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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了猪附红细胞体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总结了猪附红细胞体病的诊

断和治疗方法，并结合目前生猪生产实际提出了本病的治疗和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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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 义

猪附红细胞体病是由附红细胞体引起的一种

急性、热性人畜共患传染病。临诊上以发热、贫血、

溶血性黄疸、呼吸困难、皮肤发红和虚弱为特征，严

重时导致死亡[1]，给养猪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 病原学

猪附红细胞体可呈环形、杆状、出牙状、卵圆

形、颗粒状和球状，其中以环形居多，直径为 0.8～

2.5 μm，附着于红细胞表面或游离于血浆中。对化

学消毒剂及干燥抵抗力不强，对低温抵抗力强，

0.5%的石炭酸溶液在 37 ℃的条件下只需 3 h即可

将其杀死，而在 5 ℃的低温下可存活 15 d之久，更

可以在冰冻凝固的血液中持续存活 31 d。

3 流行病学

1）附红细胞体病的流行情况。1932年，附红细

胞体病首次在印度发现，随后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

区出现。20世纪 80年代传入我国，2001年在全国

范围内暴发流行，临床症状表现为生猪皮肤、耳部、

后躯、背部等部位出现小的红色圆点。

2）传播特点。猪附红细胞体病的易感动物为猪，

还有牛、羊、小白鼠以及家兔，甚至还可感染人。患

病和隐性感染猪为主要传染源，各年龄段的猪均可

发生猪附红细胞体病，其中死亡率较高的是母猪、

仔猪以及长势较好的育肥猪。该病既可通过直接接

触传播，也可通过胎盘垂直传播，更多的是通过吸

血昆虫（蚊子、虱子、疥螨等）活媒介间接传播。

4 临床症状和剖检变化

1）临床症状。猪感染附红细胞体后，可在体内

潜伏 6～10 d，当受到分娩、昆虫叮咬、天气骤变、长

途运输等应激因素强烈刺激时，猪体抗病能力下

降，附红细胞体在体内大量繁殖，从而出现临床症

状，临床上分为急性型、慢性型、亚临诊型。

①急性型。体温呈稽留热型，最高可达 40～42 ℃，

精神不好，不食，可视黏膜黄疸或苍白，便秘和腹泻交

替发生，一般初期便秘，四肢末端、尾部和耳部出现小

红点，严重者皮肤发绀，呈现出紫红色和暗红色。

②慢性型。病猪背部毛孔出现点状出血，消瘦、

衰弱，如果母猪感染则会出现繁殖功能障碍。

③亚临诊型。猪群感染但无症状，只有受到应

激因素影响时才出现部分猪只发病。

2）剖检变化。猪附红细胞体病的剖检特征性病

理变化为典型的黄疸型贫血。肝脏变性肿大，黄染，

胆囊增生、坏死，充满胆汁；全身淋巴结肿大，血液

凝固不良；心包积液，心脏柔软；脾脏肿大而柔软；

肾脏呈土黄色，肿大出血；腹腔脂肪发黄。

5 诊 断

1）初步诊断。根据黄疸、贫血、流行病情况以及

病理变化可作初步诊断。

2）确诊。①直接镜检。在病猪的发热期，从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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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采集 1滴血液放于载玻片上，用生理盐水 2倍稀

释，混匀，加盖玻片于 400～600倍的光学显微镜下观

察，可在红细胞表面或者血浆里发现多种形态的附红

细胞体，有球形、逗点型、颗粒状及杆状等形状；血浆

中的附红细胞体还可作多种运动，比如翻滚、扭转、摇

摆等，还具备有折光性；附红细胞体还可以 6～7个或

更多附着于 1个红细胞上，被附着的红细胞则变形为

不规则形状或锯齿状。②荧光 PCR技术。取猪附红细

胞体感染高峰期的血液，分离出猪附红细胞体，按试

剂盒说明书操作，提取 RNA并进行荧光定量 PCR。

有报道已建立的猪附红细胞体 TaqMan 荧光定量

PCR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重复性，

比普通 PCR方法灵敏度高 100倍[1]。

6 治 疗

1）用血虫净联合应用生血素 2 mg/只和维生素

B12注射液 2～5 mL/只，按 5～7 mg/kg肌内注射，2

d/次，连用 3次以上。

2）用长效土霉素按 0.1 mL/kg注射，每天 1次，

连用 3次以上。

7 防治措施

1）注意环境卫生，科学消毒，消灭应激因素。

2）做好温热季节蚊虫以及体表寄生虫的消灭工

作。

3）加强饲养管理，给予全价营养饲料，增强免

疫力，补充多维等微量元素。

4）严格消毒免疫接种及治疗用的针头等器械，

杜绝机械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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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笔者挂钩帮扶的云南临沧某养猪场发生姜片吸虫病的发病情况、临床诊断、防治措施进行

病例描述，并提出了定期做好驱虫工作、对饲喂的水生植物应先进行青贮、做好猪和人的粪便管理等防控建议，

以期为猪姜片吸虫病的防控提供参考。

关键词 猪；姜片吸虫病；姜片吸虫囊蚴；防治措施

云南某猪场猪姜片吸虫病情况调查

杨国琴 1 石莲琴 2 陶丽琼 3 王翠颖 1 邹丰才 2 李兴元 4*

1.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临沧 677000；2.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昆明 650201；

3.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草原监理站，云南曲靖 654200；4.云南省普洱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普洱 665099

收稿日期：2017-07-16

*通讯作者

杨国琴，女，1977年生，硕士，副高。

姜片吸虫病主要寄生在猪或人的小肠内，危害

性较大，会对猪只及儿童生长产生影响，是一种重

要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姜片吸虫有口吸盘和腹吸

盘，能够进入小肠后并吸附在肠黏膜上，虫体前端

埋入到肠壁，从而导致附着部位发生机械性损伤。

另外，较大虫体大量寄生时会导致肠道发生堵塞，

使其消化及吸收机能受到显著影响，严重时会由于

肠道堵塞或者肠破裂而引起腹膜炎，最终导致死

亡。猪只肠道内寄生虫体后，由于其能够夺取大量

的营养成分，导致其生长发育缓慢，并表现出贫血

和体质消瘦等症状[1]。

1 发病情况调查

笔者挂钩帮扶养猪场在临沧市凤庆县洛党镇，

疫病防控 55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