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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梭菌性肠炎具备发病特别快、病情较急、病程比

较短、致死率比较高等一系列特点，此病原菌重点侵

害免疫力较弱的新生仔猪，当前时期，猪梭菌性肠炎的

核心防治措施的合理接种疫苗，与此同时，在养猪场的

内部，还要采取先进的饲养模式，养殖人员需要定期进

行环境清洁，做好消毒工作，有效控制猪舍内部饲养密

度，以及猪舍内部温度。母猪分娩之后，需要将污染物

彻底清理，避免母猪乳头感染此类病原菌。为取得更好

防治效果，本文主要探讨猪梭菌性肠炎诊断方法与防治

要点。

一、猪梭菌性肠炎主要病因

猪梭菌性肠炎病原菌在外部条件下，仍然能够存在

生猪与人体肠道内部，此类病原和大肠杆菌类似，属于

常见的“条件性病原菌”，如果猪舍内部的通风换气频

率比较低，猪舍内部有毒有害气体的含量会逐渐增加，

进而诱发大面积感染，与此同时，若猪舍内部的饲养密

度过大，生猪的实际活动空间比较小，生猪特别容易发

生应激性刺激，如果养殖人员没有将地面粪污进行彻底

清理，或者没有按时消毒，会给猪梭菌性肠炎病原菌的

大面积滋生与繁殖创造相应条件。

除此之外，受到外部气温频繁变化的影响，也容易

引发此类疾病，所以，在每年的秋末冬初，温度比较

低，或者寒潮来临前，养殖人员需适当加大猪梭菌性肠

炎的防治力度，做好猪舍保温工作，减少外界环境温度

频繁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猪梭菌性肠炎也被称作猪魏

氏梭菌病、仔猪肠毒血症等，重点发生在 1周龄之内的

仔猪，此种疾病通常不会出现任何的先驱症状，容易突

然发病、死亡，然后排出红色、带血粪便，病猪的全身

实质器官和消化道严重出血，小肠节段表现为坏死。因

为此种疾病的病程比较短，死亡速度快，死亡率特别

高，如果出现大面积流行，容易引起猪群的大量死亡。

最近几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报道关于较大日龄与

成年猪感染梭菌性肠炎的新闻，此种现象需要引起人们

的重视，梭菌性肠炎越来越常见，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之

下，例如生猪的饲养管理不科学、猪舍饲料的营养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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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等，均能够诱发此种疾病，尤其是私自滥用各类抗

菌性药物，出现耐药菌株，肠道菌群出现严重失调，会

给此类疾病防治带来较大困难。

二、临床症状分析

（一）最急性型

仔猪出生之后的 12 ～ 36h，一旦感染猪梭菌性肠

炎，会引发死亡，如果仔猪出生后的 10h内正常，后续

感染猪梭菌性肠炎，大部分病例容易出现血痢，在会阴

部出现较硬的血样粪便。病猪越来越衰弱，不爱走动，

然后快速进入到濒死的状态。部分仔猪因为受到母猪的

挤压而直接死亡。仔猪的直肠温度下降到 35℃，在死亡

之前，其腹部的皮肤变黑，部分仔猪可能不会出现血痢

现象，会突然衰竭直至死亡。

（二）急性型

仔猪可能在表现出临床症状之后，存活 2d左右，通

常在 3日龄濒临死亡，在实际病程当中，仔猪会排放出

带有零星组织碎片与气泡淡红褐色的水样粪便，存在明

显的腥臭味，仔猪的后身躯沾上稀粪，日益消瘦，越来

越衰弱，最终彻底失去吸乳能力直至死亡，部分病例会

出现呕吐或者发出尖叫声，表现为无法自主运动，此种

病型在我国最为常见。

（三）亚急性型

病例表现出持续性的非出血腹泻，一般在 5～ 7日

龄死亡，病例初始会排放出软、黄粪便，然后变为清水

样的稀粪便，粪便没有带有比较多的灰色组织碎片，病

猪初始发病时期，仍然比较活跃，反应较为灵敏，食欲

也比较好，但是，其会表现出日益消瘦，最终会因为脱

水而死亡。

（四）慢性型

患病仔猪会表现出间歇性或者持续性的腹泻，持续

1周的时间左右，粪便表现为灰黄色的黏液状，患猪的

肛门和尾部会附着一层变干粪便，在 10d或者更长的时

间之内，感染猪仍然能够保持活泼状态，但是，其身体

生长会受阻，最终转归死亡，或者因为生长迟滞而逐渐

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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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诊断和防治要点

（一）病理学诊断要点

1.病理剖检变化分析。第一，最急性型仔猪的外观

表现正常，没有出现脱水现象，但是，病猪的腹部皮

肤会表现为淡黑色，剖杀之后，发现危重病仔猪也出

现此种变化，会阴部存在淡红色的粪便，将病猪的腹壁

切开之后，能够看见水肿，其小肠表现为严重出血症

状，腹腔内部存在血样液体。患病仔猪的空肠病变不

一，有时可能会波及到回肠，部分病例距离幽门 14cm

的位置，一直到盲肠，均存在病变。部分病例显示只侵

害 2 ～ 3cm长度的肠段。病变位置表现为淡红色或者

黑色，肠壁可能会出现气肿现象，肠系膜淋巴结表现为

鲜红色。患病仔猪感染位置的肠内容物呈现血样，在其

病变部肠的末端，或者在直肠当中，也存在出血性内容

物。第二，急性病例仔猪会表现为脱水或者体况下降症

状，其后躯附着黏性较大的红色粪便，少量肠道变红，

但是，存在局灶性淡红色区域。部分病例在距离幽门

30cm的位置，存在一段大约 40cm长度的气肿，这部分

肠段和急性纤维素腹泻膜炎病变邻近存在联系，肠内容

物呈现为血样，存在较少的坏死性组织碎片。第三，亚

急性病例通常表现为瘦弱，已经出现感染的小肠段，可

能会表现为相互黏连，肠壁逐渐增厚，黏膜的表面会覆

盖一层较为紧密的坏死膜，自浆膜表面进行观察能够得

知，类似一条灰黄色纵带。第四，慢性感染猪也存在类

似上面所描述的病理变化情况，但是，自肠道浆膜表面

观察可以得知，病变不是特别明显，肠壁存在局灶性增

厚现象，存在坏死黏膜附于局灶的增厚区，病灶长度仅

有 1～ 2cm左右。

2.实验室诊断要点。首先，镜检分析。在无菌的条

件下，通过有序采集病死猪的肝脏、肠壁黏膜，或者其

他的病变组织，剪碎处理之后，制作为涂片，革兰氏染

色之后，将其放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发现存在

紫色杆菌，两端表现钝圆，存在荚膜有芽孢，可以直接

初步判断为G+。其次，分离培养。在无菌的条件下，

有序采集病料，将其剪碎或者匀浆之后，将其接种到肉

汤培养基的内部，同时有效控制温度，温度不宜低于

37℃，培养时间在 18 ～ 24h之间，如果观察到肉汤培

养基内部的液体表现为浑浊状态，轻轻摇晃之后，底部

会浮起沉淀，实验人员需要将此浑浊液体直接接种到鲜

血琼脂培养板的上部，和肉汤培养基的培养条件一致，

如果发现固体平板上部长出菌落，菌落的表明光滑、湿

润，呈现灰白色，存在溶血环，可以直接挑取出单菌

落，然后接种到肉汤培养基内部，在无氧的培养箱内部

培养 18 ～ 24h之间，如果培养基内部较为浑浊，同时

存在比较多的气泡，吸取比较少量的培养物放入到牛乳

培养基的内部，在无氧环境下培养 10 ～ 12h，如果出

现爆裂式发酵，形成很多乳凝块，表示培养基能够产生

酸性气体，结合病猪的各项临床症状能够得知，可以直

接确诊是产气荚膜梭菌。最后，开展毒理试验。泡沫肝

试验，将病料直接接种到肉汤培养基之中，培养到培养

基浑浊之后，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直接吸取 3mL，给试

验家兔实施静脉接种，接种之后 1h需要将试验兔直接

处死，然后将其放在 36 ～ 38℃环境下放置 8 ～ 10h，

对其实施剖检处理，剖检的结果显示，接种兔肝脏体积

出现膨大，其内部充满了气体，是泡沫肝的典型症状之

一，可以直接将此病变的肝脏进行制片和镜检，结果显

示为G+。

（二）病理组织学变化特征

第一，最急性型。病例肠病变区，在显微镜下，能

够清晰观察到感染空肠绒毛坏死，同时附着较多革兰氏

阴性杆菌，整个黏膜出现急性坏死，黏膜与黏膜下层表

现为弥漫性出血，在病灶片上部，能够清晰地看到很多

革兰氏阴性杆菌。第二，急性病例。病例的肠病变部位

组织变为绒毛脱落，残留绒毛出现坏死，同时覆盖比较

多的细菌，肠腔表面覆盖坏死膜。在黏膜下层，存在血

管坏死现象，形成血栓。在黏膜的下层、肌层和浆膜的

下层，均能够观察到气肿现象，在肠壁深层，存在比较

多的革兰氏阳性杆菌。第三，慢性病例。病灶上部覆盖

一层坏死膜，黏膜下层和肌层，包括浆膜，均浸润慢性

炎症性细胞。

（三）治疗措施

1.药物治疗措施。如果病猪表现较为严重的腹泻，

为防止病猪出现严重脱水症状，避免其出现电解质失

衡，可以为其静脉注射大约 5%的葡萄糖生理盐水，

一次性注射 500mL。如果病猪表现为发热，可以采取

肌肉注射安乃近 1 ～ 3g，病猪表现为消化不畅，或者

心肌功能障碍，可以采用肌肉注射维生素B1，剂量为

25～ 50mg之间。

2.加强预防。第一，加强产房清洁管理力度。在母

猪分娩的前 7d，需要对产房进行全面消毒，母猪分娩之

后，还要对其后臀、产床进行彻底清洁，将胎衣拿走，

更换成干净、舒适、柔软的垫草。加强猪舍内部的饲养

管理力度，不断降低猪舍的饲养密度，对通风条件进行

有效改善，按时将猪舍内部的粪便清理干净，确保猪舍

内部干燥，及时清理污染物，并按时更换已经潮湿的草

垫子，在炎热的夏季，需要及时降温，在寒冷的冬季，

需要注意保暖，尽可能减少运输和驱赶等多项应激因

素。第二，科学控制仔猪舍内部的温度和湿度，7日龄

内的仔猪舍温度保持在 30℃左右，其他哺乳仔猪的猪舍

温度保持在 25℃左右，猪舍内部的相对湿度是 60%，如

果母猪冬季产仔，可以直接将仔猪放在保温箱的内部，

同时采用红外线灯泡，有效增加保暖性。第三，对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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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期消毒。猪舍内部需要进行彻底消毒，猪舍料槽

与其他用具，也需要进行彻底消毒。猪感染疾病之后，

其自身会产生一定抵抗力，但病毒感染动物机体之后，

容易出现毒株变异现象，使得猪群所患的疾病越来越复

杂化，比如，疾病具备弱毒与强毒等多种类型，其中，

强毒的致病性、传染性特别强。部分猪群感染疾病之

后，虽采用科学防治方法，猪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但是仍然能够向外部环境排放比较多的病原体，若卫生

消毒不符合标准要求，或消毒的效果不够理想化，不但

会快速传播到四周健康的猪群当中，病原体甚至能够通

过设备，或者饲喂器具等，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将疾病

迅速传播，这也是老猪场内部猪群容易感染疾病的常见

原因之一。因此，制定出科学的消毒程序，同时全面执

行，针对进入养殖场的人员与各类物品，均需要进行消

毒处理，通过进行彻底消毒，可以对疫病起到比较好的

防治效果。养殖人员需要选择高敏感类消毒药剂，有效

控制消毒药物的实际浓度，针对猪舍进行全面消毒处

理。加强隔离处理力度。对于外部新引进猪，通常要隔

离饲喂一段时间后，方可允许其进入到生产区的内部，

防止外部疫情出现大面积传入。饲养人员进入到猪舍

前，还要加强消毒。在部分地区，随着养猪场的规模不

断扩大，猪的饲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要求广大养殖户

密切观察猪的生长发育情况，按时消毒，从根本上提高

生猪的免疫力。梭菌性肠炎的致病性特别高，如果发现

生猪感染梭菌性肠炎之后，养殖人员需要马上进行封锁

隔离处理，如果生猪感染低致病性梭菌性肠炎，可以采

用次氯酸钠消毒剂进行有效消毒，同时配合药物进行科

学防治。为避免生猪继续感染，可按照具体计划饲喂。

在养猪场内部，日常消毒工作并非单纯喷洒消毒水，养

殖人员需要准备好比较专业的各项消毒设施，各类消毒

用品使用一次之后，要立即更换，同时还要适量存储消

毒液，确保消毒用品有效。养猪场内部的工作人员还要

制定出科学的消毒计划，按照计划开展消毒工作，同时

注重个人的日常卫生，在进入到养殖场前，通常需要进

行彻底消毒，穿戴已消毒处理的工作服。第四，针对初

产母猪，在其分娩之前的 15 ～ 30d，需要分别接种猪

梭菌性肠炎灭活疫苗，每次的接种剂量是 2mL，仔猪吸

吮初乳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取被动免疫，经产母猪通常

需要在分娩前的 15d接种此疫苗，接种剂量也为 2mL。

第五，加强药物预防力度。如果猪场内部生猪发生腹泻

症状，同时生猪没有实施猪梭菌性肠炎疾病免疫，可对

猪群，特别是仔猪，实施紧急疫苗接种，在口粮内部加

入青霉素和链霉素粉剂，起到良好预防作用。如果新出

生的仔猪出生之后，遇到大群发生猪梭菌性肠炎，可在

未哺乳期灌服适量青霉素+链霉素，能够有效显著降低

猪梭菌性肠炎对仔猪带来的伤害。免疫接种是此类疾病

防治的重要措施，可以将其分成主动免疫与被动免疫，

所谓主动免疫，主要指的是针对怀孕母猪采取肌肉注

射C型产气荚膜梭菌氢氧化铝菌苗与仔猪红痢干粉菌苗

两次，第一次注射在母猪分娩前的一个月，分娩前的半

个月需进行第二次注射，剂量在 5 ～ 10mL之间，采取

此种方式，能够让猪体产生比较高的免疫力，保证新生

仔猪可以通过哺乳，获得相应免疫力。所谓被动免疫方

式，主要指的是仔猪在出生之后，立即为其注射仔猪红

痢抗毒素，用量是 3mL/kg，可明显预防疾病的出现。

与此同时，养殖人员也可以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可以在

经常感染此类疾病的猪场内部，投服适量的青霉素或者

和链霉素合并使用，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防治效果。为

提升此种疾病的预防效果，养殖人员需要加强日常的饲

养管理力度，按时进行消毒，确保注射与四周环境卫

生。在接生之前，母猪的奶头需要进行全面清洗，并做

好消毒处理，避免疾病出现大面积的传播。

因为，此种疾病的病死率比较高，病程也比较短，

发病特别急，因此用药治疗效果比较差，重点要加强预

防，如果猪群发病之后，采用早发现早治疗方式，可有

效缩短病程，采取口服青霉素与土霉素等一系列抗菌药

物，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仔猪在没有吃初乳之前，

口服药物，也可取得较好成效。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重点对猪梭菌性肠炎的诊断和防治

措施进行分析，例如加强产房清洁管理力度、科学控制

仔猪舍内部的温度和湿度、对猪舍进行定期消毒、加强

药物预防力度等，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故可以为相关工

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帮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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