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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福建省北部山区是几类重要吸虫的流行区。1993

年 5～6月间, 用重力沉淀法对闽北九牧乡的 1 171 头耕牛进

行粪检调查, 结果表明: 水牛的胰吸虫感染率为 0, 前后盘吸

虫感染率为 96. 05% , 肝片吸虫感染率为 38. 16% ; 黄牛的

胰吸虫感染率为 53. 19% ,前后盘吸虫感染率为 93. 62% , 肝

片吸虫感染率为 34. 04%。另外,对中间宿主的感染情况也

进行了剖检。所得结果对认识吸虫在自然界流行的保持机

制, 进行防治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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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双盘吸虫病是片形属( Fasciola) , 似片形属

( Fascioloides)和双腔属( Dicr ocoelium)的寄生虫引

起的疾病。前两属的寄生虫能引起急性或慢性的肝

机能不全,三个属的任何一属的感染均可导致可传

染的坏死性肝炎的发生。但也有人认为只有双腔吸

虫才有这种致病作用。片形属的吸虫寄生于耕牛肝

脏引起慢性或急性肝炎和胆囊炎, 并伴发全身中毒

现象和营养障碍的一种疾病,此类吸虫一般有: 肝

片吸虫( Fasciola hep atica Linnaeus, 1758)和大肝

片吸虫( F. gigantica Cobbold, 1885)。

双腔科( Dicrocoeli idae )吸虫寄生于爬行类、鸟

类和哺乳动物的肝脏、胆囊、胆管和胰管。该科吸虫

以陆地蜗牛为其第一中间宿主。其中有 3种与人感

染有关, 即: 枝双腔吸虫[ Dicrocoel ium dendrit icum

( Rudolphi, 1819, Looss, 1899) ]、牛双腔吸虫[ D .

hosp es ( Loo ss, 1907) ] 和胰阔盘吸虫[ Euryt rema

pancreaticum ( Janson, 1889; Looss, 1907) ]。枝双

腔吸虫遍布世界各地, 寄生于羊和其它食草动物,该

科终宿主比较多, 包括人。其成虫寄生于小胆管中。

当虫卵被陆地蜗牛(在美国为 Cionel la lubrica, 欧洲

为Zebr ina d etrita)吞食后孵出毛蚴,发育为母胞蚴,

后者产生子胞蚴,在子胞蚴体内又产生尾蚴。尾蚴移

行至蜗牛的外套腔, 和蜗牛的粘液混合,丛集成团。

被第二中间宿主——蚂蚁( Formica spp . )吞食后,

大多数尾蚴在蚂蚁腹内形成囊蚴。如受感染蚂蚁被

适宜的哺乳动物终宿主吞食, 本虫生活史即完成。该

虫是牛羊重要的寄生虫, 在美国(如纽约州)流行非

常严重。目前尚无十分有效的防治方法和药物治疗。

牛双腔吸虫,一般感染黄牛和山羊。其生活史尚

未查明。估计蜗牛和蚂蚁可能分别为其第一和第二

中间宿主。胰阔盘吸虫, 一般寄生于牛、绵羊、兔、山

羊的胰管,很少寄生于胆管。此外,也有关于水牛自

然感染的报道。本种分布于许多地区, 包括东亚、苏

联、菲律宾、委内瑞拉和巴西。本种生活史尚未完全

清楚。在毛 里求斯, 陆 地蜗牛、巨木盾蛞蝓 属

(Macrochlany s)和蚂蚁( Technomy rmax )可能分别

为其第一和第二中间宿主。在中国和朝鲜,陆地蜗牛

( A custa)为第一中间宿主, 其囊蚴于草螽的腹腔内

发育成囊。

耕牛胰吸虫病是由双腔科阔盘属( Euryt rema)

的吸虫寄生于耕牛胰管引起营养障碍、腹泻、消瘦、

水肿及贫血等症状的一种吸虫病, 此类吸虫一般有:

胰阔 盘 吸虫 ( Eury trema pancreaticum Janson,

1889 )、腔阔盘吸虫( E . coelomaticum Giard Billet ,

1892 )、枝睾阔盘吸虫 ( E. cladorchis Chin, Li &

W ei, 1963)。

耕牛胃吸虫病是由前后盘科 ( Paramp histo-

midae) 各属吸虫寄生于耕牛前胃引起的, 危害较

轻, 但移行期, 可造成重疾死亡,此类吸虫常见有十

几种
[ 1]
。前后盘吸虫病作为牛的一种严重疾病在美

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均有报道。发生在绵羊中见于美

国、南非、新西兰和印度。发生在山羊中见于印度。牛

最常患, 严重侵袭的畜群死亡率可达 96%。绵羊的

死亡率也可高达90%。急性死亡似乎是本病的唯一



表现。本病大多在结囊尾蚴严重的草地上,于夏末、

秋季和冬初爆发。所有年龄的牛、绵羊、山羊和野生

反刍动物均可患病,但一岁龄的小牛则最常发病。前

后盘吸虫均以水生扁卷螺为中间宿主,它们的适应

性很强,其栖息地不同于椎实螺,从而可以区分胃吸

虫和肝吸虫的地理分布。未成熟的吸虫在十二指肠

定居,成熟后通过皱胃移行至瘤胃和网胃。

福建省浦城县九牧乡是耕牛枝睾阔盘吸虫病流

行的重灾区, 20世纪 70年代曾造成耕牛的大量死

亡[ 2]。通过十多年的防治,控制了流行强度。1993年

5月 4日至 6 月 5日, 我们对闽北浦城县九牧乡几

个自然村落的耕牛采用重力沉淀法
[ 3]
进行抽样粪

检,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1　调查区自然生态概况
九牧乡位于福建省北部与江西、浙江两省交界

的浦城县境内仙霞岭山脉中。北纬 28°05′～28°12′,

东经 118°22′～118°32′, 海拔 250～660 m。年均温

15. 7℃,最高温度 37. 6℃,最低温度- 11. 2℃,霜期

155 ～ 185 d。年 均 降 水 1 181. 5 mm , 最 高

2 315. 1 mm ( 1975) , 最低 999 mm ( 1978) ,全年降水

日 138. 3 d(表 1)。主要植被类型有: 灌丛,针叶林,

竹林,常绿阔叶林,稀树灌丛,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

叶林。总人口 11 819,平均每平方公里 78. 15人,人

均占地 1. 281 2 hm
2 ,人均耕地 780 m

2 ,耕地开垦率

8. 95%。

表 1　九牧各月平均气温和降水

月　份 月均气温 T /℃ 月均降水量 f
-

m / mm

1 4. 3 55. 4

2 6. 1 101. 0

3 10. 3 174. 0

4 15. 8 228. 8

5 20. 0 274. 2

6 23. 4 304. 3

7 26. 5 142. 9

8 25. 7 142. 8

9 22. 3 55. 8

10 16. 7 101. 5

11 11. 2 51. 4

12 6. 1 49. 4

2　结果与讨论
1) 尽管用粪检的方法不能说明水牛不感染胰

吸虫,但可以说明: 在该流行区,黄牛的胰吸虫感染

率远远高于水牛的感染率(表 2) ,其原因有待进一

步研究。

2) 在九牧、吴挡、富源、杉坊、蒋坑五个自然村

落,共检查 76头水牛,其胰吸虫感染率为 0,前后盘

吸虫感染 率为 96. 05% , 肝片吸 虫感染率 为

38. 16%。其中母牛 46 头, 前后盘吸虫感染率为

95. 65%。肝片吸虫感染率为 36. 96%。公牛 30头,

前后盘吸虫感染率为 96. 67%, 肝片吸虫感染率为

40%。在九牧、富源、蒋坑三个自然村落,共检查 47

头黄牛, 其胰吸虫感染率为 53. 19% ,前后盘吸虫感

染率为 93. 62%, 肝片吸虫感染率为 34. 04%。其中

母牛 32头,胰吸虫感染率为 50%, 前后盘吸虫感染

率为 93. 75%。肝片吸虫感染率为 34. 38%。公牛 15

头,胰吸虫感染率为 53. 19% ,前后盘吸虫感染率为

93. 62%, 肝片吸虫感染率为 34. 04%。总之, 没有发

现水牛感染胰吸虫(或感染水平比黄牛低得多)。前

后盘吸虫和肝片吸虫对黄牛和水牛具有相同的感染

水平,而且没有性别差异。但前后盘吸虫的流行强度

比肝片吸虫和胰吸虫大得多。另外,还在水牛、黄牛

粪中查到类圆线虫卵,在黄牛粪中查到膨结线虫卵。

3) 在蒲城县盘亭乡盘江村毛坞山区,对刚从江

西引进,饲养 2年的奶山羊中 7个羊粪样进行粪检,

结果为: 肝片吸虫感染率为 8. 16%, 胰吸虫感染率

为 28. 57% ,结节线虫感染率为 57. 14%, 前后盘吸

虫感染率 71. 43%。

类圆线虫( Str ongy loides)是同时具有发育完善

的自由生活世代和寄生世代的唯一蠕虫。无寄生性

雄虫,只有无性生殖的雌虫营寄生生活,寄生于小肠

粘膜,在其中产卵,原处孵化, 形成杆状幼虫, 随粪便

排出,进入自由生活的有性世代,所产生的幼虫通过

动物皮肤或粘膜潜入体内,随血流经肺部而达小肠,

并发育成熟。寄生于人、犬、猫、猴、牛、羊。在本流行

区对小牛危害较大, 奶山羊的感染率为 8. 16%。

血矛线虫( H aemonchus)寄生于牛、羊、鹿、骆驼

等反刍动物的第四胃,世界性分布,牧区羊群中流行

严重, 感染率达 70%～80%以上,在适当的温度和

充足的湿度, 及微弱的光线条件下,幼虫会爬上草

叶,在这位置最易被牛羊所吞食。如果环境干燥或有

阳光照射,幼虫退回到土壤里。所以早晚放牧,牛羊

容易被此虫感染。该区奶山羊的血矛线虫感染率为

85. 71%。

膨结线虫( Dioctophymida)成虫寄生在鸟类的

胃和肠管,或哺乳动物的肠管和肾盂,该区奶山羊的

感染率为 57. 14%。

4) 剖检同型阔纹蜗牛( B radybaena similaria)

和中华灰蜗牛( Fr ut icicola ravida sieboldtiana) 480

只,其中 127只感染短咽吸虫,感染率为 26. 46%。

48 清 华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1997, 37( 12)



表 2　九牧乡各村落耕牛感染几种吸虫的粪检结果

地点 地理特点 畜种 数量

九牧 河谷盆地 黄牛　 10

富源 丘陵 黄牛　 13

蒋坑 丘陵 黄牛　 26

毛坞 高山 黄牛　 2

九牧 河谷盆地 水牛　 24

吴挡 河谷盆地 水牛　 24

富源 丘陵 水牛　 6

杉坊 河谷盆地 水牛　 19

蒋坑 丘陵 水牛　 7

毛坞 高山 奶山羊 14

地点

感染率 f ×100

胰吸虫 前后盘吸虫 肝片吸虫

九牧 10. 00 90. 00 20. 00

富源 69. 23 92. 31 30. 77

蒋坑 57. 69 96. 15 46. 15

毛坞 50. 00 50. 00 50. 00

九牧 0 91. 67 41. 67

吴挡 0 91. 67 50. 00

富源 0 100. 00 0

杉坊 0 94. 74 26. 32

蒋坑 0 0 71. 43

毛坞 21. 43 71. 43 1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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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tw een M ay and June in 1993, the 124( 11% )

fecal samples wer e inspected fr om 1 171 cattles o f Jiumu

m ount ainous r egions of nor thern F ujian, China. T he

pr evalent ra tes of Eury trema, Fasciola, P aramp histomidae

in fecal samples fro m cattles w ere 53. 19% , 34. 04% and

93. 62% r espectively. T he prev alent r ates o f E ury tr ema,

F asciola, P aramp histomidae in fecal samples fro m buffaloes

w er e 0, 38. 16% and 96. 05% respect ively .

Key words　 Jiumu mountaino us reg io ns; o x; tr emato da ;

fecal inspectio n investig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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