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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中甸牦牛消化道寄生虫感染情况，为牦牛寄生虫病提供有效的防治措施，从昆明小哨和香格

里拉市随机采集 106 份新鲜粪便样品，采用饱和盐水漂浮法和自然沉淀法共检测出 49 份样品有寄生虫感染，平

均感染率为 46.23%。其中，线虫感染率为 40.57%，吸虫感染率为 16.98%，线虫和吸虫混合感染率为 11.32%。调查

表明，该地区中甸牦牛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较为严重，以线虫感染为主。中甸牦牛对驱虫药比较敏感，驱虫效果

明显，感染率显著低于自由放牧牛群。因此，生产中应加强采取防治措施，提高对寄生虫病的认识和防范，以确保

牦牛养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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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是高寒地区独有的畜种，其生命力和适应

性极强，具有耐寒、耐粗饲和耐劳等特点，被称作

“高原之舟”[1]。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牦牛种群和数量

最多的国家，90%以上的牦牛主要生活在我国青藏

高原地区，是高寒地区人民的主要畜种和重要的生

产生活资料[2]。牦牛经济价值高，具有肉用、役用、奶

用等多种用途，其中牦牛的奶用价值也是养殖户的

重点关注对象，牦牛乳具有干物质和脂肪含量高等

特点，用来加工成各种乳制品进入商业区，给养殖

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3]。中甸牦牛是云南省迪

庆州高原地区特有的畜种，主要在香格里拉县中北

地区的建塘镇、小中甸、尼汝、东旺、格咱、德钦县等

地方分布，是我国优良牦牛类型之一[4]。2018 年度迪

庆州存栏牛 16.6万头，而香格里拉市存栏牛 8.2万头，

其中牦牛 3.7万头，主要生活于海拔 3 000~4 300 m
高原和高山垂直带[5]，黄牛 4.5 万头。

牦牛养殖业是高度适应高寒地区生态条件的

一种生态养殖模式，因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养

殖规模也日渐扩大。然而，随着牦牛养殖业的快速

发展，牦牛寄生虫病的危害性却日益突出，寄生虫

感染造成牦牛体能消耗而生产性能下降、肉质差、

成活率降低等，极大影响藏牧民的经济收入，严重

制约当地牦牛养殖业的发展[6]。因此，为了解香格里

拉社区中甸牦牛的寄生虫感染情况，针对中甸牦牛

在不同饲养环境下的群体进行抽样调查和比较分

析，以期更好地为中甸牦牛寄生虫病防治提供科学

应对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从昆明小哨示范牧场（异地驯养）和香格里拉

社区某养殖场随机采集 106 份牦牛粪便样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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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哨牧场采集异地驯养粪样 33 份，伊维菌素针剂

驱虫后 2 月采样；香格里拉采集圈养 24 份，为伊维

菌素粉剂混料驱虫后 2 周采样；49 份采自放牧牛

群。分别记录好采样信息，用保鲜袋分装，逐一编号

登记，4 益冷藏保存。

1.2 方 法

1）饱和食盐水配制。称取 400 g 氯化钠，加入

1 000 mL 沸腾的开水中，然后加入食盐，用玻璃棒

进行搅拌，直至食盐不再溶解，将其放置几分钟冷

却，观察是否有结晶生成，这种方法配制的溶液即

为饱和食盐水。

2）饱和食盐水漂浮法。取 10 g 左右粪便放入 1
个烧杯中，先加入少量饱和食盐水将粪便搅拌调

匀，然后向烧杯中加入约为粪便的 10 倍量饱和食

盐水，并用玻璃棒搅拌均匀，用 0.3 mm 的铜丝筛将

粪样过滤到青霉素小瓶内，在瓶口轻轻盖 1 个载玻

片，滤液静置约 15 min，然后将载玻片提起进行镜检。

3）自然沉淀法。取 20 g 粪便与少量清水于

100 mL 烧杯中搅拌混匀，用 0.3 mm 铜筛将其滤于

广口瓶中，倒入清水约广口瓶 4/5 处，静置 30 min，

然后过滤广口瓶中 3/5 上清液，加水于广口瓶 4/5
处，静置 20 min。用此种方法连续重复 3 次，用吸管

将留下的沉淀物吸出，用低倍镜进行镜检、计数。

4）数据处理与分析。将所得数据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计算卡方值，分析牦牛肠道寄生虫感染

率与不同养殖方式等因素之间存在的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1 显微镜下的虫卵形态

通过饱和食盐水漂浮法和自然沉淀法，在低倍

显微镜下观察可清晰看见线虫卵和吸虫卵，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2.2 饱和盐水漂浮法和自然沉淀法镜检结果

1）中甸牦牛寄生虫感染情况。不同养殖方式下

中甸牦牛消化道寄生虫感染率存在显著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通过饱和食盐水漂浮法和自然沉淀法

对 106 份中甸牦牛粪样进行检测，共检测出 49 份

样品感染寄生虫，感染率为 46.23%（表 1）。
2）不同养殖方式下中甸牦牛寄生虫感染情况。

在检测的中甸牦牛粪样中，通过伊维菌素驱虫效果

图 1 线虫卵（10伊10） 图 2 吸虫卵（10伊10）
表 1 不同养殖方式下中甸牦牛寄生虫感染率

饲养方式 检测数/份 阳性数/份 感染率/%
不同养殖方式下寄生虫感染率

（阳性数/感染率（%））

线虫 吸虫 混合感染

昆明（异地驯养） 33 10 30.30B 9/27.27C 1/3.03B 0/0.00B
香格里拉社区圈养 24 0 0.00C 0/0.00B 0/0.00B 0/0.00B

香格里拉社区自由放牧 49 39 79.59A 34/69.39A 17/34.69A 12/24.49A
总计 106 49 46.23 43/40.57 18/16.98 12/11.32

注：同列标注的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0.01），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跃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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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自由放牧牛群的感染率达 79.59%，显著高于

圈养的感染率（30.30%）（ <0.01），经过驱虫 2 周的

未检出感染（0%）；自由放牧中甸牦牛牛群的线虫

感染率（69.39%）显著高于吸虫感染率（34.69%）

（ <0.01），圈养的牛群通过一段时间会再次感染；

自由放牧的中甸牦牛线虫和吸虫混合感染率为

24.49%，显著高于经过驱虫的牛只（ <0.01）。
3 讨 论

3.1 牦牛的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自由放牧的中甸牦牛寄生虫感染率

高，为 79.59%，线虫和吸虫感染率分别为 69.39%和

34.69%，与马媛等[7]和杨晓春[8]前期调查相比，波动

范围较大，本调查研究中甸牦牛线虫卵检出率比以

往高，但吸虫卵检出率明显下降，这可能与迪庆州

不同区域、饲养管理和预防措施有关。总体来说，我

国藏区牦牛的寄生虫感染情况较为严重，甘肃省天

祝白牦牛寄生虫感染率达 100%，其中球虫、圆线虫

及其 混 合 感 染 率 分 别 高 达 75.40% 、87.00% 和

68.50% [9]；而玛曲县牦牛消化道线虫感染率为

72.20%，天祝县牦牛的感染率却较低，为 29.00%[10]。
川西北高原部分地区牦牛体内寄生虫中，总感染率

为 76.39%，线虫、吸虫的感染率平均分别为 21.14%
和 42.79%。其中，红原地区牦牛线虫的感染率为

11.59%，吸虫的感染率为 42.45%，吸虫是红原的优势

寄生虫虫种。理塘地区牦牛体内寄生虫中，线虫、吸虫

的感染率分别为 52.38%、20.24%，线虫为该地区的优

势虫种[11]。天山地区牦牛线虫、球虫、吸虫感染率分别

为 48.80%、17.07%、4.88%，其中线虫感染率最高[12]。
青海省海晏县牦牛消化道寄生虫总感染率 57.20%[13]；
果洛州牦牛线虫感染率为 50.00%左右，球虫感染

率为 30%左右 [14]。新疆巴州本土黑牦牛和白绒牦

牛子二代寄生虫感染率分别为 80.20%、78.30%[15]；
巴州牦牛蠕虫感染率为 78.40%[16]；和静县天然牧

场牦牛寄生虫感染率为 80.20%，圈养牦牛寄生虫

感染率为 78.30%[17]。四川省甘孜州五大牧区县牦

牛的肠道寄生虫总体感染率为 79.70%[18]。可以看

出，不同地区牦牛消化道寄生虫感染率有所差异，

这可能与各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饲养模式

等因素对寄生虫的生长情况影响不同有关，但总

体上牦牛受寄生虫困扰严重，开展藏区牛群寄生

虫联合防治亟待解决。

3.2 不同养殖方式下中甸牦牛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

不同养殖方式对牦牛消化道寄生虫感染率有

明显差异，自由放牧的中甸牦牛寄生虫感染率

（79.59%），显著高于圈养牦牛寄生虫感染率

（30.30%）。这一方面表明中甸牦牛对于驱虫药较为

敏感，驱虫效果较好，同时需要持续做好驱虫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将牦牛放牧饲养导致草原草地

和水源等环境中散播大量虫卵，容易造成重复感染

和交叉感染。此外，饲养管理中无法规划草原草地

的轮牧制，同时也不注重预防性驱虫或者未能及时

选用适合的药物来防治寄生虫病等，都易造成牦牛

消化道寄生虫的大量滋生。

3.3 防控措施

中甸牦牛寄生虫感染的防控措施：淤加强饲养

管理，做好养殖场各项饲养管理和防疫工作，抓好

引种和转场等工作，减少感染。及时清扫圈舍及运

动场，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于规划放牧轮牧制，

尽量减少野外放牧次数，在同一个草场内不宜频繁

反复放牧或重牧；种植优质的牧草或青贮玉米制作

青贮饲料适度规模圈养牦牛，提高出栏率，减少冬

春季死亡率，达到提质增效。盂依据寄生虫生活史

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开展预试验，筛选驱虫药，针对

线虫选用伊维菌素、左旋咪唑、丙硫苯咪唑等，1 个

月驱虫 1 次，连续 3 次；吸虫可选用丙硫苯咪唑、三

氯苯达唑等，3 个月驱虫 1 次，连续 2 次。榆加大宣

传和培训力度，结合联合防治，不断提高对寄生虫

病的危害与防范意识，掌握驱虫的基本方法，大幅

度控制寄生虫感染面[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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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饲料微量元素减排试验

魏青娟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塔尔镇药草畜牧兽医站，青海大通 810100

摘要 试验选择 200日龄的开产蛋鸡 600只，分别饲养于 2 栋蛋鸡舍，作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时间共 90 d，
在对照组日粮和试验组日粮中添加微量元素预混料以及缓释微量元素预混料，按照 3 次/d 的投喂频率来饲养，安

装自动饮水设备，每组设置 3 个重复。最终通过记录鸡粪干物质中的微量元素，并取样检验分析最终的减排效果。

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鸡粪中铜和铁的含量有大幅度下降，其中锰、锌、硒的含量分别下降了 36.4%、40.1%、76%，

日粮蛋白质每降低 1%，粪氮、尿氮的排出总量可减少 5%，排尿量减少 10%。低蛋白日粮可显著降低粪便氨的排

出，每降低 1%粗蛋白可降低 10%氨排放量。由此可见，在产蛋鸡饲料中添加缓释无机微量元素降低微量元素在

产蛋饲料中的添加量，产蛋鸡可发挥正常生产性能，可有效减少鸡粪中微量元素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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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如果蛋鸡饲料中微量

元素浓度过高，不利于维生素添加剂、活菌制剂的

使用，进而导致这些微量元素不能被有效吸收，存

在动物体内，还会破坏动物消化道内的营养成分。

为了提高蛋鸡微量元素的吸收效果，需要使用减排

技术将这些不能被消化的微量元素排出体内，有效

提高生产效能。

蛋鸡饲料中如果存在过量的微量元素，动物使

用后无法及时吸收，这些未被消化的微量元素就会

一直存在于蛋鸡的消化系统中，然后随着粪便被排

出到环境中，这样会直接导致土壤生态环境改变，

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技术人员可以利用减排技术

来减少饲料中微量元素与其他养分的接触，减少对

其他养分的破坏。由此可见，蛋鸡排泄物中所含营

养成分越少，证明饲料的利用率越高。随着我国养

殖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蛋鸡养殖工作中饲料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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