菌性疾病并不是此次腹泻的主要原因。

2.2 饲料配方及饲喂情况分析

该猪场在仔猪出生后第 10天即开始饲喂全价

教槽饲料，达到 25日龄的仔猪开始断奶，断奶前 3 d

开始饲喂过渡料直至断奶后第 10天，断奶 7 d后

开始将仔猪从产房转栏至保育舍，转栏 3 d后开始

饲喂保育料。该猪场仔猪断奶前后饲料配方见表 1。

40%过渡料组成成分见表 2。

全价教槽料营养成分见表 3。

饲料饲喂综合分析：饲料配方合理，40%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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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猪蓝耳病（PRRSV）抗体、猪瘟（CSFV）抗体检测结果

表 5 猪伪狂犬野毒（PRV-gE）抗体、猪伪狂犬总（PRV-gB）抗体检测结果

表 6 猪场免疫程序

免疫对象 免疫时间 疫苗名称 免疫方式 头份

仔猪

1~2日龄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K~16株） 滴鼻 1免 1

30日龄 猪瘟活疫苗（代传细胞源） 肌肉注射 1免 1

45日龄 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JXA1-R株） 肌肉注射 1免 1

全部公母猪普免

1、4、7、10月 猪瘟活疫苗（代传细胞源） 肌肉注射 2

2、5、8、11月 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ATCC VR-2332株） 肌肉注射 1

3、6、9、12月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HB~98株） 肌肉注射 1

料、全价教槽料各物质组成科学合理。换料时间、饲

养员、投喂时间、投喂方式无变化，饲喂因素合理。

2.3 疫病检测

2013年 7月 30日该猪场将 43份猪血清送至

浙江省某研究所进行动物疫病检测，检测方法采用

ELISA（IDEXX公司）检测，检测项目包括猪蓝耳病

（PRRSV）抗体、猪瘟（CSFV）抗体、猪伪狂犬野毒

（PRV-gE）抗体、猪伪狂犬总（PRV-gB）抗体。

检测标准：猪蓝耳病（PRRSV）抗体、猪瘟（CS-

FV）抗体、猪伪狂犬野毒（PRV-gE）抗体、猪伪狂犬

总（PRV-gB）抗体标准分别为临界值≥0.4、临界

值≥0.4、临界值≤0.7、临界值≤0.7。检测结果见表

4和表 5。

从以上检测结果可以看出：

（1）蓝耳病检测结果表明，母猪群阳性率为

93.33%，平均抗体水平 S/P值为 2.213，抗体水平差

异度为 39.25%。保育猪阳性率为 91.67%，平均抗体

水平 S/P值为 1.08，抗体水平差异度为 54.93%。母

猪群抗体水平较高，保育猪抗体水平差异度偏大，

但总体来说抗体状况尚可。

（2）猪瘟免疫抗体检测结果表明，母猪群阳性

率为 93.33%，平均抗体阻断率为 0.678，抗体水平差

异度为 30.31%，免疫保护良好。保育猪的抗体阳性

率为 50%，如果仅进行过首免，还未进行二免有可

能出现这种状况。

（3）伪狂犬野毒抗体检测结果表明，5胎以上老

母猪 80%为阳性，其余母猪均为阴性。保育猪中阳

性率为 25%，出现这种情况有 2 种情况，一是阳性

保育猪是 5胎以上阳性母猪所生，因为伪狂犬母源

抗体可维持 10周，未消失之前可检测出阳性。二是

部分保育猪已被野毒感染，产生阳性抗体。建议这

批猪到达 100日龄时再抽检 10头，如仍有相当比

例阳性，说明猪群受感染。如查全部转为阴性，则是

母源抗体影响。

2.4 猪场免疫程序科学性分析

该猪场免疫程序科见表 6。

分析结论：这次发病猪为刚断奶仔猪，大小为

35日龄之后，已进行过伪狂犬疫苗和猪瘟疫苗的第

一次免疫，还未进行过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

征疫苗免疫。从检测结果来看可以排除猪瘟病毒和

样品标签
PRV-gE检测结果 PRV-gB检测结果

平均 S/N值 阳性率 /% 平均 S/N值 阳性率 /%

妊娠母猪 0.97 0（0/5） 0.24 80（4/5）

1胎母猪 0.91 0（0/15） 0.03 100（15/15）

2、3胎母猪 0.87 0（0/6） 0.03 100（6/6）

5胎母猪 0.27 60（3/5） 0.03 100（5/5）

保育猪 0.79 25（3/12） 0.07 100（12/12）

样品标签
PRRSV检测结果 CSFV检测结果

平均 S/P值 阳性率 /% 平均样品值 阳性率 /%

妊娠母猪 2.41 100.00（5/5） 0.82 100.00（5/5）

1胎母猪 2.59 100.00（15/15） 0.70 100.00（15/15）

2、3胎母猪 1.81 83.33（5/6） 0.56 66.66（4/6）

5胎母猪 1.23 100.00（5/5） 0.59 80.00（4/5）

保育猪 10.80 91.67（11/12） 0.29 41.6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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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感染，至于猪伪

狂犬病毒感染情况目前尚不明确，但从此次发病仔

猪的临床表现以及病理解剖来看，亦可排除被其感

染。

2.5 饲料试验

1）暂停原先饲料，改换 40%过渡料批次，配方

比例不变。

治疗效果：改换后第 3 天，米糊状腹泻症状消

失，粪便当中未发现有清晰可辨的玉米粒。

2）饲料对比（在 9月 1日至 5日进行）：选用同

批次、除 40%过渡料批次之外同种同批次饲料原料

及配方、同种饲养环境因素、相邻栏位刚断奶仔猪

各 6 栏（每栏 20 头），分别饲喂原先饲料和改换后

的饲料。

对比结果：饲用原先饲料的仔猪出现了米糊状

腹泻的症状，腹泻率为 50%，无死亡，而改换后的饲

料却未出现此现象。

结果分析：从此次的饲料更换和饲料对比试验

结果来看，此次腹泻的发病病源来自于 40%过渡

料，但从 40%过渡料的组成成分来看却又是科学合

理的。对于致病原因，很能是 40%过渡料储藏不当

而变质造成的。

3 分析与讨论

常见仔猪腹泻的原因有生理因素、环境因素、

疾病因素、断奶应激、补料不当等。

经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病理剖检和实验

室检查，本次腹泻已排除了疾病的主要因素，初步

诊断该猪场断奶保育猪暴发持续性米糊状腹泻是

由于断奶仔猪营养生理特点易受外界应激的影响

而发生的腹泻，而主要的原因来自于 40%预混料的

变质。

7月份气温高，且居高不下。而在 9月份进行的

饲料对比试验中，发病率相对下降，从各个方面比较

后发现，9月份试验期间平均最高气温为 29.9 ℃，而

7月份中下旬的平均气温为 37.5 ℃，7月 21~31日

平均气温更是达到了 38.5 ℃。加之断奶、饲料转换

等多重刺激而出现了大规模、高发病率且持续性的

仔猪米糊状腹泻。其决定性的论断在于最原始的饲

料对比实验。上述腹泻发病原因都无法解释在同一

批次、除预混料之外、同种饲料原料及配方、同种饲

养环境、相邻栏位，饲喂不同饲料而产生不同的饲

养效果。

问题很明显来自于预混料。在之后的调查中从

饲料加工员口中得到一条决定性的线索，在饲料取

料过程中发现饲料有发热现象，并告之老板，但老

板并未在意其问题的严重性，也未与兽医沟通。后

面的饲料试验也是根据此信息制定。由此可见，在

该猪场所爆发的腹泻主要是因为 40%过渡料出现

变质，而高温天气也加剧了饲料的变质程度。因信

息沟通不及时所发生的这次多个单元、多个批次的

断奶仔猪持续性腹泻，时间跨度之长，损失之大在

同类病因腹泻当中较为显著。仔猪腹泻是一种常见

且高发的疾病，然而人们往往在发病时忘记最原始

的原因———饲料，从而在治疗上走了很多弯路，从

拌料、饮水到个体的肌肉注射，这其间所花的人力、

物力、财力不可小觑。“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猪的

世界里，食物更是它们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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