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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隐 抱 子 虫 病 的 研 究

— 治疗试验与田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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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止泻粉 1 25 ~ 1 40 m g / k g 体重
,

给 5~ 30 日龄隐泡子虫病犊牛 30 头
、

与细菌混 合

感染的隐抱子虫病成年牛 87 头
、

田间试验病犊 2 95 头 口 服
.

结果表明
,

临床治愈率分别为

93
.

33 %
,

94
.

25 %和 94
.

24 荡 ;粪便中隐抱子虫卵囊数量迅速显著下降
,

并维持在低水平
,

有

4 0
.

。沁~ 53
.

3沁的牛排卵囊转阴
。

用青篙耽醋 5 m g / k g 体重
,

给 5~ 30 日龄有病找牛 30 头 口

服
,

有效率为 5 2
.

0%
,

卵囊减少不明显
.

关键词 牛
,

隐抱子虫病
,

止泻粉
,

卵囊治疗

中图分类号 5 8 5 5
.

9

隐抱子虫病的治疗虽经众多学者研究
l[ 一川

,

但迄今 尚未筛选出有效药物和方法
,

是

世界性悬而未解的问题
.

我们于 1 9 8 7 年用 自己研制的止泻粉
,

对单因子 自然感染隐抱子

虫病的雏鸡
,

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了初步治疗试验
,

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 〕 。

为了验证该

药对牛隐抱子虫病及田间的治疗作用
,

1 9 8 8~ 1 9 9 2 年在实验场进行了复试
。

另外
,

又增试

了青篙唬醋
。

现将试验结果报告于后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验动物

选 自易感牛群
,

自然发病
,

临床症状明显
,

粪检隐抱子虫卵囊阳性 (感染强度 2
.

10 x

10
,

~ 1
.

79 X 10
`
个 / g 粪便 )

,

5一 3 0 日龄病犊 70 头
,

随机分为 2 个试验组
,

每组 30 头
,

对

照组 10 头
。

腹泻严重
,

经原虫和细菌检查为隐泡子虫十沙门氏菌
、

隐泡子虫 + 产气英膜梭菌
、

隐

抱子虫 + 沙门氏菌 + 产气英膜梭菌等双因子和三因子感染的成年病牛 (隐泡子虫感染强

度 2
.

6 0 x l 0
5

一 1
.

3 s x 一。`

个 / g 粪便 ) 5 7 头
。

在三个病牛场
,

选隐泡子虫病的犊牛 (隐泡子虫感染强度 1
.

85 又 1 05 ~ 2
.

01 又 10
弓

个 /

g 粪便 ) 2 9 5头
,

用止泻粉做田问试验
。

1
.

2 试验药物

止泻粉 ( 自制
,

暂用名 )
,

主要药理作用为抗病原体
,

消炎
,

止血
,

保护肠粘膜
,

提高机体

免疫功能
。

青篙唬酷为广西桂林制药厂生产
,

批号 88 0 20 1
,

白色片剂
,

每片含二氢青篙素
-

1 2
一 a 一唬拍酸单酷 50 m .g

收稿 日期
: 1 9 9 4一 1 1

一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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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 试验方法

对初选的病牛用漂浮
一

沉淀法检查隐抱子虫卵囊
,

计算感染强度
,

符合试验条件者随

机分组
、

编号
、

称重
,

单圈饲养
。

1
.

3
.

1 止泻粉试验组 a 组
:
5~ 3 0 日龄病犊 3 0 头

,

用止泻粉 1 2 5 ~ 1 4 0 m g / k g 体重 口

服
,

每天 2 次
,

连用 3 ~ 5 d
.

b 组
:

成年病牛 87 头
,

用药剂量
、

方法同前
。

1
.

3
.

2 青 篙琉醋试验组 5一 30 日龄病犊 30 头
,

用青篙唬酷 5 m g k/ g 体重 口服
,

每天 2

次
,

连用 s .d

1
.

3
.

3 对照组 5~ 3 0 日龄病犊 1 0 头
,

不给药
。

1
.

3
.

4 田 间试验组 在生产条件下
,

用止泻粉共试治有病犊牛 2 95 头
,

剂量
、

方法同前
,

由场方与本课题组共同执行
。

对各组逐头做临床观察
,

并于给药结束后的第 1
,

3
,

.5
· ·

… 15 夭做粪便卵囊检查
,

计算

感染强度
,

最后综合判定治疗效果
。

2 试验结果

2
.

1 临床治疗效果

2
.

1
.

1 止泻粉试验 a( 组 ) 疗程结束后
,

2 8 / 3 0 的犊牛精神明显好转
,

食欲正常
,

腹泻停

止
,

粪便成形或基本成形
,

黑褐色
.

有 2 头犊牛仍排灰色稀糊状粪便
,

内混肠粘膜和血液
,

精神差
,

食欲时有时无
,

但在观察期内未死亡
。

2
.

1
.

2 止泻粉试验 b( 组 ) 8 2 / 8 7 的病牛康复
,

4 头 死亡
,

1 头因体质虚弱
,

较长时间不

能恢复而淘汰
。

2
.

1
.

3 青 高珑醋试验组 疗程结束后
,

1 6 / 3 0 的犊牛症状减轻并逐渐痊愈
,

n 头无效
,

3

头死亡
。

2
.

1
.

4 对照组 剧烈腹泻
,

排灰色或黄色水样稀便或血便
,

精神沉郁
,

不食
。

其中 3 号牛

因极度衰竭
,

于发病后第 4 天死亡
,

4 号
、

7 号牛经 15 d 观察仍不好转
,

因无饲养价值而处

理
。

7 l/ 0 的犊牛到试验后期腹泻变缓
,

能站立
,

走动
,

慢慢有食欲
,

耐过 自愈
。

2
.

1
.

5 田 间试验组 治愈 2 78 头
,

死亡 17 头
,

绝大部分病 牛 l 个疗程显效
,

极少数为 2

个疗程 (疗程间隔 3 d )
。

2
.

2 隐抱子虫卵囊消涨情况

给药前治疗
a ,

b 组
、

青篙墟醋组及对照组的排卵囊量均数分别为 7
.

94 x 105
,

8
.

n 又

10
5 ,

7
.

s o X 10
,

和 7
.

8 0又 10 5

个 / g 粪便
。

用药后
,

试验
a ,

b 组排卵囊数迅速明显下降
。

第 5 夭粪中卵囊均数已降至 8
.

55 义 1创

个 / g 粪便
,

9 / 3 0 的牛排卵囊转阴
;
第 13 天卵囊排出量减少到最低水平 (2

.

10 又 1少 个 / g

粪便 )
,

1 4 / 3 0 的牛卵囊转 阴
;
第 1 5 天 1 6 / 3 0 的牛排卵囊转阴

,

从第 5一 1 5 天期间内排卵

囊量虽有波动
,

但基本稳定在较低水平 (2
.

l0 x 1 0’ ~ 1
.

00 x l护 个 / g 粪便 )
。

但试验
a 组

的 13 号和 20 号牛一直观察到第 15 天
,

排卵囊未减少
。

青篙玻醋试验组卵囊减少不明显
,

与治疗前差异不显著 ( P > 0
.

0 5 )
。

对照组犊牛排卵囊数
,

在试验观察期 内始终保持较大强

度 ( 5
.

5 5又 1 0
5

~ 7
.

4 5 又 1 0
5

个 / g 粪便 )
,

与
a ,

b 组 比较差异极显著 ( p ( 0
.

0 1 )
,

见附图
。

田间试验组服药第 5 天后
,

随机抽样 90 头份粪检
,

每隔 7 d 一次
,

共检查 3 次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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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囊感染强度变小
,

为 3
.

2 1 x 1 0 `

~ 5
.

7 5 x 1 0 `

个 / g

粪便
,

其中有 3 6 / 9 0 的牛卵囊转阴
。

-̀ 、龟、、 、

3 小结与讨论

l ) 用止泻粉 1 2 5一 1 4 0 m g / k g 体重 口 服
,

治疗

牛隐抱子虫病临床效果明显
,

犊牛治愈率 93
.

33 %
,

成年牛 94
.

25 %
,

田 间试验组 94
,

24 %
.

方法简便
,

安全
,

无毒副作用
.

用青篙墟醋 5 m g / k g 体重 口服
,

有效率为 52
.

00 %
.

给药后
, a ,

b 组隐饱子虫卵囊排出量迅速 明显

持续减少
,

第 5 天有 30 %的牛排卵囊转阴
,

第 13 天

排卵囊量降到最低水平 2
.

10 X 10
`

个 / g 粪便
,

有

4 6
.

6 7%的牛 卵囊转阴
,

第 15 天有 53
.

33 %的牛转

阴
,

在试验观察期内排 卵囊量 虽有波 动
,

但基本稳

ǎ理义冬
,

一
`

。忍多群孟

一 ` 一 - 一 、 、 口一

一
、 一

、
、 口
一

`

-
~ ~

,
, ~ ~ ~

-

一
一

~ ~~ ~ ~ , 尸~~ ~ ~~ ~ ~
.

弓 几 7 9 1 1 13 1三

:

亏天轰交( d )

附图 试验组与对照组卵囊消涨图

— 对照组 厂
· ·

…试验组

定在低水平 2
.

l0 x 1 0’ 一 1
.

00 X 10
5

个 / g 粪便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P < 0
.

0 1 )
。

试验

中
, a 组 13 号和 20 号牛排卵囊一直较多

,

与用药前 比无甚变化
,

这可能是感染强度大或

个体差异
,

或其他 尚待查明的原因
。

田间试验组排卵囊量显著减少
,

为 3
.

21 X 10
`

一 5
.

75

x lo
`

个 / g 粪便
,

有 40 %的牛卵囊转阴
.

青篙唬醋组排卵囊减少不明显
。

2) 查阅有关隐泡子虫病的研究文献
,

截止目前 尚未筛选出理想的治疗药物
。

据陈义民

等
〔 ,〕报道

,

国外学者先后试用了 40 多种药物
,

但没有一种药物对隐抱子虫临床感染是有

效的
.

aB 触p 等
〔3] 报道

,

在已试验的 50 多种化学药物与它们的组 合中
,

还没有找到任何一

种能阻断该病原体发育的制剂
。

贾世玉等闭认为
,

目前对隐袍子虫病的治疗尚无一种特效

药物
,

试用抗生素及抗原虫药 80 余种
,

但绝大多数无效
。

又据蒋金书等
「妇
报道

,

迄今人医

试用 54 种药物
,

兽医试用 41 种药物
,

没有一种真正有效
.

R oz s a
等匡试验

,

单独使用磺胺

或联合用乙胺嗜咤和甲硝哇 口服
,

可控制犊牛隐抱子虫的症状
,

但卵囊排出未减少
。

美国

用螺旋霉素治疗隐饱子虫病
,

取得有限的疗效
〔 6〕 。

G o b e l〔
, 〕 、

P o n g s [ , 〕
在奶里加 l a s a a l o e id

-

N a
饲喂犊牛

,

只能极有限地预防和治疗牛隐袍子虫病
。

陈有贵等
f ’ 二用大蒜素治疗人体隐

抱子虫病
,

取得 7 1/ 2 的疗效
,

用药 1周后有 7 例卵囊转阴
,

其余 5 例卵囊明显减少
。

蒋金

书等
〔`〕用大蒜素

、

D i。 Ia z u r i l
、

M a d u r a m i e i n 等药物对禽隐抱子虫初步防治试验
,

均属无效
,

等等
.

相形之下
,

本试验临床效果较明显
,

而且使病原体很快减少
,

并有 4 0%一 53
.

33 %的

牛卵囊转阴
,

这一结果使本病的治疗效果向前跨进一步
。

尽管病原体未能完全消除
,

但治

疗后的隐抱子虫侵袭强度 已不足引起动物发病
,

这在生产上已经显示出效果
,

在患病牛场

应用进一步得到证实
。

3) 治疗过程中
,

对严重脱水
、

心功能衰弱或伴有其他继发症的病牛
,

采用相应的对症

疗法是必要的
。

此次治疗试验是在患病牛场进行
,

考虑经济原因
,

未做病理学检查
;
有关本

病的病理学方面已有专文详细报告
。

根据我国渊源的中医学与中兽医学理论和极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

我们认为
,

探讨中

草药的治疗方法
,

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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