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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脑包虫病属于一种传染性寄生虫疾病，多头绦虫的卵子
及幼虫是此病的主要感染源。当寄生虫进入羊大脑后，会对羊造
成较大的危害和影响，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造成病羊发生死
亡。并且脑包虫病还有可能通过人食用羊头及羊脑、人和其他动
物与羊接触后继续传染，为了有效控制此病的发生，需要加强重
视对此病的防控和治疗工作。

一、临床病因
该病主要是因羊多头囊尾蚴在羊脑及脊髓中寄生引起的，

一般多发生在不足 2 岁的幼羊，无明显季节性，全年均可发生感
染。多头囊尾蚴主要是由肉食性动物产生，在此类动物的肠道内
发育为多节绦虫产卵后通过动物粪便排出体外，继而对牧草、水
源产生污染。当羊进食了污染的牧草或水后，其中的卵子就会进
入羊体，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进入羊脑和脊髓。一般经过 2 ～ 3 个
月时间，卵子即可发育为多头囊尾蚴，引发羊脑包虫病。

二、临床表现
从目前收集掌握的具体情况来看，羊感染脑包虫病后一般临

床症状表现为；不喜进食、精神萎靡、四肢无力、共济失调等。
从病羊死亡率来看，一般羊脑包虫病主要分为两类；急性和慢性
脑包虫病。急性羊脑包虫病也叫间断性癫痫，羊感染发病后可
在 1d中出现多次 5 ～ 10min且的癫痫症状，同时病羊体重会出现
异常下降，此时对病羊如不进行科学治疗，大多病羊 30d左右会
发生死亡。慢性羊脑包虫病与急性相比有所不同，病羊的发作的
间隔时间较长，通常 2 次发病时间的间隔为 1d左右，病羊体重
出现缓慢下降，一般 90d左右会导致病羊死亡。另外，从病羊的
运动状态能够判断出包虫在病羊脑部感染的不同部位，当病羊出
现持续的左转圈运动行为，可判断出病羊脑部的左半球出现包虫
寄生。当病羊持续右转圈现象是时，表示其脑部右半球发生包虫
寄生，当病羊出现双目失明现象时，则为病羊脑部的颞叶位置出
现虫体寄生，若病羊表现出持续低头前进，可判断为病羊脑部的
额叶处有虫体寄生。在养殖过程中，养殖户可结合病羊的不同表
现，合理判定患羊脑包虫病的具体感染部位。

三、预防措施
羊脑包虫病是一种传染性寄生虫病，主要是感染绦虫幼虫引

发的，犬类动物是传统感染途径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在养殖过
程中，养殖户应搞好对犬类数量的控制，降低传播感染的概率。
如牧区放牧时使用牧羊犬，应对牧羊犬合理管控，在对牧羊犬搞
好驱虫消毒的前提下，还应控制牧羊犬在野外的随意捕猎行为，
或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如狼、狐等，避免其接触野生动物后感染或
携带绦虫及虫卵，继而传染给羊。养殖户在日常还应及时清除牧
羊犬、羊群及其他动物在养殖场内产生的粪便，定期对圈舍进行
消毒和卫生清洁，给羊群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尽量降低寄生虫
在养殖场内存活传播的概率，定期对羊群进行驱虫并将驱虫后产
生的粪便通过焚烧处理，将虫卵彻底杀灭。另外，相关部门还应
对养殖户进行预防意识的强化教育，对其积极宣传教育羊脑包虫
病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技术，定期对养殖户指导搞好驱虫工作，并
提高养殖户的养殖管理水平，有效降低包虫病的发病概率，避免
养殖户出现重大经济损失。

四、治疗方法
（一）药物治疗
针对早期发现感染羊脑包虫病但病症较轻的一些病羊，采

用药物对其进行积极治疗是最佳方案，一旦错过了对其治疗的最
佳时机，养殖户就应考虑到患羊病情加重造成药效下降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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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防治策略，尽量捕杀驱赶牧区的野生犬，合理控制家犬数量，早发现早治疗，充分发挥药物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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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加大用药量不仅提高了治疗成本，同时药物成分还会对病羊
身体造成一定伤害和影响。一般情况下，治疗羊脑包虫病常用的
药物有；吡喹酮药物和黄色素注射液。使用吡喹酮进行治疗时应
注重病羊的体重，一般情况下对病羊按照每公斤体重注射 50mg，
连续使用 5d一般即可治愈，也可采取加大用药量降低治疗时间的
方式，按每公斤体重注射 70mg的治疗方式，对病羊进行 3d治疗
即可治愈。采用 5%黄色素注射液治疗时，大多采用静脉注射的
方式，对病羊每次注射 20 ～ 30mL，每天 1 次，连续注射 2d一般
即可痊愈。

（二）手术治疗
在治疗羊脑包虫病中手术治疗扮演者同样的重要较色。目

前，常用的手术疗法主要有 2 种；圆锯式手术和穿刺式手术。采
用圆锯式手术治疗时，操作人员应充分了解具体的羊脑结构，手
术前先将手术部位剃毛处理，使用 75%酒精或碘酒对手术部位
进行消毒。然后在病羊脑部纵轴和大小脑之间标出 2 条静脉窦的
具体位置，避免手术时对羊脑静脉窦造成误伤，对病羊脑部的病
灶位置做出准确判断。一般应控制手术位置在角基至角中心内
缘 1cm左右的大致范围内。当操作人员手术中取出包囊，清除虫
体完毕后，使用止血纱布对手术部位进行止血清理，并使用 3 至
5mL生理盐水对羊脑的手术位置进行喷涂处理完毕后，将从病羊
头部取下的硬脑膜及骨膜盖逐一盖好，随后再将皮肤缝合处理，
缝合完毕后使用碘酒进行必要的消毒处理，最后使用医用绷带进
行包扎。采用穿刺式手术对病羊治疗时，操作人员首先应对病羊
脑部虫体包囊的具体位置做出准确判断。使用碘酒或 75%医用
酒精对病羊的具体手术位置进行消毒处理后，在病羊的颅骨部位
实施 2 ～ 3cm深度的手术穿刺处理，针刺深度控制在流出囊液即
可，当囊液流出后应将羊头倒置，促使囊液尽快从针孔流出。手
术完毕后应及时进行消毒处理、术后包扎等处理工作，避免病羊
术后发生伤口感染等。

五、结束语
总之，有效预防和治疗羊脑包虫病，相关人员需要按照“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防治理念，加强日常管理水平，在牧区尽
量捕杀或驱赶野生犬类。合理控制家犬数量。一旦发现羊只感染
包虫病例，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充分利用药物积极进行治
疗，当疫情严重时，应及时采用手术治疗的方式。同时，养殖户
还应加强养殖场内的定期消杀工作，做好圈舍的粪便清理和环境
卫生工作，切断传染途径，避免疫情出现扩散，确保羊养殖产业
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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