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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引进仔猪，并对种猪进行体检与免疫预防。初

期应对新进仔猪隔离观察 1～2个月，确定无病时

再进行合群。

2）免疫接种。可利用猪轮状病毒以及传染性胃

肠炎二联苗做免疫接种，在母猪分娩前 5周与前 2

周进行，从而使仔猪能有良好的免疫抗体。及时注射

猪流行性腹泻以及传染性胃肠炎二联灭活疫苗 [4]，在

妊娠期的母猪前 30 d与前 20 d进行每次 4 mL的注

射，对体重不足 25 kg的猪减少到 1 mL，25～50 kg

的注射 2 mL，而大于 50 kg的注射 4 mL。在猪的

后海穴进行注射，接种后 15 d 以内产生免疫抗

体。

3）消毒清理。对于猪舍的消毒清理工作应该不

少于每周 2次的频率，当猪群感染病毒之后，应该

立即隔离发病猪场与育成猪舍，对其猪舍内用具、

环境、运输工具做好严格的消毒与清理工作。

6 结 语

综上所述，猪传染性胃肠炎的发病率与死亡率

都很高，为了防控这种潜伏期较短、传染速度快的

病症，应该结合发病原因、症状、病原特性等因素，

来制定相对应的防控措施，从而使养猪户的经济损

失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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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腹泻是养猪过程中的常见病，化学性因素、生物性因素和管理性因素都能导致本病的发生。本病的

发生随着生长阶段的不同各有其特点，哺乳阶段以生物性病原感染较多，保育阶段以生物性感染和药物使用引

发的较多，育肥阶段则多和管理有关。本病应寻找到病因并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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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日龄猪腹泻的诊治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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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腹泻是养猪生产过程中常见的消化道疾病，

顾名思义就是指肠道液体内容物异常增多的现象。

导致本病的病因较多，影响不同日龄的猪腹泻的主

要因素也不尽相同，最终造成的影响也差别很大，

下面就猪腹泻防控与大家作一简单交流。

1 发病原因

引发本病的原因有多种，但临床最多的还是化

学性因素、生物性因素和管理性因素。化学性因素

主要指能引起消化道异常分泌的物质，包括各种药

物、毒素等；生物性因素主要指临床生产过程中的

各种病毒、细菌、寄生虫、螺旋体等病原的感染；管

理性因素指生产管理不当引发腹泻的所有因素，包

括各种应激、饲喂不规律、温湿度控制不科学、频繁

更换饲养员、饲料储存不当及营养搭配不合理等。

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可引发腹

泻，但发病机率少，一般不作重点论述。

2 哺乳阶段猪腹泻诊治要点

哺乳阶段的猪一般日龄在 0～30 d，因场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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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同有提前断奶的，也有延后几天的。此阶段是

仔猪出生后生命的第 1个阶段，特点是抵抗力弱，

需要母猪的保护，抵抗感染主要依靠母源抗体。由

于抵抗力差，此阶段的猪最有可能发生腹泻，且以

生物性病原感染引发为主，常见的有多杀性大肠埃

希氏菌、伪狂犬病毒、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流行性腹

泻病毒和球虫感染等。

多杀性大肠埃希氏菌又称大肠杆菌，仔猪感染

后发病日龄一般为 0～3 d和 10～15 d，前者腹泻的

粪便显黄色，粪中带未消化完全的初乳，俗称“黄

痢”，后者腹泻粪便表现类白色，如牛奶或豆腐渣样，

俗称“白痢”，临床上对大肠杆菌引发的腹泻又称“仔

猪黄白痢”，粪便特别臭是本病的一个诊断要点，这

是由于细菌利用了母乳中营养物质后经代谢排出了

气体产物，主要是含硫元素和氮元素，臭味因此较

大，而病毒无此特征，这是区别细菌感染与病毒感染

的重要特征。治疗本病需要口服对大肠杆菌敏感的

抗生素如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硫酸粘菌素等，如果

病猪伴发体温升高可配合注射头孢类抗生素治疗。

伪狂犬病毒、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和流行性腹泻

病毒 3种病原引起的腹泻症状表现相似，难以通过

肉眼区别，主要表现为发病日龄集中在 0～7 d，腹

泻严重，排出物呈清水样，有时有未消化完的凝乳

块，与大肠杆菌感染不同，粪便不是特别臭但带腥

气，仔猪吃乳量下降或不食，死亡率高，大多数猪场

接近 100%，整窝猪发病是本病的主要特征，死因多

为衰竭或脱水。本类腹泻目前无理想的治疗办法，

只能对症治疗，如给予补液盐防脱水，采取保温措

施增强仔猪抵抗力等。

球虫感染多发生在饲养条件较差的猪场，以散

养户为主，球虫感染后可在短时间内快速繁殖，破

坏肠细胞，造成黏膜脱落，肠壁细胞破坏后对水分

的调节能力变差，造成腹泻。本病发病日龄为出生

后的第 10天左右，发病时间比较集中，很多业内人

又称“十日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病原的重要诊断

要点。治疗球虫病需要使用磺胺氯吡嗪钠、磺胺喹

噁啉、癸氧喹酯或地克珠利等药物口服治疗。

3 保育阶段猪腹泻诊治要点

本阶段的猪日龄一般在 30～70 d，是从断奶到

育肥的过渡阶段，此阶段猪已经无母源抗体保护，

机体有一定的疾病抵抗力，病因主要为生物性因素

和化学性因素。生物性因素主要是肠道病原感染，

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密螺旋体等。大肠杆菌和

沙门细菌感染通常粪便颜色正常，只是稀些，而密

螺旋体感染则粪便中带大量黏液和血液，粪便呈红

色粥样，发病时间久的粪便还可能是黑色，又称“血

痢”或“黑痢”，这是一个诊断要点。化学性因素主要

体现在用药上，由于保育阶段非常关键，母源抗体

降低后，很多养殖场都希望用药物帮其平稳度过保

育期，但很多药有副作用，比如长时间口服氨基糖

苷类抗生素容易造成肠道微生态的破坏而导致拉

稀；有些中药如大黄等，口服剂量小时起到健胃消

食作用，但剂量大时可导致严重腹泻；还有些药如

阿莫西林等，尽管书籍资料中未记载其有导致腹泻

的作用，但临床上很多猪场反映阿莫西林有此副作

用。治疗本病需要寻找到病因，针对性治疗，对于感

染可使用抗生素治疗，而药物导致的腹泻需要减少

药物用量，必要时停药或换药。

4 育肥阶段猪腹泻诊治要点

育肥阶段的猪体格较大，免疫力较强，腹泻的

发生相对较少。临床上的腹泻多由管理性因素和生

物性因素引起。管理性因素通常表现在频繁更换饲

养员，饲喂不定时定量，猪要么过饱要么饥饿，饲料

频繁更换厂家或储存不当霉变后饲喂而导致腹泻，

有些猪场不关心天气预报，晚上突然降温，猪舍进

贼风等因素都可导致大批育肥猪发生腹泻。病原感

染导致的生物性因素一般影响较小，如传染性胃肠

炎病毒、流行性腹泻病毒感染后，猪通常表现一过

性，腹泻 1周左右即使不用药也会自行康复。因此，

本阶段的腹泻防控重点是抓好管理。

5 结 语

猪腹泻是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由于临床上导致

本病的因素较多，发生群发性腹泻时一定要排查原

因，根据病因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进行治疗，有

些腹泻虽然不会引起死亡，但腹泻一次也是对猪一

种机能的伤害，对生产有着潜在影响，临床生产过

程中决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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