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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住肉孢子虫感染山羊均未成功 ，故 此 利 用 

宿主的特异性已成 为虫种鉴别的一种生物学方 

法，HeydOrll等(1975)曾建议以中间宿主和终 

耒宿主的种名组合成的复合词来作为住肉孢子 

虫的种名 。 本试验用黄牛和水牛的枯氏住肉 

孢子虫在水牛与奶牛 (黄牛)之间交叉感染成 

功 ，突破了一种住内孢子虫一中间宿主的传统 

概念，说髓住肉孢子虫对中间宿主的特异性有 

一 定的宽 度。 

关于水牛存在枯氏住肉孢子虫的问题，最 

早 Manuel等 (1983)在对菲律宾水牛作肌肉 

切片检查时 ，观察到第三种类型包囊的存在，推 

铡可能属枯氏住肉孢子虫 ，但没有见 到 进一 

步的研究报告。作者(1 989)对采自湖南自然感 

染水牛肌肉中的小包囊进行了电镜观察，发现 

其超徽结构与枯氏住肉孢子虫的相同 ，随后， 

我们又用此包囊感染犬成功[tl，用从犬 收 获 的 

孢子囊试验感染水牛，对其内生发育的超微结 

构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发育史及发育阶段虫体 

的超微结构与国外作者对枯氏住肉孢子虫在黄 

牛的研究报道一致，初步确定为枯氏住肉孢子 

虫 。 本试验用水牛的枯氏住肉孢子虫感染黄 

牛和用黄牛的枯氏住肉孢子虫感染水 牛成 功， 

并通过电镜切片观察得到验证，进一步地证实 

水牛是枯氏住肉孢子虫的新宿主，第一次通过 

试验方法证明，枯氏住肉孢子虫能通过犬在黄 

牛与水牛之间相互传递。 

枯氏住肉孢子虫对牛有极强的致病力。据 

报道，感染 20万个孢子囊，就能引起犊牛严重 

发病或死亡 。 本试验以 8O万个水牛 源 孢 子 

囊感染 2头水牛犊，均引起急性住肉孢子虫病 

死亡；而以 1 00万个水牛源孢子囊感染 2头 1 

周龄奶牛，一头未出现任何l临床症状，一头于感 

染后 4O天死于急性胃肠炎；用 22万个黄牛源 

孢子囊感染一头水牛犊，虽出现轻微的体温反 

应，但无其它症状，扑杀剖检后，除在肌肉中查 

出包囊外 ，未见其它变化。这一结果提示 ，枯氏 

住内孢子虫在黄牛或水牛作异源感染时，毒力 

可能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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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盘并殖吸虫感染动物的适宜性观察 

周 世 祜 胡 文 庚 
(广西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南宁 O 27) 

摘要 证实异盘井殖吸虫能在家猫、犬、猕臻、大鼠的体冉发育戚熟。家猫体内虫囊和成虫的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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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草最高，是较为适宜的宿主。困宿主不同虫体发育有一定差异。大鼠感染 3个月后可自愈。猕娱、豚 

鼠在感染过程中困相当数量的童虫祷离于胸腔或侵扰盱脏，导致严重的胸膜或肝的病变而死亡。 

异盘并殖吸虫是对人体致病的虫 种之 一， 

分布于 我 国广 西、云 南 以 及泰 国、老 挝 等 

地“ ̂  。 为了解异盘并殖吸虫对动物 宿 主 的 

适宜性，我们从广西那坡县流行区采集第二中 

间宿主——弯肢溪蟹 (?otamon llexum)，分离 

囊蚴，感染几种实验动物，进行实验观察。现将 

结 果报道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对家猫、犬、猕猴、大鼠、豚鼠等动物，根据 

每种动物的大小，每只经 口喂饲一定数量的囊 

蚴，随后定期解剖动物，收集虫体，统计虫囊和 

虫数，记录肉眼观察的大体病变，然后将虫体制 

成染色标本 ，进行测量 ，观察发育情况。 

结 果 

异盘并殖吸虫在家猫、犬、猕猴、大鼠的肺 

内均可形成虫囊，发育成熟，其 中以家猫体内的 

成虫回收率最高 (见表 1)。 

裹 l 异盘并殖嗳虫从备种动柚悼内回牧情况 

虫体分布 台 计 

感染 腹 
动物 剖捡距感 感染 肺 胸腔 肝 童 
数 染后天数 囊蚴 腔 成 

总数 一 一 ％ ％ (只] 
成 童 童 童 虫 虫 虫 成 童 

虫 虫 虫 
一  _ _ _ — —  

囊 虫 虫 虫 
一  一  — —  

56 40．00 2 1．4 

— —  — —  一  — —  

；3— 212 1{0 20 56 2 

1 20 6 16 1 16 13．33 1 0．5 

60— 1 28 60 5 12 2 15 1 23．35 1， 25．0 

56一 l10 180 9 l9 1 19 l0．55 1 0．5 

5 36— 10B 100 5 8 2 5 1 B IB．0 

感染的两只猕猴，一只于感 染 后 60天 死 

亡 ，在胸腔检获虫体 1 0条，其中成虫 2条 、童虫 

8条；另一只于感染后 1 28天死亡 ，共获成虫 

19条，其中尚有 7条童虫游离在 胸 腔。 感 染 

87天的 3只大鼠，其肺内仅各 见 硬 性 结 节 一 

个，切开获千涸的内合物，以生理盐水稀释后觅 

有大量虫卵，但已无虫体。感染 110天的一只 

大鼠，经解剖后在右肺下叶有两个沟通的虫囊 ， 

含虫 5条，其中 2条已死亡枯瘪。感染的 5只 

豚鼠，其中 4只死于感染后 36—54天，豚鼠体 

内的虫体均为童虫；另一只豚鼠于 感 染 后 1 08 

天解剖，未见虫体。 

感染后 30— 40天 死亡的动物，病变主要见 

于肝脏，肝表面呈弥漫性溃疡，有的溃疡为沟渠 

状，可见虫洞。感染 40天以后死亡的动物，相 

当数量的童虫游离于胸腔，其胸膜和肺表面有 

多处出血点和淤斑，肺底常与横膈粘连。 

家猫体 内 97天 虫 龄的 虫体，平 均 大 小 

(1 2．08 x 6．98ram，测量 l3条)明显大于猴体内 

l 28天虫龄的虫体 (1 O．36 x 5 34ram，测量 18 

条) (P< 0．O1)；犬体 69天的虫体平均大小 

(9．4I×4．59ram，溺量 5条)大于大鼠体内 68 

天的虫体 (6．00 x 3．14ram，测 量 5条)(P< 

0．O1)。 

讨 论 

异盘并殖吸虫能在家猫、犬、猕猴、大鼠的 

肺内发育成熟，这些动物可作为异盘并殖吸虫 

的终宿主。以肺内虫囊数、成虫检出率高低、虫 

体发育快慢等方面看，这些动物对异盘并殖吸 

虫的适宜性具有一定的差异。实验证明家猫体 

内的虫囊和成虫检 出率最高，是这些实验动物 

中较为适宜的宿主。猴体内检获的成虫虽较犬 

体内检获的为高，但两只猴在感染过程中有相 

当数量的童虫未进入肺内而游离于胸腔，引起 

胸膜和肺组织的严重病变而死亡，表明本虫可 

在猴体的肺内、肺外寄生致病。迄今，国内外报 

道异盘并殖吸虫在人体内的发育，同样不仅能 

在肺内发育成熟，产生咳嗽、咳果酱血痰、痰卵 

阳性，g 起肺型病变0．日】，而且可出现幼虫移行 

症，引起肺外型病变“】。 

观察结果表明，虫龄相近因宿主不同，虫体 

的发育有一定差异。 家猫体内 97天虫龄的虫 

体，其平均大小明显大于猴体内 128天虫龄的 

虫体；犬体内 69天的虫体明显大于大 鼠体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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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天的虫体。 大 鼠感染异盘并 殖 吸 虫 87天 

后，剖检时在肺内大多仅见硬性结节 ，内含虫卵 

或死亡枯瘪的虫体。从这一结果来看，大鼠感 

染异盘并殖吸虫三个 月后即可 自愈。 

何毅勋等 以皖南卫氏并殖吸虫囊蚴感染 

家猫、犬、大 鼠、长爪沙鼠、棉鼠、仓鼠和猕猴等 

动物，证明该虫只能在猫、犬两种动物体内发育 

成熟。斯氏狸殖吸虫的实验动物有猫、犬和大 

鼠 。异盘并殖吸虫除在猫、犬、大鼠体内发育 

成熟外 ，还可在猕猴体内发育成熟，由此说明本 

虫对动物 适宜性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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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乙酰胺对钉螺超微结构的影响 

(中国预防医 

王根法 宋庚明 马积庆 张曼聪 扬静莹 
昕，上海 200025) (上离市肿瘤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应用 电子显微镜技术观察了正常钉螺及溴乙酰胺作用后的钉螺头足部软体组织及肝 

畦组织的超微结掏。头足部软体组织有上皮层、上皮下层及肌层。上 皮层有三种细胞 ：无纤毛上皮细 

胞、纤毛上皮细胞及含有大量粘性分秘颗粒的腺体细胞。上皮层细胞内含有丰富的线粒体、内质 网及张 

力细丝。基底膜将上皮细胞与上皮下层丹开，上皮下层有含色素颗粒的细胞。肌层为援形细胞，核居中 

央，无横纹。溴乙酰胺作用24小时 后，钉螺头足部的上皮细胞与肝畦腺管细胞肿张，攘增大；染色质凝 

集 ，线粒体肿胀、嵴断裂呈空泡扶，粗面内质网变粗呈短管状，排列混乱，或呈同心圆指纹扶排列。这些 

病变与生化代谢结合进行了讨论。 

化学杀螺是大规模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 

螺的主要方法之一，因而研究高效 、低毒、价廉 

的杀螺剂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溴乙酰胺为新 

合成的杀螺剂，在有效 剂量时并不毒害鱼类，是 
一

个有希望的药物(朱达培等，1 984)，然其作用 

机 制尚不了解。除以钉螺生化代谢方面进行研 

究外，结合钉螺组织形态变化的研究有助于阐 

明其作用机制。有关钉螺组织形态的研究工作 

报道甚少，《钉螺的解剖和比较解 剖》(李 赋 京， 

1956)一书中用光学显微镜观察了钉螺的部分 

组织结构。 另有对钉螺进行扫描电镜观察(郭 

源华等，I 984)。本文应用电子显微镜观察了经 

溴乙酰胺作用后钉螺头足部软体组织与肝脏的 

超微 结构。 

材 料 与 方 法 

实验钉螺系安徽省贵池县的野外 成 熟 螺； 

杀螺药物溴乙酰胺系寄生虫病研究所药化室合 

成。实验时 ，应用 2 ppm溴乙酰胺去氯水溶液浸 

泡钉螺 24小时后，隔 12小时解剖，去除外壳，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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