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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附红细胞体病的诊断与治疗

彭利英

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畜牧兽医站，重庆巴南 401347

摘要 附红细胞体病是指由于附红细胞所导致出现的人畜共患传染病之一，主要会导致猪、羊、马、牛乃至

人出现黄疸、贫血以及发热等主要症状的传染性疾病。其中猪在出现附红细胞体病后主要症状为贫血、高热、全

身发绀以及黄疸，若不能及时进行相应的诊断和治疗，易导致出现大批量的猪死亡。因此应对附红细胞体病在猪

养殖中的诊断以及治疗进行分析，从而有效减少疾病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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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附红细胞体病作为较为常见的急热性传染

性疾病之一，其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溶血性黄疸、贫

血、发热、呼吸困难、虚弱以及皮肤发红等，多发于

不同年龄段的猪群，对于养猪业的危害较大，因此本

文对附红细胞体病在猪养殖中的诊断以及治疗进行

相应的分析，为保障猪养殖利益提供参考。

1 猪附红细胞体病

猪附红细胞体病多发于雨水较多的季节，多呈

现地方性流行。附红细胞体病易发于不同年龄段的

猪群，仔猪的猪附红细胞体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

高，而架子猪的发病率及死亡率相对较低。猪附红

细胞体病的最重要的传染源为隐性感染猪和患病

猪，其主要水平传播途径为疥螨虫、吸血昆虫以及

被污染的器械，如断尾器、注射针头、打牙器、阉割

器等，主要垂直传播途径为子宫、胎盘等。另一方

面，恶劣天气、应激因素、不良的管理等原因均会导

致出现猪附红体病，或加重疾病症状，从而引发大

批发病情况。

生猪在感染附红细胞体病后的疾病潜伏期为

6～10 d，其体温升高到 40～42 ℃，并且呈现出稽

留热型。

2 猪附红细胞体病的诊断

在对猪附红细胞体病患猪进行疾病诊断时，主

要根据其临床症状以及病理学解剖检查结果进行

诊断。附红细胞体病猪的主要临床症状为发热以及

贫血性黄疸，后结合其血液涂片病原体观察结果进

行疾病诊断。对于隐性感染的患猪，血液涂片较难

查出病原体，因此可以采取间接血球凝集实验、补

体结合反应或间接荧光抗体技术进行相应的疾病

诊断。

而在对患猪的临床疾病症状进行判断时，应注

意与其他疾病进行区别鉴定。应正确区别由于其他

因素而导致出现的贫血症状，如患猪若缺乏微量元

素硒以及维生素 E 均会导致患猪出现黄疸以及贫

血症状；而钩端螺旋体病亦会导致患猪出现溶血性

贫血和黄疸情况，但常伴有较为严重的死胎和流产

情况；由于黄曲霉素中毒而易导致出现的贫血和肝

损伤与猪附红细胞体病的临床症状相似，但有饲喂

发霉饲料的疾病史[1]。

因此在对患猪进行疾病诊断时，应有意识地加

强诊断力度，并且注意鉴别诊断，从而有效地提高

疾病诊断准确率，为疾病治疗奠定基础。

3 猪附红细胞体病的治疗及预防

在对附红细胞体病患猪进行疾病治疗时，由于

感染该病的母猪可通过垂直感染的传播途径导致

刚出生的小猪发病而出现贫血情况。因此在小猪出

生时应通过肌注 200 mg右旋糖酐铁以及土霉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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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鸡抗寒饲料添加剂

鸡喜温怕冷，每逢寒冷低温季节，体质及生产性能下降，耗料增加，产蛋减少，容易患感冒等呼吸

道传染病。如果在饲料中加入适当的添加剂，可增强鸡体的抗寒能力。

鱼肝油。主要含维生素 A和维生素 D，有增强体质、改善蛋壳质量、增强抗寒应激能力等作用。鱼

肝油最好选用油剂或水剂，这样可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

维生素 E。冬季低温会导致鸡卵巢性能下降，产蛋量减少。维生素 E平时添加量为每千克日粮中

10 mg，冬季需加大用量 2～6倍，提高抗寒力和产蛋率。

维生素 C。具有抗感染、解毒与抗应激等作用，能增加鸡对寒冷和疾病的抵抗力，预防传染病，提

高产蛋率。每 100 kg鸡饲料中添加 5 g维生素 C，饲料消耗可降低，产蛋率提高。

钙。鸡体缺钙，轻者下软壳蛋，严重时会足趾抽搐，危及生命。冬季低温、少光照，鸡对钙质的需求

量相应增加。

辣椒粉。含有丰富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冬季在鸡日粮中添加 1%的辣椒粉，可提高鸡的抗寒力

和产蛋率。

碘。补碘可增强抗寒保暖作用。方法有 2种：供给含碘食盐，用量与普通食盐相同；或在饲料中添

加海带，添加量占日粮的比例 2%～6%，海带性寒，可配适量生姜缓和其寒性。

铁。动物缺铁，抗寒能力降低，怕冷。蛋鸡补铁很重要，需要量为 35～45 mg/kg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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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15 d后再次肌注铁制剂[2]。或采取 5～10 mg/kg

贝尼尔用蒸馏水或生理盐水稀释至 5%浓度，通过

分点深部进行肌注，于 48 h后再次注射。对于疾病

症状较为严重的患猪则肌注 3～4次。同时给予患

猪 0.1～0.2 mg/kg土霉素肌注治疗，每天 1次，连续

肌注 1周；或将药物稀释至 1%～5%拌于饲料中，连

续使用 3～5周。

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中药治疗猪附红细胞体

病。或在上述治疗的同时采取中药治疗能使得疗效

更好。常用中药药方为当归、常山 100 g，黄蓖、熟

地、青蒿各 60 g，赤芍 50 g，川芎 30 g，苦参、地榆

各 70 g。将药物粉碎后按照 1%的比例混饲，给予

每只患猪 30～50 g的量，采取开水冲服，每天 1

剂。

为有效减少猪附红细胞体病的发生，应有意识

地进行相应的预防工作。第一，应加强饲养环境的

管理，保持饲养工具的清洁卫生，有效减少不良应

激影响。第二，应注意医疗器械的消毒与清洁，从而

有效地减少血源性感染发生。第三，通过给予生长

猪与肥育猪 100～150 mg/kg的阿散酸日粮，连续使

用 1周，从而有效进行疾病预防。另一方面，可在病

发流行季节于饲料中添加金霉素、土霉素等，从而

有效预防疾病[3]。

4 小 结

猪附红细胞体病作为较为常见的传染性疾病

之一，为减少该种疾病对猪养殖的危害，应有意识

地进行疾病地防护。在猪群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应

及时进行疾病诊断，并且采取相应的疾病治疗措

施，从而保障养殖利益，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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