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报 一次屠场急性发生的猪溶血性链球菌病

同圈猪感染率的测定
’

1 97 7年n 月 7 日
,

荣 昌县城关屠场收到相距 15 公里的某收购点一车肥育猪共32 头
。

所有

猪只收购及抵达屠场时
,

外观均健壮
。

食欲良好
,

粪便正常
。

继续同饲于一大圈内
。

n 月 1 1 日凌晨听见该圈猪只嚎叫
,

骚动不安
。

清晨饲喂时发现有 4 头死猪
。

随即逐只检查
,

同时发现有 7 头病猪
—

主要表现为不愿起立或不能起立
,

强迫行走
,

显示破行
,

部分则显

示呼吸急促
。

7 头病猪测温均达4 0
.

5一42 ℃
。

病理剖检
、

抹片镜检及随后的培养
、

动物接种
,

均证实为猪溶血性链球菌病
。

n 月 1 1 日中午将该圈猪只全部急宰处理
。

我们从急宰猪只中
,

随机抽检 6 头猪只脾脏
,

测定同圈猪感染率
。

6 头肥育猪
,

除一头略显步态踌姗外
,

其余 5 头外观
、

食欲均属正常
。

采集脾脏在无菌条件下
,

剪取中心部分少许
,

直接涂抹接种于马丁血琼平板上
。

培养24 小

时
,

观察有无典型菌落
,

并进一步镜检证实
。

结果 5 头猪的脾脏培养物中均发现有较多的典型猪溶血性链球菌菌落
。

显然
,

在同一猪圈密集饲养的情况下
,

一旦发生猪溶血性链球菌病而且引致 猪 只 死 亡

时
,

则同圈全部猪只均应视为已被感染
,

而且已达相当严重阶段
。

检查脾脏已有相当数量细

菌存在
。

在实践工作中应该 引起应有的重视
。

上述屠场按有关兽医卫生检验条例处置
,

并认真消毒
,

疫情未有蔓延
,

迅速控制
。

应用
“

血防8 4 6
”

等药物驱除羊只胰阔盘吸虫的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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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胰阔盘吸虫病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
。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北
、

内蒙
、

西北一带的广

大农牧区 ; 南方的福建
、

江西
、

浙江
、

广东
、

广西
、

贵州等省
、

区也有报道
。

胰阔盘吸虫不仅寄生于羊
、

牛
、

猪
、

骆驼等家畜
,

而且也可感染人体
,

威胁人类健康
。

胰阔盘

吸虫寄生于家畜的胰管中
,

由于机械性刺激
、

堵塞
,

以及代谢产物的作用
,

营养的夺取
,

引起胰脏

的机能障碍和形态改变
,

如胰管的高度扩张
,

管壁增厚
,

粘膜出血
、

溃疡
、

炎性细胞的浸润
,

整个

胰脏结缔组织增生
,

呈慢性增生性胰腺炎
。

从而使胰液腺和胰岛素的生成
、

分泌发生改变
,

全身

出现营养不 良
、

消瘦
、

贫血
、

水肿
、

腹泻
、

生长发育受阻
,

甚至造成死亡
。

例如黑龙江省呼伦贝尔

盟扎来特旗
, 19 7 6年因胰阔盘吸虫的高度感染(8 3

.

3 % )死羊 2 3 7 9 8只
,

占全旗总羊数的1 3 %
。

·

参加本项试验的还有四川省荣昌畜牧兽医学校周光荣
。



但是
,

过去 由于对胰阔盘吸虫病流行学和生活史还没有完全明了
,

加上胰吸虫寄生部位的

特殊
,

药物的缺乏
,

对其综合防治措施及药物驱虫方面研究很少
。

目前对胰阔盘吸虫的防治

仍无较好的办法和药物
。

为此
,

我们在做牛
、

羊胰阔盘吸虫病流行学和病原生物学调查研究

的同时
,

应用国产
“
血防8 4 6” 等药物做了单剂

、

合剂
、

不同疗程的驱除羊只胰阔盘吸虫 的 初

步试验
。

其中
“
血防 8 4 6,, 间日连服三剂对羊胰阔盘吸虫取得了68

.

7 %的驱净率
,

99
.

2 %的

相对精计驱虫率
。

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试验药品

1
. “

血 防 8 4 6,, 片
:

每片含有效成分六氯对二甲苯 2 50 毫克
,

为上海第七制药厂生产
,

批号7 2 0 2 20
。

2
.

异硫氛酸醋
:

为白色针状结晶
,

不溶于水
,

由武汉医药工业研究所 19 6 7年试制
。

3
.

硫双二氯酚
:

白色粉末
,

不溶于水
,

重庆西南第二制药厂生产
。

4. 吠喃 丙胺
: 淡黄色粉末

,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合成室试制
。

5. 甲嗯吩滚吮
:

淡黄色粉末
,

可溶于水
,

杭州第一制药厂生产
。

6
.

敌百虫
:

含有效成分 90 %
,

沈阳农药厂生产
。

(二 )试验动物

1
.

动物来源
:

来自胰阔盘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一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扎来特旗乌力吉图牧

场和呼尔乐公社的病羊群
。

2
.

动物选择
:

在病羊群中结合临床症状做粪便虫卵检查
,

挑选出具有胰阔盘吸虫卵及部

分有双腔吸虫卵的羊共39 只
。

(三 )试验分组 共分六组
,

包括五个试验组和一个对照组
,

见表 1
。

(四 )投药方法 无论单剂或合剂均采用其水悬液经口灌服
。

(五 )粪检方法 取直肠内新鲜粪便 10 克
,

放于塑料杯中捣碎
,

加水至 5 00 毫升
,

搅匀
,

经粗
、

细两层粪筛过滤除去粗渣
,

然后反复自然沉淀三次
,

最后取全部沉渣
,

离心一次
,

取沉淀物一滴

镜检
,

连检三滴
。

并精确区分胰阔盘吸虫卵和双腔吸虫卵
,

其主要区别标准如下
:

(见表 2 )

(六 )剖检方法 于投药后 10 ~ 20 天将全部驱虫试验羊及对照羊剖杀
,

实行蠕虫学局部检

查法
,

即检查胰脏
、

胰管
、

肝胆管及瘤胃内的胰阔盘吸虫
、

双腔吸虫
、

肝片吸虫
、

前后盘吸虫
,

鉴别其死活及成虫
、

幼虫
,

并计数
。

同时观察各脏器的病理变化及其驱虫后的恢复情况
。

(七 )药效判定
1

,

安全性
:

投药前三 日及投药后直至剖检
,

每天观察羊只的临床表 现
,

包 括 精 神
、

运动
、

采食
、

饮水
、

排便等的异常改变
。

2
.

驱净率或粗计驱 虫率
:
即试验组羊只

,

全部虫体驱净的羊只数占该组试验羊只总数

的百分率
。

这一指标作为本次试验效果判定的主要标准
。

3
.

相 对精计驱虫率
:

即试验组羊只驱虫后体内残留虫体平均数占对照羊只剖检后体内

虫体平均感染强度之百分率的余数
。

4
.

虫卵的转阴率
:

驱虫后
、

剖检前
,

最后一次粪检无虫卵羊数占全组羊只总数的百分率
。

5
.

减卵率
:

投药后虫卵总数比投药前虫卵减少的百分率
。

6
.

脏器 ( 肝
、

胰 ) :
病理改变及其驱虫后的恢复情况的比较

。



表 1 试 验 分 组

别 } 羊 数 药 卯
:

} 剂 量 (克 ) 投药次数 ( 头 )

“
血防 8 4 6 ,,

“
血防 8 4 6 ”

敌百虫

异硫氰酸酚

“
血防 8 4 6”

硫双二氯酚

敌百虫

甲哩嚓咤

3 ( 1 6 )

疗程 (天 )

2 0

一
一一16一

1 0 2 0

3 ; 4

1 1 2

1 ( 2 )
,

3 ( 2 ) 1 0

1 ( 1 )
,

3 ( 2 1 5 ~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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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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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阔盘吸虫卵和双腔吸虫卵区别标准

日一小色项

大

胰 阔

较大
,
0

.

6一 0
.

0 6 2

深 棕 色

对称的椭圆形

瓜子形

横椭回形

盘 吸 虫 卵

0
.

0 3 了
, ~ 0

.

04 毫米

双 服艺 吸 虫 卵

较 小

黄 棕 色

不 对 称 椭 圆 形

梨 形

近 三 角 形

圆形
,

边缘整齐
,

内

含粗小 圆形粒
,

排列

整齐

形一勤

坳 神 经 团

颜一壳一毛一毛

瀚圆
,

边缘形 不整齐
,

内含粗大椭圆形粒
,

排列不规则

锥 刺

囊

及 囊 锥刺长
,

有锥刺囊 锥刺短
,

囊不明显

2多



试 验 结 果

第一组 (单用
“血防846” ) 该组共试验羊16 只

,

其中山羊 1 只
。

在投药前
,

均 做 了

虫卵检查
,

其结果是
:

胰阔盘吸虫感染率为 100 %
,

虫卵总数为48
·

83 个
;
双腔吸虫感 染 率

为 50 % ( 8 只羊 )
,

虫卵总数 14
.

47 个
;
前后盘吸虫感染 率 为 37

.

5 % ( 6 只羊 )
,

虫卵 总 数

7 个
。

所检出的各种吸虫卵均为发育正常的成熟虫卵
。

此外
,

还检出每只羊有大量线虫卵
,

未作统计
。

投药前的临床观察
,

未见到任何异常的表现
。

驱虫效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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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1 .

药后卵数为剖检前最后一次检卵数
。 2 。

药后二 日剖检中开始出现未成熟虫卵
。 3 .

每只

羊剖检时胰脏均有病理改变
。 4 .

27 号羊两次投药后出现反应
,

提前剖检
。

2 4



于 9 月 1 1 日
、

14 日
、

17 日
,

即间隔两天连投三剂
“
血防8 4 6 ” ,

剂量为 16 克 / 只
,

三次

共投48 克 / 只 ( 按含有效成分六氯对二 甲苯计算 )
。

第一次投药后两天开始做粪便虫卵检查
,

发现每只羊的粪便中胰吸虫卵及双腔吸虫卵均

开始增加
,

并混有大量未成熟的虫卵
,

即卵内无毛坳存在
,

而含有大小不等的颗粒或混浊不

清的内容物
,

持续到 13 一 16 天虫卵数量开始下降
,

但仍有不成熟的虫卵存在
,

直至大部分羊

只检不到虫卵后全部剖杀
。

剖检前最后一次粪便检查
,

虫卵转阴率为
:

胰吸虫8 7
.

4 %
,

双腔吸虫 8 7
.

6 % ;
前后盘吸

虫 100 % ; 虫卵减少率为
:

胰吸虫9 1
.

8 % ;
双腔吸虫93 % ;

前后盘吸虫 10 0 %
。

投药后试验组 16 只羊及对照组 7 只羊全部剖检
, 7 只对照羊的胰吸虫感染率 为 10 0 %

,

其虫体总数为 3 3 6 0个
,

平均感染强度为4 80 个 (最高76 0个
,

最少73 个 )
。

以此作 为 标 准 计

算
,

试验羊只的相对精计驱虫率为 9 9
.

2 %
,

粗计驱虫率即驱净率为 16 只羊中有 11 只 全 部 驱

净
,

故为6 8
.

7 %
。

双腔吸虫及前后盘吸虫粗计驱虫率均为 10 0 %
。

16 只羊还残留有少量 虫体
,

但大部虫体颜色由深红色变为淡红色或灰白
,

个别虫体边缘及腹部出现无色大块斑点
,

也有

个别虫体
,

开始溃烂
。

我们计算驱虫率时
,

凡未排出的虫体不论有无变化均按未驱除计
。

此

外
,

12
、

30 号两只羊胰管内还检出有少量童虫
。 “

血防8 46
”
对童虫的效果

,

因投药前 无 法

检出故无法计算
,

暂不能作出结论
。

剖检对照羊只
,

胰脏呈灰褐色
,

胰管粗大
,

突出于胰脏表面
,

呈灰黑色
,

充满大量胰吸

虫
,

胰脏的纤维化很严重
,

体积缩小
,

质地变硬
。

凡有双腔吸虫寄生的肝脏
,

均在其肝脏边

缘处或近边缘处有显露的胆管
,

灰色
,

管壁变厚
,

充满大量双腔吸虫
。

试验羊剖检后
,

无论驱净的或残留有少量虫体者其胰脏均呈柔软的灰色
,

胰管仍然扩张的

很明显
,

呈树枝状白色半透 明
,

布满整个胰脏
,

个别残留虫体
,

在胰管外就一 目了然
。

肝胆

管内粘液中仍可检查到双腔吸虫卵
。

在16 只试验羊中
,

27 号羊在第二次投药时因损失过多
,

当即又补灌16 克
,

第二天出现反

应
,

不食不饮
,

站立或卧地
,

腹部卷缩呈病痛样
,

具有稀便不能跟群出牧
。

因无喂草条件
,

提前剖检
,

剖检除消化道有炎症变化
,

无内容物外
,

其它脏器未见明显的异常改变
。

第二组 ( “血防846’’ 与敌百虫合用 ) 该组为
“
血防8 4 6 ” 与敌百虫合用一次用药

,

共

用试验羊 4 只
,

经粪检
,

其中感染有双腔吸虫羊 3 只
,

前后盘吸虫羊 3 只
,

肝片形吸虫羊 1 只
。

8 月 2 9 日每只羊按
“
血防8 46 ” 20 克

、

敌百虫 4 克剂量
,

配成水悬液
,

一 次 灌 服
。

投 药 后

至剖检前
,

临床均未出现任何异常反应
。

剖检前粪检结果
,

虫卵感染下降率为
:

胰阔盘吸虫

50 %
,

双腔吸虫
、

前后盘吸虫
、

肝片吸虫1 00 %
。

剖检后的粗计驱虫率为
:

胰 吸 虫 O %
,

双

腔吸虫6 6
.

6 %
,

前后盘吸虫 10 0 %
,

肝片吸虫 10 0 %
。

相对精计驱虫率胰吸虫为81 %
。

驱虫效

结见表 4
。

剖检 37 号羊体内残留胰吸虫22 个全部变为灰白色开始崩解
。

肝胆管内残留的三个肝片吸

虫也从腹部以下周围开始溃烂
,

虫体呈灰色
,

肝表面有一处显露的胆管
。

第三组 (单用异硫抓酸醋 ) 该组共用试验羊 4 只
,

经粪检全部感染有胰阔盘吸虫
、

双

腔吸虫
、

消化道线虫
,

其中 3 只羊还有前后盘吸虫
。

按每只羊一次 4 克的剂量
,

全部进行投

药
,

其中9
、

15 号羊间 日连续三次投药
。

投药后粪检
,

4 只羊均出现未成熟的胰吸虫及双腔吸

虫卵
,

经 10 天后剖检了三次投药的 2 只羊
,

30 天后剖检了一次投药的 2 只羊
,

其 结 果 见 表

5
。



表 4
“

血防8 46 “

与敌百虫合用驭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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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异硫氰酸醋驱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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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投药的两只羊30 天后剖检
,

剖检前的虫卵检查减少率为
:

胰吸虫69 %
,

双 腔吸 虫

10 0 %
,

线虫卵27 % ;
剖检后的粗计驱虫率为

:

胰吸虫 O %
,

双腔吸虫 50 %
;
相对精计驱 虫

率为
:

胰吸虫88 %
。

三次投药的两只羊
,

10 天后检查粪便虫卵减少率为
:

胰吸虫59 %
,

双腔吸虫58 %
,

线虫

卵7 8 % ;
剖检后胰吸虫的精计驱虫效为 61 %

。

从一次投药30 天后剖检和三次投药 10 天后剖检的效果比较看出
:

投药后时间长比投药后

时间短好
。

说明该药的远期效果好
。

同时也与每只羊的虫体感染强度有关
。

三次投药 2 只羊

的虫卵感染强度比一次投药两只羊的高 4 ~ 8 倍
。

异硫氰酸醋是一种广谱性驱虫药
,

据国外资料介绍
,

曾用于实验室小动物驱虫试验
,

对

2 6



吸虫
、

绦虫
、

线虫等均有一定的活性
。

虽然这次试验动物较少
,

但也可 以看出其具有广谱作

用
,

但疗效不够高
。

第四组 (合荆 2 ) 新疆畜牧兽医研究所曾使用海涛林
、

硫双二氯酚
、

敌百虫
、

左旋咪哇

合剂做联合驱虫时有 3 例对胰吸虫取得 1 00 %疗效
。

我们仿此合剂
,

使用
“
血防8 4 6 ”

、

硫双

二氯酚
、

敌百虫
、

甲窿嚓吮对 3 只羊作了驱胰吸虫等的试验
。

其结果见表 6
。

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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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投药
:
对胰吸虫相对精计驱虫率为 33 %

,

粗计为 O ;
对肝片吸虫

、

前后 盘 吸 虫 的

精
、

粗驱虫率均为 10 0 % ; 对双腔吸虫也有效
。

三次投药
:

对胰吸虫精计驱虫率为 96 %
,

粗计为 50 % ; 对双腔吸虫
、

肝片吸虫
、

前后盘吸

虫的精
、

粗计驱虫率均为 1 00 %
。

三次投药对除胰吸虫外的几种吸虫效果较高
,

对胰吸虫的效果与单用
“
血 防8 4 6 ” 几 乎

无大的区别
。

第五组 (合剂 3 ) 为了减少
“
血防8 4 6 ” 的投药次数

,

增强驱除胰吸虫的效果
,

我 们

将几种抗吸虫药物与
“
血防 8 4 6,, 联合应用

,

作一次投药的效果观察
,

其结果见表 7
。

合剂 3 对胰吸虫的相对精计驱虫率为4 1
.

9 %
,

粗计为 。% ; 对双腔吸虫精 计 为10 0 %
,

对前后盘吸虫为 50 %
。

虫卵检查的减少率
:

胰吸虫为20 %
,

双腔吸虫为10 。%
。

合剂 3 对胰吸虫的效果与单用血防t’8 46
”
儿乎无区别

,

而且毒性较大
。

其中
, 7 号羊投药

后出现反应不食
、

卧地
、

病疼
、

稀便等临床症状
,

提前剖检
,

由于时间短
,

药效未发挥
,

几

乎无效
。

讨 论

“
血防8 4 6 ” 是防治人类血吸虫病及肝吸虫病较好的药物

。

在兽医上曾用于防治肝 片 吸

虫病 (剂量 1 20 毫克 / 公斤 )
,

如提高剂量到40 0毫克/ 公斤
,

则对双腔吸虫病也有较高的疗

效
。

对某些线虫
,

也有一定活性
。

因此
,

该药属于广谱驱虫药
,

我们据此试用于治疗羊的胰

吸虫病
,

采用每只羊一次 16 克的剂量扩间隔两 日连续投三剂为一个疗程
,

初步得到了68
.

7 %

的驱净率
、

98 %的相对精计驱虫率
、

虫卵减少率为9 1
.

8 %
、

虫卵转阴率为8 7
.

4 %的较好驱虫



表 7 几种抗吸虫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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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846

”

合用驱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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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

同时对其他儿种家畜常见吸虫
-

—肝片吸虫
、

双腔吸虫
、

前后盘吸虫及血吸虫均有较

好的驱除效果
。

而且 目前国内正在大量生产
。

应用
“
血防8 4 6 ” 后

,

在羊只粪检中
,

胰吸虫卵及其他几种吸虫均有大量增加
,

并且 棍

合多量的未成熟的虫卵
,

持续到药后十几天虫卵数量才逐渐下降
。

但未成熟虫卵一直存在
。

经

剖检
,

胰脏的病理改变非常明显
,

即使虫体完全被驱净
,

其胰管的扩张也还是极明显的
。

说

明该药对羊只胰吸虫的疗效是肯定的
。

而且效果也 比较稳定
。

唯该药的代谢缓慢
,

其远期疗

效好
,

同时该药也有蓄积作用
,

因此在大量使用时应予注意
。

从试验过程中可以看到
,

投药后有大量未成熟的胰吸虫卵排出
,

说明系虫体在羊只体内

崩解所致
。

又从驱净的胰管内检出大量未成熟的胰吸虫卵
,

说明虫体在胰管内开始崩解
。

在

剖检中
,

除在一重反映羊只的小肠中见到成虫体外
,

其余均未见到成虫虫体
,

只在小肠及盲

肠中发现许多碎片
,

和粘液混在一起
,

经镜检见有大量的成熟和未成熟的胰吸虫卵
。

因此推

测
,

可能投
“
血防8 4 6 ” 后胰吸虫大部是在胰管内解体而后排出

。

在这次试验中
,

我们曾试图将几种吸虫类药物联合使用以便提高
“
血防8 4 6 ” 的疗 效

,

减少投药次数
,

但从试验结果看未能达到此 目的
。

合用与单用对胰吸虫的效果基 本 是 相 似

的
。

合用剂量较大
,

使用也不方便
,

但可增加其抗虫谱
。

这次试验效果的判定是以粗计驱虫率即驱净率为主要标准
,

相对精计驱 虫 率 次之
。

同

样
,

在剖检对照羊时发现胰吸虫的感染强度与其年龄有正比关系
:

年龄越大
,

虫体越多
,

为

多年重复感染的结果
。

因此
,

不同年龄羊只的胰吸虫的感染强度相差悬殊
。

“
血防8 4 6 ” 对胰吸虫童虫的效果

,

因生前无法检出故不能作出结论
。

通过这次试验我们看到胰吸虫卵是家畜儿种主要吸虫卵中较小的一类
,

而且排卵数量也

较少
,

使用一般沉淀仍然不能完全查出轻度感染 ( 几十条甚至到一百条胰吸虫 ) 的羊只
。

因

此
,

对其粪检方法仍需进一步改进
。



另外
。

在有双腔吸虫同时感染时
。

两种吸虫卵相近似
,

但只要掌握几个区别要点是不难

分开的
。

初 步 结 论

(一 )应用
“
血防8 4 6,, 片

,

以含有效成份六氯对二 甲苯的量计算
,

按每只羊 16 克 (平均 4 51 克

/ 公斤体重 )间两 日连眼三剂
,

疗程20 天左右
,

对胰吸虫的驱净率为68
.

7 %
,

相对精计驱虫率为

9 9
.

2 %
。

通过投药后粪便检查中
,

排出虫卵一时性增加
,

并混有大量的未成熟虫卵以及剖检

后的病理变化
,

均说明
“
血防8 4 6 ” 具有较稳定的驱虫效果

。

同时
,

对双腔吸虫
、

前后 盘 吸

虫
、

肝片吸虫也有较好的驱除效果
,

而且比较安全
。

(二 ) “
血防8 4 6 ” 与硫双二氯酚

、

敌百虫
、

甲鹰嗜吮及
“
血防8 4 6 ” 与硫双二氯酚

、

映喃

丙胺
、

敌百虫
、

甲唾嗜吮联合应用除对胰吸虫具有与
“
血防8 4 6 ” 单用同样效果 外

,

还 具有

增加驱虫谱的效果
。

异硫氰酸酷对胰吸虫具有较低的疗效
,

同时对其他几种吸虫和消化道线虫也有一定的活

性
,

属广谱驱虫药物
,

但疗效不高
。

19 7 7年 1 0月

新血防片驱除黄牛枝辜阔盘吸虫的试验报告
.

林统民 林梅卿
( 福建省浦城县农业局 )

国产新血防片
,

又名
“

血防8 4 6,,
,

即六氯对二甲苯
。

该药 已应用于治疗人的血吸虫病
,

对驱治家畜血吸虫
、

肝片吸虫
、

华枝翠吸虫
、

矛形双腔吸虫等病也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

动物

实验提示
,

本药可能通过原浆毒的作用
,

使虫体细胞变性
,

引起性腺萎缩
,

肌肉活动功能减

弱等 ( 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 )
。

目前
,

国内外对防治家畜胰吸虫病尚无可靠的方法和药物
。

报告者之一在黑龙江省参加

了崔贵文同志主持进行的应用
“
血防8 4 6 ”等药物驱除羊只胰阔盘吸虫的试验工作

。

试验结果说

明
:

新血防片单剂间日连服三次
,

对羊只胰阔盘吸虫达到 6 8
.

7 %的驱净率 (崔贵文等
,

19 77 )
。

枝擎阔盘吸 虫和胰阔盘吸虫都是寄生在牛
、

羊等反色动物胰脏胰管中的同属吸虫
。

我县耕牛广

泛流行枝攀阔盘吸虫病
,

造成严重危害
。

为了观察新血防片对耕牛枝皋阔盘吸虫病的疗效
,

从 1 9 7 7年 12 月 2 3 日到 1 9 7 8年 1 月 28 日进行了试验观察
,

现将试验经过及结果报告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试验药品 新血防片
,

每片含有效成份六氯对二甲苯25 0毫克
,

系上海第七 制 药厂

生产
,

批号 7 2 04 1 0
。

·

本局杨长谋
、

吴惠种
、

陈金春
、

裘哲民
、

郑贵荣
、

梁秀娥
、

季琴芝参加部分工作
。

血清化验项目承浦城县医院化验室协助和指导
,

谨致谢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