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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leria annulata cases in the Altay cows area and using PCR and blood 
smears. A total of 228 cow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Alety, Conduct epidemiological investi-
gations of Theileria annulata. The total positive blood smear rate was 13.16 (30/228). The total 
infection rate confirmed by PCR was 25% (57/228). The prevalence of 4 species of adult ticks us-
ing Morphopogical identification during different tick groups has been identified and determined. 
Through infection investigation, the survey results provided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on pirop-
lasmosis infections in Theileria annulata population in Ale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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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阿勒泰牛环形泰勒虫病感染情况，本文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试验(PCR)与血涂片镜检法相结合的

试验法，对阿勒泰牛只随机抽样(N = 228)，进行牛环形泰勒流行病学调查。经血液涂片检查极少部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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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中发现虫体，牛环形泰勒虫病阳性率为13.16% (30/228)；经PCR调查发现，牛环形泰勒虫病感染率

为25% (57/228)。蜱分组进行形态学鉴定，发现了四种蜱和确定成年蜱流行情况。通过本次牛感染情

况调查，对阿勒泰部分地区牛环形泰勒虫感染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为该地区养牛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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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牛环形泰勒虫病是由环形泰勒虫科(Theileriidae)泰勒属(Theileria)的原虫所引起的一种以体表淋巴结

肿胀、发热、贫血等症状为特征的梨形虫病。该病在全世界流行较广，中东、南欧、中亚等地区均有该

病的报道[1] [2]，在我国西北、东北、华北等地区也有相关的报道。据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

区的发病率可高达 40% [3]。虽然有关部门每年会定期对该病进行疫苗接种，但该病的感染率仍然未见下

降，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璃眼蜱(Hyalomma detritum)属于硬蜱科(Ixodidae)璃眼蜱属(Hyalomma)，多寄生于草原牧场、家畜圈

舍及牛体表，经证实，Hyalomma 是牛环形泰勒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4]，全世界已记载 27 个种和亚种，

我国已记载 9 个种和亚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有 7 个种和亚种，已被证实为仅次于革蜱的地方优势种

群。世界粮农组织(FAO)曾报道，全世界每年由蜱类引起的泰勒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70 亿美元。虽然

近年来我国在蜱及蜱传疾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域广阔，自然环境

和气候复杂多样，蜱及蜱传病原体的种类繁多，自然疫源地分布广[5]，宿主动物携带病原和媒介蜱携带

病原的问题尚未进行综合分析，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在进行媒介蜱形态学鉴定的同时对其携带

的牛环形泰勒虫 DNA 进行了检测，对了解优势分布媒介蜱和开展地方性蜱类与蜱传疾病的综合防控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 

2. 材料与方法 

1) 调查时间和对象调查时间为 2017 年 7~8 月，阿勒泰(N = 228)进行了调查，并采集样品进行牛环

形泰勒感染情况检测。 
2) 样品来源对所有被检牛只(N = 228)进行颈静脉采血，现场进行血液涂片、经甲醇固定后带回实验

室进行涂片染色，镜检。血液−20˚C 保存备用。 
3) 检测仪器和试剂显微镜、平衡离心机、恒温水浴锅、凝胶成像分析系统、稳压稳流电泳仪及电泳

槽、PCR 仪等。全血 DNA 提取试剂盒，DNA 聚合酶、DNA Marker 等试剂均购自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4) 显微镜检查方法应用采集样品时制作的血液涂片，放置到新配制的 10%姬姆萨染色液里染色，取

出后，使用自来水冲洗，在油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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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集和形态鉴定从被感染蜱的牛只身上采集了 53 只蜱，根据盾板颜色、性别、饱血程度、是否

死亡等条件进行分类；饥饿蜱放入 100˚C 沸水中停留 5 s，使其肢体伸展，去除硬蜱假头基内残留的宿主

组织，用 PBS 缓冲液(pH = 7.2)清洗蜱体表，在光学显微镜下参照邓国藩《中国经济昆虫志》中的“中国

蜱类分属检索表”[4]，于心等《新疆蜱类志》中“新疆蜱类分属、分种检索表”[6]以及《中国重要医学

动物鉴定手册》[7]对璃眼蜱蜱种进行形态鉴定，并拍照记录观察结果。 
6) DNA 提取使用全血基因组 DNA 快速抽提试剂盒，按照说明提 DNA，−20˚C 保存备用。 
7) PCR 扩增 
a) 引物序列应用本实验室已建立的一对特异性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上游引物为 F5’-GTAACCTTTAAAAACGT-3’，下游引物为 R5’-GTTACGAACATGGGTTT-3’，扩增

特异性片段长为 721 bp。 
b) PCR检测牛环形泰勒PCR扩增反应体系(25 μL)：2 × EcoTaq PCR SuperMix 12.5 μL，10 μmol/L上、

下游引物各 1 μL，DNA 模板 2 μL，灭菌去离子水 8.5 μL。PCR 扩增程序：95˚C 预变性 5 min；94˚C 变

性 30 s，55˚C 退火 45 s，72˚C 延伸 1 min，35 个循环；72˚C 终延伸 10 min。 
8) PCR 扩增产物的检测取 5 μL 扩增产物，在 1%琼脂糖凝胶中电泳，在电泳凝胶成像系统仪中拍照。 
9) 阳性率计算方法血液源性牛环形泰勒虫阳性率 = 血涂片阳性牛头数(PCR 阳性牛头数)/被测牛总

数；蜱源性牛环形泰勒虫阳性率 = 某种蜱的阳性数/蜱总数 

3. 试验结果 

1) 显微镜检查结果血液涂片经油镜观察发现，228 份样品中，牛环形泰勒阳性率为 13.16% (30/228)。 
2) 蜱形态学鉴定在调查过程中检查了每一头牛，发现 42 (18.42%)头牛被蜱感染，采集了 53 只(雄虫

23，雌虫 30)。结果显示，小亚璃眼蜱感染率为 7.6% (6/78)，残缘璃眼蜱感染率为 10.2% (8/78)，嗜驼璃

眼蜱感染率为 6.4% (5/78)，亚洲璃眼蜱(Dermacentor marginatus)感染率为 7.6% (6/78)，详见表 1。 
3) 牛环形泰勒虫病 PCR 检测结果对 228 份血样提取 DNA，以其作为模板进行牛环形泰勒 PCR。环

形泰勒虫条带大小为 721 bp，电泳结果(见图 1)。 
a) 阿勒泰部分地区牛环形泰勒虫病感染情况采自于阿勒泰 228 份全血样品进行 PCR 试验，结果显示

牛环形泰勒阳性率为 25.00% (57/228)。本实验结果表明牛环形泰勒虫在阿勒泰感染较为严重，详见表 2。 
b) 不同年龄牛环形泰勒虫病感染本次调查中，将不同年龄的牛分为 1~4 年龄、5~9 年龄和 10 岁以上

三个组进行分析，从结果来看，5~9 年龄段感染率最高，1~4 年龄和 10 岁以上年龄段无太大差别，但是

随年龄的增长，感染率降低，不同年龄段感染率见表 3。 
 

Table 1. Result of ticks identification and infection 
表 1. 蜱虫鉴定结果和感染率 

种类 
Species 

蜱数(只) 
Ticks number 

感染数(头) 
Infections Numbers 

感染率(%) 
Infections rate 

小亚璃眼蜱 9 6 7.6% 

残缘璃眼蜱 17 8 10.2% 

嗜驼璃眼蜱 14 5 6.4% 

亚洲璃眼蜱 13 6 7.6% 

总共 53 2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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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ileria annulata infection situ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表 2. 牛环形泰勒虫病感染情况 

 样品数 
Numbers of samples 

阳性 
positive 

感染率(%) 
Infections rate 

富蕴 105 28 26.67 (28/105) 

福海 91 21 23.08 (21/91) 

哈巴河 32 8 25.00 (8/32) 

 
Table 3. Theileria annulata infection situation at different age periods 
表 3. 不同年龄段牛环形泰勒感染情况 

年龄 被检数 阳性率(%) 

1~4 40 17.50 (7/40) 

5~9 150 30.00 (45/150) 

>10 38 13.15 (5/38) 

 

 
Figure 1. PCR detection for Theileria annulata. M: DNA Marker (DL2000); 1 - 10: Samples 
图 1. 牛环形泰勒虫 PCR 检测结果。M：DL-2000 Marker；1~10：待检样品 

4. 讨论与小结 

牛环形泰勒虫病一种传播快、危害严重的蜱传播性血液原虫病，严重影响养牛业的发展。新疆是我

国主要的牛产业区，阿勒泰全疆前列。为阿勒泰养牛业的蓬勃发展，对牛只调查牛环形泰勒虫病流行情

况重中之重。 
镜检检查是最简单和方便的诊断方法，为减少诊断误差，本实验结合了镜检和 PCR 检测方法[8]。此

次实验调查结果发现，血液涂片的检测结果中牛环形泰勒虫阳性率为 13.16 (30/228)。通过 PCR 检测牛环

形泰勒虫感染率为 25 (57/228)%。经血液涂片得到的阳性样品，均在 PCR 检测中被发现且感染虫种一致。

上述两种检测方法的果显示出，牛环形泰勒虫的感染率较严重。按不同年龄分组分别进行比较，5~9 岁

牛只感染率较髙，同时发现各种年龄段的牛均可感染该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成年牛可能曾经

感染过牛环形泰勒虫病，因此对环形泰勒虫具有带虫免疫。 
牛环形泰勒虫病的发生和流行规律主要与各种蜱的地区性分布有关，由于梨形虫在蜱体内可继代传

递，病牛，带虫牛和带虫蜱均为传染源[8]。阿勒泰的自然地理位置独特，植被类型多样，高山，草场，

平原，沙漠均适合各种蜱的孳生。本次调查过程中采了一定数量的蜱，发现了可以传播牛环形泰勒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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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缘璃眼蜱，嗜驼璃眼蜱，亚洲璃眼蜱，小亚璃眼蜱，故梨形虫病致病率较高，进一步确定本地区

存在牛环形泰勒虫病的可能性。 
根据本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牛环形泰勒虫病在阿勒泰普遍存在，确定了牛环形泰勒虫病流行的自然

因素。上述的实验数据为当地建立适当的防治措施提供一定科学奠定。 

5. 结论 

蜱类对疾病的传播仅次于蚊类，可传播病毒、立克次体、细菌、螺旋体、原虫等；同时是家畜和野

生动物虫媒传染病最重要的媒介生物。应提高对蜱及蜱传疾病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对蜱类的监测和防治

对保护人畜健康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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