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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伊氏锥虫病的防控

吴传敬

四川省中江县东北镇畜牧站，四川中江 618100

摘要 牛伊氏锥虫病是由伊氏锥虫寄生于牛血液中而引发的一种急性或慢性血液寄生虫病，呈全世界流行，

感染牛主要临床表现是贫血、消瘦、机体衰弱，目前还没有商品化的疫苗能够预防。预防该病主要靠加强牛场管

理，搞好牛场内外环境卫生，杀灭各种上媒介昆虫。其主要治疗药物是三氮脒，治疗原则是尽早发现、尽早隔离、尽

早治疗，同时加强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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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伊氏锥虫病又称苏拉病，是由伊氏锥虫寄生

于牛血液中引发贫血、高热、黄疸等全身症状的一

种急性或慢性血液寄生虫病[1]。此病在欧洲、亚洲以
及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报道，对养牛业的发

展造成一定阻碍。

1 伊氏锥虫

伊氏锥虫是一种单细胞原虫，分类学上高于细

菌，低于多细胞的真核生物，以寄生在牛血液中为

生。伊氏锥虫的虫体显微镜下观察类似柳叶状，前端

尖锐，后端钝圆，长约 15~34 滋m，运动性很强，依靠
鞭毛移动。血液、造血器官和淋巴液等是伊氏锥虫主

要寄生处，以纵行二分裂的方式进行繁殖。

2 流行病学

本病呈全世界流行，尤其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的牛高发，我国以南方流行为主，每年的夏季和秋

季发病率最高。由于本病主要以吸血性昆虫作为媒

介进行传播，如虻、虱蝇、螫蝇、蚊子等，而这些媒介

也正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活动才变得频繁，故伊

氏锥虫病流行特点与中间媒介的活动周期有很大

关系[2]。这些昆虫吸食感染牛血液后，伊氏锥虫可顺
带进入昆虫体内，但不发育，在昆虫体内的生活时

间非常短。当这些昆虫再次叮咬健康牛时，锥虫体

便通过昆虫口腔进入牛的血液中，并快速进行分裂

繁殖，子代虫体经血液循环到达牛的全身部位，引

发全身症状。伊氏锥虫病的水牛发病率高于黄牛，

多呈慢性经过，牛发病期间体内可长期带虫，是重

要的传染源。营养不良、环境应激、继发感染、过度

使役等因素对此病的引发有促进作用。

3 临床表现

根据临床发病缓急程度，伊氏锥虫病分为慢性

型和急性型两种，慢性型多发于老疫区牛场，病程

长达 1个月以上，根据感染牛的发病特点和临床表
现，大致将其划分为 3个阶段。
3.1 发病初期

此阶段病牛刚感染，血液中虫体数量不多，偶

尔出现体力下降、采食量减少、反刍功能减弱、间歇

性发热等临床表现，一般发热会持续 24~48 h，之后
体温又突然下降至正常，眼结膜潮红，眼泪较多，眼

角处常有白色分泌物，下面常留泪痕，部分牛的眼

睑还会出现水肿。此阶段症状和很多疾病非常相

似，即使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兽医也难以确诊。

3.2 发病中期

此期病牛由于初期阶段的采食量下降，机体营

养供给不足，体重明显减轻，鼻镜干燥，肠音低弱，

粪便干结。由于虫体在血液中繁殖代谢，对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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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破坏，病牛在此阶段便开始出现贫血，可视黏

膜苍白无血色，毛焦肷吊，皮肤松弛，缺乏弹性，眼

睛无神，表情痛苦。部分牛皮下出现水肿，以四肢最

为明显；耳朵边缘和尾巴尖干性坏死，腕关节可出

现圈状，表面呈黑色或灰褐色的干性坏死，与周围

组织界限明显，最终自行脱落。

3.3 发病后期

如果发病初期和中期病牛未能得到有效治疗，

病情就会发展十分严重。病牛出现严重消瘦，皮肤

有明显褶皱，局部溃烂、龟裂，流出黄色浆液，甚至

还会化脓，伤口不易愈合；四肢下部的关节水肿，指

压留痕；蹄壳脱落，部分牛出现腐蹄病，站立困难，

不愿走动，卧地后不愿再次站起，反刍减少，常卧于

一角呆立。大部分病牛最终因机体衰竭而死，临死

前后肢出现麻痹。

急性型病牛发病表现和慢性型非常相似，只是

病程较短，急性型伊氏锥虫病多暴发于新牛群，多

数病牛在数周内就会死亡，发病期间能摸到下颌淋

巴结、颈淋巴结和髂下淋巴结肿大，急性型伊氏锥

虫病以夏末秋初发病率最高。

4 预 防

目前本病没有商品化的疫苗用于预防，要想避

免本病的发生，必须加强牛场的管理，同时搞好养

殖场的环境卫生工作。牛场周边及场内的荒草地、

臭水沟等要进行清理和填平，使媒介昆虫失去繁殖

场所。晴朗的天气让牛群多晒太阳，多运动，保持体

表干燥。疫区牛场可在夏季到来之前，注射抗锥虫

药物进行预防。养殖场发现病牛立即隔离，同时使

用伊维菌素，按照 0.03 mg/kg的剂量进行拌料，连
续用药 2次，间隔 1周，用以杀灭寄生在牛体表的
吸血性昆虫，防止传播。牛舍内用菊酯类除虫药喷

雾，如氯氰菊酯、氯菊酯、胺菊酯等，以杀灭环境中

的虻、虱蝇、螫蝇、蚊子等。

5 治 疗

本病的治疗原则是尽早发现、尽早隔离、尽早

治疗，最后还要加强护理[3]。
众多兽药品类中，三氮脒是目前兽医临床治疗

牛伊氏锥虫病使用最多的药物。需要注意的是，三

氮脒使用后虽然血药浓度较高，但高峰持续的时间

较短，对于严重病例，最好使用具有缓释技术的三

氮脒，这样药物可在局部缓慢释放，从而延长血药

峰时间。为了提升治疗效果，病牛除了使用三氮脒

杀虫外，还应进行对症用药，同时灌服微生态制剂

和电解多维，以改善瘤胃环境和提升机体抵抗力。进

入膏肓期的牛已经失去饲养价值，可进行淘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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