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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可的松 (每次 20mg，1周 2次)，另一组不 

使用醋酸可的松，在感染蛲虫卵后的 1～4周， 

解剖动物，结果显示 ：(1)所有动物解剖后，蛲虫 

获虫结果均为阴性 (2)无论是使 用醋酸可的 

松的小 自鼠还是长爪沙鼠，均未见有增加蛲虫 

获虫率的作用。(3)实验动物对来 自实验室培 

养的雌性蛲虫成虫产的虫卵直接取 自蛲虫病患 

儿肛门处的虫卵的感染，实验结果没有差别。 

各组详细实验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蛲虫病动物模型实验结果 

抽  实验分组 动物数 感染蛲虫卵 解剖动物数 获虫数 
刨例 ‘ (N ) (只) (个／只) (只) (条) 

’用醋酸可的格组 ；* 感染 的虫卵取 自培养的雌性蛲虫 

我虫所 l产的卵组 。 

3 讨 论 

有关寄生于人体的蛲虫病的研究，以灵长 

类动物如节尾猴、长臂猿、黑猩猩和其他动物如 

猪为实验对象的实验研 究已有报道_l J，但这些 

动物：虻其是前一类用于实验研究成本高而来源 

少。因此，用这些动物制备蛲虫病的动物模型 

进行实验，难 以推广。而用长沙爪沙鼠和小自 

鼠制备多种寄生虫病动物模型 及应用免疫抑 

制剂 提 高 对 寄 生 虫 易感 性 的 研 究 报道 较 

多[z-6l，但用于制备蛲虫病的动物模型 尚未报 

道。本文工作 旨在探讨用长沙瓜沙鼠和小自鼠 

制备新的蛲虫病动物模型的可能性。 

本实验结果表明；长爪沙鼠和小白鼠对寄 

生于人体的蛲虫不具有易感性，其感染性虫卵 

不能在长爪沙鼠和小 自鼠体 内发育生长 应用 

糖皮质激素类的免疫抑制剂对提高蛲虫的易感 

性无明显作用，因而说明长爪沙鼠和小白鼠对 

寄生于人体蛲虫不易感性与这些动物 的免疫状 

态无关。本实验中，选用了二种来源的虫卵感 

染动物，一种直接取材取蛲虫病患儿肛门处的 

虫卵，另一种取材于培养的雌性蛲虫成虫产的 

虫卵，但无论用哪种虫卵感 染动物均不能改变 

长爪抄鼠和小白鼠对寄生于人体 的蛲虫不易感 

性 的结果。此外，这一结果也与感染动物 的虫 

卵数量无关。上述结果说明寄生于人体的蛲虫 

与寄生于小白鼠的蛲虫(Syphacia obvelata)具 

有明显的种属差异。 

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长瓜沙鼠和小白鼠不 

适合用于制备人蛲虫病的动物模型。 

致谢 本文工作曾得到过上海医科大学寄生虫 

学教研室连惟能教授生前的指导，在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和深切的怀念。 

参 考 文 献 

1 Watson．J M M edical Helmintho]ogy．w t Press． 

London and Tonhfidge 1960，123 

2 张孝蓉 ．刘映铭．扬超等 十二指肠钩虫在长瓜抄鼠体 内移 

行及再感 染力的实验 研究 中华预防医学杂 志．1983，17 

(6)：347 

3 朱棠贞．钟永良．张遥明等．周期型马来墼旦在长爪抄 鼠体 

内移行和分布 动物学报，270)：198 

4 薛燕平．王正仪．马伊莎等 肝阿米巴病的长爪抄鼠动物模 

型 ．中华医学杂志，1986．66(8)：495 

5 肖材华，任海南．尤纪青 阿苯选唑对小 鼠肌肉内移行的犬 

钩虫幼虫的作用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 杂志，1994， 

l2(3)：214 

6 施光峰．徐肇弱．翁心华等 ．毗喹酮治疗对血哑虫感染小鼠 

免疫病理 变化的影响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 生虫病杂志、 

1997．15(4)：201 

∞ ∞ ∞ ∞ ∞ 0 ∞ 帅 0 

_-；  r砌．- 枷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