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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蠕形螨（Demodex）是一类永久性寄生螨，寄

生于毛囊和皮脂腺内，可引起人体蠕形螨病［1］，表现为

面部皮肤病、睑缘炎、外耳道瘙痒、毛发脱落、外阴瘙痒

甚至乳腺肿瘤等［2-4］。应用抗螨药物杀螨是治疗和预

防人体蠕形螨病的最有效方法［5］，目前尚未有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的抗螨药物，因此抗螨药物的筛选仍是

人体蠕形螨病治疗的研究热点。体外抗人体蠕形螨实

验是将药物体外与活螨作用并比较不同药物的抗螨活

性，是筛选有效抗螨药物的可靠方法。我们通过大量

实验在以往文献记载的体外抗人体蠕形螨实验的基础

文章编号：1003-4692（2009）06-0553-03 【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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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寻找一种简便易行和定量的体外抗人体蠕形螨药物筛选的实验方法。方法 以百部乙醇提取物为实

验药物，分别应用文献记载的各种方法和自创的跟踪法进行体外抗人体蠕形螨实验，评价各种方法对筛选抗螨药物活性的

价值。结果 传统各法在药物和螨的作用方法及药物抗螨效果评价等方面均各有利弊。改进的跟踪法简单易行、视野清

晰并可定位跟踪螨的变化，准确记录每只螨的死亡时间，用 x±s表示螨的死亡时间为（3.53±1.04）min，可用 t检验比较不

同药物的抗螨活性。结论 跟踪法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进行体外抗人体蠕形螨药物活性筛选的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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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direct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screen drug that can kill human Demodex in vitro.
Methods Several methods including self⁃established method named Tracking⁃Detection were used in anti⁃mite experiments in
vitro with Radix Stemonae alcohol extract individually. Way of drug delivery and anti ⁃mite effect of all method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ll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showe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drug delivery and evaluation of anti ⁃mite effect.
Tracking⁃Detection was easy to be conducted with clear visual field, and the exact death time of each mite could be detected and
the death time was (3.53±1.04) min with Radix stemonae alcohol extract. And the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nti⁃mite activities to
human demodex of different drugs could be compared statistically by t⁃test. Conclusion Tracking⁃Detection is an ideal method to
screen anti⁃mite drug killing human Demodex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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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经过总结和改进，自创了一种简便、定量的药物体

外抗人体蠕形螨的实验方法，称为跟踪法，以期为治疗

人体蠕形螨病药物的筛选研究提供有效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百部 20 g、载玻片、盖玻片、透明胶纸、一

次性采血针、0号解剖针、Nikon E400光学显微镜及其

配套动静态照像系统、可调式移液器。

1.2 方法

1.2.1 供试蠕形螨采集 供试蠕形螨采集用透明胶纸

法和挤压刮拭法 2种。透明胶纸法：中重度蠕形螨感

染志愿者睡前洗脸后，将与载玻片大小相仿的透明胶

带分别贴于额、颊、鼻、下颌等部位，次晨取下贴回载玻

片上。挤压刮拭法：志愿者在 25～30 ℃室温适应 1 h
左右。皮肤表面消毒，用一次性采血针的钝端，采用挤

压刮拭法刮取志愿者的面部皮脂，置于湿盒，37 ℃温

箱保存待用。虫体分离用0号解剖针［6］。实验螨均为

活力强的毛囊蠕形螨（Demodex folliculorum）（以离开

原地活动为准，简称活螨）。

1.2.2 药液制备 实验药物为百部乙醇提取物：取百

部20 g，清洗后干燥、粉碎。然后装入标本瓶倒入80%
乙醇（浸没）浸泡 12 h，后用 80%乙醇热回流（85 ℃左

右）提取 3次、合并 3次提取液，减压回收乙醇至无醇

味，定容为200 mg/ml，得到百部提取液。

1.2.3 药物与螨作用方法 体外抗螨实验在（30±
0.5）℃实验室内进行（GMP实验室）。（1）涂片法：将待

试药液直接涂在载玻片上，将采集的人体蠕形螨放在

载玻片上［7］；（2）透明胶纸法：把药液分别均匀地涂于

载玻片上，贴上粘有螨的透明胶纸［8］；或将透明胶纸

法采集的标本从载玻片上揭开，加入药液后再重新贴

回［9］，药物作用前计数活螨数；（3）盖玻片法：将用皮肤

刮拭法获取的螨单个分离后置于盖玻片上，盖于已分

别涂好药液的载玻片上［8］；（4）载玻片法：将螨置于滴

有生理盐水的载玻片表面，滴加药液，定时观察并记录

螨的存活情况［10］；（5）自创的跟踪法操作方法：用盖玻

片的一角挑取少许皮脂，涂在滴有生理盐水的载玻片

1 表面中央，用盖玻片挤压研磨皮脂使之均匀分布。

揭开盖玻片，有皮脂的一面向上，盖于中央滴有一滴蒸

馏水的载玻片2上。分别观察载玻片1和载玻片2，找到

活力较好的毛囊蠕形螨（可见其运动活泼）。把活螨置

于显微镜视野中央，一人分别滴加药液在载玻片1和载

玻片2有皮脂区域，一人目镜监控下调整螨的位置在视

野正中央，轻轻盖上盖玻片。观察螨的活动变化情况。

1.2.4 数据采集及处理 每种方法各采用 100 μl 药
液，方法（1）～（4）均观察至少15只活螨与药物作用的

情况，每2 min观察螨的活动情况（以往文献中观察螨

的时间间隔为1～6 h，但对于抗螨活性较强的药物，螨

死亡时间较短，不宜采用），计数每个时间段螨的死亡

率及螨全部死亡时间；药物的活性比较指标为每个时

间段螨死亡率的差异；方法（5）跟踪法观察至少 15只

活螨，计数每次实验螨死亡时间，以 x±s计算螨死亡

时间，采用 t检验比较螨死亡时间的差异。

1.2.5 人体蠕形螨死亡判断 在 40×光学显微镜下

观察，毛囊蠕形螨螯肢和足爪（连续观察1 min）不动者

为死亡。

2 结果

2.1 不同抗螨实验方法操作过程 （1）涂片法：虫体

位置较固定利于观察，但分离后的螨体不易与已经涂

布在载玻片上的药物充分作用；（2）透明胶纸法：操作

方法简单且螨的位置固定，但螨体被固定在透明胶纸

上不宜与药液充分接触、透明胶纸浸泡药液可有轻度

胶质脱落和胶纸起泡现象；（3）盖玻片法：螨体可与药

液充分接触，但单个分离螨难度较大且分离单个螨时

有时会对螨造成损伤，影响螨的活力，且放下盖玻片的

时候螨不易快速调整到视线下甚至丢失；（4）载玻片

法：螨体可与药液充分接触，但冲入药液，盖下盖玻片，

虫体自身活动及其虫体在药液的冲刷下位置不确定，

不易逐个观察螨的活动情况；（5）跟踪法：视野清晰，药

物可与螨充分接触，并可观察螨从滴加药物到死亡的

全过程。

2.2 不同抗螨实验方法抗螨效果评价的数据采集及

处理 方法（1）～（4）每2 min记录死亡螨数，各种方法

螨全部死亡时间及各时间段螨的死亡数和死亡率见表

1。由于盖玻片法操作复杂且虫体常无法找到，因此放

弃记录；方法（5）记录被跟踪的每只螨的死亡时间。另

外，应用跟踪法抗螨的全部死亡时间为 6 min，用 x±s
表示螨的死亡时间为（3.53±1.04）min。

3 讨论

抗人体蠕形螨药物筛选的实验主要包括：采集供

试活螨、制备药液、药物与螨作用和药物抗螨效果的评

价 4个步骤。目前文献记载的方法主要有涂片法、透

明胶纸法、盖玻片法和载玻片法等，其命名方法主要是

根据实验方法中药物与螨的作用方法。这些方法的优

缺点主要集中在药物和螨的作用方法和药物抗螨效果

的评价两个方面，我们对这些传统方法进行了分析和

改进，分别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药物和螨的作用方法。以往方法的局限性：

（1）透明胶纸法目前应用较多［11-16］，但存在胶纸对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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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螨作用的干扰，螨一侧粘在透明胶纸上，只能一侧与

药物接触，难以排除药物与胶纸反应对螨的作用；（2）
涂片法、盖玻片法是将从皮脂中分离的螨置于事先涂

有药物的载玻片上，螨体分离单个螨难度较大，且螨不

易与药物充分作用；（3）载玻片法冲入药液，盖下盖玻

片后，虫体位置改变，不易跟踪螨的活动情况和进行活

螨的计数。跟踪法对以上局限性进行了改进，采用刮拭

法自中重度蠕形螨感染患者皮脂获得活螨，让药物直接

作用于活螨；中重度蠕形螨感染者的皮脂在镜下观察，

视野中蠕形螨较多，且常常成簇出现，不易分离，给体外

抗人体蠕形螨实验造成麻烦，为了排除分离工具对螨造

成的损伤，我们选择对螨进行简单的分离，用盖玻片的

一角挑取少许皮脂，涂在滴有生理盐水的载玻片中央，

用盖玻片挤压研磨皮脂使之均匀分布，而不用工具接触

螨体。对单只螨进行跟踪药物作用，易于观察。

二是药物抗螨效果的评价。以往的实验方法大都

同时观察药物对一定数量螨的作用情况，计数一定时

间段内螨的死亡数和死亡率，然后进行统计学处理，进

行各个药物抗螨效果的差异显著性分析，但一般抗螨

活性强的药物杀螨时间较短，分时间段记录螨的死亡

时间时常遇到两个问题：（1）若观察间隔时间短，则在

间隔时间内来不及观察每只螨的活动情况；（2）若观察

间隔时间长，则使得各种药物间的抗螨时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跟踪法在进行简单分离螨中，找到某一只

活力好的螨，然后在显微镜下跟踪其药物作用到死亡

的全过程，记录螨的死亡时间，经过统计学处理，用

x±s表示螨的死亡时间，再对不同药物作用螨虫后其

死亡时间的差异进行显著性分析，从而克服了这两个

问题。

综上所述，应用跟踪法进行人体蠕形螨药物筛选

实验的优点是：（1）皮脂均匀分布，可使视野清晰且节

约皮脂用量；（2）螨可与药物充分作用；（3）跟踪观察，

可记录每只螨活动情况变化、形态变化和死亡时间；

（4）用 x±s表示螨死亡时间，可用统计学方法（如 t检

验）科学地进行组间比较，定量比较各种药物的杀螨活

性。因此认为：应用跟踪法进行药液体外抗蠕形螨的

实验是一种简便易行、直观和定量的实验方法，在繁杂

的药物筛选工作中做到操作简便、规范；数据定量、可

比性强，可以科学地比较2种药物杀螨活性强弱，可为

体外抗蠕形螨药物筛选提供较理想的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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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传统方法药物体外抗螨时间

药物作用方法

自然死亡

涂片法

透明胶纸法

盖玻片法

载玻片法

注：括号内数据为死亡率。

螨数
（只）

30
32
35
6

32

螨全部死亡
时间（min）
＞120

10
8

-
6

不同时间段螨死亡数量（只）及死亡率（%）

2 min
0
0
0
-
0

4 min
0
4（12.50）
6（17.14）

-
12（37.50）

6 min
0

24（75.00）
26（74.28）

-
32（100.00）

8 min
0

28（87.50）
35（100.00）

-
-

10 min
0

32（100.00）
-
-
-

12 min
0
-
-
-
-

··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