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qvip.com


2-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1997 32(5) 

2．2 不同地区褐隶鼠 C．hepatica感染率 固 

其他种类未感染 C．1wpatica或感染率低，本文 

重点以褐家 鼠为对象进行分析。各地褐家鼠 

C．hepatica感染情况见表 2。 

表 2 不同地区揭豪鼠 c．hepati~ 感染率 

捕鼠地点 捕鼠时间 检查鼠数 阳性鼠数 阳性率(％) 

由表2可以看出驻营南某部营房内褐家鼠 

感染率最高达 71．43％；其次为历城区苏新村 

为 50％；而济南市东外环路某军用仓库内褐家 

鼠感染率仅为 20％。三者差异非常显著( = 

15．41．P<0．O5)。 

2．3 褐隶鼠年龄、性别与 C．hepatica感染率 

关系 

2．3．1 年龄与 C．hepatica感染率 各年龄组 

褐家鼠感染率见表 3。 

表 3 揭豪鼠年龄与 c．hepatica感染率 

由表 3可见，随褐家 鼠年龄的增 加，c． 

hepatica感 染率 明显升 高 (x2：5．16，P< 

0．05)。 

2．3．2 鼠类性别与 C．hepatica感染率 共检 

查褐家鼠 120只，其中雄性 55只，C．hepatica 

感染阳性 23只，阳性率 41．82％；雌性 65只， 

阳性鼠31只，阳性率 47．69％，二者相比较无 

显著差异(x2：0．4，P>0．05)。 

2．4 C．hepatica在肝脏中感染部位 对 24 

只 C．hepatica感染阳性鼠将其全部肝脏剪下， 

进一步观察，C．t~epatica在鼠肝脏中的感染部 

位为：全部肝脏均感染者 12只，占 50％(12／ 

24)；仅右肝感染者 7只，占 29．17％(7／24)；右 

中肝同时感染者 4只，占46．67％(4／24)；左肝 

感染者 1只，占 4．16％(1／24)。由此可见，c． 

hepatica在肝脏的感染部位以全部肝脏感染最 

多，其次为右肝，左肝感染者最少。 

2．5 褐隶鼠年龄与 C．hepatica感染度 褐家 

鼠不同年龄组 C．hepatica感染度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鼠龄与 C．hepatica感染 

严重 程度呈 正相关 关系 ( =16．10．P< 

0．05)。随鼠龄增加，感染度 Ⅱ、Ⅲ所占的比例 

不断增大。 

3 讨 论 

3．1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山东部分地区各类鼠 

及鼠形动物 C．hepatica总感染率为 27．36％， 

这低于周梓林⋯对武汉地区鼠类调查结果，与 

李富华 对云南三个地区家栖鼠类调查结果 

表 4 揭家鼠年龄与 c．hepatica感染率 

* 括号内的百分数为不同感染度的鼠占本年龄组总阳性鼠的百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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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28．85％)。其中山东地区褐家鼠感染率 

(45．∞％)较之李燕榕 一对福建建瓯县农村褐 

家鼠感染率(29．03％)高，但低于武汉地区褐家 

鼠、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动物园褐家鼠感染 

率(分别为 63．87％【引、75％【 、87．4％[2-)。此 

外山东地区小家鼠感染率为 0，与云南部分地 

区调查结果_4】一致。上述感染率不同的原因 

可能与地区不同有关。Farhang—Azad_6 及周梓 

林 发现 c．hepatica的感染率随地点变化而 

不同，这与本文结果类似。我们的调查表明，同 

是居住区，不同地区褐家鼠感染率有明显不同 

(X2：15．41，P<0．005)。 

3．2 本文对褐家鼠的调查结果表明，随鼠龄增 

加，C．hepatica 感 染 率 明 显 增 高，这 与 

Farhang-Azad[ 的结果一致，该作者对 845只 

褐家鼠检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成年鼠和 65％ 

幼鼠感染 c hepatica，并且流行率和强度与体 

长(年龄指标)成正 比。结果认为 c hepatica 

感染度随年龄增加而增加，这与 Child_2 结果类 

似。此外雌雄鼠感染率无明显差别，与剂素 

兰-7 调查的雄性感染率高的结论不符。 

3．3 Spratt和 SingletonH 据其在澳大利亚东 

南部谷物生长地小鼠中明显缺乏 c hepatica 

感染并结合c．hepatica独特的卵散播特点(该 

虫卵散播依赖宿主死亡)，提出能否将 c．hep— 

atica引入小鼠种群来控制其种群密度，并为此 

进行了实验室和现场工作，得到初步肯定结 

果【 ]。山东费县农田黑线姬鼠、大仓鼠均无 

此虫感染，能否用 C．hepatica控制其种群密度 

从而降低鼠媒传染病的发病率值得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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