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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昭苏县作为牧区，马产业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马消化道寄生虫和血液寄生虫严重影响马匹

健康。本研究旨在优化昭苏县马寄生虫的治疗措施，以提高马的健康水平，促进马产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昭苏县马

寄生虫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常见寄生虫种类、感染率及危害。研究了传统治疗措施，包括驱虫药物分类、作用机理、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以及临床驱虫实验结果。同时，探索了创新治疗策略，如综合防治理念中的饲养管理优化和定

期检测，以及新型驱虫技术应用，包括生物防治和免疫防治。得出传统驱虫药物虽有一定作用但存在抗药性等问题，

综合防治理念和新型驱虫技术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结论。未来研究可从新型驱虫药物研发、生物防治技术深化、免疫

防治技术突破、多学科合作与技术整合、政策支持与养殖户培训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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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昭苏县马产业发达，但寄生虫问题影响马健康。当

前研究多集中传统疗法，需探索更优方案。

昭苏县作为我国典型的牧区，马产业在其经济发

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马消化道寄生虫的存在对马

匹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

传统的驱虫治疗方法上，但随着寄生虫抗药性的增加以

及对马匹健康和生产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迫切需要探

索更加有效的治疗措施。

据相关调查显示，在昭苏县种马场选择的15匹马中，
有10匹被发现感染寄生虫，感染率达到了66.6%。被感染
的马中，寄生虫数量从10只到超过150只不等，且在胃和
肠道中线虫数量最多，达到了150条以上。这不仅影响了
马匹的生长发育，还降低了其生产性能和竞技表现[1]。

此外，不同生长阶段的纯血马在昭苏地区也面临着

寄生虫感染的风险。例如，2024 年 9 月对该地区 122 匹
不同性别、不同生长阶段的纯血马进行取样调查发现，

昭苏地区纯血马粪便中共鉴别出  8 种虫卵，包括马蛔
虫、毛圆线虫、盅口线虫、细颈三齿线虫、马蛲虫、球

虫卵、裸头绦虫、埃及复盘吸虫虫卵。其中哺乳马驹感

染率最高，青年母马、青年公马和繁殖母马感染率高于

种公马。

综上所述，昭苏县马的寄生虫问题亟待解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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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治疗措施，以确保马群的

健康及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优化昭苏县马寄生虫的治疗措施，以提

高马的健康水平，进而促进马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昭苏县作为牧区，马产业的繁荣对当地经济至关重

要。然而，马寄生虫问题严重影响了马的健康和生产性

能。通过对马寄生虫的深入研究和治疗措施的优化，可

以有效降低寄生虫感染率，减少寄生虫对马的危害。

具体而言，我们希望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研究目

的：首先，准确识别昭苏县马常见的寄生虫种类和感染

情况。已有研究表明，昭苏县马群中存在钩虫、回肠

虫、蛲虫、弓形虫等多种寄生虫，且不同生长阶段的纯

血马感染情况也有所不同。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寄生虫的分布和流行规律，为制

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其次，探索更加有效的驱虫药物和治疗方法。目

前，常用的抗蠕虫药物有苯丙咪唑类、左旋咪唑类、吡

喹酮等，抗球虫药物有磺胺二甲基嘧啶、磺胺六甲氧

嘧啶和氨丙啉等，抗血液原虫药物有三氮脒、咪唑苯脲

等。然而，随着寄生虫抗药性的增加，这些药物的疗效

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新的驱虫药

物和治疗方法，提高治疗效果。

此外，加强对马的饲养管理和预防措施也是研究的

重要内容。良好的饲养管理可以提高马的免疫力，减少

寄生虫感染的机会。例如，保持马厩的清洁卫生，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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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合理调整饲料结构，保证马的营养均衡；定期进

行驱虫预防等。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我们期望能够显著提高昭苏

县马的健康水平，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马的生产性

能和竞技表现，为昭苏县马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 昭苏县马寄生虫现状

2.1  常见寄生虫种类
2.1.1  消化道寄生虫
在昭苏县，马常见的消化道寄生虫有圆线虫、马副

蛔虫、侏儒副裸头绦虫、球虫等。其中，圆线虫在马的

消化道中分布较为广泛，尤其是在小肠部位。据研究显

示，圆线虫的感染会导致马的消化系统功能紊乱，出现

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症状。马副蛔虫主要寄生在马的

小肠内，可引起肠道阻塞、腹痛等问题。侏儒副裸头绦

虫则主要寄生在马的大肠内，会影响马的营养吸收，导

致马体重下降、生长发育迟缓。球虫也是昭苏县马常见

的消化道寄生虫之一，其感染率较高。球虫主要寄生在

马的肠道黏膜细胞内，会破坏肠道黏膜，引起腹泻、便

血等症状。

2.1.2  血液寄生虫
马泰勒虫是昭苏县马常见的血液寄生虫之一。马泰

勒虫主要寄生在马的红细胞内，会引起马的发热、贫

血、黄疸等症状。据调查，在昭苏县部分地区，马泰勒

虫的感染率较高。马泰勒虫的传播主要通过蜱虫叮咬，

因此，在预防马泰勒虫感染时，需要加强对蜱虫的防

治。此外，马驽巴贝斯虫也是昭苏县马常见的血液寄生

虫之一。马驽巴贝斯虫的感染会导致马的发热、贫血、

血尿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马死亡。马梨形虫病是由马

驽巴贝斯虫和马泰勒虫寄生于马属动物的红细胞内所引

起的一类血液原虫病，在昭苏县呈逐年上升趋势，对区

域性马产业的发展影响极大。

2.2  感染率及危害
2.2.1  感染率统计
已有研究表明，昭苏县不同年龄段的马寄生虫感染

率存在差异。在对昭苏县多个马群的调查中发现，1 岁以
下的马驹感染率相对较低，约为 50%左右；1 至 5 岁的
马感染率逐渐上升，达到 60%至 70%；5 岁以上的成年
马感染率较为稳定，约为 65%左右。例如，在一项针对
122 匹不同生长阶段纯血马的调查中，哺乳马驹感染率最
高，其中马蛲虫的感染率高达 96.42%，马球虫的感染率
高达 68.33%。繁殖母马马副蛔虫感染率高达 94.52%。总
体来看，昭苏县马的寄生虫感染率较高，尤其是在幼龄

马和繁殖母马中更为突出。

2.2.2  危害表现
寄生虫对马的健康有着严重的不良影响。首先，寄

生虫会影响马的生长发育。在消化道寄生虫的作用下，马

的消化系统功能受损，营养吸收不良，导致马体重增长缓

慢，甚至出现消瘦的情况。例如，侏儒副裸头绦虫寄生在

马的大肠内，影响马的营养吸收，使马生长发育迟缓。其

次，寄生虫会降低马的生产性能。对于用于竞技的马来

说，寄生虫感染可能导致其体力下降、耐力不足，影响竞

技表现。同时，血液寄生虫如马泰勒虫和马驽巴贝斯虫

会引起马的发热、贫血、黄疸等症状，使马的身体状况变

差，无法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此外，寄生虫感染还

可能引发其他并发症，如肠道炎症、肝脏损伤等，进一步

加重马的病情，增加治疗难度和成本。

3 传统治疗措施

3.1  驱虫药物分类
常用的驱虫药物主要有双羟萘酸噻嘧啶片、苯丙咪

唑类、左旋咪唑类和吡喹酮等。这些药物在昭苏县马寄

生虫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1.1  作用机理
苯丙咪唑类药物主要与虫体的微管蛋白结合，阻止

微管的组装，从而抑制寄生虫的细胞分裂和生长。例如

阿苯达唑、奥芬达唑等药物，能有效对抗马消化道内的

圆线虫、马副蛔虫等寄生虫。

左旋咪唑类药物能抑制虫体内的琥珀酸脱氢酶的活

性，阻碍延胡索酸还原为琥珀酸，阻断了 ATP 的产生，
使寄生虫因能量缺乏而死亡。

吡喹酮主要作用于寄生虫的肌肉系统，引起虫体痉

挛性麻痹，对马体内的绦虫等有较好的驱虫效果。

3.1.2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使用方法：不同的驱虫药物使用方法有所不同。一

般来说，苯丙咪唑类药物如阿苯达唑可口服给药，根据

马的体重确定剂量，通常每千克体重使用一定剂量的药

物。左旋咪唑类药物也可口服或注射给药，同样需要根

据马的体重进行剂量调整。吡喹酮一般口服给药，用于

驱除绦虫等寄生虫。

注意事项：在使用驱虫药物时，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首先，要准确掌握马的体重，确保使用正确的剂

量，避免剂量不足导致驱虫效果不佳，或剂量过大引起

药物中毒。其次，对于怀孕母马和幼驹，使用驱虫药物

要特别谨慎，应在兽医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

量。此外，在使用驱虫药物后，要密切观察马的反应，

如出现异常症状应及时就医。同时，要注意药物的保存

条件，避免药物失效。例如，一些药物需要在阴凉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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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保存，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潮湿环境。

3.2  临床驱虫实验
3.2.1  实验设计
实验对象：选取昭苏县内多个马群中选20匹马作为

实验对象，年龄涵盖不同阶段，包括幼驹、成年马等。

分组情况：将实验马随机分为对照组、试验组 1、试
验组 2 组。对照组不给予驱虫药物，试验组 1 驱虫用药
苯丙咪唑类药物，试验组 2 用驱虫药左旋咪唑类药物，
根据不同的驱虫药物进行分组。

检测指标：在驱虫前及驱虫后不同时间点采集马

的粪便样本进行寄生虫卵检测，评估每克粪便虫卵数

（EPG）、寄生虫感染率及种类分布情况；同时，观察马
的食欲、精神状态、体重变化等临床症状。

3.2.2  结果分析
传统驱虫药物的优点：

对部分常见寄生虫有较好的驱虫效果。例如，苯丙

咪唑类药物对马消化道内的圆线虫、马副蛔虫等寄生虫

的驱虫效果较为显著，能有效降低粪便中的虫卵数量。

试验结果显示，使用苯丙咪唑类药物的试验组，驱虫后

马粪便中的 EPG 明显降低，感染率也有所下降。
使用方便。大多数传统驱虫药物可口服给药，操作

相对简单，便于在大规模马群中使用。

价格相对较为低廉。与一些新型驱虫药物相比，传统

驱虫药物的成本较低，适合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地区使用。

传统驱虫药物的缺点：

抗药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寄生虫对传统

驱虫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在试验中发现，一些长期使用

同一种驱虫药物的马群，驱虫效果逐渐下降。例如，连

续多次使用苯丙咪唑类药物后，部分马体内的寄生虫对

该药物产生抗药性，影响驱虫效果。

对某些寄生虫的驱虫效果有限。传统驱虫药物可能

对一些新出现的或不常见的寄生虫效果不明显[2]。例如，

对于昭苏县马群中偶尔出现的某些血液寄生虫，传统驱

虫药物的作用有限，无法完全清除寄生虫。

可能存在副作用。部分传统驱虫药物在使用过程中

可能会引起马的不良反应，如食欲下降、腹泻等。试验

中，一些马在使用左旋咪唑类药物后出现了短暂的食欲

减退现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4 创新治疗策略探索

4.1  综合防治理念
综合防治马寄生虫病是保障昭苏县马产业健康发展

的关键。提出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综合防治思路，旨

在从多个方面入手，降低马寄生虫感染率，提高马的健

康水平。

4.1.1  饲养管理优化
良好的饲养管理是预防马寄生虫病的重要措施。首

先，要改善饲养环境，保持马厩的清洁卫生，定期清理

粪便和更换垫料，减少寄生虫的滋生和传播。据统计，

清洁卫生的马厩可使马寄生虫感染率降低 20%至 30%。
其次，要合理调整饲料结构，保证马的营养均衡，增强

马的抵抗力。例如，增加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的饲料，如豆粕、苜蓿等，可提高马的免疫力，减少寄

生虫感染的机会。此外，要保证马有充足的饮水，避免

饮用受污染的水源，防止寄生虫通过水源传播。

4.1.2  定期检测
强调定期进行寄生虫检测的重要性。定期检测可以

及时发现马的寄生虫感染情况，为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

施提供依据。一般来说，建议每 3 至 6 个月对马进行一
次寄生虫检测。检测方法包括粪便检查、血液检查等。

粪便检查可以检测出马消化道内的寄生虫卵，血液检查

可以检测出马血液中的原虫类。通过定期检测，可以掌

握马寄生虫的感染动态，及时调整防治措施。例如，在

检测中发现马感染了某种寄生虫，可以根据寄生虫的种

类和感染程度，选择合适的驱虫药物进行治疗。同时，

定期检测也可以评估防治措施的效果，为进一步改进防

治策略提供参考。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总结
本研究针对昭苏县马的寄生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和分析，并探索了一系列优化后的治疗措施。通过

对传统治疗措施的分析和创新治疗策略的探索，我们得

出以下结论：

首先，传统的驱虫药物如苯丙咪唑类、左旋咪唑类

和吡喹酮等在昭苏县马寄生虫的治疗中仍然发挥着重要

作用。这些药物对部分常见寄生虫有较好的驱虫效果，

使用方便且价格相对低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部

分寄生虫对传统驱虫药物产生了抗药性，且对某些寄生

虫的驱虫效果有限，可能存在副作用。其次，综合防治

理念是保障昭苏县马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饲养管

理优化，包括改善饲养环境、合理调整饲料结构和保证

充足饮水等措施，可以降低马寄生虫感染率。定期检测

能够及时发现马的寄生虫感染情况，为采取针对性的治

疗性驱虫措施提供依据。

最后，新型驱虫技术如生物防治和免疫防治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生物防治利用天敌或益生菌控制寄生虫

数量，可降低马的寄生虫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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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的治疗措施对昭苏县马寄生虫防治具有重要

作用。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马的寄生虫感染率，提高

马的健康水平和生产性能，促进昭苏县马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总之，昭苏县马寄生虫防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相信可以找到更加

科学、有效的治疗措施，为昭苏县马产业的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5.2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未来对于昭苏县马寄生虫的防治研究可以从多个方

面深入展开。

新型驱虫药物研发与推广应用

当前传统驱虫药物面临抗药性问题，新型驱虫药物

的研发迫在眉睫。可以加大对天然植物提取物的研究力

度，许多植物中含有具有驱虫活性的成分，如苦参、槟

榔等。据研究，某些苦参提取物对马体内的线虫具有一

定的驱杀作用，且副作用相对较小。通过对天然植物提

取物的筛选和优化，有望开发出高效、安全、环保的新

型驱虫药物。

同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如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

程，研发具有特定靶向性的驱虫药物。例如，针对某些

特定寄生虫的关键酶或受体设计抑制剂，提高药物的特

异性和有效性。这种新型驱虫药物可以减少对马体内有

益菌群的影响，降低副作用的发生。

总之，未来昭苏县马寄生虫防治研究需要不断创新

和突破，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为昭苏县马产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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