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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兽医寄生虫学》（案例版）全书内容包括总论、兽医蠕虫病、兽医昆虫病和兽医原

虫病，共四篇十五章。本教材在不改变现有教学体制的前提下，增加了典型的临床真

实案例或标准化案例，旨在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启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

思维。教材既注重寄生虫学的基础知识，又适当反映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内容，具

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书中每章有学习目标、本章小结和思考题等。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既有高校的专任教师，也有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

本教材编写工作由周荣琼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闫文朝和韩利方编写

第九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和第十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徐前明编写第九章（第四

节、第五节、第六节和第七节）和第十一章；肖淑敏编写第七章和第十五章（第七节）；

邹丰才和杨建发编写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古小彬编写第十章（第三节）

和第十四章；黄翠琴编写第十二章和十三章；袁子国编写第八章（第四节）和第十五章

（第三节和第四节）；张瑞强编写第十章（第四节和第五节）；邓艳编写第十五章（第五

节和第六节）；赵光伟编写第三章和第四章；周作勇编写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

六节）；王芝英编写第八章（第五节）和第九章（第一节）。

本教材除作为高等农业院校兽医专业的教材外，还可以供作兽医寄生虫学的科

研人员、教师和兽医实际工作者的参考用书。但由于编者的知识水平有限，编写经验

不足，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疏漏之处，恳请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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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兽医寄生虫学的概念、内容和范围

【学习目标】

  1.掌握寄生虫学的定义;

2.了解寄生虫病对动物和人类的危害。

第一节　兽医寄生虫学概念

兽医寄生虫学(VeterinaryParasitology)是研究寄生于家畜、家禽、伴侣动物(犬、猫)和其他

动物机体的各种寄生虫及其引起的疾病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内容包含生物学和兽医学的内容,
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一方面研究寄生于畜禽等动物机体的各种寄生虫的形态学、分类学、生活

史、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生态学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由寄生虫感染所引起的疾病,即研究侵袭动

物机体的各种寄生虫的致病作用、由其引起的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免疫学、诊
断方法、治疗和防治措施等。

寄生虫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更确切地说是专门研究寄生虫(parasite)和宿主(host)相互

关系的一门科学。寄生虫学是研究寄生虫病的基础,必须对寄生虫学的这个基础部分有较全面

的了解,特别是掌握寄生虫的生活史、流行病学的规律,才有可能正确地研究寄生虫病,从而拟定

出切实有效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第二节　兽医寄生虫学的内容和范围

寄生虫是特定的一类寄生动物,它的寄生可引起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物发生疾病。寄生虫

病严重地危害畜禽、鱼类的健康,阻碍着养殖业生产的发展,使养殖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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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适应养殖业生产快速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动物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已成为养殖业生产中的

重要任务。
兽医寄生虫学是动物医学专业必须学习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和下列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是动物学,这是寄生虫学的基础学科,有关寄生虫的解剖形态学、分类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

知识都是学习兽医寄生虫学所必需的;其次,关于寄生虫的解剖形态学和分类的研究,是鉴定寄

生虫病病原体、确定诊断的根据;最后,要了解疾病的流行病学并拟定正确的防治措施,又必须以

寄生虫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的研究为基础。
研究家养动物的寄生虫病,与病理学、诊断学、药理学和免疫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寄生虫病进行类症鉴别诊断与实施预防措施时,与传染病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人畜共患寄

生虫病在公共卫生上具有重要意义,与医学有着密切联系,兽医应加强对畜产品有关寄生虫方面

的卫生监督与检验,以保护人类健康。
由于寄生虫学涉及面很广,根据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分成了许多分支,如按寄生宿主对

象分类,寄生虫学可分为人体寄生虫学(医学)、畜禽寄生虫学(兽医学)、鱼类寄生虫学及植物线

虫学;根据寄生虫的分类又可分为兽医蠕虫学(VeterinaryHelminthology)、兽医昆虫学(Veteri-
naryEntomology)和兽医原虫学(VeterinaryProtozoology)。

【本章小结】

1.寄生虫学是专门研究寄生虫和宿主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

2.寄生虫是特定的一类寄生动物,它的寄生可引起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物发生疾病。

【思考题】

1.学习兽医寄生虫学的意义是什么?

2.思考寄生虫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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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寄生虫与宿主

【学习目标】

  1.掌握寄生现象的含义与内容;

2.掌握寄生虫与宿主的概念、类型及相互影响。

第一节　寄生现象

在自然界中,两种生物在一起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它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

种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即共生(symbiosis)。根据共生双方的相互关系不同,可以将共生生活区

分为三种类型:

(一)偏利共生(commensalism)

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中一方得益,另一方既不受益,也不受害,这种共生类型称为偏

利共生,又称为共栖。如人与在其口腔生活的齿龈内阿米巴原虫,就是这种偏利共生关系。人在

吃食物过程中,残留在口腔中的食物残渣为齿龈内阿米巴原虫提供了营养来源,齿龈内阿米巴原

虫可吞食这些食物颗粒,但并不侵入人的口腔组织。对人来说,齿龈内阿米巴原虫的存在与否都

没有影响。

(二)互利共生(mutualism)

共生生活中的两种生物在营养上相互依赖,彼此得益。如果两者分开,彼此都会受到营养上

的损失,甚至死亡。例如寄居于反刍动物瘤胃中的纤毛虫,反刍动物为纤毛虫提供了适宜的瘤胃

生存环境和植物纤维来源,纤毛虫以反刍动物吃进去的植物纤维为食,供给自己营养;同时,纤毛

虫对植物纤维的分解,又有利于反刍动物的消化;另外,纤毛虫本身的迅速繁殖和死亡,还可为反

刍动物提供蛋白质来源。

(三)寄生(parasitism)

共生生活双方中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则受害,这种生活现象称为寄生。在寄生生活过程中,

营寄生生活的生物称为寄生物,被寄生的动物称为宿主。寄生虫暂时或永久地寄生在宿主的体

内或体表,由于寄生物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分解与合成营养物质的能力,所以,它所需要的营养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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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依靠夺取宿主的物质,即以宿主机体的组织液、血液、组织细胞或胃肠内容物等为营养,并在宿

主体内或体表进行生长、发育和繁殖,使宿主遭受其生理活动及新陈代谢产物等所造成的危害,
引起宿主机体发生不同程度的免疫或病理过程,甚至死亡。

广义的寄生物包括植物性寄生物和动物性寄生物,植物性寄生物有细菌、真菌、病毒、螺旋

体、立克次氏体等,习惯上称之为微生物,由它们所引起的疾病称为传染病。原虫、吸虫、绦虫、棘
头虫等为动物性寄生物,通常被称为寄生虫,由它们所引起的疾病称为寄生虫病或侵袭病。

第二节　寄生虫与宿主的类型

一、寄生虫的概念与类型

(一)寄生虫的概念

  寄生虫是暂时或永久地在宿主体内或体表营寄生生活的动物。

(二)寄生虫的类型

1.内寄生虫与外寄生虫

从寄生部位来分:凡是寄生在宿主体外或体表的寄生虫称为外寄生虫(ectoparasite),如虱和

螨都属于外寄生虫;凡是寄生在宿主体内的寄生虫称为内寄生虫(endoparasite),如吸虫、绦虫和

线虫等。

2.暂时性寄生虫与永久性寄生虫

从寄生时间来分:暂时性寄生虫(temporaryparasite)是指寄生虫只在采食时才与宿主接触,
如吸血昆虫;永久性寄生虫(permanentparasite)是指寄生虫的某一生活阶段不能离开宿主,否则

难以存活的寄生虫,如寄生在各种动物小肠的蛔虫。

3.单宿主寄生虫与多宿主寄生虫

从寄生虫寄生的宿主范围来分:有些寄生虫寄生于一种特定的宿主机体,对宿主有严格的选

择性,这种寄生虫称为单宿主寄生虫(stenoxenousparasite),例如鸡球虫只寄生于鸡等;能寄生于

许多种宿主的寄生虫称为多宿主寄生虫(polyxenousparasite),如肝片吸虫可以寄生于绵羊、山
羊、牛和许多其他反刍兽,还有猪、兔、海狸鼠、象、马、犬、猫、袋鼠和人等。

4.专性寄生虫与兼性寄生虫

从寄生适应程度来分:专性寄生虫(obiligateparasite)指必须完全依赖于寄生生活,离开宿主

便不能生存的寄生虫,如绦虫、吸虫和大多数寄生线虫;兼性寄生虫(facultativeparasite)指既可

寄生也可营自生生活的寄生虫种类,如类圆线虫。

5.土源性寄生虫与生物源性寄生虫

根据寄生虫在发育过程中是否需要中间宿主来分:土源性寄生虫(soil-borneparasite)指寄生

虫在发育史中不需中间宿主,在环境土壤或粪便中即可发育至感染性阶段,完成由一个宿主到另

一个宿主———由一个世代到下一个世代的传播、发育过程,这类寄生虫又叫直接发育型寄生虫,
如蛔虫\艾美耳球虫等;生物源性寄生虫(biologicalparasite)指寄生虫在发育史中需要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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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完成由一个世代到下一个世代的传播发育过程,这类寄生虫又叫间接发育型寄生虫,如寄生

于猪肺的后圆线虫需另一种生物蚯蚓才能完成其整个发育过程。

6.机会致病寄生虫

有些寄生虫在宿主体内通常处于隐性感染状态,但当宿主免疫功能受损时,虫体出现大量的

繁殖和强致病力,称为机会致病寄生虫(opportunisticpathogenicparasite),如隐孢子虫。

二、宿主的概念与类型

(一)宿主的概念

  凡是被寄生虫暂时或永久地寄生的动物均称为宿主。

(二)宿主的类型

1.终末宿主

寄生虫成虫或原虫有性繁殖阶段寄生的宿主称之为终末宿主(finalhostordefinitivehost)。
所谓成虫,一般是指性成熟阶段的虫体,也就是能产生幼虫或虫卵的虫体。如猪带绦虫的成虫寄

生于人的小肠,人即为猪带绦虫的终末宿主;弓形虫的有性繁殖阶段(配子生殖)寄生于猫,猫即

为弓形虫的终末宿主。

2.中间宿主

寄生虫幼虫或原虫无性繁殖阶段寄生的宿主称之为中间宿主(intermediatehost)。如肝片

吸虫的幼虫寄生于椎实螺,椎实螺即为肝片吸虫的中间宿主;弓形虫的无性繁殖阶段(裂殖生殖)
寄生于人、猪、鼠等,人、猪、鼠等即为弓形虫的中间宿主。

3.第二中间宿主

某些寄生虫在幼虫期的发育过程中需要两个中间宿主,其前期幼虫所需宿主称之为第一中

间宿主,后期幼虫所需宿主称为补充宿主(complementaryhost)或第二中间宿主(secondinter-
mediatehost)。如矛形双腔吸虫的成虫寄生在牛、羊胆管胆囊内,牛、羊是其终末宿主,其前期幼

虫,从毛蚴到尾蚴,寄生在陆地螺体内,陆地螺是其第一中间宿主,后期幼虫囊蚴寄生在蚂蚁体

内,蚂蚁则是其补充宿主。

4.保虫宿主

在多宿主寄生虫所寄生的动物中,某些惯常寄生于某种宿主的寄生虫,有时也可以寄生于其

他一些宿主,但寄生不普遍,无明显危害,通常把这种不惯常被寄生的宿主,称为保虫宿主

(reservoirhost)。如肝片吸虫可寄生于多种家畜和野生动物体内,这些野生动物就是肝片吸虫

的保虫宿主。

5.贮藏宿主

贮藏宿主(storagehost)又称为转运宿主(transporthost)或转续宿主(paratenichost)。即宿

主体内有寄生虫虫卵或幼虫,虽不发育繁殖,但保持着对易感动物的感染力,这种宿主称为贮藏

宿主。例如气管比翼线虫的感染性虫卵,既可以直接感染鸟类,也可以被某些昆虫或软动物吞

食,暂时地寄居在它们体内,以后随同昆虫或软体动物被鸟类啄食而感染。这些昆虫或软体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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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气管比翼线虫的贮藏宿主。

6.带虫宿主

宿主被寄生虫感染后,随着机体抵抗力的增强或药物治疗,处于隐性感染状态,体内仍保留

有一定数量的虫体,这种宿主即为带虫宿主(parasitecarrier),又称为带虫者(carrier)。如犊牛感

染双芽巴贝斯虫后,仅出现极轻微的症状既而自行康复,却成为带虫者,并成为传染源(infective
agent),当蜱吸此牛血液后,再吸健牛血时,即可将此病传给健牛。

7.媒介生物

通常是指在脊椎动物宿主之间传播寄生虫病的一类低等动物,更常指的是传播血液原虫的

吸血节肢动物。根据其传播疾病的方式不同,可分为生物性传播和机械性传播,前者是指虫体需

要在媒介体内发育,如蜱在牛之间传播双芽巴贝斯虫,库蠓在鸡之间传播卡氏住白细胞虫等;后
者是指虫体不在昆虫体内发育,媒介昆虫仅起搬运作用,如虻、螫蝇传播伊氏锥虫等。此外,某些

吸虫的发育需要借助水生植物形成囊蚴,这种水生植物即称为媒介物。

第三节　寄生虫与宿主的相互影响

寄生虫侵入宿主体内之后,对宿主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如机械性损伤、毒素作用和免疫损

伤、夺取营养、带入其他病原引起继发感染等。宿主机体为了抵抗寄生虫的侵袭,产生一系列复

杂的防御反应,最主要的是免疫应答。寄生虫与宿主之间的相互影响贯穿于寄生生活的全过程。

一、寄生虫对宿主的影响

寄生虫侵入宿主机体之后,有的直接到达寄生部位进行发育,有的则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
或简单或复杂的移行过程,最终才能到达其特定的寄生部位发育成熟。寄生虫在移行阶段或寄

生期间,对宿主产生各种各样的危害,致使宿主发生寄生虫病。

(一)机械性损伤

蠕虫寄生时,以其吸盘、口囊、吻突等特殊器官附着在宿主的胃肠等脏器的黏膜上,造成局部

损伤。幼虫移行时,穿透宿主的各脏器组织造成“虫道”,引起出血、炎症;成虫在宿主的肠管、胆
管、支气管、血管内繁殖引起堵塞和其他病变,如肠梗阻、肠破裂等。某些寄生虫,如棘球蚴、多头

蚴在宿主脏器内形成逐渐增大的包囊,刺激、压迫被寄生的脏器及其周围组织和神经,引起各种

病变。肠道原虫破坏宿主的肠黏膜上皮细胞,引起腹泻,血液原虫破坏大量红细胞,引起血尿。

(二)毒素作用和免疫损伤

虫体寄生期间本身的分泌物和代谢产物以及虫体死亡崩解时释放出的体液都对宿主产生毒

害作用,引起局部或全身反应。如蜱的唾腺能分泌毒素,可对家畜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轻者出

现厌食、体重减轻或代谢障碍,重者可引起“蜱瘫痪”。锥虫在宿主的血液中寄生,迅速增殖,产生

大量有毒代谢产物;由于抗体的作用,锥虫又常大量死亡,释放出毒素,游离于血液和组织液中,
使宿主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引起体温升高和运动障碍;锥虫侵害造血器官———网状内皮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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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使红细胞溶解,导致红细胞数减少,出现贫血。棘球蚴囊泡破裂时释放出的毒素,可使宿主

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导致突然死亡。血吸虫虫卵分泌的可溶性抗原与宿主抗体结合,形成

抗原-抗体复合物,引起宿主肾小球基底膜损伤。

(三)夺取营养

寄生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都要从宿主体内获取。消化道寄生虫以宿

主消化和未消化的食物为营养,有的直接吸食宿主的血液,如犬钩虫将小肠黏膜纳入口囊中,然
后借助于食道的收缩和舒张,连续吸血。此外,一些体外寄生虫如吸血虱、雌虻、蜱、雌蠓、蚋等都

是从宿主的皮肤吸食血液,还有许多寄生虫以宿主的组织液以及被它们所破坏的组织或细胞为

食物,从而使宿主产生贫血、消瘦和营养不良等症状。

(四)继发感染

某些寄生虫侵入宿主体内时,可以把其他一些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等一同携带入内。

在宿主体内移行的幼虫,更容易将病原微生物带进宿主被损伤的组织内。经皮肤或黏膜感染的

寄生虫,常在宿主的皮肤或黏膜等处造成损伤,为其他病原的侵入创造条件。还有一些寄生虫,
其本身就是另一些微生物或寄生虫的固定的或生物学的传播者。如某些蜱传播牛梨形虫病,鸡
异刺线虫传播火鸡组织滴虫,蚊传播乙型脑炎病毒等。

以上所述是寄生虫对宿主影响的一些主要方面。但应注意,寄生虫对宿主的影响常常是综

合性的,表现为多种多样,由于寄生虫的种类、数量和致病作用的差别,各种寄生虫对宿主的影响

也各不相同。

二、宿主对寄生虫的影响

宿主受到寄生虫感染后,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病变和不同的症状,或无症状,或幼畜表现为

生长发育受阻等,但寄生虫及其产物也能诱发宿主产生免疫应答,使宿主力图抑制或消灭侵入的

虫体。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宿主的自然屏障、营养状况、年龄、种属等也会对寄生虫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

(一)遗传因素的影响

一些动物表现出对某些寄生虫种类的先天不感受性。如马一般不感染脑包虫;牛、羊不感染

猪肾虫。

(二)机体组织屏障的影响

宿主机体的皮肤黏膜、血脑屏障以及胎盘等,可有效阻止一些寄生虫的侵入。如弓形虫就不

能通过完好无损的皮肤感染宿主。

(三)年龄因素的影响

表现为不同年龄的个体对寄生虫的易感性有差异。多数寄生虫在幼龄动物体内发育迅速,

而在成年动物体内发育较慢,有些寄生虫在成年动物体内不能发育。因为随年龄增长,宿主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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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也有所提高,因而幼畜对很多寄生虫病易感。

(四)宿主体质的影响

饲喂全价饲料的动物,在很大程度上能抵抗寄生虫的侵害。如饲料中缺乏维生素A的仔猪,
受到蛔虫损伤的情况严重,如果饲喂全价饲料,就不容易感染蛔虫病。此外,饲料中含有足量的

维生素A和维生素D时,可增加鸡对蛔虫的抵抗力,当维生素缺乏时,则有利于虫体寄生。

(五)宿主免疫作用的影响

寄生虫本身以及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都具有抗原性质,可刺激宿主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反

应,使宿主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它们所产生的免疫力有时能抑制虫体的生长,降低其繁殖

力,或缩短其寿命;或阻止虫体对组织的附着,使之排出体外;或能沉淀或中和寄生虫产物,甚至

可以杀灭寄生虫。宿主对寄生虫的免疫力常常是不完全免疫,当宿主与寄生虫的关系处于某种

平衡状态时,寄生虫保持着一定数量,而宿主亦不呈现可以用一般实验和临床方法测知的症状

时,即称为带虫免疫。带虫免疫是寄生虫感染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本章小结】

1.共生现象是两类生物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根据双方的利益关系及生理上的联系,
有共栖、寄生、互利共生现象等;

2.寄生虫与宿主的类型,是以生物的某一方面来描述的,每一内容具有片面性,所以针对同一

内容可从多个方面去认识。

【思考题】

1.寄生虫的致病机制是什么?

2.如何理解寄生虫与宿主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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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

【学习目标】

  1.掌握寄生虫病流行病学的概念及发生规律;

2.掌握寄生虫病的流行因素。

第一节　流行病学的概念

寄生虫病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是研究动物群体中某种寄生虫病的发病原因和条件、传播

途径、流行过程及其转归的客观规律。其研究范围是动物群体中的一切寄生虫病;研究对象是动

物群体,主要是畜、禽、鱼类,但也涉及人群和野生动物群体;主要方法是对群体中的寄生虫病进

行调查研究,收集、分析和解释资料,并作生物学推理;任务是确定病因与传播途径,阐明发生发

展规律,制订防治对策并评价其效果,以达到预防、控制和消灭动物寄生虫病的目的。
流行病学调查包括定性调查和定量调查两个内容。定性调查是对病因假设进行定性检验,

定量调查涉及动物种群中疾病的数量以及数量资料的表达和分析。最广泛应用的流行病学统计

是感染的测算,包括感染率和感染强度的测算。
感染率 (prevalenceofinfection)是用来表明在宿主种群中感染某一种寄生虫的宿主比例或

百分率,可以用两种方法测算:通过宿主体内或体外寄生虫的直接观察,如血液涂片检查血液原

虫、粪便涂片检查蠕虫卵、肉眼观察蜱和昆虫;另一种测算是根据血清学检查结果,如旋毛虫感染

的检测,免疫学检查结果以血清阳性率表示。
宿主显示的疾病症状严重程度常与感染的寄生虫数量有关,这种感染的虫数称为感染强度

(intensityofinfection)。感染强度的测算可用直接计数来估计(如蜱、虱等外寄生虫),也可以以

宿主组织或体液标本来估计(如以血液涂片计数锥虫),或通过驱虫剂驱除宿主肠道蠕虫(如蛔

虫)至粪便来估计。感染率和感染强度经常以动物群体中不同年龄级别来表示,以便查明哪些年

龄组别感染的危险性最大,这种资料常可绘制成年龄感染率或年龄感染强度曲线。此外,还可以

做更细的分组,诸如性别、品种等是某些寄生虫病感染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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