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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目的 : 探索唾液作为检测日本血吸虫循环抗体样本的可行性。方法 : 建立血吸虫兔感染模型 , 收集感
染后不同时期、再感染及治疗后不同时期的唾液和血清 , 用 EL ISA 检测其中的循环抗体及其效价 , 并将检测结
果加以比较。结果 : 唾液与血清样本检测的敏感性分别为 9417 %与 100 % , 经χ2 检验 , 两者间差别无显著性意
义。唾液与血清样本检测的特异性均为 9417 % , 两者一致。结论 : 唾液作为样本可用于日本血吸虫循环抗体的
检测。
　　关键词 　日本血吸虫 　唾液 　循环抗体

　　目前日本血吸虫病的诊断以血清学检测较为常
用 , 但血清的采集对受检者具有一定的损伤性 , 患
者不易接受。Challacombe 等[1 ]用放射性125 I 标记
Ig G的方法 , 研究证实 Ig G 分子可经齿缝裂隙液
(crevicular fluid) 从血清进入唾液。Flisser 等[2 ]及
Feldmen 等[3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EL ISA) 、
酶联免疫转移印迹技术 ( EITB) 等检测猪囊尾蚴
病患者唾液中的抗体后认为 , 使用唾液作为样本在
囊尾蚴病的辅助诊断及流行病学调查方面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本文以兔作为动物模型 , 检测感染兔
唾液中的循环抗体 ( CAb) , 以探索唾液作为诊断
日本血吸虫病标本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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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材料

1 　实验动物 　体重 3 kg ±200 g 的新西兰白色种
兔 , 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提供。
2 　日本血吸虫尾蚴 　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
虫病研究所提供。
3 　实验试剂 　2 %匹鲁卡品购自上海市瑞金医院 ;
经 TCA 提纯处理的日本血吸虫可溶性虫卵抗原
(SEA2TCA) 系自行制备 ; 羊抗兔过氧化物酶结合
物购自 Sigma 公司 ; 邻苯二胺 ( OPD) 购自 E.
Merck 公司 ; 吡喹酮。
4 　设备 　96 孔酶标软板购自上海实生细胞生物技
术公司。Bio Tek 自动酶标仪。
　　方法

1 　动物模型的建立 　新西兰种兔 20 只分别经腹壁
接种血吸虫尾蚴 100 条。接种后随机编为 1 号～20
号。10 wk 后 1 号～7 号兔再次接种尾蚴 100 条 ,
13 号～20 号兔以吡喹酮 200 mg/ kg 胃饲进行药物
治疗 , 8 号～12 号兔作为对照组。
2 　样本收集 　按下法收集正常兔、感染后 10 wk、
14 wk、18 wk、再感染后 4 wk、8 wk、治疗后 4 wk
及 8 wk 兔唾液与血清。20 只感染兔中 10 号兔于感
染 8 wk 死亡。感染后 10 wk , 实验从余下的 19 只兔
中收集到血清及唾液标本各 19 份 , 在 8 号～12 号兔

中收集感染后 14 wk 的血清及唾液标本各 2 份 , 在 1

号～7 号兔再感染后 4 wk 和 8 wk 分别收集血清及唾
液标本各 7 份与 5 份。在 13 号～20 号兔中于吡喹酮
治后 4 wk 和 8 wk 分别收集血清和唾液标本各 6 份
和 5 份。另取 19 只正常兔血清及唾液为正常对照。
　　用 2 %匹鲁卡品液 50μl 涂布于兔口腔粘膜以
刺激唾液分泌 , 10 min 后收集唾液 3 ml～ 5 ml。
唾液经 - 4 ℃, 15 000 g 离心 30 min 后 , 取上清 ,

- 20 ℃保存待用。从兔耳静脉取血 2 ml 按常规法
分离血清。 - 20 ℃保存待用。
3 　样本检测 　用 96 孔酶标板包被 SEA2TCA 抗原。
洗涤后用 012 %BSA 封闭。洗涤后加入唾液样本原
液或血清样本 (1∶100) , 37 ℃孵育 1 h , 洗涤后 , 加
羊抗兔过氧化物酶结合物 37 ℃孵育 1 h , 洗涤后 ,

加入底物 OPD 显色 , 加 2 mol/ L H2SO4 终止反应。
Bio Te K 自动酶标仪用 490 nm 波段读取 OD 值。
4 　统计学处理 　用 SAS 软件包进行唾液与血清两
样本率的比较 , 计算 P 值。

结 　　果

1 　不同时期同步的唾液与血清样本检测 CAb 结果
比较
　　正常兔、感染兔唾液与血清 CAb 的检测结果
见表 1。统计学处理唾液与血清的敏感性间差别无
显著性意义 ( P > 0105) 。
2 　各组各时期样本 CAb 平均效价的比较

　　本实验将上述所收集的样本倍比稀释测定效

价 , 结果见表 2。

讨 　　论

　　本实验比较了相同处理、相同时期的血吸虫感
染兔模型的血清及唾液样本中 CAb 的检测结果 ,

并以正常兔血清及唾液标本的检测结果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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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两类样本经 EL ISA 检测所得的阳性结果极为接
表 1 　感染兔唾液、血清 CAb 检测结果
Table 1 Result of detecting CAb in saliva

and serum from infected rabbits

组别
Group

检测兔数
No. of
rabbits

detected

阳性数　No. positive ( %)

唾液
Saliva

血清
Serum

正常 Normal 19 1 (513) 1 (513)

感染后 10 wk 　10 wk pi 19 18 (9417) 19 (100)

感染后 14 wk 　14 wk pi 2 2 (2/ 2) 2 (2/ 2)

再感染后 4 wk 4 wk post reinfection 7 7 (7/ 7) 7 (7/ 7)

再感染后 8 wk 　8 wk post reinfection 4 4 (4/ 4) 4 (4/ 4)

治疗后 4 wk 　4 wk post treatment 6 6 (6/ 6) 6 (6/ 6)

治疗后 8 wk 　8 wk post treatment 5 5 (5/ 5) 5 (5/ 5)

表 2 　不同时期唾液与血清样本 CAb 平均效价
Table 2 　Mean CAb titre in the saliva

and serum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组别

Group

检测
样本数
No. of
samples
detected

平均效价 Mean titre

血清
Serum

唾液
Saliva

感染后 10 wk 　10 wk pi 19 1∶2 758131 1∶1212

再感染后 4 wk 　4 wk post reinfection 7 1∶2 539184 1∶11188

再感染后 8 wk 　8 wk post reinfection 4 1∶2 111121 1∶4

治疗后 4 wk 　4 wk post treatment 6 1∶1 425143 1∶28150

治疗后 8 wk 　8 wk post treatment 5 1∶ 317148 1∶24125

近。仅在感染后 10 wk 时血清检测为 19 只阳性 ,

而唾液阳性数为 18 只。但经 SAS 软件比较后表明
两者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在正常对照中 , 兔血清及
唾液中均出现一阳性 , 推测可能是由于该兔体内存
在交叉抗体所致。Challacombe 等[1 ]在实验中以放
射性125 I 标记的 Ig G注入恒河猴体内 , 30 min 后标
记物便出现于口腔唾液内 , 显示唾液中的 Ig G 可
及时地反映体内 Ig G 的存在。本实验以唾液作为
标本检测抗日本血吸虫的抗体其敏感性及特异性与
血清标本无显著性差异。且感染后、重复感染及感
染治疗后 , 唾液中的抗体检测结果与血清一致。
　　为反映唾液中 CAb 的水平是否与血清中 CAb

变化一致 , 本实验尚检测了不同模型各时期的抗体
滴度情况。陈家旭等[4 ]曾报道以 100 条尾蚴感染的
兔血清中 CAb 水平在感染 10 wk 呈现高峰 , 12 wk

～14 wk 后下降 , 22 wk～38 wk 下降至较低水平。
本实验中由于感染兔死亡等原因致使样本量减小 ,
未能统计单一感染组 14 wk 及 18 wk 的 CAb 的平
均滴度。然而由表 2 可见 , 再感染组 4 wk 及 8 wk

的平均血清抗体滴度 (1∶2 53918 , 1∶2 11112) 与
单一感染组 10 wk 的水平 (1∶2 75813) 相接近 ,
而治疗后 4 wk 及 8 wk 的平均血清抗体滴度水平
(1∶1 42514 , 1∶31715) 则较单一感染组 10 wk 的
水平呈下降趋势。这一结果与陈家旭等报道的重复
感染可增高宿主体内的 CAb 水平相符合。在再感染
组 8 wk 存活的 4 只兔 , 抗体滴度个体差异较大 (1∶
1 , 1∶32 , 1∶8 , 1∶1) 。可能是由于其中滴度为 1∶1 的
两兔对匹鲁卡品反应较其它兔敏感 , 短时间内即分
泌较多唾液 , 使其唾液中抗体滴度较低 , 从而使整
组的抗体水平较低。结合表 1 和表 2 的结果 , 我们
认为唾液中可检出抗血吸虫的抗体 , 唾液中 CAb 水
平低于血清 , 但其敏感性与血清无差异 , 而特异性
与血清一致。由于唾液收集较为容易而且无损伤性 ,

唾液作为日本血吸虫病的诊断样本可能具有一定的
实用价值 , 值得进一步在感染者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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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detecting anti2Schistosom a japonicum antibodies in saliva. METH2

ODS : Saliva and serum samples of 5 infected , 7 reinfected and 8 treated rabbits were collected at different times
periods. The CAb in saliva and serum was detected by using EL ISA. RESULTS : The sensitivity of EL ISA was
9417 % for saliva and 100 % for serum. The specificity of EL ISA was 100 % for both saliva and serum. CON2
CL USION : Saliva can be used to detect circulating antibodies for the diagnosis of schistosomiasis japonica.
　　Key words : Schistosom a japonicum , saliva , anti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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