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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病情况与临床症状

1.1 发病情况 2005年 3月袁 接诊 4例出生 3日病猪 18
头袁出生 3周的病猪 22头袁主要表现为水样腹泻袁粪便恶
臭袁黄绿色袁混有未消化乳块袁呕吐黄色粘稠乳块袁体温降
低遥 来前曾在当地兽医院采用抗菌素及补液治疗袁 未见疗
效遥 经诊断确诊为猪传染性胃肠炎遥
1.2 临床症状 就诊的病猪多为出生 2耀3 d 之后感染发
病袁仔猪突然发生水样剧烈腹泻袁呕吐黄色粘稠乳块或不消
化的食物袁迅速发生脱水曰粪便为白色尧黄绿色或灰色袁混有
未消化的凝固乳块袁恶臭遥 疾病蔓延迅速袁一定程度上小于
2周龄的猪一般都会受害遥 病猪迅速消瘦袁喜卧袁行走摇摆袁
食欲停止袁四肢下部尧鼻尖等青紫袁体温降至常温下袁在 2耀3 d
内死亡遥 也有 3耀4周龄的猪感染此病袁但死亡率就低得多袁
通常表现为生长不良遥保育猪和肥育猪发病较少袁症状一般
仅限于腹泻和厌食[1]遥
2 剖检与实验室检查

2.1 剖检变化 剖检死亡病猪袁 病变主要发生在胃和小
肠遥 胃肠发生卡他性炎症袁仔猪胃内充满凝乳块袁胃底部黏
膜轻度充血袁有时在黏膜下有出血斑曰小肠臌胀袁小肠内充
满黄绿色或灰白色液状物袁含有泡沫和未消化的小乳块遥组
织学检查袁小肠绒毛变短袁粗细不均袁绒毛极度萎缩袁黏膜上
皮细胞变性袁脱落曰肠壁变薄并失去弹性袁肠管扩张袁呈半透
明状曰肠系膜充血袁淋巴结肿胀曰肾脏发生变性袁并有白色尿
酸盐沉积袁肾包膜下有血点少数病例膀胱见出血点[5]遥
2.2 实验室检查 通过实验室检查确诊袁该病病原是猪传
染性胃肠炎病毒袁属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属袁单股 RNA袁形
态为球形尧椭圆形尧多边形等袁直径为 80耀120 nm袁有囊膜遥
目前只发现 员个血清型遥病毒存在于发病仔猪的各器官尧体
液和排泄物中袁但以空肠尧十二指肠和肠系膜淋巴结中的含
毒量最高遥
2.2.1 荧光抗体试验遥将病死猪的小肠黏膜作冰冻切片袁用
丙酮固定后再用传染性胃肠炎荧光抗体染色袁 在荧光显微
镜下观察袁 小肠绒毛膜上皮细胞的胞浆内出现亮绿色特异

荧光者为阳性遥
2.2.2 血清中和试验遥 采取急性期和康复期渊 圆周后冤双份
血清袁置 56 益 30 min灭活袁然后作 圆倍稀释袁每个稀释度与
一定量的病毒悬液混合袁置 37 益 60 min后袁将此血清病毒
混合液分别接种猪肾或猪睾丸细胞培养物中袁37 益培养
24耀48 澡遥 凡能中和病毒细胞不产生病变的最高血清稀释度
为该血清的中和抗体滴度遥 康复期血清滴度超过急性期 源
倍以上者即为阳性[6]遥
3 治疗

对该病尚无特效治疗方法袁 临床上一般给新生仔猪口
服康复猪的血清或全血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曰 同时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袁补液尧中药解毒尧止泻袁防止脱水
和酸中毒方法对症处理袁 另外再加抗菌药物袁 以防继发感
染遥 具体方法如下院

渊 1冤使用抗传染性胃肠炎免疫血清肌肉或皮下注射袁剂
量按 员 ml/kg体重遥对同窝未发病的仔猪每头每天可作紧急
预防袁用量减半遥 也可用康复猪的抗凝全血给病猪服下袁新
生仔猪每头每天口服 10耀20 ml袁连续 猿 d遥

渊 2冤停食或减食袁及时补液袁并使用抗菌素防止继发感
染袁减轻症状遥 补充氯化钠 2.0耀3.5 g尧氯化钾 0.5耀1.5 g尧葡萄
糖 10耀20 g尧氯霉素 0.25耀0.50 g尧黄连素 0.5耀2.0 g尧0.1%高锰
酸钾 100 ml尧VB6100 mg袁 冷开水 1 000 ml混合遥 轻度脱水
50耀70 ml袁中度脱水 70耀110 ml袁高度脱水 110耀150 ml袁将配
制好的补液盐让猪自由饮用 [2]曰将焦三仙渊 焦神曲尧焦麦芽尧
焦山楂各 30 g冤开水煎 15 min拌入食中饲喂遥能明显增强消
化功能袁消食导滞袁健脾和胃袁舒肝化滞袁有良好的助消化和
缓解胃肠刺激的作用遥

渊 3冤上述疗法同时结合穴位疗法院VB1 2耀5 ml尧氯霉素
0.25耀0.50 g尧氯化钾 0.01耀0.03 g交巢穴注射遥

采取上述治疗措施后袁出生 3日病猪治愈 14头袁出生
3周的病猪全部治愈袁治愈率 90 %遥以后接诊病例的治愈率
达到 93.7 %遥
4 预防

该病毒对光和温度敏感袁阳光照射 6 h袁或 56 益条件下
经 90 min或 65 益条件下经 10 min可杀死病毒遥 该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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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传染性胃肠炎渊 TGE冤是一种以呕吐尧严重腹泻尧失水和对新生仔猪有高病死率为特征的高度接触性胃肠疾病遥 多发于冬春
季节袁该病无特效治疗方法袁仔猪死亡率高达 100 豫遥笔者根据多年临床经验袁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10例 218头仔猪袁治愈率 93.7 %袁
效果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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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hm2袁氐2 =5 005.2 kg/hm2 [2]遥
2.3 经济最佳施肥量及适宜氮尧磷配比 由肥料效应函数

方程推导求得袁经济最佳施肥量联立方程院
dy/dn=23.04+0.065 P-0.186 N=Pn/Py=3.17/1.2 渊 1冤
dy/dp=20.86+0.065 N-0.214 P=Pp/Py=5.23/1.2 渊 2冤

式中院粮食单价 Py为 1.2元/kg曰氮肥单价 Pn为 3.17元/kg曰
磷肥单价 Pp为 5.23元/kg遥由方程求出经济最佳施肥量为院
氮肥 151.06 kg/hm2袁磷肥 118.42 kg/hm2遥

根据氮尧磷经济最佳配施原则袁2种养分最佳配比原则
应满足下式院

dp/dn=渊 23.04+0.065 P -0.186 N冤 /渊 20.86+0.065 N-0.214 P冤
=Pn/Pp=3.17/5.23

由此得出氮尧 磷最佳配比线性方程为院1.06 N+0.92 P-
49=0袁从而算得氮尧磷养分适宜配比为 1颐0.87[3]遥
3 结论与讨论

渊 1冤利用二因素饱和 D蛳最优设计求得马铃薯氮尧磷肥
肥料效应函数方程为 Y =3 988.5+23.04 N+20.86 P+0.065
NP-0.093 N2-0.107 P2袁经 F尧R测验袁达极显著水平袁该拟合
效果良好袁可用作预测产量袁控制施肥量袁指导马铃薯合理
施肥遥

渊 2冤该试验得出的乐都县干旱山区马铃薯的最优施肥指
标为院氮 151.06 kg/hm2袁五氧化二磷 118.42 kg/hm2袁其条件下
产量为 7 479.25 kg/hm2曰氮尧磷养分最适配比为 1颐0.87遥

渊 3冤在马铃薯上单独施氮尧磷肥均能明显增加产量袁但
氮磷肥配施要比单施氮尧磷肥增产幅度更大袁且 2个肥料效
应因素对马铃薯产量影响院氮肥跃磷肥遥
总之袁氮尧磷肥的科学合理搭配施用技术是实现马铃薯

高产稳产和持续增产的关键袁 且能使马铃薯生产获得持久
的经济尧社会及生态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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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染源是病猪和康复后带毒猪袁 康复猪可随粪便排毒达
56 d之久遥 主要通过吃入被污染的饲料袁经消化道传染袁也
可以通过空气经呼吸道传染遥 特别是密闭猪舍袁湿度大袁猪
只集中的猪场袁更易传播遥 在预防上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遥
4.1 坚持自繁自养 种猪应从健康猪场购进袁 如必须引
种袁晚秋至早春寒冷季节尽量不要引进遥所有来自其它新购
进的猪必须对 TGE进行隔离检查和检疫袁并进行血清学检
查袁确认为阴性猪袁方可引入遥
4.2 加强饲养管理袁搞好环境卫生 进入生产区袁必须进
行严格消毒遥 每天清扫栏圈粪便袁定期用 30 %来苏水尧火碱
溶液消毒曰做好栏圈防寒保暖袁垫草干燥柔软袁猪舍温度最
好保持在 25 益左右袁勿使仔猪受凉袁不喂霉烂变质的饲料袁
不饮冷水[3]遥
4.3 做好免疫工作 产前 20天的母猪耳后肌肉注射仔猪
三痢菌苗袁头胎孕猪产前一个月注射一次袁产后半个月再注
射一次曰二胎或二胎以上孕猪产前半个月注射一次即可袁每
次 5 ml遥这样就让哺乳仔猪通过吃母乳获得抗体袁产生被动
免疫袁效果良好遥也可用传染性胃肠炎弱毒冻干疫苗进行预
防免疫袁妊娠母猪于产前 20耀30 凿注射 2 ml袁初生仔猪注射
0.5 ml曰10耀50 kg猪注射 员 ml曰50 kg以上 2 ml遥 免疫期为 6
个月遥
5 讨论

渊 1冤应用抗生素控制继发细菌感染有好处袁但抗生素对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本身没有任何作用遥 给仔猪饲喂电解质

和代乳品而使之断奶袁 就可将仔猪同其母猪隔离开来从而
防止仔猪持续地接触到此病毒遥

渊 2冤在猪传染性胃肠炎的急性暴发中一旦得出明确诊断袁
尽快使猪群接触病毒遥 这样就会使猪场中不再存在敏感猪
群袁所有的猪都产生了免疫力袁从而消灭病毒得以持续存在
于猪场中所需要的条件遥但要在实施全群接触病毒之前袁必
须对即将接触病毒期间分娩或将在该期间哺乳仔猪的母猪

进行免疫袁从而提高其对此病的耐受力[4]遥
渊 3冤产生免疫力是限制此病危害性后果以及预防发病的

关键措施遥为了保护仔猪袁应使仔猪通过初乳获得被动性抗
体从而使其在出生后最初几天内就得到保护遥 在疫病流行
时用鸡新城疫 陨系苗作紧急防治袁按 50耀100倍稀释袁后海
穴或肌肉注射 1耀2次袁有效率可达 90 %左右遥 此防治原理
是新城疫 陨系苗作诱导剂袁可诱导猪机体产生干扰素袁干扰
素具有广谱的抗病毒繁殖活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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