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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健康养殖及常见病的防治

王  伟

定州市农业农村局动物防疫监督总站，河北保定  073000

猪肉是我国必不可少的一种肉类食品，不仅味道鲜

美，同时富含油脂，深受消费者喜爱，其发展潜力巨大，

发展空间极为广阔。要想保证生猪养殖业良好的经济效

益及社会效益，就必须采取科学的养殖技术，做好常见

病的防治工作，以保障猪群健康生长。

1  健康养殖技术

1.1  饲养管理技术

1.1.1  坚持全进全出

在生猪养殖中，多点生产技术就是将一条龙式生产

工艺划分为三点饲养或者四点饲养方式，需保证各个区

域相互独立并具备足够的距离，防止其相互交叉，各个

阶段的猪群需严格落实全进全出的饲养管理制度，同时

做好相关清洗消毒工作，将可能存在的传染链条彻底切

断。这种方式对当前较为严重的疫病控制效果极为明显。

产房母猪及断奶仔猪必须严格坚持全进全出，严格

计划配种并采取小单元栏舍产仔方式，将各个单元产仔

数量控制在11～15头，注意将前后间隔时间控制在5～7

日，接着统一转入至保育舍内饲养，将空栏退出后需注

意彻底清洗并消毒，栏舍空置 5 ～ 6 日后方可转入下批

待产母猪。

对于保育仔猪，需对保育舍做好小单元设计工作，

确保保育舍内饲养条件与产房相一致并对其逐步过渡。

在过渡期内，需对转入的仔猪强化保温，尽可能采取与

产房相一致的饲料以及饲喂频率，坚持少量多次。在过

渡期结束后，采取自由采食方式，待保育 35 ～ 40 日保

育猪体重超过 30kg 后，即可将其转出至育肥舍内饲养。

1.1.2  分阶段饲养

为确保猪只健康生长，在猪群各个生长阶段必须为

其提供所必需的营养，要想提升猪只机体对环境应激及

疾病的抵抗力，获取品质优良的产品，提升养猪综合效

益，就必须为其提供高品质的全价饲料。在日常养殖中，

可将育肥猪养殖划分为育肥前期及育肥后期 2 个阶段，

母猪养殖划分为空怀妊娠前期、妊娠后期、哺乳期 3 个

阶段，将哺乳仔猪养殖划分为引料期及补料期2个阶段，

将断奶仔猪养殖划分为断奶过渡期及保育期 2 个阶段，

在生猪各个生长阶段需为其提供不同的日粮。

1.1.3  早期断奶技术

在仔猪 38 日龄时，需为其断奶。早期断奶关键技术

为：在确定断奶日龄后，在生产中需避免出现已超过断

奶天数的仔猪进入培育区的现象。需结合养殖场实际情

况确定科学的断奶日龄，断奶日龄每提前一日，对营养

及管理要求就越高。

需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以减少致病性病原的

引入。还需严格控制培养舍内温度、通风以及卫生等小

环境。需为断奶仔猪提供适口性良好、易消化吸收的优

质饲料。

1.1.4  控制猪舍小环境条件

针对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猪群，需为其提供针对性

的猪舍环境条件。需结合季节的不同，针对性地做好猪

舍通风、降温、保暖等各项工作，为猪群提供最适宜生

长发育的湿度、温度以及气流环境。需注意，母猪及大

猪对高温较为敏感，而小猪对低温较为敏感。另外，若

通风不佳极容易诱发多种呼吸道疾病，需对其加强重视。

1.2  构建养殖卫生体系

在生猪养殖中，需坚持“养防结合、防重于治”这

一基本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防疫程序，

严格落实消毒及防疫工作。需定期为猪群检测抗体水平。

另外，还需减少抗生素药物的用量，对疾病早期预防工

作加强重视。为避免细菌感染，除为仔猪提供满足卫生

标准的饲料为，禁止对其采取断齿或者断尾等，通过避

免创伤性措施以降低疾病感染概率。

1.2.1  早期预防及保健用药

在猪病控制中，免疫注射、预防保健以及生物安全

时三大要素，其中预防保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后备母猪保健：后备母猪保健的主要目的即预防

细菌性疾病或病毒性疾病，控制呼吸道疾病。将后备母

【摘要】本文就生猪健康养殖技术进行了具体介绍，分析了几种常见疾病的特点及治疗措施，希望能够为我国养猪产业

提供参考及借鉴，保障猪群健康成长，提高养殖户经济效益。

【关键词】生猪；健康养殖；疾病；治疗

【中图分类号】S828.4;S858.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325/j.issn.1672- 5336.2022.14.027



农业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81

猪体内的病原菌清除，从而对其体内病毒数量及活性有

效抑制，采取药物净化猪场内的常见病。提升后备母猪

机体免疫力，促进其发情，以提升配种率；(2)母猪保健：

母猪保健即需要清除母猪体内毒素，提升其机体免疫力，

对各种疫病有效预防，以防止疫病通过胎盘垂直传播给

胎儿；(3) 空怀母猪及断奶母猪：可将适量土霉素等抗生

素药物添加至母猪饲料内；(4) 妊娠母猪：需预防附红细

胞感染及衣原体感染，防止因圆环病毒病或者蓝耳病等

引发的母猪繁殖障碍 [1]。在母猪妊娠前期及后期，可将

适量抗生素药物、维生素 E、亚硒酸钠等添加至饲料内；

(5) 种公猪保健：结合猪场以及季节特点，每月或者每间

隔一段时间投药 1 次，可采取呼诺芬或者土霉素预混剂

等抗生素；(6) 哺乳仔猪：哺乳仔猪保健的主要目的即预

防腹泻性疾病，提升仔猪体质，保证仔猪成活率。另外，

还需预防病毒性疾病；(7) 驱虫：需定期驱除猪只体内外

寄生虫，同时对环境清洁卫生加强重视，强化粪便管理

以防再次感染。

1.2.2  免疫程序的制定及实施

为切实提升养殖经济效益，针对某些传染病，必须

树立“防重于治”的观念。计划性地为猪群免疫接种可

防患于未然。在接种前，必须对猪只健康状况全面了解

并仔细检查，逐瓶检查疫苗，在免疫接种结束后，需对

猪群可能发生的应激反应加强重视。若同时为猪只接种 2

种以上的疫苗，必须对疫苗间的相互影响重点考虑。

(1) 免疫程序：后备公母猪：对后备公母猪引进式选

留，首先对其隔离观察，同时注射 4 头份的猪瘟疫苗，

连续投喂 1 周 200g/t 的复方敌菌净，待猪只体重超过

60kg 时为其免疫，免疫注射间隔需达到 7 日及以上。一

般需注射伪狂犬病灭活苗、细小病毒灭活苗、猪三联苗、

五号病高效浓缩苗。在母猪妊娠 90 日，需接种红黄痢二

联苗，并于 104 日二免；(2) 仔猪：如猪场一年内曾出现

过猪瘟或者正在发生猪瘟，需为猪群进行猪瘟超免，一

般为初生仔猪在吃初乳 1 ～ 2h 后接种 1 ～ 2 头份猪瘟疫

苗；在仔猪 2 日龄时滴鼻接种伪狂犬病苗；在仔猪 13 日

龄时接种链球菌苗；在仔猪 21 日龄时接种二头份猪瘟疫

苗；在仔猪 50 ～ 60 日龄时接种 2 头份猪瘟疫苗及 1 头

份十三联苗；在仔猪 70 日龄时进行五号病初免，于 100

日龄时进行五号病二免。

1.2.3  早期检测及诊断

需对疾病早期预防工作加强重视，在临床诊断基础

之上采取实验室诊断措施，以强化疾病监测，结合监测

结果采取及时准确的反应。按照胎次抽查成年母猪，对

公猪进行全检，每 4 周为一个年龄段为生长育肥猪进行

全段抽查同时做好记录工作。做好猪场部分清群工作，

将传染病的传播链条彻底阻断，每年可部分清群1～2次。

在每次清群结束后，每天于清群后 1 日、清群后 13 日、

清群后 14 日采用 3种不同的消毒药消毒，以清除病菌。

1.2.4  猪群淘汰

针对已丧失种用价值的猪及失去饲养价值的残次猪，

需及时对其淘汰，以减少饲料、药物及人工开支，减少

疫病传播。

1.3  构建养殖饲料生产体系

1.3.1  养殖营养配制技术

营养状况会对猪只免疫能力造成直接影响，养殖户

可采取营养途径对猪群各种疾病的暴发有效预防。若日

粮内营养能够满足猪只需求，其机体处于生理稳态，此

时猪只处于最佳的免疫状态，这样可有效提升其对疾病

的抵抗力。在使用全价日粮时，需结合猪只生理阶段的

不同、营养需求的不同针对性地制定饲料配方，对日粮

内能量合理配制，提升蛋白质水平，强化氨基酸利用效率，

以减少粪尿内氮元素的排泄 [2]。

1.3.2  使用无公害饲料添加剂

饲料添加剂严禁使用抗生素或者激素，不得为猪群

喂食“瘦肉精”，需对高锌、高铜等生长促进剂的添加

量严格控制。需注意，30kg 以下的猪只，饲料内铜元素

的含量需低于 250mg/kg，30 ～ 60kg 的猪只饲料内铜元

素含量需低于 150mg/kg。另外，严禁饲用抗生素，并不

代表绝对不得使用抗生素，而是在疾病治疗时，可在兽

医处方内使用抗生素。

1.4  构建生物安全体系

1.4.1  养殖场科学选址及规划

需结合当地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场需

求量、周边环境以及管理水平等综合确定养殖场地址及

规模。在新建猪场时必须对其开展环境评估，避免猪场及

周边环境相互污染。在猪场选址时，必须结合当地土地利

用发展需求，选择地势高燥、交通便利、背风向阳、水源

充足、防疫条件良好的区域。在建设养殖场时，需严格划

分生产区、管理区以及隔离区 3 个不同的功能区并对其

科学分布，确保各个功能区之间界限分明，保证其间距

超过 50m，在各功能区周边设置围墙或者防疫隔离带。

结合养殖情况确定猪舍建筑面积，一般商品育肥猪

需 1.0m2/ 头的面积，按照每头猪 0.1m2 计算其他辅助建

设面积。采取砖混结构或者轻钢结构建设猪舍，猪舍需

配备窗户或采取半开敞式，猪舍净高需超过 2.5m，长度

一般为 60 ～ 85m，跨度通常为 9 ～ 15m。需对猪舍地面

硬化，确保地面硬实便于冲刷。在猪场设置绿化隔离带，

在大门入口处设置消毒池，生产区入口除设置人员更衣

及沐浴池，猪舍入口位置还需设立消毒池。隔离区内还

需配备隔离猪舍以及兽医室，设置无害化处理设施以及

粪尿污水处理设施，确保场区内绿化覆盖面积超过 30%。

1.4.2 猪场防疫及消毒

在各种工具使用后需注意及时将附着物清除，待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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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干净后结合器具性质及用途采取适宜的方式消毒 [3]。

在仔猪断脐、断尾或者阉割后，需采用 2% ～ 5% 碘

酊对手术部位消毒。对于仔猪，每周需进行一次带猪消毒。

每周需对走道、过道、售猪台等进行一次消毒。场

内员工在进出生产区域时，必须提前更换工作服同时做

好洗手消毒工作。需采取紫外线对工作服消毒，对外来

人员严格控制。

1.4.3  环境控制

猪为恒温动物，其体温一般为 39℃。应将产仔舍温

度控制在 20℃～ 29℃，为仔猪活动区域局部供热。新生

仔猪适宜的环境温度为 30℃～ 34℃，之后每日将温度降

低 0.5℃；保育舍主要饲养 7 ～ 11 周龄后的仔猪，舍内

温度以 21℃～ 27℃较适宜；育肥猪舍以及妊娠猪舍温度

以 10℃～ 29℃较为适宜；配种舍温度以 13℃～ 29℃较

为适宜。在秋冬季节，需对温度控制加强重视，为猪群

提供适宜的温度。另外，猪群适宜在 50% ～ 85% 的相对

湿度内生存，养殖户需严格把控。

2  常见病治疗

2.1  仔猪黄痢

仔猪黄痢又被称为早发性大肠杆菌病，其病原为特

定血清型大肠杆菌，是仔猪常见的一种急性肠道疾病。

其主要症状为：1 ～ 7 日仔猪粪便为黄灰色稀水样，40

日龄后无明显拉黄痢现象。对病死猪剖检，可见其存在

败血症以及胃肠炎病变，部分病猪无明显病变。成年猪

及育肥猪发病率极低，在产仔期，常见多窝仔猪发病，

单窝发病率甚至可以达到 100%，仔猪黄痢的致死率一般

为 30%。猪舍卫生不佳、饲料成分过于单一、母猪感染、

乳汁浓度过高等是仔猪黄痢的诱因，患病仔猪常不停饮

水，但是仍然存在脱水症状。

在仔猪发病时，需立即为整窝猪崽给药，较为常见

的治疗药物为痢特灵、氯霉素、磺胺甲基嘧啶等，同时

为仔猪补充维生素 C、维生素 B及维生素 B12。

2.2  猪水肿病

猪水肿病又被称为猪大肠杆菌毒血症，其病原为病

原性大肠杆菌，是一种急性、致死性疾病，主要高发于

断奶仔猪，体格健壮、生长发育快的仔猪发病率更高，

瘦小仔猪发病率较低。饲料成分过于单一、突然转变饲

养方式、饮水污染等是猪水肿病发生的主要诱因，患病

猪只主要变现为精神萎靡、食欲不佳、呻吟抽搐、行走

不稳、眼睑水肿等。

针对患病猪只，常见治疗方式即采取人工盐缓泻，

以促进猪只肠胃运动，帮助其排尿、消除水肿病缓解症状。

2.3  仔猪副伤寒

仔猪副伤寒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仔猪疫病，其病理

典型，急性型特征为败血症变化，而慢性型特征为弥漫

性纤维素性坏死性肠炎。此病无明显季节性特点，多发

生于雨季，30～ 120日龄仔猪发病率较高。仔猪发病后，

其体温迅速升高，精神萎靡，同时伴随有呼吸障碍的症状；

靠近心脏部位皮肤颜色为红紫色。病猪腹泻不断，粪便

呈黄绿色或者灰白色，存在恶臭气味；病猪被毛杂乱，

不断尖叫，持续弯腰。对病死猪剖检，可见其浆膜及黏

膜淤血现象突出，内脏器官存在实质性损伤，特别是淋

巴结存在明显的出血现象，肾脏、脾脏、肝脏增生变大，

肝脏甚至发生坏死，肠壁厚度增加，表现为麦麸样伪膜 [4]。

针对仔猪副伤寒病，一般采取防疫加抗菌消炎治疗，

可利用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痢菌净治疗。

2.4  仔猪白痢

仔猪白痢多发生于哺乳期仔猪，母猪繁育期较为常

见，该病病死率不高，一旦发生会对仔猪的生长发育造

成严重影响。仔猪白痢病因较为复杂，一般是由迟发性

大肠杆菌导致仔猪肠道菌群失调而引起，常造成胃肠道

内大肠杆菌的滋生，仔猪白痢高发于10～ 30日龄仔猪，

7 日龄内及超过 30 日龄的仔猪发病率极低。仔猪白痢的

发生无明显季节特点，但是在冬春交替季节发病率较高，

特别容易发生于阴暗寒冷的猪舍。猪只发病后，主要表

现为迅速腹泻，粪便呈浆状或者糊状，颜色为白色或者

灰白色，存在恶臭气味。病猪精神萎靡、畏寒怕冷、食

欲不佳，有时存在吐奶症状。若持续发作，仔猪身体僵硬、

排便失禁。对病死猪尸体剖检，可见其胃黏膜水肿，存

在充血症状。肠内容物颜色为灰白色，同时散发出恶臭

气味。肠壁出现退行性病变，同时伴随有出血脱落症状，

肠系膜淋巴结明显肿大。

仔猪白痢可采取以下方式治疗：（1）采用链霉素、

安普霉素等抗菌药物治疗；（2）采用小苏打及食母生促

进消化；（3）及时为病猪补充葡萄糖生理盐水。

3  结束语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养殖户必须掌握科学的饲养管

理技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猪只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养

殖经济效益。同时针对生猪各种疫病，要想对其有效预防，

就必须对各项防疫措施加强重视，严格落实养殖场内卫

生防控工作，以推进生猪养殖业实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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