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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mL、10%维生素 C 注射液 40 mL、维生素

B1、B12注射液各 30 mL，1次 /d，连续静脉注射 1周。

术后 3 d内禁止喂食精料，适当运动，注意环境与

牛只卫生。10 d后牛只基本恢复健康。

6 体 会

1）确诊病情。据了解有时牛真胃会“移动”，有

“时好时坏”现象，如保守治疗牛真胃移位的翻滚

法，当病情不严重时，牛只真胃可自行调节恢复原

位。注意和牛创伤性网胃腹膜炎病区别，患创伤性

网胃腹膜炎时按压真胃处（胸骨柄附近），牛只反应

激烈，叩诊无钢管音。

2）加强饲养管理。奶牛真胃移位的高发期为产

后 1月期，分娩后应及时补充糖（益母草、黄糖、葡

萄糖酸钙）、盐、钙，以避免因分娩后身体虚弱易发

生各类疫病而引发真胃移位。饲料上应注意精料与

青干料搭配，减少真胃弛缓、真胃扩张现象。

3）加强疫病的预防和治疗。牛真胃移位常由产

后胎衣不下、子宫内膜炎、酮病、真胃炎、真胃弛缓

等病治疗不及时而引起，因此应加强对牛只疫病的

预防和及时治疗，避免引发其他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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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全面了解黔南州规模化养殖山羊寄生虫感染情况，由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各县市中心，对

全州十二县市 90个规模养羊场的山羊开展寄生虫调查。共解剖山羊 1 440只，收集虫体 2 416条，经鉴定虫体有

33种。其中全沟硬蜱、长角血蜱、残缘璃眼蜱和棕尾别麻蝇蛆等 4种寄生虫虫种是贵州省首次报道的新记录。应

该将其列为寄生虫防制计划的主要虫种，加以研究和制定具体防制措施，保障我州的畜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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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为全面了解黔南州规模化养殖

山羊寄生虫感染情况，完成《黔南民族地区规模养

羊寄生虫病调查与防制技术研究》项目，由州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各县市中心，对全州十二县

市 90个规模养羊场的山羊开展寄生虫调查。项目

共组织 1 230余人次，采用蠕虫学完全解剖法收集

虫体、采集血清检测血原虫、采集粪便检查虫卵等

方法，共解剖山羊 1 440只，采收集血清 2 840份、

粪便 2 880份、寄生虫虫体 2 416条。经贵州大学

动物疫病研究室鉴定，虫体分属 6纲、10目、17科、

22属、33种。其中全沟硬蜱、长角血蜱、残缘璃眼蜱

和棕尾别麻蝇蛆 4种寄生虫虫种是贵州省首次报

道的新记录。

1 新记录虫种形态、生活习性及危害

1.1 全沟硬蜱

属小型蜱，中等体长，未吸血个体约长 2.5~

3.5mm。假头基腹面的耳状突钝齿形。第 1对足基节

具一细长的内距，雌虫足基节Ⅰ内距的末端达基节

Ⅱ的前 1/3，雄虫的内距略微超过基节Ⅱ前缘。雌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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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角血蜱

图 1 全沟硬蜱

图 3 残缘璃眼蜱

图 4 棕尾别麻蝇

盾板椭圆形。雄虫假头基腹面后向后凸出呈圆角[1]。

主要分布于东北、山西、新疆、西藏、内蒙古、河北、

山东、宁夏、甘肃等省区。全沟硬蜱发育过程有卵、

幼蜱、若蜱和成蜱 4期。该蜱的宿主较广泛，约 206

种，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两栖动物，也可侵

袭人体。在生活史中有更换宿主的现象，属三宿主

蜱，幼蜱、若蜱、成蜱分别寄生于 3个宿主。在宿主

的寄生部位常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在皮肤较薄、

不易被搔动的部位，如寄生在动物的颈部、耳后、眼

部、腋窝、大腿内侧、阴部、腹股沟等处。全沟硬蜱的

自然栖息场所在草根和树根周围、地表缝隙、土块

下、枯枝落叶中。全沟硬蜱的危害主要是叮咬皮肤

吸血和传播疾病（病毒、立克次体、原虫和细菌）[3]

（图 1）。

1.2 长角血蜱

属小型蜱。无眼，有缘垛。假头基矩形。须肢外

缘向外侧中度突出，呈角状，第二节背面有三角形

的短刺，腹面有一锥型的长刺。口下板齿式 5/5。基

节Ⅱ-Ⅳ内距稍大，超出后缘。盾板上刻点中等大，

分布均匀而较稠密。寄生于牛、马、羊、猪、犬等家

畜。三宿主蜱。在华北地区，1年发生 1代；成虫 4~7

月份活动，6月下旬为盛期；若虫 4~9月份活动，5

月上旬最多，幼虫 8~9月份活动，9月上旬最多，以

饥饿若虫和成虫越冬。主要生活于次生林或山地，

分布于我国大多数省区。长角血蜱的危害同全沟硬

蜱一样[1]（图 2）。

1.3 残缘璃眼蜱

大型蜱。须肢窄长。盾板表面光滑，刻点稀少，

眼相当明显，半球型，位于眼眶内。足细长，褐色或

黄褐色，背缘有浅黄色纵带，各关节处无淡色环带。

雄蜱背面中垛明显，淡黄色或与盾板同色；后中沟

深，后缘达到中垛；后侧沟略呈长三角形。腹面肛侧

板略宽，前端较尖，后端圆钝，副肛侧板末端圆钝，

肛下板短小，气门板大，曲颈瓶形，背突窄长，顶突

达到盾板边缘。雌蜱背面侧沟不明显；气门逗点形，

背突向背方明显伸出，末端渐窄而稍向前。主要寄

生于牛，在马、羊、骆驼等家畜也有寄生。二宿主蜱。

主要生活在家畜的圈舍及停留处。1年发生 1代。在

内蒙古地区成虫 5月中旬至 8月中旬出现，以 6、7

月数量最多，成虫在圈舍的地面、墙上活动，陆续爬

到宿主体表吸血。交配后，饱血雌虫落地产卵。至 8、

9月间，幼虫孵化，爬到宿主身上吸血。尔后蜕变为

成虫。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一些省区。在

我国已证实它是环形泰勒虫病的传播媒介[1]（图 3）。

1.4 棕尾别麻蝇蛆

是由棕尾别麻蝇的成虫将胎生幼虫产在羊的

耳内及体表，导致局部继发感染、炎症，造成羊食欲

不振、不安、发热、消瘦、发育不良的一种蝇蛆病。棕

尾别麻蝇种群大，分布广，在我国（除新疆外）都有

分布。棕尾别麻蝇成虫发育性成熟交配后，受精卵

在雌虫体内发育成熟，并在体内孵化，遇到合适的

生长条件产出，产出的幼虫为 1龄幼虫，经 2~6 d

发育为 3 龄幼虫，经 2~4 d 离食期进入蛹期，经

7~22 d的蛹期最后羽化[4]（图 4）。

全沟硬蜱雌虫背面

缘垛

背板

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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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记录虫种的调查结果

全沟硬蜱在黔南州的三都县发现，感染率为

0.06%，感染强度 2 条；长角血蜱在都匀、独山、荔

波、瓮安等县市发现，感染率为 0.55%，感染强度 2~

30条；残缘璃眼蜱在福泉、龙里 2县市发现，感染率

0.13%，感染强度为 4~7条；棕尾别麻蝇蛆在贵定、

长顺 2县发现，感染率 0.06%，感染强度为 5~9条。

3 结论与建议

1）此次调查发现的全沟硬蜱、长角血蜱、残缘

璃眼蜱和棕尾别麻蝇蛆 4种山羊寄生虫，通过省科

技情报所查新确认（科技查新报告 2014520010400）

为贵州新记录山羊寄生虫虫种。

2）此次调查发现的山羊新记录虫种，特别是全

沟硬蜱、长角血蜱等原来都是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北

的东北、华北、西北等地，现在贵州黔南发现，造成

新虫种侵入的原因：一是由于近年来，贵州省实施

“千万只羊工程”，大力发展规模养羊，大量从疫源

地调运种羊，调入羊只未严格执行申报、隔离、驱虫

等防疫措施；二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物流频繁，由

于经济利益驱使，部分业主从疫源地长途贩运动

物、动物产品到本地加工销售。

3）动物体外寄生虫，特别是蜱类，可传播多种

疾病，给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发展带来极大危害，据

世界粮农组织（FAO）报道，全世界每年由蜱类造成

的经济损失高达 70亿美元[5~6]。因此，我们应将其列

为寄生虫防制计划的主要虫种，加以研究和制定具

体防制措施，保障我州的畜牧业健康发展。

4）山羊体外寄生虫的防制应该坚持以预防为主。

首先，加强饲养管理，提高羊只的抵抗力；其次，定

期药浴和消毒，每年在春夏、秋冬交接之季对全群

羊进行 2次以上药浴或全群注射伊维菌素，同时对

圈舍进行彻底清理，将粪污集中采取堆积发酵的生

物消毒措施，对圈舍、通道等喷洒“倍硫磷”等杀虫

药物，以达到控制和消灭病源的目的。

5）在今后开展种羊调运的活动中，应该严格执

行 2010年农业部令第 14号《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

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跨省调运种羊到达输入地后，

应该在指定隔离场内进行隔离观察，时间 30~45 d，

隔离期间采取必要的驱虫、消毒、粪污无害化处理

等措施，隔离观察合格的才能混群饲养，避免动物

传染病、寄生虫病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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