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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伯利亚棘球绦虫和多房棘球绦虫泡状蜘

在小 白鼠发育成熟的比较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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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vi rc ho 研
‘;在德国首次报道人体感染泡状肝

包虫病 (al
veo la r ec hi

~ cos is )病例以来
,

此病害受

到许多寄生虫学者和医学家的关注
。

在美 国阿拉斯

加发现西伯利亚棘球绦虫 五动动

~
u 、 : ib iri o ns is

(R au
s eh a n d S eh ille r

,

19 5 4 )后
,

德国的学者 vo g el[ 2 ]

认 为 它 是 欧 洲 的 多房 棘 球 绦 虫 五动 认~ cu :

”不u ltil“ u la r艺s (I
碑 e u eka r t

,

18 6 3 )的一个地理株或亚

种
。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许 多 文 章 和 著 作 都 引 用

E J 之in 〔X 飞叉了C u s 观u ltiloc u la r is n ;u lt iloc u la r i、 和

E ‘人in

~
c u 、 m u lt il、u la r i、 : ibir ice n s i、 (R

a u s eh a n d

se hi一le r
,

1 9 5 4 )两亚种名称 [2 一 S J
。

作者于 1 9 5 5 年和

1 9 9 8 一 2 0 0 0 年在我国内蒙古东北部 呼伦 贝尔草原

进行泡状肝包虫病原的调查研究时发现在该草原同

时存在此两种绦虫
,

从布氏田 鼠 (Mierot
u S b ra n d t i)

肝脏查获它们不同结构的泡状坳
,

也从沙狐 (V ul pes

co rsa C
)找出它们有差异的成虫

。

经用成虫人工感染

K M 株小 白鼠证实了野外的观察
。

西伯利亚棘球绦

虫幼 虫期包 含有母 囊 (mo
the

r cy st )
、

未分化胚 囊

(
u n d iffe

r e n tia te d em brvo
n ie eys ts )

、

雏囊 (b
r仪妇 e a p

-

su les ) 和原头节 (pro t二co !ec es )
,

各囊 中存在能移动

的胚细胞团 (g
e

rm in a l e ell m a ss e s
)

,

由它们向外转移

被宿主 白细胞和结缔组织包围产生新囊
,

原头节也

是由这些胚细胞团发育形成 ; 多房棘球绦虫幼虫期

只含母囊
、

雏囊和原头节
,

母囊具有着生在囊壁内侧

上的胚细胞层 (或称生发细胞层 )(ge rm in al ce n lay
-

e r
)

,

由胚细胞层向外作芽状增生被宿主反应组织包

围形成新囊
,

原头节由胚细胞层上生出
。

据此
,

作者

认为 它们 应 当是具有 不 同发生 学 的两 个独 立 虫

种陈
7〕

。

为了要了解此两虫种泡状坳发育成熟时有

何异同
,

我们在人工感染的小白鼠体上继续观察 了

它们发育成熟的过程
,

发现它们仍然是按着各 自早

期发育的规律继续发育
,

最后各泡囊虽都被原头节

所充满
,

但仍有根本的差异 可见
。

现将它们在实验

小白鼠体内发育成熟的过程简单介绍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1999 年 9 月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捕捉

沙狐(Vu l娜 co 。
。
) 36 只

,

解剖内脏取出小肠
,

用水清洗和

沉淀法检查小肠内容物
。

查获两只 阳性
,

从其中一只沙狐小

肠只查获西伯利亚棘球绦虫
,

此 阳性沙狐为单一感染 ; 从另

一只沙狐小肠同时检获西伯利亚棘球绦虫和多房棘球绦虫
,

此阳性沙狐为混合感染
。

成虫标本放在装有生理盐水的小

瓶中经航空带 回厦门
,

用厦门大学抗癌中心实验室饲养的

KM 株小白鼠进行 口服人工感染
。

感染后 的小白鼠饲养在

厦门大学寄生动物研究室的动物房中
。

感染有西伯利亚棘

球绦虫 3
.

5 一 9 个月泡状蜘的小白鼠肺脏和 8
.

5 个月泡状坳

的小白鼠肝脏
,

以及感染有多房棘球绦虫 6
.

5 一 14 个月泡状

蝴的小白鼠肝脏 (此虫种在本实验中没有获得肺脏病灶的阳

性鼠)
,

均用 10 % 福尔马林溶液固定
、

石蜡连续切片
、

PA S 染

色制片
,

显微镜比较观察
。

两虫种泡状坳发育中后期阶段的

切片标本用数码照相机拍摄图像并输入电脑保存
。

本文所

用的图是由电脑图库中选出制版
。

舒利民和王彦海同志协

助小白鼠感染
,

叶如意同志协助切片染色制片工 作
,

特此致

谢
。

结 果

一
、

多房棘球绦虫和西伯利亚棘球绦虫人工感

染小白鼠结果的比较

用单独感染西伯利亚棘球绦虫的沙狐小肠中的

虫体孕节饲食小白鼠 11 只
,

及用混合感染有西伯利

本文 200 1 年 7 月 3 日收到
。

200 1 年 9 月 12 日接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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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
’

重点项 目(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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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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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棘球绦虫与多房棘球绦虫的沙狐小肠 中混合的虫

体孕节 (其上 自然地沾有两者的虫 卵 )饲食小 白鼠

19 2 只
,

共 2 0 3 只
。

每只小 白鼠饲食孕节数分别为

1 一 1 0条不 等
。

结果
:
没 有感染成功 的 阴性实 验 鼠

66 只(3 2
.

5 % ); 西伯利亚棘球绦虫泡状坳阳性鼠 41

只(2 0
.

1 % )(其中 10 只是用从单一感染此虫种的阳

性沙狐所获的孕节饲食的 )
,

发育 5 0 天以 后的泡状

蝴都是在鼠肺脏 ; 多房棘球绦虫泡状坳阳性 鼠 8 9 只

(4 3
.

8 % )
,

泡状坳全部在鼠肝脏 ;另 7 只阳性鼠兼有

成熟泡状拗在肺脏和肝脏寄生 的特点
,

其 中两只鼠

的肝脏和肺脏 已经进行切 片确认不是混合感染
,

下

文将述及
。

另 5 只鼠的泡状坳尚待切片确定
。

单独饲食西伯利亚棘球绦虫孕节 的 11 只的小

白鼠
,

于感染后 6 一 4 0 天全部剖检
,

一只阴性
,

其他

10 只阳性鼠肝脏表面都出现有大面积的充血现象
,

也出现不同数量早期小泡状病灶
。

它们切片染色标

本显示宿主的高度免疫 反应
,

尤其在泡状病灶周围

有大量白细胞积聚和结缔组织增生
。

饲食混合两虫

种孕节和虫 卵的 1 9 2 只小 白鼠中获 阳性 鼠共 12 0

只
,

饲食虫数虽多到 5 一 8 条
,

发育的泡状坳都只是

一个虫种
。

其中感染西伯利亚棘球绦虫泡状坳 (图

版 H
,

图 10 一 15) 的 3 1 只阳性鼠
,

大部分在感染后

3 一 9 月 自己死亡
,

泡囊都是在肺脏
,

它们的肝脏和

肺脏表面都大面积充血 ; 感染多房棘球绦虫泡状勤

(图版 I
,

图 1 一 9) 的 8 9 只阳性 鼠只有少数 自己死

亡
,

大部分是在感染后 6 一 18 月解剖检查
,

泡囊都是

在肝脏
,

此虫种的所有 阳性 鼠它们的肝脏都没有充

血现象
。

切 片显示宿主反应弱于由西伯利亚棘球泡

状拗在小 白鼠肝脏所引起的反应情况
。

在肝赃 和肺

脏均有泡囊的 7 只小 白鼠中
,

已如上述有 两只进行

了切片
,

其 中一只在肺脏有典型的西伯利 亚棘球泡

状坳
,

其肝脏的病灶也是该虫种的泡状坳 (图版 H
,

图 1 6 一 1 8 ) ; 另一 只在肝脏有典型的多房棘球成熟

泡状勤
,

其肺脏只是一些脓肿病灶
。

所以此次小 白

鼠的混合饲食两种棘球绦虫的试验尚未有同一小白

鼠感染两虫种泡状坳的结果
,

另外五只尚待切片观

察
。

二
、

多房棘球绦虫泡状蝴在实验小白鼠肝脏发

育成熟的过程

经人工感染获得多房棘球绦虫泡状坳阳性小 白

鼠
,

在感染后 2 一 3 个月 的鼠肝脏切 片
,

可 以明显见

到本虫种泡状坳的早期发育是通过泡囊具有胚细胞

层 (生发细胞层 )的囊壁不断向外作芽状增生及宿主

白细胞和结缔组织对它们包 围而产生新泡囊
。

感染

后 5 一 6 个月的小白鼠的肝脏
,

在泡囊内壁胚细胞层

上开始生长 出数量不多的未成熟的原头节
。

在感染

后 6
.

5 个月的阳性 鼠肝脏切 片中
,

仍然见 到数量不

多的未成熟原头节单独地挂在各泡囊内壁上 (图版

I
,

图 1 一 2 )
。

此时的未成熟原头节
,

它的头节很小

并缩在体部囊内
,

头节和体部包被之间余有很大的

空隙 ;未成熟原头节的柄梗部(pe d u n d e
)末端着生在

胚细胞层上
,

有若干和胚 细胞层有联系的小颗粒状

物质开始包围在梗部周围 (图版 I
,

图 2 )
。

在感染后

9 5 个月的泡状坳
,

有 的泡囊 内壁上虽 尚挂有新生

的未成熟原头节
,

但在一些泡囊靠近囊内壁部位
,

有

数量较多的原头节散布在由胚细胞层生出的颗粒网

中(图版 I
,

图 3 )
。

其 中有 的原头节发育已较成熟
,

它们体部被长大的头节所充满或几乎充满
,

由缩短

的柄梗部附着在颗粒 网的 网孔 (m es he
s
)中

,

颗粒 网

包围着不同发育程度的各原头节
。

这些图像说明多

房泡状坳
,

在泡囊增生的过程中各泡囊囊壁胚细胞

层上的胚细胞和胚物质在不断地产生原头节和联结

于诸原头节的网状组织
,

从该颗粒 网中也能生产原

头节
。

感染后 14 个月的泡状坳 (图版 I
,

图 4 一 9) 各泡

囊逐渐成熟
,

切片图像显示与各泡囊内壁联系的颗

粒网面积逐渐增大
,

在网中的成熟原头节数目逐渐

加多
,

在网中也仍有不同发育程度的原头节的情况
。

原头节在壁网上开始时多是 1 或 2 个 (图版 I
,

图 3
,

等 )
,

逐渐地成为 3 一 4 个或稍多些 的原头节在一网

眼中成一小团连于壁网上 (图版 I
,

图 4
、

5
、

7
、

8 )
。

有

的泡囊 已增生许多原头节
,

成片地分布在连于囊内

壁的网状结构中(图版 I
,

图 6 )
。

本虫种泡状坳的大

小泡囊
,

它们囊腔 中除有 PA S 阳性反应的胶状物质

(图版 I
,

图 4 一 5
,

箭矢 )之外
,

不存在可移动的胚细

胞团物质
。

所有原头节的产生显然均源于泡囊内壁

胚细胞层上的物质
。

多房棘球绦虫成熟泡状坳由大泡囊增生成许多

小泡囊
,

小泡囊内腔也被含有原头节的网状组织所

充满
,

但在这些网状组织的四周围都可见到它们和

泡囊内壁的联系(图版 I
,

图 9 )
,

这情况与西伯利亚

棘球绦虫成熟泡状坳泡囊内含原头节的网状组织不

和囊壁相连(图版 H
,

图 13 一 18) 的情况明显不同
。

三
、

西伯利亚棘球绦虫泡状蝴在实验小白鼠肺

脏和肝脏发育成熟的过程

西伯利亚棘球绦虫泡状坳早期雏囊和原头节的

产生是来 源于未分化胚囊 中可移动的胚细胞团
。

它

在小白鼠人工感染试验的结果
,

证实 了在小 白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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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发生的各未分化胚囊和雏囊是由能移动的大量胚

细胞团转移到宿主组织中被宿主强烈免疫反应产生

的大量白细胞和很厚的结缔组织 所包 围而产生的

(图版 H
,

图 10 )
,

以及可移动 的胚细胞 团等物质由

未分化胚囊转移到宿主组织中发育形成网状组织和

原头节雏体(图版 H
,

图 n 一 1 2 )
,

此时这些原头节

雏体和网状组织团还没有被宿主反应组织包围
,

还

没有形成囊壁的结构
。

感染后 6 一 9 个月的阳性小

白鼠
,

在肺脏的虫体泡囊 中
,

原头 节大部分发育成

熟
,

分别以它们短的基部着生在由胚细胞团物质形

成的网状组织的网眼中
,

在这些网状组织中也有不

同发育程度的较小的原头节
。

此时
,

含原头节的大

小网状组织团已被宿主结缔组织所包围
,

形成大大

小小形状不一的泡囊 (图版 H
,

图 13 一 1 5 )
。

原头节

和网状组织都是在各泡囊 腔的中央
,

它们与外围的

宿主结缔组织所形成的囊壁有间隔
。

这结构完全不

同于上述的多房棘球绦虫泡状坳 (图版 I
,

图 4 一 9)

的结构
。

西伯利亚棘球绦虫泡状拗 阳性小 白鼠
,

只有在

感染初期 (6 一 4 0 天 )在它们肝脏见有早期小泡病灶

和强烈的宿主免疫反应
。

在感染后时间较长的阳性

鼠
,

不同发育程度 的泡状坳都是在小 白鼠肺脏着生

和发育
。

仅有一只在感染后 8
.

5 个月的阳性 鼠除在

肺脏有典型的本虫种 的泡囊之外
,

在肝脏也有泡囊

病灶
。

经切片检查
,

在肝脏 中的的泡囊也是西伯利

亚棘球绦虫的泡状拗 (图版 H
,

图 16 一 1 8 )
。

肝脏中

的泡囊面积不十分大
,

但周 围的肝脏组织表现 出非

常强烈的宿主反应
,

有大量 的白细胞积聚和非常厚

而且扭曲的结缔组织包围着各泡囊
。

泡囊中的原头

节数量不多
,

分散在泡囊腔的中央
。

在有的泡囊中

还有大片或少量和胚细胞团物质相似的团块(图版

H
,

图 16 一 1 8
,

长箭矢 )
。

西伯利亚棘球绦虫泡状坳

在小白鼠肝脏中
,

不仅泡囊中的原头节数 目稀少
,

而

且泡囊中密布有许多黑色 的大小不一的大颗粒 (图

版 H
,

图 16 一 18
,

短箭矢 )
。

这样 的黑色大颗粒无论

在本虫种的天然鼠类宿主布氏田 鼠肝脏 中的泡囊或

在实验小白鼠肺脏 中的泡囊都未曾见过
,

在多房棘

球绦虫泡状坳于布氏田鼠和小白鼠两者肝脏的泡囊

中也无如此颗粒
。

它们是何物还不知道
,

它们是被

宿主免疫反应杀伤而不能发育的原头节残体呢? 还

是泡囊内物质与小白鼠宿主强烈免疫反应物质相互

作用的产物? 尚有待继续研究
。

讨 论

从
。g el[ 2〕认为 R a u s eh 。n d sc hille r [ 8〕在美洲阿拉

斯加白令海峡 La wr en ce 岛
,

从北极狐 A lo加
尤 l口g( 〕-

Pu
、
发 现 的 西伯 利亚 棘球 绦 虫 新 种 E 动 in

~
us

s乞bir ice n si: 是 欧 洲 的 多 房 棘 球 绦 虫 及六i
n

ococ
e u :

m ul til 、ul ar is 在美洲的一个地理株
,

或它的一个亚

种
。

R au sc h[ 9 〕报告 了西伯利亚棘球绦虫幼虫期发育

的情况
,

但关于多房棘球绦虫幼虫期的详细发育过

程
,

未曾见到有关资料
。

在我 国内蒙古呼伦贝尔草

原多处草场
,

从捕获 的布氏田 鼠和沙狐都查到多房

棘球绦虫和西伯利亚棘球绦虫两 者的泡状坳 和成

虫
,

显示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虫种在同一地点的存

在 ;用它们的成虫孕节人工感染小白鼠
,

实验结果得

到了两种发生学不同的泡状坳
,

它们和从野外布氏

田鼠查获的两种泡状坳相同
,

它们发生过程的根本

性差异也说明了它们不可能是 同一虫种的两亚种
,

而应是两个独立种
。

有关此两种泡状拗所具有不同

生物学特性的胚细胞的细胞学和虫体的内在机制有

待继续深人研究
。

小白鼠和布氏田鼠
,

此两鼠种对于西伯利亚棘

球绦虫幼虫期的感染表现出不同的宿主反应
。

野外

调查 中
,

于 19 9 8 一 19 9 9 年查获本种泡状拗阳性布氏

田 鼠 1 4 8 只
,

病灶没有见于肺脏
,

泡囊全部在肝脏
,

肝脏 白细胞积聚和结缔组织增生强度较实验小 白鼠

肝脏所表现的弱许多
。

此种泡状拗在小 白鼠的肝脏

不能生存
。

说明小白鼠对此虫种的反应强过布氏田

鼠
。

这可能因为在呼伦贝尔草原本虫种泡状坳和布

氏田鼠之间已渐渐相互适应的缘故
。

K M 株小 白鼠作为一个 鼠种
,

它对西伯利亚棘

球绦虫和多房棘球绦虫两虫种的幼虫期
,

表现出不

同的宿主特异性
,

它似乎可作多房棘球绦虫泡状坳

适应的鼠类宿主
。

从沙狐小肠检获混合感染此两虫

种的成虫
,

两者数量相近
。

混合人工感染小 白鼠结

果 :西伯利亚棘球泡状拗阳性 鼠数 (32 )约只有多房

棘球泡状坳 阳性 鼠数 (90) 的 1乃
,

西伯利亚棘球泡

状蝴阳性鼠在感染后不长时间就大量死亡仅少数生

存超过 8 个月
,

泡囊只能在肺脏发育 ;而多房棘球泡

状坳阳性鼠生活 良好
,

大多数都是因要检查而剖杀
,

感染后 14 一 18 个月尚很活泼
,

泡状坳病灶都在肝

脏
。

同种株的实验小白鼠对此两种棘球绦虫的幼虫

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的寄生部位和反应
,

也从另一

方面说明此两种绦虫是具有不同特性的两虫种
。

西伯利亚棘球绦虫泡状坳阳性 鼠
,

包括天然的

布氏田 鼠和实验小白鼠
,

它们的肝脏或肺脏都有大

面积暗褐色的充血现象
。

这充血现象可能和此种泡

状蜘的发生机制有关
。

在肝脏或肺脏中的母囊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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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胚囊
,

囊 内的许多胚细胞 团和胚物质不断地从

囊腔大量地转移出来进人到宿主组织中形成未分化

胚囊或雏囊
,

在大量虫体物质转移过程会使宿主组

织中的血管破裂引起大量出血而产生充血现象
。

多

房棘球绦虫泡状坳在鼠肝脏中的母囊和泡囊的囊壁

内侧胚细胞层逐渐地向外呈芽状生长
,

连同伴随着

的宿主反应形成新泡囊
,

其过程不容易破损宿主血

管
,

所以没有充血现象
。

关键词
:
西伯利亚棘球缘虫 多房棘球缘虫 泡状蜘

KM 株小白鼠

参 考

内象古

文 献

摘 要

本文报道人兽共患的泡状肝包虫病原
,

西伯利

亚棘 球 绦 虫 E ch in

ococ
e u : : ibir ice n s i: (R

a u s e h a n d

S ehille r
,

19 5 4 )泡状坳和多房棘球绦虫 E J 之in

~
u s

m u ltil二u la r i: (Le
u e ka rt

,

1 8 6 3 )泡状坳在 KM 株小

白鼠发育成熟过程比较观察的结果
。

此两虫种泡状

拗的发育成熟过程仍然和它们早期发育的规律 (唐

崇惕等
,

2 001 )相同
。

虽然它们成熟的泡囊都被着生

在网状结构 中的许多原头节所充满
,

但是在多房棘

球绦虫 9 一 14 个月的泡状坳
,

仍然可以见到它们 的

原头节和网状结构都是起源于泡囊囊壁 内表面的胚

细胞层
,

并且始终 保持与该层的联 系
。

而西伯利亚

棘球绦虫泡状坳在鼠肺脏或肝脏 的各泡囊中的原头

节和网状结构是 由可移动的胚细胞团发育生成
,

它

们与泡囊囊壁没有如前者样的联系
。

西伯利亚棘球

泡状坳在各别小白鼠肝脏也能发育成熟
,

但不正常
,

宿主反应异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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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图 1 一 9

图 l一 2

图 3

图 4 一 5

图 6

图 7 一 8

图 9

图 版 I

多房棘球绦虫泡状坳在 K M 株小白鼠肝脏的发育

6
.

5 个月的泡状坳示未成熟原头节(箭矢 )着生在泡囊内壁的胚细胞层上

9
.

5 个月的泡状坳示原头节和网状颗粒物质由泡囊壁内表面产生

14 个月的泡状拗示增多的原头节在网状结构中联于泡囊壁内表面
,

囊腔内有 PA S 阳性反应的胶状物质(箭矢)

14 个月的泡状拗示大量原头节在与泡囊内壁联系的网中

14 个月的泡状蝴示原头节在与泡囊内壁有联系的网中

14 个月的泡状拗示小泡囊腔中央原头节在与泡囊内壁有联系的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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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H

西伯利亚棘球绦虫泡状坳在 KM 株小白鼠肺脏和肝脏的发育

3
.

5 个月的泡状坳示在鼠肺脏中被宿主结缔组织包围的未分化胚囊和雏囊

西伯利亚棘球绦虫的原头节胚体团在感染后 104 天的小白鼠肺脏

9 个月的泡状拗在鼠肺脏示泡囊腔中的网状结构和成熟原头节

8
.

5 个月的泡状拗在鼠肝脏示宿主的强烈反应及泡囊中的一些原头节
、

胚细胞团物质(长箭头)和大黑颗粒(短箭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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