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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猪常见疾病能够帮助农户更专业地养殖，当
猪出现异常时能够及时发现。了解疾病的防治措施能够便
于农户及时应对突发病情且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此，针
对猪疾病的深入剖析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是提升经济
效益的必然之路。

一、猪常见疾病及发病特点
猪常见疾病较多且种类繁杂，其常见的并发特点为体

温偏高、少食欲、身体发生表面的变化以及排便不正常
等。本文简单介绍几种常见疾病即猪瘟、猪流感、弓形虫
疾病等，使农户详细了解其发病特点从而及时发现与诊断。

（一）猪瘟的发病特点
猪瘟是猪常见的疾病，且病发率高，感染速度快，传

染性极高的一种疾病。猪瘟分为慢性猪瘟、急性猪瘟与紧
急性猪瘟三种。

1.紧急性猪瘟。发病时较突然，常常没有任何症状时
猪的体温便升高到 40℃左右，无明显症状，一旦发病其发
展速度快且死亡率高。

2.急性猪瘟。急性猪瘟较紧急性猪瘟症状稍明显，通
常情况下猪的体温持续 40℃左右，进食较少甚至不进食，
虽然猪的体温很高但是却非常怕冷。患病期间猪会出现便
秘的情况，长时间后会转为便稀。而被感染的小猪会出现
磨牙、昏睡或摇摇晃晃倒地等情况。患病后期，部分猪会
有咳嗽的症状，身上会出现红色斑点。

3.慢性猪瘟。慢性猪瘟的症状较明显，只要仔细观察
就会得出结论。慢性猪瘟在发病时体温稍高。进食量、饮
水量、体重均呈逐渐下降趋势，而体温则出现逐渐上涨的
现象。患病周期为 30d左右，由于猪瘟有传染性若未能及
时的治疗便会出现大量猪死亡的现象。

（二）流感
流感和人类感冒相似，都属于流行性传染类疾病。在

猪患病时体温逐渐升高且伴有鼻子流清水或浓稠液体的情
况。精神状态不佳，若长期未给予治疗，严重时会死亡，
且妊娠期母猪有流产的可能。

（三）弓形虫
弓形虫的为病毒外侵感染，常表现为食欲不振，呼吸

困难，淋巴结肿大，体温升高，腹部有紫红色的斑点，排
泄粘稠，多数为暗红或焦状血便等。

（四）猪呼吸道疾病
感染呼吸道疾病的猪主要表现在于眼圈呈现青紫状

态，持续发热而且出现偶尔咳嗽、没有胃口等其他腹部呼
吸出现问题。饲养人员在日常的观察和监测过程中可以明
显看出猪在正常呼吸期间腹部的起伏程度较大而且呼吸过
于急促，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猪用鼻孔呼吸不够畅
通，一些少数沾染呼吸道疾病的猪还会表现出四肢肿胀，
行走过程中无法正常支配四肢从而对正常走路产生严重的
影响。在猪的养殖过程中，猪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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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疾病中概率较高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养殖的
资金投入。

（五）猪链球菌病
猪链球菌病的发病时间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发病频率

最高时期在春季。此病属于急性病而且具有一定的传染
性，沾染猪链球菌的猪病状主要体现在四肢肿胀，偶尔会
发现猪的嘴角有白沫或过多的唾液流出，细心观察发病猪
的腹部通常还会出现紫色的斑块，这种疾病还有另一种名
称叫作急性败血病。

（六）猪口蹄疫
口蹄疫是猪的常见疾病之一，其发病的潜伏期主要在

1 ～ 2d，发病初期猪的体温会急剧上升至 40 ～ 41℃，而
且会展现出精神萎靡、食欲减少等状态，猪的口腔内部会
形成多个水泡和烂斑，口腔溃烂后会出现流口水的情况。
猪的蹄部会首先发红而且极其敏感，短时间内蹄的冠部会
形成米粒大小的水泡，水泡产生破裂后会流血并形成糜
烂，对猪的正常行走造成一定影响。如果水泡发生破裂过
程中没有感染外界细菌痊愈的时间大概在 1 周之内，一旦
沾染细菌感染后，严重时甚至造成蹄壳脱落、变形等，发
病猪将不能直立只能长期仰卧。

（七）猪消化系统疾病
猪消化系统疾病主要包括细菌性腹泻和病毒性腹泻两

种形式，也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猪常见疾病。患上细菌性
消化系统疾病的猪通常体现出食欲不振、行走不稳等，而
且发病猪的粪便呈现出稀糊状。患上病毒性消化系统疾病
的猪的猪粪会出现流血或直接喷出等情况。年龄和品种不
同的猪均可患上这种疾病，而且大部分发病处于 7 ～ 12 周
龄的幼猪。

二、猪常见疾病感染原因及防治措施
猪感染疾病的可能分为自身免疫力低下导致病菌传

入，另一种为生活环境未能及时清理滋生细菌。因此，在
猪病的防治过程中，也要分为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提升
猪自身的抗病毒能力，例如在饲料中加入必要的营养、选
用抵抗病毒能力强的种猪等；另一方则需要农户多加注意
猪舍的环境，保障猪舍封闭，做到及时清理排泄物与垃
圾，保持空气清新，对猪舍进行通风工作以及做好保暖工
作等。以下针对本文所描述的几种疾病提出针对性的防治
措施。

（一）猪瘟的感染原因及防治措施
猪瘟的感染分为两方面原因，即猪自身的抵抗力较弱

以及猪生长的环境受到感染。若农户未对仔猪及时进行疫
苗的注射时会导致自身缺乏免疫力而感染猪瘟，且在猪感
染后未进行及时的治疗与隔离，导致大面积的猪死亡的现
象。另一种可能便是猪生长的环境密闭不透风滋生细菌，
逐渐变异为猪瘟从而爆发疾病。

根据猪瘟的发病原因以及发病特点做出具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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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首先要保证猪生长环境干净、通风。定期对猪
圈进行消毒工作，及时清理猪排出的粪便，保障猪圈内干
净、卫生。当温度较高时及时做好猪圈通风工作，以免猪
呼出的气体在密闭的环境内滋生细菌。其次要及时对猪进
行疫苗接种，公母猪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免疫注射，而仔猪
出生后也要在适当时期进行疫苗接种。若不幸感染猪瘟要
及时将已发病与假定未发病的猪进行区域隔离，对于已发
病的猪要予以葡萄糖、抗生素等药物的治疗，若腹泻比较
严重的猪要进行安乃近、双黄连注射液的治疗。对于假定
未感染的猪群给予比平时计量稍高的疫苗注射，并在注射
疫苗后隔天进食。

（二）流感的感染原因与防治措施
猪感染流感的原因分为温度骤降与感染源感染。当温

度突然降低而农户未进行及时的保暖工作导致猪生长环境
使其产生不适而发生流感的可能。因流感具有传染性且未
能及时予以治疗，导致大片猪死亡的情况。另一种可能是
当农户引进了已经受感染的猪而未对其进行隔离工作，导
致外来感染源感染，也会造成猪发生流感的可能。

针对发病原因，养殖人员要做好猪圈的保温工作，尤
其在秋冬时节，温度变化不定，养殖户务必要将防寒保暖
工作做到位，避免因气候原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
要对猪舍进行撒石灰消毒的工作，为猪创造一个无污染
源、干净卫生的环境。其次在猪饲料中补充维生素等营
养，提高猪自身的抵抗能力。同时当农户引进外来猪种时
要先对其进行隔离，确定无异常情况后方可在同一个猪舍
内养殖。加强对猪的监测，一旦发现病猪后要随时观察症
状，如果只是流感可给予其青霉素与链霉素注射，再加安
乃近每天注射两次，持续 3 ～ 4d即可。如果伴有其他症状
及时进行隔离治疗并仔细观察是否有其他种猪被感染。

（三）弓形虫的感染原因及防治对策
弓形虫的发生主要因为病毒的外侵，当猪舍内进入

猫、狗、老鼠等动物后猪可能会被感染弓形虫。若猪舍内
空气不流动、不新鲜等情况也常会使猪感染弓形虫疾病。

因弓形虫的传染源较为明显，因此在弓形虫的防治措
施上主要以预防为主。首先农户要保持猪舍的干净卫生，
其饮食健康无污染，舍内空气新鲜且流动。保持猪圈的封
闭，防止老鼠、猫、狗、等潜入猪舍内给猪带来感染源，
避免猪吃老鼠尸体的现象，以及猫狗吃猪饲料时将传染源
融入饲料中进而传染给猪的情况。若因管理疏忽导致猪感
染弓形虫疾病，要立即对其采用磺胺嘧啶联合乙胺嘧啶
进行治疗，或采用磺胺 6 甲氧嘧啶进行肌肉注射，每日一
次，持续 4 天。

（四）猪呼吸道疾病的感染原因及防治措施
猪群饲养场地的周边环境因素是引起猪群产生呼吸道

疾病的主要来源，所以，养殖人员需要针对猪舍的周边环
境和内部环境的卫生和驱虫工作加以足够的重视，并始终
保持猪圈的空气流通正常和整洁度。一旦发现猪群中出现
呼吸道疾病的猪时，防治人员需要根据发病猪的病情严重
程度选择适宜的解决措施和方法处理并治疗，可以选择复
方鱼腥草片或清肺止咳散等防治呼吸道疾病的药物加以辅
助性治疗。猪的呼吸道疾病在发病过程中还会引发其他的
并发症，因为猪在沾染呼吸道疾病后整体的抵抗力急剧下
降，导致与空气中和外界的病原体感染概率逐渐增加。所
以，猪群养殖过程中需要保证猪的体质健康，为其提供足
够适宜的喂养饲料，在一定程度上减低猪群患上呼吸道疾
病的概率。

（五）猪链球菌的感染原因及防治措施
猪链球菌的主要传染源在于病猪和带菌猪，细菌产生

毒力变异会引起猪发病，猪舍环境过于潮湿、卫生不整洁

等情况会降低猪群的抵抗力，导致感染链球菌。
为了有效防治猪链球菌病，养殖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

进行猪群的免疫接种工作，并定期做好饲养环境的消毒工
作，有效管理猪群生存发育的场所和环境。另外，针对一
些出现猪链球菌病的猪群在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治疗的形
式，并将发病猪的粪便、排泄挖等进行妥善处理，防止因
排泄物中的细菌出现化学反应扩散到空气中造成其他未发
病猪感染疾病。在日常的养殖过程中，需要为养殖人员提
供与猪链球菌病有关的理论知识和防治培训学习，并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预防和处理的措施和方法，大大降低猪链球
菌病的发病概率。

（六）猪口蹄疫的发病原因及防治措施
猪口蹄疫的防治首先需要加强饲养场所和周边环境的

卫生监管力度，养殖人员要特别注意饲养环境的空气干
爽、畅通，场地要定期检查并清理干净。另外，随着肉猪
饲养规模的不断扩张，猪舍的面积越来越大，需要重点控
制猪群的密度和饲养数量，避免统一猪舍中因数量过多造
成打斗损害现象，进而严重危害到猪群的健康。还需要做
好猪舍内部的日常巡查工作，避免猪在日常活动过程中踩
到异物如尖锐物体或毒害性物体造成细菌感染，加重口蹄
疫的发病程度。

（七）猪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原因及防治措施
为了有效提升猪养殖的经济效益，养殖人员需要在饲

养管理方面多加基础性的防护处理，保证让猪群始终在温
度适宜、卫生清洁度较高的环境场所中生存，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因温度急剧上升或下降造成猪群出现消化系统疾病
的概率。科学合理喂养猪群，并根据猪群的品种、年龄和
自身的健康状况，采取搭配不同的喂养饲料，结合实际情
况分配适当的饲料数量，通过这种科学合理的喂养方式提
高猪群抵抗消化系统疾病侵害的能力，禁止使用过期的饲
料或变质的饲料进行投喂，并定期为猪群提供营养类物
质，提高猪的抗病能力。与此同时，针对养殖场的环境还
需要做好日常的通风和消毒工作。如果发现猪群出现消化
系统疾病后，第一时间结合病情展开治疗工作，需要及时
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式和手段，利用口服液或注射型药物
解决疾病，在本质上保证猪群的健康发育。因为病毒性腹
泻和细菌性腹泻的致病原因有所不同，前者可以采用恩诺
沙星注射药剂或者口服生理盐水的治疗措施，后者可以口
服痢特灵或注射沙星类药物采取治疗方案。

三、结束语
对猪的疾病的预防与控制要建立在深入了解猪疾病的

基础上，因此，农户要加深对猪疾病的了解，针对病症及
时予以防治。尤其应保证猪生长环境的健康无污染，从根
本上防治猪疾病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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