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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在我国新疆地区普氏野马蝇蛆病的防治中一新病原体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根据采集到的该种幼虫标

本鉴定!该病原为双翅目'胃蝇科'胃蝇属种类!其特征在目前国内文献中未见记载&该种第三龄幼虫具体特征$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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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化道内&胃蝇科已知在

古北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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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虫仅寄生于马科动物的消化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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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畜由于幼虫

寄生!胃的消化'吸收机能被破坏!加之幼虫分泌的

毒素作用!使宿主高度贫血'消瘦'中毒!使役能力降

低!严重感染时可使马匹衰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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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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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中国常见蝇类检索表-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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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马胃蝇!分别就其成虫和幼虫的分类进行

了详细的阐释!并对各个种的地区分布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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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万琦等在著作,中国蝇类-中!系统归纳了国内外

马胃蝇的分类及相关研究!着重介绍了马胃蝇的成

虫分类特征!补充了有关种类的分布地区!书中收录

的马胃蝇种类与范滋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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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胃蝇各种的中文

名称有些是取自拉丁文本身词意!有些直接译自英

文!还有些是地方俗称&目前我国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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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马胃

蝇在相关资料中的名称及分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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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野生及家畜中的马科动物资源丰富!但马

蝇蛆病也流行严重&王善志等通过对新疆马胃蝇种

类和分布的研究发现$在新疆导致马胃蝇蛆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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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杰等在,中国家畜家禽寄生

虫名录-中收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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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显曾等对普氏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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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发

现!新疆地区普氏野马感染的马胃蝇有肠胃蝇'红尾

胃蝇和烦扰胃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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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在为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

卡拉麦里有蹄类自然保护区的普氏野马冬季驱虫保

健中采集到若干种马胃蝇幼虫标本!其一为绿色!笔

者对其进行了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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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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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标本采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卡拉麦里有

蹄类自然保护区
"

月份对圈养和野放野马驱虫后的

粪便中&微距摄影之后!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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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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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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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胃蝇的种类鉴定难度较大!特别是幼虫鉴定

更是缺少系统资料&本研究借助于胃蝇属
&

龄幼虫

检索表*

'

+对采集的马胃蝇幼虫进行鉴定!并参考孔

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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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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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进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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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形态描述

!!

幼虫有一定韧性和弹性!体呈绿色!与其它种类

幼虫明显不同%体型纺锤状"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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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体包括假头'

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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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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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共
!"

节&

假头部向前突出!有口器!口孔的两侧有齿板一

对!最外侧有一对暗褐色'强大的口钩!口钩的特征

为膝突之前有明显凹陷!假头表面靠背侧的部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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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列不一的暗褐色小刺!靠腹侧部分没有小

刺&第
!

胸节呈锥形!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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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节方向扩展!第
"

胸

节无棘刺!从第
&

胸节开始各体节前缘有一单列'黄

色棘刺带!棘刺纵向!略呈扁形!刺突强大!顶端尖!

色暗深"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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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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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节背面棘刺不定!有些个体

缺失%自第
'

腹节起!背面中央的刺开始不全!直至

第
(

腹节背面刺全部缺失&腹面刺列可达第
(

腹节

而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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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相关分类资料和同期采集的肠胃蝇'烦扰

胃蝇幼虫!确定该幼虫为马胃蝇第三龄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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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鉴定

!!

马胃蝇幼虫的属下分类有多项参数!通过对幼

虫体色'体节前棘刺列组成'着生次序'第一胸节形

状'体长'体长宽比等指标对该幼虫外部形态进行多

维比较"见表
"

#!结果显示$该种马胃蝇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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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特征与该属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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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存在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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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本"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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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于
"$$,

年
"

月!曾通过

多个国内外渠道鉴定!但未果&鉴于国内现有资料

和网络搜索资源均无相关记录!故本文以报道的形

式对该种马胃蝇幼虫形态特征进行初步介绍!以便

于同行了解和开展相关的研究&至于是否是新种!

有待作进一步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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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情快递

洪都拉斯发生新城疫

!!

"$$(

年
(

月
,

日!洪都拉斯向
JB1

报告了新城疫疫情&疫情始于
"$$(

年
'

月
"'

日!是临床病例!于

"$$(

年
*

月
!

日确认!诊断方法为怀疑'临床诊断'尸体剖解和实验室诊断!病原为新城疫病毒&疫区位于

IJU.L

省
I8

S

27];3726

地区的
16O27V;@42+3723

!感染动物是鸟!共有易感鸟
!'*(

只'病鸟
&$$

只'死亡

&$$

只!扑杀
!$*(

只&此次感染来自动物的非法移运&洪都拉斯采取的措施$国内限制移动'筛选'紧急免

疫"

IJU.L

省免疫
"!$$$

只#'设施.设备消毒'检疫'扑杀和区域化&实验室诊断在爱荷华州安姆斯美国

农业部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

Lc+A

#进行!病毒分离'

]X/UI]

结果均为阳性"

"$$(

年
*

月
!

日#&洪都拉斯

上一次发生新城疫是
"$$$

年
!"

月&

吉尔吉斯发生口蹄疫

!!

"$$(

年
(

月
,

日!吉尔吉斯共和国向
JB1

报告了口蹄疫疫情&疫情始于
"$$(

年
*

月
!,

日!于
"$$(

年

*

月
"!

日确认!属临床病例&病原为
J

型口蹄疫病毒&诊断方法为临床诊断和实验室诊断&疫区位于楚河

州
U27=348P653

地区的
c8V7@6@78P52

村!感染动物是牛!涉及
,0

头易感动物!其中
&

头发病!未出现死亡&

感染来源尚不清楚&吉尔吉斯采取的措施有疫区紧急免疫和隔离检疫!未对动物进行治疗&俄罗斯
c42</

3)3R

的
JB1YbH

地区参考实验室的
]X/UI]

和
1AB+.

结果均为阳性"

"$$(

年
*

月
"!

日#&吉尔吉斯斯坦

上次发生口蹄疫是
"$$*

年&

法国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

!!

"$$(

年
(

月
,

日!法国向
JB1

报告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疫情始于
"$$(

年
*

月
"%

日!于
"$$(

年
(

月
'

日确认!依靠实验室检验"

]X/UI]

#作出诊断&病原为
G,L!

禽流感病毒&疫区位于
bJ+1AA1

省

.66@78798;RO

地区!发现
&

只野天鹅死亡&感染来源尚不清楚&法国采取的措施有控制野生动物和区域

化&

!摘译自
JB1

网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