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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异噁唑啉类是一类新型抗寄生虫药物，氟雷拉纳（ ｆｌｕｒａｌａｎｅｒ）作为异噁唑啉类的成员，对
节肢动物 γ –氨基丁酸和 Ｌ –谷氨酸门控氯通道具有选择性抑制作用，目前广泛用于治疗犬和猫

的体外寄生虫。 与其他类杀虫剂相比，氟雷拉纳具有操作简单、易吸收、安全、高效、长效以及良好

的耐受性等特点。 本文围绕氟雷拉纳的作用机制与药代动力学特征、临床研究现状以及临床安全

性展开充分的总结与归纳，以期为氟雷拉纳在科研、消费以及应用范围等方面提供有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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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犬、猫等宠物的体外寄生虫种类和

数量繁多且分布较广，也为其防治带来了一定的难

度。 据报道，犬和猫是各种节肢动物的桥梁宿主，
节肢动物在环境中通过感染犬猫，从而为家畜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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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潜在的危害［１］。 目前，化学性杀虫剂作为主要

的杀虫剂在市面上较为普遍，对体外寄生虫需每月

控制再治疗，导致客户依从性差且易产生耐药

性［２］。 如最早于 １９４９ 年发现跳蚤对滴滴涕具有耐

药性［３］。 １９５２ 年发现猫栉首蚤对滴滴涕的耐药

性，并 １９５６ 年发现猫栉首蚤对六六六和狄氏剂的

耐药性［４］。 １９５４ 年首次发现血红扇头蜱对狄氏剂

的耐药性。
氟雷拉纳是一种新的异噁唑啉类通过全身给

药的杀虫杀螨产品，长时间的杀虫活性相比每月对

跳蚤和蜱的控制治疗，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氟雷拉

纳不仅与现有杀虫剂无显著的交互抗性，甚至对部

分抗性害虫也具有较好的杀虫活性，对昆虫神经元

的选择性明显高于哺乳动物神经元，其受体结合力

比氟虫腈对节肢动物 γ － 氨基丁酸门控氯通道的

抑制活性高 ５ ～ ２３６ 倍［５ － ７］。 氟雷拉纳咀嚼片和外

用滴剂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在美国批准上市，
并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分别在中国不同城市上市，
主要用于犬猫等动物体外寄生虫以及对跳蚤过敏

性皮炎的治疗［８ － １０］。 本文从氟雷拉纳的作用机制

与药代动力学特征、临床驱虫效果以及用药安全性

等方面展开了总结，旨在为消费者、科研和临床工

作者以及为氟雷拉纳在其他领域相关害虫的治理

方面的推广提供参考。
１　 氟雷拉纳的作用机制与药代动力学特征

氟雷拉纳是一类以异噁唑啉结构为主要特征

的新化学物质，氟雷拉纳主要通过有效抑制昆虫神

经元中 γ －氨基丁酸（ＧＡＢＡ）和谷氨酸门控氯离子

通道的活性，从而快速抑制突触传递， 最终导致靶

标昆虫的麻痹和死亡［１１ － １３］，可与血浆蛋白高度结

合。 氟雷拉纳的药代动力学，可以从食物与药物的

关系以及给药方式与药物的关系两个方面考虑。
如为了给药方便，通常人们会选择不同的给药方式

或者喂食的不同阶段进行给药。 因此，通过影响动

物的胃肠生理，延迟或加速食物和药物在体内的吸

收，从而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
Ｗａｌｔｈｅｒ 等［１４］研究了药代动力学与食物之间的

关系，将 １２ 只犬分为 ２ 组，其中喂食组 ６ 只（体重

范围：１２． ０ ～ １５． ６ ｋｇ），禁食组 ６ 只（体重范围：
１２． ０ ～ １５． ６ ｋｇ）。 在第 ０ 天，提前 １５ ｍｉｎ 给予喂

食组犬一半的食物后，单次口服 ２５ ｍｇ ／ ｋｇ 氟雷拉

纳并再给予另一半的食物；禁食组禁食 ２５ ｈ 后，在
第 ０ 天单次口服 ２５ ｍｇ ／ ｋｇ 氟雷拉纳。

研究发现，喂食组与禁食组的药动学特征有

以下差异：（１）氟雷拉纳在两组实验动物给药后

的９１ ｄ内均有检出，表明氟雷拉纳具有长期的药

效；（２）喂食组和禁食组的平均 Ｔｍａｘ为 １ ｄ，说明禁

食组与喂食组在给药后并没有因为喂食而吸收延

迟，且吸收速度较快；（３）喂食组的（Ｃｍａｘ）是禁食

组的 ２． １ 倍，喂食组的 ＡＵＣ（０ － ９１ ｄ） 是禁食组的

２． ５ 倍，表明食物能显著促进药物的吸收；（４）据

报道药物与食物同时使用时，可能增加或减少个

体间血药浓度的差异，而本研究中，喂食组的

ＡＵＣ（０ － ９１ ｄ）和 Ｃｍａｘ的标准差均较小，说明食物不会

增加氟雷拉纳给药后的个体间血药浓度差异；
（５）喂食组的生物利用度是禁食组的 ２ 倍且具有

统计学意义，因此，临床上在应用氟雷拉纳时，建
议与食物同服。

Ｋｉｌｐ 等［１５］研究了犬静注与口服氟雷拉纳给药

后的药代动力学。 将 ２４ 只比格犬（１ ～ ２ 岁，体重

范围：７． ８ ～ １１． ４ ｋｇ）分为 ４ 组，每组 ６ 只犬，分别

为单 次 口 服 １２． ５ ｍｇ ／ ｋｇ 剂 量 组、 单 次 口 服

２５ ｍｇ ／ ｋｇ剂量组和单次口服 ５０ ｍｇ ／ ｋｇ 剂量组，以
及静注 １２． ５ ｍｇ ／ ｋｇ 剂量组。

结果显示，４ 个试验组药动学特征有以下差

异：（１）氟雷拉纳在 ４ 组实验动物给药后的 １１２ ｄ
内均有检出，三种剂量口服组的平均 Ｔｍａｘ为 １ ｄ，表
明氟雷拉纳经口服给药后吸收速度较快；（２）３ 个

口服试验组中 Ｃｍａｘ和 ＡＵＣ（０ － ｄ１１２） 或 ＡＵＣ（０→∞） 随着

给药剂量的增加而增加，表明 Ｃｍａｘ和 ＡＵＣ（０ － ｄ１１２） 或

ＡＵＣ（０→∞）呈剂量依赖性；（３）４ 组实验动物在 １１２ ｄ
治疗期间，拥有较长的半衰期及平均驻留时间（均
≥１５ ｄ）、静脉滴注给药拥有较低的平均总血浆清

除率（Ｃｌ ＝ ０． １４ Ｌ ／ ｋｇ ／ ｄ）、静脉滴注给药拥有较高

的表观分布（Ｖｚ ＝ ３． １ Ｌ ／ ｋｇ），均表明氟雷拉纳消除

缓慢，药效持久；（４）不同给药剂量的情况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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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度在 ２０％ ～３４％之间，且随剂量的增加生物利

用度降低。
２　 氟雷拉纳的临床驱虫效果研究

２． １　 氟雷拉纳对蚤类驱虫效果研究现状 　 跳蚤

及猫栉首蚤等蚤类，是困扰宠物的主要蚤种。 跳

蚤是潜在的人畜共患生物的携带者，也是犬猫常

见的体外寄生虫之一［１６ － １７］ 。 目前，导致家庭环境

中跳蚤快速大量繁殖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种：（１）
每只成年雌性跳蚤产卵量大（≥５０ 只 ／天）；（２）

跳蚤通常在 ３ ～ ８ 周的时间内完成其整个生命阶

段的循环，有时会更长；（３）最佳的温度条件，有
利于跳蚤短时间的繁殖［１８］ 。 犬猫因受到跳蚤持

续的感染，会引起强烈的瘙痒、创伤、贫血以及过

敏性皮炎等症状。 因此，要彻底根除虫害，有效控

制必须保持至少 １２ 周，而且在成年跳蚤开始产卵

之前消灭它们，对于彻底控制跳蚤是至关重要

的［１９］ 。 氟雷拉纳对蚤类的驱虫效果研究汇总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氟雷拉纳对蚤类的驱虫效果研究汇总

Ｔａｂ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ｌｕｒａｌａｎｅ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ｌｅａｓ

种类
（Ｔｙｐｅ）

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

用法用量
（Ｄｏ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临床效果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猫栉首蚤 无
膜系统，添加血液（浓度为 ０． ０９ ～ ５０ ｎｇ·ｍＬ － １

氟雷拉纳），饲喂跳蚤 １０ ｄ

（１）氟雷拉纳浓度为 １２． ５ ｎｇ·ｍＬ － １ （第 ３ ～ １０
天）：蚤母产卵率控制均 ＞ ９０％ ；（２）氟雷拉纳浓度

为 １２． ５ ｎｇ·ｍＬ － １和 ６． ２５ ｎｇ·ｍＬ － １：控制产卵率分
别为 ９９． ６％和 ８０． ６％ ，控制蛹发育率分别为 ８５． １％
与 ８８． ７％ 。

［２０］

猫栉首蚤
和成年猫蚤

猫
犬

单次口服（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或单次局部施用（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或单次局部施用

（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１）治疗第 ０ 天后：每只动物有 １ ～ ３０ 只不等的
活蚤；
（２）治疗 １、２、４ ｈ 后氟雷拉纳灭蚤率≥８％，≥４８ ｈ
时灭蚤率达 １００％ ；（３）在正常治疗和重复感染方
面，在治疗的 ４、８ 以及 １２ 周的疗效（除第 １２ 周的 ４
ｈ）均≥ ９９％ ，且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００１）；
（４）重复感染在治疗 ８ ～ ２４ ｈ 后的疗效均在 ９８％
～ １００％之间；
（５）两种给药方式均能 １００％ 预防犬复孔绦虫的传
播，且 １２ 周内灭蚤率达 １００％ 。

［２１ － ２５］

跳蚤 犬猫

犬肩胛骨：单次局部施用（２５ ｍｇ·ｋｇ － １ ）；猫的颅

底：单次局部施用 （ ４０ ｍｇ· ｋｇ － １ ）；单次口服

（２５ ～ ５６ ｍｇ · ｋｇ － １ ）； 单 次 局 部 施 用 （ 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１）治疗 １２ 周的疗效均≥ ９１． １％ ，治疗组的蚤数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００１）；
（２）治疗的 １２ 周内，对跳蚤过敏性皮炎的疗效≥
９８％ ，临床症状有所改善。

［２， ２６ － ２８］

　 　 表 １ 中氟雷拉纳对蚤类的驱虫效果研究发现：

（１）氟雷拉纳以两种方式给药，并根据推荐剂量治

疗犬猫多种蚤类时，４ 周内活蚤数减少显著，１２ 周

内灭蚤率均≥ ９５． ３５％ ，可提供 １２ 周对蚤群控制；

（２）氟雷拉纳可在低浓度下控制产卵率和蛹的发

育，破坏跳蚤繁殖周期，导致环境跳蚤种群的枯竭，

从而控制环境中蚤群的发展，并为动物提供极佳的

防蚤保护；（３）在蚤类感染和传播疾病方面，氟雷拉

纳对跳蚤过敏性皮炎和犬复孔绦虫的疗效均≥

９８． ８％ 。 因此，与每月一次的控蚤治疗相比，无需

额外的前提治疗，氟雷拉纳的长时间的再治疗间隔

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并具有潜在的依从性优势，是

一种有价值的新工具，为兽医和消费者提供了更加

方便可靠的防蚤途径。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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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氟雷拉纳对螨虫的驱虫效果研究现状　 犬猫

等动物身上常见的螨虫，包括疥螨、犬蠕形螨以及

鸡皮刺螨等。 （１）疥螨是最常见的螨虫之一［２９］，常
常危害犬、猫［３０］、猪［３１］、狸［３２］、兔［３３］、羊［３４］ 以及人

类［３５］等；（２）犬全身性蠕形螨病仍然是兽医皮肤科

最难治疗的挑战之一［３６］，在氟雷拉纳出现之前，大
多数国家使用双甲脒或吡虫啉和莫昔克丁的组合

治疗全身性蠕形螨病；（３）鸡皮刺螨是一种家禽红

螨，一旦感染，不仅使产蛋量减少和蛋质量变差，而
且还会造成产蛋行业重大经济损失以及使人遭受

持续的皮肤刺激和瘙痒性皮炎，从而增加患病风

险［３７ － ３８］。 因此，快速、彻底和长效地消灭整个螨虫

种群，对于有效控制各种螨虫至关重要。 氟雷拉纳

对螨虫的驱虫效果研究汇总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氟雷拉纳对螨虫的驱虫效果研究汇总

Ｔａｂ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ｌｕｒａｌａｎｅ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ｉｔｅｓ

种类
（Ｔｙｐｅ）

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

用法用量
（Ｄｏ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临床效果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疥螨 犬和猫
犬单次口服（２５ ｍｇ·ｋｇ － １）

犬单次局部施用（２５ ｍｇ·ｋｇ － １）
猫单次局部施用（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１）在治疗 ４ 周后，犬猫经两种给药方式给药后，平
均疗效均≥ ９９． ８％ （Ｐ ＜ ０． ００１）；
（２）改善了红斑性丘疹和瘙痒等症状。

［１３， ３９］

蠕形螨 犬 单次口服（２５ ～ ５０ ｍｇ·ｋｇ － １）
（１）有效地减少蠕形螨种群；
（２）改善全身性蠕形螨病的临床症状。 ［４０ － ４２］

家禽红螨 蛋鸡
在第 ０ 天和 ７ 天分别给一次药，
灌胃口服给药（０． ５ ｍｇ·ｋｇ － １）

（１）在治疗的 ４ ～ ８ ｈ 内，破坏螨虫繁殖周期；
（２）螨虫的减少≥ ９９％ ，在治疗后的 ８ 个月内螨虫
的减少≥ ９０％ ；
（３）鸡自然感染的家禽红螨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高
效性。

［４３ － ４４］

　 　 表 ２ 中氟雷拉纳对螨虫的驱虫效果研究发现：
（１）以两种给药方式给药后，效果无明显差异；（２）
以氟雷拉纳的推荐剂量治疗犬疥螨、蠕形螨以及家

禽红螨时，４ 周后的疗效均≥ ９９％ ；（３）对于家禽红

螨的治疗，８ 个月内的疗效均≥ ９０％ ；（４）可有效的

改善由螨虫引起的瘙痒等症状。 因此，氟雷拉纳对

上述三种螨虫，均能达到快速杀螨的效果且疗效一

致，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犬猫螨虫病的药物。
２． ３　 氟雷拉纳对蜱的驱虫效果研究现状　 蜱是人

类和动物常见的公害，因为它们不仅以宿主的血液

为食，还会携带许多病原体。 湿度高、低植被以及

温暖的气候，为蜱的生存和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条

件。 病原体常常通过吸血寄生虫传播给人类和家

畜宿主［４５］，因此，病媒传播的疾病是世界范围内日

益严重的问题［４６］。 蜱和蜱传疾病正在世界范围传

播，随着日常生活中宠物的数量和携带宠物旅行数

量的逐渐增加，以及病媒节肢动物在新的地方定居

的能力的增强［４７］，使得蜱和蜱传疾病不再局限于

某些地区传播。 蜱虫的附着通常也会为家畜和人

类带来潜在的患病风险，如雌性全环硬蜱附着后分

泌一种强有力的全环毒素，导致人类和家畜（牛、羊
和马等），出现严重的神经中毒，若不及时治疗，可
导致呼吸麻痹和死亡［４８］。 新型异噁唑啉类化合物

氟雷拉纳对蓖麻硬蜱和网纹硬蜱等，具有长效以及

立竿见影的效果［４９］。 因此，为了防止病原体传播

疾病，杀死已经附着的蜱或杀死再次感染后的蜱，
是预防蜱媒疾病的重要因素。 氟雷拉纳对蜱的驱

虫效果研究汇总如表 ３ 所示。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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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氟雷拉纳对蜱的驱虫效果研究汇总

Ｔａｂ 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ｌｕｒａｌａｎｅ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ｉｃｋｓ

种类
（Ｔｙｐｅ）

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

用法用量
（Ｄｏ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临床效果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网纹革蜱 犬
单次口服（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或

单次局部施用（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１） 在 １２ 周 的 研 究 期 间， 对 网 纹 革 蜱 的 疗 效 在
９９． ２％ ～１００％之间；
（２）１００％防止感染的网纹革蜱传播巴贝斯虫。

［５０ － ５１］

全环硬蜱 猫和犬
单次局部施用（４０ ｍｇ·ｋｇ － １）或

单次口服 （２５ ｍｇ·ｋｇ － １）

（１）在治疗≥ ４８ ｈ 后，其疗效可达到 １００％ ；
（２）正常治疗和重复感染后再治疗时：２ ～ １２ 周的疗效
均可达 １００％ ；
（３）治疗组和对照组平均活蜱计数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０１）。

［９， ５２］

蓖子硬蜱 犬
单次局部施用（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或

单次口服 （２５ ｍｇ·ｋｇ － １）

（１）治疗 ４ ｈ 后，可迅速杀死蓖子硬蜱，杀蜱率≥
８９． ６％ ，１２ ｈ 内达到几乎完全的杀灭效果；
（２）给药后经浸水和水洗情况下，对蓖子硬蜱的疗效均
在 ９９． ２％ ～ １００％ 。

［５３ － ５４］

长角血蜱 犬 单次口服（１０、２５、５０ ｍｇ·ｋｇ － １）
（１） 以 ２５ ～ ５０ ｍｇ· ｋｇ － １ 剂量口服的犬平均疗效
≥９０％ ；
（２）以 １０ ｍｇ·ｋｇ － １的剂量口服的犬平均疗效为 ７９％ 。

［５５］

蜱 无

血红扇头蜱：幼虫浸泡浓度范围为

０． ０５ ～ ５０ μｇ·ｍＬ － １；若虫和成虫

浸泡浓度范围为 ０． ２ ～ １０００ μｇ·ｍＬ － １；
非洲钝缘蜱：若虫浸泡浓度范围为 １０ － ４ ～
１０００ μｇ·ｍＬ － １；摄食浓度范围为 １０ － １０ ～

０． １ μｇ·ｍＬ － １。

血红扇头蜱：
（１）幼虫：ＬＣ５０为 ０． ７ 和 ＬＣ９０为 ２． ４ μｇ·ｍＬ － １；
（２）若虫：ＬＣ５０为 １． ４ 和 ＬＣ９０为 ２． ６ μｇ·ｍＬ － １；
（３）成虫：ＬＣ５０为 ２７８ 和 ＬＣ９０为 １９７３ μｇ·ｍＬ － １。
非洲钝缘蜱：
（１）接触和摄食的 ＬＣ９５分别为１１３３、０． ０９１０４ μｇ·ｍＬ － １；

［５６］

　 　 表 ３ 中氟雷拉纳对蜱的驱虫效果研究发现：

（１）以推荐剂量给药后，在为期 １２ 周对各种蜱类进

行治疗，≥ １２ ｈ 时疗效≥ ９０％ ，相比于推荐剂量，

以低于推荐剂量给药时，其疗效相对较低；（２）以两

种方式给药后，无论是动物在浸水还是在水洗的情

况下，都不会影响氟雷拉纳对蜱的杀灭作用，为宠

物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３）氟雷拉纳具有广

谱的杀蜱活性，治疗后可有效地防止网纹革蜱传播

巴贝斯虫，减少动物患病风险；（４）血红扇头蜱的幼

虫比若虫易受到氟雷拉纳的影响，血红扇头蜱的幼

年蜱比成年蜱更易受到氟雷拉纳的影响，且氟雷拉

纳对非洲钝缘蜱的幼虫具有更强的杀灭效果。 因

此，氟雷拉纳作为一种有效的系统性杀虫剂，具有

简单、长效、快速杀灭、耐受性良好以及高效等特

点，可有效地控制蜱的整个生命周期，为宠物和人

类提供了额外的保护。

２． ４　 氟雷拉纳联合用药与对比用药研究现状　 近

年来，各种可有效消除节肢动物的感染的杀虫杀螨

产品越来越多，由于具有低剂量和重复使用的特

点，使得控制体外寄生虫产品的使用呈指数增长。

但由于过度重复的使用，使得一些药物存在严重的

耐药性，其中大多数药物具有不到四周的控制效

力，从而使控制率方面受到损害，如螨虫对拟除虫

菊酯以及有机磷酸酯产生的耐药性［５７］。 氟雷拉纳

单独使用时，可提供至少 １２ 周的抗蜱和抗蚤活性，
国外做了一些试验研究，当与其他药物组合使用或

单独使用时，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从而拓宽了该

类药物的活性范围，为消费者提供一种易于使用的

和广谱的治疗体外寄生虫的选择。
表 ４ 中氟雷拉纳联合用药和对比用药试验效

果研究发现：（１）在不同时使用其他药物干预的情

况下，患病犬、猫以及家禽在施用氟雷拉纳治疗后，

相比于 ３ 次间隔服用的阿福拉纳、吡虫啉 ＋ 氯菊

酯、氯菊酯、辛硫磷、残杀威以及多杀菌素，能够更

有效的控制跳蚤、血红扇头蜱、棘颚虱以及北方禽

螨等寄生虫，是治疗体外寄生虫的最佳选择；（２）氟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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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氟雷拉纳联合用药和对比用药试验效果研究汇总

Ｔａｂ 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ｆｌｕｒａｌａｎｅｒ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ａｌｓ

种类
（Ｔｙｐｅ）

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

用法用量
（Ｄｏ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临床效果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蓖子硬蜱 猫
氟雷拉纳：单次局部施用（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沙罗拉纳：三次局部施用 （ １ ｍｇ· ｋｇ － １ ） 与

塞拉菌素（６ ｍｇ·ｋｇ － １）（对比治疗）

（１） 塞拉菌素 ／ 沙罗拉 纳 在 至 少 ９１ ｄ 内， 其 疗
效 ＞ ９５． ８％ ；
（２）氟雷拉纳从第 ５６ 天起，氟雷拉纳的疗效出现
下降。

［５８］

疥螨 猫
单次局部混合施用氟雷拉纳（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加
莫昔克丁（２ ｍｇ·ｋｇ － １）（联合治疗）

氟雷拉纳加莫昔克丁：平均疗效为 １００％ （ Ｐ ＜
０ ００１），与治疗 ２ 周后相比，治疗 ４ 周后的耳部症状
明显改善。

［５９］

猫栉首蚤 猫
单次局部混合施用氟雷拉纳（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加
莫昔克丁（２ ｍｇ·ｋｇ － １）（联合加对比治疗）

氟雷拉纳加莫昔克丁：
（１）在治疗期间，平均蚤数（Ｐ ＜ ０． ００１）显著低于其
他组；
（２）治疗期间的疗效均≥ ９９． ７％ 。

［６０］

跳蚤 犬

氟雷拉纳：单次口服（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阿福拉纳：分别在第 ０ 天，第 ２８ ～ ３０ 天以及第
５４ ～ ６０ 天， 分 三 次 口 服， 平 均 剂 量

３． ６ ｍｇ·ｋｇ － １（对比治疗）

（１）在第一次治疗：≤ ７ ｄ 二者的疗效均≥ ９９． ０％ ；
（２）氟雷拉纳单次给药后，在第 ５４ ～ ６０ 天与第 ８２ ～
８６ 天的疗效均为 １００％ ；
（３）３ 剂阿福拉纳的疗效为 ９８． ９％ 。

［６１］

血红扇
头蜱

犬

氟雷拉纳单次口服（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吡虫啉 ＋ 氯菊酯（０． ０８ ～ ０． ２６ ｍＬ·ｋｇ － １）、
阿福拉纳（２． ７ ～ ６． ９ ｍｇ·ｋｇ － １）
沙罗拉纳（２ ｍｇ·ｋｇ － １）
口服或局部施用（对比治疗）

（１）吡虫啉 ＋ 氯菊酯：２ ｈ 内起效（３６． ９％ ）；
（２）氟雷拉纳和沙罗拉纳：４ ｈ 起效分别为 ６０． ２％和
４８． ２％ ；
（３）阿福拉纳：８ ｈ 起效 （９０． ８％ ）；
（４）氟雷拉纳、沙罗拉纳以及阿福拉纳在 ８ ｈ 的疗效
分别为 ９９． ６％ 、９４． ７％以及 ９０． ８％ ；
（５） 氟 雷 拉 纳 和 沙 罗 拉 纳 在 ≥ １２ ｈ 的 疗 效
为 １００％ 。

［６２］

棘颚虱 犬
氟雷拉纳：单次口服（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氯菊酯：局部施用（根据商品推荐剂量）
（对比治疗）

（１）氟雷拉纳（Ｐ ＜ ０． ００８８，１ ～ ８４ ｄ）：在治疗后的
第 １、７、２８ 和 ８４ 天的疗效均≥ ８５． ７％
（２）氯菊酯（Ｐ ＜ ０． ００１４，７ ～ ２８ ｄ）：在治疗后的第
１、７ 和 ２８ 天的疗效均≥ ６７． ５％ ；
（３）二者在 ４ 周时对棘颚虱的疗效≥ ９９． １％ 。

［６３］

北方禽螨 无

氟雷 拉 纳 的 浓 度 分 别 为： ０、 １、 ２、 ５、 １０ 和

２０ ｍｇ·Ｌ －１；多杀菌素浓度分别为：０、２０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和 ４０００ ｍｇ·Ｌ －１；辛硫磷浓度分别

为：０、２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和２０００ ｍｇ·Ｌ －１；残杀

威浓度分别为：０、３１、６３、１２５、２５０、５００ ｍｇ·Ｌ －１。
（对比治疗）

（１）氟雷拉纳：在浓度为 １０、１００ 和 １０００ ｍｇ·Ｌ － １的
杀螨率分别 ９９％和 １００％ ，ＬＣ５０和 ＬＣ９９分别为 ２． ９５
ｍｇ·Ｌ － １和 ８． ０９ ｍｇ·Ｌ － １；
（２）多杀菌素：在浓度为 ４０、４００ 和 ４０００ ｍｇ·Ｌ － １下
的杀螨率分别为 １１％ 、２９％ 和 ９８％ ，ＬＣ５０ 和 ＬＣ９９ 分

别为 １５８７ ｍｇ·Ｌ － １和 ３１２３ ｍｇ·Ｌ － １；
（３）辛硫磷：在浓度为 ２０、２００ 和 ２０００ ｍｇ·Ｌ － １下的
杀螨率分别为 １４％ 、２０％和 １００％ ，ＬＣ５０和 ＬＣ９９分别

为 ４２０ ｍｇ·Ｌ － １和 ７５０ ｍｇ·Ｌ － １；
（４）残杀威：在浓度为 １０、１００ 和 １０００ ｍｇ·Ｌ － １下的
杀螨率分别为 １０％ 、８０％和 １００％ ，ＬＣ５０和 ＬＣ９９分别

为 ８６ ｍｇ·Ｌ － １和 １８１ ｍｇ·Ｌ － １；
（５）氯菊酯和溴氰菊酯：在 １０００ ｍｇ·Ｌ － １的浓度下
杀螨率分别为 １２％和 １４％ 。

［６４］

雷拉纳在治疗期间，可改善因体外寄生虫感染所引

起的瘙痒等皮肤症状；（３）氟雷拉纳与莫昔克丁组

合治疗后，可以更有效的控制疥螨和猫栉首蚤等体

外寄生虫。 从而说明，氟雷拉纳无论是单独施用还

是组合施用，对于控制节肢动物感染方面具有长效

和良好的耐受性。

３　 氟雷拉纳临床应用的安全性研究　
由于现有的一些用于治疗伴侣动物体外寄生

虫的杀虫剂，易产生耐药性且需要每月重复使用。
因此，新的有效的治疗对于被感染伴侣动物非常重

要，异噁唑啉类是一类新型抗寄生虫药物，氟雷拉

纳作为异噁唑啉类的成员，成为了用于控制犬猫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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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寄生虫感染的安全有效的新型杀螨杀虫产品。
由于氟雷拉纳在单次口服给药后可提供长效杀虫

活性，在单剂量口服、最高推荐剂量口服以及重复

多次过量口服方面的用药安全性也备受关注。
表 ５ 中氟雷拉纳临床安全性研究发现：（１）对

以上三类体外寄生虫治疗中，均没有观察到任何与

表 ５　 氟雷拉纳临床研究不良反应汇总

Ｔａｂ ５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ｌｕｒａｌａｎｅｒ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种类

（Ｔｙｐｅ）
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
用法用量

（Ｄｏ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不良反应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耳疥螨 犬、猫 单次口服（２５． ４ ～ ３２． ７ ｍｇ·ｋｇ － １）或单次局部

施用（２５ ｍｇ·ｋｇ － １）；猫：单次局部施用（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网纹革蜱 犬 单次口服（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蓖子硬蜱 犬 单次口服（２５ ｍｇ·ｋｇ － １）

跳蚤 犬、猫 犬肩胛骨：施用氟雷拉纳（２５ ｍｇ·ｋｇ － １）；
猫的颅底：施用氟雷拉纳（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全环硬蜱 猫 单次局部施用（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蜱、跳蚤 猫

猫肩胛骨和猫的颅底：
施用氟雷拉纳（４０ ～ ９４ ｍｇ·ｋｇ － １） ＋
莫昔克丁（２． ０ ～ ４． ６５ ｍｇ·ｋｇ － １）；

犬 单次口服（２７ ～ ５０ ｍｇ·ｋｇ － １）

犬
氟雷拉纳 ＋ 米尔比霉素肟化物 ＋ 吡喹酮

（５０ ～ ８７；２． ６ ～ ４． ４；２６ ～ ４４ ｍｇ·ｋｇ － １）

猫 ９３ ｍｇ·ｋｇ － １氟雷拉纳 ＋ ４． ６５ ｍｇ·ｋｇ － １莫西菌素

鸡 通过饮水给药（１． ５ ｍｇ·ｋｇ － １ ／ ｄ）

疥螨 黑熊 单次口服（２５ ｍｇ·ｋｇ － １）

螨虫 刺猬 单次口服（１５ ｍｇ·ｋｇ － １）

无 ［１３， ２７， ５０， ５２， ５４， ６５ － ７１］

跳蚤（试验 １） 犬 单次口服（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犬蚤（试验 ２） 犬 局部施用 ２８％的氟雷拉纳（２５ ～ ５６ ｍｇ·ｋｇ － １）

猫蚤（试验 ３） 猫 单次局部施用 ２８％的氟雷拉纳（４０ ｍｇ·ｋｇ － １）

常见不良反应：
呕吐、食欲下降、腹泻、
嗜睡、多饮、肠胃胀气、
脱发、瘙痒和结痂等。

［２］

［２６］

［２２］

氟雷拉纳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２）氟雷拉纳

与其他驱虫药物联用，或在间隔时间更短的情况

下，以氟雷拉纳的 １ 倍、３ 倍和 ５ 倍的最高推荐治疗

剂量治疗犬猫体外寄生虫时，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

安全性；（３）氟雷拉纳对美洲黑熊以及刺猬等哺乳

动物，均未发现与治疗相关的任何不良事件。
据报道，氟雷拉纳对动物治疗也存在潜在的风

险，可能会导致犬类出现如类神经失调等副作

用［７２］。 表 ５ 以及图 １ 中的试验研究中发现：（１）呕
吐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不良反应；（２）腹泻、
呕吐嗜睡以及食欲下降较为多发一些；（３）对于多

饮、肠胃胀气、脱发、瘙痒以及结痂等，只在个别试

验中有所表现，如在试验 ２ 和试验 ３ 中，分别有

４． １％和 ４． ９％出现了脱发。 此外，据调查，一些犬

猫在服用氟雷拉纳后，还会出现共济失调、流口水

以及癫痫等症状。

图 １　 常见不良反应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４　 结　 语

氟雷拉纳是一种具有创新性、高效性以及长效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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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的新型异噁唑啉类药物，因其对节肢动物独

特的作用方式以及对脊椎动物具有非常好的安全

性，而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氟雷拉纳目前在临床

上，广泛应用于犬猫体外寄生虫、蛋鸡螨虫以及农

业害虫等方面的治疗，为其他异噁唑啉类杀虫剂，
在兽药和农药领域的研发及推广提供了参考。 据

报道，病媒蜱对于非洲猪瘟的传播仍起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对于非洲猪瘟的防控，仍至关重要。 鉴于

氟雷拉纳至少可以维持 １２ 周抗蜱活性，为非洲猪

瘟病媒的控制提供借鉴价值并扩大了该药的应用

范围。 本文通过国内外对氟雷拉纳的试验研究进

行归纳和总结，使读者对氟雷拉纳的作用机制、药
代动力学、临床驱虫现状以及安全性等方面有着更

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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