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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猪下痢的常见疾病

韩爱茹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畜牧兽医局，河北乐亭 063600

摘要 猪大肠杆菌病、猪痢疾、仔猪副伤寒及猪传染性胃肠炎是养猪业中常见的几种传染病。在临床上，这

几种病都以下痢为主要症状，很难区分，养殖户常因不能及早确诊或因误诊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笔者据近年来

的临床经验，对这几种病的鉴别诊断和防治谈一点见解，供养殖户参考。

关键词 猪下痢；鉴别；诊断；防治

1 病原及流行特点

1）猪大肠杆菌病。由大肠杆菌引起的以下痢为

主要症状的传染病，主要有猪黄痢和猪白痢。黄痢

是由溶血性大肠杆菌引起的，多发生于 1～3日龄

的仔猪，7日龄以上很少发病。成窝发，发病率高，致

死率高，尤以夏季多见。猪白痢是由 O8、K88型大肠

杆菌引起的，多发生于 10～20日龄的仔猪，30日龄

以上很少发病。发病率较高，病死率低，发病率与饲

料管理水平好坏关系密切。

2）猪痢疾。是由猪痢疾密螺旋体引起的，7～12

周龄的猪多发病，大、小猪均有发病，病程缓慢而

长，发病原因多为引进病猪或带菌猪所致，本病的

发病率高达 75%～90%，死亡率为 5%～25%，临床

康复猪常成为带菌猪，成为传染源。

3）仔猪副伤寒。是由沙门氏菌引起的，1～4月

龄多见，发病率不太高，致死率高，常呈散发或地方

流行。断奶过早、饲料突变、饥饿、缺乏维生素或营

养成分不全、拥挤、猪舍潮湿等不良的饲养管理条

件下，若有病原侵入会引起暴发。

4）猪传染性胃肠炎。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不

分大小猪均可发病，但以 10日龄仔猪多发且死亡

率高，断奶后仔猪多数可自愈，大猪一般都可自愈。

2 症状及剖检

1）猪大肠杆菌病。猪黄痢主要症状为排黄色稀

便，多为最急性或急性型，后为水样下痢以及带黄

色黏液状下痢，剖检往往不见明显病变，病程稍长

时可见急性卡他性小肠的炎症。猪白痢的主要症状

为白色浆糊状粪便，多发急性与亚急性型，一般无

呕吐症状，病理变化可见小肠卡他性炎症，黏膜绒

毛不萎缩，结肠内容物为乳白或灰白浆糊状。

2）猪痢疾。病初见硬粪便带有条状黏液，后转

为下痢，由黄色软便或水样便发展成带血多量黏液

混有坏死组织碎片的稀便。病死率较高，主要病变

在结肠、盲肠、直肠，初期为卡他性炎症，后期为坏

死性肠炎，但坏死程度多限于黏膜较浅层。

3）仔猪副伤寒。主要临床症状为高热，有结膜

炎，见黄色、灰黄色下痢，有时下痢带血，皮肤充血、

淤血及出血，尤其到后期可见两耳发紫，为本病的

特征。病变主要见大肠纤维素性坏死性肠炎，淋巴

结出血，质软而红，脾肿大，质坚硬，肝有坏死灶、灰

白色结节。

4）猪传染性胃肠炎。主要症状为突然下痢，多

有呕吐，呈水样下痢，10日龄内仔猪多脱水死亡。断

奶后的大猪，经 3～7 d自愈。主要病变可见胃肠卡

他炎症，肠壁很薄，肠壁及肠系膜血管呈树枝状充

血，肠黏膜绒毛极易脱落及缩短。

3 防 治

1）仔猪大肠杆菌病。黄痢常来不及治疗，白痢

用抗生素类及磺胺类和呋喃类药物均有效，但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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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耐药性，在实践中应以预防为主。

2）猪痢疾防治。目前尚无疫苗，防治主要采取

药物净化措施。药物净化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疗

程要长，全场猪只必须同期服药，不吃料的乳猪可

灌服。应该注意的是在服药期间应切实搞好猪体、

猪舍内外环境，工作人员服装、鞋帽以及饲养管理

用具的消毒。全场猪粪应无害化处理，在服药和停

药后 3个月内不得自外地引进猪只，不准向外出售

种猪。

3）仔猪副伤寒。早期治疗有效，由于本病的发

生常常有明显的诱因，因此在防治本病上应重视综

合兽医卫生措施的贯彻执行。在仔猪哺乳阶段和仔

猪断奶前后应做好饲养管理工作，适时补料以增强

仔猪的消化机能，减少消化道疾病的发生，是提高

仔猪抵抗力的关键。此外猪舍环境要保持清洁干

燥，定期进行消毒，粪便处理要得当。仔猪尤其是断

奶后仔猪，群饲养密度不宜过大，饲料和饮水的供

给要清洁卫生。幼龄阶段猪要做好主要疫病的预防

免疫接种工作，减少或杜绝病毒性疾病的流行而继

发本病。引入仔猪时要注意因长途运输缺水、拥挤、

过热等应激因素对仔猪所造成的影响。猪只引入后

应隔离检疫，观察一定时间后无疫病方可并入原猪

群。在本病常发区可考虑接种仔猪副伤寒菌疫苗或

在猪多发年龄阶段在饲料中添加敏感药物进行预

防。

4）猪传染性胃肠炎。本病无特效疗法，但在临

床上对脱水严重的 5周龄左右的猪，可给预补液，

还可适当使用抗菌素，以增加病猪抵抗力，防止继

发感染，促进其康复，大猪常呈良性经过，不予理

会。未断奶的仔猪，可试用康复母猪的抗凝血或高

免血清，每天口服 10 mL，连用 3 d有一定效果。

在养猪实践中，对以上各病均应以预防为主，

防重于治，加强日常的饲养管理，是一项有效的防

制措施，尤其对这些消化道疾病更为重要。

猪捷申病和猪链球菌 2型
混合感染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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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年 4月，贵州省台江县某香猪养殖场仔猪出现高热、食欲废绝、四肢僵硬、站立不稳等神经症状，

并于发病 2周内死亡，实验室采用分子生物学诊断，结合临床症状观察、病理解剖等实验室检测，诊断为猪捷申

病和链球菌混合感染，并提出了综合防制措施。

关键词 猪捷申病；猪链球菌 2型；PCR；诊断；防制

猪捷申病是由小 RNA病毒科捷申病毒属中的

猪捷申病毒引起的肺炎、下痢、心包炎、心肌炎、脑

脊髓炎和母猪繁殖障碍的一类急性传染病。猪链球

菌是一种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属兼性厌氧型革兰氏

阳性球菌，感染的猪通常表现为败血症、关节炎、脑

膜炎、淋巴结炎等特征。2015年 4月，贵州省台江

县某香猪养殖场突然出现仔猪染病并接连死亡，本

文利用 PCR检测技术，结合细菌学检测、临床诊断

及病理解剖等手段，对病死猪进行诊断，根据诊断

结果对该香猪场进行针对性防治，降低了猪场损

失。

1 发病情况及临床症状

2015年 4月，贵州省台江县某香猪场开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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