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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消化道线虫病的综合防治

马耀萍 马国福

青海省大通县城关镇畜牧兽医站，青海大通 810102

摘要 羊消化道线虫病是由多种线虫寄生在消化道内引起的一种以病羊腹泻、消瘦、水肿、贫血为主要特征的

慢性寄生虫病，严重影响羊的正常生长发育。本文介绍了 1例羊消化道线虫病的发病情况、症状与病变，并提出定期

驱虫、加强饲养管理和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培训等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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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消化道线虫病的病原种类诸多，主要包括捻

转血矛线虫、毛首线虫、仰口线虫以及食道口线虫，

这些线虫寄生在羊食道、真胃、大肠和小肠中。临床

上，羊往往混合感染多种消化道线虫而发病[1]，严重

时会造成死亡，为此做好羊消化道线虫病的防控工

作对于维护养羊户的经济效益、促进养羊业健康稳

定发展意义重大。

1 发病情况

大通县城关镇某养殖户饲养的 32 只羊，其中

有 8 只羊于 2020 年 6 月出现腹泻、水肿、结膜苍白

和消瘦、贫血等症状，畜主采用抗生素治疗未能取

得良好效果，并且有 2 只重症病羊死亡，遂前来就

诊，以查找病因，开展治疗。

2 症状与病变

1）临诊表现。现场观察发病羊精神状态不佳，

机体普遍消瘦，被毛干枯无光泽，采食量降低，反刍

减少，不愿走动，眼结膜苍白，瘤胃蠕动音减弱，腹

泻，排带血稀粪，下颌水肿显著，观其毛发肤色有贫

血症状，个别病羊出现空嚼、磨牙等症状。

2）病理变化。解剖病死羊发现血液不能正常凝

固，内脏苍白，胸腹腔大量积液，消化道、小肠和真

胃内存在大量的线虫，真胃黏膜充血水肿，肠黏膜

和大网膜存在胶样浸润，盲肠、小肠黏膜出现卡他

性炎症病变。

3 诊断与治疗

1）诊断。本病通常采取饱和盐水漂浮法进行

检测，采集患病羊的新鲜粪便 10 g，向其中加入

100 mL 饱和食盐水，再将粪便与饱和食盐水充分

混合均匀后静置约 30 min，用玻璃棒蘸取上层液膜，

抖落在载玻片上，然后于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有

大量的线虫卵存在，即可确诊为羊消化道线虫病。

2）治疗。患病羊按每千克体重皮下注射伊维菌

素注射液 0.2 mL，也可一次口服丙硫米唑或左旋咪

唑，剂量分别为 10、7.5 mg/kg，治疗期间每天及时清

除羊舍粪便并进行彻底消毒，避免在潮湿低洼地放

牧，饮水中添加一定量的黄芪多糖，用药 7 d 后羊群

精神状态好转，采食量恢复正常，未再出现患病羊。

4 预防措施

4.1 定期驱虫

通常来讲，羊群预防性驱虫工作每年进行 2
次，一般在每年的 2-3 月，即早春或晚冬时节对羊

群进行首次幼虫驱除，旨在避免春季羊只体内出现

寄生虫高潮；8-9 月，即秋季再进行第 2 次成虫驱

除，旨在避免冬季羊只体内寄生虫出现高潮。针对

极易发生羊消化道线虫病的地区，可在每年 5-6 月

强化实施 1 次驱虫，而羔羊和断奶羔羊的第 1 次驱

虫工作最好选在每年的 8-9 月实施 [1]，如果本地羊

消化道线虫病污染严重，还需对母羊产前 14 d 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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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1 次，产后 28 d 再驱虫 1 次。常用驱虫药物有丙

硫咪唑、阿维菌素、左旋米唑等。

4.2 加强饲养管理

一是改善养殖场饲养管理条件，保持羊舍通风

透光良好，羊群饲养密度合理，采用放牧养殖时避

免在幼虫活跃的时间以及低洼潮湿地带放牧，最大

程度上减少羊群与线虫的接触机率，羊群粪便要及

时清理，进行发酵处理，旨在将虫卵和成虫彻底消

除，羊舍、饲养用具和养殖场地要定期选择常规消

毒剂严格消毒；二是根据羊群不同的生长阶段，科

学饲喂营养全价的饲料，确保羊只机体所需的营养

充足，特别是在冬春时节要强化羊群的补饲工作，

注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2]，饮水或饲料中添加

黄芪多糖等，从而增强羊只免疫力和抗病力[3]；三是

做到科学引种，严禁到疫区引种，引种前必须做好

疫病流行调查工作，引种后不要马上混群饲喂，一

定要隔离观察至少 1 个月以上，通过全面检疫、消

毒和疫苗免疫接种，确保新引进的种羊无病后才能

混群饲养。

4.3 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培训

鉴于大部分养殖户科学养殖理念缺乏、养羊生

产中饲养管理不当、养殖管理措施不到位，为此相

关部门要加大对养殖户的技术培训指导力度，提高

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和饲养管理水平，最大程度上降

低羊群疫病的发生。此外，相对于细菌和病毒病，羊

消化道线虫病较易诊断，一旦发现羊群中出现患

羊，要及时确诊治疗，可注射伊维菌素等药物，并且

注重机体营养的补充，有助于患羊康复，避免养羊

户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

参 考 文 献

[1] 王学伍.羊消化道线虫病的症状、实验室检查与防治[J].现代畜

牧科技，2017（2）：145.
[2] 李红.羊消化道线虫病防治研究[J].中国动物保健，2015（5）：46.
[3] 丘云芳.羊消化道线虫病的诊治[J].养殖与饲料，2019（4）：88-89.

【责任编辑：胡 敏】

羔羊致病性大肠杆菌病的诊断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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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羔羊致病性大肠杆菌病是一种急性细菌性传染病，主要病症为水样腹泻和败血症，具有较高的感染率和

病死率，严重影响牧民群众的养羊效益。笔者结合近些年对本地羔羊致病性大肠杆菌病的诊治经验，从流行

特点、临床症状、剖检病变、实验室诊断以及防治措施等方面对本病进行总结，旨在为牧民更好地防控本病提

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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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县养羊业发展迅速，全县羊只饲养量和饲

养密度逐年增大，致使大肠杆菌病呈高发态势，特

别是在春产季节，4 周龄内羔羊 25%以上出现剧烈

腹泻和败血症状，发病急，病死率高达 65%以上，羔

羊致病性大肠杆菌病已在大通地区呈地方性流行，

针对本病需做到早诊断、早治疗，从而降低死亡率，

避免牧民群众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1 流行特点

羔羊致病性大肠杆菌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以

冬春舍饲时期 1~8 周龄羔羊多发，发病率达 25%~
30%[1]。带菌羊和病羔羊作为该病重要传染源，健

疫病防控 9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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