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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疑似黏膜病死亡麋鹿消化及主要免疫
器官病理组织学观察

丁 　利 　方振华 　梁宏德 3 　郭伟娜 　焦喜兰 　王平利 　杨玉荣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　郑州　450002)

摘要 :应用常规石蜡切片 ,H. E染色 ,对临床初步诊断为黏膜病的一例死亡麋鹿 ( Elaphodus davidianus) 的

消化系统及脾、淋巴结进行病理组织学观察。结果表明 ,消化道的病变主要在黏膜层 ,黏膜上皮细胞脱

落、坏死 ,固有层内毛细血管充血 ,炎性细胞浸润 ;脾主要表现为急性败血型 ,红髓充血、出血严重 ,白髓

几乎完全消失 ;淋巴结坏死严重 ,组织结构被破坏 ,界限不明显 ,仅见淋巴细胞弥漫性分布于整个淋巴结

内。病理组织学观察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形态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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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pathology of Digestive Organs and Main Immune Organs

in an Elaphurus davidianus Died of Mucosa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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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histopathological structure of digestive system , spleen and lymph node in an elk

( Elaphurus davidianus) infected by bovine viral diarrhoea2mucosal disease (BVD2MD) was observed by routine

paraffin section and H. E stai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sions mainly exist in the layer of mucosa : cells of

epithelium desquamated , necrosis , capillaries in lamina propria hyperemia , and inflammatory cells penetration.

Lesions in spleen are mainly acute septicemia , with severe hyperemia and haemorrhage in red pulp , and

disappearance of white pulp. The necrosis in lymph node is severe , with destruction of its histological structure , and

only appearance of lymph cells penetrated. The histo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has provided morphological data for

clinic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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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麋鹿 ( Elaphodus davidianus) 属哺乳纲鹿科

动物 ,俗称“四不像”,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

物。目前对麋鹿的研究多集中在饲养、繁育和

管理及其与生态的关系上[1～6 ]
,借助于人工补

食、圈养繁殖技术 ,中国重新引入的麋鹿已经增

长到近千头 ,随着数量的增多 ,其发病情况也时

有报道[7 ,8 ] 。本实验室接诊了来自河南省野生

动物保护中心送检的一例病死麋鹿 ,由流行病

学、发病原因、临床症状及剖检变化初步诊断为

黏膜病 ,通过观察其病理组织学变化 ,以为临床

诊断提供形态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2005 年 11 月 25 日 14 时左右河南

省野生动物保护中心送检一头 5 周岁人工驯养

的麋鹿 ,于当日上午 11 时左右死亡。送检人员

描述 :该麋鹿生前精神沉郁 ,食欲减退 ,反刍停

止 ,病初体温升高 ,心率增加 ,呼吸急促 ,干咳 ,

眼鼻流浆液性分泌物 ,唾液增多 ,发病 2～3 d

在内唇、切齿齿龈、上腭、颊部、舌面发生散在的

糜烂或溃疡。鼻镜与鼻孔周围也可见到糜烂和

结痂 ,继而发生严重腹泻 ,开始时呈水样 ,而后

带黏液和血 ,病鹿严重消瘦。

剖检后取消化器官 (下唇 ,食道中段 ,瘤胃、

网胃、瓣胃和皱胃胃底部 ,十二指肠前、后段 ,空

肠前、中、后段 ,回肠中段 ,盲肠中段 ,结肠前、后

段 ,直肠中段) 、脾、淋巴结经 10 % 福尔马林溶

液固定保存。

112 　方法 　常规石蜡切片 , H. E 染色 ,Nikon2
E200 显微镜观察拍照。

2 　结 　果

211 　剖检病变 　整个口腔黏膜均见有糜烂病

灶 ,尤其齿龈、上腭、舌面、颊部黏膜较为明显。

食管黏膜的糜烂排列成纵行或不规则状。瘤胃

和网胃黏膜出血、水肿、坏死 ;瓣胃的瓣叶黏膜

也有糜烂、出血 ;真胃黏膜有卡他性和出血性炎

症及溃疡灶。小肠黏膜潮红、肿胀、出血 ,肠壁

明显变薄。大肠黏膜有坏死灶和出血 ,肠壁淋

巴集结处有溃疡灶。脾肿大、出血 ,被膜紧张 ,

质地松软 ,切面呈暗红色。淋巴结水肿、充血和

出血 ,尤其是肠系膜淋巴结高度肿胀。

212 　镜检变化

21211 　唇和舌 　麋鹿唇的复层扁平上皮脱落 ,

上皮细胞呈空泡变性。固有层和黏膜下层充

血、出血、水肿严重 (图版 Ⅰ:1) 。舌的黏膜下层

充血、出血 ,肌纤维间水肿。

21212 　食管 　浅表黏膜复层鳞状上皮有不同

程度的脱落和坏死 ,固有膜内充血、出血 ,病灶

呈点状排列 ,并可见水肿及少数的淋巴细胞和

浆细胞浸润。黏膜下层充血、出血严重。肌层

全为横纹肌 ,部分肌层间充血、出血 ,淋巴细胞

浸润 ,水肿明显 (图版 Ⅰ:2) 。

21213 　前胃 　黏膜层毛细血管充血 ,淋巴管扩

张 ,基质水肿 ,并见出血。瘤胃黏膜上皮脱落 ,

固有层突起形成的乳头部分脱落形成溃疡 (图

版Ⅰ:3) ,黏膜下层及肌层充血、水肿。网胃黏

膜层、黏膜下层充血严重 ,并有水肿及炎性细胞

浸润 (图版 Ⅰ:4) ,黏膜上皮脱落 ,肌层出血。瓣

胃叶片黏膜糜烂 ,上皮脱落严重 ,黏膜下层出

血 ,肌层间有炎性细胞浸润。

21214 　真胃 　黏膜上皮部分脱落 ,尤其是皱胃

叶片表现更为明显 ,固有层部分缺损。胃底腺

呈现萎缩和囊肿样扩张 ,由间质分隔开来 ,构成

腺体的壁细胞部分变性、肥大与增生。黏膜下

层充血、出血、水肿 ,有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 (图

版 Ⅰ:5) 。

21215 　小肠 　十二指肠的黏膜上皮全部坏死、

脱落 ,固有层较薄 ,为脱落后残留的部分。黏膜

层有炎性细胞浸润 ,黏膜下层的十二指肠腺萎

缩坏死 (图版 Ⅰ:6) ,肌层出血严重。空肠、回肠

的黏膜层肿胀、出血较严重 ,固有层毛细血管充

血 ,同时伴发水肿和白细胞浸润 ,回肠的集合淋

巴小结出血、坏死 ,形成局灶性糜烂。

21216 　大肠 　病变最为严重。黏膜上皮脱落 ,

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浸润 ,固有层出血、水肿

(图版 Ⅰ:7) ,肠腺单层柱状上皮细胞破坏 ,有的

变为立方形。盲肠和结肠黏膜充血、出血 ,有的

形成溃疡 ,腺腔内蓄积细胞碎屑、脱落细胞等 ,

黏膜下层及肌层有出血、水肿。

21217 　脾 　被膜结缔组织充血、出血 ,小梁平

滑肌纤维增粗、水肿 ,排列疏松。红髓内充满红

细胞 (图版 Ⅰ:8) ,并有中性粒细胞、浆细胞浸润

及浆液性水肿 ,脾实质细胞、血管和支持组织变

性或坏死 ,淋巴细胞大量减少。白髓几乎完全

消失 ,仅在小梁或被膜附近见少量被血液排挤

而残留的淋巴组织。

21218 　淋巴结 　被膜下含脂肪组织 ,有水泡和

气球样变 ,毛细血管充血。淋巴结内充血、出

血、水肿、变性、坏死 ,看不到完整的淋巴小结 ,

组织结构被破坏 ,淋巴小结与髓索以及淋巴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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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界限消失 ,仅见淋巴细胞弥漫分布于整个

淋巴结内 (图版 Ⅰ: 9) 。同时伴有炎性细胞浸

润 ,浆细胞大量增多 ,而淋巴细胞数量减少。

3 　讨 　论

311 　病原及流行特点　黏膜病病毒 (牛病毒性

腹泻黏膜病病毒)属于黄病毒科瘟病毒属 ,该病

呈世界性分布 ,广泛存在于欧美等许多养牛发

达国家[9～17 ] ,其在反刍动物中的感染问题值得

关注。1980 年以来 ,我国从美国、丹麦、新西兰

等十多个国家引进奶牛和种牛 ,将本病带入我

国 ,并分离鉴定出了病毒。资料表明 ,黏膜病可

以在不同反刍动物之间相互感染 ,尤其是无临

床症状却终身排毒的持续性感染动物 ,是造成

传染的重大来源[18～22 ] 。对牛、羊、鹿等动物主

要引起黏膜发炎、糜烂、坏死和腹泻 ,在猪则可

引起繁殖障碍 ,造成流产 ,感染猪可带毒、散毒。

该病毒主要通过消化道、呼吸道、胎盘感染 ,无

明显的季节性 ,但主要以冬末春初多发 ,感染率

高 ,发病率低 ,致死率高 ,所以应及时检出并淘

汰持续感染动物来防止本病传播[23 ,24 ] 。

312 　病变特点　消化道黏膜层有卡他性、出血

性、溃疡性以至坏死等不同程度的炎症。鳞状

上皮细胞发生空泡变性、肿胀、坏死、脱落。真

胃黏膜的胃底腺腺上皮细胞坏死 ,腺体萎缩 ,黏

膜固有层和黏膜下层水肿 ,并有白细胞浸润和

出血。肠上皮细胞坏死脱落严重 ,固有层内肠

腺萎缩 ,黏膜下层充血、出血。脾主要表现为败

血型 ,红髓内有大量的红细胞 ,白髓几乎完全消

失。淋巴结坏死严重 ,界限不明显 ,看不到完整

的淋巴小结 ,有出血。

一般来说 ,瘤胃因胃壁上皮角化 ,具有较强

的抵抗力 ,同时容积庞大 ,刺激物可被稀释 ,故

发炎应较少 ,但本观察结果是 ,前胃中几乎未见

完整的上皮结构 ,甚至固有层也部分消失。分

析其原因 ,一可能是切片制作过程中的失误 ;二

是病变太严重 ,导致上皮全部脱落 ,固有层斑块

状充血 ,黏膜下层有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

润 ;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发的 ,在反刍兽死亡后数

小时 ,瘤胃上皮与内容物接触的部位软化脱落

造成[25 ]
,但是由于该麋鹿是死后 3 h 送检的 ,且

发生在冬季 ,此时死后变化尚不严重 ,所以这种

情况发生的几率很小。

313 　与牛病毒性腹泻2黏膜病的组织学比较　

牛患病毒性腹泻2黏膜病时 ,食管鳞状上皮细胞

空泡变性、肿胀、坏死 ;真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

坏死 ,腺腔出血并扩张 ,固有层黏膜下水肿 ,有

白细胞浸润和出血 ;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坏死 ,

腺体形成囊腔 ;淋巴组织生发中心坏死 ,成熟的

淋巴细胞消失 ,并有出血[26 ] 。由本实验观察结

果可知 ,该病死麋鹿消化系统和主要免疫器官

的病理组织学变化与牛的黏膜病的镜下变化极

为相似 ,同时结合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剖检变

化 ,初步确定为黏膜病。

笔者认为该病死麋鹿是其他反刍动物的交

叉感染 ,因为黏膜病病毒通常感染牛 ,各种年龄

的牛对本病毒均易感 ,虽然麋鹿为我国的一级

保护动物 ,比较珍贵稀有 ,感染黏膜病的病例也

较少见 ,但由于该地区曾有牛感染黏膜病的病

例发生 ,本病在反刍动物之间可以交叉感染 ,且

本病呈地方性流行 ,所以笔者推测可能是经牛

传染给麋鹿的。

314 　危害　黏膜病给世界各国的畜牧业造成

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感染怀孕母畜造成胎儿免

疫耐受进而发展为持续性感染[27 ] ,多数持续性

感染动物外观健康 ,但生产性能下降。这些外

观健康的持续性感染动物在传播黏膜病中具有

重要作用 ,可引起繁殖障碍和发病率增加。

鉴于目前该病无特效治疗方法 ,故应以检

出并淘汰持续感染动物为主 ,防止本病的传播 ,

严格检疫制度 ,防止本病的传入 ,尽量减少其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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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Li et al . :Histopathology of Digestive Organs and Main Immune Organs

in an Elaphurus davidianus Died of Mucosal Disease Plate Ⅰ

11 唇 ×40 ; 21 食管 ×100 ; 31 瘤胃片 ×40 ; 41 网胃 ×40 ; 51 皱胃 ×100 ; 6 十二指肠 ×40 ; 71 大肠 ×100 ; 81 脾 ×

40 ; 91 淋巴结×40。

A. 上皮细胞空泡变性 ; B. 固有层水肿 ; C. 充血 ; D. 食管肌层水肿 ; E. 黏膜上皮脱落 ,形成溃疡 ; F. 黏膜下层水肿 ; G.

炎性细胞浸润 ; H. 黏膜下层充血 ; I. 炎性细胞浸润 ; J . 水肿 ; K. 十二指肠腺萎缩、坏死 ; L. 固有层出血 ; M. 红髓充满

红细胞 ; N. 坏死灶 ; O. 淋巴结坏死 ,界限不清。

11Labia oris ×40 ; 21 Oesophaus ×100 ; 31 Rumen ×40 ; 41 Reticulum ×40 ; 51 Abomasus ×100 ; 61 Duodenum ×40 ; 71 Large

intestine ×100 ; 81 Hyperemia ×40 ; 91 lymph node ×401

A. Vacuole denaturalization of epithelial cells ; B.Lamina propria oedema ; C. Hyperaemia ; D. Muscle layer of oesophagus oedema ; E.

Epithelium desquamation and ulceration ; F. Under2layer of mucosa oedema ; G. Inflammatory cells penetrated ; H. Under2layer of

mucosa hyperaemia ; I. Inflammatory cells penetrated ; J . Oedema ; K. Duodenum glandatrophy , Necrosis ; L. Lamina propria

haemorrhage ; M. Red pulp of spleen hyperemia ; N. Necrosis ; O. Lymph node necrosis , with obscure limits between different

structures.

·431·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3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