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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在治疗兔球虫病时，可用 0.1%地克珠利预混剂，
每 100 kg饲料加 400~500 g拌匀，撤出其他饲料和
饲草，连续用药 2~3 d，待发病得到控制后改为正常
预防量；也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用黄连、黄柏、大

黄各 6 g，黄芩 15 g，甘草 10 g，研细末，2次/d，每次
2~3 g喂服，连服 7 d。

对球虫病的治疗应注意以下几点：淤早期用药
效果好，发现球虫病及早全群用药；于剂量要足，搅

拌要匀，用药连续，否则会影响疗效或产生耐药性；

盂轮换用药，一般一种药用 3~6个月改换其他不同
类型的药。榆应注意对症治疗，增强病兔体质，防止
继发感染；虞严格按药物说明书使用，在选用药物
时要看清成分，防止中毒。有些药物长期使用易在

体内残留，如果使用应有足够的休药期，防止蓄积

中毒。
【责任编辑：胡 敏】

野生动物园是目前野生动物较为重要的栖息

场所，同时也是人类认识、了解、亲近和保护野生动

物的重要措施和手段[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对于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我国大中城市及部分

小城市目前均具有或正在建设动物园，但我国目前

圈养野生动物疾病的预防与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且由于圈养野生动物的特殊特点：种类多、种群小

及种间差异大等，疫苗研究更处于滞后状态。犬瘟

热日益成为危害圈养野生动物的重要致死性疾病，

据报道，犬瘟热已成为威胁大、小熊猫等猫科动物

数量的第一大烈性传染病，毛皮经济动物雪貂的自

然发病死亡率高达 100%，且目前已有非人类灵长
类（猕猴）感染的报道[2]。目前，世界范围内无针对野

生动物犬瘟热的专门疫苗，研究犬瘟热防治措施并

提出行之有效方法成为目前圈养野生动物犬瘟热

防治的重要方向。

1 病原学

犬瘟热（canine distemper，CD）是由犬瘟热病毒
引起的热性、急性、高度接触性和高度致死性传染

病，发病率高、致死性强是该病显著特点。犬瘟热病

毒来源于副黏病毒科麻疹病毒属的单股负链 RNA
病毒，病毒呈圆形、长丝形或不规则形，直径 120耀
130 nm，病毒由结构蛋白、核衣壳和遗传物质组成。
该病毒可在多种细胞系中生长繁殖和传代培养。犬

瘟热病毒对外界抵抗力不强，对多种物理、化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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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显著特点。该病毒易感动物包括犬科、猫科、浣熊科、鼬科的多种动物，成为危害野生动物生命安全的重大威

胁。而目前，尚无犬瘟热特异性疗法，采用疫苗进行免疫接种成为预防该病的重要措施。为此，本文介绍了圈养野

生动物犬瘟热疫苗免疫现状、失败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出台适用动物园等圈养野生动物养殖场所的

防疫条件、防疫要求和防疫程序等，加大对野生动物疫病研究的投入，鼓励研究机构、生产厂家开展跨物种疫苗

研究并给与足够的专利保护和经费补助，建立圈养野生动物养殖场所交流平台等，以期加强对野生动物犬瘟热

防控的重视程度，加快特定犬瘟热疫苗研发进度并完善现有动物园内犬瘟热免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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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敏感，如光、紫外线、酒精、福尔马林等。该病毒主

要经呼吸道传播，患病和带毒动物为主要传染源，

冬春季节高发。传统认为犬瘟热病毒只有一个血清

型，但近年发现其有变异毒株[3]。

2 疫苗种类

由于动物园等场所的特殊性及市场需求，致使

目前尚无针对特定圈养野生动物的疫苗，多采用和

犬科动物同样的疫苗进行免疫接种。现用于圈养野

生动物犬瘟热疫苗主要分为以下几类（表 1）：弱毒
疫苗、亚单位疫苗和基因重组疫苗。犬瘟热弱毒疫

苗是目前多数动物园使用的疫苗，大多采用的主要

是荷兰因特威公司生产的犬瘟热、细小、传染性肝

炎和副流感病毒四联弱毒疫苗和国产五联或六联

弱毒疫苗。灭活疫苗现使用已经较少，用的主要是

犬用灭活犬瘟热灭活单价苗。此外，犬瘟热亚单位

疫苗主要为见于外国报道的荷兰 Osterhaus 公司生
产的，但市场使用较少。美国 Merial氏公司生产的
雪貂犬瘟热基因重组疫苗在美国已应用于大/小熊
猫免疫，但在我国还未推广[4]。

3 免疫现状

目前，使用的犬瘟热疫苗主要是针对家养或

经济动物开发研制的，对于圈养野生动物无特定

专用犬瘟热疫苗，由于种属间差异，无大量犬瘟热

疫苗用于野生动物免疫的效果、剂量、安全性和副

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和数据，且由于法律法规及相

关的政策文件中无特定针对动物园或野生动物园

的推荐免疫程序，基本由本单位的兽医制定相应

的免疫程序和免疫措施，因此使用现有犬瘟热疫

苗免疫野生动物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得不到保证。

现将笔者所在的苏州市动物园目前主要几种圈养

野生动物常用的免疫程序和效果列表如下，供借

鉴参考（表 2）。国内外已有较多因使用灭活疫苗导
致野生动物感染犬瘟热病毒，造成野生动物死亡

或大批死亡和疫苗免疫后不能激发机体免疫保护

反应，不能提供足够保护力的报道。我国圈养野生

动物目前犬瘟热防控处于免疫缺位现状，但实用

疫苗免疫圈养野生动物是预防犬瘟热危害的最有

效且是最根本的措施。

4 免疫失败的原因及对策

4.1 免疫失败的原因

圈养野生动物种类多，种群数量少，种间差异

大且疫苗研发成本高，市场需要量小等原因造成专

用疫苗缺乏而不得不使用其他种属犬瘟热疫苗进行

疫苗种类 常用疫苗生产商 使用动物范围（动物园）

CVD弱毒疫苗 荷兰四联弱毒苗，国产五联/六联弱毒疫苗疫苗 普遍适用

CDV基因重组苗 美国 Merial 氏公司产 雪貂、大熊猫、小熊猫

CVD灭活疫苗 澳大利亚/国产单价灭火苗 普遍适用

CVD亚单位疫苗 荷兰 Osterhaus 公司产 食肉动物

免疫效果（抗体效价）

跃1:1 000

约1:1 000

约1:500
约1:1 000

国内是否适用

常用

很少使用

很少使用

很少使用

表 1 目前我国犬瘟热疫苗使用情况

表 2 苏州市动物园几种主要圈养野生动物免疫程序和保护效果

动物种类 免疫途径 免疫剂量/（头/次)
大熊猫 肌肉注射 2剂量

灵长类动物 肌肉注射 1剂量

小熊猫 肌肉注射 1剂量

大型猫科动物 肌肉注射 2剂量

白虎 - -

犬科动物 肌肉注射 -

免疫程序

首次免疫后，2耀3 周加强免疫 1
次，后每年 1次或每年 2次

首次免疫后，2耀3 周加强免疫 1
次，后每年 1次

首次免疫后，2耀3 周加强免疫 1
次，后每年 1次
首次免疫后，6个月加强免疫 1次，
12个月再免疫 1次，后每年 1次
免疫后无抗体升高现象

断乳 2周后首次免疫，4周后和半
年后加强免疫，后每年免疫 1次

抗体可检测时间/年 发生副反应只数 死亡只数

1.5 2 0

1.0 3 0

2.0 7 0

- - -

1.0 0 0

1.0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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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是造成目前我国圈养野生动物免疫失败现象出

现的最根本原因。缺乏研究和免疫调查大数据支撑，

无标准、规范且固定免疫程序，致使免疫后是否能够

提供足够保护力无从可知。圈养野生动物的遗传背

景、种间母源抗体差异、种间免疫系统差异也无准确

数据，使用和家畜相同的免疫剂量、程序和途径等也

难免出现免疫失败。此外，在野生动物免疫过程中，

疫苗的剂量、疫苗的保存、执行免疫人的素质也是影

响免疫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足够的野生

动物疾病的研究，免疫时野生动物是否患有其他疾

病也会影响免疫效果，导致免疫失败。

4.2 对策建议

针对现有圈养野生动物犬瘟热免疫和防控面

临的问题，为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尤其珍惜野生

动物生命安全，减少经济损失，首先国家层面应给

与动物园等特殊场所野生动物养殖、疫病防护方面

足够的重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在尊重差异的基

础上，出台适用动物园等圈养野生动物养殖场所的

防疫条件、防疫要求和防疫程序等。其次，进一步加

大野生动物动物疫病研究的投入，鼓励科研机构和

动物园等场所联合开展深入调查研究，适度放开

“自家苗”的管控。再次，鼓励研究机构、生产厂家开

展跨物种疫苗研究，给与足够的专利保护和经费补

助。最后，建立圈养野生动物养殖场所交流平台，改

变各自为战的局面，充分建立并利用大数据，促进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5 讨 论

动物园等场所不仅是野生动物饲养场所，更是

良好的教育基地和城市文明的象征和载体，满足人

们了解自然、亲近动物的需求，并最终建立保护野

生动物的理念。近年我国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研

究的力度，但我国目前圈养野生动物的研究仍处于

初级阶段，对野生动物疾病了解较少，对野生动物

免疫方面的研究和疫苗研发的投入均相对较少。疫

苗免疫仍然是防治包括犬瘟热在内的动物烈性传

染病的重要措施方法，但由于缺少专用疫苗，且动

物园兽医仅根据经验进行免疫和疫病防控，免疫效

果较差，免疫保护不足，免疫失败现象经常发生。在

现今大数据高速发展时代，除一方面加大研发和研

究外，建立全国动物园和其他圈养野生动物养殖场

所的数据利用和交流平台，充分利用全国大数据进

行犬瘟热等疾病的防控和免疫预防的经验交流、利

用和提升，取长补短，科学开展野生动物犬瘟热等

疾病的免疫预防[5]。圈养野生动物免疫失败现象在
现有养殖机构具有较多的报道，且随着药物压迫下

的犬瘟热病毒基因突变，动物园兽医和工作人员应

加强免疫后对动物的观察，及时总结免疫失败的原

因，防止此类现象的重复出现，因此动物园等机构

中员工和兽医的专业素质也在疫苗免疫中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

6 结 语

圈养野生动物的动物园等场所一般位于城市

较为中心的位置，且随着人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动

物园等机构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大，保证野生动物健

康，预防重要传染病是重中之重。自 20世纪 80年
代，我国分离出犬瘟热病毒毒株，犬瘟热宿主普越

来越大，动物园中大部分动物均可感染，犬瘟热发

病率、死亡率高，且可形成大流行趋势，危害严重。

疫苗免疫是预防犬瘟热等烈性传染病的重要措施，

但现今野生动物疫苗免疫面临疫苗缺乏、程序不规

范、对疾病了解较少等局面，给防控带来一定的困

难。为此，要了解我国现有犬瘟热使用疫苗的种类、

免疫现状和免疫失败的原因，把加强对圈养野生动

物疫病和疫苗的研究作为重点，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从而更好地防止犬瘟热带来的损失，保护野生

动物，使野生动物得到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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