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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共生菌 Xenorhabdus luminescens密切相 

关 ，特别是该菌的初生型，荧光明显，线虫寄 

昆虫后、寄主尸体早期都产生 荧 光。 而 从 

Akhurst(1986)首次发现 x．1umlnescens的 

无 荧光品系以后 ，我们继 Akhurst于 1986年 

5月又在国内采到携带无荧光共生菌的具菌异 

小杆线虫，故本研究再一次证明共生菌的荧光 

现 象不宜作为一项鉴定 x．1umlnesc 的主 

要特征。 

原描述种 H．bacseriopkora Poinar 1976 

的 共生菌具有荧光，而 (86H-1)线虫经鉴定与 

日．6 f f。p 。r口为同一物种，但所携带的共生 

菌初生型与次生型均不产生荧光 ，这是共生菌 

的特性差异。 

从 (86H—1)线虫分离出来的 共 生 菌 x． 

1uminescens(86H-1)究竟和 Akhurst(1986) 

发 现的 non—luminescent strain of X．1umin- 

是否完全一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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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佳木斯地区华枝睾吸虫 

第二中间宿主的调查 

温桂芝 王国志 孙颜辉 扬 富何振芳 关新华 
(佳术斯医学院寄生 虫学教研宣) (缨宾农场防疫科) 

摘要 作者对华技睾吸虫病爆发流行区的直体囊蚴进行了现场调查。共检查 l5种 3g5尾淡承鱼， 

用鱼 肉压片法发现 9种 255尾鱼瘟染了华枝睾吸虫囊蚴，阳性鱼种的捡出率为 60％(9，l5)，阳性鱼的 

感染率为 66．2％ (255I~8 5)，其中麦穗鱼和肯锵的瘟染率为 t00％，感 染 度 分 别 为 233-57十 克 和 

106．B个／克 对严重感染的麦穗鱼、黑龙江鳍鼓 、鲈塘鳢，青鲔等 4种鱼进行了囊蚴数的测定 对 感荣 

度高的麦穗鱼、黑龙江鲭鲛 青蜡等 3种鱼做了囊蚴分布的谓查，发现鱼皮内和鱼肉内囊蚴最多，各部 

位囊蚴的数量是否与检查季节有关，须进一步睬讨o 

·丰院公共卫生教研室魏忠副教授协助绕计学处理，本院医疗系 级学生；安子森、邢国蜂、韦利 民、马丽芳等 14名同学 

当扣调查工作，特此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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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枝睾吸虫病(简称肝吸虫病)是我国重要 

的寄生虫病之一，是一种危害严重的地方性寄 

生虫病。黑龙江省流行甚广0。‘ ，感染者不断出 

现，其主要原因是吃了台有华枝睾吸虫囊蚴的 

生鱼，为提供控制和预防肝吸虫病的依据，作者 

对肝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淡水鱼进行了现 

场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l5种淡水 鱼采自肝吸虫病爆发流行区—— 

绥宾农场船队(松花江支流——敖来河)。 

方法 1)用鱼肉压片法检查囊蚴，确定阳 

性感染鱼种。 

2)对感染严重的 4种鱼(麦穗鱼 1 O条；黑 

龙江鲭鲼 20条；鲈塘鳢．20条和青鲦 10条)分 

别称重，计算出平均体重，然后从鱼背两侧各取 

带皮鱼肉 1克，计算平均克囊蚴数、条囊蚴数和 

最高囊蚴数。 

3)对感染度高的麦穗鱼、黑龙江鲭皱、青 

鱿等 3种鱼进行了囊蚴分布的调查。每种鱼各 

取 lO条，每条鱼划分为鳃、鳃盖下、前背肉、中 

背肉、后背肉(均不带鱼皮)、鱼皮(不带肉)、麟 

下和尾鳍等 8个部位，各部位均取0．5克压片， 

镜检，计算囊蚴数，然后算出平均数。 

结 果 

共检查 1 5种 385尾淡水鱼，发现 9种 255 

尾鱼感染了肝吸虫囊蚴，阳性 鱼 种检 出率 为 

60％(9／1 5)；阳性鱼感染率为‘6．2，鑫(255／ 

385)，其中麦穗鱼和青鳙的感染率最高，均为 

100 ；感染度分别为 2 33．57个，克和 106．8 

个 ，克，其次是湖眵、鲈塘鳢、黑龙江鲭皱、蛇钧 

等，详见表 1。4种感染严重的淡水鱼之感染度 

详见表 2。 

鱼体囊蚴的分布以鱼皮最多，其次是背部 

肌肉，囊蚴最少的是鳃盖下、鳃、鳞下和尾鳍，详 

见表 3 

讨 论 

经几年的调查发现黑龙江 省 松花 江 水 系 

· 8 ‘ 

裹 1 9种宣毫豢拜暖虫一蛐的情况 

检查 阳性 感染 直 种 名 称 
条数 条数 (％) 

麦穗鱼 l7 17 100．0 

(Pscudoras 。rd Ⅲ 。) 

青暗 17 17 100． 
(Ory~ias laf卸 ) 

j龆秽 2O l9 95．D 

(Rhoxin*Is pcrcnurus) 

黑龙江醑皱 1I1 I13 80．1 

( hodeUs serlc~ ) 

鲈塘鳢 59 53 89．粤 
(，fr f口lf ，gleknldy 。 {f) 

Ⅲ  ) 

32 6 lB．8- 

蜘鱼 69 I4 20．} 

(C~rassius aura~us) 

蛇|暂 2S 15 ． 
(Sauro~obi dab r n 

坭鳅 5 I 20．0 
(Misgurnus d fj Ⅲ  f ) 

合 计 j自5 2j， 66．Z 

寰 2 1种艟承直一■毫肇童的■童 

黑龙江 青 啼 项 目 麦穗鱼 鲈塘螬 
蔚皱 

阳性尾数(条) l0 20 20 lO 

总重量(克) 61．4 ll7．， 18 ．3 61．， 

重璧埒熬(克) 6．1● ．87 9．3 6．I 

总囊精鼓(十) 1434I I6 ● 1t206 6，I6 

条囊蜡数(十) l434．1 849．2 560．3 654．6 

克囊瑚数(个) 233．6 l̈ ．7 60．j 106．8 

最高囊始教(十) 3O72 3392 2450 1350 

囊 3 3种捷永■肝囊虫一■构分布情况 (囊蚴单位：个数) 

黑龙江 平 均 部 位 麦蓿鱼 青 鳙 
皤 驶 

鳃  4．6 2．5 1．2 2．B 

超蔷下 2．2 0．5 o．7 1．1 

■背肉 l，．9 24．3 6．B l5．7 

中背肉 21．● l6．3 11．2 16．， 

后 背冉 l6．2 l3．I 7．D 12．I 

鱼 皮 34．5 42．6 13．1 30．1 

鱼 媾 3．6 2．， 1．5 2．7 

尾 簟 9．3 8．6 3．4 7．I 

(包括主流和支流)至少有 9种淡水鱼感染了肝 

吸虫囊蚴，即 6O％ 以上的鱼种可作为肝吸虫的 

第二申间宿主，说髓肝吸虫的尾蚴对第二中间 

宿主的选择性不严格，也说鹤松花江水系鱼的 

感染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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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沿岸居民特别喜食生鱼，认为小鱼 

比大鱼味道更为鲜美，开始坩野生小鱼，方法是 

去鱼头和内脏脱 净后，用刀剁几下，再拌上多种 

调料即可食用，方法简单，为此黑龙江省曾发生 

几起肝吸虫病爆发流行 。 一次性大量食人含 

囊蚴的生鱼是肝暖虫病急性 感染的主要原因。 

佳木斯地区严重感染肝吸虫的鱼种是麦穗 

鱼、青鳝、湖哕、黑龙江螃皱、鲈塘鳢和蛇鲍。麦 

穗鱼的感染率、克囊蚴数、条囊蚴数均居首位， 

是黑龙江省肝吸虫最重要的第二中间宿主，与 

作者 的调查相符。 

对鱼体囊蚴的分布做了初步调查，发现鱼 

皮内囊蚴最多 (30．1％)，鱼肉次之，基本与作 

者 的调查相符。 作者认为从鱼皮内检查囊 

蚴的方法简单，不用捣碎、消化、水洗、离心等过 

程。鱼皮薄，容易查找囊蚴和分辨囊蚴种类，检 

查速度快，有利于流行病学的调查。囊蚴在皮 

下和肌肉内数量的多少是否与检查季节 有 关， 

有待进一步调查。 

关于囊蚴的检查时间，佳木斯地区 7月份 

囊蚴检出率最高，如麦穗鱼、青鲋、湖秽、鲭鲼和 

蛇的的检出率分别为 1O0％、lot)移、95％、89西 

和 60够，而 4月份和 11月份的检出率均 低于 

此数值。 

当地居民也经常用野生小鱼喂犬、猫、鸭、 

鹅，除鹅之外均发现 自然感染的肝吸虫。值得 

提出的是鸭经常在水中活动，虫卵直接入水，增 

加螺和鱼的感染机会，所以对人体感染威胁很 

大 ，应引起卫生防疫船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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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螺柠檬酸代谢酶系及琥珀酸 

脱氢酶的初步研究 

王 根 法 宋 庚 明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席研究所) 

摘要 应用比色法测得钉螺体内有柠檬酸缩台酶、顺乌头酸酶艮异柠檬酸酶的活力。新杀螺剂澳 

乙酰胺作用后，钉螺的拧檬酸缩台酶活力减低 26％，而对顺乌头酸酶艮异拧檬酸酶无影响。体外试验 

丙二酸艮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都可抑制钉螺琥珀酸脱氢酶，而钉螺在后者 2ppm的溶液中畏泡48 

小时，有 9o—l00％ 的死亡。 

钉螺 (Oncomelania kupensls)．是日本血 

吸虫的中间宿主，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的一些 

地区，危害性较大。钉螺在 自然界的生长、发 

育、繁殖过程都需要消耗能量，研究钉螺能量代 

谢的途径不仅有助于阐明其能量的主 要 来 源， 

还可以为寻找新的杀螺剂提供依据 前文 研 

究钉螺生理生化时证明了钉螺需要摄人 氧 气， 

杀蟓剂可以抑制钉螺摄入氧气，说明氧气对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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