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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被认为是仔猪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从此病的流行病学、临

床症状、诊断方式以及防控措施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对今后的防控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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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养猪地区，猪传染性胃肠炎是养猪生产

中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性疫病，给养殖业的发展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猪传染性胃肠炎是猪的一种

高度接触性肠道疾病，以 2周龄以下仔猪呕吐、严

重腹泻和高死亡率为主要特征[1]。不同年龄猪对猪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均易感，但以 2周龄内哺乳仔猪

最易感染，死亡率最高，而架子猪、成猪一般良性经

过，死亡率较低。

1 流行病学

TGEV的发病呈季节性，一般在冬春季节（11

中旬 -4月中旬）易发。以病猪、带毒猪为主要传染

源。主要存在于猪空肠和十二指肠。可通过粪便、呕

吐物、乳汁、鼻液及呼出气体排毒，50%的康复猪带

毒排毒达 2～8周。主要通过消化道接触到被污染

饲料、饮水和用具等进行传播。还可通过呼吸道进

行传染，尤其是在通风不畅，较为密闭的潮湿和狭

小的空间里。

2 临床症状

该病的潜伏期短，一般为 15～18 h，也有的长

达 2～13 d[2]。在新疫区，对于流行性猪传染性胃肠

炎，所有年龄感染发病猪只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厌

食、呕吐、腹泻等现象。其中以哺乳仔猪的症状最为

典型。主要表现为先出现短暂呕吐，伴有或继而水

样、通常黄色腹泻，随后出现体重减轻、脱水甚至死

亡。幼猪、肥猪、母猪往往只限于厌食和腹泻 1 d至

数天，偶尔伴有呕吐，但是死亡率不高。病死仔猪除

脱水外，肉眼可见变化通常局限于胃肠道。胃内充

满凝乳，黏膜充血或有或无，有的有出血点[3]。小肠

内充满黄色泡沫性液体，一般有未消化凝乳块、肠

壁极薄，几乎透明。病理切片显示空肠和回肠绒毛

明显变短。

3 诊 断

根据流行病学和临床症状，并结合病理切片可

作出初步诊断。还可采用病毒抗原检测、免疫荧光、

病毒核酸检测和病毒电镜检测等实验室技术进行

诊断。

4 防控措施

本病为病毒致病性疫病，目前尚缺乏特效药来

有效遏制 TGEV的疫情，但是可以利用一系列防控

措施来进行积极有效的对症治疗。这样不仅可以有

效地控制该病的蔓延，还可大大降低病猪的死亡率。

1）防止侵入。要避免从发生疫情的猪场引进带

病毒或者已经感染病毒的种猪。从无猪传染性胃肠

炎病毒猪场引种，也要进行血清学阴性检查，同时

还要隔离 2～4周后再并群。同时要建立猪场封闭

式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员进出猪场，及时清洗和

消毒运输工具，规定严格净道和行道，防止病毒的

蔓延传播。

2）免疫预防。可以选用华毒株疫苗（哈兽研），

对妊娠母猪产前 45 d及 15 d进行肌肉、鼻内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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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仔猪低血糖症的防治

在养猪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仔猪出生后不久部分或全窝突然出现神经症状而迅速死亡的现象，特

别是冬春季节出生的仔猪尤为多见，这就是新生仔猪低血糖症。是以血糖含量大幅度减少，出现脑神

经机能障碍为特征的一种新生仔猪疾病。

1）原因。本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与妊娠母猪后期的饲料营养成分不全面，产后缺乳或仔猪本身不

能吮乳等引起。加之天气寒冷，仔猪体内耗糖量增多，在胎儿时期缺糖或生后不能充分获得糖的补充

时，则血糖急剧下降，脑组织对血糖降低非常敏感，故出现神经兴奋或抑制而死亡。

2）症状。本病多发生于出生后 2～3 d的仔猪。仔猪发病突然，不吮乳，毛色发暗，四肢绵软无力，

卧地不起，有的迅速死亡；有的则呈现脑神经机能障碍，出现阵发性痉挛，角弓反张，四肢伸直或呈游

泳状运动，眼球固定，口腔有少量白沫；有的表现肢体绵软，对外界事物无反应，体温不高，在症状显著

阶段体温可降至 37 ℃以下，最后陷入昏迷状态而死亡。病程一般为数小时，有时可拖延至 1～2 d。

3）防治。①加强母猪饲养管理。对怀孕母猪根据不同妊娠阶段的特点，采取相应的饲养方式，保证

母猪从日粮中获得充足的营养物质，满足胎儿生长发育需要，但不要使母猪过于肥胖，在管理上要注

意适当运动，增强母猪体质，防止流产，从而使生产的仔猪质量提高。在母猪产前 7 d至产后 5 d，可给

母猪补充糖分，如每天在饲料中拌入 100 g蔗糖，也可将糖溶于水中饮用。②病仔猪用 10%葡萄糖液

10 mL腹腔注射或前腔静脉注射，每隔 6 h一次，连用 2～3 d。也可配合口服白糖（5 g/次），连续应

用，均可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来源：科技信息报

各 1 mL[2]。这样仔猪出生后就可以通过初乳获得保

护，哺乳仔猪 7 d，保护率 90%以上。新生仔猪还可

以口服抗血清 10 mL/d，连用 3 d有一定疗效。α-

干扰素有一定疗效，但是尚需要评估。还可以进行

抗菌治疗，但是一般在 2～5周最为有益，尤其是与

混合感染的猪只。

3）药物治疗。发生本病后，对于患病猪要及时

做好隔离和治疗工作。虽然没有特别好的药物治疗

方法，但可采取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来补充电解

质和水分等，以纠正酸碱代谢失衡，防止脱水死亡

等。一般是静脉或腹腔注射 5%～10%葡萄糖生理

盐水和 5%碳酸氢钠溶液，还可投喂敏感抗生素（如

替米考星、环丙沙星、硫酸新霉素等）以控制细菌性

继发性感染[4]。

4）加强管理。在养猪生产中，要加强母猪的饲

养管理，保障其充足、平衡的营养需求。这样不仅可

以保证母猪自身营养代谢的需要，还为仔猪出生后

摄入足量的初乳打下了基础。此外，要做好猪场的

常规卫生消毒工作。定期对圈舍、环境和用具等进

行消毒。加强卫生工作，不仅可以大大降低环境中

的病原微生物，减少仔猪接触致病原的机会，还可

以减轻外部环境对猪群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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