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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兽医寄生虫病防治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中
国
兽
医
协
会

CVMA



中
国
兽
医
协
会

CVMA



T/CVMA XXXXX—XXXX 

1 

鸡寄生虫学剖检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鸡寄生虫学剖检技术规范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鸡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断、疫病防治、药效评价及出入境检验检疫，该

标准也适用于鸡寄生虫的标本采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682-2008，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符号和缩略语 

无 

5 剖检前准备 

5.1 防护用具、试剂及仪器 

5.1.1 工作服（实验服或一次性防护服）、口罩、手套、脚套、护目镜等个人防护用具，必要时可使

用特殊个人防护设备。 

5.1.2 手术刀柄、手术刀片、手术镊、手术剪、骨剪、解剖针、搪瓷盆、标本瓶等剖检用具与容器。 

5.1.3 生理盐水、甘油酒精溶液、70%乙醇、巴氏液、10%福尔马林、消毒液等试剂。 

5.1.4 体视显微镜、透视显微镜、解剖台、工作台等。 

5.2 剖检动物选择 

5.2.1 当怀疑鸡群有寄生虫病时，可选择在发病群体中有代表性的动物进行剖检。 

5.2.2 剖检前应对选择动物作认真检查，观察其羽毛是否干燥，鼻孔和眼是否有分泌物，头部、身体

和腿的皮肤是否有病变，呼吸是否异常（划痕声、汩汩声），是否有腹泻和血便，以此寻找特异性症状

和病变，从而避免在剖检时错过重要器官或系统发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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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若出现死亡，则发病和死亡（死亡时间不宜超过 24小时）的动物都要剖检，并选定尽可能多的

病例。如果出问题的是少数，应选择近期出现问题的动物。 

5.3 剖检注意事项 

5.3.1 各种寄生虫都有的相应寄生部位，在进行完全解剖、检查及采集寄生虫时，应对照附录 A，先

了解各组织、器官和部位都可能有哪些寄生虫，并将饲养方式、发病季节、动物年龄等因素考虑在内。 

5.3.2 注意观察寄生虫所寄生部位的病变，对虫体进行计数，为寄生虫病的准确诊断提供依据。病理

组织或含虫组织标本可用 10%的福尔马林溶液固定保存。对有疑问的病理组织应做切片检查。 

5.3.3 为了避免产生混乱和错误，剖检时应在剖检登记表上（附录 B）详细填写动物种类、品种、年

龄、性别、编号、营养状况、临床症状等信息。在采集标本时，将标本采集时的有关情况按标本编号记

于登记表上，对虫体所引起的宿主的主要病理变化也应做详细的记载。然后统计寄生虫的种类、感染率

和感染强度，以便汇总。 

5.3.4 采集的寄生虫标本分别置于不同的容器内，并且由不同脏器、部位取得的虫体，应按种类分别

计数且分别保存，均采用双标签，即投入容器中的内标签和在容器外再贴上外标签，最后把容器密封。

内标签可用普通铅笔书写，标签上应记明畜别、编号、虫体类别、数目以及检查日期等。 

6 粪便学检查 

进行剖解前可先采集粪便进行虫卵检查、鉴定及计数（参照附录C），初步确定动物体内寄生虫的

寄生情况，但在剖检时不应忽视未发现特征性虫卵的虫体的寻找。 

6.1 蠕虫粪便学检查 

采集新鲜粪便，使用直接涂片法、漂浮法、沉淀法等，依据虫卵特征，判定吸虫、绦虫、线虫或棘

头虫寄生情况。 

6.2 原虫粪便学检查 

取新鲜粪便，直接做抹片检查有无鸡球虫卵囊等，或经漂浮法等方法处理提高检出率，并配合革兰

氏染色、抗酸染色、改良抗酸染色、金胺-酚染色等技术进行染色，以助于识别和分类。 

7 剖检操作流程 

7.1 体外寄生虫采集 

在没有剖开胸、腹腔前，先观察羽毛和皮肤上是否有外寄生虫，如虱、螨、蚤、蜱等。如发现虫体，

可镊取虫体防于保存液中。 

7.1.1 鸡体虱、鸡羽虱、鸡翅长羽虱、鸡角羽虱、异形角羽虱等：常寄生于泄殖孔、翅膀下方、头（鸡

冠和肉髯）和腿部，虱卵常结团粘在羽毛上。采集到的虫体置于标本瓶内饥饿数天，加入保存液保存，

虱卵连羽毛取下放于保存液内保存。 

7.1.2 鸡皮刺螨、林禽刺螨、囊禽刺螨、突变膝螨、鸡膝螨、鸡奇棒恙螨等：以血、羽毛、皮肤和皮

屑为食，需采螨镜检，根据形态特征确定螨种类。鸡皮刺螨一般寄居于窝巢内，可从鸡舍栖架上、墙缝

内、产蛋箱的接缝处采集；林禽刺螨、囊禽刺螨可从鸡肛门周围的羽毛上采集；突变膝螨可刮取足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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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刮至轻微出血）采集，鸡膝螨可拔羽毛采集；鸡奇棒恙螨幼虫常寄生于翅内侧、胸两侧和腿内侧的

皮肤上。 

7.1.3 鸡冠蚤等：常紧密附着在家禽头部皮肤，如发现虫体，可夹取保存。 

7.1.4 波斯锐缘蜱等：成虫、若虫在鸡的脚趾部无毛区叮咬吸血，幼虫在鸡翼下无毛部附着吸血。采

集到的虫体可置于标本瓶内饥饿数日后进行鉴定。 

7.2 血液寄生虫检查 

通过鸡翅静脉采血、颈静脉采血、跖静脉采血或心脏采血等方式采集血液，制作血涂片，吉姆萨染

色或芮氏染色镜检，观察血液中有无鸡疟原虫、卡式和沙氏住白细胞虫等。 

7.3 处死方法 

检查体表后按照动物福利和动物伦理要求与规范将动物处死，选择以下任一方法进行：在合适的密

闭容器内实施CO2气处死；头部进行寰枕关节脱臼；静脉注射巴比妥酸盐。 

7.4 检查头部 

检查头部，包括眼、耳、鸡冠、口和喙。在眼结膜内及瞬膜下，检查有无鸡嗜眼吸虫或孟氏尖旋尾

线虫。检查口腔，在口腔内白斑可能由毛细线虫或禽毛滴虫感染所引起，应注意收集相应虫体。 

7.5 胸、腹腔脏器打开 

打开体腔，剪开大腿与腹部相连的皮肤，用力将大腿向外翻压直至髋关节脱臼，使尸体背卧平放于

瓷盘上，剪开颈部皮肤、腹部皮肤，从剑状软骨后缘剪一小口,分别向两侧向前沿肋骨和肋软骨的交界

处剪开并小心向前剪断胸骨,然后沿开口处向后打开腹腔，使内脏完全暴露。打开胸腔和腹腔时需注意

勿剪破内部脏器如肠道、肝脏等，并分别剥离和摘出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淋巴组织、泌尿生殖系统、

心脏等。 

7.6 消化系统检查 

消化系统区分为食管、嗉囊、腺胃、肌胃、小肠、盲肠、直肠等部分，操作时可切开食管连接前胃

的部位并横断直肠后，从腹中取出整个胃肠道，分别放在单独的容器内(玻璃缸或搪瓷盆都可)。 

胃、肠等腔道器官在清水中剪开各脏器，将内容物洗于水中，其黏膜面则在容器内稍洗一下，仔细

观察是否有虫体埋于黏膜浅层。如果发现有虫，可用解剖针将虫挑出放在盛有生理盐水的平皿内。洗下

的内容物在容器中多次反复加水沉淀直至水澄清时为止，然后用平皿取少量沉渣和水，仔细找虫，一直

到全部沉渣找完为止。 

肝脏等实质器官可在水中剪碎或撕碎后，取液体反复沉淀检查。 

7.6.1 食管、嗉囊 

食道、嗉囊黏膜面应仔细检查。用小刀或载玻片刮取黏膜表层，压在两块载玻片之间检查，当发现

虫体时，揭开上面的载玻片，用挑虫针将虫体挑出。在食管或嗉囊内可能见有嗉囊简线虫、旋锐形线虫、

有轮毛细线虫及捻转毛细线虫。 

7.6.2 腺胃、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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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腺胃的粘膜上可见紫红色的斑，在透过光线观察腺胃组织时特别明显，这些斑点乃是寄生在腺胃

组织深部的四棱线虫的雌虫，其雄虫寄生于胃黏膜表面。因此，可将黏膜面在容器中用力抹洗并反复沉

淀或由粘膜刮取粘液，用扩大镜边观察边采集。在腺胃还可见华首属的旋锐形线虫。 

肌胃则先在角质膜上找虫，然后撕去角质膜找虫体，将找到的虫体放于70%酒精或巴氏液中。在肌

胃中常见小钩锐形线虫寄生。 

7.6.3 肠道 

从十二指肠开始，把小肠、盲肠及直肠分开，将各段肠管用剪刀剪开，仔细检查肠内容物和黏膜。

如发现有寄生虫应用解剖针或眼科镊镊取虫体放于70%酒精或巴氏液内，尤其注意细小的绦虫，不要将

头节拉断。对于寄生在黏膜上的小虫体，刮取粘液，将其夹在两玻片间于低倍镜下检查，如发现虫体，

用解剖针轻轻挑出，放于保存液内。对于火鸡组织滴虫，取病鸡新鲜盲肠内容物，以温生理盐水（40℃

左右）稀释，做悬滴标本检查，在显微镜下可发现活动的虫体。对于鸡球虫，除粪便学检查外，还可取

肠壁刮取物检查裂殖体（子）或卵囊。 

寄生于小肠的虫体有：节片戴文绦虫、片形皱褶绦虫、鸡膜壳绦虫、有轮赖利绦虫、棘沟赖利绦虫、

四角赖利绦虫、鸡蛔虫、膨尾毛细线虫、鸽毛细线虫、大多形棘头虫、鸡球虫、禽毛滴虫等； 

寄生于盲肠、直肠虫体有：纤细背孔吸虫、宫川棘口吸虫、卷棘口吸虫、鸡异刺线虫、前殖吸虫、

鸡球虫、火鸡组织滴虫等。 

7.6.4 肝脏、胆管、胆囊、胰腺 

肝脏尽可能沿大的胆管剪开，在水中边挤边洗，再把肝撕碎或剪碎，然后反复洗涤之后倒在平皿内

检査虫体。胆囊单独剪开找虫，幼禽的肝脏采用压片法检查，不要把肝脏一下子都压碎，而是预先切成

小块，逐块地进行检査。胰腺可不检查。当发现肝肿大，表面出现大量白色或绿色、圆形、中央凹陷边

缘稍隆起的坏死性病灶，提示火鸡组织滴虫感染。另外，胆管、胆囊内可见东方次睾吸虫寄生。 

7.7 呼吸系统检查 

由鼻腔、鼻窦、喉、气管、肺、气囊等组成，寄生于鸡的呼吸系统的寄生虫种类较少，主要有比翼

线虫、气囊胞螨等。一些原虫如贝氏隐孢子虫、刚地弓形虫、禽毛滴虫等也可寄生鸡的呼吸系统。另外，

鸡住白细胞虫、鸡疟原虫、肉孢子虫等全身性寄生原虫的裂殖生殖阶段亦可见于呼吸系统。 

7.7.1 检查鼻腔与鼻窦 

沿上喙剪开并检查鼻窦，然后将无菌剪刀的一侧插入眶下窦。在每个窦的侧壁做纵向切口并检查。

先用肉眼观察有无虫体，而后刮取粘液镜检。鼻窦内可见有孟氏尖旋尾线虫。 

7.7.2 喉头、气管、肺、气囊 

喉头、气管、肺和气囊可一起检查。剪开喉头、气管和支气管，肉眼观察后刮取粘液镜检，再将肺

剪碎，在水中边挤边洗，稍停片刻，将浮在水面的碎肺捞去，沉渣换水清洗，最后剥下沉淀倒在平皿内

找虫体。主要检查气管和喉头内有无斯克里亚宾比翼线虫或气管比翼线虫，气囊内可能找到气囊胞螨。 

7.8 淋巴系统检查 

鸡淋巴系统包含胸腺、脾脏、法氏囊、肠道淋巴组织等。胸腺位于颈部，脾脏位于前胃和肌胃的交

界处，法氏囊位于泄殖孔背侧，派尔氏结和盲肠扁桃体等肠道淋巴组织可在打开肠道时检查。将胸腺、

脾脏、肠道淋巴组织剪成碎块并用反复沉淀法检查。法氏囊检查方法同肠管，主要检查其有无前殖吸虫。

对于法氏囊中的贝氏隐孢子虫，可刮取黏膜，进行涂片、染色后镜检观察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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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泌尿生殖系统检查 

分离并检查肾脏、睾丸、卵巢、输卵管、泄殖腔。肾脏、睾丸及卵巢检查方法同肝脏，输卵管和泄

殖腔可一起找虫，方法同肠道检查。在输卵管内可查到多种前殖吸虫，泄殖腔中主要检查有无贝氏隐孢

子虫。 

7.10 心脏和心包腔 

分离并检查心脏和心包腔，在生理盐水中将其剪碎洗净，弃去大组织块，用沉淀法处理后，检查沉

淀物。对有病变的部位，要压片进行镜检。 

7.11 其他部位的检查及寄生虫的采集 

7.11.1 肌肉检查 

从胸部、腿部等处的肌肉切取小块，仔细眼观检查，然后作压片镜检，检查刚地弓形虫及肉孢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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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鸡主要寄生虫及寄生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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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寄生虫剖检记录表 

 

时   间    年  月  日 剖检地点  

剖检者  

动物种类  编   号  

动物性别  年   龄  动物来源  

剖 检 情 况 

动物描述（外

观、精神等） 
 

 部位 采集虫体/卵数 形态描述 
初步判断

种类 
实验室鉴定 确诊种类名称 形态描述 

体 

外 

寄 

生 

虫 

       

       

       

       

       

       

合计       

体 

内 

寄 

生 

虫 
       

       

       

       

       

       

合计       

粪

便

检

查

情

况 

每克直肠粪便 

虫卵数 
吸虫数 绦虫数 线虫数 棘头虫数 原虫数 

      

各种虫卵大小 

（长μm×宽μm） 
     

各种虫卵形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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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家禽常见寄生虫卵(卵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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