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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吉林省通榆县域内每年都有血吸虫病发生，多是由东毕属吸虫（ sp.）寄生于牛

羊的肠系膜静脉引起的一种血吸虫病。牛羊东毕血吸虫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可引起牛羊贫血、极度消瘦、腹水

等严重营养不良性死亡，是危害本地区畜牧养殖的寄生虫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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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年 9月以来，笔者配合吉林通榆县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下乡处理养牛羊户的动物

疫病及来诊病例中发现大部分是牛羊寄生虫病，根

据询诊、临床检查、剖检、实验室检测等方法初步确

诊为牛羊血吸虫病。

1 流行病学

1）开展专项流行病学调查，共计走访了全县

21个乡镇场，32个自然村屯，养牛羊户 128户，养

羊 6 243只。下乡处理疫情 16次，剖检牛羊 35头

（只），涉及牛、羊群 19群，牛 103头，羊 1 200多只。

2）在下乡处理动物疫病及养畜户来诊的发病牛、

羊群中统计，发病的牛羊多集中在通榆县境内的霍林

河流域的大部分乡镇，如同发牧场、向海乡等地。放牧

多在河套里，牛羊在放牧过程中饮用自然泡沼水。

3）在下乡处理动物疫病及养畜户来诊的发病牛羊

群中统计，养牛 103头，因病死亡 9头，死亡率 6.9%；养

羊 1 200多只，死亡 200多只，死亡率约在 16.7%。

2 病理剖检

在临床剖检的 35头只牛羊中，病畜精神沉郁、

严重营养不良。尸体消瘦，严重贫血，心肌无力。肝

脏大部分实质变性，凸凹不平，并伴有化脓性坏死

灶，萎缩、质硬、坏死。肠系膜内有大量虫体，腹腔内

有大量腹水。

3 实验室诊断

采用血吸虫毛蚴孵化法。采集动物新鲜粪便，

羊粪为 100 g，牛粪以 250 g为宜。牛羊粪血吸虫孵

化应在进孵后第 1、3、5小时各观察 1次，发现血吸

虫毛蚴即判定为阳性。

4 防控措施

4.1 预 防

建议采用预防性驱虫。驱虫前，应先采取毛蚴

孵化法或虫卵检查法来筛选已经被感染的畜群，对

毛蚴孵化阳性畜群进行针对性驱虫。此方法多在每

年 10-11月给药为宜。

4.2 治 疗

在畜群中出现贫血、消瘦等临床症状时，结合

临床剖检和实验室毛蚴孵化等进行确诊。治疗建议

采取分期给药，逐渐杀死血吸虫成虫。一次性给药

易造成大量虫体同时被杀死，死亡的虫体随着血流

液经肝门静脉，造成门静脉栓塞。驱虫时根据临床

症状要采取综合性治疗。

4.3 驱虫药物的选择

目前根据兽药市场针对血吸虫特效驱虫药，例

举几种仅供参考。

1）吡喹酮。牛每千克体重 30 mg，一次口服。羊

每千克体重 20 mg，一次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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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硝硫氰胺（7505）。牛、羊均为每千克体重 60

mg，一次口服，山羊按实际体重给药。

3）10%氯苯唑。羊按每千克体重 0.1 mL，牛按

每千克体重 0.12 mL，一次口服。

4）硫双二氯酚（别丁）。常用剂量为 50 mg/（kg·d），

分 3次服，隔日服用，治疗 15 d为 1疗程。

4.4 控制传播、预防交叉感染

可采用舍饲、半舍饲或改变放牧草场等，避免

牛、羊接触被污染的草场和泡沼。让牛羊饮用井水

或自来水。

5 小 结

根据记载，通榆县在历史上曾经暴发过东毕血

吸虫病。畜牧部门和养畜户深刻认识本病危害性，

每年都拟定防控计划，同时加强了宣传教育，提高

养畜户的认识，本病得到有效控制。

1）自然因素。2015年通榆县雨水较好，霍林河

长年未断流，霍林河流域水草丰盛，有利于东毕血

吸虫的中间宿主椎实螺的繁殖生长。东毕血吸虫的

中间宿主增多，牛羊感染东毕血吸虫的机会增多。

2）人为因素。本地区的养畜习惯，多为自然放

牧。畜主图方便，春、夏、秋不给牛羊饮足井水，牛羊

自然饮用泡沼水，加重了感染机率。

3）防治得当。由于 2015年通榆县发现较早，进

行了广泛宣传防控工作，防治措施得当，未造成本

病的扩散与蔓延。

摘要 近年来，养羊业发展较快，饲养量逐年加大。然而疫病发生率也在增加，尤其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细

菌病，如羊链球菌病，此病是由兽疫链球菌引起的主要危害绵羊和山羊的一种发热性的急性传染病，多发于冬、

春寒冷季节，主要表现为下颌淋巴结和咽喉部位肿胀，胆囊肿大和纤维素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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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链球菌病也叫桑喉病，是危害养羊业的一种

细菌病，主要发生于绵羊和山羊，由于羊只冬季体质

较弱，因此本病多发于冬、春寒冷季节，尤其是天气寒

冷、饲草质量差、饲养过于密集、感染寄生虫等情况下

本病的流行更为严重。

1 病原体

本病的病原体是兽疫链球菌，属于链球菌属，C

群链球菌，是革兰氏阳性菌。兽疫链球菌主要存在

于发病羊或者带菌羊的脏器，如肝、肺。以组织分泌

物中鼻液、气管分泌物和肺脏含菌量为高[1]。病原体

对外环境抵抗力较强，显微镜检查时本菌常呈现双

球状排列，也可以单个存在。常用的消毒药物有 2%

来苏尔溶液，0.5%漂白粉。

2 流行特点

绵羊对本病易感性最强，山羊次之，发病羊和带

菌羊是主要的传染源，主要通过呼吸道或皮肤创伤感

染，也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本病多发于冬、春寒冷季

节，尤其是天气寒冷、饲草质量差、饲养过于密集、感

染寄生虫等情况下均可以导致羊体质较差，本病的流

行更为严重。本病多散发或成地方性流行。

3 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本病潜伏期一般为 3～10 d，病程一般 2～5 d。

发病羊体温升高到 41 ℃甚至更高，反刍减弱或停

疫病防控4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