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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益生菌在哺乳仔猪中的使用效果及最佳的使用方式，利用 5个试验分组研究了三元复合

乳酸菌剂对仔猪腹泻及生长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饲喂三元复合乳酸菌剂能有效减少腹泻，仔猪出生时口服

0.05 g/mL的三元复合菌剂 0.5～1.0 mL，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给母猪奶头喷雾 10 mL菌液能显著减少腹泻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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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养猪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哺

乳仔猪腹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来越高，给养猪业

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抗生素一直是预防和治疗仔猪腹泻的主要途

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病原菌的繁殖，但同

时也会影响肠道内正常菌群的生长，长期使用易引

起消化道疾病[1]。另外，抗生素的滥用造成的严重后

果已引起广泛的关注，耐药菌株的数量不断增加，

抗药性不断增强。最后，由于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

畜禽体内的药物残留已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健

康。目前，许多国家已制定相关法律来限制抗生素

的用量及禁用。

微生态制剂是一类无毒、无害、无残留并能有

效抑制病原菌的促生长制剂，是理想的抗生素替代

物[2]。作为微生态制剂的重要组成，益生菌在维持肠

道的菌群平衡、抑制病原菌的生长、增强机体免疫

和促进动物生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4]。同时，

研究发现复合菌株或菌种比单一菌株的益生作用

更好[5]。

鉴于此，开展了复合益生菌制剂对哺乳仔猪的

使用效果分析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菌剂

由湖北绿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为 200

亿 /g水溶性三元复合乳酸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

嗜酸乳杆菌）粉剂，使用时用纯净水以 1 g∶20 mL

的比例稀释。

1.2 试验动物与试验方案

试验于 2013年 10月至 12月在湖北省农业科

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原种猪育种场进行。从该场选

择出生日龄相近（3 d内）的大白仔猪 5窝，每窝仔

猪数量不低于 8头，试验期从出生至 15日龄，试验

分空白对照组、试验 I组、试验 II组、试验 III组，每

组为 1 窝仔猪。空白对照组给母猪奶头喷水 10

mL；试验 I组对母猪奶头喷雾 10 mL菌液；试验 II

组第 1天给每头仔猪口腔喷雾 0.5 mL菌液，以后

改为每天对母猪奶头喷雾 10 mL菌液；试验 III组

给仔猪每头口腔喷雾 0.5 mL菌液；另选 1窝仔猪

组内随机分为 2组，试验 IV组对仔猪每头口腔喷

雾 0.5 mL菌液，试验 V组对仔猪每头口腔喷雾 0.5

mL水。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 1次试验处理，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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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1次试验仔猪总体情况结果

表 2 重复试验仔猪总体情况观察

观测项目 空白组 试验 I组 试验 II组 试验 III组 试验 IV组 试验 V组

仔猪头数 10 11 11 8 6 6

白痢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红痢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黄痢 /天次 5 4 无 无 1 5

无腹泻猪 /天次 135 161 165 120 89 85

状态观察
腹泻猪沉寂，其余

小猪活泼

腹泻猪沉寂，其余

小猪活泼
活泼 活泼，毛发光亮

腹泻猪沉寂，其余

小猪活泼

腹泻猪沉寂，其余

小猪活泼

初生个体重 /kg 1.47±0.40 1.38±0.20 1.64±0.23 1.41±0.27 1.53±0.20 1.53±0.34

15日龄个体重 /kg 4.86±0.95 4.75±0.54 4.41±0.72 4.06±1.06 4.63±0.81 4.48±0.82

21日龄个体重 /kg 5.87±0.85 6.13±0.59 5.57±0.78 5.13±1.27 5.7±1.14 5.45±0.94

死亡头数 1 0 0 0 0 0

腹泻比例 /% 3.57 2.42 0.00 0.00 1.11 5.56

第 2次试验 空白组 试验 I组 试验 II组 试验 III组 试验 IV组 试验 V组

仔猪数 10 10 11 9 5 6

白痢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红痢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黄痢 /天次 无 无 无 无 无 3

无腹泻猪 /天次 150 150 165 135 75 87

状态观察 活泼，毛色光亮 活泼，毛色发亮 活泼，毛色光亮 活泼，毛色光亮 活泼 除腹泻猪外活泼

出生个体重 /kg 1.32±0.40 1.80±0.45 1.24±0.24 1.44±0.18 1.78±0.26 1.60±0.32

15日龄个体重 /kg 4.45±1.23 5.81±1.21 3.60±1.03 4.27±1.44 4.80±0.35 5.18±1.42

21日龄个体重 /kg 5.08±1.30 6.99±1.49 4.53±1.34 4.97±1.71 6.14±1.08 6.38±2.08

死亡头数 /kg 0 0 0 0 0 0

腹泻比例 /% 0 0 0 0 0 3.33

到第 15 天，记录初生重、15 日龄体重、21 日龄体

重、腹泻情况及精神状态，并进行 1次重复试验。

1.3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录入 Excel表格，采用 SAS软件进行方

差分析和显著性检验，增重效果采用模型： =

+ + +

其中， 为 15日龄或 21日龄个体重， 为平

均值， 为处理效应，以出生个体重 为协变量，

为其回归系数， 为随机误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仔猪总体情况观察

表 1、表 2为 2次试验各试验组仔猪的增重、腹

泻情况等的观察结果。

如表 1所示，第 1次试验过程中没有出现红痢

和白痢，试验 II组和试验 III组的情况较好，没有出

现腹泻（黄痢），且仔猪毛色光亮，精神活跃，而空白

对照组的腹泻情况较多，并有 1头仔猪因腹泻死

亡。另外，组内分组的结果也显示喷水组的腹泻情

况明显多于喷菌组。

如表 2所示，重复试验中，由于母猪在产前进

行了腹泻疫苗的免疫，猪群整体状态很好，仔猪毛

色光亮，精神活跃。试验 V组有少量腹泻发生，进一

步说明三元复合菌剂对减少腹泻有一定的效果。

2.2 仔猪腹泻情况分析

采用 SAS软件对试验中仔猪的腹泻比例进行

卡方检验，结果见表 3，图 1为仔猪腹泻比例的柱形

图分析。

从表 3 和图 1 可以看出，空白对照组的腹泻

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并与试验 II 组差异显著

（ ＜0.05）。由于样本含量偏少，虽然卡方检验的

结果只有试验 II组与空白组的腹泻比例达到了显

著性水平，但还是可以从图中看出添加三元复合

菌剂的处理组的腹泻比例较少。重复试验中，由于

猪群整体状态较好，不能较好地显示益生菌的使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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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 1次试验仔猪腹泻比例卡方检验结果

图 1 第 1次试验仔猪腹泻比例柱形图（*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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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 1次试验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表 4 第 1次试验各处理对增重的影响 kg

15日龄 21日龄

空白组

试验 I组 -0.08±0.32 -0.42±0.36

试验 II组 0.67±0.33 0.49±0.37

试验 III组 0.67±0.34 0.63±0.39

试验 IV组

试验 V组 -0.15±0.27 -0.25±0.40

日龄
差异显著

性分析
试验 I组 试验 II组

试验 III

组
组内分析

15日龄

空白组 -0.24 2.03 1.94

-0.53试验 I组 2.27 2.26

试验 II组 -0.00

21日龄

空白组 -1.14 1.31 1.61

-0.62试验 I组 2.44 2.81

试验 II组 0.35

2.3 仔猪增重情况分析

将初生重作为协变量，分析试验处理对仔猪增

重的影响，结果见表 4（数值以平均数±标准差表

示），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5。

由表 4、表 5可见，益生菌的处理组与空白对照

组对增重的差异不显著。另外，重复试验的分析结

果也显示增重差异不显著（数据未列出）。

3 讨论与结论

3.1 三元复合菌剂对哺乳仔猪腹泻的影响

在第 1次试验中，空白组的腹泻比例要高于其

他各组，且有 1头仔猪因腹泻死亡。试验 II组和试

验 III组没有出现腹泻，并且试验 II组的卡方检验

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0.05）；其余几组腹泻比例低

于空白对照组，但由于样本含量偏少，卡方检验差

异不显著。另外，组内分组的结果也揭示喷菌组的

腹泻比例较低，这些结果都表明复合菌剂对减少仔

猪腹泻有一定的效果。在后续试验中，需加大实验

的样本含量，进一步验证符合菌剂的使用效果。由

于猪场进行了腹泻苗的免疫，在重复试验中的仔猪

整体状态较好，基本没有出现腹泻，各组腹泻比例

无显著性差异。对比 2次试验，在益生菌的功能研

究试验中，应尽量选择腹泻比例较高的猪群进行试

验，能更好地反映出效果差异。

3.2 三元复合菌剂对哺乳仔猪增重的影响

通过增重模型分析发现复合菌剂对哺乳仔猪增

重并无显著影响，重复试验的结果与第 1次试验结

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在每天的试验处理过程中对

仔猪存在较大的应激，干扰了最后的增重试验结果。

试验所用益生菌为三元复合菌剂，包括屎肠球

菌、粪肠球菌和嗜酸乳杆菌。在正常情况下，屎肠球

菌和粪肠球菌主要分布在猪的空肠和回肠中，而嗜

酸乳杆菌在小猪的胃、小肠等处都有分布[6]。屎肠球

菌能够提高仔猪早期肠道微生物的定植，降低病原

菌的数量[7-8]。乳酸菌可竞争性地抑制病原菌对肠黏

膜的粘附，从而降低病原菌对宿主的侵害[9-10]。添加

乳酸菌能大幅度地减少粪便中大肠杆菌的比例，提

高动物的抵抗力[11]。此外，嗜酸乳杆菌能分泌抗生素

类物质，对肠道致病菌产生拮抗作用，抗菌肽能有

效地抑制大肠杆菌 DNA的合成[12]，过氧化氢能抑制

葡萄球菌的生长繁殖[13]，此外还有嗜酸乳菌素、嗜酸

杆菌素、乳酸菌素等。最后，乳酸菌还能够激活巨噬

细胞、B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增加 IL-1、IL-2、

IL-6、IL-5，TNF-α等细胞因子的产生量[14]。

仔猪出生时肠道内是无菌的，之后由于受到母

体产道、粪便及环境微生物的影响，在出生后的 3～

4 h，肠道内开始检出大肠杆菌和链球菌。试验 II组

和试验 III组没有出现仔猪腹泻，试验效果较好，这

可能是由于在仔猪出生后立即口服复合菌剂，可以

加快消化道有益微生物的定植，减少病原微生物的

数量，对仔猪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同时，复合菌剂

也在后期发挥了抑制细菌和增强免疫的作用，抑制

了病原菌的入侵。

猪肠道内的正常微生物与宿主是共生关系，宿

主为微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同时微生物会为

宿主提供一些消化酶、氨基酸、维生素、多糖等。研

究表明，枯草芽孢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具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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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酶、脂肪酶和蛋白酶活性，同时还具有降解非淀

粉多糖的酶类，如纤维素酶、葡聚糖酶、果胶酶等[15]。

同时，益生菌在宿主肠道内能产生多种营养物质，包

括 B族维生素、维生素 K、氨基酸、促生长因子等[16]。

有研究报道在仔猪日粮中添加乳酸菌，平均日增重

提高了 20.5%（ ＜0.05），料肉比下降了 20.5%（ ＜

0.05）[17]。另外，屎肠球菌能提高仔猪的生长、免疫和

抗氧化性能，添加屎肠球菌的仔猪免疫和抗氧化性

能显著提高，同时日增重提高 11.46％（ ＜0.05），料

肉比降低 6.20％（ ＜0.05）[18]。本次试验中各试验组

与空白对照组的增重差异不显著，同时组内分组之

间的差异也不显著，排除了母猪效应对试验的影

响。因而，可能是由于每天对仔猪进行2次试验处

理，在饲喂复合菌剂的过程中对仔猪的应激较大，

影响了仔猪的增重。在后续的试验中需要剔除试验

操作应激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综上分析得出，三元复合菌剂对减少哺乳仔猪

腹泻具有一定的效果，在使用方法上，建议采用初

生时口服 0.05 g/mL的三元复合菌剂 0.5～1.0 mL，

以后每天用量不变，利用饮水添加，减少应激，最大

限度地发挥益生菌的抗菌促生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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