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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森林革蜱、草原革蜱感染和经期传播莱姆病螺旋体的实验研究 

作者： 孙毅， 许荣满， 郭天宇， 张泮河， 曹务春 

摘要： 以实验室培育的非感染森林革蜱Dermacentor silvarum、草原革蜱D. 

nuttalli刺叮人工感染21天后的阳性KM鼠，利用分离培养和PCR方法检测蜱

对螺旋体的保持能力以及体内螺旋体对敏感动物的感染能力。结果如下：非

感染幼蜱均可以通过吸血获得莱姆病螺旋体，饱血森林革蜱和草原革蜱幼蜱

PCR阳性率均为50.0%而分离阳性率都为20.0%。饱血脱落后，这些幼蜱只能

在饱血后2天内分离到莱姆病螺旋体。PCR检测阳性也只能持续到4天，均不

能跨越蜕皮阶段。蜕化为若蜱后，若蜱以及分别受到这些若蜱刺叮的KM鼠均

未发现阳性感染。非感染若蜱吸食感染的KM鼠后，饱血森林革蜱和草原革蜱

获得了莱姆病螺旋体，PCR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0%和20.0%。分离阳性率分

别达到33.3%和60.0%。这些若蜱分别于饱血后2天和3天可以分离到莱姆病螺

旋体，PCR扩增阳性也只能分别持续到饱血后4天和6天，均不能跨越蜕皮阶

段；蜕化为成蜱后，成蜱以及受到它们攻击的KM鼠均未获阳性检测结果。同

种蜱不同地理株在感染和保持莱姆病螺旋体的能力上也没有差异。森林革

蜱、草原革蜱的幼蜱和若蜱虽可以吸血感染但均不具备经期传播莱姆病螺旋

体Borrelia garinii CHNM4的能力，作为莱姆病媒介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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