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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猪病学》初版于1958年，本版为第9版，已于2006年在美国出版发行。
新版《猪病学》内容丰富，洋洋200余万字，已成为欧美等许多国家养猪业和猪病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
。
本书由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丹麦、比利时、西班牙、墨西哥、荷兰、
意大利、波兰、瑞士、韩国和西印度群岛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32位著名养猪及猪病专家共同研讨和
撰稿。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原文内涵，译者组织了高水平的译校班子，让读者能更全面系统地了解所需要的知
识。
　　全书共分为5部分71章。
第一部分包括猪的体格检查、猪的各个机体系统、实验室检查和猪病的鉴别诊断；第二部分叙述了腺
病毒、非洲猪瘟等22种病毒性疾病；第三部分叙述了放线杆菌胸膜肺炎、进行性和非进行性萎缩性鼻
炎等18种细菌性疾病；第四部分叙述了包括行为问题、球虫病和其他原虫病等9种其他疾病；第五部分
叙述了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猪的饲养管理、疾病控制方法等11种兽医实践方面的内容。
　　新版《猪病学》较前一版在全书的结构上进行了调整，更有利于读者参考使用。
对部分章节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调整，如猪繁殖呼吸综合征、猪小环状病毒病等章节，使本书更
适于教学、科研和生产各领域的需要。
本书内容丰富而详细，信息量大，实用性强。
为便于读者查找，在书后还列出了索引。
本书可作为兽医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养猪与猪病从业人员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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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断奶仔猪免疫力的方法能给养猪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肠道菌群猪的肠道菌群极其复杂多样，因此难以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
然而人们日益关注如何维持肠道健康并使其处于最佳功能状态。
Robinson等人（1981，1984）对大肠内的微生物菌群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沿着猪的整个胃肠道，肠道环境（如pH值和有机酸）和微生物活性变化明显（BachKnudson等，1991
，1993）。
日粮组分的差异也对这种变化产生影响，并且也影响肠道菌群的多样性。
在一项以含有不同水平的可溶性和不溶性NSP为日粮的试验中，中到高含量的NSP使得小肠中微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IIogberg等，2001）。
日粮中的可发酵糖使肠道微生物活性增强，产生有机酸。
益生元是一种能够促进肠道中有益微生物增殖的化合物，而不是食物中的营养成分；益生素（益生菌
）是含有有益细菌的活菌制剂。
益生元和益生素的潜在价值是许多关于肠道健康和预防肠道感染研究的主题内容。
益生元通过两方面作用来发挥功效，产生有益影响：首先，像果糖低聚糖这类化合物优先被双歧杆菌
和乳酸杆菌所利用，使它们成为优势菌（Houdj汰，1998；Nemcova等，1999）；另一方面，有些致病
菌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菌毛中含有甘露糖特异性凝集素，如果添加含有甘露糖的化合物到饲料中
，那么这些化合物就可与这些致病菌结合，减少它们与肠黏膜细胞上的受体位点结合（McDonald等
，2002）。
菊糖是从菊苣中提取的一种果糖的天然多聚糖，具有益生元活性（Gibson和Roberfroid，1995
；Rob-erfroid等，1998）。
断奶仔猪对菊糖的消化主要是由微生物在大肠内进行的，使得发酵代谢产物发生了变化，N一戊酸盐
和丙酸盐增加，醋酸盐和氨减少（Rossi等，1997）。
体外大肠杆菌黏附试验发现：59／6的菊糖可以部分抑制大肠杆菌F4阳性菌毛黏附到小肠绒毛上。
该研究还表明：菊糖具有免疫调节功能，在外源抗原蛋白的刺激下促进IgA和IgM抗体的分泌（Rossi等
，2001）。
给刚刚断奶的仔猪日粮中添加果糖低聚糖和／或糖浆，尽管对仔猪腹泻的发病率没有影响，但可以增
加肠道中双歧杆菌的数量，同时降低大肠杆菌水平（Kleingebbink等，2001）。
每只小猪中的双歧杆菌数量不一，并且还不到总菌数的1％（Mikkelsen和Jensen，2001）。
某些植物代谢产物与短链脂肪酸发生反应所造成的环境可以抑制E.colio157等病原（Duncan等，1998）
。
益生元的应用在将来可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益生素可以竞争性地抑制致病菌的生长，已被成功应用，例如用来控制猪的耶尔森氏菌感染（Aspllmd
等，1996）。
断奶时肠道菌群还不稳定的时候，饲喂益生菌，特别是乳杆菌和双歧杆菌，有助于控制肠道感染。
然而益生菌也可能通过占据受体位点，阻止肠道致病性大肠杆菌和其他革兰氏阴性细菌的黏附作用
（Spencer和Chesson，1994；Mack等，1999），这对进一步有效控制更多的肠道感染，特别是那些诸如
猪沙门氏菌和大肠弯曲杆菌等引起的人畜共患病。
沙门氏菌感染在猪中普遍发生，导致临床或亚临床疾病（Lax等，1995）。
超过309／5的肥育猪可能患有沙门氏菌感染，因此增加了屠宰时胴体污染的危险（Berends等，1996）
。
弯曲杆菌是造成人类细菌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已经从许多生肉包括猪肉中分离得到（Stern等，1985
；Fricker和Park，1989；Zanetti等，1996）。
猪体中主要是大肠弯曲杆菌（Stern等，1985；Weitines等，1993，1997；Young等，2000），有些猪场
却以空肠弯曲杆菌流行为主（Harvey等，1999）。
哺乳期与母猪的接触导致仔猪弯曲杆菌病的流行，但出生24h后将小猪转移并隔离饲喂能够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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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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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猪病学(第9版)》信息量大，实用性强。
为便于读者查找．在书后还列出了索引。
《猪病学(第9版)》可作为兽医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养猪与猪病从业人员的重要工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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