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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

政府及相关部门逐渐提高了对畜牧业的重视力度。在此

背景下，农业畜牧业内猪养殖规模较大，促使畜牧兽医

行业不断发展，目前人们开始利用临床实践的方式，为

猪病防治工作树立统一的发展目标，并运用独特的方式

来建立学术体系，达到猪病防治的目的，以实现良好的

治疗效果。

一、畜牧兽医中常见的猪病类型、发病原因及

治理措施

（一）猪瘟疾病

在猪养殖过程中，猪瘟是为一种常见的传染性疾

病，其通常会在春夏季节爆发，由于空气流通性较强，

会造成大规模的传染，不仅增加养殖工作中的难度，更

能成为在疫病防治工作中的首要治理问题。猪瘟的引起

原因在于“病毒”，由于病毒性猪瘟的传播速度相对较

快，且传播范围相对较广，一旦出现此问题，则会导致

猪的死亡率、传染率以及发病率提高，对猪养殖人员带

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常见的猪瘟疾病可分为非典型猪瘟、急性猪瘟。非

典型猪瘟的发病时间较长，但致死率远不及急性猪瘟，

会长时间对猪进行侵害，导致养殖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

内发现问题，从而增加患病频率，无法保证猪在养殖

场内正常的活动，降低猪的食欲并出现呕吐、便秘、高

烧、咳嗽等问题。急性猪瘟的发病方式常会是突发性

的，不仅具有较好的传染率，在发病期间会具有明显的

特征（如生猪皮肤上会生出红点、红斑），对生猪的身

体健康有着较大的影响，严重影响着其生命安全并阻碍

其正常的生长发育。同时，急性猪瘟通过临床病理检测

的方式进行诊断，畜牧兽医仅可凭借隔离等方式对此生

猪疫病进行防治。而通常情况下，由于急性猪瘟的传播

速度较快且不易被掌控，养殖人员需通过紧密的监控，

在第一时间掌握生猪疫病的发生状况，制定紧急隔离计

划，避免其他健康生猪受到影响。

（二）口蹄疫疾病

在养殖环节生猪的口蹄疫是多发性疾病，目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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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的口蹄疾病存在多种类型，均为口蹄疫病毒造成。

其是一种寄生于蹄类动物的疾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风

险，且传播风险较高，速度较快。蹄疫病毒易在猪仔身

上寄生，从而影响生猪的生长，导致蹄疫病毒在养殖场

内大规模的传播。

（三）大肠杆菌疾病

结合畜牧兽医中猪病防治工作进行分析，大肠杆菌

也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疾病，此疾病常会发生于猪消化系

统内，发病原因在于生猪受到致病性大肠杆菌感染，造

成生猪发生疾病性感染。通常情况下由于幼猪的免疫

能力不足，所以发病的概率较高，一旦幼猪受到感染，

则会出现腹泻、呕吐、食欲不振以及粪中带血等临床表

现。我国部分规模较大的养猪场内缺少配套设施的应

用，会导致畜牧兽医很难将病菌直接进行分离，导致致

病性大肠杆菌的防治技术无法落实，很难实现对此疾病

的大规模掌控，增加养殖行业内生猪养殖的患病风险。

例如：病猪在发病期间会出现黄色稀粪、粪便发白带血

等问题，长期未接受治疗则会致死。

（四）猪丹毒疾病

现阶段，猪丹毒杆菌的发生原因，主要在于空气湿

度较高，为细菌营造出良好的繁衍环境，导致生猪大规

模感染。此疫病常见于我国南方地带，在梅雨季发生较

多，不仅具有一定的潜伏期，更具有发病快的特点。猪

丹毒疾病易通过饲料、饮水等环节进行传播，对生猪的

生长带来较大的影响。

（五）猪肺疫疾病

在养殖场内猪肺疫疾病，通常情况下是由多杀性巴

氏杆菌造成，其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点，随着季节的变

化而爆发。若出现急性型的猪肺疫疾病，严重的会直接

导致生猪死亡，而非急性猪肺疫疾病则致死概率相对较

低。急性猪肺疫疾病表现形式为，生猪呼吸困难、持续

高热。而慢性猪肺疫则表现为持续高烧、食欲不振，易

被误诊为肠胃炎、肺炎。

（六）猪流行性感冒疾病

在养殖区域患有流行性感冒的猪会出现精神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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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食欲不振、咳嗽、鼻流黏液等临床表现，在严重

时患病猪高热问题可达到 42℃，伴随卧地呻吟、绝食废

食、鼻尖无汗等问题出现。长此以往，会导致病猪体重

下降，严重影响养殖人员的经济效益。

二、畜牧兽医中猪病防治措施

在猪养殖期间，畜牧兽医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其

不仅可以帮助养殖人员预防猪病的产生，更能够结合猪

场内部及整体布局，规划出符合猪养殖的区域，根据地

理位置、排水及通风条件进行分析，确保各项工作的合

理配置，以规划出每个猪舍内合适的数量，控制好整体

占地空间，从而避免在猪场内部运转规程中滋生大量的

细菌，运用专业的处置方式，为猪场制定完整的用药方

案，避免在猪用药或防治疾病期间产生不良反应，从而

确保畜牧兽医在猪病防治工作中起到良好的效应。

（一）制定隔离方案，有效防治猪瘟

制定相应的隔离措施，将身上有明显特征的生猪进

行隔离，若猪场内的生猪出现猪瘟临床病症表现，确定

出疑似病猪将其与确诊病猪分别隔离，有效阻断病菌转

播，再根据生猪的患病类型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治疗。结

合病猪的具体情况，在其皮下注射抗猪瘟血清，将剂量

控制为 1次/日，直至病猪有所好转为止。但若未进行疾

病治疗，则会增加病情恶化的程度，从而出现患病生猪

增加的问题。目前没有应对猪瘟的特效药，因此可利用

猪瘟病疫苗进行防治，根据畜牧兽医的医嘱执行后续工

作，已达到预防猪瘟的目的。

（二）预防大于治疗，管理口蹄疫疾病

根据目前城乡内的重大动物疾病防控工作进行分

析，增加政府及组织领导对猪病防治工作的关注力度，

确保各项猪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农业养殖基地合

理地配置村级动物防治人员，增加畜牧兽医的设置，确

保畜牧业的各项疾病被管控，从而降低养猪过程中的疾

病分析产生频率。在实际养殖过程中，可根据养殖区域

的规模进行生猪疫病的防治，加强对各个区域的卫生防

疫消毒工作，为避免口蹄疫疾病等相关问题出现，在养

殖工作人员各项工作实施前期，聘请专业的畜牧兽医，

对蹄疫病毒进行预防，根据生猪的年龄来判断蹄疫病毒

的发生频率，控制好此类疫病的发病概率，避免健康生

猪通过空气、唾液等接触到被感染的生猪，降低生猪鼻

吻、口腔、蹄部等区域的溃烂现象，在养殖区域内出现

此类确认病理，应及时上报于畜牧兽医主管单位，以实

现无害化处理，进而达到此类疾病发病率被控制的目

的，并实现对整个猪场的实时管理，按照猪病预制计

划，加强药物保健、疫苗免疫等工作的实时，确保猪场

内疫苗的引进工作更加合理。

在畜牧兽医的带领下，根据猪场的类型（大型、中

型、小型）来选择国产疫苗或进口疫苗，这样一来，可

保证此区域的疫病得到控制，避免存在新型变异疾病，

确保根据常易发生的疾病类型进行预防，以加强生猪的

基础免疫功能，有效防治流行疫病，使养殖场内的发病

概率被降低，从而通过合理的疫苗防治工作来实现对猪

病的防治。

（三）改善饲养环境，防治大肠杆菌疾病

由于生猪的疾病防治工作在生猪养殖工作中占据至

关重要的地位，应在畜牧兽医的视域下进行分析，加强

饲养区域的消毒及防疫工作，强化生猪饲养管理的实施

效率，避免生猪受到环境问题影响而发生疫病。在春季

来临前期，可将生猪饲养基地全面清扫消毒，若上一批

生猪中存在患病猪，则需将猪舍内的杂物进行焚烧，确

保冬季沉淀下来的废物被清理完毕，定期清理生猪粪

便，避免粪便中掺杂病毒或细菌，从而达到改善饲养环

境，实现猪病防治的目的。

与此同时，畜牧兽医可根据大肠杆菌疾病的流行时

间进行策划，控制好疾病的复发率，根据生猪的发病表

现，制定严谨的用药方案，增加其饮水以及饲料内的预

防及治疗药剂应用，如广谱抗生素、黄连素、痢菌净

等，让生猪配合着饮水共同使用，确保大型养殖猪场大

肠杆菌疾病被控制，从而保证生猪在养殖区域的正常生

长，提高畜牧兽医工作效果。

（四）提高整体免疫能力，降低猪丹毒发生频率

为避免猪丹毒疾病对生猪带来过多的影响，我们可

以站在畜牧兽医的视域下进行分析，了解猪丹毒疾病的

发生特点，提高养殖区域内生猪的免疫力，控制此疾病

的致死概率，实时对生猪的生长发育状态进行勘测。例

如：生猪身上出现红疹、淋巴肿大等问题，我们可结合

病猪的发病状态进行分析，了解病猪的内脏病变状况，

避免生猪出现死亡。增加四环素、青霉素等药物的应

用，避免此疾病的慢性病特点，导致生猪出现肺、关

节、心内膜的炎症，从而利用特效药在最短时间内治疗

猪丹毒疾病。

从源头上防治猪丹毒，通过猪舍内全面消毒的方

式，保证养殖工作的完整性，有效杀灭病源微生物，让

各类病毒无可传播途径。同时应强化猪场养殖人员的集

体防控意识，构建消毒即管理程序，让畜牧兽医在进入

猪舍时，身着专业消毒服装，脚踏消毒垫，避免在其他

猪舍内带病毒进入所需治理猪舍，勤洗手，勤消毒，控

制好养殖区域的紫外线照射时间，以提高猪舍内的消毒

频率以及消毒次数，一旦发生猪丹毒问题，应制定隔离

治疗方案，利用氢氧化钠溶液将整个猪舍进行消毒，控

制好此溶液的用量，将其控制在 2% ～ 3%的浓度即可并

运用酒精喷灯来对墙壁进行消毒，将消毒完毕后的猪舍

闲置 5～ 7d，从而保证猪丹毒疫病不会蔓延。



44 农家科技

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五）加强巩固治疗，控制猪肺疫疾病

为规避生猪患猪肺疫疾病的风险，畜牧兽医可增加

链霉素、青霉素以及、四环素的利用，根据生猪的临床

表现，给予患病生猪相应的治疗，保证其在生长过程中

不会出现太多问题，从而保证畜牧兽医工作水平的提

升，控制猪肺疫疾病并做到对症下药，避免对生猪的免

疫系统带来影响，定向增强生猪的免疫能力，如定期投

喂维生素等，达到优化畜牧养殖业的目的，进而提高养

殖人员的整体经济效益。

（六）健全生猪免疫系统，防治猪流行性感冒

在畜牧兽医的视域下，可结合病猪的日常生病状态

进行分析，在治疗猪流行感冒时，可增加常见药物的应

用，如吗啉胍、利巴韦林以及抗生素药物的应用，在最

短时间内将病猪进行治愈。但由于目前社会对药物的监

控力度较大，为避免抗生素残留问题的出现，我们需给

予病猪治疗工作一定的关注，通过畜牧兽医的不断探索

可增加中药的利用，有效防治猪流行性感冒病，如利用

病毒灵、中药进行猪流行性感冒疾病的预防，以避免流

行感冒疾病的发生，从而优化畜牧兽医工作水平。若生

猪出现高热、混合感染等严重问题，则需尽早进行病情

的防治，根据生猪的生长发育状态就进行分析，若其出

现少食问题，则由畜牧兽医对生猪进行测温诊断。如：

生猪出现高温症状，则可加大药物剂量，运用病毒灵青

霉素混合注射剂、复方氨基比林等药物在生猪皮下进行

注射，控制注射时间为 4小时以上，确保生猪的高热症

状有所改善，若其高热现象减退，则可通过口服抗生

素、柴胡注射液等方式进行巩固治疗，保证生猪的免疫

系统得到健全，确保其猪流行性感冒在 3 ～ 5日内能够

痊愈。

另外，若生猪在发病期间伴随着肠胃炎即腹泻，则

可利用金霉素、恩诺沙星、土霉素以及四环素等药物的

应用，如在每吨饲料内增加 125g的四环素，分批次投喂

并将时间规划在 4 ～ 6周内，这样一方面可降低猪流行

性感冒复发的概率，又可预防其他生猪出现腹痛症状，

切记在生猪出栏前 7日内停药，以降低对食用者的影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需重视猪病防

治工作，从而提高猪肉在市场中的质量，保证人们的食

品安全，确保人们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得到相应的满

足。这就要运用科学且先进的养殖技术及治理方式，实

现对当下生猪疾病的控制，提高畜牧兽医、养殖人员以

及防疫部门对此工作的关注，凭借畜牧兽医自身的工作

经验，保证猪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优化检疫程

序，促进畜牧养殖业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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