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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学管理来降低猪肠道病发生率

高瑞军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畜牧兽医局杏园畜牧兽医站，甘肃定西 743019

摘要 猪肠道病是临床常见的消化道疾病，严重影响了生猪健康生长和猪场经济效益。发病原因主要为病

原体感染，中毒、应激、过敏、营养不均衡等非传染性因素也会引发，病猪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中后期还会出

现全身症状。预防该病必须通过科学管理：一方面，对猪场员工进行科学管理，使员工能够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另

一方面，对猪群进行科学管理，使各类生猪能够得到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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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肠道病是兽医临床常见的疾病，多由病原体

感染所引起，病原体种类较多，常见的有病毒、细

菌、螺旋体、寄生虫等，有些还是混合感染。除了病

原体外，有些病猪也有可能是中毒、应激、过敏、营

养不均衡等非传染性因素导致，有些病例则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临床危害较大。为了能帮助

大家更科学地防控猪肠道病，本文将简介猪肠道病

的概况，并提出通过科学管理来预防该病的要点。

1 猪肠道病简介

随着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对猪肉需求的

不断提升，集约化和规模化养猪已经成为常态，而

猪的大量集中饲养难免会导致疾病发生率升高，在

所有疾病类型中，肠道病、呼吸道病和全身感染性

疾病是临床发病率最高的。对于肠道病，80%以上的
病因都是病原感染导致的，如流行性腹泻病毒、传

染性胃肠炎病毒、轮状病毒、大肠杆菌、沙门氏菌、

魏氏梭菌、螺旋体、球虫、蛔虫等，这些病原以肠道

为主要靶器官，感染后对肠黏膜进行破坏，使病猪

表现出消化道症状[1]。除了生物性的病原感染外，天
气突变、饲料变更、霉菌毒素超标、药物中毒、肠道

微生态失衡、玉米抗性淀粉过高、过敏等也能导致

肠道病的出现，但相较于生物性的病原感染，其发

生率相对较低。

2 猪肠道病的临床表现

猪发生肠道病后，前期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表

现为粪便不成型，采食量下降，精神不振，经常有里

急后重的动作，细菌性病原感染的粪便还表现恶

臭，黏性较大，导致猪群中有很多猪体表有粪污的

污染。如果病猪未得到有效治疗，则疾病会发展为

全身症状，因此时病猪肠黏膜细胞的功能已经受

损，对饲料的消化吸收利用率降低，机体瘦弱，营养

不良，生长发育受阻，育肥猪出栏周期明显延长[2]。
病原产生的毒素被吸收入机体后，猪开始体温升

高，采食量下降或食欲废绝，饲料消化不良，饮水增

加，畏寒怕冷，喜欢独自卧于墙角，对外界刺激不敏

感，眼睛呈半眯状态，眼角留有泪痕。与此同时，消

化道症状加重，粪便呈水样，有时为绿色，粪便中有

脱落的肠黏膜，有些病原感染还会导致血便，使得

病猪表现出贫血，更进一步影响了生长。本病的死

亡率依病原感染的类型不同而有别，但大部分猪都

是因机体衰竭后抵抗力下降而死亡。如果为应激、

中毒、营养不均衡、过敏等非传染性因素引发的腹

泻，在病因及时解除后症状可很快减轻。

3 科学管理防控猪肠道病

猪肠道病的防控必须遵循“养大于防，防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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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原则。只要猪饲养得好，猪场管理水平高，猪

的整个免疫系统就会发育得更完善，猪群对疾病的

抵抗力就强，很少会出现疾病。即使有时发生病猪，

通过用药治疗后也能很快康复。

3.1 对员工的科学管理

猪场所有员工必须严格执行防疫制度。一线饲

养员、助产员和清粪工人等是接触猪群最多的人

员，也是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病猪和病理性粪便的人

员，对这些员工要定期进行疾病防控知识培训，便

于他们第一时间发现病猪。兽医人员要坚持每日巡

场，疫病流行期还要加大巡场频率，设计科学的免

疫程序，加强日常消毒工作。

3.2 对猪群的科学管理

对生猪要适时分群，不同批次的猪禁止混养，

如果发现有肠道疾病流行的迹象，可采取药物防控

的方式及时将疾病消灭在萌芽阶段。需要提醒的

是，在使用化学药物时一定要注意休药期，防止药

物在肌肉中残留超标而影响食品安全。

对于哺乳和保育期的仔猪，由于其免疫系统还

处于发育过程中，此时应加强对其生长环境温/湿度
的控制，防止出现应激，使环境保持恒温恒湿和平

稳，降低外界应激对猪的影响。适时对猪群进行免

疫，刚出生的仔猪一定要第一时间吃上初乳，通过

乳汁中的母源抗体作用来保护[3]。进入育肥期的猪
应严格控制饲养密度，注意饮水和饲料的卫生，霉

变、过期和变质的饲料禁止饲喂，发现病猪第一时

间隔离诊治，且粪便污染的地面用火碱水消毒。饲

养管理水平低或经常发生消化道疾病的猪场可在

饲料中定期加入微生态制剂，通过益生菌的调理作

用来降低发病率。种猪要公母分开，妊娠期母猪加

强营养供给，临产前注意防便秘。为了降低仔猪出

生后肠道疾病发生率，建议母猪产后第一时间对乳

房进行清洗消毒，避免环境中病原经吮乳过程感染

仔猪。

4 结 语

猪肠道病临床发生率高，对于该病的治疗一定

要采用对因治疗和对症治疗相结合的方案，同时在

平时生产过程中，一定要树立“养大于防，放大于

治”的疾病防控意识，注重日常肠道保健，将疾病发

生率降至最低。猪场如不慎发生了猪肠道病，务必

第一时间寻找到病因，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及时控制

住疾病的发展。对于久治不愈的肠道病或烈性传染

病继发的肠道病，养殖场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发病严

重的猪淘汰处理，以降低疾病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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