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学院学报

青篙 ( A rt
e m iis

a a n n
au L

.

) 防治牛环

形泰勒焦虫病的试验简报

丁景昌 岳治权 张仿杰

( 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 系 )

武尊平

牛环形泰勒 熟虫病 ( 了
一
’

c1l `瓦八 。 。 二 : : 沁 t。 ) 的搜区 正世界上分布很广泛
。

此病发病

率高
,

死亡率大
,

严重 J也威协着养牛事业的健康友展
。

国内外对此俞的药拘治疗曾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工作
,

国内使不的药物不下 20 余种
,

国外使用的药物种类更多 仁’ 了 ,

但是
,

到 目前为止
,

对于本 jj7) 的治疗还决乏一种特 效 药

物
。

据 R o f fa ii 等 ( 19 7。 ) 报 导 “ 〕 ,

对于环形泰勒焦虫病
,

没有满意的治疗方 法
。

为了寻 伐治疗牛环形 泰勒焦虫 厉的特效药物
,

我们于 1 9 8 0年 7 月首次用新鲜青篙治

愈两例自然发病患牛
,

又于 19 81 乍 6 一 8 月在临床上治愈 1 6例自然发病患牛
,

现将治疗

情况简报如下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 一 )
.

试验药品

1
.

病原治疗药
:

新鲜青篙
。

木品为菊科植物黄花篙 (姓 : 扮 。耐 : i’a a
阴

。 a L
.

) 〔 ” ,

由当地采集
。

每 日每头牛内服 2 一 3 公斤
,

上下午各服一半
,

扎碎
,

冷水浸泡 30 一 60 分

钟
,

连渣灌服
,

直到红细胞染虫率下降至 l % 以下
,

停药观察
。

2
.

辅助治疗药
:

根据病畜体质及临床兼症的不 同
,

适当地选用了辅助 治疗药
,

例

如
,

体质虚弱者静脉注射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溶液
;
结膜及尾根皮肤出血者用氯化钙

、

维

生素 C ; 肠道出血者用磺胺眯
;
有继发感染者用抗菌素等

。

( 二 ) 病牛选择
:

为西板兽医院门诊及住院的役用黄牛及奶牛患畜
。

所选病例在试

验前均未用过其它治疗焦虫病的药物
。

寄生于患牛的蟀
,

经我院寄生虫教研组初步鉴定

为璃眼属的蟀
。

对部分患牛淋 巴结穿刺涂片染色镜检
,

均查见石榴体
。

( 三 ) 临床检查
:

对治疗牛每天做详细的临床检查
,

检查项 目包括体温
、

呼吸
、

心

跳
、

结膜
、

淋巴结
、

尾根皮肤
、

精神
、

食欲
、

瘤胃活动
、

反当
、

粪尿等
,

一直观察到试

验结束
。

( 四 ) 血常规化验
:

每两天由颈静脉采血检查一次红
、

白细胞数
、

白细胞分类计数

.

参与本试验的还有尹成士 ( 陕西 省农林 学校 )
、

刘绍秀
、

宋 明德
、

国永周
、

姜虎生
、

贺信恒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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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色素
,

直到试验结束
。

( 五 ) 配子体检查
:

每两天由颈静脉采血推片瑞特氏染色镜检
,

计数红细胞感染配

子体的百分率
,

感染强度和 虫体的形态
,

直到染虫率下降至 1 %以下不再升高时检查结

束
。

( 六 ) 效果判定
:
我们判定新鲜青篙对牛环形泰勒焦虫病是否有效的标准是

:

1
。

以试验牛只红细胞感染配子体的百分率和升降程度及配子体是否 被 杀 死 ( 变

形
、

变色
、

体积逐渐变小 ) 为主要指标
。

有效
:

经用药后红细胞染虫率迅速下降到 1 % 以下
,

配子体变形
、

变色
、

变小
,

即

判定为有杀灭配子体的作用
。

无效
:

经用药后红细 at]] 染虫率的升降程度和发展减退仍按 固有规律进行
,

配子体不

变形
、

不变色
、

不变小
,

即判定为无效
。

可疑
:

红细胞染虫率的升降无规律
,

无法比较
,

判定为可疑
。

2
.

临床指标
:
体温

、

结膜
、

尾根皮肤
、

食欲
、

红
、

白细胞数及血 色素等的变化作

为参考
。

3
.

牛只最后转归
。

二
、

试 验 结 果

( 一 ) 病牛转归
:

共收治 18 例 白然感染病牛
,

经用新鲜青篙治疗后
,

全部痊愈
。

( 二 ) 红细胞染虫率
、

感染强度及配子体变化
:

1
.

红细胞染虫率及感染强度
:

初期病例经过 2 一 3 天 的治疗
,

红细胞染虫率可迅

速下降至 l % 以下
,

感染强度亦随之下降 ;
中

、

后期病例除 10 号病牛经过 10 天的治疗红

细饱染虫率才下降至 1 % 以下外
,

其佘患牛经过 2 一 6 天的治疗均可下降至 1 % 以下
,

感染强度亦随之而下降
。

2
.

配子体变化
:

经过 2 一 4 天的治疗
,

配子体变形
、

变色
、

体积逐渐变小
。

( 三 ) 体温变化

用药前病牛的体温多在 40 ℃ 以上
,

有的接近 42 ℃
。

一般经过 1 一 2 天的治疗
,

病牛

体温可降至常温
,

此后一直维持在常温范围内
,

只有 17 号病牛由于并发有肺部感染
,

高

温持续了较长时间
,

经用抗菌素治疗后体温才降至常温
。

( 四 ) 贫血的恢复
:
本试验过程中病牛红细胞数及血色素变化

,

除 10 号病牛在血液

中虫体逐渐消失的同时
,

红细胞及血色素亦随之下降外
,

其余病牛
,

试验初期红细胞数

及血色素稍有所下降
,

试验后期稍有上升趋势
,

但变化不大
。

( 五 ) 临床症状的次复
:

经过 2 一 3 天的治疗
,

患牛精神有明显好转
,

食欲
、

反自

显著增加
。

经过 3 一 4 天的治疗
,

无食欲及无反自的患牛亦可出现食欲及反自
。

5 一 7

天所有患牛的食欲
、

反色基本可恢复正常
。

试验期间
,

病牛结膜
、

尾根皮肤再未出现新

的出血点
,

而已有的出血点由第五天起被吸收
、

结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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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分 析 与 讨 论

我们用新鲜青篙治疗牛环形泰勒焦虫病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

现就以下问题进行初步

分析和讨论
。

( 一 ) 一般判定药物是否有效的标准是以能否治愈病牛为标准
,

即以病牛的痊愈或

死亡而判定药物的有效或无效
。

看来似乎很合乎道理
,

但深入分析起来不无欠妥之处
。

此病的死亡率不是 1 00 %
,

而通常在 10 一 30 %之间
,

严重时可达 50 %
,

耐过 自愈的 病 例

可达 50 % 以上 〔“ ’ 。

有人把这些 自愈病牛都统计在
“ 药物有效

”
的范围内

,

因 此
,

很 多

药物的 ,’i 台愈率 ”
都表现很高

,

实际都包括了50 %以上的自愈在内
,

这是由于制定
“ 药

物判定标准
”
有问题而造成的假象

。

本试验是以新鲜青篙对试验牛只红细胞配子体的百

分率和升降程度及配子体是否被杀死 ( 变形
、

变色
、

体积逐渐变小 ) 为主要指标进行判

定的
,

临床指标及牛只最后转归
,

作为参考
。

( 二 ) 在家畜体 内
,

泰勒焦虫虫体首先是在网状 内皮系统内以反复裂体生殖方式进

行发育繁殆的 ( 称为裂殖体 )
,

第二阶段才进入红细胞 ( 称为配子体 ) “ 」 ,

这与本试验

初期病牛红细胞配子体检出率低
,

中
、

后期病牛红细胞配子体检出率高的观察结果是一

致的
。

中
、

后期病牛
,

内服新鲜青篙后
,

红细胞配子体染虫率不再升高
,

而是迅速下降

至 l % 以下
,

虫体变形
、

变 色
、

逐渐变小
; 初期病牛

,

内服新鲜青篙前红细胞配子体染

虫率是阴性的
,

虽经治疗
,

而在 l 一 2 天内红细胞配子体染虫率反而可成 为 阳 性
,

此

后
,

配子体又迅速下降
;
而内服新鲜青篙前红细胞配子体染虫率是阳性的

,

用药后配子

体不再升高而是迅速下降
。

由此可知
,

新鲜青篙主要作用焦虫配子体期
,

有直接杀灭 配

子体的作用
。

对于青篙杀灭焦虫配子体的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 三 ) 焦虫病牛体温升高是由于虫体毒素和非特异性有毒物质 ( 分解产物和炎性产

物 ) 的作用
,

引起体温调节中枢紊乱而形成的
〔 ` 〕 。

本试验除 17 号病牛由于合并 肺 部感

染高温持续了较长时间外
,

其余患牛经过 l 一 2 天的治疗
,

在虫体虽已明显减少
,

但还

未完全被杀灭前
,

病牛体温却 已降至常温
。

这 说明青篙除有迅速直接地杀灭红细胞配子

体
,

减少细 胞破裂及虫体代谢产物致热原之外
,

还具有解热作用
,

体温恢复如此迅速
,

与青篙杀灭 虫体及解热双重作用有关
。

对于青篙退烧的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机制尚需进

一步研究
。

( 四 ) 焦虫病牛贫 血的原因
,

一方面是由于虫体毒素的作用
,

造血系统受到抑制及

机体衰竭所造成
; 另一方面是由于红细胞中的虫体

、

毒素及非特异性有毒物质 ( 机体中

的分解产物 ) 对红细胞的破坏而形成的
〔` 〕 。

本试验除 10 号病牛 由于严重感染 ( 用 药 前

红细胞染虫率为 75 % )
,

造血机能及机体极度衰竭
,

所以血液中虫体随治疗逐渐消失的

同时
,

血
_

液的红细 胞
、

血色素亦随之下降 ( 10 夭后红细 胞染虫率下降到 l %以下时
,

红

细胞数及血色素才开始有所上升 ) 外
, 其余病牛试验初期红细胞数及血 色素稍 有 所 下

降
,

试验后期稍有上升趋势
,

但变化不大
。

这可能是由于虫体迅速被青篙杀灭
,

减少了

红细胞破裂及虫体代谢产物对造血机能的损害
,

然而
,

已被损害的造血机能在短期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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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恢复所致
。

( 五 ) 本试验用健胃剂及促反当剂极少
,

然而病牛反当及食欲恢复较快
,

说明青篙

似有健胃或促反当作用
。

对此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 六 ) 据报导
,

青篙煎服易使有效成分挥发而作用减弱
〔 S J ,

所以本试验采取 将 青

篙鲜叶及嫩枝
,

切碎或扎碎
,

加冷水 浸泡 30 一 6 0分钟
,

连渣共服的方法
。

青篙素在体内

吸收快
、

分布广
,

注射给药 1 一 8 小时达到高峰
,

16 小时后逐渐消失
〔 “ ’ 。

为 了 避免血

液浓度维持时间短
,

代谢排泄快的缺点
,

本试验每天上下午 各给药一次
,

以保证维持血

药杀虫的有效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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