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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通过对牛环形泰勒虫病患牛进行研究,意在探讨中西药联合疗法在该病症治疗中的

应用效果。方法：本研究纳入40例牛环形泰勒虫病患牛为对象,时间为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以随机数

字表法所得结果为依据对其进行分组,对照组20例进行单一西药治疗,观察组20例进行中西药联合治疗,

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比对照组高(P<0.05)。结论：对牛环形泰勒虫病患牛采

取中西药联合治疗,治疗效果明显,值得广泛推广。 

[关键词] 牛环形泰勒虫病；中药治疗；西药治疗；联合用药；治疗效果 

中图分类号：R45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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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Methods: In this study, 40 cases of cattle were included from February 

2023 to February 2024. They were group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2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ingl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20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bin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to compar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was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Taylor disease has obvious 

therapeutic effect and is worth widely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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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环形泰勒虫病是由泰勒科泰勒虫(Taylor tilus tilus)

感染发生在黄牛、牦牛等身上的一种常见疾病,属于血源性疾

病[1]。发病初期患牛体重有所减轻,发病时体温可高达41℃,出

现稽留热、双目无神等症状,放牧时喜欢单独行走等。有异食癖,

还有部分患牛会出现便秘、腹泻等,粪便中带有粘液或血丝。心

跳加快,呼吸急促,最明显症状是腹股沟淋巴结出现肿胀,一开

始发硬,疼痛后逐渐软化,通常难以推动,严重时还会出现死亡

时间。患牛在死亡之前,体温低于正常温度,卧地不起,衰竭而

死。且该病症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属于地方性流行疾病,具有较

强的季节性,发病时一般呈急性,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严重影

响养牛业发展,对其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所以需及时对患牛进行

诊断和治疗[2]。目前我国主要使用西药对其进行治疗,常见药物

有黄色素、青蒿琥酯等,单独使用中药治疗相对较少,相关研究

也较少[3]。也有学者使用布帕伐醌和其他辅助疗法对治疗患牛,

也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4]。当地牛场内养殖品种为黄牛,本研究

选取125头,所有牛均接种疾病疫苗,如结节性皮肤病疫苗等,从

建场到现在,未出现大规模群体发病情况。因地区和地势,一般

采用放牧的方法进行饲养,一年要驱虫2-3次。近期一些黄牛患

病,大小都有,以往均使用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效果并不明

显,共发病40例,发病率为32.00%。对其进行中西药联合治疗后

症状表现明显改善,可以减少西药所带来的不良反应,恢复较

快。鉴于此,本研究以40例牛环形泰勒虫病患牛为对象,进一步

中西药结合疗法的应用价值,详情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对某乡镇居民养殖的125头牛进行

检测,通过当地兽医工作站收集患牛健康状况情况,并采集静脉

血及全血,采用血液涂片法和PCR技术对其进行检测,最终确诊

患牛40例,为此次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诊治。 

1.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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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综合诊断法 

通过对观察患牛精神状况,测量体温,体表有无璃眼蜱寄生,

淋巴结肿大情况,是否出现贫血,并详细询问患病牛的饮食状况,

有无疾病史等,从以上几方面对其进行综合诊断。 

1.2.2血涂片检查诊断 

用姬姆萨染料进行染色,将1-2滴抗凝血放于玻片一端,制

作血涂片,甲醇固定3min,待血膜干后浸于染色液中染色30-60 

min,捞起后用清水漂洗30s,使之自然干燥,将血涂片置于显微

镜下,用油镜观察,可以看见红血球内有圆形、点状或环状虫子。

根据上述诊断和观察结果,选择40例牛环状泰勒虫病患牛进行

治疗。 

1.2.3治疗方案 

对照组进行单一西药治疗,内容如下：贝尼尔,用法为：根

据患牛体重每千克5毫升的剂量调制溶液,使用前配制成5%-7%

的液体,采取肌肉注射,1日1次,连用3天；采用500-1000 ml葡萄

糖静脉给药,维生素C30mL,维生素B1215mL,柴胡340mL。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中药进行治疗,内容如下：地

骨皮、白芍、丹皮、龙胆草、大黄和知母各40g,生地、黄柏和

大青叶各50g,青蒿100g,木通30。将以上药物磨成细粉掺入饲料,

连续治疗3天,每天1剂。 

1.2.4预防方法 

(1)掌握牛环形泰勒虫的传播规律,要想控制该疾病传播,

就必须采取阻断其生活史的方法。(2)对饲料进行有效的管理,

比较炎热的夏天不能在低湿环境下放牧。(3)对牛身上的蜱要及

时摘除并杀死,在此期间,要定期清除患牛居住及活动场所中的

蜱虫。养殖人员要认真分析本地牛泰勒虫病发生规律、趋势和

特点,并制定有针对性的除蜱方案,严格按方案执行。除蜱时要

选择合适的药物,可通过注射阿维菌素等,口服片剂药物等方式

进行防治。此外,还要对圈舍内缝隙、洞穴等进行消毒,彻底消

灭蜱虫。(4)对患牛体表使用2%浓度的螨净液进行擦拭。(5)用

消毒水稀释贝尼尔粉剂,在臀部深层肌肉进行皮下注射,1个月1

次。可以有效预防感染。(6)在每个月发病前,尽快完成牛环形

泰勒虫病免疫疫苗接种。(7)加强防疫宣传工作。可以通过短视

频等方式对养殖人员详细讲解该疾病流行病学特征、症状表现

等,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也可以进行线下宣传,到养殖场向养

殖户介绍该疾病的危害和预防方法,增强其对疾病的预防意识,

使其积极配合防疫工作,降低发病率。(8)加强检疫工作。养殖

户应采取自养模式,防止引进带有疾病的牛。如果必须引进,一

定要做好检疫工作,对引进牛健康情况进行详细了解,掌握目前

的疫情状况,并对其进行相应检查,合格后进行引进。将引进牛

进行隔离饲养,每天观察其健康情况,做好体外除蜱工作,并及

时接种疫苗。通过除蜱等措施,确保引进牛身体无任何异常,再

与其他牛一起饲养。(9)科学放牧。在蜱虫大量繁殖期,要尽量

少放牧,尤其是该疾病的高发地区,要避免在蜱虫活跃期间放牧,

防止牛被蜱虫咬伤。如果一定要放牧,要选择地势平坦、空气流

通的牧区,尽量不要在地势较低、植被较多等牧区放牧,防止感

染疾病。 

1.3观察指标 

显效：临床相关症状完全消失,精神状态和体温恢复正常,

淋巴结肿胀等情况消失；有效：临床相关症状基本消失,精神状

态和体温逐渐恢复正常,淋巴结肿胀不明显；无效：临床相关症

状未改善,甚至加重,淋巴结肿胀明显[5]。 

1.4统计方法 

用SPSS23.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用(n%)表示,x2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5.00%比对照组高(P<0.05),见

表1。 

表1 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对比(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20)

对照组(n=20)

x

P

12(60.00%) 7(35.00%) 1(5.00%) 19(95.00%)

5(25.00%) 9(45.00%) 6(30.00%) 14(70.00%)

4.329

0.037

2

 

3 讨论 

牛环形泰勒虫病是一种以贫血、淋巴结肿大、高热稽留和

患牛衰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血液原虫病,通常是由环形泰勒虫

引起[6]。近年来,该疾病发病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我国牛养殖

业发展。由于气候干旱、高温,导致蜱虫在低洼环境下存活并不

断繁殖,在放牧时转移到患牛身上,导致其引发疾病,还会吞噬

牛体内的红细胞[7]。牛环状泰勒虫体可以起到抗霉素的效果,

对患牛中枢神经等系统造成损害,扰乱其体内各系统之间的平

衡,使其出现功能异常等情况,并引发一系列相关症状。因蜱虫

在牛体内生长繁殖,并通过网状组织侵入血细胞,从而加重疾病

恶化,使患牛一直处于患病状态,出现相关症状表现,主要是因

为寄生虫在网状内皮系统中大量繁殖,并释放出毒素,造成表体

淋巴结肿大,导致造血功能障碍,红细胞数目下降,从而引发牛

环形泰勒虫病[8]。与该疾病相似的牛类疾病还有巴贝斯虫病、

伊氏锥虫等,而该疾病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黄疸,也不会出现血

红蛋白尿,这对于疾病的诊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仍需要通过

抽血化验或实验室病原学检测来明确诊断[9]。牛环形泰勒虫病

属于流行性疾病,该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蜱虫的出现有密切关

系。在环纹泰勒虫的生活史上,以牛为媒介,通过体内无性生殖

的方式；蜱虫为最终宿主,在体内进行有性生殖,目前已发现4

种蜱虫在我国广泛存在,都是在幼期被体质较弱的牛吸入体内,

长大后将病原传染给易感疾病牛[10-11]。在患牛治疗中使用西药

对疾病进行治疗具有给药方便、治疗周期较短、见效较快等优

点,对于治疗急性期牛环形泰勒虫病效果显著,但是单一使用容



农业科学 
第 7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0 

 Agricultural Science 

易出现一些副作用,联合中药治疗可以起到消炎、杀原虫等效果,

还能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所以,对一些急性病例未能及时进行

治疗的患牛,建议先对其病情急缓程度进行全面诊断,并根据其

病情具体情况采用有效的方法进行治疗,中西医结合,不仅可以

有效控制病情,还能减少西医的耐药性和局限性,减少西药对患

牛带来的副作用[12]。本研究在综合确诊为牛环形泰勒虫病的前提

下,结果得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5.00%(19/20),对照组治

疗总有效率为70.00%(14/20),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说明对患牛进行中西药联合治疗可有效降低其体温,临床相关

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逐渐恢复正常,淋巴结肿胀等情况消失,

利于恢复。 

综上所述,对患牛进行中西药联合治疗,不仅能对其进行对

症治疗,还能有效消灭病原体,增强体抗力,缩减治疗时间,提高

治疗总有效率,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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