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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华安县淡水蟹类和并殖吸虫囊蚴感染的情况
!

方法 以并殖吸虫病流行区

华安县高安乡邦都村为调查点
"

采集蟹标本
"

进行形态学观察和分类
"

将本次调查捕获的蟹与相关历史资

料进行比较
!

调查蟹栖息地的生态环境
!

采用水洗双筛法检查并殖吸虫囊蚴感染情况
"

计算感染率和感染

指数
!

结果 共捕获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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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漳州华溪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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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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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待定种的华南溪蟹
&

漳州华溪蟹和华安南海溪蟹为当地优势种群
!

不同蟹种栖息于的不同水系溪段中
!

蟹

的斯氏并殖吸虫感染率为
!'>%B

'

&CE#AA

$"

感染指数为
!>CA

!

待定种的华南溪蟹感染率最高
"

为
&$>!B

'

!%E

CA

$"

是新发现的斯氏并殖吸虫宿主
!

对以往报道但本调查未查获的福建华溪蟹
&

台湾南海溪蟹和中华束

腰蟹等种类及分布作了修正
!

结论 华安县高安乡斯氏并殖吸虫疫源地淡水蟹类资源丰富
"

与当地地

形地貌相关
!

待定种的华南溪蟹为新发现的斯氏并殖吸虫宿主
!

【关键词】 斯氏并殖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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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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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光等 "

:

#对福建省华安县高安乡开

展并殖吸虫病原学和流行病学调查
!

查获福建拟钉

螺
$

!"#$%&' (%)*'+,+-*- A3B5 :%C%

%

和福建华溪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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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南

海溪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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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束腰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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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卫氏并殖吸虫
&

斯氏并殖吸虫和

三并正并殖吸虫囊蚴
'

近年以并殖吸虫病例为线索

再次调查华安县并殖吸虫传播宿主淡水螺
&

蟹类资

源
!

报道了一拟钉螺属新种
(

华安拟钉螺
$

67 5%''!

+,+-*- )<J> 27

%

"

!

#

!

从华安拟钉螺体内检出斯氏并殖

吸虫尾蚴
!

证实当地为斯氏并殖吸虫病疫源地
!

并

修正了福建拟钉螺在当地的分布
)

本研究对华安淡

水蟹种类
&

分布作进一步的调查
!

并以期补充阐明

当地蟹种的分类问题及并殖吸虫感染现状
)

!

调查对象与方法

!"!

标本采集与检查

捕捉邦都村山涧淡水蟹
!

逐一分类鉴定后
!

将

蟹个体称重
!

采用水洗双筛法检查蟹体并殖吸虫囊

蚴"

$

#

)

调查蟹栖息地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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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本比较观察

以本次捕获的蟹标本
!

与相关历史资料或实物

标本
!

进行比较观察
!

对曾报告的蟹而当地又没有

的种类进行修正
)

!"$

流行区感染强度的判别

以蟹感染指数判别疫源地流行强度"

&

#

!

公式
(

感

染指数
"

$

感染率
#

每蟹平均囊蚴数
#

每克蟹重平均

囊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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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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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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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山沟共捕捉
:CC

只溪蟹
!

隶属溪蟹科华

溪蟹属
!

种
!

南海溪蟹属
:

种
!

华南溪蟹属
:

种和

束 腹 蟹 科 束 腰 蟹 属
:

种
)

其 中 漳 州 华 溪 蟹

$

.*+/0/1'2/+ 85'+985/%,+-, DE-)L -* 0=5 !":"

%

&$

只
!

占
!&>!M

*

平和华溪蟹
$

.*+/0/1'2/+ 0*+95,+-,

DE-)L -* 0=

!

#%%@

%

##

只
!

占
F>!M

*

华安南海溪蟹

$

4'+5'*0/1'2/+ 5%''+,+-, 403

!

#%%C

%

$F

只
!

占
!N>$M

*

华南溪蟹
$

:%'+'+0/1'2/+ 403 -* ?L

!

#%%&

*

待定种
%

FC

只
!

占
$C>@M

*

华安束腰蟹
$

./2'++*'15,&05%-'

5%''+,+-*- ?03O0)-*1 -* 403

!

#%%C

%

!!

只
!

占
#!>&M

)

其中华南溪蟹
+

漳州华溪蟹和华安南海溪蟹为当地

优势种群
)

#"#

淡水蟹类生态环境

山沟水源头多在半山腰上下
!

一般一条山沟常

可采获
$$&

种溪蟹
!

但它们具有较为明显的山沟水

系分段分布特征
)

华南溪蟹主要栖息于水系源头为小沟或地下渗

水的环境
!

小沟旁常为灌木
&

杂草和荆剌荫蔽
!

水流

细小而缓慢
!

沟底由碎石或泥砂土构成
$

图
#

%)

华南

溪蟹常藏匿于浅水或湿地小石块下
*

这种环境偶有

少量漳州华溪蟹及平和华溪蟹的幼蟹
!

或未成熟的

华安南海溪蟹
)

漳州华溪蟹与平和华溪蟹多见于山腰溪沟中
!

一般沟宽
&N$%N 88

!

水深
#N$&N 88

!

沟底分布大小

不等的风化石
&

卵石和沉积的粗砂
!

沟边杂草
&

灌木

浓密
!

蟹多栖息于水流较为缓慢的扁平石块下
$

图

!

%)

在山脚平缓的溪沟中
!

沟床大小不等的风化石
&

卵石和沉积的泥砂中
!

华安南海溪蟹较集中栖息于

靠近岸边的浅水区泥石缝中
$

图
$

%)

这种生态环境
!

除主要分布华安南海溪蟹外
!

还有部分上述两种华

溪蟹栖息
)

由山脚下水源流往灌溉沟渠或山塘
!

杂草丛生

和水源不断的湿地环境多见华安束腰蟹
$

图
&

%)

综观

以上
!

显示多蟹种地区蟹的溪流水系分段分布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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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蟹类并殖吸虫囊蚴检查

共检查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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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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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感染斯氏并殖吸虫囊

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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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为
!'>%M

*

蟹的感染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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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华

南溪感染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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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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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报告为斯

氏并殖吸虫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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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淡水蟹的斯氏并殖吸虫囊蚴

感染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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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种类鉴别

共调查
'

条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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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发现文献报道的福建华

溪蟹
"

台湾南海溪蟹和中华束腰蟹
!

上述种类与本次

调查捕获的种类易于混淆
!

故对其形态特征特作以

下比较鉴别
#

漳州华溪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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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和华溪蟹雄性第一腹

肢末节末端均有不同形态分叶
!

而福建华溪蟹雄性

第一腹肢末节末端明显窄小且不分叶
!

它们主要形

态特征的鉴别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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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束腰蟹雄性第一腹肢向外

侧拱弯
!

与中华束腰蟹$

@

%第一腹肢末端向腹面弯曲有

明显差异
!

两者主要形态特征的比较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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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种的华南溪蟹与铲肢华南溪蟹和唐氏华

南溪蟹形态特征比较

待定种的华南溪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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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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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与铲肢华南溪蟹 $

A

%

和唐氏华南溪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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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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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较为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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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待定种的华南

溪雄性第一腹肢末节外侧缘呈近垂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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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铲肢华

南溪蟹呈半圆形斜列不同
(

其又与唐氏华南溪蟹雄

性第一腹肢末节的内侧缘明显长于外侧缘相区别
)

上述三者华南溪蟹的主要形态特征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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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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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溪蟹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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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093*0* D<1 *+ ,-($.,-&"/$0/ 0). *+ %1$.-/$0/

图
)

华安南海溪蟹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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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束腰蟹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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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M- 3)A-@*3<) 10*- <A 8-*0@-1@0130- <A 3+ 0456(71$1 3) C013<G2 @1092 27-@3-2 3) N0)F.G ;3==0F-5 OG0

#

0) P<G)*Q

表
'

华安束腰蟹与中华束腰蟹主要形态特征比较

"#$%& ( ,<17M<=<F3@0= @M010@*-132*3@ .3AA-1-)@-2 9-*R--) *8 -"(($/$010 0). *+ 01$/$010

表
)

漳州华溪蟹
$

平和华溪蟹与福建华溪蟹雄性第一腹肢的主要区别

"#$%& ) ,0S<1 8<17M<=<F3@0= @M010@*-132*3@2 <A *+ ,-($.,-&"/$0/5 *+ %1$.-/$/$010 0). *+ 9"41/$/$0/ 3) *M- A312* 80=- 7=-<7<.

表
*

待定种华南溪蟹与铲肢华南溪蟹和唐氏华南溪蟹雄性第一腹肢的主要区别

"#$%& * ,0S<1 8<17M<=<F3@0= @M010@*-132*3@2 <A !"($($%&'()&$

!

G).-A3)-. 27-@3-2

"

5 !+ :-($.,-1") 0).

;+ '($.1 3) *M- A312* 80=- 7=-<7<.

蟹种
67-@3-2 <A @1092

第一腹肢自然位置及指向
T312* 80=- 7=-<7<. 3) )0*G10= 7<23*3<)

%

0). 7<3)* *<

末第二节
/-)G*380*- 2-F8-)*

末节
432*0= 2-F8-)*

漳州华溪蟹
*+ ,-($.,-&"/$0/

抵达到第
'EH

胸甲缝
%

末半部折向外方 呈方圆柱形
%

内缘方角状 呈掌心样内凹
%

末部趋扁
%

末端为尖指状
分左右两叶

%

背面可辨纵条痕

平和华溪蟹
*+ %1$.-/$/$010

超越第
'EH

胸甲缝
%

指向外方 呈不规则形状
%

内缘脊状
隆起

%

而外缘斜列
呈不规则形状

%

末部趋窄小
%

末端为缺刻
状分上下两小叶

%

下叶稍长于上叶

福建华溪蟹
*+ 9"41/$/$0/

抵达到第
'EH

胸甲缝
%

指向背外方 呈方圆柱形 长圆形
%

末部明显窄小

蟹种
67-@3-2 <A @1092

雄性第一腹肢
T312* 80=- 7=-<7<.

雄性腹部
,0=- 09.<8-)

第五节宽与长度之比
/1<7<1*3<) <A =-)F*M 91-0.*M

*< <A A3A*M 2-F8-)*

第六节长与宽度之比
/1<7<1*3<) <A =-)F*M *<

91-0.*M <A 23B*M 2-F8-)*

尾节长与宽度之比
/1<7<1*3<) <A =-)F*M *<

91-0.*M <A .32*0= 2-F8-)*

华安束腰蟹
*+ -"(($/$010

末半部明显向外侧拱弯
%

并显
著长于基半部

#>H ! # #>H ! # #>' ! #

中华束腰蟹
*+ 01$/$010

短小
%

基部呈泡状
%

末半部呈针
棒状

%

末端稍向腹面弯曲
#>H ! # #>I ! # #># ! #

蟹种
67-@3-2 <A @1092

雄性第一腹肢
T312* 80=- 7=-<7<.

末节
432*0= 2-F8-)*

末第二节与末节长度之比
U0*3< <A *M- =-)F*M <A 7-)G=*380*-

2-F8-)* *< .32*0= 2-F8-)*

华南溪蟹
!

待定种
"

!"($($(%&'()&$ VG).-A3)-. 27-@3-2W

末部呈拳头样扩展
%

中部凹沟较宽
&

外侧缘显著向背方呈翼状卷
起

%

近垂直
!>K ! :

铲肢华南溪蟹
!+ :-($.,-1")

末部呈铲状扩展
%

中部凹沟较窄
&

外侧缘显著向背方呈翼状卷起
%

内
$

外侧缘均作半圆形斜列
:>% ! :

唐氏华南溪蟹
!+ '($.1

末部呈不等边三角形扩展
%

内侧缘明显长于外侧缘
%

中部沟凹浅
而宽

&

外两侧缘不甚卷起
%

外侧缘近垂直
:>J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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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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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林宇光等于
:%@'

年调查时华安县高安乡邦都

村为超高度感染并殖吸虫病疫源地
!

查出卫氏并殖

吸虫
"

三平正并殖吸虫和斯氏并殖吸虫等
$

种并殖

吸虫
#

本次仅查出斯氏并殖吸虫囊蚴一种
!

感染率为

!'>%A

!

感染指数为
!>BC

!

仍为高度感染的并殖吸虫

病自然疫源地
$

本次调查显示当地蟹类并殖吸虫囊

蚴感染率下降
!

这与全省各地并殖吸虫感染率变化%

%

&

和仍有一些斯氏并殖吸虫病新疫区发现的情况%

#D!::

&

基本相似
$

本次共查获漳州华溪蟹
"

平和华溪蟹
"

华安南

海溪蟹
"

华南溪蟹
'

待定种
(

和华安束腰蟹
'

种淡水

蟹类
$

除华安束腰蟹外
!

其他
&

种均查出斯氏并殖

吸虫囊蚴
!

它们之间斯氏并殖吸虫囊蚴感染率有差

异
!

这与其生态习性和栖息地分布有关%

:!!:$

&

$

斯氏并

殖吸虫第一中间宿主拟钉螺
'

或小豆螺
(

孳生地为

小型坑沟或渗水沟
$

沟内水量除雨季外一般水流

少
5

小环境终年潮湿
!

碎石块与枯枝叶片上适应拟

钉螺孳生
$

这种环境恰好为华南溪蟹栖息地
!

与拟

钉螺逸出斯氏并殖吸虫尾蚴接触机会较多
!

故其斯

氏并殖吸虫囊蚴感染率均高于漳州华溪蟹
"

平和华

溪蟹
"

华安南海溪蟹
$

华安束腰蟹栖息于灌溉沟或

水塘环境
!

虽然与上述溪蟹是同水系
!

但因尾蚴多

产生在水源处
!

流往下游中不断散失
!

至灌溉沟或

水塘时
!

基本接触不到华安束腰蟹
!

故未查及感染

蟹
$

溪流水系多蟹种立体分布情况以及一地同时查

出两种华溪蟹属较为罕见
$

平和华溪蟹和漳州华溪蟹

先后均在平和县发现
!

后经调查
!

前者分布于平和县

东部以及龙海
"

漳浦
"

云霄县等地
!

后者分布于平和县

西南部以及南靖
"

永定
"

广东梅州和广州北部%

:&

&

!

而华

安县高安乡可能恰是两种华溪蟹分布交叉地带
$

高

安乡地处华安县西南部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
!

居民

区周边山地与丘陵相连
!

分布众多小山沟
!

森林浓

密
!

溪流水源丰富
!

非常适合淡水蟹类孳生
!

故查出

多种溪蟹
!

它们呈溪流水系分段分布的特征
!

与种

类间地域性活动的生态习性有关
$

如待定种的华南

溪蟹主要栖息溪流水系源头的浅水或渗水小沟泥砂

石缝中
!

平和华溪蟹和漳州华溪蟹主要栖息于山腰

溪流水体深浅不一的石块下
!

华安束腰蟹在山脚下

灌溉沟渠或山塘较为多见
$

南海蟹动物种群多见于

岛屿和海边山地
!

原以田埂
"

耕地水沟或坑沟旁自行

打泥洞穴居
!

华安南海溪蟹等部分南海溪蟹种类%

:'!:B

&

已迁徙深入内陆山区林区
!

由于蟹栖息地生态环境

的改变
!

成为传播并殖吸虫宿主
$

华溪蟹属种类外表形态十分相近
!

容易造成混

淆
!

所以本次查出两种华溪蟹都曾误当福建华溪蟹
$

华安南海溪是当地优势种类
!

但历史资料中当地未查

出华南溪蟹
!

而华安南海溪幼蟹与华南溪蟹外表形态

也十分接近
!

可能与将华南溪蟹误当南海溪蟹有关
$

华南溪蟹为
:%%&

年
'

403 !" ?E

(

建立的新属%

:C

&

!

分布

于福建省和武夷山余脉的江西省境内部分地区
!

至

今报告
:'

种%

:@!!:

&

$

雄性第一腹肢形态特征是淡水蟹

种属中鉴别的重要依据
$

本次查出的待定种华南溪

蟹
!

也是新发现的斯氏并殖吸虫宿主
!

与铲肢华南溪

蟹
'

#$ %&'()*&+,- F3 !" GH-)E

!

!DDD

("

唐氏华南溪

蟹
'

#$ "'()+ F3 -* 0=

!

!DD@

(

具有近似特征
!

但该蟹

种雄性第一腹肢具有末中部凹沟较宽
!

外侧缘近垂

直
!

以及外末角呈方角状等可与之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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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

陈勤
%

为促进热带医学特别是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防治
'

科研

领域中各学科间的相互交流
#

为该领域的广大科研
'

防治工

作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定

于
!P:$

年
::

月
:P

日至
!P:$

年
::

月
:$

日在广东省韶关

市莱斯大酒店召开全国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学术研讨会
(

现

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

会议主题与内容

会议将紧扣当前国内
'

外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与寄生虫

病防治
'

科研的新形势
'

新问题
'

新技术
'

新成果
5

开展学术交

流
)

内容涉及
&$

:

%

新发现或再现的传染病
#$

!

%

传染病与寄生

虫病的诊断及疫苗研究
#$

$

%

寄生虫与宿主相互关系的分子机

制
#$

&

%

寄生虫基因组与蛋白组学研究进展
#$

'

%

流行病与传

染病的防治
)

同时邀请国内
'

外著名的专家做专题报告
)

"

征文内容

欢迎参会人员就近年来有关医学寄生虫学的应用研究

及应用基础研究的成就与进展
#

包括医学原虫学
'

医学蠕虫

学
'

医学线虫学
'

医学昆虫学的病原生物学
'

免疫学
'

分子生

物学
'

疫苗和新药研制以及寄生虫病特别是被忽视
'

新现和

再现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
'

诊断与治疗
'

防治理论和实践等

投稿
)

#

征文要求

$

:

%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

内容新颖
#

尚未在公开发行的刊

物上发表
*$

!

%

递交
: PPP

字以内的论文摘要
$

电子版
%#

论文

摘要必须论点明确
#

重点突出
#

文字精炼
#

并规范使用名词术

语
+

计量单位和标点符号
*$

$

%

在题目和正文之间列出作者姓

名
'

工作单位全称
'

城市名称和邮政编码
*$

&

%

字体要求
&

题目

四黑
#

作者名五楷
#

正文五宋
*$

'

%

论文摘要经初审后选出大

会报告
'

分组报告和书面交流
*$

A

%

被录用论文将编入会议论

文摘要汇编
*$

C

%

征文截止日期
&

!P:$

年
:P

月
:P

日
)

$

会议地点

韶关市浈江区启明北路
:%

号 莱斯大酒店

酒 店 电 话
&

PC': ^@:%@@@@

#

联 系 人
&

黄 玉 红 经 理
#

:$@!A$P%&::

%

会议时间

!P:$

年
::

月
:P

日至
!P:$

年
::

月
:$

日
)

::

月
:P

日

全天报到
)

&

会议费用

会务费
%@P

元
_

人
#

非在职的在读研究生凭学生证减半
*

住宿费自理
)

'

报名与投稿

请将会议回执
'

征文发邮件至
:A%!:!A"&C`aa>M<8

联系电话
&

官亚宜
#

"!:^A&$CA$"@

#

传真
&

"!:^A&$CA$"@

#

A&$$!AC"

*

杨萍
#

"!"^@C$$$:%:

#

传真
&

"!"^@C$$$:%: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

!":$

年
@

月
!@

日

全国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学术研讨会通知

,

消息
,

!'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