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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蛙、蛇体内曼氏裂头蚴感染情况调查 

徐卫民1，汤益1，王佳1，杨洋1，方胜宇2，朱素娟1，金行一1，王衡1 

1.浙江省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杭州310021；2.桐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了解杭州市蛙、蛇类体内曼氏裂头蚴自然感染情况。方法在该市7个农村县（区）捕捉野生蛙、蛇，城区的5个
县（区）从辖区农贸市场购买人工养殖牛蛙，进行逐只（条）解剖检查和鉴定曼氏裂头蚴。结果671只野生青蛙裂

头蚴感染率为31.15%,感染强度为1～60条；3条野生蛇感染率达100%，感染强度为2～99条；而人工养殖的牛蛙

裂头蚴均为阴性。裂头蚴可在蛙体内任何部位的肌肉寄生，其中以腿部肌肉寄生最为常见，占78.99%
（391/495），而在蛇类则以寄生于皮下为主，占61.21%（71/116），不同大小青蛙曼氏裂头蚴感染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I>χ</I><sup>2</sup>=6.561，<I>P</I>＜0.05）。结论杭州市野生蛙、蛇体内裂头蚴感染率

较高,分布广泛,存在曼氏裂头蚴病自然疫源地。因此，改变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俗，开展曼氏裂头蚴病的

预防工作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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