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1年第10期疾病防控

牛肝片吸虫病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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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肝片吸虫病是牛生产中常见的寄生虫病，也是一种人畜共患病。此病临床表现为病牛反刍异常、营

养吸收差、身体消瘦、生长缓慢、甚至死亡。发生此病与牛的发病日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虫体数量、牛场的饲

养管理等有关。治疗此病可采取驱虫药物，如硝氯酚片、阿苯达唑片等进行治疗，如果病牛还伴有严重腹泻，也

可肌肉注射黄连素。预防此病要定期驱虫、科学选择放牧草场、及时处理粪便、加强消毒、注重免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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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肝片吸虫病又叫肝蛭病，是一种由肝片吸虫

寄生于牛等草食动物肝脏及胆管中的吸虫病。肝

片吸虫病是牛生产中常见的寄生虫病，也是一种人

畜共患病。部分养殖户由于缺乏饲养管理经验，对

该病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1 病原体

肝片吸虫属于扁形动物门吸虫纲动物。虫体

可寄生在牛的胆管、肝脏和胆囊中，并不断侵蚀肝

脏和胆管，进而出现肝炎、胆管炎等症状[1]。由于肝

脏的解毒能力减弱，病牛会出现全身性中毒症状。

2 发病原因

在生产养殖过程中，引起牛发生肝片吸虫病的

主要是牛的发病日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虫体数

量、牛场的饲养管理等因素。例如，如果牛群的日

粮营养丰富、全面，能够满足其生长发育需要，那么

其身体素质和抗病力较好，对虫体的侵袭有一定的

抵抗力，即使发病症状也相对较轻，治疗效果好。

否则，营养不良、体质较差的牛容易受到肝片吸虫

的感染，且病情严重。

3 临床表现

肝片吸虫进入牛体后有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

所以，牛肝片吸虫病多呈慢性经过。临床表现为：

发病前期出现食欲减退，消化系统紊乱，渐进性消

瘦，生长发育迟缓，精神沉郁，眼睑、颌下、胸部和腹

部出现水肿现象。随着病情的加重，出现腹泻、瘤

胃胀气等症状，其鼻液、泪液和黏液等体液发黄[2]，

叩诊病牛的肝脏有浊音，挤压病牛的肝脏有明显的

疼痛感。如果受到其他病菌的继发感染，病牛的病

情会更加严重，甚至死亡。

4 诊断方法

4.1 临床诊断

某养殖场 1头反刍异常的水牛通过临床诊断确

诊为牛肝片吸虫病，即根据流行特点、临床症状、病

理变化并收集病牛的粪便进行检查，通过沉淀法发

现粪便内含有大量椭圆形的金黄色肝片吸虫虫

卵[3]。据查阅文献，很多研究者通过流行特点、临床

表现、剖检变化和实验室检查确诊病牛患牛肝片吸

虫病。

4.2 活检法

活检法诊断牛肝片吸虫病是通过肝穿刺或腹

腔镜活检是否发现成虫切面或者虫卵肉芽肿。

4.3 实验室诊断

实验室诊断是通过免疫荧光试验、补体结合试

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对该病进行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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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他方法

可以通过胆道造影是否发现肝片形吸虫的阴

影；肺部X线片是否发现肺部浸润[4]来进行确诊。

5 对症治疗

一方面可采取驱虫药物，例如硝氯酚片（6 mg/kg）、
阿苯达唑片（20 mg/kg）等进行治疗。在用药时一定

要结合病牛的实际病况，合理选择 1种或多种药物。

如果病牛还伴有严重腹泻，也可肌肉注射黄连素。

另一方面，采取中药配方治疗，根据病牛的实际发

病情况和严重程度选择配伍不同的中药配方，做到

科学治疗。对于发病严重的牛可适当加大用药剂

量。总之，采取药物治疗时一定要对症治疗，不可

盲目用药，注意用药的剂量和疗程，以免产生耐

药性。

6 预防措施

6.1 定期驱虫

定期驱虫能减少肝片吸虫的散播，起到预防和

治疗牛肝片吸虫病的效果。该病的发生具有一定

的季节性，夏季和秋季是该病的主要感染季节。所

以，要对全部牛群按照计划定期驱虫，最好每年 3
次，分别在春秋两季各驱虫 1次，长期放牧的牧场再

增加 1次，以强化驱虫效果。驱虫药物通常可选择

硝氯酚、阿苯达唑、双乙酰胺苯氧醚等，在使用药物

时要注意剂量和用法，通常预防时药量减半，治疗

时药量正常。如果经诊断病牛患有急性肝片吸虫

病，牛场要做好随时驱虫工作，彻底消灭传染源。

6.2 科学选择放牧草场

该病的流行与被病牛粪便污染的牧场有关，肝

片吸虫的幼虫广泛存在于潮湿、阴凉的低洼水坑和

沼泽地带。牛肝片吸虫病常呈地方性流行，多发于

低洼和沼泽地区的放牧场。因此，不要在有肝片吸

虫的低洼地段或潮湿牧场放牧，不要收割这些场地

的青草来喂牛，如果收割青草的话，需将青草晒干

后再使用，应该首先选择干燥且背风向阳的草地作

为牧区。

椎实螺是肝片吸虫的中间宿主，肝片吸虫会寄

生在螺体内，尤其是多雨季节给椎实螺的大量繁殖

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肝片吸虫的生长、繁殖，所

以，一定要做好灭螺工作，可使用石灰、硫酸铜等灭

螺，并及时清理。另外，低洼潮湿的地区很有可能

存有大量的椎实螺，不要随意在此放牧。同时注意

饮水的卫生，保持水源的清洁，最好饮用流动的河

水、自来水或井水，防止肝片吸虫进入牛体。

6.3 及时清除粪便

肝片吸虫的幼虫会随着病牛的粪便排出体外，

粪便是虫卵传播的重要媒介，特别在驱虫后粪便中

会含有大量的虫卵，如果不及时处理，将感染其他

健康牛。为了避免粪便污染饲料和饮水，要及时清

除粪便，集中堆放在远离生产区的场所，并对其实

施堆肥发酵以杀死虫卵，防止虫卵污染场地、饲料

和饮水。

6.4 加强消毒，注重免疫

除了保持牛舍的清洁、卫生、干燥之外，还要加

强消毒，做好日常的消毒工作。可采用多种消毒药

物降低病菌的抗药性，提高消毒效果。如果发生疫

病，更要加强消毒，避免发生继发感染，导致病情加

重。另外，还要保障牛舍通风顺畅、饲养密度不宜

过大，避免污染空气，引发疾病。

如果牛场要从外界引进种牛，一定要调查其驱

虫情况，不可随意引种。如有必要，可进行粪便虫

卵检查，发现被虫体感染的牛就地做驱虫处理后，

间隔一段时间再购买、引入。

牛肝片吸虫的防治要以预防为主，在饲养环节

做到科学喂养，避免一切虫体产生和繁殖的可能，

降低治疗成本，提高养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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