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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贡山县独龙鸡肠道寄生虫
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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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云南贡山县独龙鸡肠道寄生虫的感染情况，本试验在怒江贡山县丙中洛地区收集了 67份独龙
鸡粪，采用饱和食盐水漂浮法和显微镜观察，共检出 42份存在寄生虫感染，平均感染率为 62.69%，检出了线虫卵
和球虫卵囊，线虫感染率为 62.69%，球虫感染率为 5.97%，其中 4份样品存在线虫和球虫的混合感染，混合感染
检出率为 5.97%。由此可见，线虫感染率最高，为本鸡场主要感染虫种，应重点加强线虫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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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我国云南省西北部，面

积仅有 14 703 km2，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
会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家养动物遗传资源[1]，其中独
龙鸡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独龙族饲养的特

有地方家禽品种，仅分布于贡山县的高山峡谷地

带，2010年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2]。独龙鸡
具有觅食力强、善飞翔、抗病力强、肉质鲜美等特

点，能适应高海拔、高湿度的恶劣条件，适合山区放

养[3]。据调查报道纯种独龙鸡仅存 300只左右，濒临
灭绝，对其进行研究和保护迫在眉睫[4]。当前独龙鸡
养殖主要是产区群众自繁自养，乡畜牧兽医站负责

做好疾病防治工作，但由于地处特殊位置，交通不

便，防疫设备陈旧、药品缺乏，出栏率不高，饲养效

益较低，发展比较缓慢[5]。受饲养模式和卫生环境影
响，鸡群极易感染各类肠道寄生虫病，被寄生虫感

染的鸡只生长缓慢、消瘦甚至死亡，严重影响鸡生

产的经济效益[6]。目前，各地关于鸡肠道寄生虫的研
究较多，但关于云南独龙鸡肠道寄生虫研究较少。

本试验从怒江贡山县地区采集独龙鸡新鲜粪便进

行寄生虫调查，以期为怒江贡山县独龙鸡肠道寄生

虫病的防治提供依据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样品

2019年 10月 14日于怒江贡山县丙中洛地区
采集独龙鸡粪便，总计 67份新鲜粪样，低温保存带
回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寄生虫教研室进行检

测。

1.2 试验材料

烧杯、玻璃棒、量筒、电子天平、0.425 mm的铜
丝筛、青霉素小瓶、载玻片、胶头滴管、透明三角漏

斗、漏斗架、光学显微镜以及食盐。

1.3 试验方法

1）饱和食盐水配制方法
用量筒取 1 000 mL自来水，加热煮沸后缓慢加

入 400 g食盐，边加食盐边用玻璃棒缓慢搅拌直至食盐
不再溶解，静置几分钟仍有食盐析出，此时即是饱和食

盐水，用 0.425 mm的铜丝筛过滤，滤液冷却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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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饱和食盐水漂浮法
取大约 2 g左右的粪便置于烧杯中，先在烧杯

中加入少量饱和食盐水，用玻璃棒将粪便搅碎，然

后向烧杯中加入约为粪便的 10倍量左右的饱和食
盐水，并用玻璃棒搅拌均匀，用 0.425 mm的铜丝筛
将粪样过滤到青霉素小瓶内，在瓶口轻轻盖一个载

玻片，注意不能产生气泡，每组做 2份，滤液静置约
15~20 min后，此时比饱和食盐水比重轻的虫卵大
多浮于液体表面，然后将载玻片提起迅速翻转加盖

片后进行镜检。

2 结果与分析

2.1 镜检虫卵形态图

显微镜下虫卵形态如 1~3图所示。
2.2 独龙鸡寄生虫感染情况

在 67份粪样中，检出 42份线虫卵，感染率为
62.69%，检出 4份球虫卵，感染率为 5.97%，其中 4
份是线虫卵和球虫卵囊混合感染，感染率为 5.97%。
调查结果显示，该鸡场线虫感染率较高，是本鸡场

主要感染虫种。

图 1 毛细线虫卵（10伊40） 图 2 线虫卵（10伊40） 图 3 球虫卵囊（10伊10）
表 1 云南独龙鸡肠道寄生虫检出率

类别 检测数/份 感染数/份 感染率/%
线虫 67 42 62.69
球虫 67 4 5.97

混合感染 67 4 5.97

3 讨 论

3.1 独龙鸡的寄生虫感染情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云南怒江贡山县独龙鸡粪

样寄生虫总感染率为 62.69%，高于田格如[7]报道的
陕西部分地区鸡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结果

（59.23%）和金喜新等[8]报道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山鸡
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结果（60.1%）。本次调查从独
龙鸡粪样中共发现 2种虫卵/卵囊，分别是线虫卵和
球虫卵囊，其检出率分别为 62.69%、5.97%，高于李
永华等 [9] 报道的云南某鸡场武定鸡线虫卵检出率
（34.2%）和周继国等[10]报道的贵州威宁散养鸡线虫
感染率（36.22%），与李永华等 [9]调查还发现绦虫的
感染及普丽花等[11]报道的云南无量山地区乌骨鸡线
虫感染率和球虫感染率（6.21%、23.79%）相比，此次

检出的线虫感染较高，而球虫感染较低。由以上结果

发现，不同地区鸡寄生虫感染率不同，感染种类也不

同，其主要原因与鸡场的饲养模式、环境卫生、防疫水

平及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12]。
该养殖场以放养为主，鸡活动范围广，与地面

和外界环境接触密切，感染寄生虫可能性较高。该

研究结果发现检出线虫卵大多为毛细线虫卵，其余

怀疑为蛔虫卵和异刺线虫卵，可以确定线虫为该养

殖场的优势虫种。毛细线虫在我国各地都有分布，

散养或地面平养的禽类多发本病，且毛细线虫多数

为多宿主寄生虫，这有助于毛细线虫的传播和流

行。该研究结果表明球虫感染率较低，这可能是因

为采样正当冬季，环境干燥低温，而低温、高温和干

燥均可延迟球虫卵囊的孢子化过程，甚至会杀死卵

囊。其他的肠道寄生虫尚未发现，这可能与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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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和采样季节有关。本实验结果发现该鸡场

存在寄生虫感染，且存在线虫和球虫混合感染，应

当及时做好防护工作和驱虫工作。

3.2 防治建议

1）药物预防
线虫病：鉴于线虫的感染率高和感染强度大，

要定期驱虫。一般连续用药 3~5 d，半个月后，再连
续驱虫 3~5 d，雏鸡 2~3月龄时驱虫 1次，冬季再驱
虫 1次，注意要经常更换驱虫药。

球虫病：应从雏鸡出壳后第 1 天即开始，可用
氨丙啉，按 0.0125%混入饲料，无休药期，也可用莫
能菌素、盐霉素等药物进行穿梭用药和轮换用药，

同一批鸡在饲养过程中应采用多种药物交叉使用

的方法来减少耐药性的产生[13]。
2）加强饲养管理
因为该养殖场地处山区，且为放养，因此在采

取药物预防的同时应加强饲养管理，搞好清洁卫

生，保持养殖场地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应将成年鸡

和雏鸡分开进行饲养，以减少交叉感染机会；及时

清理运动场鸡粪和鸡舍垫草，防止粪便堆积时间过

长而发酵形成病菌[14]；饲喂全价饲料，适量增加或补
充饲料中维生素 A和维生素 K的含量，以提高鸡的
抵抗力，死鸡和淘汰鸡应无害化处理。

3）药物治疗
线虫病：可用阿苯哒唑 10~20 mg/kg，1次口服；

左旋咪唑，25 mg/kg等。发现病禽应及时隔离治疗，
并对全群禽做预防性驱虫。

球虫病：治疗时可用氨丙啉，按 0.012% ~
0.024%混入饮水，连用 3 d，无休药期；2.5%浓度百
球清按 0.0025%混入饮水。如果为成年鸡感染一般

不发病，多为带虫者，从而成为传染源，因此要及时

清理鸡舍和鸡粪，做好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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