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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间仅河南省就猎捕野兔多达 340万只。 

但由于对保护野生动物的宣黄不够，保护措施 

不力，出现了乱捕溢猎及栖息地严重破坏等现 

象，使这些可食用的脊椎动物数量剧降。例如 

天津地区的野鸭在 1955年三个 月可收购 36万 

只以上。由于芦苇地的臧少 ，到 60年代初产量 

仅为 5O年代的半数，7o年代收购量寥寥无几 ， 

现在由 数量太少只得停止收购。江西省 1 955 
-- 1956年间，年均捕到水獭 1 343只 ，至 1 975— 

1 976年 降至 803只，1980年为 2B1只 ，1 981年 

仅 lO1只．只相当于 5O年代的 7．2％。 

在软体动物中，陆生的玛瑙螺、淡水的田 

螺、瓶螺、三角帆蚌、淡水壳菜 蚬类等都是水产 

食品。 海产贝类 1988年采捕量为 1 9 9万吨， 

产量最大的是二种蛤仔 ，此外尚有毛蚶、四角蛤 

蜊、文蛤、青蛤 、牡蛎等几十种；其中蛤仔产量特 

大，仅胶州湾产量即达 l 0万吨。 养殖产量为 

g4．4万吨，其中贻贝约占 1／3，缢蛏和扇 贝敬 

之 我国海产头足类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 

够均衡。传统的捕捞对象如曼氏无针乌赋年产 

量 4—7万吨间，开发已相当充分，而枪乌贼类 

尚有开发潜力。 

蟹类大部分都在海洋，中华绒螯蟹等少数 

种类可以生活在淡水或咸淡水。中华绒螯蟹的 

努特价值极高，由于涸游受阻，蟹苗被滥捕滥 

用，天然资源已近枯蝎。 目前 广西合浦地区尚 

有新的毛蟹资源可开发利用。 中国近海经济蟹 

类主要是梭子蟹、青蟹和蠕，年 总产量约为 l0 

万吨，其中渤、黄、东海的三疣梭子蟹居首位 ，占 

7o一8O殍。锯缘 青蟹、远海梭子蟹、红星梭子 

援 、斑纹蟪 El本蜉等也是重要经济种类。 

渤海和东海的毛虾近几年保持年产1 0—20 

万吨的水平，黄海的鹰爪虾稻渤海的对虾年产 

量在万吨以上。 东海的近海和外海有鹰爪虾、 

哈氏仿对虾和凹管鞭虾等近十种中型虾类，年 

产蹙超过 10万吨。 南海的对虾类年产约 5—7 

)j吨。对虾是水产珍品。在强大的捕捞压力下， 

渤海的对虾很难恢复到过去的水平，东海、南海 

的对虾资源也正遭受破坏。7O和 8O年代，我国 

发 展了对虾人工育苗和科学养殖技术 ，1 988年 

人工养殖的对虾年产量达到 19 9万吨。食用最 

多的淡水虾类是日本沼虾，大多是捕捞的 ，虽有 

成功的养殖经验，但并未在全国推广。另一种 

为罗氏沼虾，目前在广东已养殖成功。 

昆虫作为食品，具有含蛋白质高(一般占干 

重 ‘O两左右，比猪肉、羊肉高)，脂防低(比猪 

肉、羊肉低)，不饱和脂肪酸高等特点。 Aktins 

(197~)认为：昆虫的生物量可超过陆地所有动 

物的生物量。他指出，将昆虫作为可更新的食 

物资源加以管理 ， 很可能成为昆虫学的下一个 

重要发展阶段。美国从 1 988年起出版了《食用 

昆虫通讯》。热带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素有 

以昆虫为食的习惯 ，在少数地区昆虫成了动物 

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 

食蚁子酱的记载，蝗虫、螽嘶、龙虱、蝉、蚕蛹 

等都是古今人们习吃的昆虫。 北京在 l 960年 

有过研究昆虫代食品的高潮。 食用昆虫除油炸 

外 ，多将昆虫烘干麝粉掺在面食内削成面包或 

饼干等。 

(=)药用动韵 使用动物药防瘸 冶病 在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战国时期的《山海经》 

(公元前 4O0—250年)中已有药用动物麝、鹿、 

犀、熊、牛等的记载。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 

记载人药动 物 46】种，占该 书 药 物 总 数 的 

24 4形。 1979和 I983年出版的《中国药用动物 

志》第一册和第二册共收载 8 l 6种，计无颉类 1 

种，软骨鱼类 20种，硬骨鱼类 132种，两栖类 

21种．爬行类 80种 鸟类 l O2种，哺乳类 l 4 2 

种。 《电国药典》1990年版收载动 物 药 材 4 9 

种。 广泛使用的动物药材有脊椎动物的牛黄、 

鹿茸、麝香、穿山甲、五灵脂、鸡内金、蕲蛇、龟 

板、蛤蚧、螭酥、海马等；无脊椎动物的珍珠、水 

蛭、全蝎、地龙、蜈蚣、蛤壳、牡蛎等；昆虫的虫 

草、土鳖虫、斑蟊、僵蚕、蚕沙、桑螵蛸、蝉蜕、蜣 

螂、蜂房、九香虫等。 

鹿茸、麝香、牛黄疗效显著，用量很大。现 

人工饲养的梅花鹿有 1 5—20万头，但野生资 

源已经枯竭，全国的野生梅花鹿不足 1000头o 

1 9j4—1 961年间，全目平均年产 麝 香 约 l 780 

公斤，相当于每年捕杀麝 3O一4O万头。现产量 

q  I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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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显下降，至少已减少 6O一75％。虽可人工饲 

养并活麝取香，但数量不多。熊胆以往是猎杀 

取其胆囊。 最近全国各地养熊活体取其胆汁， 

但仍有待加强管理。 

虫草是珍贵药材，其寄主昆虫——蝠蛾只 

产在高原山区，近年在浙江平原饲养蝠蛾成功 ， 

是一项大的突破；利用柞蚕蛹生产的蛹虫草 已 

获国家专利。亚香棒虫草作为新的虫草类药源 

引人注意。 亚香棒虫草一般生长 在 20O一80O 

米的山地，先后在湖南、安徽等 6个省发现，除 

寄生在蝠蛾幼虫外 ，接种在多种蛾的幼虫都可 

长出子座。 化学成分、药理及人工培养虫草的 

研究正在进行中。 

动物类生药的活性成分研 究 日益收 到 重 

视 ，主要包括以下各类。 

1．蛋白质及其水解产物：抗菌肽、生长因 

子、外源凝集素、免疫球蛋白、动物肽毒、酶、糖 

蛋白鲁。国内已从家蚕、柞蚕和蓖麻蚕等诱导得 

到抗菌肽。抗菌肽对革兰氏阳性和阴性细菌有 

广谱抗菌作用，对强耐药性菌株有显效 ，对一些 

病毒和肿瘤细胞也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 从 麝 

随、猪等的颔下腺及鹿茸提出了表皮生长因子。 

从蚕蛹中提取复合氨基酸 ，得 率 高 达 40％ 以 

上。用蝮蛇毒中精氨酸酶为主制成的无菌酶剐 

剂、蝮蛇抗栓酶注射液，用于脑血栓及血栓闭塞 

性脉管炎有效。从麝香中分离出有抗炎作用的 

抗炎多肽及麝香抗炎糖蛋白。从蚯蚓体内可分 

离得到纤溶酶，具有良好的抗血栓作用 ，且不会 

引起溶血反应。 

2．生物碱类：吡咯烷类、吡啶类、吲噪类 

等。如瓜海绵 (c yP Dl 埔y口crypta)中的抗 

病毒及抗癌物质海绵尿核甙和海绵胸 腺 嘧 啶。 

地龙中的次黄嘌呤有抗组胺、平喘、降压作用。 

河啄毒素的局麻能力为可卡因的 l6，000倍。 

3．甾类化合物：性激素、胆汁酸、蟾毒、蜕 

皮激素及甾体皂甙等。动物胆汁中发现的胆汁 

酸有近百种，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能溶解胆 

’结石 ，已用于临床。蟾毒中的蟾毒灵有强心和 

局麻作用。 

4．萜类成分：柳珊瑚 素乙酪、软珊瑚素等 

有抗癌作用。鲨鱼肝所含的鲨烯是杀菌剂。保 

幼激素类似物能调节家蚕生长 发 育，增 产 蚕 

丝。 

5，酮类、酸类成分：麝香酮及灵猫香酮等 

不仅供药用，也是高贵的香料。蜂王浆中的王 

浆酸有抗菌、抗肿瘤作用。 

(三)工业用动物 绝大多数体型 稍 大的 

哺乳动物的毛皮，都可用于制裘或鞣革。我国 

毛皮动物约有 150种，质优的有紫貂、石貂、水 

獭、沙狐等，其次为黄鼬、豹猫、貉、鼬獾等。麂 

皮为鞣革的上品。 黄鼬皮年产 量 250万 张 左 

右，鼬獾皮约 5O一70万张。 毛皮年产量超过 

l0万张的种类有赤狐、貉、豹猫、麝鼠、旱獭、松 

鼠等。 

从甲壳动物的壳提取的甲壳质用 途 广 泛， 

可作为抗癌物质、手术缝线、隐型眼镜片及人造 

皮肤等，在纺织工业是纺织染整上浆剂、固色 

及处理剂 用甲壳质制成的纸可以防水，制成 

滤膜可过滤有毒的重金属离子如汞、镉和铅等。 

产丝昆虫很多 ，国内外经人工饲养已成为 

传统商品的产丝昆虫有家蚕、柞蚕、蓖麻蚕和天 

蚕。 我国蚕茧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60％ 以 

上 ，生丝出口约占国际贸易额的 90％，丝绸出 

口约占世界的 {O移。柞蚕茧占世 界总 产 量 的 

75％左右。因国内蓖麻种擅量少 ，利用木薯叶 

养蓖麻蚕发展很快，饲养量在国际上领先。我 

国西南山区有一种野生马桑树，用其叶饲养蓖 

麻蚕已有多年，有推广的潜力。天蚕的蚕丝质 

量最好，具有天然色泽，每公斤高品位丝合人民 

币约 4万元，日本已形成专业性生产。国内开 

展了天蚕生物学和人工饲养的研究，虽然幼龄 

的人工饲养和野外放养技术都有一定进展，但 

产业性的生产还有一定难度。樟蚕丝一度曾作 

外科缝合伤 口之用 ，它在水中透明无影，是钩鱼- 

用佳品。当前野蚕利用已引起国内外重视。在 

研究工作中．除传统 的品种选育和饲养繁殖外， 

生物工程、分子遗传、特异蛋白和综合利用的研 

究有了新进展。 

倍蚜、白蜡虫和紫胶蝇 化工原料用昆虫， 

前二者分别生产五倍子和虫白蜡，我国的产量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居世界首位，后者所产的紫胶我国的产量世界 

第三。国内外都在进行这些昆虫和寄主树的生 

态生物学研究，进一步探讨科学管理和高产技 

术。 

(四)天t动鞠 自然界的天敌昆 虫 抑制 

着农、林、牧、医等各类害虫，属最重要的昆虫资 

源。 国外从 70年代提出害虫综合治理 (IPM) 

后，对天敌昆虫的利用更加重视。例如美国先 

后从国外引进天敌昆虫 6 O0多种，对 120种害 

虫起了控制作用；在前苏联机械化生产赤眼蜂 

已大面积推广，利用天敌昆虫抑制有害杂草的 

研究和天敌昆虫的基础研究也取得不 少 进 展。 

我国对自然界天敌昆虫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 

合理使用农药以减少杀伤，并通过农业措施创 

造适宜的栖息和繁殖条件 ，保护成效显著。赤 

眼 蜂的生产虽不如某些国家的规模大，但我国 

利用人工卵培育赤眼蜂，l特别在研制无昆虫物 

质的人造卵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瓢虫的 

人工饲料也得到国际好评。 

农林蜘蛛种类多，发生量太，是控制害虫的 

重要天敌资源。我国稻田蜘蛛已知的有 280余 

种，棉田和拮园各有 l 50余种，菜地有 70余种， 

茶 园有 l90种，森林有 140余种，草原有 120余 

种，均居各类捕食性天敌之首。其发生量之大 

也是各类天敌之冠。如稻田蜘蛛 ，早稻中后期 

少使用农药，每亩可达 8一l0万只，晚稻中后期 

可达 8—2O万只，’常占捕食性天敌总发生量的 

‘O一92 。棉田蜘蛛每亩 4—61万只，占捕食性 

天敌总量的 59．3—72．23％。 湖南省 1984年推 

广水稻保蛛冶虫综合措施 1 700余万 亩，节 省 

农药、防治用工和减少虫害损失，合计经济效益 

约达 7亿元 ，且保蛛区稻谷内农药残留量低。 

两栖爬行动物主要 以昆虫及其它小动物为 

食 ，蛇类还可捕食鼠类。 浙江丽水地区利用蛙 

类防治 田间害虫，每亩稻田放养蛙类 1000只可 

达最佳效果，增产粮食 H_6_一21．5瞄。 一条中 

等大小的蛇，在夏秋两季可吞食鼠类 100只左 

右。鸟类在消灭害虫方面的作用可观，黑龙江 

省带蛉林场招引益鸟防治落叶松害虫，使越冬 

松毛虫降至每株 平 均 l一只，而 在对 照 区 为 

· 5O · 

10 1只。对新疆粉红椋鸟的调查发现，它们在 

繁殖期能使捕食区内的蝗虫，从每平方米 33只 

下降到不足 1只。猛禽对控制农林害兽很有帮 

助 ，武昌地区越冬长耳鹗的食物残块中，70．3％ 

是小型兽类，主要是黑线姬鼠。 

(2ti)蜜蜂和传粉昆虫 我 国 有 701)万 群 

蜜蜂 ，居世界第二位 ，蜂蜜和王 浆出口量居世界 

首位。家养蜜蜂和数以万种计的野生蜜蜂墒布 

世界各地，为各种农作物、果树、蔬菜和牧草授 

粉。蜜蜂为农作物授粉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 

超过蜂产品的收人。据美国 1980年统计，蜜蜂 

为农作物授粉所获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超过蜂 

产品的 100多倍；法国统计，直接效益为 l3-- 

l 5倍。 野生蜜蜂为作物授粉也受到一些 国家 

的重视。利用野生蜜蜂为留种苜蓿授粉后 ，种 

子产量可增加 1 0—20倍。 一些科学家对野生 

蜂的生态学和繁殖技术做了大量工作，模拟野 

生蜂自然巢穴的人工巢床和人工巢板等在生产 

上起了很大作用。人工巢板已发展为一种新的 

“昆虫工业 ，培育的野蜂可大量作为商品出售。 

在前苏联还颁布了保护野蜜蜂的法令，建立了 

小型的野蜜蜂保护区。对传粉昆虫的研究，已 

发展为一新的研究方向，即昆虫传粉生态学。 

我国过去对传粉昆虫的研究和利用重视不 

够，现已引起各界的注意。近年来发展最快的 

首推蜜蜂为油茶授粉。因油茶花蜜中禽有较高 

的棉子糖和本苏糖等有毒物质，蜜蜂取食后会 

中毒而死，故油茶林被视为 放蜂禁区”，油茶因 

不能完全授粉而产量很低。近年研制成一种解 

毒剂，喷旖于蜂箱内后不再出现蜜蜂中毒现象。 

大量蜂群进人油茶林 ，使油茶 结 实率 提 高 了 

1．7—2．4倍口 利用野生蜜蜂为果树授粉取得了 

进展。释放角额壁蜂为苹果、梨和杏授粉后，产 

量分别增加 O．3一 L4倍、1．4倍和 1．2— 2．7倍， 

而且苹果个体增大 ，种子增多，质量提高。利 

用芦苇筒繁殖壁蜂和利用竹筒繁殖木蜂等技术 

也取得较好成效。蜜蜂为果树、留种蔬菜、瓜类 

等作物授粉的技术在北京、山东、广东、浙江、湖 ‘ 

北等省推广较好，效益显著。 

(六)其它 原生动物及枝角类可用 于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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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测。前者可用聚亚胺酯袍沫块(PFU．Poly— 

urethene Foam Unit)，从微型生物群落监测污 

染程度。 后者对污染物十分敏感，如当水中三 

氧化砷浓度达到 0．25一O 5毫克／升 时 全 都 死 

亡。在污染的湖泊中，枝角类的数量种类都很 

少。棱角类也是理想的生物测试材料 ，全世界 

已有 1 O00种左右的药品曾用枝角类进 行毒 性 

试验。美国环保局规定，凡 申请注册的农药，都 

要注明用枝角类所作的测试数据。日本正式投 

产的农药也都用棱角类进行毒性试验 ，并据此 

划分毒性强度等级。 

土壤中生活着大量的原生动物、环节动物、 

蠕虫、陆生贝类、蜘蛛类及甲壳类等。其中相当 

部分有改 良土壤、提高肥力的作用。蚯蚓对土 

壤的更新改 良作用尤为重要。 

蝴蝶是观赏用的国际贸易商品，世界年贸 

易额约 1亿美元。 我国台湾省在蝴蝶 贸 易盛 

期 ，曾年 汇约 2，000万美元。 我国大陆蝴蝶 

种类多，有的种群数量也较大。但贸易额很，J、0 

我国有许多珍稀的蝶类，如金斑喙凤蝶、宽尾凤 

蝶、高d』精螵等。油吁管理上昀葫；洞，一些名贵 

的蝴蝶往往被非法滥捕。 

养鱼供观赏，在我国是从隋唐B《期就有了 

的，到 1 2世纪的南宋时期(约公元 1l 5 7年)开 

始养金鱼。 现在的金鱼是由鲫鱼驯养而成的 ， 

经过近千年的选育 ，形成了许多品种。 

我国有百余种观赏鸟，如红嘴相思鸟、画 

_眉、绣眼、百灵、八哥、太平鸟等。l978年和 1 979 

年 曾出口百余万只活的观赏鸟 ，换汇百余万美 

元。外销数量较大的是红嘴相思鸟，每年出口 

20余万只，其次是画眉，每年约 l0余万只。．由 

于无计划地捕捉，这些鸟的资源已受到威胁。 

猕猴、树鲍、长爪沙鼠和鼠兔已用作医学实 

验动物。猕猴是最理想的医学实验材料，国内 

外需求很大，l 986年的国外市场价为 7 O一950 

美元，只。由于猎捕强度不断加大，资源在逐渐 

下降。 

=、动物资源保护研究的战略 

动物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台理开发。可 

以持续地加以利用，反之就会使资源_枯竭 ，甚至 

导致物种灭齄。除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外 ，也会 

招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从长远看 ，还将危及人类 

自身的幸福和生存。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 

资源管理、积极驯养繁殖、台理开发利用方针。 

早在 1 962年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积极保护和 

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1 9 79、1 986、 

1 988和 1 992年国家先后颁布了 《水产资源繁 

殖保护条侧》、《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经过几十年的 

努力 ，我国动物资源的保护工作已取得很大成 

绩，在法制管理的轨道上逐步趋于完善，但仍存 

在许多问题。上文已经列举了一些动物资源遭 

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说明乱捕滥猎、过度开发的 

情况仍继续存在，并且还相当严重。 

在国际上 ，迅速发展中的保护生物学已为 

动物的保护提供了一些有用 的原 理和 方 法u。 

根据这些原理、方法以及我国在动物资源保护 

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在动物资源的持续利用 

以及物种保护这=个方面加强工作。通过驯养 

繁殖来提供人类需要的产品在我国有长久的历 

史。但对野生种群的开发乖J用往往过度 ，由人 

工养殖提供动物产品不能弥补因野生种群灭绝 

而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因此在积极繁殖饲 

养的同时，磐须加强对野生种群的管理，严格按 

照最大持续产量允许的范围从事开发利用，以 

维护生态平衡并保持对野生种群的持续利用。 

物种是生态系统的基石。防止物种灭绝的最好 

的方法是在其栖息地就地保护。 保护 好栖 息 

地 ，可使物种作为该生态系统中的成员得到最 

有效的保护。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始自 I 956 

年 ，I979年以后发展迅速 ，全国自然保 护区的 

数量从 I 979年的 59个 ，增加 到 1991年 底 的 

708个。 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需要作长周期的深人研究。尽管栖息地保 

护是保护物种资源的最有效的方法，迁地保护 

也是物种保护项目的重要组成。特别是对那些 

野生种群的数量严重下降的物种，通过饲养下 

I)觅· 翰学杂志'i992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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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建立的饲养种群可以作为对就地保护的贮 

备，作为再引入的种源，以及在未来进行人工驯 

化的基因库。动物园和水族馆是迁地保护的主 

要基地。在我国，已经在饲养下繁殖的受胁动 

物有大熊猫等 20采种，但其有少数已经形成饲 

养种群，在管理技术上也存在不少问题。 

在动物资源保护的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建 

议在近期内支持下列 4方面的工作。 

1．动物资源的持续利用：(1)主要食用、药 

用、工业用，传粉用动物等的种类、分布和数量 

的调查；(2)持续利用的可行性评价，猎取量、时 

阈、性 比等与持续利用的关系；(3)自然补充量 

预测和捕获量分配，最大持续产量估算。 

2．受胁动物保护：(1)主要受胁动物的种 

群生存力分析，最小可生存种群的佶算；(2)主 

要受胁动物致危因素的调查；(3)主要受胁动物 

的生态学研究。受胁动物的等级审定，主要受 

胁动物绦护的行动计划。 

3 动物的就地保护：(1)保护区的类型、大 

小对各类动物的作用。保护区内动物的遗传变 

异率；(2)生态系统分割成碎片的生物学后果， 

保护走旆的怍用；(3)边缘效应对生物多佯性的r 

影响；(4)自然保护区内受胁动物的种群消长。 

4．动物的迁地保护：(1)饲养种群的遗传 

变异检铡，近交衰退 ，远交衰退；(2)饲养下的有 

效种群大小对遗传多样性的影响；(3)饲养种群 

的繁殖技术，胚胎移植。配子和精子的低温保 

存，人工授精。 

一  

寄 生 虫 的 蛋 白 酶 

MCKERROW I．H． eI，J H 穴l 
(Depsrtme．t of Pa{bology，University of cCaE[ornla，s̈ Fra ncisco，Cslifo(nla 一̈l~t-0s0 USA) 

． 

蛋白酶(PA)是催化酞键水鼹的酶，从病毒 利仟蔓原虫表直的 PA 利什曼原虫研宽 

到人的生物中都存在。对多肽末端起降解作用 的一个惊人发现是硕大利什曼原虫的主要表面 

的酶叫肽酶；而催化肽链内部裂解的酶为内切 抗原 gp63，是一种通过糖脂复台物镶嵌于表膜 

酶。依其活性部位的重要化学基团不同，蛋白 上的活性 PA。在前鞭毛体表面，约有 50万个 

酶可分为四大类：丝氨酸，金属，半胱氨酸(硫 分子的 PA被表达，其最适 pI-I偏酸，即适于在 

醇)及天冬氨酸(羧基)o PA催化众多重要的 宿主巨噬细胞内环境中行使催化功能。Bordier 

生物反应，如：激素合成、凝血及纤维蛋白溶 认为其表面蛋白酶的作用之一是 使 宿 主 补 体 

解，蛋白质代谢，免疫反应及组织重建。因而不 C3b降解成为C3bl，并通过此而使虫体结合封 

难想象，它在寄生虫致病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巨噬细胞表面。 

它使虫体易于侵入宿主，消化宿主蛋白质，有助 半咣氯酸蛋白酶殛抗寄生 虫化 疗中应甩． 

于寄生虫逃避人体免疫反应，并抑制凝血过程。 PA抑制剂的可船性 硫醇 (半胱氨酸)类 PA 

此外，它还为我们研究寄生虫基因在发育 在寄生虫代谢中起着关键酶的作用，其酶系统， 

过程中的调控 ，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易检测的探 类似于哺乳类洛酶体内的组织蛋白酶。此外它 

针。寄生虫 PA也被提出作为免疫疗法及化疗 还是潜在的有价值 的血清学诊断试剂。如：由 

的潜在靶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用作检测寄 于血红蛋白酶1叉在血吸虫成虫及宣虫(活虫)有 

生虫病的血清诊断学试剂。本文就近来对该酶 分泌，因而机体对于纯化的上述 PA 的免疫反 

研究令人鼓舞的几方面工作进行综述。 应，在有效的化疗后会迅速下降，而不会遇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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