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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子宫内膜炎会导致母猪发情不正常或发情却不易受孕，使妊娠期母猪流产的机率增大，严重影响猪

场的正常生产。笔者根据实践经验，从产前感染、产后感染两方面分析了猪子宫内膜炎的发病原因，总结了预防

和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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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海省祁连县八宝镇畜牧兽医站收治

的猪子宫内膜炎病例逐渐增多，母猪一旦感染了子

宫内膜炎，往往会出现发情不正常或虽发情却不易

受孕的情况，部分母猪即使受孕成功，妊娠期间发

生流产的机率也非常大，严重影响了猪场的正常生

产。母猪是猪场的生产动力，母猪的健康和生产效

率决定着养猪的经济效益。为了有效降低母猪产后

发生子宫内膜炎的机率，笔者特将该病的病因及防

治措施总结如下。

1 病因分析

1.1 产前感染

有些养殖户对种公猪的选择不够严谨，种公猪

的生殖器或精液有炎性分泌物，可引起母猪子宫内

膜炎。或某些种公猪已与患子宫内膜炎的母猪交配

过，健康母猪再与其交配则很容易感染。有些人工

授精人员未严格遵守兽医卫生规则操作，清洗不彻

底，消毒不严格，造成带菌操作，极易导致母猪发生

子宫内膜炎。

1.2 产后感染

某些猪场的生产环境恶劣，加之母猪生产消耗

了大量体力，免疫功能减退，病原微生物乘虚而入，

致使母猪感染发病；或母猪由于难产，发生了子宫

脱出、产道损伤等情况，病原微生物经过阴道侵入

子宫内大量繁殖，引发本病；或助产人员不注意卫

生或消毒不严，细菌侵入母猪子宫，造成母猪感染

发病；或母猪生产后发生了胎衣不下，一旦没有及

时处理，一段时间后胎衣在子宫腔内腐败分解，黏

膜则发生炎症；或母猪产后饲料营养供应不足、缺

乏运动，加之母猪身体虚弱、抵抗力较差，其生殖道

内条件性致病菌也能导致其发生本病。

2 防治措施

2.1 预 防

1）选择种公猪时应谨慎细微，除充分了解其体

质、病史情况外，更要采集其精液进行严格检查，确

保健康后再自然交配。

2）加强对人工授精人员及接产人员的管理，树

立其职业道德观念，提高其技能水平，减少人为原

因造成的感染。

3）加强对生产母猪的护理，及时发现并处理胎

衣不下等非正常情况，产后可用子宫冲洗器将 500

mL安多福溶液（1∶50）一次性注入母猪子宫内，为

母猪日后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

4）母猪产后应根据其体能情况，科学配制营养

全面、适口性好的饲料，及时补充因生产而消耗的

体能，增强抵抗力。

5）为母猪提供洁净舒适的生活空间，不仅要定

期清洗、消毒，更要及时更换垫料、清除粪尿，减少

环境中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降低母猪感染细菌的机

率。

6）母猪产后应适当加强运动，有助于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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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

2.2 治 疗

治疗该病的关键在于抗菌消炎，帮助母猪恢复

子宫收缩力，促进其子宫内蓄积的渗出液排出，以

消除子宫感染。

1）抗菌消炎。根据病例的诊断结果，确定病原

微生物，再根据药敏试验选择对该病原微生物敏感

的药物，及时对症治疗。

2）冲洗子宫。用输精管或胃管将 0.1%高锰酸钾

或 0.1%新洁尔灭等冲洗液注入病猪子宫内，5 min

后将其导出，再灌注，再导出，如此反复冲洗，直至

排出液体清亮为止，每天 1次，冲洗 4～5 d。若母猪

的子宫颈不开张，可通过注射氯前列烯醇诱导发

情，然后再进行该操作。该法主要用于促进子宫内

炎性分泌物的排出，消除炎症，净化子宫。

3）子宫内投药。冲洗子宫后，待药液全部排尽，

向母猪子宫内注入土霉素、青霉素、链霉素、恩诺沙

星等药液 50～100 mL，每天 1次，4～5 d。

4）病猪若出现精神沉郁、食欲废绝、体温升高

等全身症状，则不能进行子宫冲洗操作，应肌肉注

射黄芪多糖、头孢噻呋、维生素 C、维生素 B1、甲硝

唑等，同时采取强心、补液措施，以防发生败血症。

摘要 中草药治疗猪病是通过抗菌、抗病毒以及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来实现的，具有无药物残留、无

公害的优势，可解决长期困扰畜牧业发展的抗生素残留问题，提高养猪生产率，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污染，发展

绿色畜牧业，满足人民的食品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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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中草药资源丰富，易种易收，且

使用简便。国内自古以来就有利用各种中草药治疗

人类疾病的传统，在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沉淀之后，

一些养殖业专家也运用中草药防治动物疾病。中草

药是天然物质，保持了各种成分的自然性和生物活

性，其成分易被吸收利用，在动物体内无残留、无公

害，能够激活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功能，有抗病毒、

抗细菌、抗应激的作用。开展中草药防治猪病不但

是可持续畜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们对提高生活

质量和绿色食品消费的要求。

当前，多方面的因素在影响养猪行业的猪病防

治，首先存在的问题是，养殖人员对猪长期使用抗

生素以及其他的药物添加剂，导致猪本身在进行新

陈代谢时有很大的压力，干扰了猪的免疫系统功

能，还会产生耐药性。再次，猪在发病时会引起多种

并发症，不利于猪病的诊断，病毒会不断地发生变

异，也给防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1 中草药的主要特点

首先，中草药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在中国

所产生的资源十分丰富，品种也十分多。其次，在高

度重视食品安全的年代，中草药取自天然植物，具

有天然性以及生物活性，将其经过提炼运用到人类

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具有防治疾病的巨大作用。再

次，作为养猪行业，无法满足精密仪器对场地的要

求，应用中草药时无需过于复杂的设备和高要求的

场地，十分适合当前养猪行业疫病防控的需求。最

后，中草药应用在养猪业时与传统的抗生素等化学

药物作用机理不同，利于养猪行业日常疾病防治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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