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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在猪病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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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草药在猪病防治中备受重视，是解决食品残留、提高食品品质的有效途径。本文对猪生长的不同阶段，

对猪病预防与中草药的应用进行了分析；还对中草药防治猪病的应用实例进行了介绍；又对防的过程即营养补充、

免疫力的提高、病原微生物预防、生理代谢调节、细菌性与病毒性预防等诸多方面合理科学利用中草药进行了应用

分析。提出了常见病利用中草药的治疗方案，希望能够为同行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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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聚焦养殖产业促进

乡村发展。受非洲猪瘟以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从各

方面因素来看，市场上猪肉价格动荡起伏不定，让从业

人员忐忑不安，甚至有人说“猪粮安则天下安”。随着各

地对生猪生产政策落实与推行，养殖规模化体系的不断

完善，疫病防治将成为今后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

抗生素对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近年来

抗生素的不断滥用，常常使病原微生物出现了耐药性从

而增加了猪病防治的困难。违规使用违禁或淘汰兽药及

饲料添加剂的问题困扰食品安全与出口，影响老百姓餐

桌健康与食品安全。

中草药具有营养、价格低廉、毒副作用小、不易产

生耐药性等特点以及其富含多糖、皂苷、生物碱、挥发

油类的活性成分，具备增强猪的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在猪病的防治上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稳定生猪生产

与养殖及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草药对猪病防治机理 

1.抗病毒作用

猪生病的因素很多，通常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或

继发感染等。除了自身抵抗力外，免疫抑制性疾病，传

染性流行病，不合格饲料与农作物的残留对健康的危害

等。根据相关研究显示，通过不断对抑菌试验观察证明，

中草药除了扶正祛邪外还具有抗病毒作用。中药抗病毒

的途径主要是阻断病毒繁殖过程，激活体内的免疫细胞

并使非特异性免疫力得到有效的增强，从而达到抑制病

毒感染的目的[1]。每味中草药剂量不同，疗效不同，组

成成分相对比较复杂，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使得所

组成中药方剂的作用机理更为复杂。某些药物在抗病毒

的同时，还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2.阶段性免疫过程

中草药的活性成分在猪病的防治应用中，对猪的免

疫力、抗病能力、防治机理、机体免疫功能等都能起到

促进作用。俗话说：“小猪长骨，中猪长肉，大猪长膘”，

“夏天细菌多，冬天病毒旺。”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在猪

的不同生长阶段应当采用不同的营养补充与防疫措施，

猪的生长分为补充营养阶段、提高免疫阶段、防治病原

微生物阶段和调节生理代谢阶段等四个阶段。在猪的每

个生长阶段，中草药科学合理使用能调节猪的免疫机体、

增强免疫功能。根据猪的生长阶段不同合理调节其生理

代谢，促使其健康正常生长。

3.优化机体肠道生理状况

通常疾病破坏了肠道正常菌群结构，中药可以有

效缓解病理学相关的肠道菌群失调。中草药的“阴阳平

衡”理论一直以来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其调节功能与

辩证规律在中医方剂中普遍使用。西药治疗虽能有效的

抑制或杀灭许多致病菌，但会对机体肠道中的非致病菌

造成伤害，使得肠道功能失调，并影响机体的正常消化。

中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与成分亦可促进肠道益生菌的生

长，并为益生菌提供适宜的微环境，起到保护正常肠道

结构和保护非致病菌群的作用。栀子、黄柏、黄连、黄

芩组方抑制和杀灭大肠杆菌，同时还能保护有益菌种。

仔猪黄白痢使用中草药防治，除了注重了仔猪自身的生

理状况，还能抑菌、杀菌，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二、中草药对猪病的防治应用

1.中草药对猪病的预防

（1）补充营养物质

小猪是长骨肉阶段，怕冷，要做好保温，需要优质

易消化蛋白，经常多动才能使其更加健康。根据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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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治疗病菌株沙门氏菌、仔猪大肠杆菌致腹泻的实践

反复证明，白头翁、穿心莲及黄芪和三叶草通过煎、熬、

提取有效成分可以解决此问题。败酱草、板蓝根、连翘

配伍精制后对大肠杆菌k88菌毛抗原致病菌及O149有抗

菌作用。猪患病后，从外在特征就能准确判断，从而将

疾病扼杀在摇篮里，不至于造成大范围的传播。外在表

现通常为食欲下降，营养不良，进食量明显降低，生长

发育受到影响，康复缓慢。中草药经精制和科学配伍后，

相互扶助和拮抗能有效抗菌、消炎、具备药物与营养的

双重效应，解决食物消化和吸收能力疗效显著。

（2）提高免疫能力

中草药的抑制病毒或破坏病毒繁殖过程的某一环节，

所产生抗病毒的作用，在猪病防治中被广泛应用。中草

药对病毒的抑制间接的提升了猪的免疫力，槟榔与常山

的汁液对猪流感病毒有抑制作用。中草药活性成分混搭

在其饲料中互相发力相互作用提升猪的免疫力。马齿苋

茎叶促使猪对脂肪、糖类、蛋白质及微生物等营养元素

的吸收。既对应了疾病恢复的营养需求，又促成了猪的

生长发育，还增强猪对病原体的清除能力。

中猪是长瘦肉阶段，主要表现是长势变快，瘦肉率

明显提高，蛋白的增加使其长势加快。中草药对动物的保

健、治病的科学性、可靠性、促进免疫系统发育、增强其

免疫能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验证。山药、党参、丹

参、神曲、当归、白术、熟地、陈皮组成的方剂用来补气

养血。需要对猪的免疫功能进行双向调节可以使用清热解

毒的金银花、板蓝根、甘草，提高猪的免疫力。辩证反向

法也可以视其情况使用人参、何首乌、补骨脂。皂苷、黄

芪、当归、板蓝根中的多糖类物质对接种活疫苗后的猪仔

血清抗体起到一定的提高作用，助推疫苗发挥效能，延长

其作用与持续时间。部分中草药还能够对猪接种后的不良

反应、应激反应进行调节及缓解[2]。

（3）调节生理代谢

黄芩、白芍、板蓝根、甘草、党参、淡竹叶等中草

药配伍精制，具有抗热应激效果。生石膏、仙灵脾和山

药按比例配制能增强猪的生理应激能力；部分中草药能

够帮助病猪提高新陈代谢机能，从而使其抗病、免疫能

力得到提高。板蓝根、石膏等组方预防猪的季节性应激

综合症。科学精制的中草药也能增强甲状腺分泌，提高

猪的血红蛋白、钾离子水、血清钙离子，从而降低血浆

皮质醇含量，减少肾上腺分泌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饲

养实践中不断总结。

规模养殖防大于治，科学预防、高效管理，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

2.中草药对常见猪病治疗

在养殖过程中，猪的常见病很多。尤其，是支原体

肺炎、仔猪病毒性胃炎、流行性感冒、弓形虫病、附红

细胞、蓝耳病、蛔虫病、传染性胃肠炎等，如处治不当，

给养殖户造成极大经济损失。本研究对常见猪病的治疗

方式提出以下方法：

（1）营养代谢病

甘草、青皮、厚朴、苍术、枳壳、神曲、陈皮、麦

芽、山楂等有消坚、行滞、理气及促进肠胃活动的功效，

对积食等消化系统疾病有效。槟榔、六神曲、陈皮、黄

芩、青皮对猪的消食理气，清热通便，食欲减退，消化

不良有疗效。酸枣、夜交藤、茯苓、防风、党芪及麻黄

和甘草等研磨的药粉，对猪消化功能有疗效。添加2%的

刺五加浸膏在饲料中提高猪的健康率。连翘、金银花、

槐花及甘草和乌梅研粉后掺加于饲料中治疗猪内脏痛风。

确需猛药时，也可用六神曲、石膏、山楂、滑石、玄明

粉、麦芽等舒张猪胃的括约肌，排空积食。这些中草药

方剂的合理科学使用能有效降低猪的死亡率，达到预期

的防治效果[3]。

（2）细菌性疾病

中草药组方对猪的细菌性疾病疗效显著，白头翁、

秦皮、黄连、黄柏研粉掺加饲料中有抑制猪大肠杆菌作

用。小柴胡汤对猪肾肿能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黄芩煎

煮后，参杂饲料进行饲喂，可以有效增强猪的免疫力。

中草药生物碱、生物类黄酮、色素等有效活性成分具有

调节免疫力及促进生长的作用。还可以提升血液中淋巴

细胞数、血糖和血钙的含量，避免因采用抗生素、化学

合成药形成的残留影响人的健康。

（3）病毒性疾病

猪的流行性病毒性感冒用柴胡、大青叶、葛根、羌

活、天花粉、赤芍、黄芩组成的方剂。水煎煮黄芩、白

术、甘草、黄芪、猪苓、桂枝后掺加于饲料中，治疗猪传

染性支气管炎。金银花、连翘、牛蒡子、紫草、当归水煎

煮后结合病毒灵掺加于饲料中，对黏膜型猪痘有疗效[4]。

①仔猪病毒性胃炎

甘草、茯苓、泽泻、桂枝、党参、白术干姜（土

炒）治疗仔猪病毒性胃炎。党参、薏苡仁、炒扁豆、陈

皮、砂仁、白术、枯梗、茯苓、厚补、半夏曲、藿香、

黃连、甘草等组方对猪传染性胃肠炎有疗效。鲜大蒜去

皮，捣烂，加白酒2份，浸泡于密封容器内6小时后取出

治猪肠炎。木炭50克研末，分为2份每天早晚各喂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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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喂2天治猪腹泻。大米炒成黑焦状研成粉末拌于饲料

中每天早、晚各喂1次，连喂3天对猪消化不良有疗效。

仔猪白痢用干牛粪0.75千克，锻烧成灰过筛分成2份分

别掺入早晚的饲料中饲喂。蚯蚓适量焙干成末，与蜂蜜、

蓖麻叶、大葱共捣成泥敷于肛门治疗大便不通[5]。

②猪蓝耳病

石膏、知母、黄芩、栀子、生地、连翘、桔梗、赤

芍、玄参、黄连、丹皮、银花、大青叶、甘草便秘者加

大黄、芒硝组方有疗效。黄连、黄苓、板蓝根、陈皮、

六神曲、车前子、诃子，配以甘草调和诸药，再以乌梅

为药引治疗猪蓝耳病。

③猪感冒病

苏叶、乌梅、陈皮、甘草组方治疗猪感冒。流行性

病毒性感冒用葛根、赤芍、羌活、天花粉、黄芩、柴胡、

大青叶等组成的中草药方剂具有发散表邪，清瘟解毒作

用。陈皮、板蓝根、菊花、金银花、芦苇根、水芹菜根、

山楂、车前草、马齿苋、大蒜牙草等组方煮沸掺加放凉

后绿豆粉汤供猪饮用，驱除猪体内的邪气，清热解毒治

呕吐、下泻、感冒发烧，让健康猪饮用有助消化增强食

欲等作用。

（4）寄生虫疾病

槟榔、使君子、贯众在预防和治疗寄生虫病中效果

良好，也能驱除绦虫。白头翁、地榆、黄柏以及苍术和

乌梅研磨成粉后掺加在猪饲料中治猪球虫病[6]。

①猪蛔虫病

猪蛔虫病用使君子、大黄、乌梅、二丑、苦棟皮、

槟榔、鹤虱，芒硝、甘草等空腹喂服，间隔数天再给药。

②猪弓形虫病

用灭弓汤、常山、槟榔、柴胡、麻黄、甘草、桔梗。

常山、槟榔先用文火煮20分钟，再加入柴胡、桔梗、甘

草同煮15分钟最后放入麻黄煎5分钟去渣候温灌服，退

热杀虫[7]。

（5）其他疾病

支原体肺炎用板蓝根、麦冬、玉竹、天花粉、生石

膏沙参、麻黄、桔梗、连翘、金银花、甘草组方对猪支

原体肺炎有疗效。

仙鹤草、地锦和马齿苋能防治猪球虫病。连翘、穿

心莲、大青叶、鱼腥草具有抑菌、杀菌、杀虫的效果，

对猪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起到抑制效果。

三、中草药防治猪病讨论

1.中草药防治猪病展望

中草药指植物的根、茎、叶、皮、花、果实，动物

内脏，矿物质等，是中医传承主要部分。本研究只陈述

了中草药防治猪病的药理性，没具体对中草药的量化做

出规范。中草药处方中生、炒、炙、煅等指加工方式，

加工后药性变化很大[8]。中医是人们智慧与疾病作斗争

的经验和理论体系，中草药防治猪病不论是单独使用或

者是组方使用优点突出。中草药在猪病防治中涉及的食

疗方和调养方在实践中需要不断的辩证施治，不能盲目

照搬。中医中草药文化博大精深，伴随科技进步已经发

展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

当前，除了做好中草药在猪病防治中的理论研究而

外，主要还应推进中草药在猪病防治中的制剂型研究、

制剂质量标准研究、饲料中添加规范化和标准化研究。

确保理论与经验能经得起检验，从而使研究成果在猪病

的防治领域更趋完善与系统化[9]。

2.中草药防治药量与剂量探讨

中草药的发展与使用有其神秘性的一面，甚至赋予

了道家文化色彩。一味药的灵活与科学配伍及药剂量多

少能达到某种意想不到的疗效。在推进中草药防治猪病

的研究中，笔者也曾翻阅中医经典书籍，无论是教科书

还是经典的《伤寒论》就药方的剂量，用药都有一定的

范围。在对症运用过程中，用药的剂量更是阴阳互变，

千变万化，错综复杂[10]。剂量的控制和科学配伍，往往

需要辩证并遵循一定的哲学思想。

白术正常用量健脾止泻，大剂量使用益气通便。黄

芪在正常范围内用量利尿作用明显，增加用量后能升高

血压，30g以上出现抑制；但到了35g以上会降血压。薄

荷小剂量可以疏达肝木，加大用量后发散风热，清利头

目。附子是一味毒性极强的药，安全用量以6g为标准，

但通过辨证配伍将用量提升至40g，药效显著提升[11]。

中草药防治猪病的剂量在本门学科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取的成果和达到疗效并不伤害原体才是靓点研究。

3.中草药防治猪病的可持续性

中草药调整猪肠道菌群，不但起到缓解疾病的作用，

还能治疗各种疾病。中草药的提纯分析及现代制造流程

的科学应用，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部分西药的药效。目前，

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中草药组方对疾病进行干预。中草

药改善肠道菌群结构的作用及肠道菌群中特定微生物的

独特功能，肠道干细胞的调控作用，不但能预测肠道微

环境的肠道pH值变化，而且还能预测某些疾病。中草药

与动物机体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具有前瞻性，研

究中草药与动物机体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可能为其治疗

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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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生物多样性分析、中草药治疗动物疾病过程

中受疑难及复杂传染性疾病的困扰，需要发挥中草药的

优势就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就拿猪传染性胃炎与

猪流行性腹泻多呈现混合型感染趋势，从临床上很难区

别开来，俗称“冬季拉稀病”，用中草药组方每味药对应

症状解决这类混合型疾病尤为有利。中药的治疗作用与

肠道菌群数量上的变化、代谢产物的差异及功能上的变

化联系起来，准确地反映了中草药调整肠道菌群缓解某

些疾病的效能[12]。

综上所述，中草药科学合理运用，在猪的规模化养

殖中能起到良好防治效果，也为猪病防治开拓了一条新

的思路。中草药科学合理治疗猪病，对猪免疫力提高、

病原微生物预防、代谢调节、营养补充及养殖效益能够

起到非常好的保障作用。解决了粪便对环境的影响及食

品残留问题。除了这些，我们还要加强饲养管理，在学

习和了解配方的同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行理论

总结，为养殖户带来收益，也是多措并举，解决“三

农”问题与振兴乡村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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