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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腹锦鸡感染鸡异刺线虫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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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经空运后的红腹锦鸡（!"*0&(,(1")& 1#23)&）所发生的急性大批死亡现象，从其临床症状、病理

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观察。综合分析得出该红腹锦鸡群病因为爆发的鸡异刺线虫（4%3%*+5#&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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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异刺线虫（4%3%*+5#& /+,,#$+%）主要寄生于

禽类的盲肠，可引起盲肠炎和下痢。此外鸡异

刺线 虫 还 是 黑 头 病 的 病 原 体 火 鸡 组 织 滴 虫

（4#&3(7($+& 7%,%+/*#:#&）的传播者，异刺线虫卵

中约有 "L(M带有这种组织滴虫。

昆明 某 野 生 动 物 养 殖 场 引 进 红 腹 锦 鸡

（!"*0&(,(1")& 1#23)&）("" 余只（雌、雄各半），相继

出现食欲不振、消瘦、下痢等症状。经多种方法

处理均无法有效控制疾病发展，症状出现后几

天内全部死亡，根据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观察诊

断为红腹锦鸡爆发鸡异刺线虫病。

3 发病情况及临床症状

!""’ 年 %! 月 !* 日，昆明某野生动物养殖

场从上海某特种养殖场引进红腹锦鸡 ("" 余只

（雌、雄各半），分装在规格长约 (" BE、宽 $" BE、

高 !( BE 的塑料笼子里，通过空运抵达昆明。

饲养于野外搭建的简易棚中，棚子下脚用树枝

加厚。内室为松软的泥土地面上加垫稻草，加

装栖息架。外活动场用细尼龙网围成，场子里

有稀疏植物及长势较好的茅草供其隐蔽。时值

冬季，该地早晚温差 %! & %*N，最低气温为零

下 % & !N，夜间用“红外线加热器”保温。动物

运抵时多数雄性锦鸡尾羽脱落，部分锦鸡头部、

腹部擦伤出血，有 ( 只死亡。根据原饲养场提

供的饲养方式饲喂，以颗粒饲料为主，添加洗净

的蔬菜（白菜）。饮水里投放“速补应急康”，开

始的几天动物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采食、饮

水量非常小，扎堆现象较为突出，精神状态普遍

差，少数锦鸡行动迟缓或缩头闭目、呆立不动。

因考虑到动物对环境的适应及天气情况，前 (
天动物没有放到外活动场，并提供足够的食物、

饮水，但动物饮食量始终较少。确定专职饲养

员，减少对动物的干扰因素，饲养场周围加强消

毒。

!""$ 年 % 月 ! 日前动物共计死亡 !’ 只，自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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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开始出现大量死亡，当天统计数据



为 !" 只。经剖解发现，主要病变在盲肠，盲肠

肿大明显，黏膜出血，有散在隆起小包，包内有

活动的虫体。初步诊断为：动物应急后爆发禽

异刺虫、组织滴虫。治疗投喂：丙硫苯咪唑、甲

硝唑、复方磺胺。# 月 $ 日死亡 #%& 只；# 月 ’
日 "% 只，死亡时间大多在夜间，至 # 月 ( 日动

物所剩无几，最终为避免传染全部淘汰。尸体

处理方式：焚烧后深埋，坑里撒上生石灰。为进

一步确诊，于 )%%’ 年 # 月 ! 日将已死亡的 $ 只

（) 雄 # 雌）送到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

院寄生虫实验室剖检。

! 剖检病理变化

病鸡外观未显异常。呼吸系统基本正常。

肛门周围有白色稀粪污染，剖检从嗉囊到肛门，

除肌胃内有适度的沙石粒外，消化系统基本处

于空虚中；剖开小肠、空肠及盲肠，肠腔内几乎

无食糜或粪便。可见盲肠高度增粗、变长，盲肠

黏膜增厚，外观呈红色，间可见有白色的小结

节。在一只成年雌性鸡的盲肠尾部，可见一虫

体从肠腔内穿出。其中一雄性鸡的肝脏表面有

一白色小结节，将小结节压片观察，可见其中有

一条完整的异刺线虫雄性虫体（图 #：*，+）。在

染色处理较好的肝脏病理变化组织切片中，未

发现组织滴虫，从而排除组织滴虫病。

将盲肠内小结节取出压片观察，可见有异

刺线虫虫体，将一完整的结节进行透明处理后

观察，可见有完整的虫体被包裹其中（图 #：,）；

将盲肠和小肠分别进行剖检，在找到成熟的鸡

异刺 线 虫 "% 余 条（图 #：-），隶 属 于 异 刺 科

（./0/1*23-*/）异刺属（!"#"$%&’(）。标本保存于云

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寄生虫实验室。

图 " 鸡异刺线虫各部位形态

*4 肝脏的结节内虫体后部；+4 肝脏的结节内虫体前部；,4 盲肠的结节透明后的完整虫体；-4从盲肠内找出（雄虫）的完整虫体。

虫体小，呈白色；头端向背侧弯曲；口周围

有 $ 片同等大小的唇；体侧有侧翼，几乎一直延

伸达虫体的全长；食道末端有发达的食道球，内

有食道瓣。

雄虫：体长 " 5 #$ 66，末端有一个锥状的

尖；有两片大的尾翼；肛前吸盘发达，具有强角

质化的环壁，在吸盘的后缘，有一个小的半圆形

的缺刻；有尾乳突 #) 对，最后两对乳突粗壮，相

互重迭；交合刺 ) 根，形状各异，一根长 ) 5 )7%"
66，另一根长 %7"& 5 #7%# 66。

雌虫：长 #% 5 #& 66 部细长而尖；阴门部不

隆起，位于虫体中部稍后方；卵壳厚、椭圆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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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卵细胞尚未分裂，大小为（!" # $%）!& ’（"!
# %(）!&

! 讨 论

异刺线虫种类较多，例如：鸡异刺线虫寄生

于家鸡、榛鸡、家鸭、家鹅、火鸡、珠鸡、孔雀、白

鹇、黑颈长尾雉、竹鸡等；岭南异刺线虫寄生于

家鸡；火鸡异刺线虫寄生于火鸡；相等异刺线虫

寄生于环颈雉；玲珑异刺线虫寄生于家鸡；澳洲

异刺线虫寄生于家鸡［)］；颜氏异刺线虫寄生于

家鸡；长尾异刺线虫寄生于鹧鸪；鸟异刺线虫寄

生于美国东南部的鹑和东北部的松鸡［*］；本次

在红腹锦鸡找到鸡异刺线虫尚属首次。

鸡异刺线虫虫卵随粪便排出体外，在适宜

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在大约 * 周左右达到感

染期。当感染性虫卵被易感动物吞食后，幼虫

在肠上部孵化。在 *+ , 左右，大部分幼年虫体

到达盲肠。幼虫与盲肠组织密切结合，钻入黏

膜内，经过一个时期的发育后，重返肠腔，发育

为成虫［"，+］。我们在该鸡肝脏上的结节中找到

成熟虫体，说明该幼虫移行途中在不断发育，但

并不是所有幼虫都能顺利进入盲肠中定居。

鸡自吞食感染性虫卵到发育成为成虫需时

*+ # "( -［%］，说明本批次红腹锦鸡的异刺线虫

并非在昆明感染。人工感染的病鸡可见肠壁显

著发炎和增厚。重感染时在黏膜下层形成结

节。一直持续到感染后 )* -，与组织结合的高

峰期是在第 " -。从动物发病的临床症状及剖

检的病理变化，表明该批次红腹锦鸡的异刺线

虫感染与人工感染有相似之处。

药物效果不理想与给药途径有关。动物始

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应急反应强烈，消化系统

紊乱，采食、饮水量较少，因考虑再次捕捉会对

动物造成更大的伤害，混入饮食中的药物摄取

量不足，错过最佳驱虫时期，未能收到效果。

对于驯化程度不高的红腹锦鸡，不宜选择

早晚温差较大的季节引进；空中运输的失重状

态及环境的改变、运输时采用的包装箱对动物

的外表造成的损伤等因素均会导致动物机体抵

抗力下降，诱发寄生虫病的可能性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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