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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肝片吸虫病又称牛肝蛭，是由肝片形吸虫寄生于牛只肝脏、胆管而引起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发病

特征主要是病牛异食、水肿、贫血，营养障碍、消瘦等，严重影响牛只生产与繁殖性能。笔者结合实践经验，从病

原、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剖检病变等方面对牛肝片吸虫病进行了阐述，并同时提出防治措施，以期为临床诊治牛

肝片吸虫病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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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 原

牛肝片吸虫病的病原主要是肝片形吸虫，乳白

色呈片形，常寄生在牛只肝脏、胆管中，引发急慢性

肝炎、胆管炎。肝片吸虫产卵经粪便排出体外，虫卵

在适宜条件下水中孵出毛蚴，遇到椎实螺（中间宿

主）后逐渐发育成尾蚴，尾蚴脱离螺体游动于水中

或黏附在水草上变成极具感染性的囊蚴，放牧牛群

饮水或采食时吞入囊蚴，在牛胆管内发育为成虫。

2 流行特点

牛肝片吸虫病不仅感染牛，猪、羊、马、猫、犬、

兔、鹿等均可被感染，牛群在沼泽放牧地区极易引

发本病并呈地方性流行。夏季高温高湿，导致中间

宿主———椎实螺大量繁殖，囊蚴增加，加大牛群感

染机会。该病流行最为显著的时间是 3-5月份，多

呈慢性寄生虫发病经过，而牛群经寒冷冬季后，体

质较弱，加之气候恶劣、饲管条件差，就会出现典型

症状。

3 临床症状

急性病例体热、腹痛，伴发腹泻，反应迟钝，肝

部压痛，个别病牛突然死亡；临床上多呈慢性经过，

病牛渐瘦，食欲下降，被毛粗乱，行动迟缓，黏膜苍

白，贫血，反刍不正常；随病情发展出现周期性的瘤

胃胀气或前胃弛缓，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发病后

期，病畜胸下、下颌水肿明显，触诊水肿部位有波动

感，无热痛；妊娠母牛多发流产，犊牛感染后影响发

育，治疗不及时会引起死亡。

4 剖检病变

剖检数头病死牛，可见肝脏、胆管扩张，肝脏肿

大出血，被膜上有纤维素性沉着物，胆管壁增厚，切

开胆管，有大量形似柳叶状呈红棕色的成虫。

5 诊 断

依据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和剖检病变，结合粪

便检查（采集新鲜粪便，通过沉淀法检查，检出粪便

中有椭圆形肝片吸虫虫卵呈金黄色），能够诊断牛

肝片吸虫病。

6 治 疗

临床上治疗牛肝片吸虫病首选硝氯酚，按 3～4

mg/kg内服，或按 0.5～1.0 mg/kg肌肉注射；也可使

用广谱驱虫药———丙硫咪唑，按 10 mg/kg内服；或

采用溴酚磷（蛭得净），按 12 mg/kg一次灌服；使用

三氯苯咪唑（肝蛭净），按 10 mg/kg一次口服。牛肝

片吸虫病的治疗不仅要驱虫，还应注意对症治疗。

若病牛严重腹泻，每天可肌注黄连素 20 mL；病牛

瘦弱，可每天静脉注射 1 000 mL 25%葡萄糖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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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肝脏功能。同时辅以中药治疗，如木通、肉豆

蔻、厚朴、甘草、泽泻各 20 g，槟榔、龙胆草、茯苓、苏

木各 30 g，绵马贯众 45 g，共研为末，水煎服，可达

到理想治疗效果。

7 预 防

1）加强牛群饲养管理，保持圈舍干净。定期采

用消毒药剂对周边环境进行消毒，确保牛群饮用水

源洁净卫生，最好饮用清洁流动的河水、自来水，严

禁饮用草塘水；科学安排放牧时间和地点，避免到

潮湿低洼地带放牧，选择干燥地区放牧，减少被寄

生虫感染的机会；夏季实行轮牧，同一牧场放牧时

间最好不要超过 2 个月。消灭中间宿主———椎实

螺。粪便应堆积发酵处理，消灭虫卵；并且避免在有

椎实螺的低洼水沟放牧，最大程度上减少牛群吞食

囊蚴的机会，能够有效预防牛肝片吸虫病的发生。

2）在牛肝片吸虫病的流行地区应对牛群定期驱

虫。每年春秋两季采用硝氯酚或丙硫苯咪唑进行防

疫性驱虫，驱虫后对牛只排出的粪便要集中堆积发

酵处理，以消灭粪便中的虫卵和其他病原微生物。

通过定期有计划的驱虫，能够消灭当年感染的幼虫

以及越冬蚴感染的成虫，是防控牛肝片吸虫病发生

和流行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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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病毒性腹泻是由黏膜病毒感染而引起的消化道病毒病，本文从病原简介、流行特点、发病机理、临

床症状、病理变化和防控等 6个方面进行阐述。该病重在预防，需要加强引种管理和生产管理，治疗可采用对症

治疗，同时饲料中添加鱼肝油，多饲喂β-胡萝卜素含量高的青绿饲料，加快病牛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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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病毒性腹泻又称牛黏膜病，为牛感染黏膜病

病毒引起，该病呈世界性分布，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等养牛业发达国家牛养殖的集约化、规模化程度高，

最先有该病报道。我国也存在该病，主要为 20世纪

80年代从国外引种时，未重点对该病进行检疫而带

入。牛感染后发病率一般不高，低于 5%，但对于新感

染牛群，发病后死亡率可达 80%以上，造成较大损

失。笔者就该病的防控和大家作一些交流。

1 病原简介

黏膜病毒属于黄病毒科，瘟病毒属，遗传物质

为单链 RNA，外壳有囊膜包裹，电镜下观察呈类圆

形，直径在 45～85 nm，乙醚、氯仿和胰酶等对其敏

感，不耐高温，80 ℃数分钟内即可灭活，煮沸的开

水中瞬间失去活性。培养病毒需要先选用胎牛的器

官组织进行细胞培养，常用的组织有肾组织、皮肤

组织、肌肉组织、睾丸组织等，细胞培养成熟后再接

种病毒侵染，可实现病毒的培养。除了牛之外，绵

羊、山羊、猪、鹿和家兔等动物也能感染。

2 流行特点

病牛和隐性感染牛是主要传染源，病毒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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