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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ection status and insect repellent effect of common parasites in the di-
gestive tract of the endangered Equus przewalskii. Method: Test before and after the insect repel-
lent horses from fresh fecal samples using worm eggs test and eggs counting method for testing. 
Result: The rate of insecticide after deworming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deworm-
ing. Conclusion: The insect repellent drug is effective and the test has achieved certai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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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解濒临灭绝的国宝普氏野马消化道常见寄生虫的感染情况及驱虫效果的研究。方法：驱虫前

后采集试验马匹排出的新鲜粪样，采用蠕虫虫卵检查法及虫卵计数法进行检测。结果：驱虫后的染虫率

较驱虫前明显降低。结论：驱虫药物有效，试验达到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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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又称蒙古野马，分类学上隶属于哺乳纲(Mammalia)奇蹄目(Perissodactyla)、
马科(Equidae)、马属(Equus)的一种较大型的食草性动物，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真正的野马[1]，曾广泛分布

于欧亚草原带，后因人类及家畜活动干扰，逐渐退缩到中蒙西部边界的荒漠地带，其野生种群于 20 世纪

60 年代灭绝，现存的个体均为圈养种群的后代[2]。普氏野马种群目前仍处于濒临灭绝状态，全世界只有

2109 匹，其中四分之一在中国和蒙古国[3]。野马体内的消化道寄生虫占寄生线虫种类的一半以上，感染

率、强度较大，是危害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可导致野马体内营养代谢平衡失调，机体抵抗力下降，如

野马患了体内寄生虫病[4]，则有可能导致野马的生产能力减弱，影响到野马的正常水平的发挥。普氏野

马原产于我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5]，《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将普氏野马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本文对野马的驱虫效果进行观察分析，以期为临床治疗与预防提供

一定的参考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粪样采集自吉木萨尔野马中心普氏野马(成年马匹 58 匹，幼驹 12 匹)，驱虫药物：伊维菌素，粪检用

试剂：饱和食盐水。 

2.2. 方法 

驱虫前 30、7 和 3 d 采集粪样进行检测。驱虫采用伊维菌素按 0.2 mg/kg 的剂量混饲给药(驱虫前要停

喂一顿饲草)，采用群体饲喂方法(将药与饲料拌匀后，于饲养场地每隔 5 m 投放一堆，24 h 后重复给药一

次)，分别在驱虫后的第 3、7 和 30 d 对粪便进行采集、分装后带回实验室待检。 
采用饱和食盐水漂浮法，其原理是利用比重大于虫卵的溶液与粪混匀，静置 20 min，使虫卵集中液

面；称取样品(粪样)，用饱和盐水漂浮，过滤，直形管漂浮虫卵，镜检查虫卵。用下列公式计算其感染率： 

100%= ×
被检出的份数

感染率
总调查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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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虫后马消化道常见寄生虫驱虫效果观察，首先将拟驱虫的吉木萨尔野马中心普氏野马的马匹分驱

虫组和对照组，按药物说明书对马匹进行驱虫，驱虫前后采集试验马匹排出的新鲜粪样用以上蠕虫虫卵

检查法及虫卵计数法进行检测，根据其驱虫前后所检测到的转阴数、EPG，计算虫卵减少率，观察、评

估驱虫药的效果。其计算公式如下：  

EPG EPG 100%
EPG

−
= ×
试验前 试验后

虫卵减少率
实验前平均

 

3. 结果 

根据对驱虫前后毛细线虫，马副蛔虫，马圆线虫，细劲三齿线虫，马尖尾线虫和球虫等 6 种寄生虫

的感染率进行对比，其中对细颈三齿线虫的减少率最高，达到 87.7%。马圆线虫减少率最低，为 8.2%；

但是随着驱虫后天数的不断增加，不同种类寄生虫感染率缓慢增加，详见表 1。 

4. 讨论 

本实验对新疆吉木萨尔野马基地的 70 匹普氏野马进行冬季驱虫并观察驱虫效果，采集的粪便经饱和

盐水漂浮法进行虫卵漂浮后观察。根据表 1 驱虫前后粪检结果对比，细颈三齿线虫的减少率最大，马圆

线虫的减少率最小，可能由于伊维菌素对驱除细颈三齿线虫具有有效的作用，对驱除马圆线虫效果不明

显。 
主要通过药物对野马消化道寄生虫病进行预防和治疗，但驱虫治疗的时间是关系到驱虫效果(保护期)

的关键，如在野马群寄生虫病污染区域进行野马寄生虫病的治疗，治疗后只能保证野马 3~7 d 内的时间

体内没有寄生虫感染或者是感染率降低。但是随着驱虫后天数的不断增加，不同种类寄生虫感染率缓慢

增加，可能由于驱虫后未彻底清除附有虫体的野马粪，马粪中依然存在一定量的虫体，而又会重新作为

传染源再次感染马匹，造成复发或染虫率上升[6]。 
因此，对于消化道寄生虫病要以预防为主，加强饲养管理，按时清理马粪，并及时无害化处理，防

止粪便污染环境，改善环境卫生，减少地面和土壤中的消化道寄生虫卵[7]。适当扩大野马活动场地，降

低群体密度，常更换投草地点等。选择恰当的驱虫时间，如在冬季进行驱虫，此时外界环境中的感染性

寄生虫很少，驱虫后野马不易再次感染寄生虫。另外当转场，调群或野放前对野马进行一次驱虫，降低

污染其他场地和传播的概率。 
 
Table 1. Infection of digestive tract parasites before and after winter deworming of Equus przewalskii 
表 1. 普氏野马冬季驱虫前后消化道寄生虫感染情况 

种类 
驱虫前(%) 驱虫后(%) 

平均减少率 
(%) 

第 30 天 第 7 天 第 3 天 第 3 天 第 7 天 第 30 天 

毛细线虫 41.4 59.2 68.7 3.5 14.8 19.9 77.5 

马副蛔虫 27.1 23.9 26.8 3 6.8 11.3 73.0 

马圆线虫 15.7 12.4 15.8 10.8 14.6 14.9 8.2 

细颈三齿线虫 3.6 14.8 45.1 1.5 2.6 3.7 87.7 

马尖尾线虫 2.1 3.9 4.2 1.6 2 3.4 32.4 

球虫 1.2 1.2 1.9 0 0 1.2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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