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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效果较好袁 操作简易袁 试剂价廉袁 还可置普通冰箱
内冻存袁 适用于一般实验室遥 本实验应用 EG在原20
益保存人芽囊原虫袁 也显示出一定的保护作用袁 但其
保存效果不如 GL遥
关于保存温度袁 一般认为袁 保存温度越低越好遥

原虫在原20 益 只能作短期保存袁 原70 益时可保存数
月袁 在原196 益可使细胞的物质代谢和生长几乎停止遥
研究表明袁 在这样的冻存条件下袁 细胞内调节和控制
细胞生长代谢的各种酶类受到极大抑制袁 生化反应十
分缓慢袁 从而避免细胞遗传性状的改变袁 理论上可用
作细胞的长期保存遥 如红内期疟原虫等经低温保存
后袁 仍保持原有的生物学特性不变咱6,7暂遥 本实验发现
人芽囊原虫在室温渊18 益耀20 益冤下可存活 3周袁而在
冰箱内渊4 益耀6 益冤存活不到 1周袁 显示在常温下无法
较好地保存虫体遥 在应用相同冻存液时袁 比较原20 益
和原196 益冻存后复苏细胞的活力袁 发现两者的差异
明显袁 原196 益冻存细胞复苏后的活力高于原20 益组袁
且冻存半年后复苏细胞仍具增殖活性袁 培养 1周后能
形成细胞岛遥 因此袁 作者认为应用保护剂在液氮低温
条件下保存人芽囊原虫是可行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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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毕属吸虫 (Trichobilharzia) 成虫寄生于家鸭尧 野鸭及其
他鸟类的门静脉和肠系膜静脉内袁 其尾蚴可侵袭人体引起变态

反应性皮炎咱1暂遥 尾蚴性皮炎 (cercarial dermatitis) 在我国的吉
林尧 辽宁尧 四川尧 福建尧 江苏尧 上海尧 广东及广西等地均有报
道遥 李朝品等咱2暂于 1996年报道淮河水系发现毛毕属吸虫遥 为
了明确淮南地区是否为其自然疫源地袁 作者进行了本项调查袁
结果报告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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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地区毛毕属吸虫自然疫源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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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提要铱 本文报道毛毕属吸虫(Trichobilharzia)可在耳萝卜螺尧 家鸭或野鸭体内完成其生活史袁 人群接触疫水可引起
毛毕属吸虫尾蚴性皮炎遥 淮南地区存在毛毕属吸虫自然疫源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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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Natural Nidus of Trichobilharzia in Huain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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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Abstract铱 The life cycle of Trichobilharzia sp. can be completed in Radix auricularia and domestic or wild ducks,
and people can contract cercarial dermatitis through water contact. Natural nidus of Trichobilharzia exists in Huain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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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地点 淮南市郊高塘湖地区遥 此水域与淮河淮南段
相通袁 水位涨落与淮河同步袁 向北流入淮河遥
1.2 材料 家鸭 500只袁 为沿岸居民散养遥 野鸭 32只袁 为栖
息于此湖中的迁徙鸟类遥 雏鸭 10只渊两月龄冤袁 为实验室饲养遥
耳萝卜螺(Radix auricularia) 2 335只袁 采集于高塘湖水域遥
1.3 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遥
1.3.1 生态环境调查 调查高塘湖的地理位置尧 气候状况尧 植
被情况尧 动物情况以及周围居民的生产尧 生活习惯咱3暂遥
1.3.2 终宿主调查 分别收集散养家鸭 渊500只冤 和野鸭 渊32
只冤 的粪便袁 用直接涂片法检查毛毕属吸虫卵 渊每份样品涂制
3片冤袁 计算感染率遥 收集阳性家鸭与阳性野鸭粪便袁 称重, 水
洗沉淀, 计数虫卵袁 计算感染度 渊EPG冤遥
1.3.3 中间宿主调查 2 335只耳萝卜螺用清水冲洗干净袁 逐
个直接压片镜检尾蚴袁 鉴定尾蚴种类袁 计算螺的感染率遥
1.3.4 人群尾蚴性皮炎的调查 调查经常在该水域劳动的农民

和渔民共 276人袁 询问皮炎症状病史袁 观察皮炎病情遥
1.3.5 人工感染雏鸭 将 10只实验室饲养的雏鸭分别浸入含
80条尾蚴的水中 1 h咱4暂, 23 d后查虫卵遥
1.3.6 虫种鉴定 粪检虫卵阳性的家鸭及野鸭, 分别随机抽取
50只及 2只 渊其余放生冤袁 人工感染的雏鸭随机抽取 5只遥 解
剖袁 从门静脉和肠系膜静脉收集成虫, 鉴定虫种咱5暂遥

2 结果

2.1 生态环境 高塘湖位于 32毅40忆N袁 117毅10忆E袁 由冲积平

原地区与淮河一堤之隔的一个淡水湖和毗邻的沼泽地构成袁 由
区域径流供水袁 向北流入淮河遥 属于温湿带气候袁 年平均气温
14.7 益尧 降水量 900 mm遥 湖中主要有硅藻尧 绿藻尧 黄丝草尧
聚草及黄菱等多种浮游植物遥 淡水螺类有田螺尧 沼螺尧 豆螺及
耳萝卜螺等遥 鱼类资源丰富袁 湖水是野鸭和各种水鸟的重要越
冬地遥 当地居民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袁 岸上种植杨树尧 槐树等
经济林木和农作物, 灌木尧 杂草丛生袁 还有搭建的简易茅厕袁
湖面多以围网养鱼袁 渔民居住在坝上或船上袁 每户均饲养数量
不等的鸡尧 鸭尧 鹅尧 犬尧 猫尧 猪及牛羊等袁 儿童在湖边或堤

坝上成群放牧家禽和家畜袁 湖中有野鸭及水鸟等遥
2.2 终宿主自然感染情况 家鸭的感染率为 35.2% 渊176/
500冤袁 粪便平均感染度为 1 647 个/g遥 野鸭感染率为 56.2%
(18/32冤袁 平均感染度为 2 894个/g遥 家鸭与野鸭感染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渊字2=4.879, P<0.05冤遥
2.3 中间宿主感染情况 共检查耳萝卜螺 2 335只袁 直接压片
镜检, 查见眼点叉尾蚴阳性螺 24只袁 感染率为 1.03%遥 尾蚴体
前端漏斗状, 腹吸盘圆型, 有小刺遥
2.4 人群感染情况 查询沿岸农民及渔民袁 人均每周有 2 次
以上下水作业或游泳或沿河放牧 , 且每次持续时间超过 30
min遥 有鸭活动的水体, 人下水后可引起 野鸭瘙冶袁 大多入水后
10耀30 min感觉瘙痒遥 皮炎出现于胸尧 腹部及下肢等处, 表现
为弥漫性凸起的红色丘疹, 先是芝麻大小, 周围有红晕, 逐渐
成片风疹团, 患处有刺痒或奇痒感, 搔破后可继发感染遥 本次
共调查 276人袁 有皮炎表现 198例袁 感染率为 71.7%遥
2.5 人工感染雏鸭结果 从耳萝卜螺体内逸出的尾蚴感染雏

鸭 10只袁 其中 9只于 23 d后粪检毛毕吸虫卵均为阳性, 另 1
只死亡遥
2.6 虫种鉴定 解剖自然感染家鸭 50 只尧 人工感染雏鸭 5

只尧 野鸭 2只袁 均查见毛毕吸虫成虫遥 观察虫体大小尧 外形,
及口腹吸盘尧 睾丸及子宫在虫体内的分布等, 与李朝品等咱2暂报
道相同袁 成虫均属毛毕属吸虫遥 有关虫种有待进一步鉴定遥

3 讨论

毛毕属吸虫专性寄生于鸟类袁 中间宿主在我国均为椎实螺
科的萝卜螺属和土埚属 咱6暂遥 人不是毛毕属吸虫的适宜终宿主袁
其尾蚴侵入人体可引起尾蚴性皮炎遥 本次调查明确了淮南地区
有毛毕属吸虫 渊病原体冤 存在袁 当地的耳萝卜螺 渊媒介冤 体内
可检测到毛毕吸虫尾蚴袁 其生活史可在当地的耳萝卜螺尧 家鸭
体内完成袁 也可在耳萝卜螺尧 野鸭体内完成袁 表明淮南地区存
在其自然疫源地遥

当地禽类毛毕吸虫病以及人群尾蚴性皮炎的流行危险因素

有院 淤 高塘湖地区有适宜物种生存的有利地理环境袁 为毛毕
属吸虫完成生活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于 毛毕吸虫中间宿主

椎实螺为当地优势种遥 调查显示当地的耳萝卜螺分布广袁 活动
时间长遥 其毛毕吸虫感染率为 1.03%袁 低于四川南充地区椎实
螺的感染率 3.07%咱7暂遥 作者认为除了与两地毛毕吸虫的感染程
度尧 虫种有关外袁 还取决于调查季节尧 检查螺的数量; 盂 当

地家鸭及湖中野鸭均有感染毛毕吸虫遥 高塘湖水域常有成群
的野鸭和各种不知名的水鸟活动袁 为毛毕吸虫的自然感染提
供了可能遥 由于有些为迁徙鸟类袁 有可能造成其他水域的感
染咱8暂; 榆 当地居民在生产尧 生活中接触疫水袁 易引起尾蚴性
皮炎遥 常接触此水域的居民感染率较高袁 为 71.7%遥 建议在劳
作过程中涂搽防护剂做好防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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