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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双腔科某些吸虫是对牛
、

羊
、

猪
、

骆驼等家畜危害严重的一类寄生虫
,

例如寄生在胰脏

的各种阔盘吸虫 夕, , 。。 ,

及寄生在肝脏的矛形双腔吸虫
, 可 “、

 ! 一二
, 。

前者分布全国各地
,

许多牛
、

羊群因此寄生虫病而大

批死亡 后者主要分布在我国从东北到西北的各牧区中
,

在羊肝脏中寄生的虫体数量是以

千
、

万来计算
,

严重地影响畜牧业生产
。

阔盘吸虫像矛形双腔吸虫一样
,

不仅是牲畜的重

要寄生虫病的病原
。

而且也都能感染人体致病 图版 图
,

国内外病例常见不鲜 张月

娥等
,

 
, ,

对广大牧区的人民健康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

此类寄生虫病在国内流行已很久
,

但关于它们的流行病学
,

病原生物学以及防治措施

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
,

许多疫区中有关此类寄生虫病对牲畜危害情况
、

流行病学特点及传

播媒介种类等间题都尚未明了
,

因此影响对本类寄生虫病防治措施的实行
。

我们为了想能

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

自作者之一于 年在福州发现牛的腔阔盘吸虫
“ 二。。

、 ‘“, 亡 ,

 
,

第一中闭宿主是二种陆地蜗牛 同型阔纹蜗

牛 刀 己 口 , 之, , 、, 。
与中华蜗牛 人‘ , “砧 , ,

之后
,

多

年来继续在福建及东北各牧场中考察本类吸虫病流行情况
,

同时在实验室内进行人工感

染试验
。

 年春天我们相继在福州郊区乳牛场及厦门郊区耕牛放养场查获到牛的腔

阔盘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也是红脊草惫 洲。“ 人 “, 。 “ 了 ,

图版 图
。

通过人工感染试验除查出本省可供作本吸虫病传播媒介的种类外
,

尚详细观察病原

发育全过程及其在宿主体内脱囊等情况
。

现将我们调查及试验结果简述于后
。

二
、

调查和实验结果

一 牛
、

羊双腔类吸虫病在福建及东北流行情况

东北双辽草原羊的双腔类吸虫病流行情况

我们于 年夏天在吉林省双辽种羊场进行调查工作
,

该场是在靠近内蒙古的一个

大草原上
。

据该场领导同志介绍
,

场内羊的胰阔盘吸虫
, 。 口 户口 , , ,。 二 、 ,

,
 和矛形双腔吸虫感染十分普遍

,

历年剖检死去的羊共 只
,

感染有

胰阔盘吸虫的羊有 只
,

感染率在 一 并
,

平均达 多 矛形双腔吸虫的感染亦

是常见
,

而且虫数众多
。

我们用粪检方法抽查第一羊队的 只羊
,

检查结果 只羊



一 卫一兰二
一

一
一竺

热介热搏潍拭形态变异
,

实际情况如何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两河

掣 鹭
’瞥

锣 臀
、二麟麟毓鳄蕊

瓢
虫

几
,

一
一

一一
新疆的矛形双腔吸虫标本由齐普生同志寄赠

,

青海标本由李欧同志寄赠
,

湖南标本由詹杨挑同志寄赠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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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羊队经常放牧的地点进行贝类宿主的采集 图版 图
, ,

经过一段寻找之

后
,

终于在草地中比较潮湿的地方找到草原上丽光属
, 。翻

口  。司
,

蜗牛 图

版 图 和图
一 ,

图卜
,

图
一了

,

图
一

刃
,

它们散处在草根或伏在土里
,

早晨时常爬到茎

叶上
。

此蜗牛经鉴定是 ‘ 价
。, , 户 及 二夕。二户方

,

三种
。

解剖检查采到的 只蜗牛
,

有 只 外 感染有胰阔盘吸虫的

幼虫期
,

只 务 感染有矛形双腔吸虫的幼虫期 图
一 ,

,

图
一 ,

图 卜劝
,

其中一

只是混合感染此两种吸虫
。

通过蜗牛检查证实此放牧地区严谊地散布有此两种吸虫病病

原
,

丽光蜗牛是此两种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的新纪录
。

矛形双腔吸虫在我国南方较为罕见
,

但我们曾在福州南台岛的同型阔纹蜗牛体中找

到天然感染的此吸虫的子胞拗和尾拗
,

这种蜗牛也是此吸虫的贝类宿主新纪录
。

从蜗牛

呼吸孔排出的矛形双腔吸虫的粘球   必须经过某种妈蚁的吞食
,

尾拗在其体中

发育形成囊蜘后再感染牲畜
。

由于第二中间宿主的地理分布与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有密

切关系
,

这些第二巾间宿主分布的局限性
,

使本吸虫病在国内分布只在于从东北到西北的

北方地区
,

感染有本吸虫病的牛羊虽从北方运到南方福建
,

牛羊粪便中的虫卵感染了当地

同型阔纹蜗牛
,

由于无适宜的昆虫宿主存在
,

此寄生虫病也就不能在这里流行蔓延
。

此寄

生虫病在国内的分布状况
、

病原发育各期生物学特点
、

贝类宿主及昆虫宿屯种类等间题尚

待进一步考察
。

福建牛羊等反色动物阔盘吸虫病流行情况

阔盘吸虫病在本省牛羊等反当动物中流行十分普遍
,

历年来收集到的病原标本计有

牛
、

羊的胰阔盘吸虫
,

腔阔盘吸虫
、

枝翠阔盘吸虫 石“ 厂, , , ‘二 ,‘卉 、 , , 。 ,

、

羊的羊阔盘吸虫 夕 亡、 , , ,

及河宪的河庚阁盘吸虫
“, 夕

‘ , “ 石夕 犷 纪‘ ” ” ,

图
一

等五种
。

经 年的调查在闽北山区浦

城九牧耕牛纯一感染枝牟阔盘吸虫 详细情况另文报道
,

而腔阔盘吸虫及胰阔盘吸虫则

分布全省
。

此两虫种虽然都能寄生在牛
、

羊的胰管中
,

但前者是在羊体
,

后者是在牛体更

常见并发育更好
。

福建省虽然不是牧区
,

但牛羊因此寄生虫病的侵袭而大批的消瘦死亡
,

有些地方的羊群因之而覆灭 在屠宰场中极消瘦
、

失去劳动力的淘汰黄牛有阔盘吸虫病

占 一 外
。

在福州
、

福清
、

泉州
、

同安及龙海等沿海地区
、

阔盘吸虫病在乳牛场中流行常常较农场

或生产队中的耕牛更为严重
,

前者的感染率达 “ 一 务
,

后老的感染率在 工 一

弓 务
。

牛场附近蜗牛感染阔盘吸虫幼虫期情况 我们在福州
、

仙游及泉州等地乳牛场及农场

和生产队耕牛牛舍附近
,

共采集并解剖检查同型阔纹蜗牛
,

只
、

中华蜗牛
,

阳 只
。

检

查结果前者有受阔盘吸虫幼虫期感染的是 只
,

平均感染率 界 后者受感染只有

只
,

平均感染率 外
。

但在这些蜗牛中
,

在乳牛场中的感染率显著地高于农场及生产队

耕牛舍附近的感染率见表 , 共情况和乳牛感染阔盘吸虫病较耕牛为严重的情况相符合
。

我们在福州郊区白水堂乳牛场从 年 月份到翌年 月份进行梅月一 次的腔阔

盘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的采集和检查 图版 图 一
,

结果见表 及表
。

从表 中可以

明显看出蜗“几无论在数址 卜
、

在感染有腔阔盘吸虫幼虫期的感染率
、

含有成热子胞拗的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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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福州 仙游及泉州一带乳牛场
、

居宰场及拼牛舍附近蜗牛感染阔盘吸由幼虫期状况

蜗牛擎生场所 检查蜗 牛数 阳 性 蜗 牛数 感 染 率

居字场牛会
·

 ! 一  !

耕牛合附近

乳牛场

居幸场牛舍

刹}牛舍附近

乳牛场

20‘, : 夕38: 91 1 0一 1
.
()〔〕

16 2 6 ; 6 13 ; 8弓斗; 10 3 斗 } 斗() : 30 { 6 8{ 62 3
.
01 一7

.
勺6

1 3 0 5 : 9 3 7 0
.
0 8一0

,

1 1

表2 揭州郊区乳牛场同型阔纹蜗牛感染腔阔盘吸虫幼由期的乖节性变化情况

检检 查季 节节 检查的蜗牛数数 阳性蜗牛数数 含 有 成 熟 子 胞 黝 的 情 况况 备 注注

(((月份))) (只))) (感染率))))))))))))))))))))))))))))))))))))))))))))))))) 蜗蜗蜗蜗蜗牛数(只))) 占阳性蜗
’

干中中 成熟子胞蝴蝴蝴
的的的的的的百分率(% ))) 数目(条)))))

222一444 5乙乙 1
(
1
.
日% ))) 000 000 OOOOO

555一777 8【)qqq 4 1 ( 5
.
(l丁% ))) llll 26

.
8333 23777 !冠黝感染力强强

(((((((((全是去年生大大大大大

蜗蜗蜗蜗蜗牛)))))))))

888一If」」 6 5 UUU 斗3 ( 6
.
5 8 % ))) 2 ,, 5 匕

.
1牛牛 5 6 111 尾蜘感染力弓员员

(((((((((其中 24 只是今今今今今

年年年年年生中大蜗牛)))))))))

1111一 lll l日flll 8 (斗
.
飞% ))) 呼呼 5000 6000 尾黝无感染力力

牛在全部阳性蜗牛中的百分比及所含有为成熟子胞坳数目等方面都有季节性变化
。

阔盘

吸虫幼虫期在贝类宿主体内发育时间比较长
,

同时受自然界温度等条件的影响
,

其发育期

有6一12 个月之久
。

秋季中具有侵袭性的蜗牛大多是当年生的中等大蜗牛:夏季中具有侵

袭性的蜗牛都是去年生的大蜗牛
,

它们在去年受感染后虽有一段发育
,

经过冬季严寒时虫

休发育停滞
,

到春大暖和以后虫体才继续发育
,

所以在6
、
7 月份就可有成熟子胞拗从其体

内排出污染牛场环境
。

冬季中虽然也有含成熟子胞蝴的阳性蜗牛
,

但此子胞坳因温度低

呈萎缩状态
,

其中尾蝴虽已发育成熟却无感染力
。

将这些子胞勤全部人工感染红脊草蠢
,

都无囊拗形成
。

由此可知
,

牛场中蜗牛在夏
、

秋两季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

谊点在此季节浩

除蜗牛对本吸虫病的预防具有较大的重要性
。

牛场附近红脊草盘感染腔阔盘吸虫囊蜘情况: Ba
、
cb

(
1 9 6匀 在马来西亚发现红脊草

蠢是胰阔盘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后
,

在朝鲜
、

苏联也都证实草轰属一些其他种类是此吸虫

的昆虫宿主
。

在我国境内阔盘吸虫病的传播媒介是何种类一直是兽医工作者关心的问题
。

我们过去虽曾作多次调查和各种昆虫感染试验
,

都未获得成果
。

1 9 7 4 年我们在福州郊区

各乳牛场和厦门郊区耕牛放养场中相继查获到感染有腔阔盘吸虫囊蜘的红脊草蠢 (见表
3)

。

从此表中可看出红脊草盘的感染率也是乳牛场高于耕牛放养场
。

乳牛场中病牛粪便

散布堆积场内
,

致使蜗牛受感染的机会较多
,

因此
,

红脊草蠢受感染的机会也就多
,

牛只在

这样环境中不断重复感染
,

不断加重病情
。

因此在牛
、

羊群集中饲养的地方
,

吏应注意环

境的卫生管理
,

扑灭传播媒介
,

避免病原生活史在这环境不断循环危害牲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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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福州乳牛场及厦门拱牛放养场中红脊草轰感染腔阔盘吸虫班劫情况

检 查 地 点

福州乳牛场

厦门耕牛故养场

{
止塑竺醚塑二

-

卜
望竺竺型竺竺…望黑黑弊-

…
-
一

一

兰一一卜二竺丝一卜黑黔一
{ z。‘

l

之
( U

·

, 。
% ,

{
(苹均 乏乏互获)

表4 福州郊区乳牛场红资草盆感染腔闷盘吸虫l 场的攀节性变化情况

检 查 季 节
捕捉到及检查的红脊草

鑫数(只)
阳性红脊草轰数(只)

(感染率)
阳性红脊草鑫体内含有的

囊拗数 (校)

!一3 月

4一5 月

月下旬 6 (斗% )
5 8一1

,
0 2 6

( 平均 287)

7月下旬至8 月下旬 21 (6
.68% )

23一1, 斗夺斗

(平均 月68 )

9 月下旬与 川 月下旬 19 (5
.83% )

27一1,
3 2 5

( 平均 呼Lg)

11 月下旬与 12月下旬 (2
.1% )

4一26

(平均16)

注: 检查草孟数是每月一人每天 2小时
,

共十天捕捉到的草轰总数

在牛场中红脊草氛感染腔阔盘吸虫囊勤情况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它们受感染的

高峰也是在夏秋两季
,

尤以秋季为重
。

这不仅和红脊草轰本身的生物学特点
、

生活习性有

关
,

也和此环境中蜗牛含有成熟子胞勤情况的季节变化有密切相关
。

由此亦可推测出牛

只受感染的季节也主要在夏
、

秋两季
,

尤以秋季为甚
,

可针对此特点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

牛羊受感染
。

( 二) 牛
、

羊阔盘吸虫病病原的发育

牛
、

羊阔盘吸虫病的病原种类及其发育情况
,

经前此各工作者数拾年的研究
,

逐渐明

了
。

但关于虫种问题尚有争论
、

各虫种生活史亦知道得不完整
。

因此我们在本项工作中
,

在

野外调查及人工感染试验中均注意观察它们的发育情况
,

观察了腔阔盘吸虫全部生活史
、

胰阔盘吸虫大部份和枝翠阔盘吸虫全部发育过程(枝辜阔盘吸虫生活史另文报道)
。

同型

阔纹蜗牛和中华蜗牛都是它们的贝类宿主
,

它们在蜗牛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的情况十分相

似
。

虫旦队图2
一

均被蜗牛吞食后常在其上半段肠道中孵化
,

毛坳(图2
一
2
)

。

脱去纤毛
,

钻过

肠上皮细胞层
,

在围肠结缔组织层中形成早期母胞蜘(图2
一
3一图2

一吕
)
。

母胞蜘逐渐长大
,

形成一小圆球体附着在肠壁外面
。

在适当温度条件下
,

感染后3一4个月
,

母胞拗体中的胚

球形成大小不等的条状的子胞勤(图2刁一图2
一
11

)

。

5一6个月后子胞坳体内产生许多具

锥刺短尾型尾吻
。

成熟子胞蜘离开母胞蝴着生的部位
,

向蜗牛体前端蠕动移行达到其气

室中
,

经常数十条多至 120 条堆积在那里
,

逐个地从呼吸孔排出体外
。

腔阔盘吸虫的成熟

子胞吻较长细 (6
.
9一7. 9 只 仅7一1.0 毫米)

,

到外界后子胞勤体的内壁和外壁剥离
,

外壁

两端收缩
,

包裹着液体和尾蝴的内壁向体中段移动并弯曲折叠着使整个胞坳呈中部圆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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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阔盘吸虫:

胰阔盘吸虫:

图2 腔阔盘吸虫和胰阔盘吸虫在贝类宿主体内发育期的比较
2.虫卵丁 2

.
毛黝; 多

~
j 早期母胞黝( ,一肠 天); 卜刀

.
早期及中期子胞勒(加

天及 11 个月)全 12
.
尾勤; I叭成熟子胞勤

。

石一泞
.
早期母胞勤〔功一20 天); 月

.
尾蜘: 巧

.
成熟子胸勤

,

状膨大
,

两端各具一长短不等条索状构造(图2刁4)
。

成熟子胞勤中含有百余条发育成

熟具锥刺短尾型尾拗 (图2
一
1 2

)

。

腔阔盘吸虫尾拗体大 0. 23 一0. 3, x 0
.
1 1 2一“

.
H 。毫米;

口吸盘(直径0. 0令夕一D
.
。朽毫米)小于腹吸盘 (直径 D. 05 一D.肠 毫米);后端管伏排泄囊

壁细胞长形有明显的细胞核
,

焰细胞公式2 [(2 + 2 十 2 ) 十 (2 十 2 十 2) 1 “ 24
,

此排列

方式到后期尾勤(图」一1的仍是如此
,

可能到成虫时亦不变化
。

胰阔盘吸虫和腔阔盘吸虫虫种问题常有争论
,

有人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同物异名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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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本项工作过程中
,

不仅观察到它们在成虫阶段有一定的不同的形态特征;同时在生活

史发育过程中虽大致相似
,

但也有差异之处
。

如胰阔盘吸虫在蜗牛体内最早期母胞蜘的

个体较大 (图2
一
6一图2

一

约
,

从丽光蜗牛排出的成熟子胞拗较粗短 (2
.
3一5

.
9 义 。

.
9一1

.
5

毫米)
,

在外界不久
,

胞拗内壁亦同外壁剥离
,

但是收缩弯曲在体后半部或体后2/3部份中

央;胞蜘体前端 1/ 3吻部的胞壁较厚
, ‘

已的基部膨大成
“

肩
”

状
,

身体从此肩部向体后瘦削

(图2
一
2 5

)

。

胰阔盘吸虫尾蝴体大 0. 33 一0. 38 x 0
.
12 一。

.
巧 毫米

,

口吸盘(直径 。
.
0 6一。

.
07

毫米)稍大过腹吸盘 (直径 。
.
05 一0. 06 毫米)

、

排泄囊壁细胞更粗大(图2
一
1 了
)
。

从这些特

征的区别
,

我们认为胰阔盘吸虫和腔阔盘吸虫是很接近的两个独立种
。

用腔阔盘吸虫成熟子胞拗感染红脊草蠢 103 只
,

不同讨间解剖观察囊蜘的发育状况

(见表5)
。

本种吸虫的囊拗在第二中间宿主体内
,

不仅囊壁能不断增厚
,

而且后期尾坳个

体逐渐长大
,

体内器官逐渐完整充实
。

如尾坳体中的穿刺腺物质在它穿钻红脊草鑫胃壁

时已消耗完尽 (图3
一
J
)

,

在后拗发育过程巾此腺体物质重新充实
、

此物质在后坳脱囊时有

溶解囊壁的作用(图3巧一图3刁)
。

用7只含有成熟囊黝的红脊草盘人工感染一只刚断奶的山羊羔
。

感染后30 天
,

羊粪

出现粘结成块
,

羊体瘦小软弱;10 。天后从粪便查出许多阔盘吸虫虫夕凡第122天解剖此羊
,

从其胰管中检到约2
,

。。。条形态大小一致的个体较小但完全成熟的腔阔盘吸虫(图l
一
I j

)

。

(
三) 几种人工试验的结果

1
.
腔阔盘吸虫成熟子胞坳在外界生活力的观察

成熟子胞坳从蜗牛气室排出到自然界中
,

由于胞壁及内壁中含有的液体的保护
,

尾坳

在外界环境中经历一段时间仍然具有感染力
。

H
a 且日。。

( 1
, 7 3

) 报道胰阔盘吸虫的尾蜘

在天然条件下能活48小时
,

在实验室中可活60 小时
。

我们在2。一23℃ 室温条件下
,

把成

熟子胞蜘放在饱和湿度
、

稍为潮湿及干燥三种容器的草叶上24一60 小时
,

在不同时间将

此子胞拗饲食红脊草蠢
、

感染后2一3天解剖草轰观察尾勤的感染力状况 (见表‘
)

,

(
斗。一

表 ‘ 不同条件处理的腔阔盘子胞幼
,
其尾姗的感染力试验倩况

成成 熟 子 胞 拗 被 处 理 状 况况 试验的草轰数数 每只草轰饲食食 试 验 结 果果

(((((((((((((((((((((((((((((((((((((((((((((只))) 子胞坳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容容器伏况况 放置时间间 饲食时子胞蜘和和和和 阳性草念数数阳性草鑫休内囊蜘数数
(((((小时))) 尾姗状况况况况况况

稍稍 潮 湿湿 Z噜噜 外胞壁软化
,

内胞壁具具 夕夕 3 ;5孚5 :2 : 6犷2::: 555 2 言2 9 :斗4犷26 2 :2 2 555

有有有有或破
,
尾黝活活活 5

,

( 共25条))))) (共565粒)))

33333000 外胞壁坏死
,

内胞璧有有 333 6}3;5
... lll 3OOO

或或或或无
,
尾勤大部活活活 (共 14 条)))))))

干干 燥燥 2444 外壁干硬
,
浸水后内囊囊 777

; {膝臻
, ;;; 666 2 ; 38 ;‘;12 2;78 ;55111

抽抽抽抽出完整
,
尾勤活活活活活 (共 7夕7粒)))

33333000 外壁干硬
,

浸水后内囊囊 222 8卢卢 00000

抽抽抽抽出
,

尚完整
,
尾黝活活活 (共 13条)))))))

222444 外胞壁坏死
,

内胞壁尚尚 555 , ; 5 :5 ; 5; 555 333 36絮124;9666

在在在
,
尾拗部份活活活 (共 25条))))) (共256拉)))

333000 外
、

内胞壁均坏死
,

尾尾 222 6寸5
...

00000

锄锄锄部份活活活 (共 11条)))))))

44444 5:5:2: 555 222 30节666

(((((共 17条))))) (共 36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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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
,

子胞勤感染草蠢均无醚蜘形成
,

故不列于表内)
。

从此试验结果说明: (1)完整的

内胞壁能使在囊壁内液体小环境中的尾拗避免外界环境的影响而生活一段时间;(2)不

很成热的子胞蜘
,

其内胞壁收缩能力差
,

尾蜘亦不很成熟
,

这样子胞蜘即使一离开蜗牛沐

即被红脊草蠢吞食
,

也只有少数尾蜘能钻人血腔形成囊蜘;(3) 在外界条件中的成熟子胞

吻
,

其体内尾拗虽可活30 一‘。小时
,

但其感染力都是在24 小时之内较强
。

红脊草盘生活

的环境也是蜗牛经常出没活动的场所
。

在这样稍稍潮湿环境中
,

从蜗牛休中排出的成熟

子胞拗经历 l一2天都仍然具有感染力
。

红脊草鑫是能草食亦能肉食的昆虫
。

我们用 8夕

条成熟子胞蜘分放在13 个玻璃容器中
,

每一容器中放l一2只红脊草孟(共15 只、
,

观察

它们自己寻食情况
。

最快的在半小时之内二只草蠢即各吞食下4一5条子胞蜘
,

在巧 小

时之内2/3子胞拗被吞食完
,

24 小时后只余下数条软烂的子胞坳未被吞食
,

此软烂子胞

蝴放到40 小时亦不被吞食
。

由此可推想在自然环境巾红脊草轰也能很快地觅寻到并吞

食下从蜗牛体中排出的新鲜的成熟子胞拗而受到感染
。

2

.

后期尾拗脱囊条件及脱囊情况

Baoch (1, 6 5 ) 用 18。。一2000粒囊吻感染小山羊
,

虫体成活率只有2务和 4
.
25%

。

我

们用豚鼠4 只
,

兔子2只吞食分离出的成熟囊拗各 100 粒
,

食后4一48小时解剖
,

全部未

找到活的虫体
,

食后斗小时的兔子胃中找到囊壁涨大已损坏的囊蝴一个
。

我们又用含有囊

黝的红脊草盘七只感染山羊羔一只
,

虫体成活率约达 57多
。

为了要明了囊勤迸人终末宿主

体内脱囊情况及后蝴如何进入胰胜
,

我们进行下列两试验(见表 夕
、

表8)
,

由此两试验说明:

(l)阔盘吸虫囊蝴的囊壁遇酸及胃蛋白酶物质时会呈胶状膨涨 (图3
一
11

)

,

比原来增厚三

倍或更多
,

厚度达 。
,

0
3 3 一。

.
0 % 毫米

,

后坳在此状况下时间稍长即逐渐死亡;(2)此囊蜘

表了 在 37
O
C 温度中牛腔阔盘吸虫成熟班勤在各溶液内脱砚倩况

溶 放 种 类

无酸清水

加数滴稀盐酸的清水

无酸0
.
乡% 胃蛋白酶

加数滴稀盐酸的0
.
5% 胃蛋白酶

加数滴稀盐酸的 O
,

5
% 胰蛋白配

囊蜘数目

;:

2

;:

。
.
5 % 狄蛋白酶(不加酸)

试 验 结 朱

斗小时后有5 个囊蝴脱囊
,

2 斗小时后全部脱囊

4 天全部不脱囊,

囊壁涨大
,

虫死

同 上

同 上

吹蛋白酶溶液加数滴稀盐酸后立即呈乳白色沉淀
,

囊蜕在这溶
液中魂天后亦全部不脱囊

,

虫死

10 分钟开始脱囊
, 斗小时内全部脱囊

,

虫活

表 名 不同条件处理后的腔阔盘吸虫的成熟班姗在 氏 S% 胰蛋白酶中脱班情况

用清水洗

用清水洗后放在无酸的 O
,

5 % 胃蛋白

酶中10 分钟

用清水洗后放在加有数滴稀盐酸的
u.5% 胃蛋白酶中 1。分钟

用清水洗后放在加有数滴稀盐酸的
0.5% 胃蛋白酶巾2咋小时

成成然囊黝在末放人U
.
, % 胰蛋自酶前前 囊囊 囊物权八 。

.
〕
% 腆蛋臼醉后各时时 囊蜘在 0

.
5% 胰蛋白白

处处理的情况况 勤勤 间巾夫脚麦黔黔 酶中脱囊或未脱囊后后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的状况况
目目目目 222 月月 666 lUUU l ))) Z 000 之)))

翼}鸳鸳鸳分分分分分 分分 分分 分分 分分 分分 分分 钟 钟钟钟
钟钟钟钟钟 钟钟 钟钟 钟钟 钟钟 钟钟 钟钟钟钟

用用清水洗洗 1弓弓 1000 1OOO 888 666 〕〕

…
1
{…

,

:………
::、,…
111
磊默默

。。

用用清水洗后放在无酸的 O
,

5 % 胃蛋白白 777 /// 了了 〕〕 333 33333

…{{{…
壁

絮
’
脱’

燮
活活

酶酶中10 分钟钟 l苏苏 1书书 l222 1OOO 乡乡 0000000

…鬓澎麟缭珊珊用用清水洗后放在加有数滴稀盐酸的的 !丁丁 1777 1丁丁 1777 1777 l了了了了了

uuu
.
5% 胃蛋白酶中 1。分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

用用清水洗后放在加有数滴稀盐酸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000.5% 胃蛋白酶巾2咋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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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
.
囊勤各发育期 (J

.1.弓小时未成囊的尾拗体部; 2
.8 小时囊拗; 了

.
任天班拗; 甲

.
打 天囊

勤; 又20 天成熟囊勤); ‘一10
.
囊勤在 。

.
5 % 胰蛋白酶中 5一10 分钟出现的脱班现象; 11

.
囊

勤在酸液或胃蛋白酶中出现囊壁涨大情况: 月一”
.
尖头草轰对囊拗产生免疫反应现象

,
囊勤被

杀死
。

对胰蛋白酶物质有很大敏感性
,

囊拗在此溶液中不仅囊壁无异常变化而且在极短时间内

能使后蜘积极活动
,

一方面从穿刺腺管道中分泌出腺体物质
,

接触到此腺体物质的囊壁部

份即逐渐被溶解成一孔洞; 另一方面后拗随即以它口吸盘前方原锥刺囊部份穿钻囊壁上

的孔洞使囊壁破裂而脱囊(图 3
一
6一图3

一
2
0)

。

(
3
) 由此试验可以说明囊拗包含在红脊草

轰体内被牛羊吞食
,

其成活率所以会高过用分离出的囊蜘感染牛羊
,

是由于囊蜘有草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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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一

--

一
.
----

一
一

一体的包裹免受牛羊宿主胃中的胃酸和胃消化液的作用
,

当草蠢身体被消化完尽时囊蜘亦

已被送到近十二指肠部位
,

虽然还有可能接触到胃酸和胃蛋白酶物质
,

由于时间短促
,

影

响不大
,

当囊勤进人十二指肠接触胰蛋白酶物质时即产生脱囊活动
,

后拗脱囊后可能由于

胰蛋白酶物质的吸引而移行进人胰管
。

3

.

牛
、

羊腔阔盘吸虫病传播媒介种类的感染试验

为了要了解我国牛羊阔盘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种类问题
,

于 196斗年以前曾多次解剖检

查福建各牛场附近及东北草原上数以千计的各种妈蚁
、

鼠妇
、

小蝗虫
、

尖头蚌猛
、

尖头草

氢
、

嵘螂
、

蛔蛔儿
、

纺织娘等节足动物
。

亦曾用成熟子胞蝴人工感染蚂蚁
、

鼠妇和尖头草盘
,

都未获得成果
。

1 9 7 4 年夏天我们相继在福州和厦门二地查获到红脊草孟是本省腔阔盘

吸虫的第二虫间宿主之后
,

为了要证实红脊草盘确是我省牛羊腔阔盘吸虫病的传播媒介
,

并为了要了解除红脊草蠢之外还有何种盘斯亦能作此病的传播媒介
,

我们于该年8一12

月份用腔阔盘吸虫成熟子胞拗人工感染 l的 只红脊草蠢
,

9 只尖头草蠢 加。。。p肠加
。a r

i
。,

( W
a

l k
)

I 只 XIP人idi
oP ,

i
, , 。: “

反i
,

M
o t 、u m

u r a & s h i
ro
k i

,
, 只 H

。: 口c尸。, ,
·

u ; “ ,
i
e o

l
。,

段:u
.

,
斗只 丈;。

。。,￡。 丁
u
户。。‘。

。
T h

u
b

,
3 只 月 。拼。, o c o r

冲人
u s sP

.
及 3只 G , , l l u , :

P 。 它们

各吞食成熟子胞拗数目1一22条
,

在感染后分别于 15小时至 3。天解剖检查
。

试验结果证

实红脊草蠢是本吸虫的最适宜的昆虫宿主
,

1 0 7 只红脊草盘中 101 只均受感染
,

每只红脊

草蠢含有囊拗数 5一35 7粒
,

囊拗发育正常
。

除红脊草蠢外经试验查出尖头草盘和 刀p形
-

d , o 户了万‘ , :‘: :
友‘1 M

atsum ura & Sh :rak i 亦能供作本吸虫的昆虫宿主
,

后者氢斯虽只感染一只

且轰斯于感染后第 6天自行死亡
,

但其体内 17 粒囊拗发育十分良好
,

如果蠢斯不死
,

这些

囊拗定能发育成熟
。

9 只尖头草氛中有 6只系阳性
,

在它们血腔中检查出囊蜘数目 5一

120 粒
。

这些囊拗中只有少数发育正常
,

大部份囊蜘被宿主游离的血细胞包围
,

白血球样

的细胞逐渐增多
,

使囊蜘外包裹一层很厚的细胞团
。

这层细胞团带黄色具有不规则纤维状

的条纹
,

上面散布着许多形状大小不同的白血球样细胞 (图3
一
2 2

,

图 3
一
”)

,

被包围的虫

体逐渐被杀死
。

昆虫休中对寄生虫的浸袭而引起这样用血细胞包围并可能通过某些抗体

物质杀死寄生虫的现象是生物有机体对异物侵入而引起保护性的宿主反应
,

也是一种免

疫性的反应
。

如何应用这一免疫反应于寄生虫病防除方面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同时
,

由此

试验得知 不户id ioP 后
s“

zu 如i 和尖头草孟虽是腔阔盘吸虫昆虫宿主的新纪录
,

但由于前

者于自然界中数量很少
,

后者对本病原囊勤又具有免疫性反应能力
,

因此在传播牛羊控阔

盘吸虫病的作用上不如红脊草轰
。

三
、

讨 论

牛
、

羊的阔盘吸虫病无论我国南方或在东北
、

内蒙古各草原牧区中都有着严重的危害

性
。

在福建沿海一带集中饲养的乳牛和分散饲养的耕牛
,

其感染率和感染强度有明显的

不同
,

其周围环境蜗牛和轰斯的感染情况亦有很大差异
,

显示本病流行的不平衡性
。

从传

播媒介感染情况的季节性变化情况
,

说明在南方牛
、

羊受感染的季节主要在秋季(7一10

月)
。

此吸虫病感染的形成须要各个条件: 含虫卵粪便
、

蜗牛
、

孟斯及牧草凑合在一起的生

态环境才能产生流行
。

要总结出流行的规律
,

找出主要的病区与感染的季节
,

才有助于对

本类吸虫病的防除
,

这些工作尚待今后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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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种寄生虫病控制问题
,

除应用有效药物治疗病畜外
,

尚须消灭蜗牛和孟斯
,

打

断寄生虫的生活环
,

对于预防将有很大的作用
。

根据此寄生虫病流行学特点
,

在适当的地

点和时间进行消灭病原的贝类宿主和昆虫宿主
。

对这些中间宿主的生活习性亦尚须加以

考察
。

应用生物防治方法
,

利用蜗牛和蠢斯的天敌来进行防治工作是应注意的一方面
。

蜗牛体内一种微胞子目 (M 二r0
5P or idi

a
) 的原生动物被称为 N os。

‘ 。ry tre 二“ 能寄生在

胰阔盘吸虫子胞蜘体内
,

经寄生的子胞勤虽被轰斯吞食
,

其尾拗极少能发育 (Ba
sch ,

1 9 6 5

等)
。

我们在饲养蜗牛时发现一种双翅目小蝇的蝇蛆能吃食蝎牛肉体
。

轰斯的天敌如雨

虫科 (M二m ith 山
e
)线虫

,

我们在福州
、

泉州和厦门等地解剖蠢斯时经常找到
,

线虫充塞轰

斯整个血腔
。

如何利用这些天敌来消除蜗牛和鑫斯还须进一步研究
。

阔盘吸虫和矛形双腔吸虫不仅是牲畜的重要寄生虫
,

而且均是能感染人体的病原
。

在

我国
,

此寄生虫病流行区中人休受感染状况及牧区中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应加以注意的

重要问题
。

最近我们和浦城县农业局林统民同志共同在该县九牧公社进行耕牛肤脏吸虫病调

查
,

发现枝翠阔盘吸虫是当地牛
、

羊最主要的寄生虫病
,

各生产队的感染率达 82 一100 外
,

平均93
.6多

。

耕牛瘦弱无力
,

冬季严寒时常大批死亡
。

经人工试验及野外调查发现作为

腔阔盘吸虫最适宜的昆虫宿主却不是枝辜阔盘吸虫病的传播媒介
。

本虫种在蜗牛体内发

育的各幼虫期有很显著的形态特点不同于其他二种阔盘吸虫
。

其成熟子胞拗被红脊草蠢

吞食后
,

尾蝴及囊蜘 3一8天内在其血腔中都被昆虫血细胞包围杀死消灭干净
}
而当地山

上数量甚多
、

体小
、

腿上有三块黑斑的针蟀 (N。
口厉。 sP

.
) (图版I图 1。) 〔属于蟋蟀科

(c
ryllidae) 针蟀亚科 (N

om ob,
i
n a e

) ]

,

它是和红脊草盘在蠢亚目 (T
ett, g

o n o
i d

e s

) 中不同科

的昆虫
。

枝翠阔盘吸虫的囊蜘能在它的血腔中发育
,

在 22一26 ℃温度中经28一3斗天囊

蜘发育成熟(图版 I图 11
,

1 2

)

。

用人工感染 30 一36 天的针蟀18 只饲食厦门刚断奶的山

羊羔
,

况 天小羊病发死亡从其胰脏中检获枝辜阔盘吸虫童虫” 条(详细情况另文报道)
。

由此说明同样寄生在牛羊胰脏中同属于阔盘属的胰吸虫
,

其虫种不同其生物学特点
,

传播

媒介和流行学特点均有很大的差异
,

这在今后的防治措施中都应加以考虑的
。

参 考 资 料

张月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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