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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猪流行性腹泻是由流行性腹泻病毒引起的一种消化道疾病，同时具有传染性。该病的主要病症体现在呕吐、腹泻、脱水等方面，同

时该病症针对的重症群体具有极高的死亡率，且病症的发病时间没有限制，一年四季都会爆发，猪的感染也没有限制，不同年龄阶段的猪

都会感染。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其防治工作开展的难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大面积的流行性腹泻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畜牧行业发展。这也

说明，针对猪流行性腹泻的防治工作依然需要不断的探索。本文从猪流行性腹泻的流行病学分析开始，对病毒的传播进行分析，并结合我

国的养殖现状对发病原因进行分析，然后结合该病症的临床表现以及发病原因进行相应的防治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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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首次出现时间为 20 世纪七十年代，在英

格兰的一个农场出现了该病症，最后传播到德、法、日、韩等国家，

直到在我国上海出现群体性的仔猪肠胃炎，目前我国的多个省市以

及自治区都出现过该病症，该病症也成了影响我国养猪产业的一个

重要疾病。而且该病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区域也有着不同表现，在欧

洲国家的养猪产业中，该病症多为轻症，且感染较多的猪群一般生

长年龄相较于亚洲的要高一些；在亚洲地区，该病症设计的群体多

为仔猪，且病症带来的传播效果高，仔猪感染之后的死亡率高，进

而造成更加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我国需要更加

科学有效的手段来对病毒感染进行防治，进一步的确保我国养猪产

业的顺利发展。 

一．流行病学分析 

猪的流行性腹泻病毒的传播和猪的年龄分段关系并不高，病毒

一旦出现并催生了相应的病症，该病症就会在整个猪群中传播开

来，且病毒症状最为严重的群体为哺乳仔猪[1]。该病症的主要传染

源为病毒携带的猪群以及患病猪群，而且，病毒在生猪身体的主要

存在组织为消化系统，具体为长绒毛上皮组织以及内部的肠系膜淋

巴结，而且病毒的离体方式一般为通过患病组织排泄，也因此会对

猪群的周边环境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健康猪的感染风险增高。此外

病毒还会通过母猪的乳汁、呼吸道以及肌肉注射等途径传播，尽管

类似乳汁这一类的病毒携带比较少，但是也是猪群感染以及死亡的

主要原因之一。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为单股正链 RNA 病毒，主要表现出来的形

状为圆形，病毒的主要存在组织为猪的消化系统，这也是病毒对猪

群进行感染的主要途径。不过该病毒对环境的耐受能力很低，一般

普通的消毒剂就可以对其进行杀灭，如果病毒暴露在阳光下并进行

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左右的太阳光照射就会失活，同时，猪流行性

腹泻病毒对高温的耐受能力也很低，在 65 度的温度下对其进行加

热，十分钟病毒就会失活。与此相对应的，病毒对于低温环境有着

良好的耐受能力，在 4 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中，病毒依然可以长时间

地时间地保持其感染性。因为病毒主要是依赖消化道传播，同时重

症群体集中在仔猪，结合病毒本身的环境耐受能力，一般发病率较

高的时间段为春季和冬季。 

二．发病原因分析 

2.1 饲喂管理不当 

首先是养殖户对猪群的饲养管理问题，部分养殖户在饲料选择

上面没有进行仔细斟酌，没有根据生猪的具体生长情况进行合理的

饲料喂养以及将过期、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饲料和正常的放在一起提

供给了猪群。在营养物质缺乏或者是饲料本身携带多种外部病菌的

情况下，生猪的免疫能力以及自身抵抗外部病毒的能力就会下降，

进而在面对病原菌的侵袭的时候，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从而造成

严重的病毒感染。同时在猪群出现病症的时候，养殖户没有进行合

理的病症咨询以及兽医访问，盲目的使用抗生素，不仅会造成病菌

的耐药性增强，同时还会导致部分病菌出现变异的情况，进一步地

增加了猪群病症治愈难度，也对生猪本身的免疫程序造成了打击，

进而对养殖场造成更大的损失。 

2.2 养殖管理不当 

生猪的养殖过程中，养殖管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针对生

猪养殖环境的管理更是重中之重，这一部分包含了卫生环境管理、

养殖密度管理、环境湿度管理、环境气体管理等[2]。部分养殖场的

卫生环境管理严重不达标，这也就造成了生猪生存环境恶劣，粪便

清理不到位，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同时长时间的污染物堆积会产生

有害气体进一步地对猪群产生威胁。再者，部分养殖户为了尽可能

地节约场地，导致猪群的饲养密度过高，这就增加了生猪遭受外界

刺激的风险，而且过于密集的饲养会使得养殖场的清洁、饲料的投

放等工作开展起来比较麻烦，不利于生存环境的维护。其次，环境

湿度作为养殖环境管理的一个重点，也是影响生猪健康生存的一个

重要因素，环境湿度过高就会导致各种病菌的滋生，进而对生猪的

健康生存产生威胁。这些养殖环境带来的不良应激反应还会对生猪

的免疫程序造成威胁，影响疫苗的免疫应答，进而导致病毒免疫失

败，出现感染死亡等现象。 

2.3 疾病重视程度不足 

在实际的生猪养殖过程中，部分的养殖户依然延续了传统的养

殖习惯，在对生猪的疾病进行预防管理的时候重视的程度不够。对

猪流行性腹泻这一类的疾病不够重视，也就导致没有针对该疾病进

行定期的免疫预防，不能够保证猪群的免疫接种。这也就导致了在

面对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入侵的时候，部分猪群体内并没有相应的抗

体，进而免疫系统无法及时地处理病毒，从而出现大面积的病毒感

染，使得病症对生猪的健康造成损害。而仔猪作为该病毒的重症群

体，在接种了相应疫苗之后仍然会出现腹泻情况，而养殖人员并没

有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相应的免疫分析，对仔猪的情况没有给予足够

的重视，进而使得该疾病达到乃以控制的地步，仔猪的死亡率也出

现的增高。以上养殖户对猪流行性腹泻的不重视，会使得猪群的生

长受到威胁，进而影响养殖场的养殖收入，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利益

损失，严重情况还有可能直接地威胁到养殖场以及周围片区猪群的

健康，造成大面积的病毒感染，出现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临床症状分析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具有一定的潜伏期，潜伏期的长短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期限，针对不同的生猪个体，潜伏期都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就一般情况来看，猪流行性腹泻的潜伏期通常比较短。在一般情况

下，新生仔猪的病毒潜伏期一般为 24 小时到 36 小时左右，而育肥

猪的病毒潜伏期通常为五点到八天这个范围内。而且病症的感染方

式也对潜伏期有一定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自然感染的病症潜伏期会

长一些。 

针对不同生长阶段的生猪，病毒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有着不同的

临床反应。哺乳期仔猪的病毒感染症状一般比较严重，主要的症状

为腹泻且呈水样，同时其分辨的颜色多呈现为灰色以及黄色，而且

仔猪还会出现明显的呕吐症状，与此伴随而来的就是比较严重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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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济同时还会出现强烈的食欲下降情况，情况严重的甚至是完全

拒绝进食，在没有及时得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该群体的死亡率要

明显高区其他患病群体。针对一周岁以内的仔猪病毒感染来看，这

一阶段的患病时间一般维持在二至四天这个范围内。 

随着仔猪生长阶段的攀升，猪只的病症情况也会出现明显的缓

解，断奶的仔猪、育肥猪以及母猪在感染该病毒之后，病症的临床

表现一般集中在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腹泻这三个主要症状表现中，

同时患病之后一周以内基本都能够康复，不过少数的猪只在感染病

毒之后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临床反应，部分猪只的发育还会受到影

响，依然会出现一定的死亡病例。如果是成年的猪只感染流行性腹

泻病毒的话，通常的临床病症一般表现为呕吐、食欲下降以及精神

不济等，病程相较于母猪群体要短一到两天左右，一般维持在 4 到

5 天的范围内。 

四．防治措施分析 

4.1 防治技术 

4.1.1 合理湿度控制 

针对猪流行性腹泻病症预防的工作开展，加强对猪只生长环境

的湿度控制是一项必要性工作。环境湿度是影响养殖环境的一个重

要因素，也是维持猪只健康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养殖人员

需要根据养殖场所处的地理环境进行合理的湿度控制，例如可以利

用煤炭灰、草木灰等进行环境湿度控制，也可以在猪只的活动区域

铺设干稻草，确保猪舍的湿度不会超过猪只的健康生活范围。 

4.1.2 饲养管理加强 

饲养管理加强，需要通过合理且科学的饲养手段对生猪的生长

环境进行管理，也是帮助预防流行性腹泻的主要手段之一。良好的

生长环境是保障生猪健康成长的前提，首先是对饲料喂养的管理，

需要结合生猪的生长阶段进行合理健康的饲料选择，确保猪只生长

的营养需求得到满足，也能够提高猪只的免疫能力和病毒抵抗能

力，同时要确保饲料的新鲜程度，避免变质饲料对猪只的健康造成

威胁，也降低了流行性腹泻病毒感染的风险。其次就是猪舍的环境，

除了湿度控制，还需要对猪舍的空气新鲜程度以及温度进行控制，

需要保证猪舍的通风，确保猪舍能够得到充足的新鲜空气供给。同

时要及时的对猪舍进行清洁，保证环境干燥，这样也能够有效地抑

制细菌的生长，进一步确保了猪只生长环境的安全。最后就是利用

照明以及温控设备，对猪舍的环境温度进行控制，在面临极端天气

的时候能够及时地及时地控制猪舍温度，进而降低外界的环境温度

变化等对猪舍的影响，从而减少对猪只生长的影响。 

4.1.3 消毒工作加强 

针对流行性腹泻病毒的防治而言，消毒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作

为切断病毒传播的最直接手段，消毒可以有效地有效地对病毒进行

预防。养殖场针对消毒需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消毒制度，将消毒工作

作为一个日常性且必要性的工作，合理地安排阶段性的消毒，同时

需要将消毒工作安排到养殖的各个环节中去，确保养殖场的全面消

毒。首先就是消毒的范围，需要涵盖整个养殖场，因为养殖场的不

同区域之间都会有连接，如果只是单纯地对猪舍进行消毒，那么病

毒还是会通过其他区域传递到猪舍，这个范围要包括工作人员的生

活区、进入养殖场的外部车辆以及相应的人员及其携带的物品。其

次就是消毒的科学性保证，不仅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的种类也

要定期进行更换，避免长期使用同一款消毒剂，病菌出现抗药性。

最后就是针对病死猪的处理，此时需要进行全面的消毒，同时要对

病死猪进行合理的无害化处理，避免其造成进一步的病毒危害。 

4.1.4 疫苗预防工作 

对流行性腹泻病毒进行预防的时候，疫苗接种是开展工作的重

要阶段。疫苗接种可以在母猪分娩前五十天左右和分娩之后的二十

五天左右分别进行接种，以此来确保母猪的乳汁中含有足量的抗

体，进而确保新生仔猪的抗体含量能够有效地预防病毒入侵。同时，

养殖管理的时候，疫苗接种不及时可能会出现混合感染的情况，因

此为了确保疫苗接种工作的顺利展开，可以进行多种疫苗的联合接

种，不仅能够对流行性腹泻进行预防，同时也能避免其他并发症或

者是混合感染病毒对猪只的侵害。 

4.2 治疗技术 

4.2.1 康复血清治疗 

康复血清治疗主要是采用病愈并且完全康复的母猪血清，并且

康复的时间需要超过十天，康复血清针对仔猪的治疗具有较为良好

的效果，也是通过科学的手段有效地控制仔猪患病之后的死亡率。

血清的采集需要严格管理环境，温度控制在 56 摄氏度，环境要保

证无菌，同时要进行相应的灭活处理，血清治疗针对仔猪的日龄有

不同的治疗方式，一般新生仔猪采取的是灌服方式，而成长了一段

时间的仔猪就可以利用肌肉注射的方式进行治疗。 

4.2.2 辅助治疗 

在进行药剂注射、血清注射的时候，患病猪只可能会出现严重

的脱水等直接威胁到其生命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相应的辅

助治疗手段对患病猪只的情况进行稳定平衡。例如，个别的猪只出

现严重脱水情况的时候，可以合理地合理地进行葡萄糖溶液补充，

为其提供一定的能量，确保其身体机能正常运转，同时在开展治疗

的时候还需要及时的补充酸碱平衡营养液，避免猪只体内的酸碱度

失衡。 

4.2.3 隔离消毒法 

隔离消毒工作是避免过度传播的一个主要措施。例如，针对新

生仔猪的隔离工作，需要将产房内的感染仔猪进行隔离，同时对原

感染区域进行全方位的消毒，进而避免交叉感染。同时患病猪的护

理设备以及相应的药剂管理等都需要进行分开管理，即使是多只生

猪都出现了感染症状，也不能将生猪的药剂等物品进行混用，需要

严格分开管理。在进出猪舍的时候，也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

消毒，避免由于外来因素对猪群病毒感染造成影响，也避免不同猪

舍之间的交叉感染，防止病毒进一步的扩散。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猪流行性腹泻作为一种高接触性传染性疾病，它是

目前我国养猪产业中常见的一种疾病，也是威胁养猪产业顺利发展

的一个重要疾病。笔者针对该病症的特性进行分析，并结合其病症

传播途径等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当前的养殖户养猪情况对病症的发

病原因进行了有效分析，然后对综合防治的措施进行了相应的阐

述。旨在说明猪流行性腹泻防治工作展开的必要性同时，进行几点

防治方案的提出，进而确保仔猪正常生长的同时，有效地降低病症

带来的养殖威胁，进而促进养猪产业的顺利发展，保证生猪养殖工

作的效益以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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