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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
YANGZHI

病猪和带毒猪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它们通过粪便、呕吐
物、鼻分泌物、乳及呼出气体，污染饲养、饮水、空气、用具
等，通过消化道传染给易感猪。

一、了解猪病源
诱发猪传染性胃肠炎的病原体隶属于冠状病毒科，猪肾、唾

液腺及甲状腺为该病毒高概率寄生部位，且与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在抗原相关性方面无一致性。传染性胃肠炎，可在猪各器官及体
液中分布，尤以空肠与十二指肠部位及十二指肠中所测得含量数
据最高。

二、临床症状
该病症最突出特征即极短潜伏期，至短为 15 ～ 18h，或有

2 ～ 3d，极为迅速的传播速度决定了其极易引发全群发病。仔猪
发病后，首发症状即次数频繁的呕吐、呈现出黄绿色、水样大
便，并有凝乳块混杂其中，其内所含电解、水分及脂肪均数量巨
大，呈碱性。病猪极度口渴，严重脱水，体重迅速减去，病猪日
龄越小，发病后病程愈短，且病死率呈越高显示。通常而言，10
日龄内大多在经过 2 ～ 7d病程后即死亡，究其原因为仔猪大多受
母猪感染所致，而母猪发病后泌乳量势必呈减少状，以至于仔猪
难以获取足够乳汁，无法获得充足营养，进一步促使病情加剧，
最终导致其死亡。

三、鉴别诊断
在该病的鉴别诊断中，可综合参考流行病学及相应症状给出

初步诊断。结合资料及实践，该病多于冬季集中发作，且呈快速
传播，感染对象可于各年龄阶段猪群发病，并以呕吐、腹泻等表
征为突出特点，部分病猪脱水或表现为极度的口渴状。对于 10 日
龄以内仔猪，调查显示其病死率在 100%，而成年猪，通常可在
5 ～ 7d后得以康复。

（一）病毒分离和鉴定
在病料的测定方面，取病猪肛拭子、粪便等物予以送检，经

兽医实验室所行细胞培养可获得检测结果。
（二）血清学诊断
针对病猪处于急性期、康复期阶段时血清样品予以抽取，送

上一级可进行血清学诊断的兽医部门鉴定，防止我们在诊治时的
误治。

四、防治
（一）预防措施
1．消毒工作对于生猪养殖具有意义极为重大。工作人员不

可猪舍乱窜，并对外来人员施以严格管控。若本猪场有发病病
例，外来人员及车辆应严禁进入，并且场内人员的外出应予以控
制，严格执行封锁工作。

2．当猪场有病例出现时，应立即实施病猪隔离措施，并针
对猪舍、用具等施以彻底且全面的消毒；同时严抓饲养管理工
作，在严寒冬季，落实防寒保暖工作，饲料中可适当加入免疫增
强剂，以促使猪疾病抵抗力获以大幅提升，粪便冲洗时可加入消
毒液，并借助于高温草木灰或石灰浆等开展圈舍消毒工作。

3．落实预防接种工作。针对妊娠母猪，选取其产前 45d、
15d经由肌注与滴鼻途径给予猪传染性胃肠炎弱毒疫苗接种，剂
量均为 1mL，以使之在 4 ～ 5d后产生免疫力，最终使仔猪抵抗
力得以强化。在行消毒工作时，应重视彻底性及全面性，新吉尔
灰、过氧乙酸、氢氧化钠溶液为佳选，质量分数分别为 0.1%、
0.2% ～ 1.5%和 1% ～ 2%，生石灰亦可选。

4．在实施猪场消毒时，不应长期使用同一种消毒剂，避免
细菌耐药性因之增强，从而出现不断繁殖的情况，危害猪群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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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患病猪以骤然发作的腹泻、呕吐等肠道异常反应为主要表征，并伴发热或脱水，可涉及各个年龄阶段，而且日龄在 10 日以内仔猪更易因该病

而死亡，成年猪基本不会造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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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常情况下，夏季每间隔 2d实施 1 次全面消毒，冬季则为每
周 1 次；在疫病高发阶段，可增加频次，夏季为 1 天/次、冬季为
3 次/周。

5．管理工作应切实加强，提倡和鼓励自繁自养，尽量勿从
其他地方进行购买；在冬季对于饲料中的能量供给应保障充足
性，并对优质饲料予以遴选；防寒保温的同时，地面的干燥性予
以保证。对于该病而言，抗生素并不具治疗效果，最关键的是疫
苗注射及通过良好、科学管理切实提升猪免疫力，达到最大限度
降低猪场经济损失的效果。

6．对处于发病状态的猪，应将之与病猪进行严格隔离，完
善消毒工作，规避交叉感染。

（二）治疗
1．在当前阶段，该病尚无特效药物，只有对症治疗，广谱

抗生素对可能继发的细菌感染等情况予以有效规避。对脱水、酸
中毒等施以对症疗法，以对继发感染情况进行有效防治，可经由
静脉注射方式将葡萄糖盐水输注于失水过多病猪体内。平日，严
格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加强护理管理，在猪饮水中予以电解质
或营养成分添加，水∶氯化钠∶酞酸氢钠∶氯化氢∶葡萄糖为
1000mL ∶ 3.5g ∶ 2.5g ∶ 1.5g ∶ 20g，将之均匀混合，提供给猪
令其全天饮用。猪舍温湿度适宜，配合抗生素肌注，频率为 3d一
次，持续 2 次即可。

2．抑制肠蠕动，防治腹泻。
3．对于病情较重的猪，取 10 ～ 50g/kg葡萄糖溶液（质量分

数为 10%）与 0.2 ～ 0.5g/kg维生素C、0.5 ～ 2g/kg安纳珈充分混合
后，经由腹腔或静脉实施注射。

4．该病隶属于局部感染，具典型性，仔猪可经由吮吸初
乳对抗体获取，以预防该病，但在吮吸初乳时，应对母猪乳头
进行清洗消毒，消毒用品选取高锰酸钾消毒液，质量分数为
0.01% ～ 0.05%，擦干后，将第一滴乳挤掉，再行吮吸。

5．对于可能发生的继发感染，可凭借沙星类、磺胺类等抗
生素应用以规避。

6．纠正酸中毒，经由静脉实施 10 ～ 15mL/kg5%碳酸氢钠注
射。

7．症状。每个猪场均发现一头公猪采食量减少，有呕吐及
腹泻症状呈现，一定要对全群统计症状相同的病猪。仔猪于吮吸
母乳后呈现呕吐及表现为黄绿色、白色的水样大便，闻之有恶
臭，哺乳母猪泌乳量减少。

8．消毒。用火碱水进行全场消毒，每日对圈舍内外用白毒
杀进行消毒，用消毒液冲洗粪便，清理圈舍。

9．治疗。用氧氟沙星每公斤 0.4mL和樟脑磺酸钠大猪 8mL、
小猪每头 3mL（分针肌注），每日 2 次，早 8 点、晚 6 点。同时
投给口服药止泻散、大黄苏打片、酵母片，2d后粪便基本正常，
又用药 2d，结果发病后 5d全部发病猪群停止拉稀，8d采食恢复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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