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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球虫病是由球虫感染引发的猪消化道寄生虫病，临床常见的有蒂氏艾美耳球虫、粗糙艾美耳球虫

和有刺艾美耳球虫，10日龄左右的猪发病最严重，主要表现腹泻症状。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可有效防止本病的发

生，治疗本病时需注意耐药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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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球虫病常发生于刚出生不久的仔猪，由于 10

日龄左右发病最为明显，且以腹泻为主要特征，故

又称“十日痢”。本病通常发生于卫生条件较差的猪

场，以中小型养猪场和散养猪场发病居多，下面笔

者就本病的防治和大家作一下交流。

1 猪球虫病简介

球虫为原虫的一种，为单细胞生物，可寄生在

动物肠道细胞中，胞内寄生，感染后对肠道上皮细

胞造成破坏，鸡、兔、猪、牛、羊等动物都较敏感，临

床发病较多。导致猪球虫病临床常见的种类有蒂氏

艾美耳球虫、粗糙艾美耳球虫和有刺艾美耳球虫

等，常表现混合感染。本病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仔猪

腹泻病的症状比较相似，临床很容易被忽视。

2 球虫生活史

球虫在肠道内形成卵囊后随粪便排出体外，外

界环境适宜时，卵囊逐渐孢子化，并具有感染力。当

猪进食被粪便污染的饲料后，可发生感染，卵囊在

消化液作用下将子孢子释放，并重新侵入肠壁细

胞，通过裂殖生殖进行大量繁殖，当数量达到一定

程度后裂殖体逐渐发育为大配子和小配子，并进行

配子生殖形成合子，合子成熟为卵囊后继续随粪便

排出，重新孢子化而进入下一感染周期。

3 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

患病猪以水样腹泻为主要特征，有时会出现脂

样腹泻，粪便恶臭，混合有脱落的肠黏膜和黏液，后

期仔猪出现脱水、衰弱，皮肤干燥，发育受到影响。

对病死猪进行解剖，病变集中在消化道，空肠和回

肠部位有大量溃疡性病灶，肠黏膜脱落，局部有纤

维素性坏死，肠道内容物中含有较多的肠黏膜组

织。

4 临床诊断

根据发病日龄和发病特征可初步诊断，采集新

鲜的猪粪于饱和食盐水中，多次漂洗后取漂浮物于

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发现有大量卵囊即可确诊。诊

断本病时注意和仔猪黄白痢、传染性胃肠炎、流行

性腹泻、轮状病毒感染以及伪狂犬性腹泻相区别。

5 防 治

本病的发生和环境卫生管理关系很大，预防本

病需要保持猪舍卫生，每天清粪，粪便集中堆肥发

酵处理，以杀死其中的卵囊。保持猪舍通风，地面干

燥，使环境不适宜球虫孢子化发育。仔猪中发现有

本病时，将整窝猪连同母猪进行隔离，专门饲养，污

染的产床用火焰枪消毒，杀死残留的虫卵。治疗本

病可选择口服抗球虫药，临床常用的有磺胺氯吡嗪

钠可溶性粉、复方磺胺喹噁啉溶液、癸氧喹酯预混

剂和氨丙啉可溶性粉等。值的注意的是球虫对药物

极易产生耐药性，建议临床给药时同一种药不要连

用超过 5 d，不同批次的猪可采用轮换用药和穿梭

用药的方法，最大程度避免耐药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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