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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应对措施。一旦猪群发生异常，及时查明原因，

准确采取应对措施，避免造成巨大损失。

3）一旦出现急性发病的猪，肌注呋噻米或静注

甘露醇，以减轻颅内压和心肺负担，同时静注维生

素 C、葡萄糖生理盐水，调整电解质平衡，补水抗应

激；对于病情不是特别危急病例，做好圈舍降温的

同时直接静注维生素 C、葡萄糖生理盐水也可以有

效治疗中暑。

摘要 为了解云南省会泽县黄牛寄生虫感染情况，对规模化养殖场、合作社和散养户等饲养的黄牛采样，共

随机采集了新鲜牛粪样 70份，通过漂浮法和沉淀法检查寄生虫，结果显示，规模化牛场 10份样品中，4份检出线

虫卵，检出率 40.0%，3份检出吸虫卵，检出率 30.0%，相同样品检出线虫卵；合作社 27份样品中，20份检出线虫

卵，检出率 74.1%，14份检出吸虫卵，检出率 51.9%，9份样品同时检出 2类虫卵；在散养户 4家共 33份样品中，

27份检出线虫卵，检出率 81.8%，16份检出吸虫卵，检出率 48.5%，14份同时检出 2类虫卵。表明会泽县黄牛寄生

虫卵检出率较高，线虫卵和吸虫卵分别为 72.9%和 47.1%，其中规模化牛场虫卵检出率较低，散养户最高。建议采

取重视寄生虫病的监测和诊断等各种综合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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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独特的气候条件，气温和降雨有利于草

食动物饲养，饲草饲料资源丰富；牛种资源丰富，非

常适合养牛[1]。但是，温暖的气候和丰富的山泉，也

适宜寄生虫在体外发育，淡水螺等中间宿主生长、

繁殖。云南省会泽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大县，2015年

牛羊存出栏数继续稳居全省第一，是云南省唯一一

个肉牛、肉羊均被列入全国优势发展区域的县。会泽

县人民政府计划到 2020年牛存栏量达到 70万头左

右，出栏量达到 30万头以上[2]。

总体来看，云南省肉牛生长速度慢，导致肉牛

饲养周期长、出栏率低的原因很多，寄生虫感染应

是主要原因之一。据报道，牛消化道常见的寄生虫

有肝片形吸虫、前后盘吸虫、捻转血矛线虫、食道口

线虫、仰口线虫和类圆线虫等，感染率有的高达

100%[3-4]。许多常见寄生虫寄生于胃肠道，一些寄生

于肝胆、血液，也通过粪便排卵或卵囊。通过检测粪

样中的虫卵或卵囊，可以了解寄生虫感染情况，初

步评价感染强度和驱虫效果。采粪样对牛应激小，

寄生虫检测成本低、结果科学、容易操作[5]。通过检

测新鲜粪样，分析会泽县黄牛粪样寄生虫感染情

况，以便为其防控提供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粪样的采集。随机采集会泽县黄牛的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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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漂浮法检测结果

表 2 沉淀法检测结果

表 3 混合感染检测结果

牛场 粪样/份 线虫卵检出数/份 线虫卵检出率/%
规模化养殖场 10 4 40.0
合作社 27 20 74.1
散养户 33 27 81.8
合计 70 51 72.9

牛场 粪样/份 吸虫卵检出数/份 吸虫卵检出率/%
规模化养殖场 10 3 30.0
合作社 27 14 51.9
散养户 33 16 48.5
合计 70 33 47.1

牛场
虫卵检出/
份

混合感染检出

数/份
混合感染占检

出率/%
规模化养殖场 4 3 75.0
合作社 25 9 36.0
散养户 29 14 48.3
合计 58 26 44.8

养殖场、合作社和 4家散养户，新鲜粪样 10、27、33

份，共 70 份，每份 250～400 g，用保鲜袋分装、编

号，冷藏保存，带回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寄生虫学实

验室检测。

2）虫卵检查方法。

饱和盐水漂浮法：取粪样 10 g于 250 mL锥形

瓶，加饱和食盐水搅拌至 2/3左右，充分混匀，加满

到液面凸起，静置 20 min，沾取液面于载玻片，显微

镜下，备检比重较小的线虫卵、球虫卵囊等。

自然沉淀法：取 200 g粪样用孔径为 0.18 mm

的铜筛过滤，充分搅拌，过滤入盆中，静置 10～20

min，去上清液，反复多次，直至水清亮为止，最后倒

去上清液，用胶头滴管吸取沉淀液，置于载玻片。检

查比重较大的吸虫虫卵。每个样品同时进行 2次检

测，在显微镜下检查和鉴定虫卵[5]。

2 结 果

1）漂浮法检查结果。从表 1可以看出，规模化

养殖场 10份，4份检出线虫卵，检出率为 40.0%；合

作社 27份，20份检出线虫卵，检出率为 74.1%；散

养户 4 家 33 份，27 份检出线虫卵，检出率为

81.8%，2 家 8 头检出率 100%，1 家 18 份检出 17

份，94.4%，1家 7份检出 2份，28.6%。散养户线虫

卵检出率最高，规模化牛场检出率最低。均未检出

球虫卵囊和绦虫卵。线虫卵总检出率为 72.9%。

2）沉淀法检测结果。从表 2可知，规模化养殖

场 10份，3份检出吸虫卵，检出率为 30.0%；合作社

27份，14份检出吸虫卵，检出率为 51.9%；散养户 4

家 33份，16份检出吸虫卵，检出率为 48.5%；合作

社和散养户吸虫卵检出率相近，都比规模化牛场

高。吸虫卵总检出率为 47.1%。

3）线虫和吸虫同时感染检测结果。从表 3可

知，规模化养殖场 4份检出线虫卵，3份同时检出吸

虫卵，混合感染占检出率为 75.0%。合作社检出虫卵

的 25份中，9份检出吸虫卵，混合感染占 36.0%。散

养户 29份检出虫卵中，混合感染占 48.3%。合作社

和散养户混合感染较规模化牛场低。平均混合感染

率为 44.8%。

3 分析与讨论

本次调查线虫卵平均检出率为 72.9%，吸虫卵

检出率为 47.1%，混合感染占感染的 44.8%。总体表

明会泽县牛寄生虫感染率较高；规模牛场、合作社

和农户饲养的检出率区别较大，提示寄生虫感染情

况与饲养管理方式和水平有关。

1）线虫感染情况。寄生性线虫发育一般不需要中

间宿主，生活发育史较短（体外环境中发育 7～10 d，

宿主体内 20 d 左右发育至性成熟，约 1 个月左

右），易引起宿主重复感染和交叉感染。由此，线虫

感染与环境卫生关系非常大[5]。规模化养殖场线虫

卵检出率为 40.0%，合作社为 74.1%，散养户为

81.8%。线虫总检出率高达 72.9%。线虫总体感染率

较云南省楚雄州（50%）和湖南省（42.9%）高[6-7]。检

测结果表明会泽县线虫感染普遍存在；规模化牛场

远低于合作社和散养户，与规模化牛场环境卫生相

对较好、驱虫较科学有关。

2）吸虫感染情况。吸虫发育一般需要中间宿主

（淡水螺蛳），生活发育史较长（体外环境中发育

20～30 d，中间宿主体内 30 d左右发育至感染性

蚴虫，终末宿主体内 2～3个月发育至性成熟，约

3～4个月），控制吸虫病需要较长时间。吸虫感染与

饲养方式、牛所食新鲜牧草和饮水是否感染吸虫幼

虫（囊蚴）关系非常大[5]。规模化养殖场吸虫卵检出

率为 30.0%，合作社为 51.9%，散养户为 48.5%。吸

虫总检出率高达 47.1%，较楚雄州 100%检出率低[6],

但是比湖南省 15.4%高得多[7]。表明受检会泽县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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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左右感染吸虫；合作社和散养户检出率相近，

较规模化牛场高。规模化牛场更多使用干草和青贮

饲料；散养户和合作社相对饲喂野外牧草较多。

3）混合感染情况。在检出寄生虫虫卵的粪样中，

同时检出线虫卵和吸虫卵的比率，规模牛场为

75.0%，合作社为 36.0%，散养户为 48.5%。混合感染

总检出率为 44.8%。检测结果表明规模化牛场总体

感染率较低，混合感染率较高，驱虫时，可以直接针

对感染牛同时驱线虫和吸虫，减少工作量；合作社

和散养户驱线虫和驱吸虫分别针对不同感染牛只

进行，以期达到最佳驱虫效果。鉴于线虫和吸虫的

发育过程完全不一样，对牛的感染方式也不同，建

议驱线虫药和驱吸虫药根据实际感染情况，单独或

混合使用。

4）会泽县黄牛寄生虫病防控建议。参考奶牛寄

生虫病防控研究，目前，国内外没有一种药物可防

控奶牛的所有寄生虫病。鉴于寄生虫病的危害和寄

生虫的生物学特征，建议寄生虫检出率低于 20%

时，可延长驱虫间隔时间，应加强监测和驱虫效果

评价[8]。据现场调查，会泽县黄牛驱虫一般在购买牛

只入场后，或者依据消瘦等临床症状，再者每年春

秋两季免疫后；没有牛场或农户进行寄生虫检测来

了解驱虫效果和寄生虫感染情况；1家农户每年 4

次驱虫，多年重复用药。盲目驱虫不仅带来药物、人

力和物力等浪费，影响胎儿发育，甚至可能由此产

生耐药性等问题。笔者建议经常性深入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和病原学研究，进行实验室检查和监测。牛

场负责人根据调查、监测和诊断结果，制定科学合

理的驱虫程序，并做好用药记录。建议当地业务部

门加强寄生虫病防控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倡导牛场

和农户改善饲养方式和圈舍设计，及时清理粪便，

并集中充分发酵，杀灭环境中虫卵，严格对引进牛

只进行隔离和寄生虫检测[8-10]。

驱线虫有效药物种类较多，兽药店容易买到，

价格也比较便宜，如伊维菌素、阿维菌素、左旋咪

唑、甲苯咪唑、噻咪唑、丙硫苯咪唑（又称阿苯达唑、

抗蠕敏、肠虫清）、芬苯达唑等。依据线虫发育时间

短，建议感染率高的牛场和农户 1～1.5个月驱虫 1

次[5]。驱吸虫药物种类较少，兽药店不容易买到，价

格也比较贵。驱吸虫有效药物有丙硫苯咪唑、硫双

二氯酚（别丁）、硝氯酚（拜耳 9015）、吡喹酮等。驱吸

虫特效药物有三氯苯唑（肝蛭净）、碘醚柳胺（重碘

柳胺）、溴酚磷（蛭得净）、氯氰碘柳胺（富基华、三特）、

双乙酰胺苯氧醚、溴酚磷等[7]。依据吸虫发育时间长，

建议感染率高的牛场和农户 3～5个月驱虫 1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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