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11期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 1例由于违规使用痢特灵引起雏鸡中毒的病例，主要结合鸡的发病情况、临床症状和

剖检变化进行诊断，并对其进行治疗，因抢救及时，措施得力，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治愈率达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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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特灵又称呋喃唑酮（Furazolidone），是一种

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具有抗球虫和抗菌止痢作用，

为广谱抗菌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193号公告 -2002年）》将痢特灵列为所有食品动

物、所有用途的禁止使用药物，FDA 也于 2002 年

禁止使用。但违规使用的现象仍然存在，现将 1例

违规使用痢特灵引起雏鸡中毒的诊治情况介绍如

下。

1 发病情况

2017年 7月 15日，南平市建阳区童游街道七

姑村养鸡专业户滕某饲养 3 000 羽 7 日龄的黄羽

肉鸡，为防治鸡球虫病和肠炎，滕某到该村个体医

疗诊所购买人用药品痢特灵（赤峰蒙欣药业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5020072）500 片，每片

100 mg，100 kg饲料加 500片痢特灵，拌均匀后饲

喂雏鸡群，7 d后，鸡群发生了精神沉郁、流涎、食欲

不振、渴欲增加、两翅下垂、拉稀、站立不稳、兴奋不

安等症状。于 2017年 7月 22日前来求诊，笔者到

现场查看，已死亡 312羽，还有病鸡 2 688羽。

2 临床症状

病鸡食欲废绝、饮欲增加、流涎、兴奋不安、排

黄色水样、绿色稀粪、张口鸣叫，运动失调，扭颈摇

头，羽毛松乱，两翅下垂，闭眼缩颈，步态不稳，全身

震颤，转圈鸣叫，无目的奔跑，角弓反张，痉挛抽搐

而致死。

3 剖检变化

剖检中毒死亡的鸡 25 羽，见皮下点状出血

（23/25）；气管黏膜潮红充血（22/25）；冠状脂肪沟有

针尖大出血点，心室扩张，室壁变薄（22/25）；心包积

液、心外膜有点状出血、心肌变性（22/25）；肝脏有点

状出血（21/25）；肾充血、稍肿大（21/25）；胃肠明显

充血出血，十二指肠、回肠、空肠充血，直肠胀气、内

含绿色腥臭稀粪，肠黏膜有点状出血（19/25）；肝脏

淤血，轻微肿大，胆囊内胆汁充盈（19/25）；肌胃角质

层易脱落（18/25）；泄殖腔黏膜出血（13/25）。

4 诊 断

根据禽主滕某述说所提供的鸡群发病经过，结

合鸡群临床症状和剖检病理变化，且病鸡没有出现

高温症状，同时无菌取病死鸡肝、肺，接种于普通营

养琼脂培养，未见小菌落长出，涂片镜检结果为阴

性，经综合分析，诊断为违规使用痢特灵引起雏鸡

中毒。

5 治 疗

1）严格消毒，用百毒杀 1︰600 溶液进行喷雾

消毒，每天 1次，连用 5 d，同时立刻停喂含痢特灵

的饲料。

2）给中毒严重的鸡肌肉注射葡萄糖醛酸钠注射

液，6 mg/ 羽，2 次 /d；VC注射，8 mg/ 羽，2 次 /d，连

注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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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群给予充足的 5%葡萄糖 +0.15%碳酸氢钠 +

维补 -18饮水，连用 5 d，同时在日粮中添加倍量的

维生素 C，连用 7 d，以利于受损肝肾功能的恢复，

促进鸡群康复。

经采取上述救治措施 2 d 后，雏鸡停止死亡

（治疗期间，约 400 羽病情严重雏鸡死亡），第 3 天

起雏鸡群采食量开始回升，逐渐恢复正常，5 d后鸡

群康复，采食正常，精神状态良好，生长发育正常，

治愈率达 81.92%。

6 小 结

1）增加养殖效益必须做到合理用药，科学用药，

避免或杜绝药物中毒（或药物不良反应）反应的发生。

2）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193 号公

告 -2002年）》将痢特灵列为所有食品动物、所有用

途的禁止使用药物，FDA也于 2002年禁止使用。但

违规使用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少养殖户（场）没有充

分认识到痢特灵残留在乳、肉、蛋中对人体的危害，

结果导致人用药品痢特灵仍被养殖户（场）用于预

防和治疗动物疾病，这应引起农牧部门的高度重

视。因此要加大科技宣传力度，正确引导、科学指导

养殖户（场）合理应用药品，防止偷用国家禁用药

品，促进我国绿色养殖业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维

护人体健康。

3）要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各级农牧部

门切实加强兽药使用管理，依法严厉查处使用违禁

药物的行为，从养殖生产环节控制使用禁用药物，

要及时依法严厉查处，科学合理使用药物，严格控

制产品的药品残留及添加剂的残留，提高农产品质

量，增加经济效益。

摘要 鸡霉菌病是鸡进食霉变饲料后造成的霉菌毒素中毒的疾病，鸡中毒后可表现肝肾损伤、免疫抑制、呕

吐、消化机能障碍等病症；本病发生的常见原因有饲料储存不当，原料水分超标，料槽残留饲料发霉和饮水污染

等；临床生产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针对性防控；吸附性脱霉剂、制霉菌素、葡萄糖氧化酶和保肝护肾的中药对本

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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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属于真菌的一种，和其他微生物一样，广

泛分布于自然界，且种类非常多，但不是所有的霉

菌都可导致人和动物疾病的发生，临床上最常见的

为黄曲霉、烟曲霉、黑曲霉和土曲霉等，这些致病菌

每年都给养鸡业造成较严重的损失。下面笔者就鸡

霉菌病的防治和大家作一下交流。

1 霉菌简介及培养特征

霉菌菌丝较粗较长，镜下观察可见交错成树枝

样网络，菌丝间分布着孢子，菌落成绒毛状、絮状、

蜘蛛网状或蜡脂样，生长迅速，最佳培养温度为

27～30 ℃，但如果湿度很高的条件下，低温也能很

快生长，菌落通常大于细菌菌落，可蔓延至整个培

养基或在局部生长，大部分霉菌培养前期菌落颜色

都是浅色或类白色，当长出颜色不同的孢子后，菌

落可呈现绿色、黄色、橙色、紫色等，这些色素可渗

透进培养基中，将培养基染色。值得一提的是同一

种霉菌用不同培养基培养时，形成的菌落特征差异

很大，同一种培养基下菌落特征较稳定，这是鉴别

霉菌种类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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