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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 断 奶 仔 猪 腹 泻 的 发 生 原 因 及 其 预 防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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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加母猪的年产仔数，提高母猪生产力和栏舍利用率，在现代专业化、集约化养猪生产中，目前国内外已广泛实行
仔猪3～4周龄断奶，即早期断奶。但早期断奶仔猪最常见、危害性最大的是断奶后腹泻。据报道，断奶后头7d腹泻率为
0.6％，8～13d增到32％，14～17d增到41.4％，22～28d降到8.4％，断奶后死亡率高达20%～30％，存活下来的仔猪大多
生长发育不良，总增重下降约33％，给养猪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降低早期断奶仔猪腹泻的发生仍是当前养猪业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早期断奶仔猪腹泻的发生原因及其预防措施加以介绍，以供参考。 
1 早期断奶仔猪腹泻的发生原因 
1.1 早期断奶仔猪的消化生理特点与断奶后腹泻 
1.1.1 消化系统发育不充分 
    仔猪断奶时消化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发育还不完善，胃肠容积小，运动机能弱，排空速度快。许多研究表明，仔猪断奶后
消化系统可发生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小肠出现严重的绒毛萎缩、腺窝变深、吸收障碍、肠粘膜淋巴细胞增生和隐窝细胞有
丝分裂速度加快。同时，肠上皮细胞刷状缘的蔗糖酶、乳糖酶、异麦芽糖酶、海藻糖酶等活性下降，这些变化可导致肠道消
化和吸收不良。当未消化的营养物质到达后肠时，被微生物作用，产生甲烷、硫化氢、尸胺、腐胺等有害物质，刺激肠蠕动
加快，引起肠道渗透压升高，最后导致腹泻。 
1.1.2 消化酶活性降低 
    大量研究表明，仔猪胃肠道消化酶活性随周龄而增加，但早期断奶对消化酶活性增加有抑制性影响。据Lindemann等
(1986)报道，4周龄断奶仔猪断奶后一周内，胰脂肪酶、胰蛋白酶、胰淀粉酶和胰凝乳酶等活性下降到断奶前水平的1/3，除
胰脂肪酶外，其它酶经两周后恢复甚至超过断奶前水平。Cera等(1990)研究发现，未断奶仔猪0～5周龄期间肠道脂肪酶活
性几乎逐周成倍增加，但21d或35d断奶时，酶活性停止增加，经1周恢复后重新增加。因此，在断奶后1～2周内，由于早期
断奶仔猪的消化酶活性降低和胃肠道不能很好适应固体饲料，易导致严重的消化不良，引起临床腹泻。 
1.1.3 胃酸分泌不足 
    哺乳仔猪胃底腺不发达，在生理上缺乏产生足够胃酸的能力，主要通过乳中乳糖发酵产生乳酸，以维持胃的酸性环境。
哺乳仔猪经常地少量吸吮乳汁，不会引起胃液pH值骤然大幅度升高。仔猪断奶后，由于乳糖来源中断，乳酸生成减少，无论
采食何种固体饲料，胃液pH值均会立即上升。酸度的下降一方面影响到多种消化酶特别是胃蛋白酶的活性，阻碍蛋白质的消
化吸收，使蛋白质在肠道内腐败；另一方面也破坏了乳酸杆菌的主导地位，导致胃肠道菌群区系平衡失调，可能为某些致病
性大肠杆菌大量增殖和产生毒素创造了条件。 
1.1.4 免疫功能抑制 
    新生仔猪可完全吸收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而获得被动免疫，其主动免疫从10d开始形成，1～2周龄前几乎全靠从母乳中
获取抗体，且随着日龄的增长所获得的抗体量逐渐下降，到6周龄以后主要靠自身合成抗体。2～6周龄期间为被动免疫向主
动免疫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断奶可使仔猪的免疫抑制，抵抗力减弱而易发生腹泻[5]。Blecha等(1983)报道，与哺乳仔猪相
比，2～3周龄断奶仔猪表现明显的免疫反应抑制。 
1.2 早期断奶应激与断奶后腹泻  
    早期断奶是应激性的，主要来源于心理应激、营养应激和环境应激等3方面。Funderburke等(1990)研究了这3种应激对
28d断奶仔猪生理和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中以营养应激最强烈，影响最大。 
    早期断奶应激(EWS)对仔猪影响的研究表明，EWS可引起断奶仔猪采食量和饲料利用率降低、生长停滞、增重缓慢，以
上影响可延续到断奶后10～20d；EWS可改变仔猪昼夜行为，使仔猪断奶后应激性疾病的发生率高达73.19％，死亡率为
8.25％，其中以断奶后腹泻发病率最高占49.48％，死亡率为5.12％。   
1.3 病原微生物与断奶后腹泻 
    侯永清等(1997)报道，仔猪断奶后腹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病原微生物感染，特别是病原性大肠杆菌。Miller等(1984)
研究表明，虽然大肠杆菌与仔猪断奶后腹泻有密切关系，但大肠杆菌本身并不能单独引起这种疾病，轮状病毒和大肠杆菌混
合感染才是仔猪断奶后腹泻的重要原因。轻度腹泻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吸收障碍降低了小肠对水分的吸收而引起；严重腹泻
时，小肠内一定有致病性大肠杆菌存在。Van Beers-Schreurs等(1993)指出，无论是大肠杆菌感染还是未感染，断奶后仔
猪肠道的吸收能力均有所下降。早期断奶仔猪只能利用易消化食物，未消化部分向后段肠道移行，引起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移
植生长。回肠末端和大肠中的蛋白质、氨基酸有利于糖-蛋白分解菌的繁殖而产酸产胺，胺刺激粘膜，使肠道分泌增加，食
糜通过加速；其大量繁殖还引起内毒素、外毒素的吸收，微生物群落改变，肠内渗透压升高，分泌量进一步增加，出现所谓
的渗透性腹泻。 
1.4 饲料与断奶后腹泻 
1.4.1 饲料蛋白质水平 
    饲料蛋白质水平既是制约早期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腹泻发生的重要因素。陈代文等(1995)报道，蛋
白质水平与腹泻程度呈直线关系，直线的斜率取决于豆饼蛋白的比例。当豆饼比例低于25％时，腹泻程度与蛋白质水平几乎
无关；只有当豆饼比例高于25％时，腹泻程度才随着蛋白质水平的增高而加重，且豆饼比例越高，加重程度越大。 
    董国忠等(1996)报道，饲料蛋白质水平对结肠蛋白质的腐败作用可产生显著的影响。随着饲料蛋白质水平的升高，结肠
内蛋白质腐败作用增强，结肠组织受到的损伤相应加重，吸收机能降低，加之腐败产物产生的胺类对结肠粘膜有刺激作用，
促进肠液的分泌，致使粪便中水分含量增加，而使仔猪腹泻加剧。 
1.4.2 日粮蛋白抗原 
    大量研究表明，大豆及豆饼中的蛋白抗原物质glycinin和β-conglycinin可引起早期断奶仔猪的消化道过敏反应，临
床主要表现为肠绒毛萎缩、腺窝细胞增生，粘膜双糖分解酶的数量及活性下降，木糖吸收能力下降，IgG滴度增加，皮褶厚
度增加。消化道的这些变化，使营养物质消化吸收率下降，导致仔猪腹泻和生长受阻。 
陈代文等(1995)应用通径分析法进一步讨论了3周龄仔猪断奶后腹泻的原因，表明腹泻的直接原因是养分消化率的下降，而
根本原因是机体对日粮抗原发生的过敏反应，过敏导致肠道损伤，从而使养分消化率下降。这些因素对腹泻的作用模式为：
过敏——肠道损伤——养分消化率下降——腹泻，说明过敏是腹泻的最终原因。 
2 早期断奶仔猪腹泻的预防措施 
2.1 适当补饲 

 



 

 

 

 
    Miller等(1984)试验表明，只有当补饲量达到一定程度（即所谓免疫耐受性补饲）时，补饲的价值才会存在。若达不
到足够补饲量，不补饲反而比补饲好；若达到足够补饲量，则补饲比不补饲好；断奶愈晚，补饲对腹泻的影响就愈小。但多
数研究者认为，仔猪7d时用仔猪料诱食，可使仔猪在断奶前消化系统适应植物性饲料，胃肠机能得到加强，促进消化道的发
育和消化酶的分泌，产生免疫耐受性，从而可降低断奶后营养性应激的影响。 
2.2 日粮配制 
2.2.1 采用“低蛋白＋合成氨基酸”的蛋白质营养模式 
    日粮适宜的蛋白质水平既要有利于防止高蛋白质水平对仔猪的不良影响，又要能满足仔猪对氨基酸的需要和保证仔猪正
常的生长性能。试验表明，降低饲料蛋白质水平可降低仔猪断奶后腹泻的发生率，但降低蛋白质水平可能伴随仔猪生长性能
的下降。因此，推荐20％蛋白质水平为日粮适宜的蛋白质水平。 
    为减弱日粮高水平蛋白质对断奶仔猪的致腹泻作用，同时又可满足营养需要，降低饲养成本，平衡饲料氨基酸是降低蛋
白质水平的有效方法。研究还表明，低蛋白氨基酸平衡日粮可有效地减轻结肠蛋白质的腐败作用，降低饲料蛋白抗原性，减
少仔猪断奶后腹泻的发生。因此，通过添加氨基酸，并按可消化氨基酸为基础配制仔猪饲料，在饲养标准上降低2～3个百分
点是可行的。目前，国内外研究者与生产者已开始重视“低蛋白＋合成氨基酸”这一日粮模式。 
2.2.2 减少日粮抗原的过敏反应 
    据报道，运用特殊加工处理方法可以破坏大豆蛋白中抗原物质的活性，减少日粮抗原的过敏反应。谯仕彦等（1997）报
道，可通过改善热加工条件，采用特殊溶剂浸提及微生物发酵来降低大豆抗原的活性和含量。Li等(1991)对28d断奶仔猪和
佘伟明等(1991)对35d断奶仔猪的试验表明，大豆蛋白都有一定程度的致敏性，膨化处理的豆粕能减轻仔猪过敏反应及由过
敏反应引起的肠道损伤程度，还能降低血清抗glycinin、抗β-conglycinin和IgG效价，并能减轻仔猪对大豆蛋白引起的迟
发型过敏反应的程度[23]。另有研究表明，乙醇处理豆饼可降低皮肤过敏反应，提高木糖吸收率和养分消化率，减轻腹泻程
度。 
2.2.3 选择适宜的饲粮类型 
    研究表明，仔猪断奶后腹泻与饲粮类型有关，实质上是与饲料利用率密切相关，利用率高的日粮可减轻腹泻。一些试验
结果显示复合蛋白型饲粮比较符合仔猪的营养特点，饲喂效果优于全植物蛋白型饲粮，可使仔猪的平均日增重、平均日采食
量和饲料利用率都提高。而植物蛋白型饲粮通常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加工过程不易被破坏，且植物性蛋白本身的结构和性
质也影响着仔猪对它的消化吸收，易引起消化不良性腹泻。 
2.2.4 适当提高日粮粗纤维水平 
    饲料中的纤维素可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降低日粮养分浓度和提高饱感，吸收肠道水分，使粪便成形，促进胃肠道蠕动和
食糜流动，从而促进大肠杆菌及毒素的排出，减轻腹泻的严重性，缩短腹泻时间。因此，适当提高断奶仔猪日粮粗纤维水平
可以减缓断奶后腹泻。但应注意的是早期断奶仔猪消化粗纤维的能力有限，粗纤维过高时易机械损伤胃肠道黏膜，导致更加
严重的腹泻发生。 
2.3 饲料添加剂 
2.3.1 饲用酶制剂 
    早期断奶仔猪由于应激导致消化道的内源酶活性和分泌量降低，从而影响仔猪的消化能力。因此，根据仔猪的消化生理
特点，可在早期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复合酶制剂，以弥补其内源性消化酶的不足，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改善仔猪生产
性能，提高饲料利用率，减少腹泻的发生率，提高成活率。张勇等(1999)报道，32d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0.1％复合酶特威
宝，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平均日增重提高3.01％(P>0.05)，饲料利用率提高3.40％(P>0.05)，腹泻发生率降低51.20％
(P<0.01)，且腹泻程度轻微，仔猪个体间体重变异系数降低，提示复合酶能减轻日粮抗原的有害作用，促进仔猪对营养物质
的利用，降低日粮成分在大肠中的发酵，从而降低断奶仔猪腹泻发生率。其它一些报道也有类似效果。酶制剂作为一种饲料
添加剂，具有无毒无残留等优点，在断奶仔猪生产中的应用研究可能会进一步缩短仔猪的断奶日龄，从而大大提高繁殖母猪
的生产能力。 
2.3.2 酸味剂 
    饲料中添加酸味剂可使仔猪建立起一个适宜的胃内pH值范围，提高胃蛋白酶的活性，控制肠内微生物菌群，建立胃肠正
常菌群区系，从而有效地控制由大肠杆菌等引起的断奶后腹泻；还能降低胃排空速度，延长食物在胃内的停留时间，使食物
与消化液充分混和，有利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2.3.3 乳清粉 
    乳清粉是乳品工业的副产品，乳糖甜度较高，易被早期断奶仔猪消化，并具有促进消化道乳酸菌增殖，降低胃pH值，抑
制有害微生物繁殖，促进消化道蠕动，帮助消化和防治腹泻的作用。在断奶后头2周使用效果最好。蔡海莹等（1997）试验
结果表明，28d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5.3％乳清粉，腹泻率发生降低58.33％，提示了添加乳清粉对早期断奶仔猪腹泻有良好
的防治作用。 
2.3.4 生菌剂 
    生菌剂又名益生素(probiotic)，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型微生物添加剂。早期断奶仔猪日料中添加生菌剂可抑制肠道
有害菌丛的增殖，补充有益微生物的不足和缺乏，从而达到防治消化道疾病，减少断奶后腹泻，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生长
的目的。 
2.3.5 其它 
    资料表明，早期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锌可改进断奶后的生产性能，降低腹泻发生率和死亡率；添加砷制剂也可促进断奶
仔猪生长，提高饲料转化率，增强仔猪抗病能力，改善皮肤代谢，而且对防治腹泻有明显效果。 
3 结语 
    早期断奶仔猪腹泻的发生原因复杂多样，这给其预防带来了很大困难。任何单一的预防措施都是片面的，都不能从根本
上消除腹泻。因此，只有针对各种发生原因，提出相应的综合预防措施，并加强断奶前后的饲养管理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
仔猪早期断奶后腹泻的发生，使仔猪顺利渡过断奶关，给养猪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29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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