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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许多生猪养殖场主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在养殖过程中逐渐扩大生猪养殖规模，缩小生猪正常的

生存空间，这样容易产生各种细菌性疾病，甚至会产生

传染性疾病，造成生猪猪肉质量下降，产生食品安全问

题。本文主要明确疾病发生的症状，提出相应的优化措

施，降低细菌性疾病发生的概率，促进生猪养殖行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

一、生猪养殖中常见细菌性疾病的种类

（一）猪肺疫

猪肺疫是生猪养殖过程中常见的细菌性疾病，主要

发生在夏、秋季节，且带有一定的传染性，在猪仔断乳

后会经常发生，会严重影响生猪猪肉的质量。根据猪肺

疫实际的发病期限看，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急

性型死亡型、慢性型死亡型和迅速型死亡型。迅速死亡

型，主要是指生猪在养殖过程中出现出血性败血症，导

致生猪大量失血。部分生猪还可能在发病的过程中出现

体温升高、呼吸困难、饮食不畅的问题，在耳根、颈部

处可能会出现红斑，如果生猪养殖场主没有及时发现生

猪的发病症状，没有及时地采取解决措施进行救治，可

能导致生猪的迅速死亡。同时也有可能造成疾病的传

染，影响整个生猪养殖场生猪的生命安全。其次，急性

型死亡，主要发生在生猪的胸膜，当生猪发生急性肺炎

时，生猪的体表温度会升高，升高到 40℃左右，然后会

出现腹泻，饮食不畅的现象，如果生猪出现发病症状后

在七天内仍然存活，没有迅速死亡，那么生猪的疾病就

转为慢性疾病，生猪就会出现咳嗽、慢性胃炎、关节肿

胀的症状。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就会导致生猪最

后死亡。如果生猪在患上猪肺疫细菌性疾病时，大概病

程两周左右，就会死亡，如果在两周左右没有死亡，那

么生猪就会变成僵猪，细菌就会进入生猪的体内，在生

猪体内迅速繁殖，然后侵蚀生猪体内的淋巴结和生态循

环系统，就会引发生猪出现败血症，出现败血性休克，

最终会在 48小时之内导致生猪迅速死亡。再次，猪肺疫

细菌性疾病具有一定的潜伏期，潜伏期大概为 1～ 3d，

因此，生猪养殖场主在进行生猪养殖时必须定期对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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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情况进行及时的检查，同时要对生猪进行定期的

体检，要及时了解生猪发病的症状，并根据传染病的流

行特点和临床表现及时采取优化措施，对生猪的发病情

况进行综合整治，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猪发病的概率，防

止细菌性疾病出现传染，保护生猪养殖场中生猪的生命

安全。

（二）仔猪黄痢

仔猪黄痢也是生猪经常发生的细菌性疾病，主要是

发生在生猪的肠道部分，会对刚出生的仔猪或出生 3d左

右的仔猪的肠道造成强烈的影响。仔猪在感染该细菌性

疾病后会导致排泄不畅、体表不正常，会排出淡黄色并

混有气泡，并带有一定的腥臭气味的粪便。同时，仔猪

还会出现脱水、迷糊、不吃乳的现象，甚至到最后会出

现深度昏迷，器官衰竭，导致生猪死亡。在对死亡的仔

猪进行剖检时还可以发现，在仔猪的肠道内会出现黄色

的稀薄水样，肠道内会发生肿胀出血现象，该细菌性疾

病大多发生在三日龄的仔猪上，主要表现为仔猪的肠道

感染，排出的粪便存在异常。因此，生猪养殖场场主要

及时了解仔猪的排便情况，要能够根据仔猪表现的发病

症状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仔猪的发生疾病做出正确

的诊断，并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以治疗。同时生猪养殖场

主要小心谨慎地养殖仔猪，要保证仔猪有一定的抗体和

有一定的抵抗力，母猪在进行分娩时也要对相关分娩器

具和饲养用具进行彻底的消毒和处理。

（三）仔猪副伤寒

仔猪副伤寒也是生猪猪仔常见的细菌性疾病，主要

发生在 2—4月的仔猪上，是由沙门氏菌引起的，是仔

猪常见的细菌性传染病之一。沙门氏菌的繁殖程度很

高，繁殖速度快，繁殖环境限制较少，不仅可以在污水

中存活，也可以在土壤粪便中存活，经常存在仔猪的日

常生存环境中，并会进入到仔猪体内，影响仔猪的生命

安全。一旦仔猪感染到沙门氏菌，就会出现急性的败血

症，部分抵抗力较差的仔猪或者是断奶前后的仔猪就会

在一定时间段内迅速发病，迅速死亡。而对于有一定抵

抗力的仔猪，会有一个较长的发病过程，在此期间仔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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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精神抑郁、体温升高，排便不畅的现象，同时仔

猪排出的粪便也会呈现绿色或灰白色，同时伴有严重难

闻的异味，粪便中还有可能混杂生猪的血液，在 2～ 4d

内发病，最后发病死亡。仔猪副伤寒主要发病在 2 ～ 4

个月，仔猪身上发病特征和发病症状比较明显，会严重

影响仔猪的大肠肠道，还有淋巴结，影响仔猪自身的循

环系统。因此，生猪养殖场主要密切关注生猪猪仔的变

化情况，对生猪猪仔的粪便进行及时的检查，同时为了

防止生猪猪仔出现该细菌性疾病，也可以在生猪猪仔 1

月后注射防止出现仔猪副伤寒的疫苗，降低猪仔发病的

概率。

（四）仔猪白痢

仔猪白痢主要是由猪大肠杆菌所引起，是一种急性

的肠道细菌性传染疾病，主要发生在 10 ～ 30d左右的仔

猪身上。仔猪一旦感染该细菌就会出现精神萎靡不振、

食欲不畅、粪便存在异味、粪便颜色变色、四肢无力、

怕冷、不喝水的症状，部分仔猪还有可能出现毛发混

乱、目光呆滞的症状，抵抗力较差的仔猪还有可能出现

脱水、昏迷甚至休克死亡。在对仔猪进行生物剖检时，

发现感染猪大肠杆菌的仔猪的肠胃会出现胃黏膜红肿，

在大肠中还会出现粥状的有酸臭味的气体，内脏器官肝

胆还会发生肿胀现象。仔猪白痢细菌性疾病是可以治愈

的，但大多数在仔猪在治愈成功后会变成僵猪，不能够

在市场中进行销售和流通。因此，生猪养殖场主要密切

关注生猪猪仔的变化情况，要及时明确生猪猪仔的发病

症状和发病特征，要科学合理地搭配饲料，为猪仔注射

疫苗，保证生猪母猪乳液的质量，逐步提高生猪猪仔的

抵抗力，降低生猪猪仔发病的概率。

（五）仔猪红痢

仔猪红痢也被称为肠毒血症，其发病较为迅速，主

要由C型魏氏梭菌引起，一旦生猪猪仔感染到该细菌就

会迅速发病并死亡，它的发病表现是生猪猪仔的肠道会

坏死，排出的粪便会带有仔猪的血液，并且杆菌的传播

速度很快，繁殖速度快，生存环境限制较小，可以存在

土壤中，还可以存在于粪便中。同时杆菌大多数存在于

母猪的肠道中。在进行母猪喂乳时，会转移到仔猪身

上，影响仔猪的生命安全。该病主要影响 1 ～ 3日龄的

仔猪，该疾病后会出现四肢乏力、四肢不稳、腹泻的症

状，有些抵抗力不强的仔猪还有可能直接死亡，因此生

猪养殖场主要根据仔猪的生存情况和生长情况合理搭配

饲料，科学搭配母乳，对母猪和仔猪进行综合管理，保

持生猪养殖场建设的干净和卫生，及时对母猪的乳头以

及相关的饲养工具进行消毒工作，保证生猪猪仔生存环

境的安全，降低细菌性疾病发生的概率。

（六）单一细菌感染疾病症状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生猪感染不同种类的细菌也会

产生不同的细菌性疾病，因此也会产生不同的发病症

状。当生猪感染大肠杆菌时，就会出现腹泻症状，造成

生猪食欲不畅、精神萎靡，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和

救治，就有可能严重影响生猪的生命安全，造成生猪胃

黏膜充血，肠道出血，全身水肿等，甚至造成牲畜死

亡。其次，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细菌感染，

会严重影响生猪的正常生长发育，造成生猪出现脑膜炎

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等发病症状，严重影响生猪的生命安

全，在生猪养殖过程中链球菌通常通过会存在于生猪的

呼吸道和胃肠道中，会感染生猪自身的内脏器官，影响

生猪正常的血液循环和身体循环。同时链球菌还有可能

会入侵到生猪的上皮组织，还有可能流入到仔猪的内脏

器官，引发器官衰竭，造成生猪出现严重的炎症病变，

影响生猪的脑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导致生猪存在身体

炎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和治疗就有可能导致母

猪流产，甚至引发严重的败血症，造成生猪在瞬间猝

死，影响生猪的生命安全。再次，生猪养殖过程中常见

的炎症病变还有沙门氏菌引起的细菌性疾病，会严重破

坏生猪的肠道，引发肠道炎症和肺炎，经常会表现为体

温升高、食欲不振，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发病症状，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和治理，还有可能出现感染和

传染，造成生猪的发病症状加重，造成生猪的死亡，造

成细菌性疾病的蔓延和扩散。因此，生猪养殖场主必须

进行及时的救治和处理，防止细菌性疾病的扩散和传

播，影响整个生猪养殖场区的生猪安全。此外，在生猪

养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布鲁氏菌疾病的感染，会造成母

猪出现不孕不育的现象。如果生猪感染到布鲁氏菌会影

响生猪的生殖系统，导致公猪的睾丸以及前列腺等生殖

器官出现炎症和病变，不能够进行繁殖。同时，如果进

一步地扩散，还会导致生猪出现脾脏炎症、肝脏炎症，

影响生猪自身的内脏器官。再次，在生猪养殖过程中，

还容易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被该细菌感染后或严重影

响生猪的消化道和胃黏膜，会导致生猪出现淋巴细胞感

染和胃肠道炎症，甚至严重时还会出现生猪肠道胃溃疡

情况的发生，会严重影响生猪自身的消化功能和吸收功

能，影响生猪正常的体内循环，导致生猪不能够进行正

常的消化和吸收，影响生猪正常的发展。

二、综合防治措施

（一）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部分养殖场主为了获得更多的

经济利益，提高猪肉的销售量，在进行生猪养殖时逐步

扩大生猪的养殖规模，增大生猪的养殖密度，但却忽视

了生猪养殖的安全问题，造成许多生猪缺乏必要的生存

空间，生猪与生猪之间缺乏科学的距离。并且在养殖场

区中缺少隔离间、生殖间等多功能性的区域，容易引起

细菌的产生并传染，一旦某一只生猪感染细菌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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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造成该疾病的大范围的传播，造成传染病的蔓延，

从而影响整个生猪养殖场生猪的生命安全，影响生猪的

质量，甚至被人体食用后还会影响人民的生命健康，影

响我国的食品安全。因此，生猪养殖场主必须明确生猪

养殖的规模和生猪养殖的密度，要提高生猪养殖场的饲

养管理水平，要根据生猪的不同生长阶段和不同生长特

性进行合理的分类，将生猪进行分群饲养，保持生猪之

间合理的饲养密度。其次，生猪养殖场主必须保证生猪

养殖场区的干净整洁，要对生猪厂区进行定期的通风和

消毒，保持生猪厂区的温度和湿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内，保持温度和湿度的稳定性，从而防止生猪出现细菌

性传染疾病。再次，生猪养殖场主必须对仔猪进行精心

的护理，要密切关注生猪仔猪的变化情况，及时发现生

猪仔猪的发病特征，并根据发病情况合理正确的判断疾

病类型，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优化解决，从而保证

生猪猪仔的生命安全，保证生猪猪肉的质量。此外，生

猪养殖场主要明确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要对生猪养殖

场区内外进行定期的消毒，保证生猪养殖场区的干净整

洁，对于生猪养殖场中的粪便要进行定期及时地清理，

不能够将粪便进行随意地丢弃或排放。同时也可以采取

科学技术对生猪的粪便进行化学处理，坚持自繁自养的

模式，对生猪的粪便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用，同时生猪养

殖场主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对新买的生猪要定期地进行

隔离检查，对生猪的情况进行及时地了解，确保生猪健

康，然后才能够将生猪进行分群饲养。

（二）做好免疫接种工作

细菌性疾病在生猪中比较常见，而部分细菌性疾病

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进行及时的预防和解决。因此

生猪养殖场主要了解生猪常见的细菌性疾病的发生类型

以及发病症状，做好生猪的免疫接种工作。首先，生猪

养殖场主必须明确疫苗的来源和疫苗的功能，必须选择

科学可靠的疫苗来源，并按照国家规定的剂量对生猪进

行注射，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按照科学的剂量和疫苗的

使用方法进行有效操作。同时，在生猪接种疫苗后，生

猪养殖场主要及时关注生猪的变化情况，要定期对养殖

场区的生猪进行体温检查和抗体检查，及时了解生猪在

注射疫苗后的生长情况，对于抗体不强的生猪也要进行

二次注射，从而使疫苗能够真正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抵

抗细菌性疾病，保证生猪猪肉的生命安全，提高生猪的

抗体。

（三）加强喂养管理

在进行生猪饲养时，生猪养殖场主要明确生猪的生

长情况，明确生猪的类型，要根据不同阶段的生猪的生

长需求，科学合理地搭配饲料，对于抗体较差的生猪可

以在饲料中添入适量的中草药制剂，逐步提高生猪自身

的机体免疫力，让生猪体内能够产生一定的抗体，自觉

地对细菌性疾病进行抵抗。其次，由于生猪猪仔的抵抗

力较差，在生长过程中容易受到细菌的侵扰，容易产生

细菌性疾病。因此，生猪养殖场主在进行宰猪的饲养管

理时，可以在生猪猪仔的饲料中加入更多的蛋白质饲料

和能量饲料，将养殖饲料进行合理的搭配，逐步地提高

生猪的抵抗力，满足仔猪自身的正常生长发展需要。此

外，生猪养殖场主在进行生猪养殖时，不应该以增加经

济利益作为唯一的目的，不能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而降低

饲料的质量，在养殖过程中采用变质或发霉的猪饲料，

生猪在使用发霉的饲料后会严重影响生猪的肠道安全，

降低生猪自身的免疫力，造成生猪产生肠道疾病，为细

菌性疾病的发生带来了可乘之机。因此，生猪养殖场主

必须严格控制生猪饲料的质量，要明确生猪饲料的具体

来源，选择有食品安全保障的、有营业执照的饲料销售

店，进行牲畜饲料的购买。同时，生猪养殖场主要定期

对生猪进行驱虫工作，防止生猪的肠道出现问题，影响

生猪的正常生长。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形势下，我国对猪肉的需求量不断

增多，生猪养殖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生猪养殖逐渐

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但也加大了生猪细菌性疾病发生的

概率。因此，生猪养殖场主必须定期对生猪进行检查，

提前注射疫苗，了解细菌性疾病的种类以及发病症状，

保证我国生猪猪肉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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