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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散发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和疫源地分布，及其主要传播途径和流

行特征。方法在深圳市12个不同生态环境地点调查广州管圆线虫不同宿主分布和感染情况，采用

匀浆沉淀镜检法对各调查点捕获的中间宿主进行解剖，以确定中间宿主的感染率和感染度。用鼠笼

捕获鼠类，解剖鼠体，在鼠心脏和肺动脉血管寻找广州管圆线虫成虫，从野生螺体内分离的广州管圆

线虫幼虫进行实验室广州管圆线虫生活史的循环，完成实验室生活史的循环证实现场调查的结论。

结果 在12个调查点中有4个区域发现褐云玛瑙螺阳性，分布在深圳市西南部，感染率平均为

31％，螺的感染度与其体重相关，螺体重≥55 g的个体平均感染度显著性高于<55 g的个体(P<

0．05)；阳性螺区域终末宿主褐家鼠和黄胸鼠均有感染，感染率平均为12％，雌鼠的感染率显著高于

雄鼠(P<0．01)。结论深圳市存在广州管圆线虫自然疫源地，疫源地内广州管圆线虫在中间宿主

和终末宿主之间广泛传播，自然疫源地是深圳市散发广州管圆线虫患者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流行病学调查

Study on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岱and natural infectio岫fbcus of A啊酊∞f阳ng卿Hs o口nt伽e拜s妇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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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limit the naturalinfectious focus，inclu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wildlife，

species，ecology of intemediate hosts and final host of A729i∞t，．0，zg：∥“s c口川}o雄P挖s缸，as weU as the routes of

tmnsmission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wildlife of human A咒垂os￡r0挖g∥“s m他￡D，l饥5妇，based on

human diverging cases identified in Shenzhen，southem area of China． Methods Data including rate of

infection and density of A7zgi05￡，．0，zg—一z‘s c口，z￡o雄e，zs缸锄ong different hosts in 12 different areas in Shenzhen

was collected，using microscope to inspect homogenate liquids of snails．Wild mice were captured with mouse

cage to examine the adult A咒垂∞￡r0’zg∥Hs∞竹加，zP，zs如．Using larva iSolated from wild—snails—infected rats to

obsenre the 1ife cyde of A曙面站加豫∥“s∞，z幻'z饥协．R髑ults Wild life of A馏面对r0，缓∥乱s∞咒幻咒铆sis

existed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Shenzhen with its majority intemediate hostS as A砌￡i扎口角Zicn． The

overall rate of infection was 31％in、Ⅳildlife and final host was found to be R口￡￡“s口，l(如，jso扎i，Ac妇≠西2口
mZic口 which were exterlsively distributed in the shrub region of Shenzhen because of suitable climate，

humidity and vegetation for generating the life cyde of Ac而坦￡i挖口知Zic丑．Human infected A，z垂傩tr0以g∥材s

m咒￡o咒跏s如was mainIy due to eating raw snails or vegetables contaminated by larva of A，zg洒fr0咒g∥甜s
c口，2fo恕已，zs缸． The peak of infection was seen from April to November in Shenzhen area． C蛐cI璐i伽
Wildlife of A咒西∞t加，缓讲“s c口，z幻n饥s西existed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Shenzhen with major wildlife

reseⅣoir including fresh water snail and谢ld mouse． The existence of natural focuS A挖垂∞tr0，29埘“5

c岔咒幻，z研s曲was now rec()星皿ized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uman angiost删iasis in Shenzhen area．

【Key words】A唱面站ro硼∥甜s∞雄≠o，l跏s如；Naturalinfectious focus；EpidemioLDgicalinvestigation

广州管圆线虫(A7zgi傩￡r0，zg∥“s∞咒￡o竹已，zs如)为

作者单位：518020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室(张仁利、

高世同、耿艺介、黄达娜、陈木新、刘建平、吴元良、甄茵)；南山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戴传文)；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起文)；宝安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泰顺、马智超)；罗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

戊生)；盐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黎大林)

新发人畜共患自然疫源性寄生虫病。近年来，随着

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已发展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

食源性寄生虫病u正1。2006年6月24日北京市首

次暴发因生食或半生食福寿螺(&Z如m粥

口P，．“∥加鼢)而导致的群体广州管圆线虫病感染事

件。在此期间，广东省江门、深圳及广州市也相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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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数例广州管圆线虫的临床诊断病例，2006年8

月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查市场上出售的258

份淡水螺，其中福寿螺86份、褐云玛瑙螺(A如口矗，zn

m托n)45份，经实验室检查均发现有广州管圆线虫

感染期幼虫。2006年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

查发现，该市的生活小区内有大量褐云玛瑙螺滋生，

同时野生鼠类也广泛存在。因此，深圳市有可能存

在广州管圆线虫的自然疫源地，有必要对疫源地进

行调查，了解中间宿主的种类及其感染情况，有效控

制和预防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的扩散和传播。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以深圳市不同生态环境为线索，确

定调查点的野外现场(田、沟、渠、塘等)、社区花园、

灌木林、餐饮场所等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福寿螺、

褐云玛瑙螺等淡水螺类和终末宿主褐家鼠

(R．硎矗已r∞咒i)、黑家鼠(R．m跖“s)、黄胸鼠

(R．∥口ui加以“s)等野生鼠及广州管圆线虫转续宿

主淡水虾、蟹、鱼、蛙、蔬菜等。

2．样品采集：在深圳市12个调查点采集褐云玛

瑙螺、福寿螺。褐云玛瑙螺栖息在有灌木植被、土壤

腐殖质含量高的花园、菜地等陆地场所陆生淡水螺

类，一般在雨后的夜晚采集，采集时描述植被、土壤

等生态环境，采集的褐云玛瑙螺在室内饲养，福寿螺

为水陆两栖，植食性，在有水生植物的水沟或有积水

的菜地处滋生，白天容易采集。不同螺类各采集30

只，在有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福寿螺、褐云玛瑙螺

的采集地同时采集广州管圆线虫转续宿主淡水虾、

蟹、鱼、蛙、蔬菜等各20份。在调查点用鼠笼捕获褐

家鼠、黑家鼠和黄胸鼠等各30只。

3．样本处理：

(1)螺类软体动物的处理：将各组食用螺去壳，

切碎，加入5倍体积的人工消化液(浓盐酸7 ml，胃

蛋白酶1．5 g，加蒸馏水至1000 m1)，37℃消化5 h后

纱布过滤除去粗渣，滤液于4000 r／min离心5 min，弃

上清，用生理盐水重悬沉淀，再次4000 r／min离心

5 min，弃上清，用20～30 ml生理盐水重悬沉淀，4℃

保存待检。

(2)鼠类标本的处理：用鼠笼捕获鼠类，解剖鼠

体，在鼠心脏和肺动脉血管(包括肺组织内的血管)

寻找广州管圆线虫成虫，终宿主鼠体内分离的成虫

标本，保存在10％福尔马林PBS溶液中。

4．幼虫镜检：将沉渣重悬液倒在平皿中，在解剖

显微镜下分离并计数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检出

Ⅲ期幼虫后将其挑出，涂于载玻片上进一步鉴定其

形态。计算各类样本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的检出

率和感染强度。

5．广州管圆线虫室内生活史的循环：解剖镜下

从调查螺中分离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取80条

活跃幼虫灌胃感染SD大鼠，6周后，每隔12 h收集1

次粪便，将所有粪便浸泡在去氯水中，过滤、淘洗5～

6次，每次静置15—30 min后倾除上清液，用去氯水

稀释沉渣，配制工期幼虫混悬液，用于实验室饲养的

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阴性褐云玛瑙螺，将感染螺

40只平均分为两组，实验组感染I期幼虫，对照组

作为感染对照，常规饲养在带充气泵和滤水器的玻

璃缸中，感染1周后解剖观察。

6．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1．0)软件统计分析

螺、鼠的感染度、感染率。

结 果

1．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分布调查：广州管圆

线虫主要中间宿主福寿螺、褐云玛瑙螺在深圳市有

广泛分布，是该市两栖和陆生的主要淡水贝类软体

动物，主要分布在常年有积水的菜地、池塘、荒郊野

外和花园等地。本研究在12个调查点均发现福

寿螺。

2．福寿螺、褐云玛瑙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幼虫

的调查：对深圳市12个调查点分布的福寿螺、褐云

玛瑙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第Ⅲ期幼虫的情况进行调

查和比较。其中10个点采集到福寿螺、褐云玛瑙

螺；发现4个调查地点的贝类中间宿主感染了广州

管圆线虫Ⅲ期幼虫，其分布区域主要在深圳市的西

南部，螺类滋生地植被以灌木为主，潮湿、腐殖质含

量高的地带分布有较多的福寿螺和褐云玛瑙螺(图

1)，在调查的4种淡水螺中仅发现陆生的褐云玛瑙

螺、两栖的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扁卷

螺(Gvm“Z“s幽i咒已咒sis)和长角函螺(AZ0ci咒mn

zo住gicor靠is)为水生螺类，未发现感染，同一地点的褐

云玛瑙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的数量与体重相

关，螺体大感染度高(表1)。

表1 褐云玛瑙螺感染度(条／只)与螺体重(g)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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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管圆线虫终末宿主分布及其感染情况的

调查：广州管圆线虫终末宿主在深圳市广泛分布，主

要包括褐家鼠、黄胸鼠和臭鼬黯。在贝类中间宿主

阳性地点调查终末宿主鼠感染广州管圆线虫成虫，

结果在罗湖园林公园、深圳大学文山湖、益田村等地

捕获褐家鼠126只、黄胸鼠94只、臭嗣黯28只，解

剖检查发现感染广州管圆线虫鼠22只(图2，表2)。

4．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分布特征：虽然深圳市

不同地点的地理环境、气候和生态基本相同，但通过

对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和终末宿主的分布调查发

现，其对微生态环境要求水源丰富，植被以灌木落叶

林为主兼有藤本植物、土壤潮湿且腐殖质含量高，有

效积温为2422．6日度等地带，终末宿主

褐家鼠和黄胸鼠虽然在深圳市广泛分

布，但由于各地灭鼠工作的程度不一，发

现的疫源地多年没有开展灭鼠工作，鼠

类的密度在全市差异很大，疫源地随处

可见鼠类吃螺肉后留下的空壳。本次调

查发现的广州管圆线虫疫源地主要分布

在深圳市的西南部，其主要特点是①温

度满足中间宿主完成一个世代所需的有

效积温(2422．6日度)，年平均气温在

26℃，最高气温36℃，最低气温4℃，在

此环境中褐云玛瑙螺仅有一个极短的冬

眠期；②疫源地植物生长茂盛、灌木与藤

本植物分布广泛，很多植物被褐云玛瑙

螺和福寿螺取食，调查地水稻等禾本科

植物少；③疫源地周边有居民和食堂分

布，多年未灭鼠，可见大量鼠群；④疫源

地有鼠食取螺肉后留下的螺壳；⑤褐云

玛瑙螺和福寿螺除植物外，也食鼠的粪

便，造成了广州管圆线虫在鼠、螺间的不

断的循环传播；⑥褐云玛瑙螺为深圳地

区广州管圆线虫的主要中间宿主，疫源

地的感染率为30％左右。

5．广州管圆线虫感染途径和自然疫

源地的传播特征：广州管圆线虫在鼠和

淡水螺之间自然构成生活史，在自然疫

源地之间传播，根据调查发现人类感染

广州管圆线虫的途径主要有①生吃或者

摄入未熟的淡水螺而感染；②生吃或者

吃未熟的广州管圆线虫转续宿主，如淡

水鱼、蛙、虾、蟹而感染；③广州管圆线虫

·575·

中间宿主特别是陆生褐云玛瑙螺移行过的草地、公

园坐椅等留下的腺液中含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幼虫，

存在机械传播给人类的可能。

表2 深圳市调查点各种鼠感染广州管圆线虫成虫情况

注：褐家鼠的感染率显著高于黄胸鼠(f检验，P<O．01)；在感染

鼠中雌鼠的感染率显著高于雄鼠(￡检验，P<O．01)

6．实验室人工感染中间宿主和终末宿主观察：

从野外采集阳性褐云玛瑙螺分离广州管圆线虫Ⅲ期

注：A：福寿螺；B：褐云玛瑙螺；c、D：广州管圆线虫第Ⅲ期幼虫(100×)

图1 深圳市调查点采集淡水贝类解剖分离广州管圆线虫第Ⅲ期幼虫

图2 深圳市调查点捕获褐家鼠鼠肺分离到广州管圆线虫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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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感染实验室饲养的阴性大鼠，感染35 d后从肺

部回收成虫，其感染率为100％(10／10)，每只大鼠

感染50条Ⅲ期幼虫，62％幼虫能够发育为成虫；从

感染大鼠粪便中分离I期幼虫感染实验室饲养的阴

性福寿螺，感染螺的阳性率为67％(33／50)，感染螺

死亡率显著上升，对比阴性对照组死亡率上升

12％。

讨 论

褐云玛瑙螺是深圳地区陆生最大的淡水贝类，

在福寿螺尚未引入珠江三角洲之前，调查发现褐云

玛瑙螺是广州管圆线虫惟一的中间宿主，虽然本次

调查在深圳西北部未发现褐云玛瑙螺，可能是由于

调查时该地长时间未下雨，土壤比较干燥，很难发现

褐云玛瑙螺的活动。福寿螺在20世纪80年代由南

美亚马逊河流域经我国台湾引入珠江三角洲地区，

目前在长江以南均有分布H o。陈宝建等调查发现，

福建省福寿螺的感染率高于其他淡水螺类，我们的

调查发现福寿螺在深圳地区不是广州管圆线虫主要

中间宿主，可能与当地不栽培水稻等农作物有关，因

为福寿螺主要以水稻等植物作为食物，稻田是福寿

螺主要的栖息场所，深圳地区缺少福寿螺优越的滋

生环境。

有研究发现喁’9】，不同的淡水螺与广州管圆线

虫的相容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福寿螺显著地高

于其他淡水螺，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广州管圆线虫

幼虫的发育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次调查的4种淡水

螺中仅发现陆生的褐云玛瑙螺、两栖的福寿螺感染

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这可能是陆生和两栖螺类

容易食取鼠的粪便而被动感染广州管圆线虫有关，

中国圆田螺和长角函螺为水生螺类，只有鼠的粪便

排入水中通过摄食才能感染，感染的机会相对很低；

同时调查发现，靠近居民区、发现有鼠类活动的地

点，褐云玛瑙螺和福寿螺的感染机会高于其他地带，

罗湖园林公园以灌木热带植被分布为主，园内灌木

落叶常年积累，土壤腐殖质含量高，加之潮湿有静水

池塘，周围住有居民，褐云玛瑙螺和福寿螺大量分

布，是发现感染率最高的地点。

在福建省调查发现，广州管圆线虫终末宿主有

4种野生鼠类，其中褐家鼠的感染率最高，雌鼠的感

染率显著高于雄鼠n0’11]。虽然本次调查中仅发现

褐家鼠和黄胸鼠有感染，但褐家鼠感染率高，雌、雄

鼠感染率的差异与上述文献报告的结果一致。

我们通过现场调查和实验室的感染试验证实深

圳市为广州管圆线虫的自然疫源地，但还有必要对

自然疫源地周边的居民进行血清学调查。人类感染

广州管圆线虫的途径很复杂，调查中发现有的患者

从不吃淡水螺类，有报道饮用蔬菜汁而感染的病

例u2|，本次调查发现主要的感染途径是生食或食取

未熟的淡水螺，深圳市居民有用螺煮粥的习惯；调查

发现感染螺移行后留下的液体中含有广州管圆线虫

感染期幼虫，褐云玛瑙螺滋生在社区的花园，夜间在

草地活动摄食，有时在花园座椅上发现褐云玛瑙螺，

可能增加感染的途径，一些新的感染途径还需调查

和实验室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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