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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多房棘

球蜘病病原的调查

唐崇惕
(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崔贵文 钱玉春吕尚民吕洪昌
(内蒙呼伦贝尔盟畜牧兽医研究所)

内 容 堤 要

本文报道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主体部分四个牧业旗的草场进行多房棘球勤病病原调查的结果
。

发现布氏田鼠 (五J云
: , o t。 , 占

, a , J才矛) 及长爪沙鼠 (M
‘
厅
。, ‘, “, g 。‘矛c “ za考。 s) 是本绦曳的中间宿主

、

沙狐

(F“IP o co o ac ) 是其终末宿主
。

布氏田鼠是本绦虫中间宿主新记录
,

长爪沙鼠和沙狐分别是国内本

绦虫中间宿主和终宿主新记录
。

布氏田鼠是呼伦贝尔草原的优势啮齿类
,

其平均感染率为z
、

们%(‘41

2‘3钓
,

越冬成鼠感染率高达 5
.

2 3%一 1叙 2 9% (平均‘“肠)
。

长爪沙鼠感染率虽达 l‘
·

67肠(1 {6 )
,

但鼠数不多
。

沙狐是本草原常见的食肉兽
,

检查 6 只沙狐
,

其中2 只(33
.

3帕)肠内含多房棘球绦虫成虫

无数
。

用其孕节饲喂实验室小白氟6 只
,
‘个月后检查各实验鼠

,

肝脏均布满泡状多房棘球勤
。

呼伦贝

尔草原本绦虫成虫及原头节形态特征均与我国西北本虫种差异显著
,

而与苏联及美国阿拉斯加的多房

棘球绦虫西伯利亚亚种比较相似
。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上三大草原之一
,

是我国的牧业基地之一
。

其主体部分

位于北纬 47一 53 度
、

东经 11 5
.

5一 126 度范围内
。

在这约 2 5 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上
、

棘

球蝴病是常见的寄生虫病之一
,

当地居民称它为
“
二号癌病

” 。

但在本草原上有关本类绦

虫(无论是细粒棘球绦虫 (E味i
, 。co c c 。, g r a n “加, u , )或是多房棘球绦虫(E

.

。“ztil o c u la ri, ))

的病原生物学
、

流行病学及对本病的预防控制等方面问题都尚无资料
。

多房棘球绦虫虽

是旧虫种
、

但它在世界各不同流行区存在不同形态差异的种株(亚种)及不同种类的终宿

主和中间宿主
。

为了了解此片与苏联
、

蒙古毗连的大草原上本病原的生物学问题及其存

在情况
,

我们于 1985 年开展本项研究工作
。

调查及试验结果发现我国呼伦贝尔草原的多

房棘球绦虫是不同于西北宁夏一带本绦虫的另一种株
,

发现了本绦虫新的中间宿主种类

及终宿主种类国内新记录
,

而且亦了解到本病原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存在的严重程度大大

地超过西北地区所报道的情况(李维新等
,

198约
。

材 料 和 方 法

在呼伦贝尔草原主体部分 4 个牧业旗
:
新巴尔虎左旗(东旗)塔尔根诺尔草场

,

陈巴尔虎旗(陈旗)

本文于 19 肠 年 3 月收到
。

本项工作承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草原站红心等同志协助捕捉鼠类
,

谨此致衷心的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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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鸟珠尔草场
、

鄂温克自治旗(鄂旗)南屯草场及新巴尔虎右旗(西旗)赛汗塔拉草场
、

捕捉各种啮齿类
,

经分类后检查其肝脏寻找多房棘球蜘
。

检查捕获到的沙狐 (八今“ co
r , ac ) 及狗的肠子

、

寻找棘球绦

虫
。

用从沙狐查获到的多房棘球绦虫孕节饲喂实验室小白鼠 6只
,
感染后 6 个月剖检观察其受感染情

况
。

获得的本绦虫成虫及幼虫期均在i舌体状态下进行观察
。

调 查 结 果

一
、

呼伦贝尔草原棘球蜘病患者情况

棘球拗病虽是本草原上常见的一种寄生虫病
,

群众称之为
“
二号癌病

” ,

但未见有病例

报道
。

我们访问海拉尔市的一所医院
,

得知近二年到此医院施行手术的棘球蝴患者6 人
,

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6 岁
,

最大的 37岁
。

此 6 人中除 6 岁的女孩外
,
2 人是中学生(男女

各 l)
、
2 人是农场妇女

、

另 1 人是牧业机械厂的男工人
。

他们中 3 人是居住在本草原主

体部分牧业旗
,

而另三人是来自其他不同地点的农牧业旗
。

有关本草原上人群感染此疾

病的情况急待进一步调研
。

二
、

呼伦贝尔草原主体部分鼠类感染情况

从上述 4 牧业旗草场捕到鼠类 5 种共 2 673 只
,

其中布氏田鼠 (Mi cr ol “; 乡。 n dt o 是

当地优势种
。

经检查
,

从布氏田鼠及长爪沙鼠 (Mc;.t’0n
。, “。娜i

‘“lat “习 查获多房棘球拗

(见表 l)
。

前者是本绦虫新记录的中间宿主
、

后者是国内新记录
。

长爪沙鼠的感染率虽

高(16
.

67%)
,

但鼠数不多
。

布氏田鼠是当地本病原的主要传播媒介
,

其总共的平均感染

率达 2
.

4 3外
。

如只以与外界环境有接触的成鼠和幼鼠计其
,

它们在斗草场上的感染率达

2
.

5 4%一 3
.

8拓
,

平均为 3
.

37 多
。

不同鼠龄的布氏田鼠其感染多房棘球蝴的比率不同
,

感染

率和鼠龄成正比
。

其中越冬成鼠的感染率最高
,

西旗赛汗塔拉草场的越冬成鼠的感染率高

达 14 29 多(见表 2
,

图l)
。

布氏田鼠的自然寿命只有约 14 个月
,

我们所检查的初生鼠及

大多数越冬成鼠是在 5一 6月份捕获
,

而大多数幼鼠及当年生成鼠是在 7一8 月份获得
。

越冬成鼠不仅感染率较高而且其肝脏中的泡状棘球蜘病灶常较大而数多
,

有的阳性

衰 1 呼伦贝尔草原主体部分啮齿类感染多房棘球峋悄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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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 (T
o ta l)

鼠的各肝叶及腹腔内其他部位均被此泡状棘球拗所充满
。

早期多房棘球勤可从患鼠肝脏

录l离下来
。

各患鼠感染强度 1
一

功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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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鼠及成鼠

(Y o u n g a n d ad u lt

M才c ) . tu s )

不同鼠龄鼠 越冬成鼠

(D iffe r e n t g r o w 比 Pe r io d (O
v e rw in te r ad u lt

o f M 乞c阳l:巧) M icro t之七s )

图 I

[ I n fo e t io n : a t e s

呼伦贝尔草原牧业旗布氏田鼠感染多房棘球坳情况

(并比较不同鼠龄布氏田鼠的感染率)
o 无E‘人奋n o c o ‘c“J 柳 盯I 忿注王o c 已去!a 护

‘

i‘ in M泣‘ro ; r一了 乡尸口雌衬才云R o d d e an d

r卜e ir v a r ia tio n o in fo u r e o u n t ie : in H u lu n be ih e o l Pa s r u re
(C

o m va r a ti ve

in e id o n 。。 in y o u o g
, a d u lt b o r o 10 p r: 、。 n t y o a r a o

d o v e r w io t。 : ad o l,
)3

E : 东旗 ( E
a 、t C o u n ty) ; C : 陈旗 (c h

e n C o u n ty) : G : 部旗 (G 卜
a u w e “ke c o u n t y) ;

w : 西旗 (W
e s t C

o u n ty ) ; l: 初生鼠 (N
e 二ly b o r 。

) ; 11 : 幼鼠 (Y
o u n g ) ; 111: 当年生

成鼠 (A d u lt b
o r n

i
n p r e s e n t ye a r ) ; v l: 越冬成鼠 ( o

v e r w in t e r a d u lt)
。

三
、

呼伦贝尔草原多房棘球绦虫的终宿主

在本草原上出现的食肉兽有狼
、

狐
、

沙狐及狗
,

其中最常见的是沙狐和狗
。

由于沙狐

嗜食鼠类是保护草原有益的动物
、

狗是牧民喜爱的家养动物
,

我们只检查了从东旗塔尔根

诺尔草场捕获的 6 只沙狐及鄂旗南屯居民点的 2 只狗
。

从 2 只(33
.

3%)的小肠内检获大

量的多房棘球绦虫
,

从狗肠中查到许多细粒棘球绦虫
。

用多房棘球绦虫的孕节灌服实验

小白鼠6 只
,

每只 10 个节片
。

各实验鼠在感染后 6 个月剖检
,

其肝脏均布满泡状多房棘

球蝴
,

与自然感染的布氏田鼠的相同
。

实验证实当地多房棘球绦虫的存在
。

沙狐充作多

房棘球绦虫的终宿主只见报道于苏联
,

在国内是首次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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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呼伦贝尔草原多房棘球绦虫成虫和幼虫形态
:

目前已知多房棘球绦虫在世界各不同流行区存在形态有差异的亚种或株
,

而且它们

自然的终宿主和中间宿主种类亦不同
。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木绦虫成虫及幼虫形态经观察

与我国宁夏所报道的虫体(李维新
,

”肠 )有明显的差异
,

而与苏联的多房棘球绦虫西伯利

亚亚种 〔E
.

o u l,izo c“la犷i, 万云沉
c e

而
、

(R
a u se h a n d s c hille r

,

195 6) V o g
e l

,

19 57] 的形

态 (w
a rdi e 郎 al

. ,

197斗) 比较相似
。

我们标本主要特征如下: (测量单位以微米计)

成虫 : (图 11 : 2一6 )体长 178 3一2 2 55
,

体节 3一 4 节
。

头节 4 58一 594 大 20 9一 29 7 ,

吻突钩 28一3。个
,

大钩长 26一 27
,

小钩长 20一 22
。

不成熟节片 14 9一 249 义 2 03一 284
,

成熟节片 392一斗73 K 2 30一4 05
,

孕节 77。一94 5 X 34 8一料 6
。

生殖孔在节片中横线前方

狈(缘土
,

塞丸数 1斗一 20
,

全部在阴茎囊之后
,

翠丸大 4 6一58 x 4 1一58 ; 卵巢 81一87 x

55一6斗;卵黄腺 53一 75 X 6斗一 68。 阴茎囊
,

87一 110 X 57一 6斗
,

与阴道会合后有一长约

23一 41 微米的颈部才达 2 3一4 7 X 叨一72 大的生殖腔
。

孕节内子宫囊 648 一 85 0 火 58 一

3 2斗;虫卵约 3 5 X 4 1。

棘球蝴: 早期多房棘球勤圆球状
,

173。一2 96。火 l斗80一 375。。 稍大些
,

22 20一7 390火

l拐。一 370。
,

就已表现出向外增生分房的特征
,

形状不规则
。

此时囊内尚无原头韦
,

但在

内囊壁上有许多椭圆形石灰质颗粒(图H : 7)
。

原头节:
(图H : 8

、

9 )在发育中期的泡状棘球蝴内可查到原头节
。

多房棘球绦虫比当

地细粒棘球绦虫(图11; 1 )小
,

但其原头节
,

2时一2 18 X 136 一 173
,

比从当地绵羊体中获

得的细粒棘球蝴的原头节(图 H : 10) 大
。

内翻人的吻突横径 71 一89 ; 吻突钩 28一 30 个
,

大钩长 25
.

6一29
.

斗(平均 27
.

7)
,

小钩长 2 1 8一 25
、

6 (平均 23
.

2 )
。 4个内翻人的吸盘72一

习5 x 35一 4 ,
。

当地细粒棘球勤原头节大 143一 163 x 10 6一 108
,

内翻吻突横径 5 2一54
。

大吻突钩长 22一 23
,

小吻突钩长 16
.

6一 1 7
.

9。

讨 论

李维新等(19 85) 首次在我国报道有关多房棘球蝴病原生物学问题
,

阐明宁夏一带本

病原形态
、

中间宿主终宿主种类及其感染情况
。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本绦虫不仅中间宿主

与终宿主种类及感染情况均与宁夏不同
,

而且病原无论是成虫或原头节的形态特征有显

著的差别
。

宁夏本绦虫成虫成熟节片中辜丸分布越到阴茎囊水平的上方
,

阴茎囊和阴道

会合后无一共同的颈部
。

此外宁夏本绦虫原头节 (l眨一 17 7 x 99 一 14 7) 及吻突钩大钩

(18 一 27
,

平均 2 1)
、

小钩(13 一16
,

平均 14 )显著地小于呼伦贝尔草原的标本
,

而且其吻突

钩数 (3。一 32 个)亦较多
。

呼伦贝尔草原本绦虫成虫及原头节的形态特点与苏联的多房

棘球绦虫西伯利亚亚种较接近
。

该亚种的终宿主是北极狐和狗
,

分布在苏联西伯利亚及

美国阿拉斯加等高纬度冻土地带
。

有的学者认为此亚种是古代更新纪多房棘球绦虫遗留

下的一个族类
,

它们由北极狐从西伯利亚经过白令海峡的冻冰而带到阿拉斯加 (W ar dle
,

毋 。1
. ,

19 7斗)
。

呼伦贝尔草原此虫种可能在较远古时就已从西伯利亚传人
。

此亚种的终

宿主可以是狗
,

因此其与人群的关系益加密切
。

呼伦贝尔草原此病原与狗的关系如何尚

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

多房棘球勤病是属于自然疫源性质的一种人兽共患病
。

本病分布在

欧洲
、

北美洲及亚洲北部地区 (v o g o l
,

19 57 ; R a u、eh
,

19 71 ; n eTp阳
, :

1959 )
,

不同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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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株在不同生态环境流行区中在不同种类的终宿主及中间宿主体中繁衍其种族
,

对人群

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威胁和侵害
。

对本病原生物学的了解将有利于进一步防治措施的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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