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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性胃肠炎的中医临床诊断与防治
郭红燕

（邯郸市复兴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康庄分所，河北 邯郸 056003）

摘 要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猪传染性胃肠炎将会对生猪的生长状态及养殖经济收益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该疫病具有极强的

传染性，一旦防控不当则会在整个养殖区域爆发，染病猪会出现腹泻、生长停滞以及日渐消瘦，甚至死亡。现阶段我国尚未研

制出治疗猪传染性胃肠炎的特效药物，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中医在治疗猪传染性胃肠炎过程中效果非常显著。文章论述了猪

传染性胃肠炎的疾病信息，探讨了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防控与中医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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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in Pigs
Guo Hongyan

(Kangzhuang Branch of Fuxing District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e, Handan 056003, Hebei,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ig breeding, porcine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growth state of pigs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breeding. Because the epidemic is highly infectious, once it is not properly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it

will break out in the whole breeding area, and infected pigs will have diarrhea, growth stagnation, weight loss and even death. At this

stage, China has not developed specific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porcine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A large number of practical

studies show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very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porcine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sease information of porcine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and discuss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r‐

cine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and the treatment meas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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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胃肠炎对于养殖场的危害极大，发病时不区分性

别、年龄以及品种，且不受生猪的健康状况控制，一旦感染猪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就会发病，但是通过科学的日常养殖与管

理措施能够极大地降低染病概率，所以广大养殖人员需要掌

握的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的典型症状以及发病原因等信息，

并在日常养殖管理当中做好防控工作。

1 猪传染性胃肠炎的发病原因分析

猪传染性胃肠炎是一种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引起的疾

病，该病的传染性较强且对染病猪生长的危害极大，生猪染

病后会表现出腹泻、消瘦以及脱水等现象。能够诱发生猪传

染性胃肠炎疾病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由于饲料因素导致的疾病

猪群在各个生长阶段需要不同种类的饲料，品质较高的

饲料中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在促进猪群长势的同时还能够

提升免疫能力，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一些的小型养殖场以及

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养殖当中，为了降低养殖成本，会使用

一些品质较差、营养元素含量较低的饲料，这些饲料中营养

成分较低，甚至含有一些猪群难以消化的成分，这些均会对

猪的消化系统产生刺激。此外，由于饲料存储不当，会出现

发霉变质的情况，或者在冬季时会使用一些冷冻的饲草，这

些都会对猪群的消化系统黏膜造成刺激，猪群肠胃的正常蠕

动受到影响，使得猪群感染卡他性炎症，这些都是导致猪群

患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的重要原因[1]。

1.2 饲养管理不科学也会使得猪群染病

首先，突然更换饲料或强制改变猪群的采食习惯，或者

在饲喂过程中过于随意，喂养没有做到定时和定量，猪群在

采食过程中存在过饱等现象，这些均会对猪群的消化系统产

生刺激。其次，养殖管理不规范，主要集中在卫生和消毒两

个方面。猪群每天都会排出大量的污水粪便，这些排泄物中

往往带有各类细菌和病毒，若清理不及时，病原体就会传染

至健康猪群当中。通过消毒能够有效杀死各类病毒，但是在

养殖过程中，日常消毒不及时，或者长时间地使用某一类消

毒剂，使得病毒产生抗药性，这些均是导致猪传染性胃肠炎

的重要原因。

1.3 气候因素

气候因素也是导致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重要原因，尤其是

气候突变引起的疾病。此外，在冬季保温条件良好的前提

下，盲目开门通风会对猪群造成应激刺激，且在冬季时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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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环境较差，冷空气就会刺激猪群的消化道，进而诱发猪传

染性胃肠炎。

1.4 药物滥用

在养殖过程中猪群的疫病种类较多，一些养殖人员并不

具备用药常识，所以对于一切疾病均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

抗生素类药剂虽然能够抑制病猪体内的病原体生长，但是同

时也会杀死猪群肠胃内的有益菌群，当猪群体内微生物菌群

的平衡被打破，也会引发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

1.5 其他原因

继发引起猪传染性胃肠炎，如猪群出现副伤寒或者消化

系统疾病时也会引发猪传染性胃肠炎。

2 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流行病学与流行特点

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是引发生猪群疾病的主要病原体，

该病原体属于冠状病毒科，病原体的粒子多为圆形或者椭圆

形。显微镜下的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与流行性腹泻病毒比

较相似，若要进一步确定病原体，则需要经过免疫荧光染色

检测，而后才能够确定其是否为该种病原体。一般情况下猪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能够寄生在染病猪或者带病猪肾脏以及

甲状腺等部位，且繁殖速度比较快。

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没有季节性特征，全年均可发生，

尤其是在低温环境下出现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相对于其他季

节，冬季以及初春往往是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高发期。从年龄

阶段上看，任何年龄段的猪群均存在染病可能，但是受害程

度不同，如成年生猪以及母猪染病后所出现的症状较轻，且

存在自愈的可能，但是对于仔猪的影响较大，尤其是10日龄

以下的仔猪，一旦染病死亡率极高。从传播途径来看，猪传

染性胃肠炎的传播媒介较多，常见的有粪便、分泌物以及呕

吐物等等，病原体会污染猪舍内的饲料、水源甚至是空气，经

过消化系统或者呼吸系统向健康猪传染[2]。

3 猪传染性胃肠炎的诊断

3.1 病理学诊断

通过对病死猪解剖发现病死猪会出现脱水的现象，且病

死猪的身体消瘦，皮下脂肪消失，且在胃部一般不会残留食

物，但是在肠道中会残存一些饲料，病死猪的肠壁弹性会降

低，一些病死猪的肠壁呈半透明状。由于猪传染性胃肠炎而

死亡的病猪，在淋巴部位也会出现异常，肿大比较明显，在淋

巴管内可能会出现乳糜的现象。

3.2 实验室诊断

猪传染性胃肠炎与猪流行性病毒存在着很大相似性，所

以在临床诊断过程中需要通过实验室诊断才能够确诊。首

先取病死猪器官样本进行细菌学检查，观察干净的培养基中

是否会出现病菌生长情况，若在培养基中出现细菌生长情

况，则就可以认定其并非由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而导致。

此外,使用荧光染色试验也能够确定病死猪是否由于猪传染

性胃肠炎所导致，取病死猪的小肠黏膜使用生理盐水进行冲

洗，而后使用各类疫病的抗体展开的荧光染色试验，在通过

显微镜下的荧光情况同样能够确定病死猪是否由猪传染性

胃肠炎疾病所导致。

4 猪传染性胃肠炎的临床表现分析

不同年龄阶段的猪群感染猪传染性胃肠炎后的临床表

现也各不相同，仔猪感染率较高，临床表现也比较明显，仔猪

6日龄至断奶后是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的高发时刻，染病仔

猪在吃奶或者进食后会出现呕吐的现象，在呕吐物中存在块

状物质，此外染病仔猪还会出现腹泻的情况，粪便颜色多样，

常见的有灰黄色、灰白色以及绿色等等，腹泻时往往会喷泻

而出，此外一些病猪的粪便颜色会表现为褐色，若为断奶后

染病，则会出现一些未完全消化的饲料颗粒。由于猪传染性

胃肠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母猪和仔猪可能会相互传

染，哺乳期的母猪染病主要会出现食欲缺乏的情况，此外一

些母猪会出现呕吐、腹泻以及发烧的现象，母猪的母乳量也

会受到影响；架子猪以及育肥猪患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风险也

比较大，但是一般不会死亡，典型症状为水样腹泻，粪便的颜

色多为灰色或者褐色，且饮食量下降，体态消瘦，架子猪和育

肥猪染病后会自愈，且自愈时间较快，通常为一周左右；成年

猪患病后基本不会出现明显的临床表现，极少数染病猪会出

现腹泻现象，且一些母猪会出现流产[3]。

5 猪传染性胃肠炎的中药治疗

当前关于猪传染性胃肠炎治疗的研究成果较多，在众多

研究成果中使用中药治疗猪传染性胃肠炎效果显著。中药

的目的是帮助染病猪补虚温中、涩肠止泻，中药治疗猪传染

性胃肠炎的方案较多，笔者结合自身治疗经验以及现有研究

成果总结为以下几种。

第一，准备大黄、乌梅、地榆炭、甘草、白芍以及车前子各

30 g，黄连、白头翁以及三颗针各40 g，将这些中药混合后研

制成粉末，加入适量水进行煎煮，滤掉残渣，待汤汁温凉后向

染病猪灌服，每天用药2次，连续使用2~3 d染病猪就会开始

自愈。上述中药对于治疗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效果非常显著，

其中的白头翁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能够有效抑制染病猪体

内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繁衍，同时白头翁还具有抗菌的效

果，能够有效防止染病猪继发感染。针对患病比较严重的

猪，应当采取中药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式，一些染病猪由

于长时间腹泻会出现脱水的现象，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应当配

合使用葡萄糖补水。一些染病猪会出现采食废绝的现象，应

当使用维生素等进行辅助治疗，且为了防止患病猪出现继发

感染，可以使用磺胺类的药物进行治疗。

第二，准备大黄10 g、白芍12 g、白头翁15 g，地榆炭12 g，

乌梅15 g，诃子15 g，黄连9 g，甘草12 g，车前子12 g，加水煎

煮完成后留下药汤，待温凉后向染病猪灌服。

第三，准备苍术20 g，白术20 g，川朴20 g，桂枝15 g，陈皮

20 g，泽泻20 g，猪苓20 g，茯苓20 g，甘草15 g，加水煎煮后向

染病猪灌服，若染病猪出现腹胀的现象，则在药方中加入莱

菔子；若染病猪出现低烧现象，在药方中加入的肉桂；若染病

猪出现水状的腹泻，在药方中加入五味子以及豆蔻。

第四，仔猪染病，准备白头翁120 g、秦皮100 g、半夏5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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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50 g、黄柏100 g、板蓝根150 g、枳壳70 g、乌梅80 g、诃子

80 g、甘草30 g，加水煎煮2次，按照日龄确定用药剂量，通常

情况下30日龄以下的染病猪每头每次使用15 mL左右，30日

龄以上的染病猪每头每次用药25 mL左右，依据病情的严重

程度每天用药1~2次，连续使用3 d病情即可出现好转。

6 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防控措施

6.1 做好日常防控工作

首先，养殖人员应当坚持自繁自养原则，从源头处切断

传染源，避免从外地购买仔猪，且严禁从疫区引进仔猪，由于

仔猪染病风险较高，所以降低仔猪流通频率能够有效预防该

病。若必须从外地引进，在引种完成后需要做好检疫、隔离

以及消毒等工作。现有研究表明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潜伏期

最长为4 d左右，因此，养殖人员引进的仔猪可能已经感染且

处于潜伏期状态，在购买完成后不能立即与本地猪群一同饲

养，而是要安置在隔离区内，并做好隔离区域人员、环境以及

养殖器具的消毒，隔离区与饲养区需要设置安全距离。此

外，在购买完成后需要彻底清扫运输车辆，且运输人员也需

要进行消毒，新引进仔猪隔离5 d且没有出现异常情况后的

才能够进行混养。养殖过程中要做好环境管理工作，定期打

扫猪舍，注意猪舍的排水、采光以及通风等，通过这些措施能

够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进而降低染病风险。养殖场内应

当进行封闭式的管理，尤其要防止野生动物进入到养殖场

中，做好养殖场内来访人员的登记和消毒工作，养殖人员进

入养殖区域前需要着专门的饲养工作服，且每次进入都需要

彻底消毒，防止外界病原体进入到养殖区域当中。通过做好

日常养殖管理能够为生猪的生长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

也能够降低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的发生概率[4]。

6.2 做好疫苗接种工作

由于当前没有治疗猪传染性胃肠炎的特效药物，所以做

好日常管理和接种疫苗就成为疫病防控最为关键的工作。

猪传染性胃肠炎疫病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进行预防，现阶段市

面中最为有效的预防疫苗为肠胃炎－流行性腹泻二联疫苗，

此种疫苗能够有效降低孕期母猪的染病概率，进而防止带菌

母猪将病原体传播至仔猪。

6.3 做好饲料管理

科学的饲料管理能够提升猪群的自身免疫能力，养殖人

员首先要确保饲料中各类营养元素的充足性和全面性，使用

正规饲料厂商所生产的饲料；此外，注意饲料的防潮防腐工

作，禁止使用发霉变质的饲料喂养猪群；最后，养殖人员可以

在饲料中添加一些益生素等等，促进猪群肠胃的蠕动以及平

衡肠胃内的有益菌群[5]。

6.4 做好日常消毒

首先，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对于消毒剂比较敏感，使用

常见的消毒剂即可杀死病毒，在日常消毒过程中，建议养殖

人员使用石灰乳、过氧乙酸或者氢氧化钠等，定期对养殖场

展开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毒；其次，做好病猪的隔离工作，养

殖人员应当不断学习关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的相关知识，

确保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染病猪，当养殖场内出现染病猪时

要及时隔离，而后对整个养殖场所进行消毒。

7 结语

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对生猪养殖产业的危害较大，该疾

病的发生不区分猪群的性别、年龄以及品种等等，且临床表

现与其他疫病存在相似性，所以防控难度较大。出现病例时

可以使用中药进行治疗，并辅以科学的防控措施，能够有效

地降低猪群的染病概率，进而保证养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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