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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采集 1滴血液放于载玻片上，用生理盐水 2倍稀

释，混匀，加盖玻片于 400～600倍的光学显微镜下观

察，可在红细胞表面或者血浆里发现多种形态的附红

细胞体，有球形、逗点型、颗粒状及杆状等形状；血浆

中的附红细胞体还可作多种运动，比如翻滚、扭转、摇

摆等，还具备有折光性；附红细胞体还可以 6～7个或

更多附着于 1个红细胞上，被附着的红细胞则变形为

不规则形状或锯齿状。②荧光 PCR技术。取猪附红细

胞体感染高峰期的血液，分离出猪附红细胞体，按试

剂盒说明书操作，提取 RNA并进行荧光定量 PCR。

有报道已建立的猪附红细胞体 TaqMan 荧光定量

PCR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重复性，

比普通 PCR方法灵敏度高 100倍[1]。

6 治 疗

1）用血虫净联合应用生血素 2 mg/只和维生素

B12注射液 2～5 mL/只，按 5～7 mg/kg肌内注射，2

d/次，连用 3次以上。

2）用长效土霉素按 0.1 mL/kg注射，每天 1次，

连用 3次以上。

7 防治措施

1）注意环境卫生，科学消毒，消灭应激因素。

2）做好温热季节蚊虫以及体表寄生虫的消灭工

作。

3）加强饲养管理，给予全价营养饲料，增强免

疫力，补充多维等微量元素。

4）严格消毒免疫接种及治疗用的针头等器械，

杜绝机械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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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笔者挂钩帮扶的云南临沧某养猪场发生姜片吸虫病的发病情况、临床诊断、防治措施进行

病例描述，并提出了定期做好驱虫工作、对饲喂的水生植物应先进行青贮、做好猪和人的粪便管理等防控建议，

以期为猪姜片吸虫病的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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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片吸虫病主要寄生在猪或人的小肠内，危害

性较大，会对猪只及儿童生长产生影响，是一种重

要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姜片吸虫有口吸盘和腹吸

盘，能够进入小肠后并吸附在肠黏膜上，虫体前端

埋入到肠壁，从而导致附着部位发生机械性损伤。

另外，较大虫体大量寄生时会导致肠道发生堵塞，

使其消化及吸收机能受到显著影响，严重时会由于

肠道堵塞或者肠破裂而引起腹膜炎，最终导致死

亡。猪只肠道内寄生虫体后，由于其能够夺取大量

的营养成分，导致其生长发育缓慢，并表现出贫血

和体质消瘦等症状[1]。

1 发病情况调查

笔者挂钩帮扶养猪场在临沧市凤庆县洛党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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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建在距迎春河 150 m左右的地方，在猪场与河

之间有一个长有许多水生植物（主要是水葫芦、水

白菜）的静水塘（面积约 2 001 m2）。猪场常用猪粪

尿作为主要肥料给水生植物施肥，池塘也为猪场补

充青饲料。2016年 5-8月期间，饲喂人员从塘内割

刈水生草料达近 10 t。9月初全场 150余头猪，有

10头母猪和体重 10～40 kg的 70头商品仔猪陆续

发病，精神沉郁，被毛粗乱，腹泻，食欲减退，逐渐消

瘦，眼睑及腹下水肿等疑似姜片吸虫病的症状[2]。严

重者出现贫血，行动迟缓，低头呆立，爱独处厩角，

最后衰竭死亡。管理人员先后用 5%的盐酸左旋咪

唑、丙硫苯咪唑，按常规剂量对猪群进行了驱虫。病

情未见好转，并且体重 10～40 kg的 70头发病商

品仔猪先后死亡 11头。

2 临床诊断

1）对病死猪进行解剖检查。具体方法：病死猪

外观均见耳朵及全身苍白，解剖病死猪，剪开十二

指肠及空肠上段见大量肉红色片状物，黏膜有水

肿、弥漫性出血、糜烂、溃疡和坏死。

2）对病、死猪进行了粪便检查，采集不同圈舍

新鲜猪粪样 5份带回学校，带领学生一起进行实验

室检查。具体方法：取 5 g粪便于杯子中加水 20

mL用筛过滤后，装入离心器离心后倒掉上清液，再

进行离心，反复数次，取沉淀渣滴于玻片上，在显微

镜低倍镜下观查，发现姜片吸虫虫卵。虫卵呈淡黄

色，卵圆形[3]。确诊发病和死亡猪只感染了猪姜片吸

虫病，采取了以下对症施药、综合防治等措施，控制

了病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防治措施

1）全群猪先用药物治疗，吡喹酮按 50 mg/kg剂

量 [4]，一次性口服。3 d后用硫双二氯酚，按每天

80～100 mg/kg剂量混在精料中连续饲喂 3 d。在整

个过程中有 2只仔猪死亡，发病的 60多头猪治疗

后转归恢复正常，药物疗效显著。

2）停用塘内饲草喂猪群，对刈割水生草料的区

域，用 2 mg/L的硫酸铜进行灭螺，以消灭塘中的中

间宿主。

3）对用药后的猪粪进行集中堆放。猪的粪便可

传播姜片吸虫病，将粪便堆积发酵后再用作水生植

物的肥料。

4 防控建议

1）做好定期驱虫工作，该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只有当气温达 27～32 ℃时才有利于虫卵的发育。

临沧每年气温达到 27～30 ℃的 6-8月这 3个月为

感染季节，因此重点对该猪群驱虫时最好选择每年

春秋两季进行针对性驱虫 [5]，而且选择 2 种或 2 种

以上的药物交替使用，以免产生耐药性。圈舍要做

好平时的卫生消毒工作，对于患病猪和健康猪要分

开饲养，患病猪的粪便一定要进行杀虫处理后再作

为肥料使用。

2）猪感染姜片吸虫病与生喂水生植物的饲养方

式有直接关系，因此以后在饲喂水生植物时应先进

行青贮，在此过程中杀灭附着于水生植物中的感染

源，阻断疾病的传播，是利用当地天然饲草的最好

方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对水生植物的生长环

境进行灭螺处理，扑杀中间宿主扁卷螺，消灭姜片

吸虫的中间宿主，切断它的传播途径。

3）姜片吸虫会通过粪便感染，养猪场中要做好

猪和人的粪便管理，避免粪便流入水中污染水源。

粪便作为肥料施用给水生植物时，要先进行粪便堆

肥发酵处理杀灭虫卵，只有这样才能作为肥料使

用。

4）姜片吸虫病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

主要寄生于人的小肠部位，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成

人的消化吸收也产生重要的影响，若有大量虫体在

体内寄生，会阻塞肠道甚至造成肠破裂等。人的感

染多因生食菱角和荸荠等水生植物引起[6]，因此，食

用时应洗净并用沸水浸烫后才可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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