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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产后不食的分析与对策 

第一部分 毕业设计背景 

一、病例情况 

某县南木村，有 1 头良种母猪，白色，年龄 5 岁，营养中等，产后发病。 

主诉：昨天母猪产了 14 头仔猪都很健康，母猪精神也很好，不像有病的样

子，也有奶，就是不吃，无论给它什么好吃的，都一口不吃，嗅一嗅就走。 

二、设计母猪产后不食诊治方案的必要性 

母猪发生不食现象是由于猪产后消化系统紊乱、食欲减退引起，它不是一种

独立的疾病，而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种症状表现，是规模化猪场最常见的症状

表现。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肉食品的需求不断的提高，想要

养殖业发展得更好，就要加强对母猪的饲养管理。母猪产后一旦表现食欲减退或

废绝，如果不及时治疗，将会对仔猪的生长、母猪发情率、生产的稳定等造成影

响。因此，发现母猪不食应立即查明原因，进行诊断，综合防治，加强饲养管理，

对症下药，才会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养猪场一定要把猪场的猪病防治与治疗放

在第一位。要想使猪群不发病，一定要从预防着手，全面做好疫情防治工作，建

立起一个完整的疫病防治系统。临产前要对不食母猪做好记号，并饲喂多汁青饲

料，给予适当的运动；在产母猪应注意产程的长短，注缩宫素可缩短产程，避免

母猪过度劳累而不食；产后给予优质、全价饲料，适当控料，加强对母猪的护理,

有利于增进食欲、产后恢复及净化子宫。 

三、设计母猪产后不食诊治方案的可行性 

完成了《动物内科病》、《动物传染病》和《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等专业课

程的学习，具备了诊治猪病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通过研究文献资料，熟悉了母猪产后不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了母猪产

后不食的操作技术规范，了解了这一领域的新技术。 

在猪场顶岗实习，接触到了母猪产后不食的具体病例，确保母猪产后不食诊

治方案来自于临床实践使方案的切实可行。 

第二部分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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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母猪产后不食的诊治方案设计，使这掌握了母猪产后不食的流行特点，

发病机理等知识，知道了怎么样防治母猪产后不食，从而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

有了理论基础，也为在猪场做疾病防控的人员为母猪产后不食的诊治提供了一些

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 要求 

人员：掌握猪场常见猪病诊治疗程和技术的兽医技术员 1 名，养殖实习指导

老师 1 名 

经费：大概费用 800 元（药品费用，饲料费用，） 

要求：能准确判断产科疾病的诊断，对动物产科疾病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时间：大概 10 天。 

第四部分 具体任务 

一、分析母猪产后不食的原因，按照母猪产后不食的诊治方案完成母

猪产后不食的准确诊断 

二、按照母猪产后不食诊治方案对提供的具体病例完成治疗 

第五部分 实施步骤 

一、引起母猪产后不食的原因 

（一）饲养管理 

1.因母猪分娩时栏舍消毒不严，助产消毒不严格，病原菌乘虚而入引起泌尿

系统疾病，导致猪产后不食。 

2.分娩前后饲养管理不当主要由于妊娠期间饲喂不当，导致体况过肥。临产

前饲喂精料过多，饲料浓度过大，引起母猪厌食、便秘、消化不良。 

3.产后母猪腹压降低，饥饿感增加，因加料过猛，造成母猪消化机能不适应。

发生 “顶食”。或因产后护理不当，缺乏充足、清洁饮水等引起母猪食欲减退．甚

至不食。 

4.对难产母猪没有及时处理好，导致母猪产程长，使母猪过度劳累而不食；

或者在人工助产时操作方法不对，消毒不严格，致使对母猪的子宫、产道有很大

的损伤，从而引发炎症，后体温升高，身体不适，食欲下降。 

5.在平时的饲养管理中，没有控制好舍内的温度、湿度，导致母猪应激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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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食欲。 

（二）疾病因素 

母猪感冒、高烧：因分娩困难、产程过长，致使母猪过度劳累感冒、高烧引

起产后不食，在临床症状比较明显，常常表现为体温高、呼吸心跳加快，四肢、

耳尖发冷，乳房收缩泌乳减少 

肢蹄病：母猪由于机械损伤、运动受限制、地板的材质和粗糙程度、消毒后

清洗不够、转猪群时员工得毒打等原因造成母猪由于脚疼痛常卧不起，不食。 

产后感染：大部分产后患有阴道炎、子宫炎、尿道炎，此类多因母猪分娩时

圈舍消毒不严，受病原微生物感染，或者是阴道检查时消毒不严、难产、胎衣不

下、子宫脱出及产道损伤之后，细菌（双球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等）

侵入而引起的炎症，后体温升高，身体不适，食欲下降。 

便秘：（1）母猪便秘主要是由母猪体内毒素排出受阻引起的，表现为消化

不良，食欲下降，产后无乳等症状；容易引起胎儿吸收、流产、生理机能障碍、

发情周期破坏等繁殖道疾病；便秘肠部发生炎症、继发感染，胃肠出血、坏死等

肠道疾病。（2）母猪便秘发生的主要原因：管理因素：饮水不足，缺乏适当运

动；饲料因素：米糠、稻壳糠、精料增多，青绿饲料减少；料中加有过多矿物元

素如硫酸亚铁等；怀孕后期、分娩后不久的母猪直肠麻痹；继发肠便秘传染病和

寄生病、猪瘟早期、慢性肠结核、肠道蠕虫病、发热性疾病未能及时治疗消化不

良、异食癖。 

产褥热：产褥热是母猪在分娩过程中或产后，在排出或助产取出胎儿时，软

产道受到损伤，或恶露排出迟滞引起感染而发生，又称产后败血症。本病是由产

后子宫感染病原菌而引起高热。临床上以产后体温升高、寒战、食欲废绝、阴户

流出褐色带有腥臭气味分泌物为特征的疾病。助产时消毒不严，或产圈不清洁，

或助产时损伤产道黏膜，致产道感染细菌(主要是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化脓棒状杆菌、大肠杆菌)，这些病原菌进入血液大量繁殖产生毒素而发生产褥

热 。 

（三）营养因素 

1.妊娠和哺乳母猪饲料中缺少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等，造成机体营养不

良。这种病例病程较长，早期则表现食欲不振，日渐消瘦。结膜苍白，被毛粗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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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光，粪便干燥而少，体温正常，但也有的体温稍下降，严重者卧地不起。 

2.日粮中缺钙或钙磷比例不当，日照不足或缺乏运动时，维生素Ｄ原不能转

变成维生素Ｄ，使血钙浓度降低，胃肠蠕动缓慢。若病程长时，还会出现运动障

碍。维生素Ｂ１可以兴奋肠胃，使胃肠蠕动和分泌加强，当维生素Ｂ１缺乏时，

可造成胃肠蠕动减弱、胃液分泌量下降，导致猪只食欲下降和消化障碍。 

3.低血糖缺钙：由于母猪产后大量泌乳产仔数目多，血液中葡萄糖、钙的浓

度降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分泌性能发生紊乱，泌乳减少，仔猪吃奶不足

而骚动不安，干扰母猪休息，导致母猪消化系统发生紊乱。母猪精神不安,感觉

异常,兴奋和沉郁交替发生,经常卧地而不愿站立。有的肌肉震颤，食欲废绝，行

动迟缓，甚至引起跛行或瘫痪。 

（四）季节性因素 

由于季节的变化，母猪的采食量也在发生变化。在夏季因为天气炎热，气温

升高，栋舍温度湿度没控制好，母猪产后过度劳累，机体还没有完全恢复，食欲

下降甚至不食。 

二、母猪产后不食的防治对策 

（一）营养管理的防治措施 

1.应加强饲养管理，合理搭配饲料，供给母猪易消化多营养及青绿多汁饲料

（黑麦草、苦麦菜、象草等）。 

2.加强怀孕母猪饲养管理，对有便秘、四肢疼痛和有瘫痪倾向的病猪应给予

适当的运动，并加强护理。 

3.及时治疗母猪各种原发疾病，如阴道炎、子宫炎、尿道炎等。对发生类似

及疾病的猪应细心观察母猪精神状态，勤测体温。 

4.保持舍内干燥、清洁的环境卫生，创造适宜的环境，并注意防暑降温。 

5.母猪产前产后饲料添加葡萄糖（每吨料 3 千克）。也可以在母猪产前产后

用阿莫西林拌料，对母猪产后不食症的发生率可大大减少或产后喂服“益母草红

糖水”或“生化汤”，活血化瘀，净化子宫。 

（二）疾病因素的防治措施 

1.母猪感冒、发烧：一般情况高热发烧安痛定或者氨基比林，中热氟尼辛葡

甲胺或多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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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肢蹄病：预防加强饲养与管理: 要加强运动，多晒太阳，增强种猪的四肢

支撑能力，可以降低该病的发生率；同时要保证日粮中氨基酸平衡、富含维生素

及矿物元素，适当的钙、磷比例；注意添加锌、硒制剂，并注意逐级预混，保证

混合均匀，应严格控制砷制剂的添加；搞好猪场设计与建设；要勤观察，精心护

理，经常检查猪的蹄壳。 

治疗对于机械损伤、运动受限制而擦伤的猪只可在患部涂 5%碘酊、松花油

等；对于裂蹄猪只应停用磺胺类药，应补锌和生物素。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溶液

500ml，连续注射 3 天。 

3. 产后感染： 

（1）青霉素 3 支，链霉素 3 支，鱼腥草 3 支。氯化钠 500ml/1 萍，每日 1

次。 

（2）青霉素 3 支，链霉素 2 支，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或生理盐水稀释，每

日 2 次，连用 2-3d 即可治愈。 

（3）对子宫严重感染者可用生理盐水 500ml，青霉素、链霉素各 400 万单

位稀释后注入子宫内。肌肉或皮下注射氯前列醇钠 2ml。 

4.便秘： 

（1）母猪便秘有时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可能是由于应激及其它

因素的综合作用发生在一些管理不善的猪群，所以在预防上应注意：首先改善猪

群的饲养管理，母猪是一个猪场的核心，饲养母猪应做到细心管理，特别是应给

母猪供应充足的水，饲料应搭配均匀。有条件的养猪户在饲喂母猪时，如能给母

猪一天提供 5-6 斤的优质青绿饲料对预防母猪便秘效果最好。最后从猪场从长远

考虑，可选用一些无药物添加剂预混料产品来饲喂母猪，这对于缓解母猪的便秘，

具有相当好的效果。 

(2)治疗方法对于处于便秘状态下的母猪，可采取如下方法治疗：一种是在

饲料中添加 2%-3%的糖蜜，可起到润肺、济肠、通便的效果，且有提高母猪采食

量的效果。对于产前、产后出现便秘症状的母猪，可采用一些如“泌乳进”、大

黄苏打、柠檬酸进行拌料；另一种是在母猪饲料中添加 3 公斤/吨的硫酸镁，对

于缓解母猪便秘也有一定的作用；对于由于便秘造成不食的母猪应停喂精料，喂

给青绿饲料，可注射广谱抗菌素及注射促进消化的一些药物如维生素 B1 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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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维生素 B 注射液等。 

5.产褥热： 

（1)防治在分娩前搞好产房的环境卫生，垫草暴晒干净，分娩时助产者必须

严密消毒双手后方可进行助产。并准备碘酒和一盆消毒药水(百胜或 0.1%高锰酸

钾水)随时备用，以保证助产无菌、阴道无创伤，避免发生感染。在母猪产出最

后 1 头仔猪后 36～48 小时， 肌注缩宫素 4-5ml，可排净子宫残留内容物，避免

发生产褥热。加强猪舍卫生工作，母猪产前圈床应垫上干净的垫子，助产时严格

消毒，切勿损伤子宫，如有损伤，就应及时处理。 

(2)治疗可用 0.1%高锰酸钾水冲洗子宫，冲洗完毕须将余液排出，适当选用

鱼腥草 30ml 稀释头孢进行肌肉注射。帮助子宫排出恶露，可应用氯前列醇钠 2ml

注射。 

（三）营养因素的防治措施 

(1)对营养不良的母猪应改变日粮组成，调整日粮中钙、磷含量，使钙磷比

例恰当；加强户外运动和接受日光照射，给予易消化，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饲

料，也可使用维生素 D2 胶性钙４～６ml 肌肉注射，每天１～２次;在饲料中加

鱼肝油，搅拌均匀，后饲喂给病猪只，连用５～７d。 

(2)对低血糖缺钙的母猪应以补糖、补钙、补磷为主，注意加强营养，结合

调节胃功能，以补养气血，加强胃肠蠕动。可用 10%葡萄糖酸钙 100 ml，10%～

25%葡萄糖 500ml，维生素 C 5 ml×10 支混合静脉注射，连用 2～3 d。 

（四）季节因素的防治措施 

在夏天来临之季，给母猪拌湿饲料，或者在饲料中添加柠檬酸、牧丰宝等酸

性物质，刺激母猪的肠胃，从而增加食欲。同时给予适当的青饲料,改善猪舍的

环境（如栽种树、种植绿色植被）；增加舍内通风，做好降温工作，保持适当的

湿度。 

第六部分 预期效果 

按照本方案，规范母猪产后的饲养管理标准，在生产中只要规范操作，注意

细节，就能达到预订目标： 

1.产后母猪在日常的逐渐加料能在 14d 能吃料达到每天 7.5kg。 

2.在母猪发病前提前预防以及及时治疗，减少母猪的疾病以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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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每天的饲料中加入适量的维生素，针对猪只的情况进行加药或加量。 

4.在季节更换时控制好栋舍的·温度，湿度，空气清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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