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更新

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概述

背景
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FDN）是目前了解不多的一种肠
道疾病综合症，最早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Patricia 
Dunn博士在蛋鸡中发现。这种疾病主要表现为十二指
肠多病灶溃疡，俗称“灰肠病”。无论是在笼养、非笼
养还是有机放养群体中，以及所有主流褐壳和白壳蛋鸡
品种中都有发现，美国和欧洲都出现病例。十二指肠局
灶性坏死在多周龄多批次混养群体和使用粪带的鸡舍中
更易发病。

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唯一的临床表现是鸡冠苍白。与其
他肠道疾病相比，鸡群成活率不受影响，粪便也正常。
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从15周龄一直到淘汰都可能发病。

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对经济性状有严重的影响，发病群
体蛋重下降（每枚蛋减少2.5克/每箱减少2磅），产蛋
率可能低于标准10%，32周龄前的增重以及高峰后的体
重都会受到影响。十二指肠损伤也会影响钙质吸收，导
致蛋壳质量和骨骼完整性下降。

诊断
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会导致十二指肠的明显损伤，并经
常损伤空肠第一段。损伤表现为肠道黏膜上的溃疡或灰
绿色斑块，这些斑块可能是单个或多个，形状不规则，
直径5-15毫米。有记录表明小肠绒毛上也会有微小的溃
疡，通常与革兰氏阳性菌和嗜异炎症聚集。肠道损伤会
产生硫化氢，在剖检时有强烈的臭鸡蛋味。即使患病鸡
只看上去没有损伤，但在组织病理学观察下也会有亚临
床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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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十二指肠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在死亡后迅速消失，因
此必须在病鸡死亡后一小时内剖检观察典型症状加
以诊断。对鸡冠苍白的鸡进行剖检可以帮助诊断十二
指肠局灶性坏死。每4-8周定期监控小样本群体可以
帮助诊断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鸡场定期就鸡进行剖
检可以有效的监控群体肠道疾病以及其他营养健康问
题。早期确诊可以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更多的死淘和
产蛋问题。

由于肠道明显可见的组织病理学损伤，十二指肠局灶
性坏死很大可能会影响正常的消化吸收流程。从生理
学角度，十二指肠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很重要，但与
回肠和空肠相比，十二指肠并不是大量营养物质吸收
的区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家禽中，十二指肠在激
素调节下是活性钙的主要吸收器官。十二指肠细胞的
损伤会严重影响钙质的吸收，从而导致潜在的骨骼和
蛋壳质量问题。此外，十二指肠还是铁的主要吸收器
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发病鸡只表现为鸡冠苍白和
贫血，这些都会长期且缓慢的影响鸡群。

目前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病没有明确的诱因，尽管与
梭菌感染密切相关。目前普遍认为是肠道梭菌在肠
道中定植并产生毒素，进而形成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
病。另外有证据表明产气荚膜梭菌也与十二指肠局灶
性坏死有关。

预防和治疗
目前来看大部分对革兰氏阳性厌氧菌有效的抗生素药
物都可以治疗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最有用的抗生素
药物应该是那些对蛋鸡没有停药期的产品，这在不同
国家差异很大。在美国，每吨饲料中添加25克杆菌肽
是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欧洲和美国，其
他抗生素如土霉素、金霉素、青霉素、新霉素、泰乐
菌素、红霉素也被使用。

治疗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时，通常在蛋重恢复或者没
有十二指肠损伤后便停止使用抗生素药物。但即便成
功治疗并且发病群体也恢复生产，6-8周后疾病仍然
可能复发。

目前仍在研究益生菌和有机酸是否可以用于治疗或缓
解十二指肠局灶性坏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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