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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粪便寄生虫虫卵检查法，调查福建北部山区南江黄羊体内寄生虫的优势类群，并通过对羊群寄

生虫药物驱除后跟踪虫卵检测，分析用药后粪便寄生虫虫卵消长变化。结果表明，虫卵有胰吸虫、前后

盘吸虫、扩张莫尼茨绦虫、食道口线虫、乳突类圆线虫、捻转血矛线虫和羊肺丝虫3个纲7个种，线虫纲虫

卵检出率为70.2%，为当地的优势类群；用丙硫苯咪唑以20 mg/kg体重剂量口服，吸虫和线虫的虫卵阳

性率在用药后的第15天降至最低，分别为20%、10%，第30~60天达到或超过用药前的水平。针对福建

北部山区潮湿气候条件下，提出了南江黄羊消化道寄生虫定期药物驱虫措施，即2~6月龄育成羊每30天

驱虫一次，成年羊每60天驱虫一次的新技术措施，其应用效果与常规技术措施相比，2~6月龄育成羊的

成活率提高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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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ol Technique on Parasites of Nanjiang Yellow Goats in the Northern
Mountainous Area of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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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egg count and the analysis of variety of egg count after being deworm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Eurytrema sp., Paramphistomum sp., Moniezia expansa, Oesophagostomum
sp., Strongyloides papillosus, Haemonchus contortus and Dictyocaulus filaria in the Nanjiang Yellow goats in the
northern mountainous area of Fujian province. The ratio of nematode egg was 70.2% , which were the
preponderant species in the area. The ratios of the trematode egg and the nematode egg were 20% and 10%,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the least at the 15th day after being dewormed with albendazole by the dose of 20 mg/
kg in or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goats, and then during the 30th to 60th day, they were almost or even beyond
the pre-administration’s ratios. According to that, the control technology of goat parasitic disease to the
northern moist and mountainous area of Fujian province, that is a deworming reference standard of parasit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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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处亚热带、半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高温

持久，降水丰富，多雨、潮湿，全省土地面积80%以上为

山地丘陵，有利于牧草种植开发和发展山羊养殖，全省

各地山区农民和越来越多的养殖投资者开发山羊产

业。从 1985年开始全省各地陆续从四川省引进南江

黄羊。福建北部山区的顺昌县从 1995年开始引进南

江黄羊，并进行选育和推广示范[1-3]，饲养量逐年上升，

成为当地肉羊养殖的主要品种。

福建的自然气候条件为山羊寄生虫体外发育提供

了适宜的环境。福建省山羊养殖以放牧为主，极易感

染各种寄生虫，影响其生长发育和繁殖，导致生产能力

下降，严重流行时常出现群发病和死亡。福建山羊养

殖虽然取得较快发展，但寄生虫病有效控制技术方面

的研究少见报道。笔者针对福建北部山区南江黄羊体

内寄生虫病流行情况，采用药物驱虫跟踪虫卵检测的

方法，探讨药物预防性驱虫的最佳时期，为建立山羊寄

生虫病综合控制技术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与地点

实验于2008年2月19日—6月10日在福建省南平

市顺昌县郑坊乡院尾南江黄羊选育中心进行。放牧地

约200 hm2，海拔200~600 m，平均年降雨量1 685 mm，

年平均气温 18.5 ℃，无霜期 270天，山间溪流网络分

布，牧草资源较为丰富。

1.2 饲养管理

试验羊以放牧为主。羔羊自然哺乳，补少量精料，

60天断乳后，每天在羊舍附近天然草地放牧3 h。育成

羊、成年羊每天在天然草地放牧约3~4 h，自由饮水。

1.3 方法

1.3.1 试验处理与粪样采集 2008年 2月 19日早晨对

南江黄羊选育中心 890只羊空腹投用丙硫苯咪唑，按

20 mg/kg体重剂量进行口服，4月 10日从这 890只羊

群中随机抽取30只，随机分成对照、A组和B组，每组

10只，进行编挂耳号、记录，同时肛门取粪约10 g，分别

装袋备用。同时对A组用丙硫苯咪唑，按20 mg/kg体

重剂量进行口服，B 组按（15 mg/kg 丙硫苯咪唑＋

0.2 mg/kg依维菌素）体重剂量进行口服，对照组不投

药，在投药后的第15天、30天、45天、60天的早晨，对3

组羊每只进行肛门取粪约10 g，分别装袋备用。

1.3.2 虫卵的收集与鉴定 采集的每份羊粪按以下方法

进行虫卵收集镜检：将采集的羊粪置于烧杯中，加入适

量自来水搅拌均匀，以孔径 0.15 mm的尼龙筛过滤于

另一烧杯中，取滤液，再用孔径0.75 mm的尼龙筛杯过

滤滤液，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尼龙筛杯内容物，直至滤液

澄清为止，取尼龙筛杯剩余内容物置于载玻片上涂布

均匀，每只羊制作2片，然后置盖玻片进行镜检。在常

规显微镜放大 100倍视野下查找虫卵，参考家畜寄生

虫图谱[4]判定虫卵种类。

1.4 南江黄羊寄生虫病控制技术的建立

根据对羊群寄生虫药物驱虫后跟踪虫卵检测结果

和福建省北部地区的气候特点，选择易于农村推广的

合适驱杀药物，建立适合福建省北部山区南江黄羊寄

生虫病控制技术。

the 2-6 month old goats per 30 days and the adult goats per 60 days, has been built.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2-6 month old goats dewormed with the reference standard was 28.3% higher than those dewormed with the
local usual control technology.
Key words: Nanjiang Yellow goat, parasite, control technique

表1 南江黄羊寄生虫虫卵检出分类表

类别

吸虫

绦虫

线虫

胰吸虫

前后盘吸虫

扩张莫尼茨绦虫

食道口线虫

乳突类圆线虫

捻转血矛线虫

羊肺丝虫

虫卵检测阳性个体数/只

8

39

10

24

53

30

27

检出率/%

类别内

17.0

83.0

100

17.9

39.6

22.4

20.1

类别间

24.6

5.2

70.2

2 结果与分析

2.1 寄生虫虫卵种类

表 1显示，试验中检出虫卵有 3个纲 7种，其中吸

虫纲有胰吸虫和前后盘吸虫 2种，绦虫纲有扩张莫尼

茨绦虫 1种，线虫纲有食道口线虫、乳突类圆线虫、捻

转血矛线虫和羊肺丝虫 4 种，线虫纲虫卵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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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用药后

时间/天

0

15

30

45

60

虫类

吸虫

绦虫

线虫

吸虫

绦虫

线虫

吸虫

绦虫

线虫

吸虫

绦虫

线虫

吸虫

绦虫

线虫

对照组

检测数/

只

10

10

10

10

10

阳性数/

只

2

2

7

2

1

8

4

1

9

8

1

10

8

1

10

阳性率/

%

20

20

70

20

10

80

40

10

90

80

10

100

80

10

100

A组

检测数/

只

10

10

10

10

10

阳性数/

只

7

0

8

2

0

1

4

2

7

3

2

9

7

2

10

阳性率/

%

70

0

80

20

0

10

40

20

70

30

20

90

70

20

100

B组

检测数/

只

10

10

10

10

10

阳性数/

只

6

0

6

2

0

1

4

0

5

6

0

8

7

0

10

阳性率/

%

60

0

60

20

0

10

40

0

50

60

0

80

70

0

100

A、B组

平均阳性

率/

%

65

5

70

20

0

10

40

10

60

45

10

85

70

10

100

70.2%，是福建北部山区南江黄羊体内寄生虫的优势

类群，吸虫检出率为24.6%，绦虫检出率5.2%。

2.2 寄生虫虫卵消长变化情况

表2显示，对照组在60天内线虫和吸虫的虫卵阳

性率呈明显的上升状态，吸虫虫卵阳性率从 20%增长

至80%，线虫虫卵阳性率从70%增长至100%。在试验

A、B组中，吸虫和线虫的虫卵阳性率在用药后的第15

天降至最低，分别为 20%、10%，第 30天回升，第 60天

达到或超过原来的水平。A、B两组用药驱虫后跟踪

检测虫卵，其消长变化的结果相近。

在对照组中，绦虫虫卵阳性率从20%下降至10%；

在A组中，绦虫虫卵阳性率在用药的当天、第 15天均

为0，在第30天、第40天和第60天均为20%，在B组中

5次均未检出绦虫虫卵。根据绦虫的发育史，其并不

直接向羊的消化道内排卵，而是由成熟的孕卵节片脱

落，虫卵随粪便排出体外，当试验进行肛门取粪便时，

肛门内成熟孕卵节片的有无直接决定其虫卵检出率的

阴阳，因而导致用药物驱虫与绦虫虫卵阳性检出率无

明确关系的结果。

2.3 南江黄羊寄生虫病控制技术的建立与应用

试验结果显示，福建北部山区南江黄羊体内寄

生虫的优势类群（线虫）在药物驱除第 30天后，粪便

的虫卵阳性率又出现明显回升，第 60天线虫和吸虫

的虫卵阳性率达到或超过原来的水平，据此提出福

建省北部山区南江黄羊寄生虫病防治的新技术措

施，即 2~6 月龄育成羊每 30 天驱虫一次，成年羊每

60 天驱虫一次的定期驱虫技术措施，并在南江黄羊

选育中心试验应用，其效果与常规的 2~6 月龄育成

羊每 3~4个月驱虫一次，成年羊每 6个月驱虫一次的

技术措施相比，结果显示，采用新技术措施，2~6 月

龄育成羊成活率达 96.1%，比常规技术措施的成活

率提高 28.3%（见表 3）。

表2 不同驱虫措施对南江黄羊寄生虫虫卵消长的影响

注：对照组：不投药；A组：按丙硫苯咪唑20 mg/kg体重剂量投药；B组：按（15 mg/kg丙硫苯咪唑＋5 mg/kg依维菌素）体重剂量投药。

表3 南江黄羊寄生虫防治不同措施效果对比

注：技术措施1：2~6月龄育成羊每3~4个月驱虫1次，成年羊每半年驱虫1次。技术措施2：2~6月龄育成羊每30天驱虫一次，成年羊每60天驱

虫1次。

技术措施

1

2

时间

2005—2006

2007—2008

羔羊出生数/

只

2354

3924

月龄羔羊成活数/

只

2203

3740

月龄羔羊成活率/

%

93.6

95.3

月龄羊出栏数/

只

1650

3594

月龄育成羊成活率/

%

74.9

96.1

成年羊成活

率/%

90.9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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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1）山羊体内外寄生虫种类较多，笔者针对山羊体

内寄生虫，通过检测粪便中的虫卵，线虫纲虫卵检出率

为 70.2%，是福建北部山区南江黄羊体内寄生虫的优

势类群。由于吸虫排卵量相对较少，而绦虫不直接向

羊的消化道内排卵，因此它们的检出率往往较低，但在

实际生产中，胰吸虫、前后盘吸虫和扩张莫尼茨绦虫对

羊只的危害亦不可忽视。

（2）笔者采用对山羊体内寄生虫药物驱虫，随后跟

踪检测其粪便中的虫卵，分析用药后60天内虫卵消长

变化情况，所选药物主要是目前当地广泛使用的丙硫

苯咪唑或丙硫苯咪唑+依维菌素混合药物，用量也是

按生产中的20 mg/kg体重投药，在试验结果中出现药

物驱虫与绦虫虫卵阳性检出率无明确关系，这可能与

绦虫不直接向羊的消化道内排虫卵，或与试验是在用

药后的41天进行的因系有关。在试验A、B组中，吸虫

和线虫的虫卵阳性率在用药后的第15天降至最低，分

别为20%、10%，第30天回升，第60天达到或超过原来

的水平，根据线虫幼虫感染羊只后在体内发育为成虫

一般为2~4周的发育史，说明用药驱虫后2周内，羊只

有可能是驱虫后再次感染所致，也有可能是体内未被

驱除的幼虫发育成虫所致，此试验方法仅能跟踪检测

出虫卵的消长信息，但对山羊体内虫体量的变化难以

确定。

（3）在药物预防性驱虫的最佳用药时期方面，中国

北方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推行一年两次的驱虫技术，少

数地方提出在雨水较大的月份，可每隔1月驱虫1次，

针对南方地区，多数建议采取1年4次的驱虫技术[5-6]。

笔者通过对羊群寄生虫药物驱虫后跟踪虫卵检测分

析，提出福建省北部山区南江黄羊消化道寄生虫病定

期药物驱虫的新技术措施，其效果与常规技术相比，

2~6月龄育成羊的成活率提高28.3%，说明在南方潮湿

的气候条件下，寄生虫发病率高，缩短驱虫周期能明显

提高2~6月龄育成羊成活率。

（4）羊的寄生虫病防治技术是一个综合性防治措

施，如轮牧、粪便发酵处理、环境卫生控制、饲养管理等

等，但是在生产中，定期驱虫工作最为见效[7]。目前防

治羊寄生虫病的有效方法仍以药物驱虫为主，全球每

年驱虫药物的销量约占兽药的1/3，在一些畜牧生产发

达国家甚至可高达40%~50%[8-10]。寄生在山羊体内外

的寄生虫种类繁多，它们的生活、发育史各异，在进行

驱虫时，要确定驱虫对象与范围和考虑虫体的耐、抗药

性，选择最佳的驱虫时间和最佳的药物。在福建省饲

养的山羊体内，胰吸虫、前后盘吸虫和肝片吸虫也是常

见的寄生虫，在控制时须选择使用抗吸虫药物。笔者

仅针对福建省北部山区南江黄羊消化道寄生线虫定期

药物驱虫的最佳时间间隔提供了参考结果，在生产中

需要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同时在选择抗寄生虫药物

方面也要注意虫体的耐、抗药性，以保证驱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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