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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的寄生虫病约有 20余种，在生产中看似

没有细菌、病毒病等传染病对奶牛的危害大，其实

寄生虫病的危害也不可小觑。有些寄生虫可以直接

汲取奶牛机体的营养，导致奶牛生长发育不良，生

产性能下降；有的寄生在肠道里，吸盘附着在奶牛

的肠壁，造成黏膜损伤，引起奶牛器官组织发炎或

损伤，严重的发生肠道阻塞或破裂；有的释放代谢

产物或毒素，引起应激反应，造成免疫抑制，使奶牛

抗病能力下降；特别是犊牛，可以造成营养不良，发

育停滞，甚至死亡等。了解奶牛常见寄生虫病的流

行特点，做好驱虫保健，是确保奶牛正常生长发育

和提高生产性能的关键环节。

1 流行特点

1.1 奶牛焦虫病

奶牛焦虫病也叫奶牛梨形虫病、血孢子虫病，

是一类经硬蜱传播，由牛巴贝斯虫和牛泰勒虫引起

的血液原虫病的总称。本病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和

流行，我国各地也常有发生，尤其是奶牛场多发，影

响奶牛的生长、发育和繁殖，降低奶牛生产性能，使

产奶量下降 20%～30%；患牛逐渐消瘦、贫血，严重

者引起死亡。

蜱是焦虫病的中间宿主，焦虫可在其体内进行

有性繁殖。焦虫病的发生流行与蜱的活动规律密切

相关，一般发生在春、夏、秋季节，夏季多发。从年龄

上看，牛巴贝斯虫病以 2岁以内的牛发病最多，但

症状较轻，容易自愈；成年牛发病率低，但病情重，

死亡率高，特别是年老体弱、高产和妊娠牛，病情更

为严重。牛泰勒虫病不同年龄和品种的牛均易感，

1～3岁牛多发，其他年龄的牛虽有发病，但多为带

虫者。

1.2 球虫病

是由艾美耳属球虫寄生于牛肠道引起的寄生

性原虫病，以出血性肠炎为特征，主要发生于犊牛，

常呈地方性流行。

各品种的牛均易感，2岁以内的犊牛易感性高，

成年牛多为隐性感染，为带虫者，夏季多发。牛群感

染程度与球虫卵囊的数量、外界环境条件和饲养管

理水平有关。多雨年份及在沼泽、低洼地方放牧的牛

群易发本病。圈舍污浊、饲料变更等不良应激以及感

染其他传染病，造成抵抗力下降，均易诱发本病。

1.3 肝片吸虫病

是由片形吸虫寄生于牛的肝脏、胆管中所引起

的一种寄生性蠕虫病，其病原为肝片吸虫和大片吸

虫，虫体寄生在牛的胆管里，能引起胆管炎、肝炎和

肝硬变。牛、羊、骆驼、猪、鹿、兔、马、犬等皆能感染，

人也可以感染。中间宿主为椎实螺，因此夏季多发，

多雨年份流行重，干旱年份发病轻。常在低洼地、湖

泊、草滩、沼泽及其附近放牧的牛群易感染。

1.4 绦虫病

牛绦虫病是由裸头科的多种绦虫寄生于牛的

小肠所引起的一种寄生虫病，我国许多地区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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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流行，对犊牛危害很大。莫尼茨绦虫病在我国的

东北、西北和内蒙古地区流行广泛，在华北、华东、

中南及西南各地也经常发生，多感染当年的犊牛；

曲子宫绦虫多感染老龄牛；无卵黄腺绦虫主要分布

于高寒干燥地区，多感染成年牛。

莫尼茨绦虫北方多于 5月份感染牛，9-10月份

达到感染高峰；曲子宫绦虫春夏秋都能感染，而无

卵黄腺绦虫只在秋季发生感染。

1.5 胃肠线虫病

是由寄生在牛皱胃及肠道内的不同种类和数

量的线虫引起的寄生虫病，可引起不同程度的胃肠

炎、消化机能障碍，患牛表现消瘦、贫血、水肿、下痢

等症状，严重者可造成畜群的大批死亡。

病畜及带虫畜为主要传染源，排出的虫卵污染

外界环境，虫卵的抵抗力较强，在潮湿环境中可存

活 3个月左右。犊牛对多数线虫易感，一般毛圆线

虫在我国西北、内蒙古、东北广大牧区普遍流行，给

养牛业带来严重损失，其中捻转血矛线虫的致病性

最强。夏伯特线虫病在高寒地带多发，而仰口线虫

病和食道口线虫病在气候比较温暖地区多发。

1.6 肺线虫病

是由网尾科网尾属的胎生网尾线虫寄生于牛

的呼吸器官（气管、支气管、细支气管及肺泡）内而

引起的一种寄生性线虫病，临床上以咳嗽、气喘和

肺炎为主要症状。

牛肺线虫病在我国各地均有发生，多发于多雨

潮湿地区，呈地方性流行，犊牛易感，危害严重，可

造成大批死亡。病牛和带虫牛为主要传染源，许多

野生反刍动物在该病的发生和流行上也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

2 预防措施

奶牛寄生虫的防治要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方针，杀灭传染源和传播媒介，根据不同寄生

虫病的流行特点制定科学的驱虫保健计划，才能有

效控制寄生虫病的发生。

2.1 加强饲养管理，做好环境卫生

要实行科学饲养，保证奶牛生长生产的营养需

要，保持饮水清洁，饲喂优质饲料，杜绝发霉变质饲

料；南方地区，严禁使用肝片吸虫病疫区的水生饲

料作为粗饲料；奶牛放牧时，尽量不要在不洁的小

河、水坑饮水。

圈舍要保持干燥清洁，粪便及时清理，运至粪

场堆积发酵，以杀灭虫卵；圈舍及时冲刷，污水流至

沼气池厌氧发酵，也可以有效杀灭寄生虫。

2.2 做好防蝇灭蜱，切断传播途径

做好日常的灭蝇、灭蜱、灭鼠等工作，消灭传播

媒介；做好体表寄生虫及外界环境中虫卵、幼虫、成

虫的驱灭工作。要结合当地情况，使用化学药剂、生

物防治并结合农田水利建设等方法，消灭中间宿主。

2.3 做好驱虫保健，开展科学防治

根据当地寄生虫病的流行情况，制定科学的驱

虫保健方案，定时开展驱虫工作，是有效防治寄生

虫病的关键措施。驱虫药物要选择高效、广谱、低

毒、绿色、无残留、无毒副作用且使用方便的药物。

3 治疗措施

3.1 奶牛焦虫病的治疗

1）牛巴贝斯虫病。

①锥黄素：3～4 mg/kg 体质量，配成 0.5%～

1.0%的溶液，静脉注射，隔 24 h 可再注射 1 次，病

牛在治疗后数日内应避免强烈日照。

②贝尼尔：3.5～3.8 mg/kg体质量，配成 5%～

7%的溶液，深部肌肉注射，症状较轻时 1次即可；较

重时 1次 /d，连用 3 d。

③台盼蓝（锥蓝紫）：按 5 mg/kg体质量，用生理

盐水配成 1%的溶液，静脉注射。应缓慢注射，切勿

漏出血管外。

④咪唑苯脲：按 2 mg/kg体质量，配成 10%的

溶液分 2次肌肉注射。

2）牛泰勒虫病。

①磷酸伯氨喹琳（PMQ）：按 3 mg/kg体质量内

服，1次 /d，连服 3 d。用药后染虫率急剧下降，症状

明显好转，精神、食欲恢复正常。

②贝尼尔：按 7 mg/kg体质量，配成 7%的溶

液，深部肌肉注射，1次 /d，连用 3 d。

③磺胺甲氧吡嗪：50～200 mg/kg体质量、三甲

氧苄氨嘧啶 25～200 mg/kg体质量，磷酸伯氨喹琳

0.75～1.50 mg/kg体质量，3种药物混合，加水溶解，

1次灌服，1次 /d，连服 2～4次。

3.2 球虫病的治疗

①磺胺二甲嘧啶（SM2）：犊牛每天内服 100

mg/kg体质量，连用 3 d，配合使用酞酰磺胺噻唑

（PST），效果更好。

疫病防控 45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5年第 4期

降低养猪成本的小窍门

1 自配饲料，降低成本
饲料费用占养猪成本的 70%，降低饲料成本对养猪获利至关重要。一是要削减饲料加工、保存和

饲喂等环节的浪费，防止发霉变质和鼠害糟踏，发现鼠害要用生态型鼠药灭鼠。二是坚持自配饲料。以

自产或外购的玉米为主，适当搭配饼类、米糠、麦麸，充分利用各种糟渣、牧草及青粗饲料养猪，能大幅

降低养殖成本。三是添加猪用营养剂，以解决增加青粗饲料后营养水平下降的坏处，保障猪的正常出

栏。

2 做好驱虫，提高效益
育肥开始和育肥中期要用驱虫药驱除猪体内外寄生虫，可提前 10～20 d出栏，每头猪节约饲料

20 kg左右。

3 做好疫病防治
定期免疫接种疫苗，防控疫病。

4 自繁自养，稳定猪源
育肥场（户）要选择一定数量的母猪进行自繁自养，仔猪报价上涨时，可卖仔猪获利；仔猪报价低

迷时可用育肥猪挣钱，养母猪的危险极小。因此，无论养猪市场怎么改变，都要坚持养好母猪，以稳定

猪源。

来源：赣州晚报

②氨丙啉：每天内服 25 mg/kg体质量，连用

5～6 d。

③呋喃唑酮：每天内服 7～10 mg/kg体质量，连

用 7 d。

④林可霉素：每头牛 1 g/d，混入饮水给药，连

用 21 d。

3.3 肝片吸虫病

①硝氯酚：内服 5～8 mg/kg体质量，针剂按

0.5～1.0 mg/kg体质量，深部肌肉注射，成虫有效。

②三氯苯咪唑（肝蛭净）：10 mg/kg体质量，1次

口服，对成虫、童虫均有效。

③溴酚磷（蛭得净）：12 mg/kg体质量，1次口

服，对成虫、童虫均有效。

④丙硫苯咪唑：10～15 mg/kg体质量，1次口服。

3.4 绦虫病

①丙硫苯咪唑：5～6 mg/kg体质量，投药后灌

服少量清水。

②硫双二氯酚：50 mg/kg体质量，口服。

③氯硝柳胺：60 mg/kg体质量，制成 10%的水

悬液，口服。

④吡喹酮：50 mg/kg体质量，内服，1次 /d，连

用 2 d。

⑤1%硫酸铜：为传统驱绦虫药，犊牛 100～150

mL，内服，禁止用金属桶盛装。

3.5 胃肠线虫病

①左咪唑：5～6 mg/kg体质量，内服；或 3～4

mg/kg体质量，配成饮水也可收到满意的效果。

②丙硫咪唑：5～10 mg/kg体质量，拌料喂服。

③噻咪唑：30～75 mg/kg体质量，配成 5%～

10%的悬液口服，除鞭虫外对其它胃肠道线虫效果

很好。

④敌百虫：20～40 mg/kg体质量，配成混悬液

或溶于水中 1次内服。

⑤伊维菌素：0.2 mg/kg体质量，皮下注射或口服。

3.6 肺线虫病

①丙硫咪唑：5～10 mg/kg体质量，内服，对牛

肺线虫有高效。

②海群生：50 mg/kg体质量，拌料混饲。

③左咪唑：8 mg/kg体质量，内服或肌肉注射。

④伊维菌素：200 mg/kg体质量，1次肌肉注射。

有明显肺炎及支气管炎症状时，可静脉注射新

胂凡纳明，内服磺胺药或肌注青霉素，并服祛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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