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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部分种羊场山羊肠道
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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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查了重庆市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采用卢戈氏碘液染色法、离心沉淀法、饱和蔗糖溶液漂浮法对重庆

市武陵山区和三峡库区６个种羊场共３０１份粪样进行了检测．结果检出肠道寄生虫７种(类),总感染率为９８６７％,

以球虫、阿米巴、圆线虫为主要感染虫种,感染率分别为９４６８％,６３１２％,４１８６％,其中球虫每克粪便中所含卵

囊数(OPG)值最高为２８２００,圆线虫每克粪便中所含虫卵数(EPG)值最高为７８００;贾第虫、鞭虫、莫尼茨绦虫、矛

形双腔吸虫感染率分别为２３５９％,３３２％,２６６％,１６６％．总混合感染率为８６７１％,主要为２和３种寄生虫混合

感染．球虫、圆线虫、阿米巴的场感染率为１００％;贾第虫场感染率为８３３３％;绦虫的场感染率为６６６７％;鞭虫

的场感染率为５０％;吸虫的场感染率为３３３３％．结果表明重庆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较普遍,应加强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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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农村养羊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养羊业已成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

亮点．然而寄生虫病是阻碍养羊业发展的主要疾病之一,山羊肠道寄生病虫又是寄生虫病中的重点研究对

象．山羊肠道寄生虫病是由寄生于肠道的多种寄生虫引起的寄生虫病的总称,有蠕虫和原虫等,常呈多种

寄生虫混合感染[１]．山羊感染肠道寄生虫后,生长发育受阻,饲料报酬降低,抵抗力下降,常继发感染其他

疾病,严重者导致死亡[２],造成严重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而其携带的多种人兽共患寄生虫,给人类健

康带来潜在的危害．鉴于山羊肠道寄生虫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公共卫生意义,为了解重庆市种羊场山羊肠道

寄生虫病感染情况,科学制定防治措施,笔者于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调查了重庆市３个地区６个羊

场山羊肠道寄生虫的感染情况．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来源与采集

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试验组先后在重庆市云阳、巫山、酉阳３个县６个羊场随机经直肠采取粪

样或采集山羊新鲜粪样共３０１份(每个羊场抽样检测率大于１０％),将粪样分别装入洁净塑料袋,编号,并

登记采样时间、地点、年龄、品种、性别、用药情况、临床及粪便情况等,置于４℃冰箱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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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羊品种及年龄

本次调查的羊为巫山黑山羊、波尔山羊、渝东白山羊、酉州乌羊、武汉乌骨羊、酉州黑山羊．本次采样

年龄为１月龄到３岁之间的公母羊,以１~４月龄的羔羊为主,其他为产后１月内和怀孕２~５月左右的母

羊、有腹泻症状体弱的羊及健康的成年公母羊．

１３　样品检查

采用卢戈氏碘液染色法[３]、离心沉淀法[４]、饱和蔗糖溶液漂浮法[５]检查虫卵或卵囊,显微镜下检查并

用 Motic显微图像分析处理系统显微拍照(注:隐孢子虫的检查结果已单独在另一文发表)．

１４　感染强度测定

用麦克马斯计数法测定每克粪便中的卵囊数(OPG)或虫卵数(EPG)．

１５　虫卵或卵囊形态观察及虫种鉴定

在显微镜下观察虫卵或卵囊的结构,鉴定主要依据虫卵大小、形状、颜色、卵壳和内容物的典型特征,

参考有关资料[４]对虫卵和卵囊进行鉴定．

２　结　果

２１　山羊肠道寄生虫总体感染情况

共检测重庆市３个县６个羊场粪样３０１份,鉴定肠道寄生虫７种(类),各种虫卵或卵囊见图１．寄生虫

总感染率为９８６７％(２９７/３０１),以球虫、阿米巴、圆线虫为主要感染虫种,感染率分别为９４６８％(２８５/

３０１),６３１２％(１９０/３０１),４１８６％(１２６/３０１);贾第虫、鞭虫、莫尼茨绦虫、矛形双腔吸虫感染率分别为

２３５９％(７１/３０１),３３２％(１０/３０１),２６６％(８/３０１),１６６％(５/３０１);细颈线虫和环孢子虫感染率为０．对

寄生虫阳性样品中的卵囊或虫卵进行计数,球虫OPG值最高为２８２００;圆线虫EPG值最高为７８００;鞭虫

和莫尼茨绦虫的EPG值最高为８００;吸虫EPG值均不超过２００．结果见表１．
表１　重庆市６个种羊场山羊粪便样品中寄生虫感染情况

采集地 采样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寄生虫种类及感染率(％)和感染强度(EPG或 OPG)
球虫 鞭虫 圆线虫 贾第虫 绦虫 吸虫 阿米巴

巫山 A １０８ １０６ ９８１５ ９０７４ ０ ２７７８ ３７９６ ０９３ ０ ８３３３

感染强度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 ０ ２００~１４００ － ２００ －

云阳 A ２７ ２５ ９２５９ ９２５９ ０ ３７０４ ７４１ １１１１ ０ ７０３７

感染强度 ２００~１２４００ ０ ２００~３２００ － ２００~６００ －

云阳B １９ １９ １００ ９４７４ ０ ６３１６ ０ ５２６ ０ ８４２１

感染强度 ２００~８８００ ０ ２００~２０００ － ２００ －

云阳C ４４ ４４ １００ ９５４５ ６８２ ６５９１ ６８２ ０ ０ ６１３６

感染强度 ２００~９８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１８００ － －

酉阳 A ４３ ４３ １００ ９７６７ １１６３ ６２７９ ６９８ ６９８ ２３３ ６９７７

感染强度 ２００~２６６００ ２００~８００ ２００~７６００ － ２００~８００ ２００ －

酉阳B ６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３ ３０ ３６６７ ０ ６６７ １３３３

感染强度 ２００~２８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４００ － ２００ －

总　合 ３０１ ２９７ ９８６７ ９４６８ ３３２ ４１８６ ２３５９ ２６６ １６６ ６３１２

　　注:巫山A为巫山黑山羊种羊场;云阳A为云阳县水口乡佛安村山羊养殖场;云阳B为云阳县人和街民权养羊场;云阳C为云阳县亿口

鲜种羊场;酉阳 A为酉阳县酉州乌羊保护场;酉阳B为酉阳县黑山羊种羊场．－表示未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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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贾第虫包囊(４００×);２ 球虫卵囊(４００×);３ 阿米巴包囊(４００×);４ 鞭虫卵(４００×);５ 莫尼茨绦虫卵(４００×);６ 矛形双腔吸

虫卵(４００×);７ 圆线虫卵(４００×)．

图１　山羊肠道寄生虫卵囊或虫卵图片

２２　寄生虫混合感染情况

试验结果显示,２９７份阳性粪样中发现２６１份样品混合感染２~５种寄生虫,总混合感染率为８６７１％
(２６１/３０１),２,３,４,５种寄生虫混合感染率分别为:３９５３％(１１９/３０１),３７８７％(１１４/３０１),８６４％(２６/

３０１),０３３％(１/３０１),２种寄生虫混合感染主要为球虫和阿米巴,３种寄生虫混合感染主要为球虫、阿米巴

和圆线虫或球虫、阿米巴和贾第虫．

２３　不同羊场山羊寄生虫感染情况

试验结果显示,６个种羊场均以球虫和阿米巴为优势感染虫种,球虫感染率均在９０％以上,云阳县人

和街民权养羊场阿米巴感染率最高,为８４２１％(１６/１９),巫山黑山羊种羊场贾第虫感染率最高,为

３７９６％(４１/１０８)．球虫、圆线虫、阿米巴的场感染率均为１００％(６/６);贾第虫场感染率为８３３３％(５/６);

绦虫的场感染率为６６６７％(４/６);鞭虫的场感染率为５０％(３/６);吸虫的场感染率为３３３３％(２/６),且均

为酉阳的２个羊场．

３　讨　论

笔者首次对重庆市３个养羊大县具有代表性的种羊场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普遍,各个羊场均存在多种寄生虫感染且混合感染率高,感染强度大,总阳性

率高达９８６７％,共检出７种(类)寄生虫,以球虫、圆线虫和阿米巴为优势感染虫种,混合感染率达

８６７１％,寄生虫混合感染种类在２~５种之间,以混合感染２种和３种所占比例最大,感染率分别为

３９５３％,３７８７％,与国内研究报道基本一致[６－９]．由此可见,我国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一直较为普遍,

且多呈混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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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发现球虫、阿米巴等原虫的感染率普遍较高,球虫感染率达９４６８％、阿米巴感染率为

６３１２％,球虫感染强度大,其 OPG值高达２８２００,与朱丹等[９]报道我国部分地区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

情况中球虫感染率９０８％、阿米巴感染率６０４％基本一致．这两种原虫感染率高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些

羊场均未使用抗原虫药进行定期驱虫,忽视了原虫感染对山羊养殖的危害,再者它们生活史简单,宿主

易感．由此可见,球虫、阿米巴等原虫为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的优势虫种,日常管理中应加强对这类寄

生虫的防控．贾第虫是一种机会性感染人兽共患原虫,可在人和动物间交叉传播[１０－１１]．贾第虫为羊最常

见的消化道寄生虫之一,各年龄段均可感染,主要引起幼龄羔羊发病,临床症状为腹泻、呕吐等,严重

时可导致死亡,全球范围内羊感染率为４％~４４％,不同国家和地区贾第虫感染率存在差异[１０－１１]．此次

调查发现贾第虫的平均感染率为２３５９％,巫山黑山羊种羊场贾第虫感染率最高为３７９６％,云阳一羊

场未检测出贾第虫,与前述报道一致[１０－１１]．
本次调查发现圆线虫感染率高,EPG值高达７６００,和国内其他地区报道一致[７－９],建议驱虫．鞭虫、

绦虫和吸虫感染率和感染强度较低,应继续加强饲养管理,定期驱虫．本次只在酉阳两个羊场发现吸虫感

染,且感染率和感染强度均低．可能是因为这两个羊场均为放牧,且羊场近邻水渠,易于中间宿主—螺类生

存,增加了山羊与吸虫中间宿主的接触,从而造成吸虫感染,但因做了驱虫工作,吸虫感染率和感染强度

低．本次调查未发现细颈线虫,而朱丹等[９]报道河南、青海鄂陵湖区的山羊检出细颈线虫,并且青海鄂陵湖

区的山羊以细颈线虫为优势线虫感染种类,其所采用的检测方法相同,表明不同地区山羊的线虫感染流行

存在差异或不同地区虫种的侵袭力不一样．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地区,不同羊场,寄生虫感染种类和感染率不同．分析原因可能有:① 感染存

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与饲养环境适宜于寄生虫和中间宿主的生长、繁殖有关．② 选取样本的局限性,因

每个羊场的品种、规模和羊的年龄分布存在差异,根据所调查羊场的实际情况,重点采集１~４月龄的

羔羊、围产期前后的母羊、体况差的羊和腹泻的羊,然后再采集健康成年羊,故每个羊场不同阶段羊采

集样品数量不一致,如巫山 A所采样品全是１~４月龄羔羊的粪便．③ 与饲养管理有密切关系．调查发

现混合感染种类、混合感染率和阳性率较高的羊场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缺乏科学的饲养管理．④ 与驱虫

工作或驱虫药物的选择使用有关．调查发现不同羊场所使用的驱虫药存在差异(巫山 A使用的是芬苯达

唑和伊维菌素;云阳 A和B只使用了伊维菌素;云阳 C使用的是左旋咪唑和伊维菌素;酉阳 A和 B均

使用的是伊维菌素和吡喹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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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veyofPrevalenceofIntestinalParasitesinGoats
inPartoftheBreedingFarmsofChongqing

CHEN　Jing１,　HE　Wei１,　REN HangＧxing１,
GAOLiＧfang１,　NINGChangＧshen２

１ChongqingAcademyofAnimalSciences,Chongqing４０００１５,China;

２CollegeofAnimalScienceandVeterinaryMedicine,He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Zhengzhou４５０００２,China

Abstract:InordertosurveyintestinalparasiticinfectioningoatsinChongqing,atotalof３０１fecalsamples
ingoatsfrom６goatbreedingfarmsintheWulinMountainAreaandth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of
ChongqingwerecollectedandexaminedforthepresenceofoocystsoreggsusingtheLugol＇siodineＧsoluＧ
tionstainingmethod,thecentrifugationmethodandtheSheather＇ssugarflotationtechnique．SevenintestiＧ
nalparasitespecieswerediscoveredandtheoverallinfectionratewas９８６７％．Coccidian,Entamoebaand
Strongylusspp werefoundtobethe majorinfectiveparasites,theirinfectionratebeing９４６８％,

６３１２％and４１８６％,respectively．Theoocystspergramfaeces(OPG)andtheeggspergramfaeces
(EPG)ofCoccidianandStrongylusspp wereashighas２８２００and７８００,respectively．Theinfection
ratesofGiardia,Trichuris,MonieziaandDicrocoeliumdendriticum were２３５９％,３３２％,２６６％and
１６６％,respectively．Ofallthesamples８６７１％ weremixedinfection,mainlymixedinfectionsof２and３

parasites．ThefarminfectionratesofCoccidian,StrongylussppandEntamoeba were１００％,andthose
ofGiardia,Moniezia,TrichurisandDdendriticum were８３３３％,６６６７％,５０％ and３３３３％,reＧ
spectively．Inconclusion,intestinalparasiticinfectioningoats wasshowntobequiteprevalentin
Chongqingand,therefore,comprehensivemeasuresfortheircontrolandpreventionshouldbetakenand
strengthened．
Keywords:intestinalparasite;goat;infection;Chongqing;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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