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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化生产母猪疾病防控
策略



•  批次化生产管理，可控制生产节奏，减少混群操
作，能对病原体进行消杀灭，有效控制传染源。

•  批次化生产管理可有效切断传播途径。

•  批次化生产管理可维持每批次猪群抗体水平的一
致性 ，可 减少母猪对特定病原的易感 。

•  批次化生产管理能有效提升猪场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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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围产期疾病的主要危害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泪斑、皮毛粗糙

     母猪便秘

    产程长、产无力

    奶水不足

    子宫内膜炎和乳腺炎

    繁殖障碍

围产期疾病
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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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围产期主要临床病症的原因

n 一  泪斑、皮毛粗糙表现
       处于亚健康状态，与霉菌毒素、药物等慢性中毒对肝的损失有关系，也与感染慢性

、消耗性疾病有关。
n 二  母猪便秘
       各种因素引发的应激，饮水少，日粮结构不合理，长期高温高湿环境，药物使用不

当及缺乏运动等都可以引起母猪便秘。
n 三  产程长、产无力
       与母猪的体能贮备，产道肌肉收缩力相关。
n 四  奶水不足
        母猪面临疾病压力和生产应激压力，严重地透支了生理贮备功能和体能，没有足

够的体能与营养来分泌乳汁。
n 五  子宫内膜炎与乳腺炎 
       多因感染某些病原（细菌、病毒）所引起。常见的有链球菌、葡萄球菌、化脓性杆菌、

大肠杆菌、坏死杆菌及恶性水肿杆菌等。此外，结核杆菌、放线菌、布鲁氏菌及口蹄疫
病毒等也可能引起。

n 六  繁殖障碍
        由传染病、普通病、环境因素等引起。发情不规则或不发情,隐性发情,屡配不孕、流产、

死胎、早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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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 实验室检测数据的真实性：
             疾病具象背后的数据、指标经过实

验室检测的采样、运输、检测方法、
使用仪器、试剂及操作人员等若干环
节，最终的结果是对疾病本质真实性
的过度扭曲。实验数据结果的真实存
在度更差，并不能揭示疾病的本质。

       病原学诊断：如何论证病原存在与
疾病发生？  建立诊断要规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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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诊断，是对动物疾病发生矛盾所在的逻辑判断

兽医人员面对新发疾病、
新现象、新变异的情况经
验不足，迫使其依赖实验
检测技术，主观上加重了
实验室检测数据作为诊断
依据，而造成没有充分逻
辑判断出现的主观、无效
诊断现象增多，以至于对
疾病没有充分认识而无法
有效防控。



     母猪临床基础疾病防控策略

    母猪重要疫病防控策略

母猪疾病
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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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围产期母猪体液平衡

     减少母猪围产期应激、提高免疫力

      预防母猪便秘

     预防母猪产程长及产无力

     预防泌乳不足

     预防母猪产后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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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临床基础
疾病防控策略



 

母猪临床基础疾病防控措施

n 重视围产期母猪体液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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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钠、钾、钙、镁、铁
盐等阴离子盐来调节日粮电解
质平衡值（ 160-250 mEq/kg 
dEB ）。阴离子盐可以激活免
疫细胞，减少自由基，提高整
体免疫系统和抗病能力。

体液平衡包括酸碱平衡、电解质平衡、晶体渗透压与胶体渗透压平衡

当机体的体液平衡受到破坏时才会发生感染与疾病
体液不平衡是感染与发病的前提逻辑基础。

     首先保证母猪体液平衡，强化机体健康生理基础而预防疾病，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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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临床基础疾病防控措施

n 减少围产期母猪免疫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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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产前21天到产后第10天是机体免疫
功能最薄弱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母猪免疫低下窗口期，具有容
易发生感染与发病的特点。重视母猪关键期
安全过度，会收到很好地疾病防控效果。这
个时期要注重精细化管理以减少应激，尤其

是减小免疫应激。
母猪健康生理是免疫应激的基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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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该避免在母猪围产期进行疫苗接种。因为，疫苗佐剂、灭活工艺、疫苗杂蛋
白与内毒素、储存运输条件、活疫苗毒力、疫苗注射时回温等，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
免疫应激。
   2，母猪产仔面临非常大的应激，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E和维生素C，缓解母猪的应
激和氧化作用。



 

提高免疫力发挥预防作用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母猪临床基础疾病防控措施

n 预防母猪便秘
      关注母猪肠道健康。多重措施协同作用，促进母猪排便速度，解决母猪围产期的

便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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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添加微生态制剂
调整和稳定胃肠道内微生态平衡，维持消化系统黏膜屏障强大的

生理功能，可预防便秘、能有效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二 添加天然大分子水溶性膳食纤维 
其具有强大的保水和持水能力，可提高母猪食糜在肠道

中的持水力，减少粪便水分的丢失。
颗粒料？

三 添加缓泻剂
酌量大黄、芒硝，硫酸镁等具

有倾泻作用



 

母猪临床基础疾病防控措施

n 预防母猪产程长及产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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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母猪提供优质饲料营养
既保证母猪生产体能，还能提高仔猪活力

中草药“疏肝健脾、补中益气”
甘草、川芎、山楂、人参、茯苓、黄芪等组方

饲料添加

通过采食葡萄糖、蔗糖、维生素D3、维生素C、维
生素E、铁、钙盐等，补充母猪体力和抗氧化能力，
提高血液中钙离子浓度，增强母猪产道的肌肉收缩

力，缩短产仔时间，提高仔猪的活力。

母猪的产程与母猪的体能贮备、产道的肌肉收缩力、胎仔活力密切相关。

中医
辩证？



 

母猪临床基础疾病防控措施

n 预防泌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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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食量降低影响泌乳
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母猪体液平衡与肠道菌群平衡破坏，便秘问题加重，产后采食量恢复慢。
可综合考虑体液平衡、肠道健康、便秘问题、增加采食量的系列措施。如微生态制剂、酸化剂、
多维电解质、钙制剂等。

中草药“益气健脾、滋阴补肝”
甘草、川芎、黄芪、当归、生地黄、山楂、人

参、茯苓、等组方饲料添加

体能贮备透支泌乳不足
可添加亚麻油、乳化脂肪，豆油等来提高奶水的乳脂率。同时添加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添加
剂，增加初乳的数量和质量。

母猪面临疾病压力和生产应激压力，严重地透支了生理贮备功能和体能，使得泌乳不足，
造成仔猪低血糖、腹泻、营养不良、生长缓慢、消瘦等，严重影响哺乳仔猪成活率。



 

母猪临床基础疾病防控措施

n 预防母猪产后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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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清热泻火”
缓解母猪的产后炎症，使用延胡索、益母草、博落回等中草药及提取
物，替代抗生素，控制母猪产后炎症的发生。提高发情率和配种率。

抗菌消炎
1. 宫炎净产后洗子宫、产后阴道栓塞，降低感染的机率；
2. 注射长效抗生素，饲喂抗生素；（长期使用抗生素副作用大）
3. 分娩时静脉注射抗生素、消炎药、补液、酸碱平衡、补充电解质。



     猪场疫病监测的重要性

     猪场疫病监测体系的建立

      猪场疫病监测具体方案

     疫病监测体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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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疫病
防控策略 没有猪场疫病监测，疫病防控无从谈起！



 

重要疫病防控策略

n 猪场疫病监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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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疫病防控策略

n 猪场疫病监测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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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疫病防控策略

n 猪场疫病监测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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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
档案

饲养
管理
档案

屠宰
档案

免疫档案
保健档案

驱虫档案

消毒档案
生物安全

档案

发病档案 

死亡档案

治疗档案

实验
室检
测档
案

无害化处理档案



 

重要疫病防控策略

n 猪场疫病监测体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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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收集
     1 真实客观，文字、数据和图片、小视频的形式
     2 内部公开，员工可随时补录操作。
二  数据分析
     1专业性逻辑地科学归纳分析
     2全体员工可公开参与相关分析
三  风险评估
     1 鼓励现场员工发现问题并做出评估
     2 兽医主管风险评估
     3 兽医总监风险评估
四  时效性方案
     1 鼓励现场员工提出基层方案；2 兽医主管提出中层方案
     3 总监提出高层方案；4 汇总研判生效、落实



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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