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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白细胞和血小板、逃避免疫细胞的吞噬，以对组

织的黏附等方式对动物机体进行侵害，如引发关节

炎、脑膜炎、败血症及支气管炎等，给养殖业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损失，人类要控制猪链球菌病的发生，减少

该病的危害，需要通过对猪链球菌毒力因子的研究，

进而促进疫苗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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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滴虫是猪体内较为常见的原虫，目前有关猪毛滴虫的报道较少，其兽医公共卫生学意义尚

未确定。文章就猪毛滴虫的分类地位、虫体形态、生活史、致病性、流行病学情况、诊断、防治等方面的

内容作一综述，为猪毛滴虫和毛滴虫病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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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ichomonas is a relatively common parasite in pigs． However，only few reports refer to swine Trichomonas，and the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significance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recent findings in taxonomic status，morphology，life cycle，pathogenicity，

epidemiology，diagnosis，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wine Trichomonas． I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swine Trichomonas and
trichomoniasis．

猪毛滴虫病是由猪毛滴虫寄生于猪的鼻腔、胃、
盲肠和结肠等处引起的一种原虫病。目前，已报道的

猪毛滴虫有 3 种，即猪三毛滴虫 ( T． suis) 、巴特里毛

滴虫( T． buttreyi) 和圆形毛滴虫( T． rotirnda) ，其中对

猪三毛滴虫的研究较多。由于猪三毛滴虫的形态、体
外培养特性以及 DNA 序列等方面与寄生于牛生殖道

的胎儿三毛滴虫( T． foetus) 非常相似，不少专家学者

认为两者应该是同物异名
［1］，而胎儿三毛滴虫由于

可引起牛不孕和流产，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养牛业较大

的经济损失，目前已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列为

B 类疾病。近年来，我国零星报道了毛滴虫引起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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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炎和仔猪腹泻的病例; 因此，加强对该病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分类地位

最早 D． Gruby 等在猪胃中发现了猪毛滴虫，并

对其形态特点进行了粗略描述，后来 Davaine 将其命

名为三毛滴虫。其他研究者把在猪盲肠或粪便中发

现的滴虫也称为三毛滴虫。Switzer 在猪的鼻腔中发

现滴虫的未定种，认为其参与了猪萎缩性鼻炎的致病

过程。B． W． Buttrey 发现，在猪鼻中寄生的毛滴虫有

别于猪盲肠寄生的毛滴虫，并简单描述了 2 种盲肠猪

毛滴虫，一种大型的可能是三毛滴虫，体形稍小的被

命名为巴特里毛滴虫
［2］。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猪毛

滴虫的研究几乎被人遗忘，直到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

初，才有部分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几乎都集中在探

讨猪三毛滴虫与胎儿三毛滴虫的分类关系方面。
2 病原形态

目前，猪毛滴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猪三毛滴虫，

A． Mattos 等
［3］

等对其大体和超微结构进行了详尽描

述。猪三毛滴虫虫体呈长或梭形，偶尔呈梨形，运动

快速，定向运动类似胎儿三毛滴虫。猪三毛滴虫身体

有一定的弹性，很容易改变形状以穿过障碍物; 虫体

前端有 3 根等长的鞭毛，鞭毛终止于 1 个旋钮式的结

构; 波动膜纵贯全身，形成 4 ～ 6 个近似相等的折叠，

终止于身体后端，波动膜宽约 1． 60 μm，其末端伸出

体外，其游离的一端成为后鞭毛，游离部分长 5 ～
17 μm，波动膜的波动模式从轻微的波动到大的起伏

变化; 肋纵贯全身，具有细小的肋下颗粒; 虫体中央有

1 条纵走的透明轴柱，轴柱的轴头、躯干和后端圆锥

清晰可见，轴头呈球形，平均直径为 1． 71 μm，轴头向

后轴柱逐渐缩小为平均直径约 0． 60 μm 的轴干，连

续的轴柱超越身体后端，形成 1 个锥形投影，快速缩

小变为短尖状，长度不超过 1 μm; 细胞核呈椭圆形，

位于虫体前端，在姬姆萨染色标本中，胞浆呈淡紫色，

细胞核呈深蓝色，纵向的核长轴通常与轴柱平行，细

胞核包含 1 个较大的透明内体，由 1 个相对清晰的光

环包围; 副基体通常是单一的，较细，位于核的背侧或

右侧。
巴特里毛滴虫虫体比三毛滴虫和圆形毛滴虫小，

呈椭圆形，个别虫体稍长，运动迅速，非定向，经常做

圆周运动，体形易变，前端有 3 根或 4 根不等长的鞭

毛，超过体长 2 倍，其中 3 个起源于 1 个共同的根，第

4 个独立; 1 个或复发后鞭毛与主体细胞形成明显的

波动膜，波动膜延伸至身体的后端，末端游离，形成

3 ～ 5 个波浪状; 虫体中央有一条纵走的轴柱，轴柱相

对较长，可达虫体长度的 2 /3，狭窄、末端突出; 细胞

核呈椭圆形，不同个体形状差别较大，细胞核位于虫

体前端，与身体纵轴平行，靠近体表腹侧; 副基体为圆

盘状结构，位于细胞核的外侧，边缘和中央颗粒通常

深染，副基体的大小和形状相对均匀。
圆形毛滴虫形态通常呈梨形，偶尔呈圆形或椭圆

形，体长( 不包括轴体的突出部分) 通常只比体宽长

1 /3; 该虫体运动比巴特里毛滴虫、三毛滴虫和胎儿三

毛滴虫都慢，且身体弹性较差; 3 根前鞭毛长度大致

相等，每个鞭毛终止于 1 个旋钮或匙形结构; 波动膜

包含 1 个重度侵染的附属鞭毛和边缘鞭毛，波动膜的

变化呈平滑或波样卷曲，其中以波样卷曲最为常见;

后端的游离鞭毛，一般比体长短，通常终止于 1 个长

约 1． 20 μm 的细长丝; 轴柱是个窄、直的棒状结构;

细胞核较大，近似球形，核位于体前端的中央或背侧;

副基体由 2 支组成，通常在基底部连接形成 V 字形，

其中一支沿着核背侧延伸，并附着其上; 而另一支则

以斜角延伸到身体的纵轴，位于核的右边，2 支长度

大致相同，但背支经常稍短。
3 生活史

猪毛滴虫生活史简单，依靠纵二分裂进行生殖，

无有性生殖阶段，整个发育史只有滋养体阶段，没有

卵囊阶段。在环境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原来有极性和

鞭毛的滋养体体形变圆，鞭毛内化，形成球形结构即

伪包囊。早期人们认为，伪包囊退化阶段表现为抗细

胞形式。最近的研究表明，伪包囊是虫体对应激的一

种反应，与滋养体之间的变化是可逆的，在感染牛体

内，伪包囊也是存在的
［4］。

4 致病性

由于三毛滴虫在猪鼻腔的检出率极高，有人认为

其参与了猪萎缩性鼻炎的致病过程，但是进一步的研

究并没有确认猪滴虫与该病有关联，况且现在猪萎缩

性鼻炎及其病因均已查明。虽然巴特里毛滴虫被发

现可以诱发小母牛腹泻，但通常也被认为是非致病性

的; 因此，现在倾向于认为，猪滴虫与猪之间是一种无

害的共生关系
［5］，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在患肠炎或

腹泻的猪中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推测猪滴虫是有致病

性的。张全成等研究表明，三毛滴虫可引起母猪阴道

炎，严重时会导致母猪流产。吴胜会等研究表明，三

毛滴虫引起仔猪下痢。李建华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

一点。Y． Kitano 等报道了日本由毛滴虫引起的仔猪

下痢的病例。单振民等
［6］

报道了毛滴虫寄生于猪呼

吸道而发病致死的病例。这些病例报道是否说明猪

毛滴虫具有一定的致病性，还是由于疾病的出现创造

了有利于毛滴虫生长和繁殖的条件，尤其是对肠道寄

生的毛滴虫而言，下痢猪肠道的液体或半液体环境更

有利于其生长繁殖，故在病变部位虽然可以查到毛滴

虫，但毛滴虫是否就是引起病变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5 流行病学

D． M． Hammond 等在对美国西部的猪群中调查

发现，约 56 ． 3 % ( 36 /64 ) 的 猪 鼻 腔 中、1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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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329) 的猪胃中、73% ( 314 /431 ) 的猪盲肠中有毛

滴虫寄生。E A Jensen 等调查 14 头猪的盲肠内容物

中均发现有毛滴虫感染，其中 12 头感染三毛滴虫，

7 头感染巴特里毛滴虫，4 头感染圆形毛滴虫。V．
Kadlec 对 95 头患有萎缩性鼻炎的猪进行了调查，仅

1 头猪鼻腔内发现三毛滴虫，感染率为 1． 09%，其感

染与萎缩性鼻炎之间并无明显关联。M． Pakandl 等

检查了 842 头猪和 91 头野猪，发现除哺乳仔猪外，三

毛滴虫在所有种类的猪群中都有高流行。M． S． So-
laymani 等对生活在伊朗西部的 12 头野猪的原虫感

染情况调查表明，猪三毛滴虫感染率为 25%。吴胜

会等对 426 例腹泻猪中三毛滴虫的感染情况进行了

调查。结果表明，保育猪的猪三毛滴虫感染率为 18．
9%，哺乳仔猪和育成猪的感染率分别为 3． 8% 和 6．
5%，而且该病绝大多数( 97． 7% ) 发生于母猪饲养规

模在 200 头以下的小型猪场，而大中型猪场的发病较

少，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猪场的卫生条件不好有直接关

系。
6 诊断

由于健康猪带虫率较高，且猪自然感染后基本不

表现临床症状; 因此，借助于实验室方法检查病原是

目前最主要的诊断方法。
6． 1 显微镜直接镜检

采集活猪的各种内容物如鼻腔内容物，粪便，猪

只屠宰后胃、盲肠、结肠内容物或黏膜刮取物滴加生

理盐水后直接镜检，根据虫体的形状和运动特点来确

诊，也可涂片染色后再镜检，常用的染色方法有碘液

染色、姬姆萨染色等，该方法的缺点是检出率较低。
6． 2 体外培养

目前，培养法是诊断滴虫病的“金标准”［7］。研

究表明，胎儿三毛滴虫和猪三毛滴虫具有类似的代谢

需求，用来培养胎儿三毛滴虫的培养基也能用来培养

猪三毛滴虫。Diamond 和改良的 Diamond 培养基是

最常用的培养毛滴虫的培养基
［8］，其他用来培养猪

毛滴虫的培养基还有 1640、改良 Plastridge、CPLM、耐
热双相和肝浸液培养基等。
6． 3 分子生物学检测

近年来，用基于毛滴虫 5． 8S rRNA、ITS 等序列设

计的 PCR 或 RAPD 等方法鉴别毛滴虫虫种，并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这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法可以区分在光

镜下无法辨别的毛滴虫的不同虫种，弥补了常规镜检

方法的不足。
7 防治

甲硝唑作为抗滴虫的首选药，在滴虫的治疗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致畸和致癌作用，以及容易产

生耐药性等不良反应。目前，在人阴道毛滴虫的防治

中应用的中药方剂对猪毛滴虫治疗有借鉴作用。本

病的预防措施包括: 1) 对繁殖母猪实施人工授精，杜

绝自然交配; 2) 加强动物的饲养管理，供给充足的营

养; 3) 保持圈舍干净、卫生，定期消毒; 4 ) 必要时可

在饲料中添加药物进行预防等。
8 展望

目前，关于猪毛滴虫的报道还很少，人类对其了

解也不是很清楚，并且还有很多地方存在争议; 因此，

加强对猪以及其他动物毛滴虫病的研究，搞清楚其不

同虫种的分类地位、动物感染谱、有无致病性、免疫特

性、传播途径、发生规律、寄生虫与宿主之间的关系、
虫株的纯培养以及兽医公共卫生学意义等问题，对于

防治包括猪毛滴虫病在内的毛滴虫病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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