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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灵稀释后，进行喷洒消毒，每天消毒 2次，直至仔

猪痊愈后的 1周。

经采用上述药物治疗 6 d，发病 5头，死亡 2

头，其余 3头治愈。

6 体 会

1）仔猪黄痢是仔猪的常见病，发生该病后，要

及时进行治疗，以免病情进一步扩散蔓延，以致死

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仔猪发生黄痢时，虽然对母猪采取饲喂丝瓜

络灰，对控制仔猪黄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要同

时对仔猪采取治疗措施。

3）对怀孕母猪在产前注射 K88、K99、987P三价

灭活菌苗，或注射 K88、K99双价基因工程苗，让母

猪获得免疫，使仔猪出生后通过吸食母猪初乳，获

得被动免疫[1]，防控本病发生。

4）对母猪及母猪舍，在产前进行身体清洗消毒

及栏舍消毒处理，以消除潜在隐患，减少本病的发

生。

5）在常发本病猪场及区域，给初生仔猪全窝口

服抗菌药物土霉素片进行预防性给药，可以增强仔

猪抵抗力，减少发病机率。

6）在本病治疗过程中，选择使用药物进行治疗

时，要选择多个药物进行交替使用，以提高治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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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本身营养不良或患有免疫抑制性疫病，疫病防控时滥用药物，疫苗质量不过关、疫苗注射时操作不

当，免疫程序不合格，霉菌毒素中毒等都可能导致养猪场免疫失败。建议减少应激因素、解除免疫抑制、杜绝霉菌

毒素、科学诊断、合理用药、规范治疗、科学制定免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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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养猪业的快速发展，动物疫病的增加，相

应控制疫病的疫苗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使用相应疫

苗之后还发生相应的疫病或类似的症状？是什么原

因造成了以上结果？笔者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对

多处养猪场的调查，现总结如下。

1 造成免疫失败的因素

1）免疫抑制性疫病。猪的免疫抑制性疾病呈上

升趋势，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伪狂犬病、圆环病毒

感染等都能破坏免疫器官，造成不同程度的免疫抑

制，导致免疫失败。因此，在养殖过程中应按照免疫

程序加强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2）疫苗注射时操作不当。

①在免疫接种时出现飞针，部分疫苗从注射孔

流出，造成疫苗注射量不足并导致疫苗污染环境。

也有因针头过短而将疫苗注入脂肪层而影响疫苗

的吸收，从而减少了免疫剂量，导致免疫失败。

②疫苗稀释过度，剂量不足，造成形式上接种，

实际上未收到预防效果。

③漏防，在注射的过程中针头断掉、猪只跑掉

混入猪群、计数不准确等没有进行补针造成漏防。

长时间高密度注射疫苗或药物引起注射部位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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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肿胀造成疫苗不能吸收。

④使用的器械未经消毒，有的猪场在注射疫苗

期间直接使用未经清洗和消毒的注射器，造成疫苗

效价降低。

⑤未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进行操作，拿来就免

疫，不清楚应该皮下还是肌肉注射，造成免疫失败。

3）疫苗质量。

①疫苗系非正规生物制品厂生产，质量不合格；

运输不慎、保存不当、反复冻融、免疫接种前受到日光

的直接照射，或稀释时间过长，使疫苗效价降低。

②疫苗稀释剂未经消毒或受到污染而将杂质

带入；在进行疫苗稀释时未用专用稀释液，有的甚

至用凉开水代替稀释剂，从而降低了疫苗的效价和

免疫原性，导致免疫失败。

4）营养状况。饲料中维生素及蛋白质等缺乏或

慢性消耗性疾病引起机体营养缺乏造成免疫后抗

体量不足。

5）滥用药物。长时间药物保健造成免疫抑制和

免疫器官损伤，如磺胺类、病毒唑和卡那霉素等，对

机体 B淋巴细胞的增殖有抑制作用，能影响病毒疫

苗的免疫效果，尤其在免疫前后 3 d不规范地使用

这些药物，可导致机体白细胞减少，影响免疫应答。

6）霉菌毒素。由于近年来玉米品种改良、收货

方式转变等造成玉米发霉现象严重，霉变饲料含有

各种霉菌毒素，严重破坏机体的免疫功能，造成机

体的免疫抑制。

7）免疫程序不合格。免疫程序混乱是个普遍现

象，每个猪场应根据猪场的条件和疾病种类，采用

不同的免疫程序和免疫剂量，一个免疫程序不能适

用多个猪场，因此，有条件的猪场可根据抗体监测

结果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2 解决免疫失败的方案

1）减少应激因素，降低应激反应。在养猪生产

中遇转群、长途运输、天气突然变化等情况，提前

5 d使用猪场专用抗应激添加剂，可有效缓解和解

除应激对猪只造成的免疫力低下和饲料报酬的降

低。

2）解除免疫抑制，促进疫苗免疫效果。在猪群

进行免疫疫苗时提前 1周使用黄芪等免疫增强剂，

降低疫苗免疫应激，促进免疫快速生成抗体，提高

抗体水平及免疫整齐度。

3）坚决杜绝霉菌毒素，不使用霉变的饲料或原

料。当原料受到霉菌毒素威胁或污染时，可添加脱

霉剂等霉菌毒素清除剂，可有效吸附、降解、清除各

种霉菌毒素，解除霉菌毒素对机体造成的免疫抑制

和免疫器官的损伤。

4）科学诊断、合理用药、规范治疗。严禁长时

间在饲料内添加药物，树立防重于治，养重于防

的理念，可在饲料内添加益生菌及相应产品，达

到调理肠道菌群平衡，清除内毒素，促进肠道黏

膜屏障建立和黏膜免疫，解除免疫抑制，促进营

养吸收。

5）制定好免疫程序。科学制定免疫程序，疫苗

生产企业一般会提供建议免疫程序，如高效苗和普

通苗、国产苗和进口苗等根据抗原含量和免疫剂量

都有不同的保护期，有条件的可根据抗体监测情况

和同批次疫苗抗原量检测情况确定免疫程序。为减

少运输过程对疫苗造成的危害，有条件的猪场可以

一次采购同批号产品满足猪场半年或某个固定时

间猪场内使用疫苗的数量。

6）每次采购和使用疫苗时严格检查疫苗外观，

凡过期、变色、标签缺失或收缩及解冻（冻干苗）现

象、有异物、无真空等禁止使用。同一厂家的疫苗有

时在外观上不易区分，因此在使用时认真仔细看清

疫苗标签标注的疫苗名称，曾经有猪场经过一下午

的努力工作，结果防疫工作干完后发现拿错疫苗，

以上看似笑话，但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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