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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方剂预防母猪繁殖障碍性疫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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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进一步研究中草药方剂预防母猪繁殖障碍性疫病的确切效果ꎬ选择经产母猪 ９０ 头ꎬ随机分成 １ 个对

照组和各用 １ 个试验药方的 ２ 个试验组ꎬ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对照组产死胎比率分别高于试验组 ６.７％、
１０％ꎬ产木乃伊的比率对照组为 ３.３％ꎬ２ 个试验组均为正常ꎻ子宫内膜炎发病率与对照组(１６.６％)相比ꎬ２ 个试验组

分别降低了 １０％、６.６％ꎻ平均窝产仔数试验组较对照组分别提高 １.１６、１.０１ 头.由此可见ꎬ试验药方配伍合理ꎬ使用

后效果确实ꎬ推荐在生产中使用.表 ２ꎬ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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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猪繁殖障碍性疫病使得母猪在较长时间内处

于非妊娠、非哺乳的状态ꎬ严重影响了养猪生产经济

效益.已成为养殖场(户)最关心、最亟需解决的技术

难题.利用西医药理论解决母猪繁殖障碍问题目前仍

不理想ꎬ特别是所用促性腺激素来源困难ꎬ价格昂贵ꎬ
副作用大.而推广使用无抗生素、激素、无药物残留的

绿色饲料添加剂也成为我国生产无公害畜牧产品的

当务之急.中草药既可抗病、保健、增强动物机体免疫

力ꎬ又可提高畜禽的生产性能ꎬ具有毒副作用小、无残

留、无耐药性等优点ꎬ已引起畜牧兽医界人士的广泛

重视与研究[１] .为了进一步研究中草药方剂预防母猪

繁殖障碍性疫病的确切效果ꎬ笔者自拟 ２ 个中草药配

方进行对比试验ꎬ结果报告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母猪及饲养管

　 　 试验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在衡阳市某

原种猪场进行ꎬ该场种母猪存栏数 １１２５ 头ꎬ从中选

择临床健康ꎬ已产 ３ 胎ꎬ妊娠期 ７５~８５ ｄ 大约克母猪

９０ 头ꎬ随机分成 ２ 个试验组和 １ 个对照组ꎬ每组 ３０

头.试验期为连续 ２ 个胎次.
供试猪饲养在同一环境条件的母猪舍内ꎬ基础

日粮(玉米＋豆粕＋麦麸＋菜籽粕＋预混料)由本场提

供ꎬ日喂 ２ 次、自由采食和饮水ꎬ日常管理参照本场

原方案执行.
母猪通过发情鉴定确定最佳输精时间ꎬ每次情

期均输精 ２ 次ꎬ间隔时间为 １２ ｈ

１.２　 试验方案

１.２.１　 中草药配方组成

配方一:淫羊藿、益母草、阳起石、菟丝子、肉苁

蓉、当归、黄芩、川芎、蒲公英、杜仲、熟地、玄参、
甘草.

配方二:淫羊藿、益母草、巴戟天、补骨脂、肉苁

蓉、忍冬藤、菟丝子、杜仲、枸杞、党参、黄芪、熟地、
甘草.

上述药材从中草药市场购回后ꎬ烘干粉碎ꎬ用
塑料袋包装、封口、存放于干燥处备用.
１.２.２　 喂法及喂量

试验组除喂基础日粮外再添加中草药方剂ꎬ喂料

前按比例将中草药均匀拌入饲料中ꎬ现配现用ꎬ对照组



只喂基础日粮.投药时间分二阶段进行ꎬ第一阶段 ２ 个

试验组的母猪均在仔猪断奶(２８ 日龄断奶)前 ５ ｄ 开始

加喂上述中草药方剂ꎬ添加量为饲料的 ２％ꎬ连用 １５ ｄꎻ
第二阶段从配种后的第 ８５ｄ 开始饲喂ꎬ一直到分娩后

１０ ｄ 为止ꎬ添加量为饲料的 １％.

１.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

由专人负责详细记录母猪断奶后的发情、配种

后的受胎、产后子宫炎、乳房炎以及产死胎和木乃

伊等繁殖情况ꎬ并建立母猪生产性能卡.

２　 结　 果

用药后全面观察、统计和比较了母猪繁殖性能

和产后发病情况ꎬ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母猪的繁殖性能与产后发病情况

Ｔａｂ.１　 Ｓｏｗ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组　 别
第一情期
受胎率 / ％

断奶后 １４ｄ 内
发情比率 / ％

产死胎
比率 / ％

产木乃伊
比率 / ％

子宫内膜炎
发病率 / ％

乳房炎
发病率 / ％

对照组 ７６.６(１９ / ２５) ８３.３(２５ / ３０) １３.３(４ / ３０) ３.３(１ / ３０) １６.６(５ / ３０) １０.０(３ / ３０)
试验一组 ９２.９(２６ / ２８) ９３.３(２８ / ３０) ６.６(２ / ３０) ０ ６.６(２ / ３０) ０
试验二组 ８８.９(２４ / ２７) ９０.０(２７ / ３０) ３.３(１ / ３０) ０ １０.０(３ / ３０) ３.３(１ / ３０)

２.１　 第一情期受胎率

第一情期配种母畜数与第一情期妊娠母畜数

之比.由表 １ 可知ꎬ试验一组第一情期受胎率最高为

９２.９％ꎬ试验二组为 ８８. ９％ꎬ２ 个试验组较对照组

(７６.６％)分别提高 １６.３％和 １２.３％.

２.２　 产后发情

一般生产母猪正常情况下产后 ７ｄ 表现发情ꎬ如
果患有繁殖障碍性疫病发情推迟或不发情.由表 １
可见ꎬ 试 验 一 组 产 后 １４ ｄ 内 发 情 率 最 高 为

(９３ ３％)ꎬ试验二组为 ９０.０％ꎬ对照组为 ８３.３％ꎬ２ 个

试验组产后发情率分别高于对照组 １０％和 ６.７％.

２.３　 产死胎及木乃伊

母猪分娩时随正常仔猪一同分娩出干尸化胎

儿(木乃伊)和排出死亡的胎儿ꎬ由表 １ 可知ꎬ对照

组产死胎比率分别高于试验组 ６.７％和 １０％ꎬ产木乃

伊的比率对照组为 ３.３％ꎬ２ 个试验组均为正常.

２.４　 临床子宫内膜炎发病率

母猪产后恶露排出期超过 ６ ｄ 且分泌物呈浑浊

状记录为子宫内膜炎.对照组子宫内膜炎发病率最

高(１６.６％)ꎬ试验组较对照组发病率分别降低了

１０％和 ６.６％.

２.５　 临床乳房炎发病率

试验二组乳房炎发病率为 ３.３％ꎬ没有加喂中草

药添加剂的对照组为 １０.０％ꎬ试验二组较对照组发

病率降低 ６.７％.试验一组没有出现发病情况.

２.６　 母猪的产仔性能

用药后母猪产仔性能统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母猪产仔性能

Ｔａｂ.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ｗｓ

组别 母猪数 / 头 平均窝产仔数 / 头 产仔总数 / 头

对照组 ３０ １１.２ ３３６
试验一组 ３０ １２.３６ ３７１
试验二组 ３０ １２.２１ ３６６

　 　 注:统计 １ 个胎次.

由表 ２ 可见ꎬ平均窝产仔数ꎬ２ 个试验组较对照

组分别提高 １.１６、１.０１ 头.试验结果证明ꎬ加喂中草

药方剂能够促进猪性腺发育和生殖机能的成熟、促
进卵子生长和排出ꎬ从而提高母猪的产仔性能.

３　 小结与讨论

３.１　 在母猪饲料中添加中草药方剂ꎬ可预防母猪繁

殖障碍性疫病

　 　 邱基洪等[３](２００４)自拟中草药忍冬藤、益母草

５２第 ３ 卷第 ２ 期 许美解ꎬ等:中草药方剂预防母猪繁殖障碍性疫病的研究



在母猪产后试用ꎬ试验结果ꎬ对照组母猪发病率最

高为 ９０％ (其中流产 １０％、死胎 ２０％、子宫炎 ２０％、
乳房炎 ４０％)ꎬ而试验组只有 １ 头母猪发生乳房炎ꎬ
发病率为 １０％. 王明奎等[６] ( ２０１４) 采用生地黄

３０ ｇ、黄连 ２０ ｇ、栀子 ３０ ｇ、牡丹皮 ２０ ｇ、黄芩 ２５ ｇ、
赤芍 ２５ ｇ、玄参２５ ｇ、知母３０ ｇ、连翘３０ ｇ、桔梗２５ ｇ、
甘草１５ ｇ、淡竹叶２５ ｇ、黄芪３５ ｇ、党参３０ ｇ、苍术３０ ｇ
为中药组方为细末.于妊娠 ８５－９０ ｄ 饲喂 ３ ｄꎬ再在

临产前一周、产后一周ꎬ分别连续饲喂 ３ ｄ.结果对照

组产死胎、木乃伊比率分别为 ３.５６％、０.６７％.而试验

组分别为 ２.６４％和 ０.本试验在母猪断乳前 ５ ｄ 开始

添加中草药方剂ꎬ连用 １５ ｄꎬ第二阶段在母猪妊娠

８５ ｄ 后开始添加ꎬ一直到分娩后 １０ ｄ 为止.结果表

明:对照组产死胎比率 ( １３. ３０％) 高于试验一组

(６ ６０％)６.７％、试验二组(３.３０％)１０％.而产木乃伊

比率对照组为 ３.３％ꎬ２ 个试验组均为正常.现代药理

研究证明:黄芪中所含的胡萝卜、黄氏多糖、多种氨

基酸和微量元素ꎬ能增强机体的新陈代谢ꎬ促进蛋

白质和各种酶的合成ꎬ促进生长发育ꎻ而枸杞、党
参、杜仲具有补血、益气、活血、通经之作用ꎬ能增强

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ꎬ提高白细胞合成ꎬ并释

放干扰素和免疫球蛋白[３￣６] .诸药合用能提高机体的

免疫抗病能力.

３.２　 试验结果表明ꎬ本方剂能使母猪产后疾病发生

率降低

　 　 对照组母猪临床子宫内膜炎和乳房炎发病率

高于 ２ 个试验组ꎬ而情期内发情率和受配率均低于

２ 个试验组.说明子宫内膜炎是引起母猪繁殖障碍

的因素之一.如果得不到治疗就会引起母猪产后不

发情或累配不孕等繁殖障碍.本方剂中忍冬藤对多

种细菌具有抑制作用ꎬ如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等.而益母草能清热解毒又能活

血化瘀ꎬ有收缩子宫清理子宫之功效ꎻ当归活血很

化瘀ꎬ加快子宫及产道的恢复ꎻ黄芪、蒲公英有消热

解毒ꎬ提高母猪的抵抗力作用ꎬ防止病原体通过产

道感染母猪子宫ꎬ从而降低了母猪产后疾病的发

病率[７] .

３.３　 试验结果表明ꎬ方剂能提高母猪的产仔性能

平均窝产仔数 ２ 个试验组较对照组分别提高

１ １６、１.０１ 头.其原因可能是 ２ 个试验组所用药方都

以淫羊藿为主药.按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ꎬ淫羊藿因

含淫羊藿多糖、淫羊藿甙等活性成分ꎬ能显著增强

红细胞免疫功能ꎬ而其中所含淫羊藿黄酮具有性激

素作用ꎬ能促进雌性动物生殖机能的成熟、促进子

宫内膜增厚和卵巢激素分泌、促进卵子生长和排

出ꎬ达到了提高母猪受胎率的良好效果[８] .

３.４　 有待研究的问题

试验采用了 ２ 个不同的药物方剂并进行了对比

试验ꎬ结果证明 ２ 个药物方剂均能降低母猪的繁殖

障碍性疫病的发生ꎬ提高了母猪的繁殖性能.但受条

件限制ꎬ对方剂药材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没有进行测

量与分析ꎬ至于这些中草药为什么能预防母猪的繁

殖障碍的作用机理还不甚明了ꎬ对配方的最佳投药

时间和添加剂量等方面也没有作对比试验ꎬ这些问

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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