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对仔猪黄白痢的预防

吴建忠,杜冰 (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510225)

摘要  研究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对哺乳仔猪黄白痢的预防效果。结果表明 ,连续灌服3 d 芽孢乳酸菌制剂对乳猪黄白痢的预防率可达到
99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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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Jian-zhong et al  ( Zhongka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Guangzhou,Guangdong 510225)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lactic acid bacillus preparationfor preventing the white and yellowscours of piglets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re-
vention ratio could achieve to 99 .5 % when the piglets were filled withthe lactic acid bacillus preparationfor three da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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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29 年Fleming 发现青霉素以来, 抗生素被应用于医

学, 挽救了上亿人和无数动物的生命, 但随着抗生素的滥用 ,

其种种弊端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长期使用抗生素会导致

动物胃肠道正常菌群失调, 引起动物内源性感染或二重感

染, 产生耐药菌株, 使畜禽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功能下降、抗

病力减弱。抗生素在畜、禽产品中的残留直接影响人类的健

康安全和生态环境, 同时也给出口创汇带来困难, 间接影响

了养殖业的经济效益[ 1] 。作为抗生素的替代品, 微生态制剂

应运而生。微生态制剂是指能促进肠道微生物种群平衡( 即

微生态平衡) 的微生物制剂, 它能有效补充畜禽消化道内的

有益微生物, 杀灭肠道内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菌, 改善

消化道菌群平衡, 迅速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代谢能力及对饲

料的吸收利用能力 , 从而起到防治消化道疾病和促进生长双

重作用的效果[ 2] 。

业已证明, 乳酸菌( lactic bacteria) 是微生态制剂中应用最

广且效果最好的一类微生物[ 3] 。乳酸芽孢杆菌粉剂有抑制细

菌、调整肠道菌群和增强肠道免疫力等作用, 而且不存在抗菌

素的耐药性问题。该制剂有极强的肠道粘附能力, 能借助对肠

道细胞受体的粘附, 形成一层保护性生物膜, 避免肠道细胞受

菌体毒素的侵害, 同时还可产生大量的有益代谢物, 促进动物

肠道微生态种群平衡及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利用[ 4] 。为此,

笔者研究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在动物生产上的应用效果, 为使用

微生态制剂预防动物胃肠道传染病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乳酸芽孢杆菌粉剂为仲恺农学院课题组提供 ,

活菌总数≥1 .0 ×1012 CFU/ g ; 试验动物为2 日龄体重相近的

杜大长三元杂仔猪92 头。

1 .2  方法 将供试仔猪分成2 组, 每组46 头。其中, 试验组

用乳酸芽孢杆菌粉剂预防黄白痢, 对照组注射治菌磺预防。

试验组采用灌服乳酸芽孢杆菌制剂 , 取乳酸芽孢杆菌粉剂

2 .5g , 溶于20 ml 生理盐水中, 按每头乳猪1 ml 灌服,1 d 1 次 ,

连服3 d , 观察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对乳猪黄白痢的预防效果 ;

对照组注射亚治疗量治菌磺, 每日1 次, 连续注射3 d。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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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组与对照组猪的饲料及饲养管理与正常猪相同。

1 .3  观察项目 观察猪只服用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后粪便情

况、精神状态及采食情况, 记录是否有腹泻发生, 计算腹泻

率。试验开始及结束时, 各栏断奶仔猪早上空腹称重, 计算

每组猪的平均体重。

每头仔猪1 天内腹泻1 次或1 次以上为1 个腹泻头日

数, 每头仔猪参加1 d 试验为1 个试验头日数。腹泻率计算

公式为 : 腹泻率= 腹泻头日数/ 总试验头日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总体情况观察结果  试验发现, 服用乳酸芽孢杆菌粉

剂后的乳猪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明显好于注射治菌磺的对

照组, 而且断奶后采食量高于对照组, 其毛色情况及各类指

标均明显好于对照组。在15 日龄时有1 头试验组乳猪出现

黄痢。对照组在5 日龄有2 头乳猪出现黄痢情况,10 日龄有

4 头乳猪出现白痢现象,15 日龄有7 头乳猪出现黄白痢现象。

在对照组及试验组发生黄白痢后用3 倍预防量的乳酸芽孢

杆菌粉剂进行灌服,3 d 后痊愈。

2 .2  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对哺乳仔猪黄白痢的预防效果 由

表1 可知, 灌服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对黄白痢的预防效果明显

优于注射治菌磺。

  表1 灌服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对预防黄白痢的影响

组别 数量 腹泻头日数 总试验头日数 腹泻率∥%

试验组 46 6 1 196 0 .50
对照组 46 39 1 196 3 .26

  表2 仔猪断奶体重比较 kg

组别 出生均重 断奶均重

对照组 1.40 5 .97
试验组 1.47 6 .35

2 .3 体重变化情况( 表2)  由表2 可知, 服用乳酸芽孢杆菌

粉剂的试验组乳猪断奶均重明显高于注射抗生素的对照组 ,

说明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对乳猪胃肠道正常微生态菌群的形

成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对乳猪的消化吸收功能有明显提高 ,

从而提高了乳猪的断奶重。

3  小结与讨论

对乳猪和断奶仔猪黄白痢的预防 , 常规方法是使用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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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河岸渗滤系统时, 其浓度可降到1 个单位以下[ 6] 。

多年来, 荷兰的地表水体不断遭受病原体污染, 但在地

下水中很少发现这些污染物的存在。由表1 可见, 河岸渗滤

系统可以有效地去除病原体。同时说明尽管河水在系统中

滞留时间有很大差异, 但在距河25 ～30 m 处, 不同河岸渗滤

系统对病原体的去除效果差别不大。在澳大利亚的5 条河

流的河水中都发现了原生生物, 但在两岸的水井中却没有监

测到。Havelaar 等研究河岸渗滤系统对肠道类与呼吸道病毒

的去除作用 , 与其他处理方法相比, 河岸渗滤系统对病毒的

去除率达4 个对数单位, 对大肠杆菌去除率达5 ～6 个对数单

位, 其去除效果明显优于其他处理方法。当然, 河岸渗滤系

统中有机质含量越高, 其对污染物的去除率越高。Miller 等

利用土柱实验研究河岸渗滤系统对蓝藻的去除功效, 结果表

明有机碳含量和粘土含量高的河岸沉积层对它们的去除率

为100 % 。

  表1 在荷兰的3 个河岸渗滤地点微生物的对数去除情况[ 13]

去除率
渗滤距离

m

迁移时间

d
F- RNA 噬菌体 大肠杆菌噬菌体 肠病毒 总大肠杆菌数 亚硫酸盐还原菌 粪便菌

Rhine 河Rennerden 段   30   15 6 .2 - 4 .0 5 .0 3 .1 3 .2

25 63 5 .7 - 4 .0 5 .0 3 .6 3 .5

Meuse 河Zwjindrecht 段 13 7 3 .9 3 .8 3 .7 - 3 .3 -

25 18 6 .0 5 .1 - - 3 .9 -

Meuse 河Rooseteren 段 150 43 - 7 .8 - - 5 .0 -

 注 :“- ”表示低于检测范围。

3  结语

河岸渗滤过程作为一种自然的地表污水净化过程具有

很多优点。与传统的处理方法相比, 它设备简单, 处理成本

低。作为饮用水处理的预处理步骤 , 河岸渗滤过程具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由于不同河流的物理化学环境复杂, 目前有关

这方面的资料很有限, 所以还需要系统分析污染物在这个独

特的水文地球化学环境中发生的各种过程。今后对河岸渗

滤系统的主要研究方向: ①河岸渗滤系统可以通过物理、生

物及化学作用去除污染物, 但对河岸的渗透性是否有影响 ;

②河岸渗滤系统可以明显去除病原体, 但需要了解其去除机

理; ③各种污染物单独通过河岸渗滤系统时发生的作用, 多

种污染物混合通过河岸渗滤系统时发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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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但抗生素不仅抑制胃肠道内的有害菌, 同时也抑制了肠

道内有益菌的生长 , 从而破坏胃肠道内正常微生物种群的

平衡 , 不仅影响动物的消化功能 , 还对其生长发育产生不良

影响。长期使用某类的抗生素, 会使病原菌对其产生耐药

性, 从而影响防治效果 , 而且治愈后容易复发。乳酸芽孢杆

菌粉剂为微生态活菌制剂, 其通过抑制有害菌群繁殖 , 恢复

并维持胃肠道正常有益菌群的生长和增殖, 促进胃肠道微

生物平衡, 从而达到预防或治疗乳猪和断奶仔猪黄白痢及

腹泻的目的。乳酸芽孢杆菌粉剂的优点是不会产生耐药

性, 可作为预防仔猪黄白痢的药物长期使用, 效果稳定。

试验表明 , 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对乳猪黄白痢的预防效

果很好。据调查 , 用活菌制剂防治乳猪、仔猪下痢或腹泻较

常规药物防治效果好。排除母猪奶水不足及个别猪只体质

较差的影响 , 乳酸芽孢杆菌粉剂对哺乳仔猪的黄白痢的预

防率可达99 .5 % , 且可明显提高乳猪的断奶重 , 为其以后的

健康生长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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