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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冰冻切片对临床症状疑似犬瘟热的病犬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和荧光抗体染色 ,确诊犬瘟热。应用犬瘟热高免血清结合抗生
素进行治疗 , 病情逐渐得到了控制。概述了犬瘟热的临床症状、剖检变化、组织病理学变化、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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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瘟热是由犬瘟热病毒( CDV) 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热

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其病毒属副粘病毒科麻疹病毒属[ 1] ,

对乙醚敏感[ 2] 。该病毒能抑制机体的免疫反应, 并损伤中枢

神经系统[ 3] , 严重危害养犬业。

1  临床症状

病初出现厌食, 嗜睡, 体温升高; 可视粘膜潮红 ; 鼻、眼有

水样分泌物; 呼吸加速, 呼吸音粗厉、有湿口罗音; 轻微呕吐, 腹

泻, 粪便腥臭; 尿液混浊, 量少; 被毛粗乱, 无光泽; 四肢麻痹

不能站立 ; 足底轻度角质化。3 ～4 d 后可视粘膜苍白; 鼻、眼

有脓性分泌物; 呼吸加快, 气喘; 食欲废绝 , 呕吐腹泻次数减

少; 尿液呈深黄色; 头部肌肉发生痉挛; 足底过度角质化, 病

犬严重脱水而死亡。

2  剖检变化

肝脏呈土黄色, 有大量瘀血斑块; 胆汁浓稠呈酱油色; 脾

一端肿大, 边缘出血有黑色坏死灶; 肠内充满气体, 肠壁薄而

透明, 小肠段粘膜上皮细胞脱落 , 有黑色坏死点; 肾被膜不易

剥落, 肾盂内有乳白色粘液, 肾髓质出血; 膀胱粘膜轻度出

血; 肺脏出血, 瘀血, 有大量肝变区, 使肺呈现斑驳状, 气管内

有脓性分泌物; 心脏轻度肥大; 脑部出现脑膜瘀血水肿、脑实

质充血、脑积液增多等非化脓性脑炎变化 ; 全身淋巴结肿大。

3  组织学病理学变化

3 .1 肺脏  肺泡变形破裂, 轮廓不清, 肺泡腔内可见浆液性

渗出物和红细胞, 肺泡壁细胞变性坏死 , 肺泡隔增厚 ; 毛细血

管瘀血 , 淋巴细胞浸润( 图1) 。

 注 :P 肺泡 ;A 肺泡隔 ;S 浆液性渗出物。

图1 肺脏( H.E 染色,×150)

3 .2 肾脏  肾小球增生变形; 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坏死, 管

内充满炎性分泌物和炎性细胞; 肾小球毛细血管出血( 图2) 。 �

作者简介  李军民( 1976 - ) , 男 , 河南通许人 , 讲师 , 从事动物疫病的诊

断与防治研究。

收稿日期  2006- 03-31

3 .3 脾脏  脾小体萎缩变小, 多数淋巴细胞和网状细胞变

性坏死 ; 动脉周围组织淋巴鞘内充满红细胞( 图3) 。

3 .4 肝脏  中央静脉瘀血, 其周围肝细胞变性坏死, 肝窦增

宽, 充血; 肝小叶内可见出血和坏死灶 , 炎性细胞浸润( 图4) 。

3 .5 淋巴结 淋巴窦增宽, 网状上皮细胞增多 , 有些发生变

性坏死 ; 淋巴小结失去原来的结构, 其间充有红细胞。

 注 :G 肾小球 ;R 肾小管 ;E 肾小球毛细血管出血。

图2 肾脏( H.E 染色,×150)

 注 :A 中央动脉 ;P 动脉周围组织淋巴鞘 ;E 红细胞。

图3 脾脏( H.E 染色,×600)

 注 :S 肝窦 ;I 炎性细胞 ;H 变性的肝细胞 ;N 坏死灶。

图4 肝脏( H.E 染色,×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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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脑 脑内血管周围有细胞聚集构成“管套”, 内皮细胞

肿胀变性; 小胶质细胞弥散性增生; 神经元变性 、坏死, 其内

可见到包涵体( 图5) 。

 注 :N 神经元 ; M 小胶质细胞 ;I 包涵体。

图5 脑( H.E 染色, ×600)

4  诊断

根据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和剖检变化初步诊断为犬瘟热。

然后通过组织病理学检查和荧光抗体染色确诊为犬瘟热。

5  治疗

5 .1 血清疗法  用犬瘟热高免血清皮下注射, 每日1 次,

每次2 ml/ kg , 连用5 d , 同时给予干扰素, 按0 .1 ml/ kg 皮下

注射。

5 .2  对症治疗  退热用氨基比林1 mg/ 次肌注, 止呕吐用

爱茂尔5 mg/ 次肌注, 止泻用盐酸山莨菪碱( 654-2) 注射液0 .1～

0 .3 mg/ 次肌注, 镇静解痉用氯丙�0 .5 ～1 mg/ kg 肌注, 同时给

予磺胺��钠注射液消除脑部炎症, 缓解神经症状。

5 .3  控制继发感染 5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150 ml 加氨

苄青霉素80 IU、地塞米松注射液2 ml , 同时加 ATP 4 ml 、Vc

10 ml 滴注 ; 治疗肠道感染用硫酸卡那霉素1 .2 ml 肌注。

6  小结与讨论

6 .1  诊断技术  目前犬瘟热主要表现为非典型性, 给该病

的诊断带来了困难。据有关资料报道, 取病犬的眼内分泌

物涂片后 ,Giemsa 染色, 可看到细胞核呈兰紫色, 细胞浆呈

淡玫瑰色 , 细胞内有红色不同形态的包涵体, 即为阳性[ 4] 。

该病也可利用血清中和试验做出诊断[ 5] , 但最好是采用荧

光抗体技术和酶标技术及利用 PCR 技术检测病毒的存

在[ 6 - 8] 。

6 .2  治疗方法  对该病应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 同时要注意

中西医结合 , 即在用西药治疗的同时应用一些清热解毒药

物和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中药。

6 .3  定期免疫 由于犬瘟热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特别是1

岁以内的幼犬 , 发病后死亡率高达80 % ～90 % [ 9] , 故应加强

免疫接种。定期接种犬五联弱毒冻干苗, 首免在6 周龄, 二

免在8 周龄 , 三免在10 周龄 ,3 月龄以上注射2 次 , 间隔2 ～

3 周 , 每次肌注1 头份剂量, 免疫有效期1 年, 以后每年免疫

1 次[ 10] 。

6 .4  饲养管理 在平时饲养管理中应给予优质全价饲料,

定期对犬舍进行消毒 , 保持犬舍的清洁卫生。注意观察犬

的精神状态和饮食情况 , 发现异常, 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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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豫麦54、豫麦69 、豫麦70 等品种比较耐病, 大发生时对

产量影响较小 , 可适当选用。

4 .2  加强田间管理, 减轻气候的影响 

4 .2 .1  适期晚播 , 培育壮苗。合理搭配茬口, 在适播期内

尽量晚播。采用精量或半精量播种 , 控制密度, 推广宽窄行

的种植方式。

4 .2 .2 除草与施肥。一般播种后喷洒除草剂 , 春季结合中

耕除草, 配方施肥 , 多施土杂肥 , 适量施用氮素化肥 , 合理补

施磷钾肥 , 增强植株抗病力。

4 .2 .3  起好排水沟。豫南稻茬小麦一定要起好“四沟”, 使

沟沟相通 , 达到明水能排, 暗水能滤 , 雨停田间无积水。

4 .3  药剂防治

4 .3 .1 拌种。对于新麦田或轮作麦田, 采用药剂拌种就可

以控制危害。一般采用三唑类杀菌剂, 也可采用5 % 井冈霉

素水剂600 ～800 ml 对水10 kg 或15 %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150～200 g 拌种100 kg 。

4 .3 .2  春季喷药防治。对重茬老病田、重病田、低洼田或

水肥条件好的地块 , 在药剂拌种的基础上搞好田间调查 , 必

要时辅以早春喷药防治。河南省小麦纹枯病在返青至拔节

期防效较好, 豫南麦区一般在3 月15 日至4 月25 日喷雾防

治。药剂可用15 %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75 ～112 .5 g/ hm2 对

水900 ～1 050 kg/ hm2 或50 % 多菌灵悬浮剂1 500 g/ hm2 对水

900～1 050 kg/ hm2 喷洒茎部,7 d 后复喷1 次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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