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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工作经验，总结了母猪产后瘫痪的病因及防治方法，并提出了加强饲养管理、禁止

过早配种和合理搭配日粮等措施，有效防控母猪产后瘫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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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养殖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自

2008年起，辽宁省北票市就享受着国家奖励生猪调

出大县政策，农民的养猪积极性异常高涨。由于追

求母猪多产仔、早繁育，农民在母猪只达到性成熟

而未达到体成熟时就进行配种，母猪自身骨骼及胎

儿骨骼发育需要大量钙，此时如果饲养不当，极易

造成钙磷比例失调或含量不足，从而发生产后瘫

痪。对母猪的生产性能产生严重危害，影响养猪业

的发展。母猪产后瘫痪是母猪分娩后突然发生或渐

进性发生的一种以四肢瘫痪为主要特征的产后疾

病，其中以后肢瘫痪最常见，多发生在产后 30 d左

右或泌乳高峰期。

1 发病原因

母猪产后瘫痪的原因很多，如饲养管理因素、

环境因素、繁殖因素、疾病因素等，但总的来说是日

粮结构不科学，即母猪体内钙磷比例失调，俗称缺

钙。之所以会缺钙可能是因为母猪日粮中精料比例

太高，而精料中磷多以植酸磷形式存在，这种形式

的磷不易被机体吸收，无法满足母猪体内对磷的需

求。母猪产仔后会大量消耗体内的钙和磷，如果产

后钙磷摄入量不足或体内吸收不够就会发生瘫痪，

泌乳高峰期会加重病情。

2 临床症状

母猪产后精神沉郁，食欲减退或拒食，泌乳量

减少或无乳，不让仔猪哺乳，后肢无力，站立不稳，

走路摇摆，后肢频繁交替负重，易出现异食癖现象，

如啃土、舔墙等。后期不能站立，卧地不起，呈俯卧

姿势。强行驱赶常发生尖叫，勉强站立走几步，因后

肢无力又趴下，有的母猪一直卧地不起呈昏睡状，

患病母猪体温一般没有明显变化。

3 治疗方法

1）加强护理，猪舍内多放垫草，防止发生褥疮。

2）及时补充钙粉，如饲料中添加骨粉，每天每

头猪 30~50 g。

3）西药治疗。肌肉注射维丁胶钙 10~15 mL，配合

庆大 20 mL、安乃近 20 mL、樟脑 10 mL，1次 /d，连用

3 d；或静注 5%氯化钙 20~50 mL，配合地塞米松

5~10 mL，1次 /d，连用 3 d；也可以静注 10%葡萄糖

酸钙 100~150 mL，配合地塞米松 5~10 mL，1次 /d，

连用 3 d。

4）中药治疗。主要以驱寒除湿，舒经活络，活血

祛瘀，强筋壮骨为主。取党参 10 g、当归 15 g、杜仲

12 g、黄芪 12 g、川芎 12 g，牛膝 10 g、续断 10 g、白

术 10 g、木瓜 6 g、甘草 6 g水煎后加骨粉 20 g，给病

猪内服，每天 1剂。

4 预防措施

1）加强饲养管理，猪舍保持清洁干燥；饲养密度

适宜；控制温度，分娩后母猪 1~3 d 温度控制在

24~25 ℃，10 d后温度控制在 20 ℃左右；有充足阳

光照射。

2）禁止过早配种，对于初产母猪，必须确保其

达到体成熟后才能够进行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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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搭配日粮，母猪在妊娠过程中，要合理

搭配妊娠后期和哺乳期日粮，确保日粮中含有足

够的能量、蛋白质、钙磷等，钙磷比例控制在

1.5∶1。

4）对有产后瘫痪史的母猪，在产后 20 d 左右

静注 10%葡萄糖酸钙 100 mL，每周 1次。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仔猪先天性震颤病的防治，病猪主要表现头部、四肢和尾部肌肉不自主颤抖，神经症状

明显，剖检后病变也集中于脑部神经系统；该病目前没有疫苗可供临床使用，预防时需要加强管理和消毒，做好仔

猪三针保健工作，并确保出生后尽早吃上初乳，治疗时可尝试使用中药进行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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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先天性震颤是由先天性震颤病毒感染仔

猪而发生的一种以神经症状为主的病毒性疾病，由

于临床表现全身肌肉不自主地颤抖，又称“仔猪跳

跳病”或“仔猪抖抖病”[1]。本病分布广泛，几乎所有

养猪的国家都有报道本病，多以散发形式出现。本

病虽然分布广泛，但业内对其研究并不多，对先天

性震颤病毒研究资料也很少，其基本生物学特征目

前还不确切，但可以肯定的是病毒可通过母源垂直

传播。有学者做过试验，将发生本病的仔猪带毒组

织重新培养后，培养物接种于妊娠母猪体内，新生

仔猪出生后可表现全身震颤的症状，并能够从其体

内得到新的病毒，故临床防控本病时一定要加强母

猪群的管理。病毒感染后并不会直接导致仔猪死

亡，病毒只会作用于神经系统，使仔猪出现全身震

颤的神经症状，但由于神经症状表现不受机体控

制，间接影响采食和饮水，甚至走路都不稳，大部分

病猪最终因营养不良，全身虚弱而死亡。

1 流行病学

本病只发生于猪，其他动物不感染，且只有仔

猪表现症状，妊娠母猪、公猪、保育阶段猪和育肥猪

一般很少发病，感染后多成为带毒者。本病主要通

过母源垂直传播，病猪体内的病原能通过胎盘传染

给仔猪，公猪如果携带病毒，可通过交配传染给母

猪，另外，分娩过程中仔猪也可经羊水感染。目前还

没有证据表明本病能经过密切接触的方式在仔猪

间水平传播。本病对猪品种没有特异性要求，几乎

所有品种的猪都能发生感染，三元商品猪临床发生

率更高，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绝大多数的发病仔猪

都来自于初产母猪，经产母猪的后代极少出现，可

能和机体产生了高滴度的抗体有关，抗体可通过母

乳或脐带传授于仔猪，对其产生保护作用。

2 临床症状

仔猪出生后不久便会表现明显的神经症状，并

在 10~15日龄后逐渐消失，极少数感染猪在断奶后

症状才消失。病猪可见头部、四肢和尾部肌肉不自

主颤抖[2]，起初只见到耳阔和尾巴颤抖，随着病情的

加重，全身肌肉逐渐开始颤抖，受到惊吓后可发生

阵发性的痉挛。部分猪趴卧时不表现症状，起立和

行走时肌肉开始紧张，就会表现颤抖，再次卧下时

症状又会消失，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病变部位不在肌

肉，而是在中枢神经系统。有些发病特别严重的猪

几乎 24 h都在震颤，行动困难，对吃奶造成严重影

响，最后因能量过度消耗而营养无法及时补充而衰

竭，瘦弱而死，有的最终被其它猪拱死或被母猪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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