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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预防和治疗

陈位东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乡村振兴发展服务中心Ǔ四川Ǔ自贡Ǔ643000

摘Ȟ要：猪传染性胃肠炎作为严重的猪类急性消化道传染病，其病原学、流行病学特点已得到详尽阐述。病毒形

态、基因结构、理化性质等基础研究为防控提供了依据。临床症状与病理变化的描述加深了对疾病的认识。通过加强

生物安全、疫苗接种、精细管理等预防措施，结合多种治疗方法，可有效应对此病，降低养猪业的损失，保障行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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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猪传染性胃肠炎作为养猪业的一大威胁，其高传染

性与高致病性令养殖户深受其苦，特别是对仔猪的致命

打击，经济损失惨重。鉴于此，深入探讨其预防与治疗之

道显得尤为迫切。尽管近年来研究层出不穷，但具体方法

上仍存争议，有待深挖。本文旨在全面剖析猪传染性胃肠

炎的防控策略，为养猪业的稳健前行贡献智慧火花。

1��猪传染性胃肠炎概述

1.1  病原学
（1）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形态结构方面，病毒粒

子呈圆形、椭圆形或多边形，直径为90-200nm，具有双
层膜，外膜覆有花瓣样突起，突起长约18-24nm，其末
端呈球状。核衣壳内部可见一个电子透明中心或呈半球

样的丝状物。（2）基因组结构与功能上，其核酸为单
股RNA，分子量为6.8×10道尔顿，由3种主要结构蛋白
构成。核蛋白包裹着基因组RNA，膜结合蛋白主要包埋
在脂质囊膜中，大的糖蛋白形成病毒的突起，且在宿主

细胞亲嗜性、膜融合、免疫反应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理化性质上，对乙醚、氯仿、去氧胆酸钠等多种消
毒剂敏感，对热敏感，56℃下30分钟可灭活，但在低温
下可长期保存；耐酸，在经过乳酸发酵的肉制品里仍能

存活。

1.2  流行病学
（1）流行特点上，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每年的10

月份至翌年3月份寒冷季节为高发期。（2）不同品种、
年龄、性别的猪只易感性存在差异，其中哺乳仔猪最易

感染且死亡率极高，架子猪、成年猪亦可患病，但死亡

率较低。（3）传播途径主要包括粪-口传播、气溶胶传
播等，病毒在环境中的存活时间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温

度、湿度等。

1.3  临床症状

（1）潜伏期一般为12-18小时，发病初期猪只可能出
现食欲不振、体温升高等症状，随后出现呕吐、腹泻。

（2）仔猪的症状较为严重，粪便呈黄色，常夹有未消化
的凝乳块，恶臭，体重迅速下降。（3）育肥猪、母猪等
症状相对较轻，但母猪可能出现泌乳停止等情况。

1.4  病理变化
（1）消化系统方面，胃中积聚大量凝乳块，胃底黏

膜充血，小肠内积聚大量泡沫状液体，肠壁变薄、弹性

下降，呈透明或半透明状，肠管扩张，肠系膜淋巴腺肿

大。（2）从组织病理学看，小肠绒毛萎缩变短，甚至坏
死，肠上皮细胞变性，黏膜固有层内也可见浆液的渗出

和细菌浸润[1]。

2��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预防措施

2.1  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
猪传染性胃肠炎作为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对养

猪业构成了严重威胁，（1）加强养殖场的生物安全管理
是预防该病的首要任务。在养殖场选址方面，必须远离

交通繁忙的要道、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以及其他养殖场，

以形成天然的防疫屏障，有效阻断外界病原体的传播路

径。养殖场的内部布局也需精心设计，确保生活区、生

产区与隔离区严格分隔，既方便日常管理，又能迅速响

应疫情，实施有效的隔离与防控措施。（2）人员流动是
疾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于是所有进入养殖场的人员

都必须严格遵守卫生消毒流程。这不仅包括更换专用的

工作服和鞋套，还需进行彻底的手部消毒，以消除潜在

的病原体；对于运输饲料、物资等的车辆，也应实施严

格的消毒措施，特别是车身、轮胎及底盘等易藏污纳垢

的部位，确保不带入任何病毒或细菌。（3）在饲料管
理方面，应优先选择信誉良好、能提供无疫病污染证明

的供应商。饲料的储存环境需保持干燥、通风，定期检

查，以防霉变导致的毒素积累；猪只的饮水安全同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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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通过过滤和消毒处理，确保水质清洁、无害，从

而从源头上减少疾病发生的风险。

2.2  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对于控制疫情、保护猪群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1）当前，针对猪传染性胃肠炎的疫苗主要包括灭
活疫苗和弱毒疫苗两大类。灭活疫苗由于其制备过程中

病毒已被完全灭活，因此安全性相对较高，接种后不会

引发猪只发病。但是其免疫效果可能相对较弱，需要多

次接种或结合其他免疫措施以增强保护力；相比之下，

弱毒疫苗则保留了病毒的部分活性，能够在猪只体内产

生较强的免疫反应，从而获得较好的免疫效果；但需要

注意的是，弱毒疫苗存在毒力返强的风险，即在某些情

况下，疫苗病毒可能发生变异，导致毒力增强，引发猪

只发病。（2）在制定疫苗接种程序时，必须充分考虑
猪只的年龄、生长阶段以及疫苗的特性。对于仔猪，通

常在其出生后特定时间进行首次免疫，即首免，随后根

据疫苗类型和猪只免疫状况，在适当时间进行第二次免

疫，即二免；对于育肥猪，则需根据其生长周期和疫情

情况，定期接种以加强免疫，确保在整个饲养过程中都

能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通过科学合理的疫苗接种程

序，可以有效预防猪传染性胃肠炎的发生，保障猪群的

健康与生长[2]。

2.3  种猪管理
种猪作为猪场的核心群体，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

整个猪群的稳定与生产力。（1）在种猪引进环节，必须
执行严格的疫病检测程序。这不仅包括对猪传染性胃肠

炎的专项检测，还应涵盖其他相关疫病的全面筛查，确

保引进的种猪健康无疫；引进后的种猪需立即进行隔离

观察，这一期间应密切监测其临床症状，只有通过观察

期确认无任何异常症状后，方可将其与原有猪群合并饲

养。（2）为了进一步提升种猪的抗病能力，定期免疫
接种猪传染性胃肠炎疫苗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能有效

提高母源抗体水平，为新生仔猪提供早期的免疫保护，

还能降低种猪自身感染的风险；合理的饲养管理也是关

键，应根据种猪的生长阶段和营养需求，制定科学的饲

养方案，确保营养均衡，避免过度饲养或营养不良导致

的免疫力下降。同时可适当添加免疫调节剂，如维生素、

矿物质及某些功能性添加剂，以调节种猪的免疫系统，增

强其自身免疫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

实施，可以有效预防猪传染性胃肠炎在种猪群中的发生

与传播，为猪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4  环境卫生与消毒
环境卫生与消毒对于阻断病毒传播路径、维护猪群

健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为确保猪舍及其周边
环境的清洁卫生，应制定并执行严格的日常清洁计划。

这包括定期清扫猪舍内部，如食槽、饮水器、休息区域

等，以及运动场、排污沟等外部设施，确保无卫生死

角；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大便、尿等污染物要及时清

除，防止堆积发酵，成为病毒和细菌的滋生地。（2）
在消毒方面，应根据不同场所和物品的材质、使用频率

及污染程度，科学选择消毒剂及浓度。氢氧化钠因其强

烈的腐蚀性和杀菌效果，常用于猪舍地面、墙壁及排污

系统的消毒；而过氧乙酸则因其广谱杀菌、无残留的特

点，更适合于食槽、饮水器等直接与猪只接触的物品的

消毒。消毒工作应定期进行，特别是在疫病高发期或猪

群出现异常情况时，应适当增加消毒次数，确保消毒效

果；要注意消毒剂的轮换使用，避免病原体产生抗药

性，从而确保消毒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通过这些细

致入微的环境卫生与消毒措施，可以为猪群营造一个清

洁、安全的生长环境，有效预防猪传染性胃肠炎等疫病

的发生[3]。

3��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治疗方法

3.1  对症治疗
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治疗中，对症治疗是缓解病情、

促进康复的重要环节。（1）由于该病常导致猪只出现严
重的呕吐和腹泻，进而导致严重脱水与电解质紊乱，因

此及时补水和纠正电解质紊乱成为治疗的关键。补液方

式可根据猪只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对于轻度脱水的猪

只，可采用口服补液盐的方式，既方便又经济；而对于

重度脱水或无法自主饮水的猪只，则需通过静脉补液的

方式，迅速补充体液，纠正电解质紊乱。补液量的确定

需依据猪只的体重和脱水程度，以确保补液既不过量也

不不足。（2）在缓解呕吐和腹泻症状方面，止吐药物和
止泻药物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胃复安等止吐药物能够

有效抑制猪只的呕吐反射，减轻胃部不适；而蒙脱石散

等止泻药物则能吸附肠道内的有害物质，保护肠黏膜，

减少腹泻次数。在使用这些药物时，应严格遵循医嘱，

控制用药剂量和频率，避免药物副作用的发生；密切观

察猪只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以确保治疗效

果的最大化；通过这些对症治疗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

缓解猪传染性胃肠炎的症状，促进猪只的早日康复。

3.2  抗病毒治疗
在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治疗中，抗病毒治疗是控制病

情进展、缩短病程的关键措施。（1）干扰素和利巴韦
林是目前临床上常见的抗病毒药物，它们通过不同的作

用机制抑制病毒的复制和扩散，从而减轻病情。干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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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增强细胞对病毒的防御能

力，而利巴韦林则直接作用于病毒，干扰其核酸合成，

达到抑制病毒复制的目的。（2）在使用这些抗病毒药物
时，必须严格根据猪只的病情和体重来确定剂量和给药

途径。剂量过小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而剂量

过大则可能增加药物副作用的风险；给药途径的选择也

至关重要，对于能够自主采食的猪只，可通过口服或拌

料给药；而对于病情严重或无法自主采食的猪只，则需

考虑注射给药。（3）抗病毒药物的疗程要合理设置，避
免长时间或过量使用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在治疗过程

中，应密切观察猪只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确保药物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通过科学合理的抗病

毒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猪传染性胃肠炎的病情，促进猪

只的康复[4]。

3.3  支持治疗
在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治疗过程中，支持治疗对于帮

助猪只度过疾病急性期、促进康复具有重要意义。（1）
由于胃肠炎导致猪只胃肠功能紊乱，消化吸收能力大幅

下降，此时，传统的饲喂方式已无法满足猪只的营养需

求。需要采取特殊措施进行营养支持，如鼻饲管饲喂或

静脉营养补充；鼻饲管饲喂可以直接将流食或营养液送

入猪只胃内，确保营养物质的摄入；而静脉营养则通过

静脉滴注的方式，为猪只提供必需的氨基酸、脂肪乳、

维生素等营养素，以维持其生命活动和促进组织修复。

（2）使用免疫调节剂也是支持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黄
芪多糖等免疫调节剂能够增强猪只的自身免疫力，提高

其对病毒的抵抗能力，从而有助于病情的好转；这些药

物通过调节猪只的免疫系统，促进其产生更多的免疫细

胞和抗体，加速病毒的清除和组织的修复。（3）在实施
支持治疗时，应根据猪只的具体病情和营养状况，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密切观察猪只的反应和病情变化，

及时调整治疗策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通过

综合应用营养支持和免疫调节剂，可以为猪只提供全面

的支持，促进其早日康复。

3.4  中药治疗

在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治疗体系中，中药治疗以其独

特的优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传统的中药方
剂，如白头翁汤，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验证，对猪传染

性胃肠炎展现出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白头翁汤主要是由

白头翁、黄连、黄柏等药物组成，具有清热解毒、利湿

止泻的作用，能够针对胃肠炎引起的腹泻、发热等症状

进行有效缓解。（2）中药治疗的优势在于其温和而持
久的疗效，以及较少的副作用。它不仅可以单独使用，

还可以与西药结合使用，形成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

以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在实际应用中，根据猪只的

病情和体质，中医师会辨证施治，调整药方的组成和剂

量，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3）相关研究和临床
案例也证实了中药治疗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有效性。研究

数据显示，使用白头翁汤等中药方剂治疗的猪只，其病

情恢复速度明显快于仅使用西药治疗的猪只，且治愈率

也相对较高；另外，中药治疗还能增强猪只的体质，提

高其免疫力，有助于预防疾病的复发。

结语

猪传染性胃肠炎作为养猪业的重大挑战，其防控与

治疗工作至关重要。通过强化生物安全、科学免疫、严

格管理及环境优化等预防措施，已初见成效。治疗时，

需结合病情，灵活采用多元疗法，以期最佳疗效。展

望未来，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更高

效、更精准的防控技术将不断涌现，为养猪业的繁荣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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