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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刺颚口线虫对猪的致病性研究

陈　美　陈清泉　叶向群　林秀敏

摘要:猪颚口线虫病的临床症状是病猪经常呕吐 、食欲减退 、消瘦和体重减轻 , 早期血检嗜酸性细胞增高。 本病的主要致

病器官是胃和肝脏。胃的主要病变是胃底布满虫洞 、粘膜增厚 、发炎和溃疡。 肝的病变是结缔组织增生 、虫道出血 、肝细胞索

紊乱 、肝细胞脂肪变性 、萎缩和坏死。文中讨论了幼虫在体内的移行途径和本病的防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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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typical symptom of Gnathostomiasis is tha t the infected swine keep vomiting , anorexia , emaciated , lose w eight

and its eosinophil leukocy te increased.Swine stomach and liver are the main organ damaged.The main pathological changes is that the

bottom of stomach is punctured by the parasite , its mucosa become thicker , inflamed and ulcer.The connected tissue of liver proliferat-

ed.The pathw ay along w hich the parasite migrate become hemor rhage , with the liver cell co rd diso rdered.The liver cell fatty degener-

ated , withered and become necrosis.The w ay of the larve of Gnathostoma hispidum mig rating in the body of sw ine and the control of

Gnathostomiasi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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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刺颚口线虫(Gnathostoma hispidum)分布于

我国 13个省市 ,流行区猪的感染率高达 60%〔1〕 ,其

致病性及对猪的危害鲜为人知 。作者采用人工感染

猪的方法对其致病性和危害情况作了研究。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从非流行区购买仔猪(90日龄),在实验室饲养

30d后经 3次粪检本虫阴性者供作感染试验;从流

行区采得刚刺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经口感染仔猪 。

然后定期检测仔猪体况变化 ,病猪经剖检肉眼观察

内脏器官变化 ,肝脏经常规切片染色观察。

2　结　　果

2.1　刚刺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感染猪以后的体况

变化　刚刺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经口感染仔猪后经

常出现呕吐 、食欲减退 ,感染后体重减轻 、被毛松散 。

表 1显示正常仔猪饲养 56d ,每天增重 0.27kg ,

感染后致病的仔猪饲养 56d 每天增重 0.135kg ,后

者日增重仅前者的 50%。

实验和对照组仔猪均定期常规采血作血像检

查 ,结果见表 2。实验和对照组猪血像的各种细胞

数目没有明显变化 ,惟有嗜酸性粒细胞在感染刚刺

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的第 7d至 31d ,病猪的嗜酸性

粒细胞明显升高 ,最高达 24%(9.5%～ 24%)。这

种变化在感染 2 个月后又恢复到正常值(2%～

4%)。

表 1　实验和对照仔猪体重增长情况

Table 1　The changes of the piglet' s weight in the experimen-

tal and control group

日期
Date

实验组＊

Experimental group＊
对照组

Cont rol group

体重
Weight
(kg)

平均每日增重
Average weight

increased
in a day
(kg/ d)

体重
Weigh t
(kg)

平均每日增重
Average w eight

increased
in a day
(kg/ d)

1995.3.22 8.5 — 9.5 —

1995.4.11 10.0 0.075 14.5 0.25

1995.4.23 13.0 0.14 19.25 0.30

1995.5.17 16.0 0.135 24.5 0.22

＊经口感染刚刺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 60条, 173d后解剖得成虫 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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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和对照组仔猪的血像变化

Table 2　The changes of hemogram in swine infected with Gnathostoma hispidum

检测日期 Date

实验组＊

Experimental group＊
对照组

Cont rol group

3.22 3.30 4.6 4.13 4.22 4.29 5.17 5.27 3.22 3.30 4.6 4.13 4.22

嗜酸性粒细胞 1.5 15 12 24 9.5 5 1.5 2 4 2 2 2.5 2

中性细胞 52 37.5 28 46 42 52.5 53 45 45 36.5 36.5 35.5 45

嗜碱性粒细胞 1 1 1 0 0 0 0 1 0 1 1 1.5 0

淋巴细胞 44 46 57 28 48 42.5 44 50 48 59 58.5 59 52

单核细胞 1.5 0.5 2 2 0.5 0 1.5 2 3 1.5 2 1.5 1

＊1995年 3月 22日经口感染刚刺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 60条 , 173d后剖检从胃内获得成虫 23条

2.2　刚刺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侵入猪体内的移行

途径及其对胃 、肝的危害

2.2.1　刚刺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侵入猪体内的移

行途径　根据4次感染实验结果 ,第一次在感染 10d

后剖检 ,未从胃内查见幼虫 ,仅见 1条第三期幼虫正

在穿过胃壁 ,并在膈肌中发现横穿膈肌的第三期幼

虫 ,肝边缘区检得幼虫 16条 ,肝中区检得幼虫 20

条;另二次在感染 20d后剖检 ,未从胃内查见幼虫 ,

肝中分别检得 27和 30条幼虫 。据此我们推测刚刺

颚口线虫第三期幼虫经口侵入猪到达寄生部位的途

径是从口到胃 ,穿过胃壁经膈肌到达肝 ,此过程约须

10d左右 ,然后在肝停留 20d左右再返回胃中寄生。

2.2.2　病变

胃:在幼虫移行早期见到胃底部有出血点和发

炎病状;成虫寄生阶段剖检发现寄生有 30条左右虫

体 ,整个胃底部布满被虫体钻刺的洞穴 ,穴呈圆形 ,

似钉刺样 ,洞穴数目多于虫体数十倍 ,说明虫体经常

转移钉刺部位。因此整个胃粘膜增厚 ,表面鲜红呈

发炎 、充血和溃疡状 。

肝:暗红色 ,表面布满虫道 ,杂有灰色圆斑块 ,肝

小叶结缔组织增生 ,并有许多充血虫道 。

肝的组织切片观察〔2〕:正常的肝组织切片可

见 ,肝细胞和肝小叶界限清楚 ,肝细胞索和中央静脉

排列整齐 ,肝细胞核明显。感染 20d的肝组织切片

显示肝内有许多幼虫移行形成的穿孔虫道 ,虫道出

血 ,充满红血球和由结缔组织 、纤维蛋白形成的网状

结构;肝小叶间和肝小叶内结缔组织增生;肝细胞索

紊乱 、变窄 ,肝窦变宽 ,部分肝细胞萎缩;肝细胞脂肪

变性和液化坏死 ,在病灶区有许多炎性细胞浸润。

3　讨　　论

刚刺颚口线虫侵入猪体内的移行途径 ,根据实

验观察是从口到胃 ,然后穿过胃壁和膈肌进入肝脏 ,

在肝内停留约 20 ～ 30d再返回至胃内寄生。是否存

在其他移行途径 ,尚待进一步研究。本虫致病的主

要器官 ,胃和肝脏 ,是食物消化和新陈代谢的重要器

官 。由于这些器官的受害 ,因此仔猪表现食欲减退 、

体重减轻 、经常停食和呕吐 ,这些症状均与受害器官

的病变相关。特别要指出的是幼虫对肝脏的危害 ,

它能引起肝脏大量出血并导致仔猪大量死亡。本实

验有 2 只仔猪各感染 40 多条第三期幼虫 ,20天后

突然死亡 ,经剖检发现腹腔内大量出血 ,并在肝门静

脉流出的血块中找到幼虫。李长生(1976)报告云南

某农场猪患刚刺颚口线虫病引起大批猪只死亡 ,可

能与此病有关〔3〕。因此在防治此病时要特别注意

幼虫对肝的危害。

本病的临床症状:流行区的调查和实验表明 ,本

病的主要症状是 ,病猪经常停食 、呕吐 、消瘦和体重

减轻;患病早期血检嗜酸性细胞增加 9.5%到 24%。

在流行区有上述症状者 ,可初步确诊为本病。

本病的防治:应以预防为主 ,防治并举 。防治措

施主要有:①猪群要圈养 ,不要放牧;②猪场和屠宰

场要加强猪粪管理 ,勿使粪便污染水源和环境;③饮

水和饲料 ,特别是青饲料和残羹须经煮沸灭虫处理 ,

以杜绝本病感染〔4〕;④药物防治 ,丙硫苯咪唑除了

能杀灭寄生于胃内的成虫 ,并能杀灭移行于肝脏的

第三期幼虫 ,按20mg/kg ,一次口服可达到预防和治

疗本病的效果〔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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