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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渔场主要食用经济鱼类异尖线虫
感染及其理化耐受特陛研究

王建跃张均和林启 张乾通何伟贤李科峰徐徐

【摘要】 目的了解舟山渔场海鱼异尖线虫j期幼虫感染情况及理化特性。方法解剖鱼

体，分离体内异尖线虫幼虫，镜下鉴定虫种；观察异尖线虫三期幼虫在不同的介质、抗蠕虫药、温度

下的生存耐受情况。结果海鱼异尖线虫总感染率为49．10％(218／444)，感染率较高的鱼种有带

鱼、鲐鱼、鲵鱼、白姑鱼和海鳗等(感染率均>90％)，218条海鱼体内共检出异尖线虫3314条，平均

强度为每条鱼感染异尖线虫15．20条。异尖线虫三期幼虫对常用的调味品有较强的耐受力，高度白

酒杀虫效果优于低度白酒；低浓度复方甲苯咪唑(6．25 g／L)杀虫效果优于高浓度复方甲苯咪唑

(12．50、18．75 g／L)，也优于其他药物；异尖线虫三期幼虫对低温有较强的耐受力，在一20℃、一lO℃

时分别可存活9h、12 h；对高温非常敏感，50℃、60。C时分别在ll S内及1 S内死亡。结论舟山

渔场海鱼异尖线虫三期幼虫感染率较高。海鱼进入市场前在一20℃冰冻24 h、高温烹饪可有效预

防和控制异尖线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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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ates of infeetion and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ird stageAnisakis simplex larvae among marine fish caught in Zhoushan Fishery．Methods Fish

were dissected to detect Anisak如larvae and identified morphologically．The survivaI tolerance of the

third stage Anisakis simplex larvae in various medium，anthelmintic drug，temperature were studied in

laboratory．Results The t0诅l infection rate of Anisakis simplex larvae in fish WaS 49．1 0％．High

rates of Anisakis infeetion were observed in hairtails，Pneumatophorus japonicas，Miichthys miiuy，

Argyrosomus argentatus and Muraenesox cinereus(infection rates>90 percent)．11托infection intensity

ofAnisakis per fish varied from l to 114．The mean intensity ofAnisakis larvae was 15．20 per fish．

33 14 Anisakis were detected in 218 Inarine fish．The survival tolerance of the third stage Anisakis

simplex larvae in various Medium，allthelmintic drug。temperature were observed in laboratory

condition．The third stage Anisakis simplex larvae showed a strong endurance to stock condiment．The

anisakicidal effects of the high purity wine were more effective than that of the lOW purity wine．The
anisakicidal effects of 6．25 g／L mebendazole composite were more effective than that of l 8．75 g／L and

alSO more effective than those of other drugs．The third stage Anisakis simplex larvae could survive

witll length up to 9 h and 12 h in condition of一20℃．一10 oC and very sensitive to high temperature

treatment．However．they could barely survive in mm'e than 1l S and l S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50 oC and 60 oC．Conclusion The percentage of infection was fairlY high for Anisakis larvae of

marine fish caught in Zhoushan Fishery．111e third stage Anisakis simplex larvae was shown to have a

fairly good tolerance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cnts．The marine fish were frozen under-20℃beyond
24 h before they were sold on market and cooked wim hi2h temperature seemed to be helpful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effectively the infection ofAnis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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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尖线虫病最早于1960年由荷兰的van Thiel

和Kuipers[11报道，此后日本、韩国、法国等国家报道

了大量异尖线虫病例，中国异尖线虫病感染的报告

较少。舟山市位于浙江省东北地区，拥有全国最大

的渔场，鱼类资源有300余种，其中具有捕捞价值的

有50余种，当地许多居民和游客习惯生食、半生食

海鲜。本研究于2007--2009年对舟山渔场食用海

鱼异尖线虫寄生情况进行调查。

材料与方法

1．海鱼来源：随机选择舟山市水产品交易市场

(沈家门)、定海南珍菜市场、普陀东河菜市场和长

峙海产品养殖场4家海鲜交易市场作为本次调查

点。于2007年11月至2008年12月间每月采集东

海捕获的新鲜海产品1次。由舟山市水产养殖防

治所专家在采集点做海产品现场初鉴，最终确认参

照文献[2]。

2．鱼体解剖和虫体制作：将海鱼洗净、编号、称

重、测量体长后进行解剖，检查其胃肠道、腹腔、内脏

表面及肌肉有无异尖线虫虫体或囊包存在，并利用

解剖镜进行细致观察。取出虫体或囊包置于生理盐

水中洗净，将虫体从囊包内分离出来，用70％乙醇固

定，置载玻片上滴加数滴含有10％甘油的乙醇溶液，

做透明处理。盖上盖玻片置显微镜下观察。

3．虫种鉴定：参照文献[3，4]鉴定异尖线虫三期

幼虫。

4．理化耐受试验：

(1)介质种类：①常用调味品：酱油为舟山裕大

酿造有限公司产品，90 ml／L米醋为宁波佐餐王调味

食品有限公司产品，380 ml／L白酒为上海成广酒业

有限公司产品，560 ml／L白酒为北京红星股份有限

公司产品。②人工胃液配制：取稀盐酸16．4 ml，加

水约800 ml与胃蛋白酶10 g，摇匀后，加水稀释成

1000 ml。③抗蠕虫药：阿苯达唑(中美天津史克制

药有限公司，批号：围药准字H12020496)400 mg，甲

苯咪唑(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批号：国药准字

H61022951)100 mg，复方甲苯咪唑(广东环球制药

有限公司，批号：国药准字H20043441)125、250、

375 mg，分别溶于20 ml蒸馏水中。

(2)观察条件：异尖线虫三期幼虫经海鱼分离

后，选取10条活泼完整的幼虫，用含100 U／ml青霉

素和100 mg／L链霉素的生理盐水洗涤3次，分别置

于盛有不同介质溶液的平皿中，每天换1次介质，室

温观察。

(3)不同温度下的生存情况：选取感染率高的2

种海鱼于一20、一10、一5℃冷藏保存，取出异尖线虫

三期幼虫各10条置生理盐水中，分别于2～8、37、

50及60℃培养观察，定时观察并记录虫体状态及

存活时间。

(4)存活判定：定时观察虫体，若静止，在显微镜

下给予轻微刺激后连续观察5 min，不运动者再进行

轻微加热，仍无运动则视为死虫。

5．统计学分析：调查和检测数据录入Excel，应

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所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异尖线虫幼虫感染情况：共解剖海鱼29种

444条，共发现21种218条有异尖线虫感染，海鱼总

感染率为49．10％，感染率高的鱼种有带鱼、鲐鱼、兢

鱼、白姑鱼和海鳗等(感染率均>90％)，而鲻鱼、乌

贼等8种均未检出。在感染的218条海鱼体内共检

出异尖线虫幼虫3314条(表1)。

表1舟山渔场东海海产品异尖线虫幼虫感染情况

注：括号外数据为感染鱼数，括号内数据为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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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尖线虫幼虫感染强度：21种218条海鱼中

共检出异尖线虫三期幼虫3314条，总感染强度为

1．114条，平均强度为每条鱼感染异尖线虫15．28

条，感染强度大的鱼种有鲐鱼(平均感染强度为

43．9)、带鱼(25．9)、白姑鱼(23．7)、海鳗(20．9)等，异

尖线虫三期幼虫寄生最多的为1条鲐鱼(重382 g、长

38 cm)，达114条(表2)。

表2舟山渔场海鱼异尖线虫幼虫感染强度

注：括号内数据为z

3．海鱼体重和体长与异尖线虫感染关系：从总

体样本中抽取代表性强的带鱼、白姑鱼、海鳗和小黄

鱼，以前2种鱼的体重和后2种鱼的体长与其异尖线

虫幼虫平均感染强度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海鱼体重和体长与异尖线虫幼虫感染差异无统计

学性意义(r。=0．038，P。=O．962；r2=0．552，P2=O．448；

r3=0．565，／'3=O．435；r4=0．317，P4=0．683)。

4．异尖线虫幼虫在鱼体内寄生分布情况：从总

体样本中抽取代表性强的带鱼、鲐鱼、白姑鱼和小黄

鱼，观察异尖线虫幼虫在上述4种鱼体内寄生分布

情况。该幼虫的寄生部位主要是肠系膜和胃壁，其

次是肝脏、体腔和生殖腺，脂肪块、气鳔和腹肌少有

分布(表3)。

5．异尖线虫幼虫的理化耐受特陛：

(1)异尖线虫三期幼虫在不同介质中耐受力观

察：异尖线虫三期幼虫在酱油和米醋中平均存活

9．8 h和90．4 h，在380 ml／L和560 ml／L白酒中可存

活127．1 mill和42．6 min(P<0．05)；三期幼虫在人工

胃液(37 oC)中比较活泼，虫体活动频繁，均能存活

9 d以上，平均存活10．4 d(表4)。

表3异尖线虫幼虫在鱼体内寄生分布

注：括号外数据为感染条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表4异尖线虫三期幼虫在不同介质中耐受力观察

(2)抗蠕虫药的杀虫效果：异尖线虫三期幼虫在

6．25、12．50和18．75∥L复方甲苯咪唑中存活时间分

别为28．1、98．2、1 13．6 h，其中6．25 g／L的杀虫效果明

显优于其他2种浓度(F=45．198，P<0．01)，在20 g／L

阿苯达唑和5 g／L甲苯咪唑中存活时间分别为65．8 h

和94．2 h，较6．25 g／L复方甲苯咪唑中存活时间长

(F=17．393，P<0．01)(表5)。

表5抗蠕虫药对异尖线虫三期幼虫的杀虫效果

(3)异尖线虫j期幼虫在不同温度中耐受力观

察：异尖线虫三期幼虫在一20 oC 9 h、一10 oC 12 h冰冻

后均被冻死，一5℃3～4 d有些幼虫解冻后仍能存活，

所有幼虫在冰冻7 d后均被冻死；2～8℃是三期幼虫

比较适宜休眠的温度，虫体静止不动，卷曲成团，直至

7个月后全部死亡；37 oC生理盐水中培养的幼虫非常

活泼，虫体快速扭动，均能存活7 d以上；50 oC时只存

活8．4 s，60℃时l S内虫体全部死亡(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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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异尖线虫i期幼虫在不同温度中耐受力观察

讨 论

异尖线虫幼虫的适应性很强，现已发现249种

海鱼和头足类动物感染b】，我国北部湾、东海、黄海、

渤海、辽河、图们江及黑龙江的鱼类共有151种感

染，感染率均很高旧8|。以舟山渔场为主的东海鱼类

异尖线虫幼虫感染率也较高，感染总检出率高达

49．10％(218／444)。带鱼、鲐鱼、鲵鱼、白姑鱼、海鳗、

黄胺鲸、鲈鱼、真鲷、小黄鱼、海鲇、蓝点马鲛、龙头

鱼、黄姑鱼、黑鳃梅童鱼等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用鱼

种异尖线虫幼虫感染率高达48％～100％。带鱼和

白姑鱼也发现异尖线虫感染。鲵鱼、海鲇、黄姑鱼和

绿鳍马面纯这4种海鱼感染异尖线虫幼虫，在我国

东海区域尚属首次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鲻鱼、孑L

鳐、云纹石斑鱼、鲥鱼、乌贼、鱿鱼、赤缸、弹涂鱼8种

鱼体内没有异尖线虫幼虫的感染，而孙世正、马宏伟

等的调查显示这几种鱼类存在异尖线虫幼虫感染，

可能与鱼类的食物链、调查季节、时间跨度、调查地

点和剖检数量不同等有关。

在21种带虫海鱼中，有些鱼种的异尖线虫感染

率和感染强度均较高，如鲐鱼(100％，43．9)、带鱼

(100％，25．9)、白姑鱼(95．65％，23．7)、海鳗(90．9l％，

20．9)等，有些鱼种则感染率高而感染强度不大，如

兢鱼(100％，7．2)、鲈鱼(73．33，4．6)、真鲷(68．75，2．5)

等。但总体结果显示感染率与感染强度成正比。从

带鱼、白姑鱼、海鳗和小黄鱼4种鱼的体重和体长与

其感染异尖线虫幼虫的强度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异尖线虫幼虫寄生的多少与海鱼鱼体的轻重和长短

无关，这与马宏伟等b1的报道并不相符。

异尖线虫幼虫在海鱼体内的寄生部位主要是肠

系膜和胃壁，其次是肝脏、体腔和生殖腺，值得注意

的是在带鱼、鲐鱼、白姑鱼腹部肌肉中发现了异尖线

虫幼虫，由于沿海居民有可能摄食生的或不熟的鱼

片，因而在流行病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异尖线虫幼虫对各种理化凶素的耐受力均较

强，胃酸能增强虫体活动性，对酒精(乙醇)、盐、放射

线等有一定耐受力，但对温度的耐受性很弱。低浓

度复方甲苯咪唑杀虫效果优于高浓度复方甲苯咪

唑，可能与药物理化性质有关，低浓度时进入虫体内

的药物反而多于高浓度，而甲苯咪唑的单方与复方

效果不同的原因可能与药物的晶型有关，与马宏伟

等归1报道相符。本研究提示异尖线虫幼虫对低温有

较强的耐受力，海鱼在一5℃冷冻3～4 d后解冻，其中

有些幼虫仍能存活，只有在一20℃9 h、一10℃12 h冰

冻后才被冻死。2～8℃是幼虫比较适宜休眠的温

度，直至7个月后全部死亡。37℃虫体活泼，均能存

活7 d以上；50℃时只存活ll S，60℃时1 S内虫体

全部死亡，说明该幼虫对高温非常敏感，因此海鱼高

温烹饪后食用即可预防感染异尖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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