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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常见病的种类、症状及防治措施

王荣科
青川县曲河乡人民政府农业服务中心 四川 广元 628112

摘� 要：生猪养殖在我国畜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生猪养殖过程中常面临多种疾病的威胁，这些疾病不仅影

响生猪的健康生长和生产性能，还会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详细阐述了生猪常见疾病的种类，包括传染

病、寄生虫病和普通病等，深入分析了每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并针对不同疾病提出了相应的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旨

在为生猪养殖者提供全面的疾病防控指导，提高生猪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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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生猪

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生猪疾病的种

类繁多，病因复杂，给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及时准确地掌握生猪常见病的种类、症状和防治

措施，对于保障生猪的健康养殖，提高养殖效益，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生猪常见传染病

2.1  猪瘟
2.1.1  病原及流行病学：猪瘟是由猪瘟病毒引起的一

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各个年龄段的猪均可感染，尤其

是仔猪和育肥猪。病猪和带毒猪是主要传染源，可通过

接触、空气、饲料和饮水等途径传播。

2.1.2  症状：急性猪瘟表现为高热稽留（40.5℃ -
42℃）、精神沉郁、食欲废绝、眼结膜潮红、有脓性分
泌物，皮肤上有出血点或出血斑。慢性猪瘟症状相对较

轻，主要表现为消瘦、贫血、生长发育迟缓，有的出现

间歇性腹泻。

2.1.3  防治措施：加强饲养管理，严格执行防疫制
度。定期进行猪瘟疫苗的免疫接种，种猪每年免疫2次，
仔猪在20-30日龄首免，60-70日龄二免。一旦发生疫情，
立即隔离病猪，对全场猪进行紧急免疫接种，对病死猪

进行无害化处理。

2.2  猪蓝耳病*
2.2.1  病原及流行病学：猪蓝耳病又称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是由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

病。主要感染妊娠母猪和仔猪，可通过空气传播、接触

传播和垂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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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症状：妊娠母猪表现为流产、死胎、木乃伊
胎、弱仔等繁殖障碍，产后无乳。仔猪主要表现为呼吸

困难、高热、耳部发绀，死亡率较高。育肥猪表现为生

长缓慢、咳嗽、气喘等呼吸道症状。

2.2.3  防治措施：加强生物安全措施，严格控制人
员、车辆和物资的进出。选择优质的猪蓝耳病疫苗进行免

疫接种，但要注意疫苗的合理使用。对发病猪群进行对症治

疗，如使用抗生素控制继发感染，补充营养和电解质等。

2.3  猪口蹄疫
2.3.1  病原及流行病学：猪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

起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主要感染偶

蹄动物，猪是易感动物之一。病毒可通过直接接触、空

气传播和消化道传播。

2.3.2  症状：病猪主要表现为口腔黏膜、蹄部和乳
房皮肤出现水疱和糜烂。水疱破裂后形成溃疡，病猪疼

痛，跛行，食欲减退。仔猪感染后常因心肌炎和急性胃

肠炎而死亡。

2.3.3  防治措施：严格执行免疫接种制度，选择合适
的口蹄疫疫苗进行免疫。种猪每4-6个月免疫一次，仔猪
在30-40日龄首免，60-70日龄二免。加强疫情监测，一旦
发现疫情，立即封锁疫区，对病猪和同群猪进行扑杀和

无害化处理。

2.4  非洲猪瘟
2.4.1  病原及流行病学：非洲猪瘟病毒属于非洲猪瘟

病毒科非洲猪瘟病毒属，是唯一的虫媒DNA病毒。该病
毒具有很强的抵抗力，在环境中存活时间较长。例如，

在粪便中可存活数周，在冻肉中能存活数年。非洲猪瘟

病毒对高温较为敏感，56℃ 30分钟、60℃ 20分钟可将其
灭活；对许多消毒剂也敏感，如次氯酸盐、戊二醛等。

传染源：主要是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家猪、野猪和钝缘

软蜱。病猪和隐性感染猪可长期带毒、排毒，是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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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包括接触传播、虫媒传播和空气

传播。直接接触病猪的分泌物、排泄物、组织器官等，

或间接接触被病毒污染的饲料、饮水、器具、车辆等都

可传播病毒。钝缘软蜱作为病毒的传播媒介，在病毒传

播中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短距离的空气传播也有可

能发生。 易感动物：各种品种和年龄的猪对非洲猪瘟病

毒都易感，野猪也可感染发病。

2.4.2  症状：非洲猪瘟的潜伏期通常为4-19天，根据
临床表现可分为最急性型、急性型、亚急性型和慢性型。

最急性型：无明显症状突然死亡，死亡率极高。急性型：

病猪体温升高至40-42℃，稽留热，精神沉郁，厌食，皮
肤发绀，呼吸困难，呕吐，腹泻或便秘，有的出现便血。

发病率和死亡率可达90%-100%。亚急性型：症状相对较
轻，体温波动，病程较长，部分病猪可存活数周。病猪表

现为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皮肤出现紫斑，关节肿胀疼

痛，跛行。慢性型：病猪症状不明显，主要表现为生长

缓慢，消瘦，贫血，关节肿胀，有的出现皮肤溃疡。

2.4.3  防治措施：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和治疗药物，
主要采取以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和生物安全措施

为主的综合防控策略。疫情报告与处置：一旦发现疑似

非洲猪瘟疫情，养殖场（户）应立即报告当地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确诊后，立即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

区，对疫点内所有生猪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对疫

区和受威胁区进行严格的封锁、消毒和监测。生物安全

措施：养殖场要建立严格的生物安全体系，加强人员、

车辆、物资的管理和消毒。进入养殖场的人员和车辆必

须经过严格的消毒和更衣换鞋，外来物资要经过消毒处

理后才能进入。定期对猪舍、器具、场地等进行全面消

毒，加强鼠害和虫媒控制。饲料和饮水管理：严禁使用

泔水、餐厨剩余物等饲喂生猪，确保饲料和饮水的安

全。加强饲料和饮水的质量检测，防止被病毒污染。人

员培训与宣传教育：加强对养殖场（户）、屠宰场、运

输车辆驾驶员等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对非洲猪瘟

的认识和防控意识。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非洲猪

瘟的防控知识，引导公众正确对待非洲猪瘟疫情。

3 生猪常见寄生虫病

3.1  猪蛔虫病
3.1.1  病原及流行病学：猪蛔虫是一种大型线虫，主

要寄生在猪的小肠内。感染性虫卵被猪吞食后，在肠道

内孵化出幼虫，幼虫钻入肠壁，随血液或淋巴循环到达

肝脏、肺脏等器官，最后回到小肠发育为成虫。

3.1.2  症状：仔猪感染蛔虫后，表现为生长发育迟
缓、消瘦、贫血、咳嗽、气喘等症状。严重感染时，可

导致肠堵塞或肠穿孔。

3.1.3  防治措施：保持猪舍清洁卫生，定期清理粪
便，堆积发酵，杀灭虫卵。定期对猪进行驱虫，仔猪在

30-40日龄和60-70日龄各驱虫一次，种猪每季度驱虫一
次。可选用阿苯达唑、伊维菌素等驱虫药物。

3.2  猪疥螨病
3.2.1  病原及流行病学：猪疥螨是一种寄生在猪皮肤

表皮层内的寄生虫，主要通过接触传播。猪舍潮湿、拥

挤、卫生条件差时容易发生疥螨感染。

3.2.2  症状：病猪主要表现为皮肤瘙痒、脱毛、结痂、
皮肤增厚等症状。常见于耳部、腹部、四肢等部位。病猪

因瘙痒而烦躁不安，影响采食和休息，生长发育受阻。

3.2.3  防治措施：保持猪舍干燥、清洁、通风良好。
定期对猪舍和用具进行消毒。对感染猪进行隔离治疗，

可选用伊维菌素、多拉菌素等药物进行皮下注射或外用

药物涂抹。同时，对同群猪进行预防性驱虫。

4 生猪常见普通病

4.1  猪肺炎
4.1.1  病因：猪肺炎的病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细菌

感染（如巴氏杆菌、肺炎链球菌等）、病毒感染（如猪

流感病毒、猪圆环病毒等）、支原体感染以及饲养管理

不当（如寒冷、潮湿、通风不良等）。

4.1.2  症状：病猪表现为咳嗽、气喘、呼吸困难、体
温升高、精神沉郁、食欲减退等症状。严重时，可出现

鼻腔流出脓性分泌物，肺部听诊有啰音。

4.1.3  防治措施：加强饲养管理，保持猪舍适宜的温
度、湿度和通风条件。做好疫苗接种工作，预防相关传

染病的发生。对于发病猪，可选用抗生素（如青霉素、

链霉素、阿莫西林等）和止咳平喘药物进行治疗。

4.2  猪腹泻
4.2.1  病因：猪腹泻的原因包括感染性因素（如大肠

杆菌、轮状病毒、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等）和非感染性因

素（如饲料不当、应激、消化不良等）。

4.2.2  症状：病猪表现为排稀便或水样便，颜色可呈
黄色、白色或绿色等。严重腹泻可导致猪脱水、电解质

紊乱、消瘦甚至死亡。

4.2.3  防治措施：合理配制饲料，保证饲料的质量和
营养均衡。加强饲养管理，减少应激因素。对于感染性

腹泻，可选用敏感的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同

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对于非感染性腹泻，可调整饲料

配方，添加益生菌等进行调理。

4.3  猪链球菌
4.3.1  病原及流行病学：猪链球菌病是由多种致病性



2025� 第4卷�第6期·农业科技与发展

96

猪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病，猪链球菌是革兰

氏阳性菌，呈球形或卵圆形，常呈链状排列。根据细胞

壁抗原的不同，可分为35个血清型，其中以2型最为常见
且致病性较强。猪链球菌对外界环境有一定抵抗力，在

粪便、尘埃和水中可存活较长时间，但对常用消毒剂敏

感，如过氧乙酸、氢氧化钠等能有效将其杀灭。此外，

该菌对青霉素、头孢菌素等抗生素较为敏感，但近年来

耐药菌株逐渐增多。

传染源：病猪和带菌猪是主要传染源，它们可通过

呼吸道、粪便等排出病菌，污染周围环境。病死猪处理

不当也会成为传染源，传播病菌。传播途径：主要通过

呼吸道传播，健康猪吸入带菌的气溶胶或尘埃而感染；

也可通过皮肤伤口感染，如在屠宰、加工病猪过程中，

病菌可经皮肤破损处进入人体。此外，经口传播也是重

要途径，猪采食被污染的饲料、饮水等可感染发病。易

感动物：各种年龄和品种的猪均易感，但仔猪和育肥猪

的发病率较高。饲养管理不良、气候骤变、猪群密度过

大、通风不良等因素，都可促使本病的发生和流行。

4.3.2  症状：猪链球菌感染可表现为多种临床类型，
常见的有急性败血型、脑膜炎型、关节炎型、化脓性淋巴

结炎型等。急性败血型：多发生于流行初期的最急性病

例。病猪突然发病，体温升高至41-43℃，精神沉郁，食欲
废绝，结膜潮红，流泪，流鼻液，呼吸急促。部分病猪颈

部、耳廓、腹下及四肢皮肤呈紫红色，有出血点。后期出

现共济失调、磨牙、空嚼等神经症状，往往在发病后1-2
天内死亡。脑膜炎型：多见于哺乳仔猪和保育仔猪。病猪

体温升高，精神沉郁，食欲废绝，继而出现神经症状，

如盲目走动、转圈、空嚼、磨牙、仰卧，随后出现后躯麻

痹，侧卧于地，四肢呈游泳状划动。病程较短，多数病猪

在3-5天内死亡。关节炎型：多由前两型转来，或从发病起
就表现为关节炎症状。病猪表现为一肢或多肢关节肿胀、

疼痛，跛行，严重时不能站立。病程较长，可拖延数周，

影响猪的生长发育。化脓性淋巴结炎型：多见于颌下淋巴

结，其次是咽部、颈部和肠系膜淋巴结。淋巴结肿胀、坚

硬，有痛感，采食、咀嚼、吞咽和呼吸均感困难。随着病

情发展，淋巴结化脓成熟，肿胀中央变软，皮肤坏死，自

行破溃流出浓汁，以后全身症状好转，局部逐渐愈合。

4.3.3  防治措施
加强饲养管理：保持猪舍清洁干燥，定期消毒，合

理控制饲养密度，加强通风换气。提供营养均衡的饲

料，增强猪只的抵抗力。避免猪群发生应激反应，如突

然更换饲料、长途运输等。 疫苗接种：选择优质的猪链

球菌疫苗进行免疫接种。种猪在配种前和产前各免疫一

次；仔猪在3-4周龄首免，间隔3周后二免。疫苗接种可有

效预防猪链球菌病的发生。药物预防和治疗：在疾病高

发期，可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敏感的抗生素（如阿莫西

林、恩诺沙星等）进行预防。对于发病猪，要及时隔离

治疗，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的抗生素，同时配合

使用解热镇痛、抗炎等药物，缓解症状。对于关节炎型

病猪，可对肿胀关节进行局部处理，如热敷、涂抹消炎

药膏等。病死猪处理：病死猪要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

随意丢弃或出售，防止病菌传播扩散。

5 综合防治措施

5.1  加强饲养管理
提供优质的饲料，保证猪的营养需求。合理控制饲

养密度，保持猪舍清洁卫生，定期进行消毒。做好防暑

降温、防寒保暖工作，为猪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5.2  严格执行防疫制度
建立健全养殖场的防疫制度，严格控制人员、车辆

和物资的进出。定期对猪进行疫苗接种，做好疫情监测

和报告工作。一旦发生疫情，立即采取隔离、封锁、消

毒等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5.3  科学用药
在疾病防治过程中，要科学合理地使用药物，避免

滥用抗生素和药物添加剂。严格按照药物的使用说明和

剂量进行用药，防止药物残留和耐药性的产生。

5.4  加强疫病监测和预警
建立完善的疫病监测体系，定期对猪群进行疫病检

测和抗体监测。及时掌握猪群的健康状况和疫病流行趋

势，提前做好疫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结论：生猪常见病的种类繁多，病因复杂，给生猪

养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通过了解生猪常见疾病的种

类、症状和防治措施，加强饲养管理，严格执行防疫制

度，科学用药，加强疫病监测和预警等综合防治措施，

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生猪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生

猪的健康生长，提高生猪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

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和研

究新的疾病防治技术和方法，以应对生猪养殖中出现的新

问题和新挑战，为生猪养殖业的发展提高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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