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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内容
■ 慢性肠病(CE)中的粘膜组织重塑通常

会导致持续性的菌群失调。

■ 饮食调节应该作为治疗慢性肠病的一
线方法。

■ 广谱抗生素的使用会引起严重的菌群
失调。

■ 急性腹泻会导致轻微和短暂的菌群失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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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微生物群评估

由于大多数粪便细菌是绝对厌氧菌，需要专门
的培养基，因此常规的细菌培养不起作用，一项研
究表明，不同实验室之间的评估结果并不一致。１

二代测序对研究非常有用，但用于患病动物个
体评估时缺乏可重复性。

菌群失调指数(DI)是一种基于聚合酶链反应
（PCR）的商业检测方法，可对核心细菌进行定量
分析，并准确预测患病动物个体的整体微生物群变
化。² 菌群失调指数的变化会与个别细菌（特别是
参与转化胆汁酸的梭状芽胞杆菌）一起解读，因为
其丰度下降是菌群失调的主要原因（解读见图1）。³

持续菌群失调是慢性肠病（CE）的常见特征。
有非特异性肠道临床症状的动物的菌群失调指数也
可能会升高，这表明存在慢性肠道功能障碍。4 菌群
失调指数还可用于筛选粪便移植(FMT)供体，约
15%的临床健康动物可能存在亚临床状态下的菌群
失调。

治疗

由于菌群失调是慢性肠道疾病的常见病因，因
此通常需要多模式的治疗方法。慢性肠病患宠的菌
群失调指数升高可能反映了粘膜重塑的严重性和长
期性，即使在临床缓解期，菌群失调的情况通常也
会持续存在。因此，应始终将饮食控制作为一线的
治疗方法，随后，根据具体情况和需求，可以结合
其他策略进行治疗，如使用益生菌、益生元、粪便
移植和抗生素（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 营养疗法

通过改变肠道管腔微环境来改善临床症状，但其通

常不能直接解决菌群失调问题。对患有慢性肠病的

犬持续进行一年的皮质类固醇抗炎治疗后，发现

菌群失调指数下降，以及梭状芽胞杆菌水平恢复

正常。粪便移植也有助于快速恢复肠道微生物群的

平衡，但在确诊为患有慢性肠病的动物中，通常

需要几周时间才能使菌群失调恢复正常，并且可

能需要进行多次移植（具体次数取决于临床症状

的复发情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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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犬菌群失调指数(DI)。症状严重的犬的梭状芽胞杆菌大量减少，梭状芽胞杆菌是一种有益的胆汁酸 
转化细菌，对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很重要。菌群失调指数高于2（犬）或1（猫）表示重度菌群失调，而菌群
失调指数介于0至2（犬）和0至1（猫）表示轻度至中度的菌群失调。在一项研究中，一组患慢性肠病犬的菌
群失调指数持续升高，而梭状芽胞杆菌水平下降。相比之下，一些患急性腹泻犬的菌群失调指数会轻微且短
暂（1-2周）改变。广谱抗生素的使用会引起菌群失调，但通常会在治疗后2到4周内恢复正常，然而有些动
物的菌群失调情况可能会持续数月。奥美拉唑的使用会导致菌群失调指数短暂升高，但不影响梭状芽胞杆菌
的水平，菌群失调指数通常在治疗后1到2周内会恢复正常。此外，对于长期食用营养不均衡的自制宠粮（例
如，以高蛋白/高脂肪(HPHF)生肉为基础的饮食）的某些动物，其菌群失调指数可能较高但梭状芽胞杆菌水
平仍然保持正常。6  经2023年普瑞纳研究院犬猫临床营养手册许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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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内容
■ 确诊患有慢性炎症性肠病(CE)的犬通

常对抗生素治疗有短暂的反应，但要
注意是否会出现细菌耐药性。出于这
个原因，抗生素不应作为治疗犬慢性
炎症性肠病的常用药物。 

■ 肉芽肿性结肠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慢
性肠病，主要发生于拳师犬和法国斗
牛犬，是需要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的疾
病。

■ 粪便移植(FMT)是一种新的策略，研
究证明其可改善由慢性肠病引起的肠
道菌群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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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炎症性肠病(CE)是一种持续三周或以上的
原发性胃肠疾病。在治疗前，需要先进行检查以排
除其它的肠外疾病和寄生虫感染，然后会进行连
续的治疗试验。在过去，初步检查时通常会包括
内窥镜活检，但现在这种方法仅限于对治疗无反
应或病情严重的病例。许多动物的健康状况会因
饮食变化而受到影响，因此，首次治疗通常会采
用食物试验，并使用水解蛋白或新型蛋白来源的宠
粮来进行。1

下一步为什么不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如甲硝唑、泰乐菌素或土霉素）以前
常用于对食物试验无反应的病例。但有研究提出多
个论点反对使用抗生素治疗慢性肠病：

慢性肠病的标志是肠道菌群失调，抗生素会
加重肠道菌群失调，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恢
复正常。

长期随访的结果表明，大多数接受抗生素治
疗的慢性肠病犬最终会复发，这需要它们持
续或周期性的接受抗生素治疗。

人们越来越担心抗生素使用不当会导致细菌
耐药性的问题。考虑到短期反应（如有）和
重复使用抗生素的需求，慢性肠病不应当被
视为必须依赖抗生素治疗的疾病。

什么时候考虑使用抗生素？

鉴于上述原因，不应轻易考虑使用抗生素治
疗，并应遵循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指导建议。2 

如果动物（尤其已检出细菌感染的动物）出现
全身性炎症迹象（如发热、中性粒细胞增多伴左移
或中性粒细胞减少），应考虑给予抗生素治疗。

此外，有研究发现了慢性肠病的一个亚型，即
肉芽肿性结肠炎，主要发生于拳师犬和法国斗牛
犬。这种疾病的特征是大肠杆菌侵入结肠粘膜。这
些犬对慢性肠病常用的治疗方法没有反应，反而对
氟喹诺酮类药物有很好的反应，但通常需要较长的
疗程，并且存在耐药性的问题。3 鉴于疾病的严重
性、病因特性，以及对常规治疗无反应的情况，建
议采用合适的抗生素来治疗这种类型的慢性肠病。
可以进行结肠壁细菌培养来评估抗生素的耐药性并
指导抗生素的合理选择。

• 

• 

•  

我们应考虑用什么来代替抗生素?

营养管理是首选的治疗策略，可能需要进行多
次食物试验才能确定患病动物对食物是否没有反应
或只有部分反应。如果犬对食物试验没有反应，或
最初有反应但后来胃肠道症状再次出现，则可考虑
用不同的策略来代替抗生素治疗（图1）。

如果发作不频繁且轻微，可选择在家进行支持
性治疗（如止吐药和/或食欲刺激剂）。对于症状较
为明显的犬，已经提出了多种旨在改善肠道微生物
群的策略。

对于一些表现出大肠相关症状的犬，补充纤维
可能会有所帮助。另一种可能的策略是使用益生
菌。但目前几乎没有关于益生菌对慢性肠病患犬的
疗效的科学证据或文献支持。

最近，人们越来越关注粪便移植(FMT)。该项
技术的目的是将健康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群转移到患
病动物体内。尽管理想的供体、给药途径和受体目
前仍处于研究中，但有证据表明，这种策略对某些
宠物是有效的。4

总体而言，多项研究已经提出了反对给患慢性
肠病的犬使用抗生素的论点，这些研究特别强调了
抗生素可能带来的短期效果和耐药性问题，这些问
题会对动物和人类健康产生影响。鉴于慢性肠病的
特征是菌群失调，人们正在积极探索替代抗生素的
治疗方案，其中粪便移植的使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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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应考虑用什么来代替抗生素?

营养管理是首选的治疗策略，可能需要进行多
次食物试验才能确定患病动物对食物是否没有反应
或只有部分反应。如果犬对食物试验没有反应，或
最初有反应但后来胃肠道症状再次出现，则可考虑
用不同的策略来代替抗生素治疗（图1）。

如果发作不频繁且轻微，可选择在家进行支持
性治疗（如止吐药和/或食欲刺激剂）。对于症状较
为明显的犬，已经提出了多种旨在改善肠道微生物
群的策略。

对于一些表现出大肠相关症状的犬，补充纤维
可能会有所帮助。另一种可能的策略是使用益生
菌。但目前几乎没有关于益生菌对慢性肠病患犬的
疗效的科学证据或文献支持。

最近，人们越来越关注粪便移植(FMT)。该项
技术的目的是将健康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群转移到患
病动物体内。尽管理想的供体、给药途径和受体目
前仍处于研究中，但有证据表明，这种策略对某些
宠物是有效的。4

总体而言，多项研究已经提出了反对给患慢性
肠病的犬使用抗生素的论点，这些研究特别强调了
抗生素可能带来的短期效果和耐药性问题，这些问
题会对动物和人类健康产生影响。鉴于慢性肠病的
特征是菌群失调，人们正在积极探索替代抗生素的
治疗方案，其中粪便移植的使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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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针对食物试验无反应宠物的替代抗生素治疗的
策略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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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内容
■ 对于患慢性肠病的犬猫，营养调整和

补充剂应作为首选的治疗策略。

■ 如果首次食物试验失败，建议更换另
一种饮食再尝试。在考虑免疫抑制治
疗或粪便移植之前，应尝试水解蛋白
配方宠粮。

■ 即使通过改变饮食只能带来部分症状
缓解，也不应放弃饮食治疗这一途
径。如果犬对饮食治疗完全没有反
应，可考虑进行粪便移植，因为粪便
移植可调节患慢性肠病犬的肠道微生
物群，从而改善其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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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肠病的病因涉及多种因素。除了遗传易感
性和过度的局部免疫反应外，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
也与人类炎症性肠病的发生密切相关。1 研究还发
现，与健康犬相比，大多数患有慢性肠病(CE)犬的
肠道微生物群都会发生改变。2

饮食

宠粮的配方能够对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产生显
著的短期和长期正面效应。3 此外，其还会影响粘膜
免疫系统、肠道通透性和肠道蠕动。因此，饮食调
整是治疗患有慢性肠病犬的关键措施。即便是中度
到重度的病例，仅仅通过改变宠粮也能为其带来临
床改善。4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肠病通常会反复
发作，即使在临床缓解期，也可能会复发。预计在
更换宠粮后的1到2周可观察到临床改善。如果更换
宠粮后临床症状未能得到改善，至少应再尝试一种
宠粮（例如水解蛋白配方宠粮）。即使在尝试多种
宠粮（包括水解蛋白配方宠粮）后临床症状仍没有
明显改善，我们依然建议继续提供最合适的宠粮。
此外，这些犬还需要额外的治疗手段（如粪便移植
或免疫抑制治疗）。

粪便移植（FMT)

粪便移植是指将健康供体的粪便转移到患病受
体的肠道中，目的是影响肠道微生物群。在人类医
学中，经研究证实，粪便移植在治疗艰难梭菌感染
方面比抗生素更有效，并有潜力成为治疗其他多种
胃肠及胃肠外疾病（如代谢综合征和肥胖症、神经
系统疾病和肝病）的有效手段。5  在兽医学中，感
染细小病毒的幼犬接受粪便移植后，它们的粪便稠

度恢复到正常的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有所缩短。6 最
近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对标准治疗无反应的患慢性肠
道疾病犬，在接受粪便移植的41只犬中，有31只的
临床症状有所减轻，表现为粪便稠度或整体活跃度
的改善。7

粪便移植的主要适应症目前包括慢性肠病和抗
生素引起的腹泻。粪便移植能够引起肠道微生物群
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往往是暂时的，通常在3到4周
后会逐渐消失。

对于患有慢性疾病的宠物，我们建议在进行粪
便移植的同时，调整其饮食，以维持长期的健康
和防止疾病复发。虽然粪便移植有潜力应用于胃
肠外疾病的治疗，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和证据还
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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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筛选的供体粪便

处理前冷藏储存
（最多存储24小时）

目检供体的粪便
（作为额外筛选步骤）

均匀化

过滤

以1:1的比例
加入氯化钠

要使用新鲜粪便

以便存储
加入

10%甘油
在-20/-80℃

下冷冻，
以便日后转移

通过灌肠将粪便制剂
转移至受体结肠

理想的粪便供体应为健康、成年、体重正常、无慢性疾病、行为正常的犬。此外，供体犬在近6个月内
未接受过抗生素治疗，且未服用任何药物。8  粪便移植的具体步骤如图1所示。

图1. 粪便移植的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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