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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血吸虫成虫和童虫在终末

宿全体内异位寄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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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一
、

引 言

日本血吸虫寄生的位置
,

通常在门静脉系统的根支血管中
。

在这里寄生的成虫产生

的卵沉积在肠壁和肝组织内
。

由于血管分布的状况
,

日本血吸虫寄生的部位有一局限的

范围
。

在此范围以外的病变
,

医学者称之为异位损害(ec t叩ic les ion )
。

异位血吸虫病常由

临床症状作出诊断
,

也由尸休解剖
,

或活组织检查
,

找到虫卵的沉积或成虫虫体而更加证

实
。

以往国外的报导记录了人体各器官都有卵子的沉积
。 Fau st (1948 ) 曾统计自 1889

年至 19 47年期间医学文献报告异位血吸虫病有 86 例
,

脑型的占 56 例
,

其中 44 例是日本

血吸虫病所致
。

解放后
,

在党的密切关怀下
,

全国有关血吸虫病医疗工作积极开展
,

异位

血吸虫病的发现也随着增加
。

有关脑型病例报导的有裘法祖 (l夕55 )
,

钱维顺 (19 , 6)
,

张

沉昌(1956 )
,

侯熙德(19弓8)
,

徐榴园(19 59)
,

王秉辉(19 63 )
,

陈子达(196 4)
,

翁俊(19 64 )
,

张芙生(19 65)等
。

脑部异位寄生约占一般血吸虫病人的 东2 7并(张沉昌
,
19 56 )

。

其他脏

器异位寄生的报导中肺部的异位损害可能更为普遍
。

尸体解剖常找到成虫
。

在国外埃及

血吸虫病和曼氏血吸虫病也常有肺部寄生的纪录 (Sym m e rs
,

19” ; D盯
,

” 37 );国内有

关肺脏急性血吸虫病的也有报告多篇(刘约翰等
, 195 6 )

。

在尸体解剖中肺内找到成虫的

有王恭扭(196 1)
,

徐日光(1964)
。

我国医学者尚报告异位血吸虫病在皮肤的病例(李培正

等
, 19“)

,

攀丸鞘膜和阴囊的病例(张攀树
, 19夕 ; 余兆熊

, 19 5 8)
,

膀脸的病例和子宫颈

粘膜的病例等等
。

如上所述
,

异位血吸虫病如此的普遍
,

其产生的原因屡经探讨
,

学者意

见尚存在分歧
。

例如虫卵人脑或入肺的问题
,

各医学者提出了各种可能性的推测
。

要从

事这方面的探讨
,

就必须在动物体中进行实验观察
,

借以补充只从人体进行临床和病理研

究的不足
。

血吸虫异位寄生的产生
,

曾被认为与侵人宿主体内过多童虫的
“

溢满现象
”

(。ve rf lo w

phc no m en on )有关
。

这些虫体是离开了移行的常轨而被阻留在异常的位置(si de-t ra cke d fro m

n o

rm a l zo ea oio n )
,

Moo 比 等 (z夕牛9)
,

YDl les 等(19 49 )均曾报告用数以千计或一万以上的

曼氏血吸虫尾蝴感染小白鼠和豆鼠而从肺部得到成虫
。 G ri m ald 。与 Kc rs ha w (19 61)进行

同样试验
,

同样也用数达数千或万余的尾拗感染小白鼠而计算从各器官获得成虫的数目
。

他们认为异位寄生与成虫在门脉系统内堆积过多
,

引起血管的扩大有关
。

他们并认为童

. 本项研究于 19 65 年在原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寄生劫物研究堂完成
。

“ 现在湖北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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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所以能越出门脉系统
,

系经肝脏的窦状隙(sln us oi d) 越过肝脏的阻隔而人肝静脉
,

并从

而转移他处
。

异位寄生的成因问题
,

学者作多样的推测
,

但诸家有不同的说法
,

莫衷一是
。

为着要从联系童虫迁移习性
,

探讨成虫可能寄居的各种位置
,

和达到该位置的路径
,

我们

进行下述的实验
。

数年来承浙江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钉螺组同志每月定期寄赠阳性钉螺
,

历时

数载
,

使本项研究能顺利地进行
。

并承赵玉如
、

吴芳振两同志协助部分实验操作
,

均此一

并表示感谢
。

二
、

材料与方法

用不同数量的日本血吸虫尾蜘感染小白鼠和兔子
,

在感染后 7一62 天期间给予解

剖
,

观察日本血吸虫的童虫和成虫在实验动物体内异位寄生的情况
。

解剖时小白鼠用乙

醚
,

兔子用 1 , 并水化氯醛水溶液静脉注射(按体重一公斤用 1 毫升 1 , 沁水化氯醛水溶液

计算)进行麻醉
。

在打开实验动物的腹腔和胸腔后都先用细丝线或止血钳把预定要检查

的各血管结扎或夹住
,

然后用装有 1外柠檬酸钠水溶液的注射器抽取各血管中的血液
,

并

分别把它们放入渗有 1外柠檬酸钠水溶液的水中
。

检查其沉淀物
,

把所获得的成虫和童

虫立即在显微镜下用测微计测量
,

用描绘器绘图
。

所有从异常寄生部位所找到的成虫和

童虫均用 1务福马林固定
,

明矾洋红染色制成永久封片的标本
。

为了要探讨日本血吸虫

童虫期在实验动物肝胜中的情况
,

把感染有不同数量尾勤的 2牛只小白鼠在感染后 ,一13

天期间解剖
,

小心地取出其肝胜用波恩氏固定液固定
,

石蜡切片
,

甘油苏木精染色制成连

续切片标本
。

然后逐片地观察日本血吸虫童虫在实验动物肝内的情况
。

另外呼只正常鼠

肝的连续切片作为对照组
。

实验兔子中凡感染日期超过 3。天以上
,

解剖时均取下其脑部

分区涂成薄片
,

在显微镜下检查日本血吸虫虫卵在脑部分布的情况及虫卵数目
。

异位寄

生的成虫
、

童虫的玻片标本
,

鼠肝病变切片标木存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

三
、

实 验结 果

第一部分: 日本血吸虫成虫在实验动物体中异位寄生的试验

本部分实验系以不同数量的日本血吸虫尾拗感染小白鼠
,

来考察所感染的尾拗数量

和实验动物体内有日本血吸虫成虫异位寄生例数的关系
。

此外
,

尚以较大量的尾拗感染

兔子
,

来考察日本血吸虫成虫在实验动物体内异位寄生的情况
。

结果如下
。

(一)尾帅感染的救, 和成虫异位寄生例教的关系 用 , 。一 l。。0 条不同数量的日本

血吸虫尾勤感染小白鼠75 只
,

在感染后 23 一56 天期间解剖
,

有成虫异位寄生的小白鼠共

19 只
,

占全部感染鼠数的 25 3务
。

以 27 , 。一 72 00 条尾拗感染兔子夕只
,

在感染后 28一62

天解剖
,

全部二100 务)都有成虫异位寄生(见表 1 和表 2 )o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所试验的 75

只小白鼠中各鼠组由于感染尾拗数量的不同
,

有成虫异位寄生例数的百分率也不相同
。

感染尾蜘数较少的组中异位寄生的例数亦较少
,

随着尾勤数逐渐增加
,

其异位寄生例数

的百分比也逐渐增高
。

如感染尾拗 知一150 条的小白鼠 2 , 只
,

有异位寄生的鼠数只有 3

只
,

占本组所感染的鼠数的 12 .0 拓
。

感染尾勤 15 1一3 00 条的小白鼠 3。只
,

有异位寄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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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l 不同橄且的日本血吸虫尾端感染对于成虫(23一弱天)
在小白傲体中产生异位寄生例级的关某

肺肺 脏脏 心 胜胜 有成虫异位寄生的的
鼠鼠 数 (虫数))) 鼠 数 (虫数))) 鼠数及其百分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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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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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小白鼠同时在它的肺脏和
心脏中找到成虫

一只小白鼠同时在它的肺脏和
心脏中找到成虫

二只小白鼠同时在它的肺脏和
心脏中找到成虫

四只小白鼠同时在它的肺脏和
心脏找到成虫

象的鼠数 4 只 (13
.

1务)
。

尾蜘数在 350 一600 条和 70。一 100。条的二鼠组中
,

其异位寄生

的百分率分别达到朽
.

5外和 77
.

8多
。

此外9 只兔子由于感染了大量的尾勤
,

结果全部都

有成虫异位寄生
。

可以推想临床上急性血吸虫病常伴有异位寄生病变
,

可能是由于感染

了大量的尾拗所致
。

(二)成虫异位寄生的部位以及它们进人此异常位皿可能的途径
1

.

成虫寄生的异常部位
: 日本血吸虫成虫在我们所试验的动物体内的异常部位

,

最

常见的是肺动脉(7 7
.

8并)
、

后大静脉(88
.

9并)
、

右心(“
.

7 务); 其次是肺静脉
、

前大静脉
,

椎

静脉和肝静脉 22
.

2一33
.

3多
,

较少见的是肋间静脉和左心
、

主动脉弓及背大动脉等处(各

11
.

1铸)
。

在肋间静脉中所获得的一对合抱雌雄虫和其他部位如后大静脉
、

左心
、

主动脉

弓和背大动脉中所找到的一样
,

雌虫已开始郎日
,

子官中含有许多虫旦肛图版 I, 13 )
。

在椎

静脉中二次共找到成虫斗条
,

在一个感染们 天的兔子椎静脉内找到的一条雄虫
,

虫体发

育中等大 (8. 94 8 x 0. 6呢 毫米)
,

和同时在这一兔子的前大静脉中所找到的虫子(10
.

5 79 一

2 0. 672 x 0
.

75 7一 0
.

83 , 毫米)相比较就显得较小
。

这可能是由于这条雄虫没有在雌雄合

抱的状态
,

单性血吸虫的发育常是不好的缘故
。

另一次在推静脉中发现 3 条接近成熟的

虫体(图版I, 1 , 2)
,

这只兔子是经过重复感染的
。

第一次感染尾勤 4。。0 条
, 32 天后又感

染尾拗 32 00 条
。

在第二次感染 29 天后给予解剖
,

从其推静脉中所找到的二条雄虫和一条

雌虫
。

将其与从其他血管中所找到的虫体相比较
,

是属于第二次感染的那一类群
,

虫体比

较小
,

雌虫的子宫中还没有虫卵
。

2
.

日本血吸虫到达各异常寄生部位可能的途径
:

A
.

后大静脉 (v ona cav : Po sl eri Qr ) : 感染尾蜘数较多
,

时间较长的兔子
,

在其后肠系

膜静脉和痔静脉里经常充塞着很多成熟的虫体
。

当我们把在后大静脉中的虫体连同血液

用注射器抽吸干净后
,

再把 1多柠檬酸钠水溶液注射入后肠系膜静脉中
,

即见到痔静脉中

的虫子能轻易地随着水流经过骼静脉 (ve na ili ac :

)而到后大静脉中
。

周克家等(19 64)曾

观察到在后大静脉中的虫体可以从后肠系膜静脉和后大静脉间可能有的一些小吻合枝通

过
。

我们所试验的 9 只兔子中
,

只见到一只兔子有这样的吻合枝
,

在吻合校中尚未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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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体
。

在后大静脉发现有成虫的 8 只兔子
,

在与骼静脉相通的痔静脉以及后肠系膜静脉

内都挤满了许多日本血吸虫成虫
。

由于痔静脉和骼静脉
、

后大静脉中的通路并不十分狭

窄
,

所以当后肠系膜静脉中虫子的密度增高时
,

部分虫体可以经痔静脉
、

骼静脉而爬行到

后大静脉中来
。

B
.

肝静脉 (ve na hc Pa tic a)
:
在肝静脉所发现的虫体可能是从腹部的后大静脉向上移

行而进入到肝静脉
。

也可能它们在童虫期时从肝门静脉越过肝组织而到肝静脉
。

无论是

在后大静脉中还是肝静脉中的虫体
,

都能由于其本身的移动或被动地随着血流而到胸部

的后大静脉
,

然后再经右心达到肺动脉
。

因此在这一条路线上经常是最容易找到异位的

虫体
。

虫子从后大静脉或肝静脉向肺动脉移行的速度不快
,

我们可透过后大静脉血管壁

见到其中的虫子并没有很快地径直地向心脏方向移行
。

同时在剖开实验动物的右心房和

右心室也可以见到日本血吸虫成虫用它们的吸盘牢固地吸附在心室的内壁上 (图版I
,

7)
。

C
.

前大静脉 (vc
na ca va

an tc rio r) : 从实验动物靠近心脏的前大静脉中所找到的虫

体
,

可能是从后大静脉向上移行
,

没有进人心脏而来到前大静脉中
。

由于在此血管中的虫

体是在逆行的血流中较难再继续向前迁移
,

所以我们在和这血管很靠近的前臂静脉和颈

静脉中就从来没有找到异位寄生的成虫
。

D
.

椎静脉和肋l’ed 静脉 (
v en a v er tebra lis

, ven a in terc o stalis) :
推静脉是从上到下沿着

脊柱分布的血管
,

分椎前
、

推后
、

推内和推外等静脉丛
,

在每个脊柱的横突孔都有吻合枝与

周围的血管相联系
。

在颈推部分的推静脉由第七颈稚横突孔出脊柱
,

有洲支接收枕静脉

的血而与小脑和大脑的枕叶的静脉联系
,

一支和前大静脉联系
,

使血液归入右心
。

胸推部

分的推静脉和每个肋间静脉都有联系
,

而左
、

右肋间静脉又能通过半奇静脉(ve
n a he m ia

-

即90 5) 或奇静脉 (v en a azy go s) 和前大静脉联系
。

在腰椎部分的稚静脉又与腰静脉有通联
,

腰静脉直接和后大静脉相连 (图 1 )
。

推静脉是一个沿着脊髓能上下内外通联的一个系

统
,
Ba ts o n

(19 40)发现推静脉系统无瓣膜
,

血液可以倒流
,

井称任何咳嗽或移动上肢动作

增加胸
、

腹腔的压力都可能将血挤入脊推静脉系统
,

因此后人又称脊推静脉系统为 Ba tso
n

氏系统
。

由于如上所述推静脉无论在腹部
、

胸部和颈部都有一些血管将它和后大静脉或

前大静脉相连
,

加上椎静脉系统中无瓣膜
,

血液又可倒流
。

因此当腹部后大静脉中有很多

日本血吸虫虫体时
,

个别虫子可能经腰静脉进人椎静脉
,

而后大静脉中的虫体也可经前大

静脉进入淮静脉
,

或从奇静脉到肋间静脉
。

E
.

肺部: 到达肺动脉的成虫
,

由于虫体已经很大
,

大多数无法通过这里动脉毛细管
,

虫体就交错地贯穿在小肺动脉管里
。

本部分试验的 9 只兔子
,

除一只在肺动脉中只检查

到一条雄虫在肺脏内不见有虫体的沉积外
,

其他 8 只兔子在肺部都积集了数量不等的成

虫
,

虫体交错地贯穿在小支气管中 (图版I,

叻
。

整个肺叶表面密布着许多暗褐色的斑纹
。

F
.

肺静脉
、

左心
、

主动脉弓和背大动脉
: 到肺部的虫体少数可以越过肺部微血管而

到肺静脉中来
。

我们在感染有 72。。条尾勤的兔子中
,

不仅在后大静脉
、

推静脉
、

右心和肺

动脉中都有血吸虫成虫
。

此外在肺脏的二肺叶中满布虫体
,

同时在肺静脉
、

左心
、

主动脉

弓和背大动脉中都检得到不少的虫体
。

到背大动脉的成虫和虫卵可以随着血液循环输送

到身体各部
,

可能就会引致各脏器豹血吸虫异位病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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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2 日 本 血 吸 曳 成 曳 在 袱

实实实 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验验验 染染 染染 肋肋 推推 主主 背背 肺肺 肺肺 前前 肝肝 胸大大 腹大大 左左 右右

免免免 的的 的的 间间 静静 动动 大大 动动 静静 大大 静静 部静静 部静静
,
乙
、、 ,

乙
、、

数数数 尾尾 天天 静静 脉脉 脉脉 动动 脉脉 脉脉 静静 脉脉 后脉脉 后脉脉 (检到到 (检到到
产产气气 肠肠 数数 脉脉 (检到到 弓弓 脉脉 (检到到 (检到到 脉脉 (检到到 (检到到 (检到到 虫数))) 虫数)))

兔兔兔 数数 产产 (检到到虫数))) (检到到 (检到到(虫数数 虫数))) (检到到虫数))) 虫数))) 虫数))))) 十十

号号号 尸、、 天天 虫数))))) 虫数))) 虫数))))))) 虫数))))))))))) (3)))、、尸尸 条条
、甲 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 1了了

、、、灿 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 2 甲甲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11111 27 5000 2 88888888888 +++++++++++++++ (1少)))

(((第3斗号))))))))))))))) (l了))))))))))))))))))))))))))))))))))))))))) 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 十十十 (6 )))lllll 2 90 000 了99999999999 +++++++ (苏))) (三))) (7))))) 4了了

(((第2 2号))))))))))))))) (7))))))) 2了了 斗了了 3了了了 2 罕罕

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了了了了 3 ??? 1孚孚 4 ????? +++

22222222222222222 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l甲)))

+++++++++++++++++++++++++++++++++++++++++++ 十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

+++++++++ (2 , ))))) (10)))
11111 3 , 0 000 622222222222 (l了 ))) (3 ))))))))) 19了了了 7少少

(((第 2号))))))))))))))))) 2了了了了了 6 ????? 3 分分

lllllllllllllllllll罕罕罕罕罕罕罕罕

+++++++++++++++++++++++++++++++++++++++++++++++++++++++++ 十十 +++ (

鑫
))) 十十十十11111 嘴10 000 422222 +++++++ (12 ))))) (85))) (22斗))))) 〔16)))))))

(((第18号))))))))) (I了))))))) 6护护护 63了了 129了了了 12夕夕夕夕

66666666666666666 ????? 22 ??? 95 甲甲甲 4 ???????

+++++++++++++++++++++++++++++++++++++++++++++++++++++++++++(((((((((((((((((((((((((((((((((((((((((((((((((((((((((((((((((((((((((((((((((I ? ))) +++++ 十十十十
lllll 4 , 0000 433333333333 十十

⋯⋯⋯ (l ? ))))) (2 )))))))

(((第2 1号))))))))))))))) (6罕)))一一一一一 1少少少少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 ???????

11111 659 000 4666 十十十十十 +++++++ 十十十 +++++++

(((第 9 号))))))) (2))))))))) 〔; ))))))) (3 ))))) (10)))))))

lllllllll少少少少少 ;了了了了 2了了了 4了了了了

lllllllll ????????? 2 ??????? 1 ????? 6 ???????

lllll 720 000 6 11111 +++ 十十 +++ 十十 十十 十十十 十十 +++ +++++

(((第2 0号))) 第一次次 和和和 (3))) (, ))) (斗))) (l斗))) (l弓))) (3了))))) (3))) (24 ))) (3)))))
心心心00 000 299999 2护护 3护护 2了了 12了了 8少少少少 2了了 14护护 2护护护
第第第二次次次次 1 ??? 2 ??? 2 罕罕 2 ??? 7 早早早早 l ??? 10 罕罕 1甲甲甲
33333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1 30 0000 , 000 未 检 查查查 +++++
_

十十

(((第SU号))))))))))) (48))))) 仁了了)))

22222222222224少少少少

22222222222220 罕罕罕罕

+++++++++++++++++++++++++++++++++++++

11111 5, 0000 3 ,,, (6 )))

(((第; 5号))))))))) 3沪沪

33333333333 ???

注 : “
十

”

符号系表明在该部位有血吸虫成虫或虫卵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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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 子 体 内 异 位 . 生 的 摘 况

结 果

正 常 寄 生 部 位 虫 卵 在 脑 部 情 况 (旦n数)

}}}
后后 前前 开开

}
大 脑脑 中中 小小 延延 脊脊

}}} 肠肠 肠肠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脑脑 脑脑 脑脑 做做
}}} 系系 系

’’

静静

⋯
‘‘ 新新 顶顶 枕枕枕枕枕枕

}}} 膜膜 膜膜 脉脉 } 叶叶 叶叶 叶叶 叶叶叶叶叶叶

!!! 静静 静静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一一脉脉 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

⋯⋯
二二

+++++

⋯⋯⋯⋯⋯⋯⋯⋯

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
⋯⋯

’’ 十十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

⋯
---

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

(((((((((((l))) (1)))))))))))))

十十十 +++++++ 十十 十十十 +++ +++++++

十十十十十十 (53))) (1))))) (10 ))) (3)))))))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 +++

⋯
,,,,,,,,,,,,,,,,,,,,

+++++++++++++++++++++++++++++++++++++++++++++

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 (20)))))))))))))))))

+++++++++++++++++++++++++++++++++++++++++++++++++++++++++++++++

+++++++ +++

1
(

;
))) +++ +++ 十十 十十十十 (153)))

(((((((((((亏))) (, ‘,

111
(11))) (1, ))))))) 十十

(((((((((((((((((((((((((((((((((((((((((((((((((((((((((((((((((((((((((((, )))

十十十 十十十

⋯立立
十十 十十 十十 +++ +++++++

⋯⋯⋯⋯⋯
(

;
))) (389))) (102))) (6斗5 ))) (8 ))) (2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
+++ 十十 +++ 十十十

⋯⋯
·· 十十十十 +

,

+++ (7 ))) (10))) (7, ))) (12 )))))

}}}}}}}}}}} (‘, )

⋯
(2。)



卫生
- _

_
_

_
_ 动 物 学 报

19 卷

(三)(三)尾娜感染的数t 和实验动物体内异位寄生的成虫数且的关系 日本血吸虫成

虫在实验动物体内异位寄生的虫数一般说来和所感染的尾拗数有关
,

它们会随着尾蜘数

目的增加而增加
,

但并不完全绝对地成正比
。

如在小白鼠的感染试验中
,

感染不同数量尾

图 1 日本血吸虫成虫和童虫在兔子体中异位寄生情况示意图

。代表成虫 △代表童虫
1

.

推静脉窦; 2
.

推静脉 ; ,
.

肋间静脉: 斗
.

前大静脉; 5
.

胸部

后大静脉; ‘
.

肝静脉; 7
.

腹部后大静脉: 8
.

主动脉弓: 9
.

肺

动脉: 10
.

肺胜 ; n
.

肺静脉; 12
.

背大动脉: 招
.

肝门静脉;

1斗
.

后肠系膜静脉; 巧
.

痔静脉: 16
.

右心 ; 价
.

左心
。

勤的4组小白鼠
,

各组肺部成虫的平

均数随着尾坳数的增加而增多
。

但

感染尾拗数少的个别鼠肺中的虫数

会多过感染尾拗数多的某些鼠肺中

的虫数
。

此外
,

尾勤 15 1一30D 条鼠

组的一只鼠心脏中有6 条成虫
。

而

在感染尾拗数较多的另二组中
,

从

心脏中所找到的虫数反而较少
, ,

甚

至没有找到(见表 1 )
。

在免子的试

验中也有相类似的情况
。

个别感染

尾蜘数较少的兔子体内异位寄生成

虫数反而多于感染尾勤数更多的兔

子(见表2 )
。

(四) 日本血吸虫虫卵在实验

动物脑部分布的情况 本部分所试

验 9 只免子的脑部
,

全部采取分区

涂片的方法进行检查
,

在其中弓只

兔子的脑部发现有数目不等
,

成熟

程度也不~ 致的虫卵
。

虫卵分布在

大脑 (, 只兔)
,

中脑 (4 只兔)和小

脑 (4 只兔)o 在大脑中各个脑叶均

找到虫卵
,

说明虫卵人脑的途径可

能是不止一个血管通路的
。

同时有

2只兔子在脊髓里面也找到虫卵
,

在一只实验的兔子脑部和脊髓内找

到 217 5个虫卵
,

分布于额叶(8弓2)
,

颖叶(3 59 )
,

顶叶(10 2)
,

枕叶(645 )
,

中脑(8)
,

小脑(2 9)
,

和脊髓(一53)
。

另有一只兔子共找到发育期不同的

虫卵2 04 个
,

它们同样分布在大脑

各个脑叶以及中脑
、

小脑
、

延脑和脊髓
。

这说明卵子在脑内分布并不局限于某一部位
。

从

我们这一初步掌握的实验材料已经可以看出有虫卵侵人脑部的现象是与成虫在门静脉系

统以外寄生有密切的关系
。

在本实验中
,

由于脑是作涂片检查
,

因此虫卵在脑上分布确切的部位不能知道
。

从涂

片上仅可以看出虫卵多是在很细小的血管中
,

有的零星单个或三
、

五个地散布着
。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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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
、

三十个或更多密集在一个部位上
。

有若干的虫卵含有成熟的毛拗
。

多数检查到的

卵还未成熟
,

只有早期发育的胚团
。

脑型血吸虫病在临床上是十分常见的
,

按不完全的统计
,

国内
、

外报告的已有 400 多

病例
。

临床上所报告的脑型血吸虫病除少数的病例认为是由虫体或虫卵的毒素所引起之

外
,

大多数的病例均是由于虫卵在脑部沉积的缘故
。

关于虫卵如何人脑的问题
,

也经各医

家所讨论
。

有的根据日本血吸虫虫卵的病灶在脑中多在脑动脉管分支的分布区而认为虫

卵是经脑动脉人脑(应越英等
, 19 64)

。

有的根据只从脑部找到虫卵没有发现有成虫的事

例
,

认为肝门静脉中的虫卵可以从 Ba tso n

推静脉系循环而人脑(张沉昌等
, 195 6)

。

而更

多的医务工作者认为肺部和肝部的虫卵是不容易人脑
,

同时又根据有的患者在肺部没有

异位损害的却有脑部异位的病变
,

在脑中静脉管周围的病灶更严重于动脉管周围的病灶
。

而脑中的病灶多是相连
、

单发的
、

以及在同一范围内的虫卵其成熟的程度不一致等理 由
。

并从 19 0 9 年日人藤浪和中村在猴中脑的静脉中曾找过一条雄虫
,

而推论脑部的虫卵可

能是由于成虫在脑部的静脉管或静脉窦中寄生产卵所引致
。

同时还推测也可能虫卵是在

较大的血管中寄生
、

产卵时才进人小静脉管
。

产的卵沉着在脑内引起脑型血吸虫病
。

在

人体脑内没有发现成虫
,

可能是因为尸检数不够多的缘故(侯熙德等
, 195 8; 裘法祖等

,

1955 ;叶放等
,

1964)
。

木实验中
,

在脑部有日本血吸虫虫卵的五只兔子
,

恰好在其肺部都堆积有较多的虫

体
,

其中有二只兔子的肺脏几乎被虫体完全充满
。

各个兔在腹部后大静脉均找到成熟沟

雌雄虫
,

其中一只兔子还有成虫越过肺部到主动脉弓和背大动脉中的现象
。

可以想见在

这些血管中如带有虫卵
,

则虫卵随血流从动脉管输送入脑部或其他部位是很可能的
。

临

床上也曾报告过不少在皮肤有日本血吸虫虫卯沉积和溃疡的病例(陈子达
, 196七 李培正

等
,

19 6 4 ;熊培康等
, 196 4)

,

同时报告过一例兼有皮肤和脑部异位损害的急性血吸虫病病

例
,

在脑及皮肤中都发现有虫卵(叶放等
, 1%叻

。

本实验在两只兔子靠近头部的椎静脉

窦中抽吸到成虫
,

虽然所抽出的虫体只是一条雄虫和三条不十分成熟的雌
、

雄虫
,

在这两

只兔子脑部所发现的虫卵和这几条虫的关系不大
,

’

可是在这条推静脉系统中也可能会有

成熟的雌虫
。

在这血管中如果含有成熟雌虫
,

则其所产的卵就会容易地进入脑中
。

同时

如上所述
,

含有多量异位寄生成虫的后大静脉和前大静脉在颈
、

胸
、

腹部都有血管和椎静

脉相连
,

加上本系统的血流可以倒流
,

既然从很靠近脑部的稚静脉中都能找到成虫
,

则在

这些血液中含有虫卵亦属可能
。

关于实验动物体中在没有成虫异位寄生情况下
,

脑部会不会有虫卵沉积? 如果会
,

则

其例数的百分比情况如何? 以及虫卵主要是从那一条途径入脑? 脑中虫卵的沉积和成虫

在推静脉中寄生的关系如何? 由于我们本部分实验的材料尚不足以解释这些问题
,

尚有

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

第一部分实验结果的小结
1

.

实验动物体中有日本血吸虫成虫异位寄生的例数和其所感染的尾蝴数有关
,

感染

尾拗数多的鼠组
,

有成虫异位寄生的例数亦多
。

本实验的 9 只兔子
,

感染尾勤数超过

275。条
,

百分之百有异位寄生现象
。

2旧本血吸虫成虫在实验动物体内异位寄生的部位以后大静脉
、

肝静脉
、

右心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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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一动脉为最常见

。

此外前大静脉
、

肺静脉
、

推静脉
、

肋间静脉也时有发现
。
一只重复感染有

72 00 条尾拗的兔子
,

在其左心
、

主动脉弓和背大动脉中均发现有完全成熟的雌雄虫体
。

3
.

在腹部后大静脉中的成虫
,

可能是由后肠系膜静脉经痔静脉
、

骼静脉而进人后大静

脉
。

肝静脉中的虫体可能是从后大静脉移入
,

也可能是在童虫期从肝门静脉越过肝脏而

进人肝静脉
。

腹部的后大静脉和肝静脉中的虫体可以随血流移行到胸部后大静脉
,

进人

右心及肺动脉
。

部分虫体可能不进人右心
,

继续向上爬到前大静脉中
。

在后大静脉和前

大静脉中的虫体
,

可以通过其他小血管而到肋间静脉和椎静脉
。

堆积在肺部的虫体尚可

以越过肺组织到肺静脉
,

又随血流移行至左心
、

主动脉弓和背大动脉等处
。

4
.

实验动物体内异位寄生的成虫数和所感染的尾勤数有关
,

一般感染尾拗数多的
,

其

体中所含有异位寄生的成虫数亦较多
,

但并不绝对成正比
。

5
.

本部分实验的 9 只兔子中在五只兔子的脑部发现有虫卵
,

虫卵分布在大脑
、

中脑
、

小脑和延脑上
,

在脊髓中也找到卵子
。

在一只兔子的脑部曾找到 21 78个虫卵
。

大量虫卵

侵人脑部与多数成虫在门静脉以外的异位寄生有密切的关连
。

第二部分: 日本血吸虫童虫期在实验动物体内异位寄生的试验

为了要了解日本血吸虫童虫在终末宿主体内有无异位寄生现象
,

以及异位寄生的成

虫是否在童虫期已经从腹部向胸部迁移
,

还是到成虫期后才向上移行
。

我们以不同数量

的尾拗感染小白鼠 12 , 只
,

观察尾蜘数和童虫异位寄生例数的关系
。

我们还用比较大量

的尾勤感染兔子 巧只
,

观察童虫期在终末宿主体内异位寄生的部位情况
。

由于在感染后

二天半至六天期间日本血吸虫童虫从皮肤达到肝门静脉的正常迁移中
,

要经过右心
、

肺动

脉
、

肺静脉
、

左心
、

主动脉弓和背大动脉等部位
。

到七天以后绝大多数的虫体已经到达肝

门静脉
。

从皮肤来的童虫已不易再从上述各部位中找到
,

因此本项试验的小白鼠和兔子

都是在感染后 7一22 天期间进行解剖观察
。

(~ ) 尾蛤感染的橄t 和童虫在实脸动物体中异位寄生例教的关系 感染不同数量

尾蜘的小白鼠
、、

12弓只
,

结果有童虫异位寄生现象的小白鼠共有 30 只
,

占所感染鼠数的

2 4肠(见表 3 )
。

又以 2 390一72。。条尾翰感染兔子 15 只
,

结果有童虫异位寄生的兔子有

‘只
,

占所感染的兔数的初外(见表 4 )
。

本试验的 巧 只兔子中有抖 只兔子所感染的尾

勤数是在 2夕50 条以上
。

以此 14 只兔子计算
,

有童虫异位寄生的兔子有6 只
,

占 14 只兔

子的 42 .8 6务
,

而在第一部分成虫异位寄生的试验中
,

感染尾拗数在 2 750条以上的 9 只兔

子百分之百地都有成虫异位寄生的现象
。

由此可见
,

在终末宿主体内血吸虫成虫异位寄

生的成因
,

主要是在童虫期即已离开正常寄居的地点
。

但也有一些虫体并不是在童虫期

而是到虫体相当大以后才向其他部位移行
。

实验动物的日本血吸虫童虫异位寄生的例数和所感染的尾蜘数有一定关系
,

但此例

数并非按尾拗数增加而成正比地增高
。

12 5只小白鼠中第一组 19 只是用 5。一200 条尾

勤感染
,

其中有童虫异位寄生的只有一只小白鼠(5
.

3外)
。

第四组感染尾拗 601 一1000 条

的小白鼠29 只
,

其中有童虫异位寄生的鼠数是 7 只(24
.

1汤)
。

这一百分率高过第一鼠组

中的百分率
。

但在尾蜘 201 一钧0 条和 4 01 一60 。条两鼠组中有童虫异位寄生的鼠数的百

分率分别为30
.

0肠和 27
.

7外
。

这两组的百分率不仅高过感染尾拗数较少的第一组
,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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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高过感染尾蜘数较多的第四组
。

同时尾拗数较少的第二组有童虫异位寄生例数百分率

(30
.

。%)亦高过尾拗数比他高的第三组的百分率(2夕
.

7外)(见表 3 )
。

班3 日本血吸虫尾确的感染橄且和小白且体内童虫异位容生俐胜的关系

尾 肠 数 结 果

(鼠组)

在肺脏有童 }有童虫异位
虫的鼠数 l寄生的鼠数
(虫数) l (百分率)

虫体的大小(及备注)、,户

实验数鼠只

Jr、

数,

天

天(

50一加0 条
夕一 10 l(2)

(第一组)

l 只

(5
.

3%)

0
.

6 , 9 X 0
.

18嘴一0
.

203

毫米

11一16

17一 22

7一 10 2 (1
,

弓)

20 1一0 0条

0
.

544一 1
.

165丫 0
.

1 55一
0

.

29 1毫米

11一 16

(第二组)
(30

.

0%)

0
.

50 4一 l
.

533 X 0
.

136一
0

.

194 毫米

了一2 2 l(l) 2(2
,

2 ) 虫体接近成熟

0
.

245一 0
.

409 只 0
.

065一

7一 10

40 1一 60 0条 } { (,
,
2

,

, ) } (2
, , , ,) }

小白
脉窝

2 毫米本组中有一只
鼠同时在它的下腔静
及心脏中找到童虫

刻|引习|刊|州1
1

侧
11

�
ra

J�
l

斗|
l

|且
||寸比|--1-|--l-刁||

1 1一 16

(第三组)
二
〕

(2 7
.

7%)

0
.

6 99一 l
.

4 17 X 0
.

1 , 5一
0

.

2 , l毫米

17一 22 l( 4) 人) 3
.

8 82又0
.

175 毫米

7一 10

601一 1000条
11一 16

(第四组) }
1了一22

lll(2)))))))

((( ,

且)))
I (l))) 333

(((((((5
, l ,

1)))

1
.

378一l
.

708 X 0
.

2 52一

0
.

3 88 毫米

(24
.

口% )

有一只小白鼠同时在它的
下腔静脉窝及心脏中都找
到童虫

感染22 天以内的实验动物
,

其体内异位寄生的童虫数常比成虫期异位寄生的虫数

少
,

而此虫数的多寡和所感染的尾拗数之间的关系亦不明显
。

(二) 童虫在实验动物体内异位寄生的部位以及它们进人此位里的可能途径
1

.

异常寄生的部位: 根据我们在兔子的感染试验
,

所发现童虫的异常寄生的部位只

有后大静脉
、

肝静脉
、

右心
、

肺动脉和椎静脉等处(见表 4 )
。

2
.

到达下列各异常寄生部位可能的途径
:

A
.

后大静脉: 在有童虫异位寄生的 6 只兔子中有 5 只在后大静脉中检获到虫体
,

其

中 3 只兔子是在胸部的后大静脉
,

另 2 只兔子是在腹部的后大静脉
。

这后两只兔子是在

感染后 16 天解剖的
,

它们的后肠系膜静脉和痔静脉中已充满多量虫体
,

部分虫体可能通

过骼静脉而进入后大静脉
。

前3 只在胸部后大静脉中找到童虫(图版 I
,

10 , 1 1) 的兔子都

是在感染后 13 天以内( 7 天
、

8 天
、

13 天)解剖
,

此时其体中的童虫绝大部分集中在肝门

静脉内
,

靠近肝门静脉的前肠系膜静脉中还只有少数虫体
。

由于后肠系膜静脉和痔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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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是表示在该血管有日本血吸虫童虫存在
。

中此时尚无童虫
,

因此估计童虫从后肠系膜静脉经痔静脉丛
、

骼静脉而到后大静脉的机会

和可能性较少
。

此时在胸部的后大静脉中的虫体
,

我们认为系来自肝静脉的可能性更大
。

3 只兔子中有一只兔子(第 13 号)同时也在肝静脉中抽吸到童虫
。

它们无论是在形态上

还是大小上和从胸部后大静脉中所找到的虫体都一样
。

B
.

肝静脉: 在肝静脉中有童虫的兔子三只
,

一只是在感染后 16 天解剖
,

在它腹部后

大静脉中已有虫子
。

因此这只兔子肝静脉中的虫体可能本来就在肝静脉中的
,

亦有可能

是从腹部的后大静脉向上移行时进人肝静脉
。

另二只兔子是在感染后 10 天内解剖
,

此二

兔的后肠系膜静脉
、

痔静脉和腹部的后大静脉中均无童虫发现
。

因此其肝静脉中的虫子

(图版 I
,

8
,

9)不可能来自腹部的后大静脉
,

更大可能是从肝门静脉越过肝脏而至肝静脉
。

C
.

椎静脉
: 从兔(第 13号)靠近脑部第一推骨的椎静脉窦中所抽出的血液里找到三

条 0
.

497一0. 51 9 x 0
.

120 一0
.

176 毫米大的童虫
。

此兔同时在其胸部的后大静脉中也找到

多条在形态
、

大小上和推静脉窦中三条童虫相近的虫子
。

童虫如何进人椎静脉
,

我们推测

可能是后大静脉中的虫子没有进人右心而向前到前大静脉进人椎静脉或从奇静脉通过肋

间静脉而达到椎静脉
。

在感染后第 8 天
,

靠近脑部的椎静脉窦中能找到这样小的童虫
,

说

明到脑部的日本血吸虫不全是到成虫期才来
,

而是在很小的童虫期即可到此
。

D
.

右心和肺动脉: 在右心和肺动脉找到童虫(图版 I
,

3 ,

5) 的兔子
,

都是在感染后 “

夭解剖的
。

来自腹部的后大静脉和肝静脉到达肺部的虫体
,

大多数可随着血液进人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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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肺动脉中
。

右心和肺动脉是成虫异位寄生最常见的部位
,

而本试验中在此二部位较少

地发现童虫
,

可能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

虫体尚在途中移行还没有到达的缘故
。

从实验动物体中各异常寄生部位内所找到的日本血吸虫
,

不论是成虫还是童虫
,

它们

在形态
、

大小以及发育程度上都是和同时从肝门静脉或肠系膜静脉中所找到的虫体相似
,

不见有何特别差异
。

可见日本血吸虫在肝门静脉和肠系膜静脉以外的其他血管中也一样

地会生长和发育
。

第二部分试验结果的小结

1
.

实验动物的日本血吸虫童虫异位寄生的例数和其所感染的尾蜘数有关
,

感染的尾

拗数多
,

比较容易出现童虫异位寄生现象
。

但童虫异位寄生的例数和虫数并不按所感染

的尾勤数的增加而成正比地增长
。

2旧本血吸虫童虫在实验动物体中异常寄生的部位以肝静脉和胸部的后大静脉为最

常见
。

在感染 13 夭之内没有在腹部后大静脉中发现童虫
,

在感染 1石天后就常在这里以

及右心
、

肺动脉发现有虫体
。

感染吕天的一只兔子在靠近头部的椎静脉中找到三条童虫
。

3
.

在肝静脉中的早期童虫
,

系从肝门静脉越过肝组织而到肝静脉
。

到肝静脉后可以

由于血流携带或自己的爬行而进入胸部的后大静脉
、

右心和肺动脉
。

到胸部的后大静脉

中的虫体可能经前大静脉进入稚静脉
。

感染 16 天后在肠系膜静脉中的虫体
,

部分可以通

过痔静脉
、

骼静脉而进人腹部的后大静脉
。

第三部分: 日本血吸虫童虫在实验小白鼠肝脏中所引起变化的情况

如上所述
,

日本血吸虫童虫在终末宿主体内异位寄生的部位
,

主要在肝静脉
、

胸部的

后大静脉
、

右心和肺动脉等处
。

在 13 天内所解剖的实验动物的腹部的后大静脉中均无见

到童虫期虫体
。

因为日本血吸虫在感染后4一 12 天之内
,

绝大多数童虫是集中在肝门静脉

内
,

少数在肠系膜静脉中
。

至于在后肠系膜静脉更是罕见
,

纵使有亦极其少量
。

因此童虫

要从此经过痔静脉
、

骼静脉或其他联于后肠系膜静脉和后大静脉间的小吻合枝而达到后

大静脉的机会和可能性亦不多
。

此时期内从肝静脉
、

胸部的后大静脉
、

右心和肺动脉等血

管中所发现的童虫
,

最大可能是从肝门静脉越过肝组织而到肝静脉
。

为了要探讨日本血

吸虫童虫究竟如何离开肝门静脉进人肝静脉
,

我们以不同数量的尾蜘 (90 一9知 条)感染

小白鼠 2 斗只
,

感染后 ,一 13 天内解剖
。

解剖时将其腹腔打开
,

先用细线小心地结扎靠近

肝脏部位的肝门静脉
、

腹部的后大静脉和胸部的后大静脉三条血管
,

并把它们剪断使肝脏

和它们分离
,

再用镊子夹住横隔的中央部分
,

用剪刀沿着横隔和身体联系着的边缘剪下
,

然后提起横隔小心地把肝脏和体背部其他联系着的地方轻轻地剪开
,

而把肝胜取下放人

波恩氏固定液中
。

在肝脏的整个剥离过程中都不让所用的器械直接接触到肝胜上
,

以免

损伤肝组织
。

固定后的肝胜将其埋蜡制成连续切片
,

逐片地观察肝组织因日本血吸虫童

虫侵入所引起的病理变化
。

正常小白鼠四只亦同样处理作为对照
。

实验的结果

本实验的 2 4 只小白鼠中肝组织无异常变化的 11 只
,

占所感染鼠数的 45
.

8肠
。

肝内

有局部组织破损但所有童虫均在肝门静脉血管内的小白鼠斗只
,

占感染鼠数的 16
.

7多
。

在肝连续切片中发现有不同程度的组织损坏
,

血吸虫童虫出门脉血管到损坏的肝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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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白鼠9 只
,

占所感染鼠数的 3夕
.

, 多(见表 , )
。

对照组 4 只鼠开组织无异常病变
。

安 S 盛染不同橄且日本血吸由尾确其, 虫对小白里肝班产生病奎的清况

鼠 肝 切 片 结 果

肝门静脉血管壁破损
,

血液流人肝组织中形成
大小不等的血控

,

血腔周围肝细胞破裂
,

肝静
脉血管

.

门静脉血管壁亦破损
.

界限不明
。
日

本血吸虫童虫出肝门静脉血管到损坏的开组
狈巾

情 况 }破 损
轻 } 较 严
数) { (鼠

小 计 鼠 数

(百分率)

损较愉破

门静脉血管中吸虫童虫均在肝微拥坏
,

日本组肝血织有局部轻血脉管肝门虫均在童 中静化
,

日血吸木组织肝虫无异常变

实验的鼠数感染数的天感染尾勤数

g 云 g (鼠数) } (鼠数)

9 0一3 20

4 00一 , 50

70 0一好 0

,一 13

5一 13

夕一 13

共 计 24 } 1 1(4,
.

8%) } 4(l‘
.

夕%) } 4 (16
.

7%) } 5(20 S% ) 9(3 ,
.

弓% )

1旧本血吸虫童虫所引致的肝组织损坏的情况
: 肝组织有损坏的切片中

,

某些小

的或中等大的肝门静脉血管壁常被童虫所破坏
,

在这破损的缺口内外堆积有一
、

二 个或

三
、

五个日本血吸虫的童虫(图版11
,

14 , 15 , 19 ; 图版111
,

2 1 : 图版IV
,

29)
。

血管中的血

液或多或少地流入肝组织中
,

致使其所波及的肝组织形成面积大小不等
、

形状不定的充满

血液的空隙或血腔 (图版H
,

14 ; 图版 m
,

2 1 ; 图版Iv
,

27)
,

在血腔边缘上的肝细胞有损

坏现象
。

在周围附近的肝组织中
,

除破裂的或完好的肝细胸和喀氏星状细胞 (K
u pffer

c
ell )

之外
,

还散布着一些稀疏的白血球
,

在血腔中或血腔周围破损的肝组织中也常常见到和血

流一起出来的童虫(图版11
,

15 ,

17 ; 图版W
, 2 9 , 3 1)

。

童虫体内的结构十分清晰完整
。

此外尚有一些肝门静脉的血管壁虽然也有破损但没有大量的血液流出
,

仅在破口附近的

肝组织中有损坏的形迹
,

童虫也有三
、

五个散布在这血管的破口以及其附近的破损组织中

(图版11 , 19 ; 图版Iv
,

2 6 , 2 8)
。

在破损的肝组织中经常看到一些血管壁界限不清的肝静脉和肝门静脉血管
,

在此部

位上亦常有小童虫散布着
。

这些童虫有可能进入附近另一肝门静脉血管或肝静脉血管
。

我们在鼠肝切片中见到在一些肝门静脉和肝静脉附近肝组织内有白血球浸润现象
,

同时也有在一个比较大的肝静脉外侧肝组织中
,

见到被白血球围绕的童虫(图版 m
, 2。)

。

虫体外表轮廓和体内暗褐色的肠管还可辨认
,

但其他的构造和细胞核都已极其模糊不清
,

说明它受了白血球吞噬作用的影响已失去了活力
。
日本血吸虫童虫到破损组织中后

,

在

一定时间内就仍然要回血管中
。

它们可以从较大的破损部位直接进入血管
,

也可能由穿

钻运动侵入到肝门静脉或肝静脉
。

虫子如又回到肝门静脉它们就仍然会在正常的寄生部

位内成长
,

如侵人肝静脉系统它们就可由于主动的爬行(八
、

九天后的虫子其吸盘的构造

已相当发达)
,

或由于血流携带而到胸部的后大静脉
、

右心
、

肺动脉或其他异常部位寄生
。

2
.

小白鼠肝脏损坏的例数和感染尾蜘数量的关系
: 在本实验所感染的小白鼠中

,

日本血吸虫童虫有突破肝门静脉血管壁
,

使血流人肝组织引致肝组织的破损
,

以及虫体有

越出肝门静脉血管到破损组织中
,

例数的高低和所感染的尾蜘数有关
。

在感染尾勤 700一

95 0 条的鼠组中有上述异常变化的鼠数百分率是 57
.

1务
。

而感染的尾拗数在 4 00 一55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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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一320 条的二鼠组中
,

其百分率分别为 30
.

8沁和25 .0 呢(见表 5)
。

感染尾拗数较多

的鼠组中
,

肝组织损坏程度较严重
,

范围也较大
,

在损坏组织中的童虫数也较多
。

3
.

关于童虫损坏宿主肝组织原因的讨论
: 在日本血吸虫童虫正常迁移的途径中

,

尾蜘从穿过宿主的皮肤和皮下组织进人静脉管
,

从皮下静脉血管达到肝门静脉的整个移

行过程中
,

系被动地被血流携带而达到目的地
。

因为在这阶段发育中
,

虫体吸盘的构造

十分柔弱
,

还不能靠二吸盘的交互吸附来移行
。

但在其移行途中要通过两个毛细管丛的

障碍
,

一在肺部
,

另一个在胃肠壁
。

童虫由腹腔动脉
,

前
、

后肠系膜动脉到胃
、

肠壁上的动

脉毛细管
,

在该处侵入到静脉毛细管
,

然后随着血流经过胃静脉和前
、

后肠系膜静脉再汇

集到肝门静脉
。

这些动脉和静脉毛细血管的宽度
,

一般地认为最小的只能通过一个红血

球
,

大约 7一 9 微米
,

稍大的是 12一15 微米
。

而感染初期的童虫
,

其宽度都在 40 微米以

上
。

虫体到达此部位时
,

较难被动地随血流通过这狭窄的通路
。

从肺部和胃
、

肠壁上出血

点的出现
,

明显地说明它们并不是全部从这狭窄的道路上慢慢地挤过去
,

而是它们具有很

快地穿过血管而继续前进的能力
。

尤其是在胃
、

肠壁上出血点的部位并非在小血管最末

梢部分
,

而是在距末梢还有一段距离狗位置
。

日本血吸虫童虫在宿主的皮肤
、

肺脏和胃
、

肠壁上要离开皮下组织或动脉管进人静脉管
,

就要靠其自身主动穿钻组织和血管壁的力

量
。

在此时期内
,

童虫体中常常还带有许多穿刺腺的残余腺体物质
。

由于此腺体物质的

化学作用
,

加上虫体本身穿钻血管的机械作用
,

使它们能很快地越过障碍达到肝门静脉
。

早期童虫
,

在刚到达肝门静脉时仍然保留着在较小血管中穿钻血管壁的习性
。

我们

在感染七天半的小白鼠的肝切片中
,

见到小童虫正在穿钻小肝门静脉血管壁的情况
,

血管

壁由于童虫的穿钻而向外突出(图版 v , 3 6 )
。

在同一鼠肝连续切片中
,

见有多处肝门静

脉血管已被穿破
。

缺口内外有1一6 条童虫存在
,

有的虫体被血流带到损坏的肝组织中
。

同

时在感染尾拗 90 条的鼠肝切片中
,

亦发现个别童虫穿出门静脉血管到肝组织中的现象
。

早期童虫在肝脏内尚能钻破较小的或中等大的肝门静脉血管壁
,

除了是由于它们还

保留有穿钻血管的习性之外
,

还可能是由于在其身上尚保留有穿刺腺的残余物质
。

当其

穿钻血管壁时
,

由于所分泌的腺体物质能起溶解组织的化学作用使管壁破损
。

在感染

6一 8 天肝门静脉中的童虫
,

在它们腹吸盘背侧附近
、

食道的两旁以及头器内
,

也就是在原

来后穿刺腺腺细胞和腺管所在的位置上
,

散布有密度不同的具有折光性暗褐色的小颗粒
。

当用锉洋红作活体染色
,

这些暗褐色的小颗粒不着色b 但在有此小颗粒分布的部位上却

呈现出较深的红色团块
。

感染尾拗数较多的小白鼠
,

在其肺动脉
、

肺静脉以及肝门静脉等

处所找到的早期童虫多数都具有如此浓密的小颗粒
。 G o rdon 和 Gr iff ith s (195 1) 在曼氏

血吸虫尾拗穿过小白鼠的皮肤后用茜素 (ali Za ri n

)染色
,

见到其前二对穿刺腺的内容物已

消耗
,

用埋洋红染色
,

则见到在后三对穿刺腺中还保留有很多内容物
。

Sti re w al : 和 Kr ul
-

de ni e: (196 1) 还观察到曼氏血吸虫尾拗体内穿刺腺物质的消耗多少
,

和穿刺情况有关
。

一

个尾蜘在穿刺时需要用较大的力量
,

其体内腺体物质的消耗就较大;如果在同一点上有数

个虫体同时在穿刺
,

则它们所消耗的腺体物质即会少些
。

他们还证实在一平方厘米大的

皮肤上如有 20条以上的尾黝在穿刺的话
,

则进入宿主体内的这些童虫
,

在它们腺细胞和

腺管中所保留的腺体物质就会多些
。

因此在我们的实验中
,

感染尾拗数越多的小白鼠
,

肝脏被损坏的例数百分率越高
,

离开肝门静脉进入肝组织的童虫数也较多
。

显然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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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较多残余的穿刺腺物质的童虫数量多
,

使小肝门静脉管被它们穿破
,

而在肝脏中引致

上述一系列的异常变化
。

日本血吸虫童虫从肝门静脉到肝静脉除有上述方式之外
,

亦尚有虫体能从小叶间静

脉通入肝小叶内的毛细管
、

窦状隙 (幼n us oi d) 而爬行进入中央静脉
,

后再汇集到大的肝静

脉中
。

我们在鼠肝切片中
,

见到在一些肝组织细胞完好的窦状隙里有童虫存在〔图版 JII
,

25)
。

但在全部小白鼠的肝切片中
,

象这样现象仅发现数次
,

而虫数都只有一条
。

因此日

本血吸虫童虫通过肝小叶中的窦状隙进人肝静脉等处异位寄生是可能的
,

但数目不多
。

第三部分试验结果的小结

1
.

感染不同数量日本血吸虫尾蜘的小白鼠24 只
,

在 ,一13 天期间有 16
.

8多(4 只)鼠

肝受到局部损坏
,

有 37
.

5 %(9 只)鼠肝因童虫破损肝门静脉血管
,

血液流人肝组织中形成

大小不等的血腔
,

童虫出门静脉血管到损坏的肝组织中
。

2
.

肝组织损坏的例数随所感染尾拗数的增加而增高
,

而肝组织损坏的程度也因尾拗

数的加多而更为严重
。

3旧本血吸虫童虫可以随血流进入损坏的组织中
,

可能从那里进入血管壁损坏的另

一肝门静脉或肝静脉中
。

4
.

早期日本血吸虫童虫具有穿钻血管壁的习性
。

同时感染大量尾勤后的童虫
,

其体

中残余腺体物质存在亦较多
,

更有助其穿破宿主体中的肝门静脉血管
。

5
.

在宿主体内的日本血吸虫童虫
,

少数虫体可以进入肝小叶中的毛细血管或血窦中
,

由此亦有进人肝静脉血管的可能
。

6
.

在 斗只对照组的正常鼠肝连续切片中不曾见到上述病变
。

讨 论

不同数量尾蜘的感染对于成虫异位寄生例数的关系
,

我们的实验表示了这些例数是

依感染尾拗数量的增加而加多的
。

但不是每组的成虫百分比数目的增加都与尾勤的增加

成正比
。

这是可以解释的
,

因为异位寄生的产生也含有偶然性在内
。
一般说

,

感染的尾坳

多了
,

越出正常位置的机会也就要多
。

另外巨量的尾勤侵入
,

他们破坏宿主组织的能力也

要大
,

因此会改变某些障碍作用
。

同时成虫多了也会增加它们的扩散
。

血吸虫异位损害最重要在于肺部和脑部
。

按我国文献报告肺部占首位(中华医学会
,

1958)
,

肺部血吸虫病大多发生在急性期
,

发病率可高达 76
,

8并
,

晚期可达 9
.

1外(毛守白
,

黄铭新
, 1 96 4)

。

据医学文献的报道以在多发生于埃及血吸虫和曼氏血吸虫的病例
。

除却

虫卵沉积在毛细管内引起周围组织变化之外
,

成虫在肺内的寄生会引起肺动脉硬化
,

肺气

肿
,

哮喘以及肺原性右心衰竭 (c or Pu lm on ale )等所谓类似 彻er Za 氏病的症状 (Sha w ,
nd

G haree b
,

193 8 )
,

其后果是较为严重的
。

关于卵子和成虫如何侵入肺部的途径
,

有的研究者认为从骨盆静脉丛(pelv io PI~ )

经后大静脉而人心脏 (F airl即 , 19 19一 1920 )
。 Far id等(195。)认为埃及血吸虫是经过骼内

静脉 (intern
: 1 ilia c v ei。)而曼氏血吸虫则系经过门腔静脉的吻合枝

。

但 sha w 和 e h oree b

(19 3 8) 则以为在平常状态下虫体和卵子不易通过这一通路
,

只有在肝硬化和门静脉发生

阻塞时才引起吻合枝的扩张
。

我们的实验资料证明
,

即在初次的感染
,

如果尾勤多时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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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肺内的成虫寄生
。

在兔和小白鼠均如是
。

在小鼠肺内常见有许多合抱的雌雄虫充塞

在支气管的小分支内
。

在逾越肝脏
,

童虫能通过窦状隙这一点
,

我们的观察证实了Gr im : l
-

do 与 K er sh a w (196 1) 的叙述
。

作为循环的一部分
,

这一通路
,

曾经证明经常有液体流

通的 (M
a
egr

: ith
,

19 58)
。

因多量童虫经过肝脏产生了血管壁和周围的破坏
,

因而被血流

冲入组织的虫体就有可能侵入肝静脉的血管内
。

事实上血吸虫尾蜘侵入宿主体内后
,

曾

经过破坏皮肤
、

肺组织
、

胃肠壁组织的障碍
,

在童虫数目多的情况下
,

这作用还能继续
。

我

们观察童虫的穿刺腺物质在八
、

九天内还有遗留
。

作为一个障碍
,

肝脏不是那么绝对的
,

Pr in sm eta l (194 8)的试验
,

用直径 60 一180 微米的玻璃珠注射入兔子的门静脉内
,

在进入

肝脏 , 分钟内
,

打开胸腔
,

可以从肺部找到玻璃珠
。

这样被试验的兔子 n 只
,

其中10 只

均如此
。

可见在肝脏内尚存在有比微血管直径大得多的通路
。

我们的实验证明
,

到达肝

「1静脉的六
、

七天童虫
,

其身体幅径约为 6 8一159 微米
,

与玻璃珠比较是很接近的
。

八
、

九

天虫体的幅径略大一些
,

为 107一23 6 微米
,

这样的虫子也可以紧挤而过
,

在活的状态下
,

虫体收缩是完全可能的
。

经过肝脏的童虫
,

或通过血管壁的破坏
,

或通过窦状隙
,

它们到

达肝小叶的中央静脉后就很容易到了肝静脉系统而入后大静脉
。

在多量成虫充满了门静脉和肠系膜静脉的时侯
,

成虫就会从痔静脉
、

骼静脉移到后大

静脉
。

这一通路
,

只有在虫体发育成熟后才发生作用
,

因为在早期童虫多数集中肝门静脉

的前方
。

He w itt 与 ci ll (196 0) 报告曼氏血吸虫在实验动物
、

小白鼠体内经药物注射后
,

大量成虫能从原来寄居的位置迁移到肺部
。

据他们的叙述
,

由于药物的影响
,

成虫的吸盘

松弛
,

失却吸着作用
。

因此被动地被血流冲走
。

同时也可能由于刺激作用
,

它们也能主

动地越过在平常状态下不能逾越的障碍
。

所以在本间题的研究中
,

成虫与童虫的寄居位

置
,

童虫和成虫活动的状况
,

它们移行可能经过的通路是要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
。 F。us :

(1 94幻曾汇集了论据证明病人经过外科手术
,

或活组织检查
,

以及某种药物治疗之后
,

因

为内脏环境受了扰乱和刺激
,

成虫移往异常的部位的活动也会增加
。

脑型血吸虫病在临床上甚为普遍
。

临床症状以贾克森氏癫病为常见
,

亦有昏睡
、

偏

雍
、

偏盲
、

大小便失禁等
。

主要由脑内肉芽肿或水肿所引致
。

第一个病例系日人山极氏

(Ya m ag iw : ,

1899)所报告
。

该病例的发表系在日本血吸虫病原发现前十五年
。

关于虫

卵如何人脑问题
,

学者意见不一
,

迄无定论
。

有谓来自颅内血窦中的成虫 (sh im idzu
,

19 35 ; G ree nfi eld
,

1937 )根据的理由是脑内病灶分布较为集中
,

但无论他们或其他学者均

未能在颅内血窦中找到成虫
。

只有日人藤浪和中村(19 13) 在实验猴子的中脑静脉中找到

成虫
。

另一说归因于虫乡p间接沉积亦即栓塞作用(Yam ag i, a , 18 89 ; shirn a m u ra , 19 05)
,

此说我国医学界同意的较多
,

根据的理由是脑部病灶多见于脑中动脉的分布区
。

另外在

切片中看到动脉的腔内有血吸虫虫卵
。

如上段所述
,

我们在脑部检验有虫卵的有五只免

子
,

在它们的肺部均找到很多的成虫
。

其中一只在主动脉弓和背大动脉内都找到成虫
。

不

难想见在这位置的血吸虫卵可以随动脉的血流而输送入脑部
。

肺内虫卵据推测可以通过

支气管的动脉与肺动脉的吻合枝而入肺静脉丛
,

由此而入肺静脉
,

左心
,

经动脉系统而入

脑部
。

在本项实验中
,

我们又从脊推静脉中找到雌雄成虫和童虫
,

并从肋间静脉找到合抱

的成虫
,

这说明童虫人脑的另一途径
,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许多医学者在论述中
,

都提到

Ba tso
n

氏循环系统对于脑型血吸虫病的关系
,

但在实验动物和尸解材料中还没有任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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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论据
。

从第一脊推内的推静脉窦找到了成虫
,

说明虫体能够到达这样接近脑部的位

置
,

是很有人脑的可能性
。

至于卵子能否通人这一途径
,

一般认为在腹腔高压的情况下容

易由此人脑
。

我们在两只兔子的脊髓中曾找到虫卵而且一只找到 1” 个之多
。

在国外
,

埃及血吸虫虫卵也曾经被发现经椎静脉而沉积在脊髓内
。

结 论

1
.

用大量尾勤感染实验动物小白鼠和家兔
,

进行成虫和童虫异位寄生现象的研究
。

实验证明成虫异位寄生例数随着所感染的尾拗数量的增加而加多
,

说明了在自然状态中

异位血吸虫的产生与大量尾坳的侵人有很大关系
。

2
.

成虫和童虫异位寄生的部位
,

详经记录并推究其来源与通路
。

最常见的异常寄生

的部位为后大静脉
、

肝静脉
、

右心和肺动脉
,

其次为肺静脉
、

肋间静脉
、

推静脉和前大静脉
。

在感染尾拗达 7 00 0 条以上的兔子
,

左心
、

主动脉弓和背大动脉中也有成虫
。

3
.

异位寄生约成因与移行期童虫扩散并滞留在门脉系统以外的血管或脏器的情况有

关
。

因为在一定的期限后
,

虫体长大了
,

便不能再经血液循环回到正常的位置
。

成虫期在

定位以后也还能移行
,

主要是通过各吻合枝
,

成虫可能从后肠系膜静脉经痔静脉
、

骼静脉

而进入后大静脉
。

成虫期异位的移行与虫数过多的拥挤情况有关
。

4
.

在推静脉内找到成虫和童虫
,

并在肋间静脉内找到成虫
,

是血吸虫异位寄生的新纪

录
。

它证实了前此学者的推论认为 Ba tso n 氏系统的循环可能是输送虫体和卵子到脑部
、

脊髓或其他离门脉系统较远的血管的重要途径之一
。

5
.

实验中肝组织切片证明日本血吸虫童虫在 5一13 天期间能穿破肝门静脉的微血

管
,

引致管内的血流和童虫一起被冲到肝组织中
。

从那里又侵入肝静脉的小支血管中去
。

检查这一阶段的童虫
,

发现其体中有穿刺腺残余的物质
。

这现象在大批尾蜘感染的鼠肝

中的童虫尤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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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在兔肺支气管中的三个月雌雄虫
。 亏

.

在兔肺动脉中的拓 天雌性童虫
。

巢部分
。

天童虫
。

7
.

兔的心脏
,

在其右心房和右心室的内壁上吸附看多条日本血吸虫成虫
。

9
.

在兔肝静脉中的 10 夭童虫
。
”

.

在兔胸部后大静脉中的7 天童虫
。

6
.

16 天雌性童虫的卵
8

.

在兔肝静脉中的 吕

11
.

在兔胸部后大静脉

中的 13 天童虫
。 12

.

在兔推静脉窦中的 8 天童虫
。

13
.

在兔肋间静脉中的合抱雌雄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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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
.

11 天的日本血吸虫童虫在园肝脏中血管外的肝组织内被白血球包围
,

虫体已被杀死
。

2 !
.

日本血吸虫童虫穿破鼠肝脏中肝门静脉的血管壁
,

虫休出血管到破损的肝组织中
。

22
,

日本血吸虫成虫在鼠心脏中的切片
。

23
.

日本血吸虫成虫在鼠肺脏中
。

2牛
.

日本血吸虫童虫在鼠肝内的斤门静脉血管中
。

2苏
.

日本血吸虫童虫在鼠肝组织的血窦中
。

(第 14 一 23 图均系用描绘器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