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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的寄生虫病特征及预防策略

王廷荣

甘肃省渭源县上湾镇畜牧兽医站  甘肃  定西  748201

【摘要】牛羊的疾病预防是饲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关系到养殖人的重要利益，并且与当地养殖业的发展

密切相关。在牛羊的疾病预防中，确定牛羊的特征并采取全面的预防措施和管理措施可以改善牛羊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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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是在我国广泛饲养的一种畜牧种类。在养殖牛

羊的过程中，疾病是阻碍牛羊养殖的经济利益的重要因

素。因此，当牛羊增加时，应特别注意预防和治疗牛羊病。

另一种疾病寄生虫病是一种血流异常，是非常危险的疾

病，尤其是在大规模养殖牛羊的养殖场上爆发时。如果

牛羊出现寄生虫病损坏，则很可能发生交叉感染，这会

影响整个牛羊群的养殖，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牛羊疾病的传播，尤其是大规模的传播，应侧重于寄生

虫病的防治研究，并应详细分析寄生虫病的发病特征，

并确保牛羊的健康生长，同时必须采取控制措施。

1 牛羊寄生虫病的特征
牛羊寄生虫病的类型很多，不同的寄生虫病具有不

同的特性。最常见的牛羊寄生虫病是蠕虫病，它主要寄

生于牛羊的肺，肝，肌肉和其他部位。牛羊感染的主要

症状是器官破坏，从而造成了问题。这不仅很常见，而

且通常来说，如果血液中出现了恶性的焦虫病，则羊感

染的主要迹象是呼吸困难，眼睛苍白和结膜，血尿。不

断升高的体温，贫血，食欲不振，淋巴结发炎。牛羊皮

类寄生螨虫则会出现疥癣的主要症状是疼痛，出血，脱

发，发红和肿胀。牛羊体表寄生蜱虫不仅吸食其血液，

还会导致蜱源性疾病，感染后牛羊的主要特征是免疫力

降低和体重减轻。此外，蜱虫还会引起立克次氏体病和

焦虫病等。昆虫叮咬和其他情况会引发羊鼻蝇病。感染

后羊的主要体征是打喷嚏，鼻子化脓，严重时还会出现

肺炎症状。牛皮内有牛皮蝇幼虫爬行引起牛皮癣，牛感

染后主要特征是痛痒，且催肥及生长发育受到影响 [1]。

2 寄生虫病对牛羊畜体的影响
像其他病原体一样，寄生虫经历了养殖，生长和发

育的阶段。在此过程中，所需的所有食物均来自所有者。

当牛羊被感染时，牛羊组织的细胞被寄生虫破坏。这不

仅影响牛羊体的生长及其进食的能力，而且还影响许多

营养素的摄入，增加了食品成本。研究指出，寄生于牛

羊畜体内的捻转血矛线虫每 2000 条每天吸血约 30ml。

成虫时期每天产下 5000 ～ 10000 枚卵。其中，所有寄

生虫需要的食物都来自牛羊体，从而导致严重的食物浪

费，营养不良和重大的经济损失。此外，寄主体内的寄

生虫会引起牛羊出现机械损伤，尤其是寄生虫的分泌物，

排泄物和死虫被微生物分解后，会产生有害物质 [2]。

3 牛羊感染寄生虫病的原因
3.1 对牛羊寄生虫病不重视和认识不足

饲养主不了解牛羊寄生虫病，没有采取可能导致流

行病的系统科学预防措施。或仅仅了解牛羊寄生虫病还

不够，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通常只会在使寄生虫病的

症状最小化且副作用较小时才进行治疗。此外，在选择

和使用抗抑寄生虫药时，养殖人员在视觉上选择药物的

类型，并且没有足够的剂量，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而且还导致寄生虫对药物产生抗药性。

3.2 饲养环境差

在小型农场和山区农场中，由于该地区的卫生限

制，牛羊养殖很难满足体外再生消化系统寄生虫的卫生

要求。这增加了养殖难度，容易导致牛羊出现反复感染

和更严重的感染。

4 牛羊寄生虫病的综合预防
4.1 科学饲养管理

科学的饲养和管理可以通过创造干净的养殖场来防

止细菌生长，从而有效地预防动物疾病，达到预防疾病

的目的。为避免动物发生营养不良性代谢紊乱和寄生虫

疾病，应改变喂养方式，而不是“一科制”。根据牛羊

的年龄，体况，品种进行分类，视情况而定，营养应进

行合理搭配，让牛羊能够正常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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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改善养殖环境

冬季是几种类型的高寄生虫病的高发时期。养殖牛

羊应该通过保护养分比例来增加饲料的能量，从而保护

环境，尤其是在冬季养殖期间管理环境时，以防止寄生

虫病的出现。同时牛羊需要有足够的食物和精力避免疾

病。如果夜间温度太低，则应采取措施升高温度并创建

适合牛羊的环境以减少疾病的发生。此外，应定期清洁

和消毒养殖牛羊棚，以保持养殖环境清洁。如果生长环

境相对封闭，则应提供通风以确保环境的空气质量。通

过改善养殖环境以达到防止有效牛羊寄生虫病的目的，

并可以减少细菌和其他疾病的出现。

4.3 加强寄生虫病“体检”

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牛羊寄生虫病会严重危害

畜牧业经济利益，出现“夏长，秋肥，冬瘦，春死亡”

的情况，应牛羊寄生虫病执行“物理筛查”，报告和隔

离测试和诊断样本，根据各种病原体的特征，生活史，

流行病学和病理变化来管理和预防治疗寄生虫病，之后

相应地进行防控和驱虫。

4.4 提高养殖户自身防治意识与防治水平

当牛羊养殖是商业化养殖市场的主要趋势时，不

难看出许多无良的养殖户无视与牛羊相关的寄生虫病风

险，杀死和出售患有寄生虫病的牛羊。因此，为了改善

整个牛羊养殖业的寄生虫病的预防和管理并杀死还在摇

篮中的“病原体”，养殖者应注意牛羊寄生虫病的预防

和管理。养殖户需要提高对自己作为养殖人员的教育和

认识，并发展预防和治疗的“零容忍”。如果发现感染，

则而应采取预防和纠正措施。此外，所有畜牧人员必须

精通先进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包括突发性和经常性疾病

的管理，包括科学营养和预防性科学知识的专门培训。

在寄生虫病高发期间，可以及时发现并采取预防措施。

它不仅提高了对寄生虫病爆发的预防和控制水平，而且

还可以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特别是在容易发生大

流行疾病的地区，有必要加强预防措施并提高预防和治

疗水平，以有效降低牛羊的感染率并创造更健康的环境 [3]。

4.5 提高牛羊的饮食营养水平

牛羊养殖需要根据牛羊在不同阶段的身体需求提供

详细的营养计划，以提高其身体的免疫力，并改善畜体

素养。例如，食物的选择应基于牛羊的物理分析来确定。

同时，有必要减少暴露于环境因素的频率，以增强牛羊

对疾病的免疫力。新生的牛羊不能过早断奶，应遵循其

身体发展规律，并满足它们的营养需求。应有一个过渡

期使牛羊有一个适应变化的过程。牛羊处于长时间的应

激环境中时，牛羊抵抗力会降低，从而寄生虫会更容易

进入畜体。养殖人员还应避免使用廉价的食品来改善牛

羊的营养状况。饲品管理必须以营养无害为主，不能因

为成本原因导致牛羊棚舍出现健康问题。

4.6 严把牛羊畜体的质量检测关

饲养员在引入新动物时应自我评估其健康状况。当

出现感染症状时，应及时进行隔离并进行治疗。养殖户

需要加强对现有牛羊的管理，创建正确的护理计划，存

储身体健康信息，并在发现问题时提供有效及时的治疗。

同时，新引入的牛羊必须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且可以

通过血液和鼻液检查来评估牛羊的身体。对于适合配对

的牛羊，必须在配对前检查双方的质量。受精后，应特

别注意母体的环境，以确保新生牛羊出生时健康。

4.7 打造良好基础设施建设

牛羊棚舍是寄生虫感染扩散的“好地方”，必须首

先进行消毒以防止寄生虫感染扩散，并记录当时消毒的

时间，地点和类型。消毒设备的使用也应该是标准的。

同时，在牛羊棚房的构造中要考虑风和除湿因素，避免

在黑暗和潮湿的地方建造，减少寄生虫的导致以及牛羊

的皮肤变干。受污染的建筑材料必须进行适当的去污和

消毒，以防止二次扩散。对于已建成的棚房，可以安装

监视设备和其他工具以始终检查牛羊的状态。尤其是在

给牛羊接种疫苗时，不同的牲畜物种不能重复使用同一

根针，以此来降低了严重感染的风险。

5 常见寄生虫病的防治
5.1 牛羊消化道蠕虫病的防治

根据诊断试剂盒的诊断结果，用治疗转场前驱虫，

冬季驱虫，舍饲前驱虫来预防和控制牛羊消化蠕虫病。

需要注意的是，未经诊断不能购买或使用抗真菌药物，

并且根据诊断结果也不能随着购买或使用抗寄生虫病药

物。在春季和秋季不要驱虫。为了评估驱虫的效果，应

在治疗后 3-5 天内检查牛羊样本。

5.2 绦虫病的防治

（1）采取焚化或深埋等安全措施管理牛羊病原体，

并打击被病原体污染的病原体。将正常死亡的病原体燃

烧或将其深埋，以免野狗或野生动物食用而导致病原体

传播。（2）在病情的情况下，应以每天八次的频率对

家犬和牧犬进行驱虫，确保驱虫的高强度和高密度。重

点关注感染链，以避免交叉污染。气溶胶抗抑郁药氢溴

酸盐用于诊断，驱虫药品是热解混合物。（3）大规模

养殖通过提供流行的科学教育计划以及有关喂养过程中

传染病风险以及如何预防条纹虫病的教育，提高犬类的

防治效果。增强对牛羊疾病的抑制作用。

5.3 牛焦虫病的防治

5.3.1 牛焦虫病的治疗措施

①每天一次肌肉注射 7-10mg/kg 的 7％三氮嗪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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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两天。②将 2mg/100kg 硫酸金尿素的 5％溶液注入

肌肉。③静脉注射 1％的黄色颜料溶液 3mg/kg。④在治

疗中使用（Artemisiaannua）切碎的新鲜黄花蒿幼嫩枝叶，

然后在冷水中浸泡 30-60 分钟。每天每头连渣灌服 3 至

5 千克药液。早晨和下午两次管理和使用。将寄生虫病

发生率控制在 1％以下。⑤总共添加 2-3 次健康的一维

牛血液 300-500ml。

5.3.2 牛焦虫病的预防措施

①流行病地区的母牛应每年接种一次疫苗，以提高

牛对焦虫病的免疫力。②应每年定期喷洒并杀死焦虫病，

以免寄生虫病的传播。喷洒的数量由保护的持续时间决

定，因此建议使用少量的喷洒。对于 1.5 个月的超小型

喷雾剂，每 1.5 个月使用一次。③隔离感染的母牛并进

行处理，以防止其他动物受到感染。

5.3.3 羊疥癣的防治

①隔离并治疗牛疥癣病。②用碘硝酚、阿维菌素、

伊维菌素进行治疗。③ 1 次轻度感染的治疗，2 次中度

感染的治疗，3 次严重感染的治疗。每个治疗间隔为一周。

④如果感染率超过 10％，请使用药浴治疗并增加安全预

防措施 [4]。

6 结束语
预防牛羊寄生虫引起的疾病不仅与养殖人员的经济

利益息息相关，而且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与疾病的治

疗相比，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改善动物的病理特性，有

效地预防疾病的发作和扩散并降低其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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