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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母猪生产力 、仔猪成活率和栏舍利用率 ,

养猪生产中常常对仔猪实行早期断奶 ,以增加养猪

的效益。养猪业利润的高低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断

奶仔猪对疾病爆发与生产停滞的控制成功与否。然

而 ,由于受环境 、营养等应激因素的影响 ,仔猪早期

断奶后常表现食欲差 、消化功能紊乱 、腹泻 、生长迟

滞 、饲料利用率低等断奶综合症。为此 ,结合生产实

际 ,主要介绍仔猪营养应激的防治措施 。

1　早期断奶仔猪的营养应激反应

1.1　食欲减退 、采食量下降

断奶前的哺乳仔猪 ,其营养全部或部分由母乳

提供 。断奶后 ,仔猪采食母乳中的易消化吸收的酪

蛋白被消化率较低的植物蛋白代替。另外 ,饲料中

还含有几乎不能被仔猪消化利用的粗纤维 ,从而导

致断奶仔猪采食量和饲料利用率低 ,消化不良 、引起

腹泻。一般断奶后 7 d ,仔猪采食量每周只有 1.5 kg

左右 ,体重几乎不增加。

1.2　抗体水平变化快 ,免疫力差

新生仔猪没有免疫能力 ,主要靠从初乳中吸收

的免疫球蛋白 ,获得被动免疫 。从初乳中获得的被

动免疫水平至 7日龄时达到高峰 ,在以后的 3 周内

很快下降;而主动免疫要在 4 ～ 5周才开始起作用 。

另外 ,早期断奶仔猪应激会降低循环抗体水平 ,抑制

细胞免疫能力。因此 ,断奶后 10 ～ 18日龄的仔猪恰

好处于一生中免疫的最低水平 ,此时仔猪对病原的

抵抗力极差 ,很容易出现腹泻 。

1.3　消化系统的应激反应

1.3.1　肠黏膜的应激变化　仔猪断奶后 ,其采食的

液体食物改变成固体饲料 ,在干物质的磨损作用下 ,

仔猪小肠黏膜萎缩 , 绒毛变短 ,隐窝加深[ 1] 。据报

道 ,豆粕对小肠黏膜的损伤最严重 ,玉米-豆粕混合

型次之 ,而乳蛋白最轻 。另外 ,断奶后仔猪持续摄入

低能量日粮也是造成黏膜损伤的主要因素 ,这种肠

黏膜变化将持续 7 ～ 14 d ,严重影响仔猪消化过程中

的分泌和吸收能力 。

1.3.2　肠道微生物菌群变化　主要表现:断奶仔猪

肠内乳酸杆菌数量呈线性降低的趋势 ,而大肠杆菌

数量呈线性增加的趋势 。

1.3.3　消化道酸碱度变化　健康成年猪胃内 pH

值为 2 ～ 3.5 , 正是胃蛋白酶作用的最佳酸度范

围
[ 2]
。仔猪断奶前主要通过母乳中的乳糖发酵来维

持胃内酸度 ,断奶后由于乳糖的降低 ,又不能分泌胃

酸 ,使仔猪胃内的总酸度降低 ,pH 值升高 。早期断

奶后第 2 天仔猪胃内的 pH 值比哺乳仔猪的升高

43.5%;早期断奶第六天 ,仔猪胃内的 pH 值可高达

8.03 ,然后逐渐回落 。这种酸度变化导致早期断奶

仔猪消化道功能紊乱 ,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降低 ,造

成蛋白质在胃内腐败 ,从而给病原菌大量繁殖提供

较为适宜的环境 ,最终导致炎症 、腹泻和其他疾病的

发生。生产实际中 ,仔猪断奶 5 ～ 7 d 为腹泻高峰

期 ,这与其胃肠道菌群和 pH 值变化规律相一致 。

1.3.4　胃肠道消化酶分泌量受限 ,活性降低　由于

仔猪断奶后胃肠道 pH 值升高 ,胃蛋白酶 、胰蛋白

酶 、胰淀粉酶和靡蛋白酶等酶类难以被激活 ,活性显

著下降[ 5] 。因此 ,早期断奶仔猪在断奶后 2周内对

可溶性淀粉的消化利用有限 ,对不溶性淀粉则很难

消化;同时导致仔猪常不能适应以植物为主的饲料 ,

这也是仔猪断奶后 1 ～ 2周经常发生消化不良 、生长

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

1.4　早期断奶仔猪日粮蛋白质的抗原作用和腐败

作用

据报道 ,大豆中的大豆球蛋白 ,豆粕中的聚球蛋

白 、球蛋白和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复合物是仔猪肠

·110·

2007年第 9期
DOI :10.15933/j.cnki .1004-3268.2007.09.032



道发生免疫反应的主要抗原物质 ,饲喂断奶仔猪可

引起迟发性过敏反应
[ 3]
。仔猪抗原过敏后肠绒毛大

量剥落 ,降低了消化吸收面积 ,从而导致腹泻 。早期

断奶仔猪对蛋白质的消化能力差 ,摄入的饲料蛋白

质过多地涌入大肠 ,在细菌的作用下发生腐败;随着

腐败产物的增加从而对结肠亦产生损伤作用 ,导致

结肠对水和电解质的吸收功能受到影响 ,引起仔猪

发生腹泻 。一旦仔猪对大豆蛋白产生系统性耐受 ,

仔猪生长立即恢复 ,而且深加工的大豆蛋白可减少

过敏反应 。

2　早期断奶仔猪营养性应激的防治措施

2.1　改善断奶仔猪胃肠道微生态环境

2.1.1　应用微生物制剂(益生素)　在日粮中添加

有益菌 ,抑制肠道有害菌群 ,从而加快有益菌群的增

殖 ,形成优势的有益菌群 ,中和肠内毒素 ,对预防细

菌性腹泻有良好效果 。目前使用较多的有乳杆菌 、

芽胞杆菌 、链球菌和酵母菌等 。

2.1.2　应用低聚糖(寡聚糖)　主要包括甘露寡糖 、

果聚寡糖 、β -葡聚寡糖等 ,不仅具有调节动物体内

微生态平衡的作用 ,而且具有预防仔猪疾病和促进

仔猪生长的作用[ 6] 。目前 ,许多猪场给哺乳仔猪口

服微生态制剂 ,并配合肌注免疫球蛋白 ,达到了有效

防病和提高仔猪成活率的目的 。

2.2　降低断奶仔猪胃肠道 pH 值

日粮酸化是克服早期断奶应激综合症的主要措

施 ,通常在仔猪日粮中添加酸化剂和乳糖成分 。使

用的酸化剂有延胡索酸 、柠檬酸 、乳酸 、丙酸等;使用

的乳糖成分物质有:乳清粉等乳制品和乳糖复合

粉等 。

2.3　添加酶制剂

复合酶制剂用于仔猪日粮 ,以弥补胃蛋白酶 、胰

脂肪酶 、淀粉酶 、蛋白酶等消化酶的不足 ,并降解抗

营养因子 ,降低肠道的黏稠度 ,保持正常的消化吸收

功能 。这是防止和减缓仔猪断奶应激及环境应激反

应 、促进仔猪生长的主要措施 。通过给仔猪补食酶

制剂 ,能及早诱导仔猪麦芽糖酶 、淀粉酶 、蔗糖酶和

胃蛋白酶的分泌 ,使消化系统提前适应固体饲料 ,从

而减少生长受阻 ,提高断奶后仔猪的生长性能 。

2.4　提高断奶仔猪的免疫水平

主要措施:保证每一个仔猪都能及时吃到初乳;

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 ,搞好种猪 、仔猪的防疫 ,使猪

群保持良好的抗体水平;创造优良的环境条件;断奶

仔猪日粮中添加亚硒酸钠 VE 粉 ,能增强仔猪的免

疫机能;采取自由采食的饲养方法;添加绿色饲料添

加剂;禁喂发霉变质饲料。

2.5　降低日粮中的原料抗原物质含量 ,减少仔猪过

敏反应

2.5.1　改善植物蛋白品质 ,限制植物蛋白的用量　

日粮蛋白质来源不同 ,过敏反应和致病性大肠杆菌

增殖的程度也不同[ 4] 。目前 ,猪的日粮一般以玉米 、

豆粕为主 ,而豆粕中含有大量抗原物质 。解决豆粕

抗原的方法:一是通过豆粕加工来部分降低蛋白中

的抗原成分;二是限制大豆产品的用量 ,断奶仔猪日

粮中大豆产品的用量以不超过 20%为宜 。

2.5.2　提高动物蛋白在早期断奶仔猪日粮中的比

例　通过添加优质鱼粉 、脱脂奶粉 、乳清粉 、血浆蛋

白粉 、生物活性肽 、肠膜蛋白粉等 ,不仅能显著降低

仔猪日粮原料的抗原过敏反应 ,还能满足断奶仔猪

对优质蛋白质的需要。

2.6　对早期断奶仔猪进行补饲

生产中应对早期断奶仔猪进行充分补饲 ,提高

其对断奶日粮的免疫耐受 ,以避免或减轻由于断奶

而引起的过敏反应 。中小型猪场可采用强化补料措

施:即从 7日龄开始诱食 ,在 18日龄左右开始每天

给仔猪强制补食 2 ～ 3次 ,连续强制 3 ～ 4 d。这种采

用人工的方法将一定量的诱食料强制放入仔猪口中

进行补食 ,经锻炼以使其断奶时能达到一定的日采

食量 ,能有效减轻断奶应激 。

2.7　其他措施

一是保证必需氨基酸的供给平衡;二是适当提

高日粮中的能量水平 ,如添加脂肪 、乳糖 、葡萄糖等 ,

可减少应激 、改善适口性 、增加仔猪食欲;三是保证

各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的合理供给 ,可有效防治断奶

应激 ,降低仔猪的腹泻率。

3　降低营养应激反应所需相应的管理措施

3.1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体系

饲养上必须实行“全进全出”制度 ,尽量减少来

自外部环境病原微生物的感染。目前的中小型猪场

由于受条件限制 ,一般可以把母猪产房 、仔猪培育舍

隔离成小的单元 ,实行小单元“全进全出”制 。并配

合严格的消毒程序(清扫 —冲洗 —干燥—酸碱消

毒 —熏蒸—火焰灭菌—干燥),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3.2　阶段饲喂法

为了有效消除早期断奶可能导致仔猪生产性能

受阻 ,应采用高营养浓度日粮的三阶段饲养体系。

阶段Ⅰ(体重<7 kg):以高品质乳 (下转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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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粪 ,同时频频排出红色尿液 ,以后可逐渐变深变浓

变暗 ,呈咖啡色 。重者突然卧地或起卧不安 ,出现共

济失调 、阵发性或强直性痉挛 、甚至昏迷等神经症

状 ,个别犊牛可能很快死亡。病犊体温正常或偏低 。

2.3　实验室检查

尿液红色深浅不等 ,但都透明 ,尿蛋白检验阳

性。尿沉渣镜检 ,仅见少数白细胞 、肾上皮组织或尿

路上皮细胞 ,有时也可看到极少的红细胞;血液常规

检验无明显变化 。在病理变化上 ,可见肾暗红色 ,膀

胱里充满红色尿液 ,气管和肺切面有红色泡沫样

液体 。

2.4　鉴别诊断

该病的诊断主要根据犊牛每天饮水次数 ,是否

有暴饮的历史 ,饮水后是否排红色尿液 ,尿沉渣没有

或只有少数几个红细胞的检验结果 ,即可作出诊断 。

但应注意和其他疾病进行鉴别 。

2.4.1　泌尿道出血　除尿液变为红色外 ,尿沉渣检

验可见大量红细胞。

2.4.2　牛梨浆虫病　主要在蜱大量繁殖的季节发

生。呈急性经过 ,病犊体温升高 ,尿液红色 ,发病时

血液或尿液中可检出梨浆虫体 。

2.4.3　钩端螺旋体病　病犊体温升高 ,发病后 3 d

内 ,尿中含有钩端螺旋体 。

2.5　治疗

对发病轻的犊牛 ,可采取少量多次饮水 ,杜绝 1

次暴饮过量水 ,病犊可以逐渐康复 ,不治而愈。

病情较重者可采取利尿 、止血 、防感染等措施加

以治疗 ,静注 50%葡萄糖 100 ～ 200mL 、25%乌洛托

品 20mL 或 5%葡萄糖氯化钠液 1 000mL 、5%碳酸

氢钠液 100 ～ 250mL 、维生素 C 3 g 、10%葡萄糖酸

钙 100mL 。肌注维生素 K 35mL , 2次/d。或肌注

安络血 1 次 20mL , 1 ～ 2 次/d 。青霉素 400 万 IU 、

链霉素 300万 IU ,1次肌注 , 2次/d 。

2.6　预防

主要是防止暴饮。在炎热的夏天 ,要备足清水 ,

让犊牛自由饮水或多次少量给水 。最好让其饮用低

于 0.5%的食盐水 ,但每只犊牛每天的盐用量不得

超 20 g ;在严寒的冬季 ,应让犊牛饮温水。断奶前后

增添精料后 ,更要注意犊牛饮水的次数和均衡性 。

3　体会

加强对中小型规模养殖场户和养殖农户的科技

培训 ,提高养殖技术水平 ,搞好饲养管理 ,是预防犊

牛水中毒症的关键 。在犊牛断奶前后或哺乳期增喂

精料时 ,应注意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进行 ,有利于提

高养牛业的经济效益。

(上接第 111页)　制品和动物蛋白为主的高营养浓

度日粮 ,目的是诱导采食;阶段 Ⅱ(7 ～ 12 kg):乳清

粉为开食料 ,目的是防止仔猪腹泻和提高采食量;阶

段Ⅲ(12 ～ 23 kg):玉米 —豆粕型日粮 。这种营养体

系不仅能够消除断奶后的生长受阻现象 ,保证快且

整齐的生长速度 ,还能全面落实“全进全出”制 ,最大

限度地提高仔猪生产性能 。

3.3　全面加强猪场的免疫预防工作

免疫预防工作包括母猪群 、种猪群和仔猪群的

免疫 。确实 、科学的疫苗免疫 ,可以减少或避免猪群

疫病的发生。

3.4　对早期断奶仔猪要加强饲养管理

早期断奶仔猪(特别是保育舍仔猪)对基础设施

如环境温度 、通风与风速 、相对湿度和光照等都非常

敏感 。因此 ,科学 、舒适的生存环境对断奶仔猪非常

重要 。

3.5　利用药物预防

母猪产仔前后各 7d ,仔猪断奶前后各 7 d ,在饲

料中脉冲式或间歇添加常用量的氟苯尼考 、泰妙菌

素 、强力霉素等 。

总之 ,为了控制仔猪早期断奶的营养应激反应 ,

就必须了解仔猪早期断奶后 ,将会发生哪些营养应

激反应 ,才有可能及早地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技

术 、管理预防措施 ,从而降低或避免仔猪早期断奶的

营养应激反应。也只有对猪群采取综合的防治措

施 ,全面落实“全进全出”技术 ,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

仔猪生长性能及猪群出栏率 ,为猪场创造更高的经

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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