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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管圆线虫病
!

/(<281)08(<=92/121

"

是一种流行

于我国的人畜共患食源性寄生虫病 #

>

$

%

其成虫主要

寄生于终末宿主家鼠的肺动脉内
%

在鼠体内繁殖的

#

期幼虫经鼠粪排出体外后
%

可感染中间宿主
?

螺类

及蛞蝓
@

并发育为
$

期感染性幼虫
&

淡水鱼
'

蛙
'

蟹等

转续宿主也能被感染
%

但幼虫进入其体内后停止发

育
&

人主要是因生食或半生食含感染性幼虫的中间

宿主和转续宿主而感染
%

或通过生食被感染的蔬菜
'

瓜果而感染
&

人感染后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

膜脑炎或脑膜炎#

!

$

&

>AAB

年
#&

(

##

月浙江省温州市

区出现暴发流行
%

#&C

人在一次聚餐中因半生食小

管福寿螺
!

!"#$%&$ %$'$()%*($+$

"

而感染广州管圆线

虫
%

其中
CC

人发病#

$

$

&

!&&D

年
!

月
"%

日北京首次暴

发了因生食或半生食小管福寿螺而导致的群体广州

管圆线虫病感染事件#

%

$

&

由于此前未对广州管圆线虫

谢平 E 吴德仁

【摘要】目的 了解广西北海市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分布
%

为广州管圆线虫病的预防控制提供科学

依据
&

方法 选择北海市海城区翁山村为调查点
%

从野外
'

市场
'

餐馆采集广州管圆线虫宿主
&

对采集的中

间宿主螺类采用酶消化法检查广州管圆线虫幼虫
%

对转续宿主蟹类采用匀浆法检查广州管圆线虫幼虫
%

对捕获的终末宿主鼠类
%

进行解剖
%

从肺动脉系统内查找广州管圆线虫成虫
&

结果 调查点野外有广州管

圆线虫的中间宿主
'

转续宿主和终末宿主孳生
%

市场有中间宿主
'

转续宿主的销售
&

检查各种宿主
%A%

个
%

%A

个感染
%

感染率为
A:A!F

&

野外采集了小管福寿螺
!

,"-$%&$ %$'$()%*($+$

"'

褐云玛瑙螺
!

.%/$+)'$ 0*()%$

"

和蛞蝓
!

1)-23

"

等
$

种中间宿主
%

蛞蝓感染率最高
%

为
$B:C&F

!

!>GCD

")

褐云玛瑙螺次之
%

为
!>:%$F

!

!>G

AH

")

捕获终末宿主鼠类
CH

只
%

感染率为
>:B!F

!

>GCH

"%

感染鼠种为黄胸鼠
!

42++*5 0(26)789+*5

"&

从市场采集

的小管福寿螺
'

圆田螺
!

:)72';"72(*<)'2

"'

石田螺
!

=)'"+2)2 >*2<?2+2

"'

河蟹等中间宿主和转续宿主
%

石田螺

感染率最高
%

为
>B:$AF

!

%G!$

")

小管福寿螺次之
%

为
%:$CF

!

!G%D

")

河蟹的感染率为
"

&

结论 北海市为广州

管圆线虫疫源地
%

中间宿主和终末宿主均有不同程度的感染
&

【关键词】 广州管圆线虫
)

疫源地
)

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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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市广州管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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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疫源地分布及其流行状况开展系统调查
!

缺乏其流

行特征的完整资料
!

影响了防治控制措施的有效实

施
"

为此
!

卫生部在
!&&<

#

!&&=

年组织开展全国广州

管圆线虫病疫源地的抽样调查
"

本研究通过对北海的

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

为广州管圆线虫病的防治工作提

供资料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抽样点确定

广西是我国较早发现广州管圆线虫病主要疫源

地之一
!

且范围较广
!

传播媒介多样
"

为了科学评价

广州管圆线虫及其宿主在该地区的分布情况
!

在广

西抽查了
>&

个县进行调查
"

北海是广西沿海地区
!

是其中的调查点之一
"

北海市主要选择海城区高德

镇翁山村作为野外调查现场
!

并对其周边的养殖场
$

市场
$

餐馆等
%

类场所进行调查
"

!"#

样本采集

中间宿主的分布调查
%

主要包括淡水螺的小管

福寿螺
$

陆生螺的褐云玛瑙螺以及蛞蝓
!

调查田
$

沟
$

渠
$

塘
$

屋舍前后等环境中这
$

种中间宿主的分布情

况
!

采集一定数量的活体
!

记录捕获个数及孳生环境

特征等资料
"

调查市场和餐馆螺类销售情况
"

终末宿主的分布调查
%

在居民区用鼠笼等设备

捕鼠
!

然后根据特征确定其类别
"

转续宿主的分布调查
%

主要从市场上调查和采

集淡水虾
$

蟹
$

鱼
$

蛙等
"

!"$

检测方法

采用酶消化法 &

?

'检查中间宿主幼虫感染情况
(

将螺压碎
$

剔壳
!

将软体组织研磨研碎
)

剪碎的软体

组织放入搅拌机
!

加少量水
!

搅拌
#? ! !& 1

*!

置于有

消化液
)

每
#& @

螺肉加消化液
!?& A9

*

的锥型量筒

内
!

$= "

消化
! 6

!

取沉渣放入培养皿中
!

加少量清

水稀释
!

在解剖镜
)

!:? # #&

倍
*

下镜检
(

采用解剖的方法了解终末宿主鼠类的感染情

况
(

解剖鼠体
!

在鼠心脏和肺动脉血管
)

包括肺组织

内的血管
*

寻找广州管圆线虫成虫
(

采用匀浆法检查转续宿主幼虫感染情况
(

将蟹

等轻压碎
+

剔壳
!

将软体组织研磨或粉碎成糊液
!

在

锥型量筒中加入去氯水后静置沉淀
)

静置悬浊液
*

!& ! $& A2(

!

弃上清液
!

重复
! ! $

次
!

取沉淀滤液解

剖镜
)

!:? $ #&

倍
*

下镜检
,

!"%

统计学分析

用
+250818B) CD5,9 !&&$

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
!

计算各类宿主的感染率
,

#

结果

#"!

中间宿主种类及繁殖环境

在翁山村野外现场
)

沟
$

塘及住宅周围等
*

很容

易采到小管福寿螺
$

褐云玛瑙螺
$

蛞蝓等中间宿主
!

在小管福寿螺生存的池塘和杂草处可见其粉红色的

虫卵
,

小管福寿螺主要孳生于河道
$

池塘内
-

褐云玛

瑙螺及蛞蝓主要分布于杂草生长
$

住宅周围有碎砖

乱石的环境以及附近的水池和墙根
,

#"#

中间宿主销售情况

在调查点所在城区的南珠市场
$

贵州市场有圆

田螺
E

图
>F

$

小管福寿螺
$

石田螺
)

图
!

*

等销售
,

但在

餐馆未采集到这些中间宿主
,

图
!

圆田螺

&'(" ! !"#$%&'#()*+"%(

图
#

石田螺

&'(" # ,"%'-("( .*(+/(-(

#"$

中间宿主采集及感染情况

在野外现场共采集到
$

种中间宿主
%

小管福寿

螺
>GG

个
!

褐云玛瑙螺
>=H

个
!

蛞蝓
H<

个
!

共
%<$

个
,

在市场也采集到
$

种中间宿主
%

小管福寿螺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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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圆田螺
<=

个
!

石田螺
>?<

个
!

共
!@A

个
"

合计各

类中间宿主
@%!

个
"

抽取
$?A

个进行检查
!

发现
%=

个感染
!

感染率为
#$:&#BC

表
#D

"

在野外采集的中间

宿主中感染率最高的是蛞蝓
!

为
$@:<&B

!

褐云玛瑙

螺次之
!

为
!>:%$B

"

在市场采集的中间宿主除圆田

螺外均不同程度地检出广州管圆线虫
!

感染率最高

的是石田螺
!

感染率为
>@:$AB

#

%E!$

$!

其次为小管

福寿螺
!

感染率为
%:$<B

#

表
>

$%

!"#

转续宿主种类与感染情况

在调查点所在城区市场共发现
%

种转续宿主
&

淡水鱼
'

河虾
'

青蛙
'

河蟹
"

共采集到河蟹
?@

只
!

采

用匀浆法检查
?@

只
!

感染数
"

(

未采集淡水鱼
'

河

虾
'

青蛙等其它转续宿主
%

!"$

终末宿主种类与感染情况

在调查点居民区捕捉到
$

种共
<=

个广州管圆

线虫的终末宿主鼠
!

现场解剖检查
<=

只
!

>

只感染
!

感染率为
>:@!B

%

其中褐家鼠
<>

只
!

感染数为
"

(

黄

胸鼠
>

只
!

感染
>

只
!

感染率为
>""B

(

臭鼩鼱
?

只
!

感染数为
"

%

从一个终末宿主黄胸鼠肺动脉内发现

!

条
#

雌雄各
>

条
$

广州管圆线虫成虫
#

图
$F<

$%

图
%

黄胸鼠

&'(" % !"##$% &'"()*+,#$%

图
#

鼠肺动脉解剖

&'(" # .G9H8(/0I /0),02/9 1I1),H -211,5),- 2( 0/)

图
$

黄胸鼠肺动脉中找出的广州管圆线虫雌成虫

&'(" $ J,H/9, /-G9) K80H L8G(- 2( )6, MG9H8(/0I

/0),02/9 1I1),H 8L !"##$% &'"()*+,#$%

表
) !&&@

年北海市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感染情况调查结果

*+,-. / NG0O,I 0,1G9)1 8L -./)0%#10./2'$% ,".#0.+.%)% 2(L,5)28( 8L 2(),0H,-2/), 681)1 2( P,26/24 !""@

!!

A=

A=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中间宿主

'(),0H,-2/), 681)

野外
J2,9-

采集数

;8:

5899,5),-

检查数

;8:

,Q/H2(,-

感染数

;8:

2(L,5),-

感染率
#

R

$

'(L,5)28(

0/),

#

B

$

市场
+/0S,)

采集数

;8:

5899,5),-

检查数

;8:

,Q/H2(,-

感染数

;8:

2(L,5),-

感染率
#

B

$

'(L,5)28(

0/),

#

B

$

小管福寿螺

304",+" ,"."'),$'"#"

褐云玛瑙螺

-,5"#)." &$'),"

蛞蝓

6)4"7

圆田螺

8)*"./0*"'$9)."

石田螺

:).0#")" ;$"91"#"

总计
T8)/9

#AA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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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广州管圆线虫病主要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

#

北海市位于广西最南端
$

属亚热带气候
$

年平均气温

!!:=!

$

气候湿润温和
$

雨量充沛
$

其间河道
%

田地纵

横交错
&

属于水网型地区
&

自然环境非常适宜广州管

圆线虫中间宿主的孳生
%

繁衍
&

也比较适宜鱼
%

蛙
%

蟹

等转续宿主和终末宿主家鼠的生存
%

繁殖!

!

"

'

本次调查表明北海市为广州管圆线虫病疫源

地
#

在调查点均能查到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
%

转

续宿主和终末宿主
&

且除转续宿主外
&

均不同程度地

查获广州管圆线虫
#

在野外中间宿主感染率最高的

是蛞蝓
&

为
$>:?@

&

其次为褐云玛瑙螺
&

为
!A:%$@

#

在调查点所在城区的南珠市场
%

贵州市场有圆田螺
%

小管福寿螺
%

石田螺等销售
&

除圆田螺外均不同程度

地检出广州管圆线虫
&

石田螺感染率最高
&

为

A>:$=@

&

其次为小管福寿螺
&

感染率为
%:$?@

#

此次调查虽然没有在餐馆内采集到广州管圆线

虫中间宿主圆田螺等螺类
&

但市场有圆田螺
%

小管福

寿螺和石田螺的销售
&

当地居民有喜爱吃圆田螺等

螺类的习惯
&

一些夜市摊店或家庭中
&

经常有圆田螺

等螺类的销售和烹调
&

人群受感染的潜在可能性较

大!

<

"

#

预防和控制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发生及流行
&

必

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

A

*

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

训
'

通过培训
&

使广大医务人员熟悉广州管圆线虫

病的防治知识
&

熟悉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临床诊断和

治疗标准
&

减少误诊和漏诊
&

提高广大医务人员对该

病的快速诊断和处置能力
' )

!

*

加强监测
'

一方面要

监测中间
+

转续和终末宿主孳生繁殖和销售情况
&

及

时掌握这些宿主孳生繁殖和销售流通情况
&

对重度

和中度情况要及时发出预警
&

加强区域间合作和信

息沟通
#

另一方面要监测这些宿主和人群感染情况
#

对宿主感染严重或有感染宿主在市场上销售流通

时
&

要及时加强宣传教育
&

以防止人群食用或烹调不

当
#

同时
&

要将该病纳入传染病疫情报告
&

开展可疑

病例侦察和报告工作
# ,

$

*

加大卫生监督力度
-

食品

卫生监督部门要加强螺类销售流通环节的监管
&

对

出售生食或半生食螺类及淡水虾蟹类的摊店要坚决

取缔
&

把好病从口入关
&

降低螺类食品卫生安全风

险
# ,

%

*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

广州管圆线虫病是可以

预防的
#

通过广泛的健康宣教
&

使人群了解和掌握

广州管圆线虫病的防治知识
#

预防该病主要为不吃

生或半生的螺类
&

不吃生菜
%

不喝生水
#

教育居民不

要食用生鲜或者未经彻底加热的螺
%

鱼
%

虾
%

蟹和其

他水产品
#

只要加热到
B& !

以上
&

就可杀死广州管

圆线虫
#

另外
&

要做好因幼虫可能经皮肤侵入的防

护工作
# ,

?

*

大搞爱国卫生运动
#

通过铲除杂草
%

污

水等栖息地
&

定期进行灭螺
%

灭鼠
&

消除广州管圆线

虫的中间和终末宿主
&

最终达到控制广州管圆线虫

病传播蔓延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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