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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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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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动物消化道排泄物蠕虫虫卵诊断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反刍动物消化道排泄物蠕虫虫卵诊断技术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反刍动物动物消化道排泄物中蠕虫虫卵的诊断技术，包括牛、羊、鹿等反刍动物的排

泄物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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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25169-2022  畜禽粪便监测技术规范 

GB/T 36195-201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化道排泄物 

消化道排泄物  feces 

动物饲料由反刍动物消化通过大肠，从肛门以固体、半流体或流体形式排出体外的，未被反刍动物

吸收所产生的残渣。 

[来源：GB/T41908-2022，有修改]  

3.2 蠕虫 

蠕虫  helminths 

是一类多细胞无脊椎动物，主要包括扁形动物门、线形动物门和棘头动物门的一些类群。主要包括

吸虫、绦虫、线虫和棘头虫。它们通常具有柔软的身体，没有骨骼和真正的体腔，主要生活在动物

的肠道内，以宿主的营养物质为食。 

4  诊断步骤 

4.1 消化道排泄物的采集 

4.1.1 从反刍动物直肠采集新鲜排泄物或观察动物消化道排泄物排出后立即从饲养区域地面上收

集新鲜的排泄物。采集的排泄物应放置在干净的容器内，尽量保持完整，避免受到污染。 

4.1.2 一个群体中至少要逐个采集 10个动物的新鲜排泄物。 

4.1.3 每个动物应收集 10-20g排泄物（最少应有 5g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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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采集的排泄物应注明收集时间和日期、动物种类、动物名称或编号、动物主人、饲养方式

及其他有关的信息。 

4.1.5 采集时应注意排泄物的颜色、粘稠度和是否有蠕虫。应注意排泄物中是否有线虫或绦虫节

片。 

4.1.6 采集的排泄物应及时进行检查，若不能在 4小时内进行检查诊断应进行保存处理。 

4.2 消化道排泄物的运输和保存 

4.2.1 将采集的新鲜反刍动物消化道排泄物放入封闭容器中，4℃冰箱冷藏，在不超过 24 h 内进

行实验室检查诊断。 

4.2.2 需要邮寄的排泄物，应将其保持在低温密闭的厌氧容器内。在不超过 24 h-48h内送达实验

室进行检查诊断。 

4.2.3 若需保存较长时间，应将排泄物与 10%福尔马林按 1体积排泄物与 3体积福尔马林的比例

混合，置于容量为 20-30ml的螺旋盖小瓶中。用胶带密封，并标明相关信息。用内有吸收性材料包

裹并放置在一个聚苯乙烯泡沫容器或厚纸板箱中包装运输。 

4.3 消化道排泄物检查 

4.3.1 肉眼观察 

通过肉眼或放大镜对采集的消化道排泄物进行观察。 

4.3.1.1 观察排泄物粘稠度：依据所检查动物种类观察排泄物是否成形的、软的、水样的（表明腹

泻）或非常硬的（表明便秘）。 

4.3.1.2 观察排泄物颜色：观察排泄物颜色是否正常。如若排泄物中脂肪过多，排泄物呈浅灰色，

表明肠道吸收不良。 

4.3.1.3 观察排泄物是否带血：在新鲜排泄物中，若蠕虫病严重，或/和其他肠道疾病，血液呈现

深棕色到黑色和焦油样（黑色的排泄物），或呈现与新鲜血液相关的红色。 

4.3.1.4 观察排泄物是否带有黏液：若有与肠道寄生或其他代谢性有关的疾病，新鲜粪便表面会有

黏液。 

4.3.1.5 观察排泄物是否含蠕虫：绦虫的节片/段、线虫等蠕虫或幼虫可以肉眼观察到。若有应从

排泄物中取出，用放大镜或解剖显微镜进行检查。若是用药物驱虫后的排泄物，应注意观察的蠕虫

是否是驱出来的蠕虫的成虫或幼虫。若发现类似蠕虫的物质应将其保存在 70%的酒精或 10%的福尔马

林溶液中，以进一步进行形态学诊断检查。 

4.3.2 显微镜检查 

常用的显微镜物镜放大倍率为4×、10×和40×。一般开始使用10×的物镜进行检查。检查时应按

一定的顺序将盖玻片下所有的区域都进行观察。在观察时注意移动微调聚焦旋钮，以帮助能清楚观察蠕

虫卵或卵囊。当在低倍镜下观察到蠕虫卵或卵囊时，应使用更高倍物镜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常用的方法

有： 

4.3.2.1 直接涂片法 

取1:1甘油生理盐水溶液或普通水1-2滴滴于载玻片上，镊取绿豆大小的被检排泄物样品与之混匀，

将溶液涂成薄膜，透过薄膜能模糊看出书籍上的字，并将大的排泄物残渣拨至一侧，盖上盖玻片显微镜

检查。为提高检出率和准确性，每个样本应至少检查十片以上。 

4.3.2.2 漂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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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少量的新鲜排泄物样品（大约1-2g）加到10 ml的漂浮溶液中，在充分混合后，将悬浮液倒入试

管中（或用筛滤去除较大杂质后将滤液倒入试管中），并添加更多的漂浮溶液填充试管顶部至形成凸面。

然后将盖玻片盖在液体表面，让试管和盖玻片静置10–15min。然后将盖玻片垂直移开，放在载玻片上，

在显微镜下检查。或用离心机，通过离心加速漂浮溶液使虫卵漂浮（离心力在400-650g，离心3min）。 

线虫和绦虫的虫卵应在比重为1.10 g/ml-1.20g/ml的溶液中漂浮，如氯化钠（NaCl或食盐）、硫酸

镁（MgSO4）或比重为1.27g/ml的糖（食用沙糖或蔗糖）溶液；吸虫应在比重为1.30-1.35g/ml的溶液中

漂浮，或用如饱和氯化锌（ZnCl2）或硫酸锌（ZnSO4）溶液或用比重约为1.4g/ml的饱和硫代硫酸钠溶液

（Na₂S₂O₃）。储存的漂浮溶液用前应检查比重，并迅速检查含有卵或幼虫的溶液，以免发生变形。 

4.3.2.3 沉淀法 

取排泄物样品2g，加足量清水（100ml以上），搅拌均匀，将排泄物通过粗棉布或铜筛过滤，滤液

收集于三角烧瓶或烧杯中，静置沉淀20-40min，倾去上层液，保留沉渣，再加水混匀，再沉淀，如此反

复操作，直到上层液体澄清后，倒去上清，吸取沉渣，采用上述直接涂片法检查沉渣。或用离心机，通

过离心加速沉淀，离心后取沉渣进行检查。此法常用于吸虫虫卵检查。 

4.3.2.4 锦纶筛兜集卵法 

取排泄物样品5-10g，加水搅匀，先通过260μm（40目）或250μm（60目）的铜丝筛过滤；滤液再

通过58μm（260目）锦纶筛兜过滤，并在锦纶筛兜中继续加水冲洗，直到过滤液清澈透明为止；然后挑

取筛兜内排泄物残渣用直接涂片法检查。此法适用于宽度大于60μm的虫卵检查。 

4.3.2.5 排泄物样品中虫卵计数法 

取排泄物样品2g放入三角烧瓶内，加饱和盐水58ml和玻璃珠若干，充分震荡混匀，吸取混匀液注入

麦氏计数室，置显微镜下观察记数计数室（1cm
2
）内虫卵数。通常一次记数4个室，然后以平均值计。

由于每室混匀排泄物样品等于0.15ml，结果以平均值乘以200，即为每克粪便虫卵数（the number of eggs 

per gram of feces，EPG）。本法适用于能被饱和盐水漂起的各种虫卵。 

麦氏计数室：麦氏计数室由两片载玻片制成，其中下面一片为较宽的载玻片，上面一片窄的宽度为

1.8cm。两载片间的距离为0.15cm，中间有相隔开的两个宽度为1.8cm的空室，空室内较窄载玻片向下面

刻有1cm正方形的刻度线（内有刻度线划分），构成1个麦氏计数室。这是一种定量技术，常用于要计算

每克粪便虫卵数或幼虫数量来预估动物感染强度或抗蠕虫药物效果。 

4.3.3 排泄物样品的培养与幼虫分离 

该方法用于区分无法通过检查新鲜排泄物样品鉴别的虫卵。 

4.3.3.1 贝尔曼法 

贝尔曼装置是由一个环形支架和一个玻璃漏斗（内放一块金属筛）或带滤网的漏斗组成。漏斗的茎

由一根橡胶管连接到一个试管。然后将漏斗灌满水或生理盐水，温度约为30℃，在样本上方留1至3cm。

只要保留相同的特征，可以用类似的材料设计出这种仪器的创新替代设计。这种方法利用了温水刺激样

本中的线虫幼虫移动。一旦幼虫离开样本，它们就会在水中放松，沉入容器底部。 

在贝尔曼装置的过滤网上铺一块方形的粗棉布或纱布。取排泄物15-20g样本放在粗棉布上，把多余

的粗棉布叠在样本上面。慢慢加入温水或生理盐水直到浸没排泄物为止，并确保样本被温水或生理盐水

覆盖。漏斗下接一短橡皮管，管下再接一小试管。静置1-3h或室温过夜。此时大部分幼虫游走沉于试管

底部。拔取底部小试管，取其沉淀，在显微镜下检查。 

4.3.3.2 培养皿培养法 

在培养皿底部加草纸或滤纸一张，然后将欲培养的排泄物加水调成硬糊状，塑成半球形，放于培养

皿内的纸上，并使半球形粪球的顶部略高出培养皿边沿，加盖时，盖应与培养皿边沿相接触。将此培养

皿置25℃温箱中，注意保持培养皿内湿度（应使底部的垫纸保持潮湿状态）。经7d后，多数虫卵即可发

育成第三期幼虫，并集中于培养皿盖上的水滴中。将幼虫吸出置载玻片上，放显微镜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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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注意事项 

4.3.4.1 检查前，需小心仔细处理排泄物样品。动物消化道排泄物中可能存在一些对人类健康构成

威胁的蠕虫、细菌和病毒，因而在检查排泄物样品过程中，检查人员应避免使用化妆品或隐形眼镜，

始终穿戴洁净的实验服和乳胶或塑料手套及口罩。在检查完成后，用消毒液或肥皂彻底洗手，在实

验区域，不得食用食品或饮料或吸烟。 

4.3.4.2 检查过程中，即时记录原始数据或图片。 

4.3.4.3 检查结束后，立即进行卫生清理。将剩余的排泄物样品或使用过的玻璃器皿或设备及时清

理。并使用消毒溶液或杀灭蠕虫的清洗液彻底清洁检查区域表面。 

4.4 消化道排泄物检查后处理 

消化道排泄物检查利用完后应遵循GB/T36195进行无害化处理。 

5 结果判定 

依据下列虫卵或虫体特征，判定蠕虫虫卵为吸虫、绦虫、线虫或棘头虫虫卵。 

5.1 吸虫 

5.1.1 吸虫卵 

吸虫卵多呈卵圆形或椭圆形，大小不一，卵壳有数层卵膜组成较坚实；大多数吸虫卵其一端有一个

卵盖（日本血吸虫卵、嗜眼吸虫卵除外），卵内含有许多卵黄细胞及一个胚细胞，或含有一个已成形的

毛蚴；颜色多为黄色，黄褐色，有的呈灰白色。 

5.1.2 吸虫虫体 

吸虫虫体多背腹扁平，呈叶状、舌状；有的似圆形或圆柱状；只有血吸虫为线状。虫体随种类不同，

大小在0.3-75mm之间。体表常由具皮棘的外皮层所覆盖，体色一般为乳白色、淡红色或棕色。通常具有

两个肌肉质杯状吸盘，一为环绕口的口吸盘，另一为位于虫体腹部某处的腹吸盘。腹吸盘的位置前后不

定或缺失。生殖孔通常位于腹吸盘的前缘或后缘处。排泄孔位于虫体的末端。无肛门。 

5.2 绦虫 

5.2.1 绦虫卵 

因种类不同，形状差异很大，虫卵多数无色，少数为黄色或黄褐色，在高倍镜下可见到三对小钩状

物。圆叶目绦虫卵壳脆弱，无卵盖，卵壳在虫卵排出时已破裂脱落，常见的所谓“卵壳”实际上是胚膜，

在带科绦虫胚膜的两层间呈辐射纹，虫卵圆形或不正圆形，内含六钩蚴；在裸头科绦虫卵呈圆形，方圆

形或三角形，内有一个含六钩蚴的梨形器；假叶目绦虫卵椭圆形，卵壳颇厚，一端常有卵盖，胚膜被有

许多纤毛，内含一个钩球蚴。 

5.2.2 绦虫虫体 

绦虫虫体呈带状、扁平，大小自数mm至10 m以上。由数个至数千个节片，各节片间有明显的界限。 

5.3 线虫 

5.3.1 线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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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卵多呈椭圆形，大小不一，无色透明，有的呈灰白色，或褐色或黄褐色，多数虫卵两侧对称，

卵可多半由最外层的蛋白质膜，中间几丁质膜和内层的卵黄膜组成，有些线虫如圆形科和毛圆科的虫卵

无蛋白质膜，有的卵壳平滑，有的凹凸不平或呈蜂窝状，虫卵内含单个或多个卵细胞或已发育的幼虫。 

5.3.2 线虫虫体 

线虫虫体通常为细长的圆柱形或纺锤形，有的呈线状或毛发状。虫体分为头端、尾端、腹面、背面

和侧面。天然孔有口孔、排泄孔、肛门和生殖孔。雄虫的肛门和生殖孔合为泄殖孔。活体通常为乳白色

或淡黄色，吸血的虫体常呈淡红色。虫体大小随种类不同差别很大。寄生线虫均为雌雄异体，雄虫一般

较小，后端不同程度地弯曲，有一些与生殖有关的辅助构造，显著地与雌虫有别。雌虫稍粗大，尾部较

直。 

5.4 棘头虫 

5.4.1 棘头虫卵 

棘头虫卵多呈椭圆形或长椭圆形，卵壳很厚，外膜上常呈点窝状或蜂窝状的构造，卵内中央有一个

长椭圆形的胚胎，胚胎的一端有六个小钩，颜色多呈棕黄色。 

5.4.2 棘头虫虫体 

棘头虫虫体一般呈椭圆、纺锤或圆柱形等不同形态。大小为1～65 cm，多数在25 cm左右。虫体分

为细短的前体和较粗长的躯干两部分。前端为一个与身体成嵌套结构的可伸缩的吻突，其上排列有许多

角质的倒钩或棘。颈部较短，无钩或棘。躯干的前部比较宽，后部较细长。体表常有环纹，有的种有小

刺，有假分节现象。体表常由于吸收宿主的营养，特别是脂类物质而呈现红、橙、褐、黄或乳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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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测微技术 

 

各种蠕虫的虫卵、幼虫和卵囊，常有恒定的大小，测量其大小，能作为确定其虫种的一种依据。虫

卵和幼虫的测量应用测微器。 

测微器由目镜测微尺和镜台测微尺组成。目镜测微尺是一个放于目镜中隔环上的圆形玻璃片，其上

刻有50-100刻度的小尺。使用时，将目镜的上端旋开，将目镜测微尺置于镜头内隔上，再将镜头旋好，

通过此镜头即可在视野内见到有一清晰的刻度尺。此刻度尺不具有绝对的长度意义，必须通过镜台测微

尺换算。镜台测微尺是一载玻片，其中央封有一标准刻度尺，标准刻度尺是将1mm均分为100小格，亦即

每小格的绝对长度为0.01 mm（10μm）。使用时将镜台测微尺放在显微镜载物台上，调整固定好测量时

所用的物镜放大倍率，调节显微镜焦距能清楚地看到镜台测微尺上的刻度，移动镜台测微尺，使之与目

镜测微尺重合，并使两者的起始端对齐，然后寻找下一个整数的对齐刻度。计算在此确定的物镜倍数、

目镜倍数和镜筒长度的条件下，目镜测微尺中每格刻度所表示的实际长度。移去镜台测微尺，将待测量

样本放在显微镜载物台上，用目镜测微尺去测量样本中虫卵、幼虫或卵囊的大小。应注意，以上计算获

得的目镜测微尺的换算长度只适用于此显微镜，一定的目镜、一定的物镜等条件。更换其中任意一个条

件，其换算长度必需重新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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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蠕虫虫体的保存和运输 

 

1.蠕虫虫体保存 

采集的线虫应在水中简单清洗以去除附着物，然后将其放入热的70%酒精中。然后让酒精冷却，再

进行检查。也将线虫储存在含5%的甘油酒精溶液中。绦虫（包括头节）应置于37℃的水中约1h，然后储

存在5%甘油或70%酒精或5%-10%福尔马林的混合液中。吸虫应像绦虫一样保存。如果绦虫和吸虫后期进

行染色，应先在冰水和自来水中交替让其“放松”大约3h，然后轻轻地压在两玻璃片之间浸入10%福尔

马林中。 

2.蠕虫虫体运输 

蠕虫应放入70%的酒精或10%的福尔马林中运输，以使其不具传染性。装蠕虫的容器必须密封良好，

以免泄漏，并添加合适的包装材料，如聚苯乙烯泡沫填补物，以缓冲在运输过程中的任何碰撞。在炎热

季节，标本应该加冷藏材料以保持低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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