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虫病（虫癌）防治技术指南

主 编 张继瑜 周绪正

副主编 阎 萍 杨 勤 梁春年

编著者 张继瑜 阎 萍 周绪正 杨 勤

梁春年 王淑芳 何寿华 李 冰

李剑⒙ 牛建荣 魏小娟 程富胜

杨亚军 刘希望 郭 宪 石红梅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刘    钊

封面设计  马婧怡

出版发行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3

印        刷  甘肃新新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6.75

插        页  1  

字        数    171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定        价    18.00元

（13919356432.Lz928@sina.com）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0931-87732 7）

978-7-5424-2041-1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包虫病（虫癌）防治技术指南  / 张继瑜主编.   --  兰
  州   :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 5424-2041-1-

Ⅰ. ①包…  Ⅱ.   Ⅲ.     ①张…   ① 棘球蚴病－防治－指南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 014）第242573号

 Ⅳ. ①R532.32-62



包虫病（虫癌）防治技术指南包虫病（虫癌）防治技术指南

前 言

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是棘球蚴寄生于中间宿主肺、肝、脑等实质器官出现

症Υ的一种严重影响人畜健康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有囊型和泡型两种，泡型包

虫病由于病死率较高，被称为 "虫癌 "，Θ家称之为 "第二癌症 "，其死亡率超过

肝癌；该病传播广泛，呈全球性分布，我国主要流行于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宁

夏、西藏以及陕西、山西、河北、四川西部和青藏高原等省区，面积约占全国总面

积的 44%；且随ε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宠物(犬)和经济动物(狐狸)

养殖数量增加，导致包虫病已从我国的西北部向东南部、由畜牧地区向农业地区

逐渐蔓延，使得近年来包虫病的疫情又有回升的趋势；因此我国对包虫病的防治

再次提到议事日程。 考虑到该病在藏区流行的普遍性， 本书以藏汉文对照的形

式，分三章对包虫病防治基础知识、动物包虫病综合防控技术和包虫病防治技术

方案进行阐述；内容丰富、题材新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便于普及㈦推广，加强

对包虫病科普知识的宣传的力度，让疫区广大群众知道包虫病的危害及防治，寻

求有效的预防措施，达到控制㈦消除本病；也为技术部门制定该病的防治规划和

方案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现代农业肉牛牦牛技术体系（nycytx- 38）及

"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甘肃甘南草原牧区 '生产生态生活 '保障技术集

成㈦示范 "课题（2012BAD13B05）的κ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由于时间仓

促和语言障碍，整理Λ写过程中难免有所纰漏，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4年 3月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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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包虫病防治基础知识

第一节 细粒棘球蚴病基础知识

一 细粒棘球蚴病的病原

棘球蚴病，又称包虫病，是由带科棘球属的细粒棘球绦虫的中绦期幼虫 - 细粒棘球蚴寄

生在哺乳动物脏器内所引起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我国棘球蚴病为典型的家养动物循环性，

及病原体循环于家畜（中间宿主）和家（牧）犬（终末宿主）之间；黄牛、水牛、牦牛、犏牛、骆驼、

绵羊、山羊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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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卵囊 图 1-2 细粒棘球蚴成虫

二 细粒棘球蚴病的传播途径

细粒棘球绦虫寄生于犬、狼、狐狸等动物小肠内，虫卵或孕卵节片随ε终末宿主（犬科动
物）的粪便排出体外，中间宿主（牛、羊）随ε污染的草、料和饮水吞食虫卵后受到感染，虫卵
内的遛狗又在消化道孵出，钻入肠壁，随血液或淋巴散布到体内各处，经过 6- 12月生长可成
为具有感染性的棘球蚴，终末宿主（犬科动物）因吞食了含有 脏器而感染，经过 40- 60天发
育成细粒棘球绦虫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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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三 细粒棘球蚴病的危害

棘球蚴病寄生于牛、羊等动物及人的肝、肺、脾及其他脏器内，由于孕节中虫卵较多，可
在动物脏器内发育成几个到几十个蚴体，蚴体生长力强，体积大，不仅压迫周围组织使脏器
萎缩产生功能障碍，对畜体生长发育造成严重的危害，甚至死亡。此外，感染棘球蚴家畜可使
肉、毛、油、乳等畜产品减产，内脏废弃，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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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肺包虫 图 1-5 肝包虫 图 1-6 心包虫 图 1-7 [包虫

四 细粒棘球蚴病在我国的流行情况

在我国，细粒棘球蚴病主要分布于西部和北部广大农牧地区，主要包括新疆、青海、宁
夏、甘肃、西藏、内蒙古和四川等省（υ治区），其次是陕西、山西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另外在黑
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山东、安徽、湖北、贵州和云南等省由散发病例。多房棘球绦虫主要分
布于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目前有 3个主要流行区：①新疆的西北和西部地区（主要流行于
伊犁哈萨克υ治州）②宁夏南部（主要流行于西吉县、海原县和固原县）和甘肃南部③青藏高
原东部地区，包括四川西北部（主要流行于阿坝藏族羌族υ治州和甘ξ藏族υ治州）和青海
南部（主要流行于Ⅰ树、果洛及黄南藏族υ治州）。 在我国四川西北部的石渠县，人多房棘球
蚴病的患病率为 4.9%，在甘肃漳县某一村Ο人多房棘球蚴病的患病率甚至高达 16%；细粒
棘球蚴病和多房棘球蚴病在我国高度流行，已严重影响到我国中西部地区人畜的健康和经
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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