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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新蛔虫 (N 。
如` , is 。 “ “ ,

u二 )是大型线虫
,

寄生

于初生犊牛的小肠
。

此病分布遍及世界各地
,

除欧
、

美
、

非洲大陆外
,

亚洲各国感染率都很高
,

我国长江流域以

及南方各省广泛流行
,

福建省除沿海以饲养黄牛为主的

县较少外
,

山区感染率高
,

危害性大
,

三月龄左右犊牛平

均感染率达 50 %左右
。

该病各种牛只 均可受侵
,

水牛犊

发病与死亡尤为严重
。

198 7 年沙县城关 50 头 20 ~ 50

日龄死亡犊牛中有 38 头死于该病
,

占死亡总数 76 %
。

全国年估计犊牛死于该病在数十万头
,

福建省年估计死

亡损失在二万头左右
,

成为严重阻碍养牛业发展的重要

寄生虫病之一
。

自 1 9 22 年以来国内外就有不少兽医工作者对犊新

蛔虫的生活 史进行研究
,

但至今该病的生活史真相尚未

澄清
,

因此给防治该病造成很大困难
。

目前虽有不少药

物可以驱虫治疗
,

但仍缺少可行的有效防治措施
。

1 9 8 5 年 7 月 ~ 1 99 1 年 5 月 在县兽医站配合下
,

我

们在福建省漳州市饲养水牛较多的平和
、

华安
、

长泰
、

南

靖县选择一些养母牛较多
,

有繁殖犊牛习惯的乡村
,

进

行该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研究
,

现报告如下
。

l 流行病学
1

.

1 感染情况 共调查 4 个县
、
7 个乡村和 1 个国营

农场
,

620 头 6 个月以 内的犊牛
,

从直肠取粪采用饱和

盐水漂浮法处理后
,

在显微镜下检查发现犊新蛔虫阳性

感染 299 头
,

感染率达 48
.

3%
。

其中华安县感染率 54
.

5%
,

平和县感染率 44
.

1 %
,

长泰县感染率 5刁
.

4 %
,

古农

农场感染率 37
.

3%
,

南靖县感染率 56
.

5 %
。

1
.

2 临床症状 病初犊牛精神尚可
,

吮乳正常
,

拉灰白

色糊状稀粪
。

病势发展病犊精神萎顿
,

食欲不振
,

吮乳无

力
,

喜卧
、

烦渴
,

腹痛
、

腹部膨大
,

粪腥臭油腻状
,

逐渐消

瘦
。

随着病情恶化
,

食欲废绝
,

粘膜苍白
,

鼻镜干燥
、

龟

裂
,

粪呈白色
、

拉血痢
。

行走摇晃
,

全身衰竭
。

多数病例后

期呈中毒症状
,

眼光无神
,

垂头呆立或长时间卧地不起
,

全身抽搐皮肤厥冷
,

最后昏迷或痉挛而死
,

大量感染时

可引起肠阻塞或穿孔致死
。

L 3 流行特点

1
.

3
.

1 粪检 6~ 14 日龄犊牛 165 头均未发现有阳性
,

说明此时虫体尚未发育成熟
,

因此未见排卵
。

1
.

3
.

2 粪检 15 日龄犊牛开始发现阳性
,

检查 12 头有

3 头发现犊新蛔虫的虫卵
,

说明此时虫体已成熟并已开

始排卵
,

15 日龄后至 6 个月内都有阳性出现
.

1 9 0 日龄

以上牛粪检 2 2 头均未发现阳性
,

说明虫体已排出体外
。

1
.

3
.

3 在粪检蛔虫阳性犊牛总数中有 9 3
.

7 %一 9 4
.

7 %是 出现在 15 ~ 9 0 日龄 以内的小牛
,

只有 5
.

3% 一 .6

3%阳性犊牛是在第 4~ 6 月龄间继续出现虫卵
。

通过深人病区进行调查
,

我们认为犊新蛔虫阳性出

现早
,

并迅速达到高峰后迅速下降以至消失的规律
,

是

该病的病原生态学特点
。

本病严重流行于牛栏卫生 不

良
,

牛 只分散劳力少的边远山 区
,

从改善卫生措施人手

进行该病防治存在着实际困难
。

从病性分析
,

犊牛患病

无论是先天从母牛胎盘感染而来
,

还是后天由吸吮母牛

初乳而来
,

若掌握在小牛出生后至虫体成熟前 尚未排

卵
,

进行早期预防性治疗投以理想驱虫药
,

将牛肠道未

成熟虫体驱出
,

可达到预防本病发生和杜绝传播的 目

的
。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

我们认为犊牛出生后第
1 0 天左右可能是选择投药进行早期预防性治疗的最合

适时机
。

2 防治

我们选用磷酸左旋咪哇和丙硫苯咪哇为驱虫药
。

用

药量为每头犊牛一次 口服磷酸左旋咪哇 0
.

宛 或丙硫苯

咪哇 0
.

25
,

对成虫治疗性驱虫或 10 日龄左右犊牛预 防

性驱虫均一次服药
,

不再重复
,

能获得满意结果
。

详见下

表
。

2
.

1 成虫驱虫试验 在平和县采用丙硫苯咪哇治疗粪

表 磷酸左旋咪哇和丙硫苯咪哇的驱虫效果

六月龄以内自然感染悄 况 成虫治疗效果

试验 粪检

头数 结果

9盛8 一

5 7 8 一

1 1 3 0 一

13 7 一

16 9 一

2 9 6 2 一

预防性驰虫效果

县名 检查数
阳性教

阳性率

(% )

试验

头数

5 7 0

3 16

2 4 9

2 1 3

1 9 6

1 5 4 4

粪检结果

3 0 日龄 6 0 日龄 9 0 日龄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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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肉鸡马立克氏病的诊断

王 俊 (江苏盐城农业学校
,

2 2 4 73 1) 张训海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 医学院 )

1 9 9 5 年 5 月
,

安徽某肉鸡场饲养的 A A 肉鸡暴发

了一种 以侵害鸡内脏和坐骨神经的疾病
,

使鸡发生严重

的瘫痪和死亡
,

经综合性诊断为马立克氏病 (M D )
。

诊

断情况报告如下
。

1
.

发病情况及临床症状

该鸡场饲养 5 0 日龄 A A 肉鸡 15 4 00 羽
,

于 1995 年

5 月初
,

鸡群中有部分鸡只开始消瘦
,

表现精神葵顿
、

呆

立
、

食欲减退
、

排黄白色稀便
。

随后几日
,

发病鸡数目盆

增
,

症状加重
,

一些鸡表现出斜颈
、

劈叉
、

有的甚至卧地

不起
、

食欲完全废绝
,

少数鸡未见任何症状就已死亡
。

在

整个发病期间
,

曾先后投服过青霉紊
,

抓霉素
、

红霉素和

成胺类药物进行治疗
,

均不 见好转
,

至 56 日龄止
,

其发

病率高达 42 %
,

死亡率 14 %
。

2 病理剖检变化

剖检发病和死亡的肉鸡
,

其病变除少数心脏上出现

大
、

小不一的肿瘤结节外
,

主要出现心肌软硬不一
。

肝
、

脾
、

肾肿大
,

呈灰白和灰红相间隐约可 见的浅色区或斑

点
.

单侧的坐骨神经
、

臂神经较正常肿大数倍
,

呈黄染水

肿样变化
,

横纹消失
。

腺胃壁增厚 2~ 3倍
,

有的高度水

肿
,

质硬色黄
,

粘膜凸凹不平
,

乳头明显增大
,

个别的严

, 、 尹 、 了
.

、 了 、 了 、 了
.

、 了
,

、 了 、 了 、 了
,

、 了 、 了 , 、 产、 、 r , 、 广 , 、 尸 , 、 广
,

、 了、 、 尹
, 、 了 、 了

,

、 了
,

、了 、 了
,

、 了 、 了 、 留
口

、 了 、 了 、 了、 了
,

、 了 、 、 尸
,

、了 、 、 产
叫

、 了
,

、 了 、 了 、 了 , 、 厂 , 、 r
月

、 工 、 了

检犊新蛆虫阳性犊牛 9 48 头
,

一星期后粪检均转阴性
。

在华安
、

长泰
、

南靖县和古农农场采用磷酸左旋咪哇治

疗阳性犊牛 2 0 1搜头亦全部转阴
。

接受治疗的犊牛未见

有任何临床可 见的毒副反应
,

普遏都能看到排虫
。

我们

对长泰县武安镇溪东村 3 个月以下粪检阳性的 13 头犊

牛进行驱虫结果观察
,

每头犊牛感染强度为 4 ~ 们 条
,

平均每头排虫 17 3 条
。

陈巷乡石室村对 28 头粪检阳性
5 月龄犊牛驱虫

,

其感染强度 3 ~ 51 条
,

平均每头排虫

9
.

5 条
,

经驱虫治疗后犊牛再不发生 因 该病引起的肠

炎
、

腹泻
、

汕痛
、

消瘦等症状
,

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

2
.

2 早期预防性驱虫试验 在平和县采用丙硫苯咪

哇
,

在华安等四县场采用磷酸左旋咪哇分别对 570 头和

97 4 头 8 ~ 14 日龄犊牛进行早期预防性试验
,

服药后精

神
、

食欲
、

行为
、

排粪等均正常
,

投药后 2 ~ 4 天有部分可

见到排出豆芽状白色幼虫
,

有些虫体在肠道死亡 已腐

烂
,

在粪中不易 见到虫体
。

驱虫后分别在 1
、
2

、

3 个月三

次粪检均无阳性出现
。

群众反映经预防性治疗后犊牛存

活率大大提高
,

生长发育良好
,

农 民养牛积极性提高了
。

在防治试验获得成功的基础上
,

为了克服过去严重

病犊治疗效果不佳的缺点
,

增进病犊的生理功能和促进

胃肠道的消化与吸收
,

我们借鉴了国外兽医驱虫药的最

新处方
.

除选用高效低毒驱虫药外
,

再配以多种维生素

而制成
“

犊蛔灵
” ,

并调整剂量使 6 月龄 以内不同体重的

犊牛
,

无论是黄牛还是水牛犊
,

不管是成虫治疗
,

还是早

期预防性治疗
,

一 律口服
`

犊蛔灵
” 四 片

,

均能安全高效

地起治愈病犊或预防的作用
。

目前该预防方案与
“

犊姻

灵
” 已推广到福建省龙岩市

、

三明市各县及湖南省
、

安徽

省
、

四川省部分地区应用
,

当地犊牛阳性率与症状均消

失
,

受到基层兽医与农牧民的欢迎
。

3 小结与讨论
3

.

1 防治试验的结果表明
,

犊牛出生后第 10 天左右
,

进行早期预防性驱虫的策略是切实有效简单易行的
。

犊

牛感染该病无论是生前通过母牛胎盘或产后经初乳感

染的幼虫
,

均可在第 10 日龄左右投药驱虫
。

若第 10 日

龄以后乳汁中仍有幼虫排出
,

感染犊牛在第 2
、

3 月龄粪

检时会出现阳性
.

早期预防性试验经三次粪检均为阴性

结果
,

可 以初步肯定犊牛出生后
,

第 10 日龄以后乳汁中

的幼虫感染犊牛的可能性不大
,

最后结论还有待于乳汁

检查和进一步扩大早期预防性试验的积累与分析
。

3
.

2 磷酸左旋咪哇
、

丙硫苯咪哇
、 `

犊姻 灵
”

药物对犊新

姻虫的成虫或幼虫
,

均有良好的驱虫作用
。

既达到高效

安全 又用药简便
。

对找国此病严重流行的边远地区农牧

民在没有兽医指导下也可按药物剂量 自行投药而不失

误
。

3
.

3 在该病流行区
,

提倡对 6 月龄以下犊牛普遍服药

一次
,

能驱除成虫治愈病牛
,

对当地所有小牛出生后第

1 0 日龄左右 `可变动范围为 8 ~ 14 日龄 )接受服药一

次
,

以驱出未成熟虫休
,

达到保护幼犊不致发病受害
。

也

可减少对外界环境受病原污染
,

坚持连续几年进行防

治
,

病原就会在当地逐渐消失
。

达到净化环境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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