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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舌

寄生虫病是危害我国人民、家畜及家禽键康的严重疾病。解放前，由于反动政府

对于犟众疾苦漠不关心，再加上缺乏应有的防治措施，因此，每年因寄生虫病而死亡

的人及动物，数以千万斟。尤其严重的是，寄生虫病是一种慢性渭耗病，对于几及动

物在健康上带来的揖害，就更是无法估计了。 国内过去倪有一些人体寄生虫方面的

霹里报导，而在家畜和家禽寄生虫方面，就建霹星的报导也不多兑。 因此，便无从得

知我国寄生虫的种类、分布及其一般的流行情况。
’

鉴于L逾情况，我们在党的鼓励与支持以厦苏联专家叶尔耜夫(B C EpruoB)

教授的热心帮助下，于i956--1958年肺，在我国华东区的上海、杭州、南京、揭州、济

南、台肥；华南区的广州、桂林、柳州；华中区的汉口、武昌；东北区的沈阳、哈尔滨、大

建、长春；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海拉尔；西南区的贵阳、昆明、煎庆：成都；西北

区的兰州；新疆稚吾尔自治区的库尔勒、阿克苏、吐鲁番、焉耆，以及北京与其附近地

区，进行了家畜及家禽寄生虫的翻查。我们采集的地点是以屠宰据及稿鸭加工厂为

重点。检聆的方珐幕采用斯克里亚平垒身蠕虫的剖赣j去。搜集来的标本系保藏千

5菇祸尔局林凌或巴氏(Dap6ara．q．TIo)液中。 ·

本韦的内容包括八体、家畜及家禽的常兄蠕虫，升112种，其中有某些种类的蠕

虫，在我国是人畜共患的动物蠕虫病，因此亦把它们列入。至千^体的寄生虫标本，

我们系向北京医学院寄生虫教研粗借用，在此蓬表衷心的戚甜。

前后三年孝加嗣查及墼理工怍的有脒建帅、邹福灵、沈寿昆、汪潞郭、张美佩、沈

守割、尹文奠、舆淑卿等同志；参加棺图的有王申榕、王承周、教飙兰、局书明等同志。

此112种蠕虫，共分属于4桶，36科，71属。每种蠕虫除均硅明中文名和学名

外，井按照下列目次描写：(1)宿主(包括国内外)；(2)寄_隹部位；(3)种的描述：藐明外

形、驻色、大小、内部构造及其特征；(4)生活史：介韶各期妨虫的形态特征、活动情况

以及外界环境对它们的影响等。此外，在国内倚末进行研究的或倚无乱载的生活史，

我们便引用国外责科，供葫者佣参考；(5)流行概况漕重于引起遨些蠕虫散布的主要
因素；(6)致病作用．婀迹寄生虫对机体的影响及其致病因素；(7)分布地区：主要俄据

我们稠查所得的赘料烈及有关文献的报导。
一

、

在墼个工作芷程中，我们检毒起来有下列几个缺点：首先7从嗣查地区来靛，范国



il 中目枉侪动物菇

坯不够广，而且采集的地点多是大城市的屠宰播而鹾有澡入到牧区及农村。其次，由

于在各地停留的时髑有限，因此，季节的变异对寄生虫种类及其数量的影响了解得不

够多，特刖是在焉、鸡等方面，X柱常赶上屠宰的淡季，因此在群多地区都未能进行匍

查，自Ⅱ有匍查的地区，检查的数量也很有限。此外，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裔料投现有的

水平所限，因此一些未能查到或倚无人进行研究的生话史、流行概况爰致病作用等，

即未列A。最后，因时蠲仓促，书中所用的图画均系引用文献上的费料。上述裔点在

我们牟后的I作中，都将加以补充修正；当然，还舍有其他未考想到的地方和错禊之

处，倚希蓣者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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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蠕虫学的一般内容及其分类

寄生蠕虫学(Paraside Helminthes)是研究关于居留于人类、家畜及家禽等体内的

圆形动物和扁形动物，因此，无菏是医学蠕虫学或者是兽医蠕虫学，它佣都是以营寄

生生活酌扁形动物和圆形动物作为研究的对象，所不同者，只不过是被寄生的宿主和

寄生物的种类罢了。 、
一

营寄生生活的扃形动物和圆形动物，在动物分类学上是属于届形动物用(Phylum

Platyhelminthes)，包括吸虫舸(Class T／'ematoda)和修虫舸(Class Cestoidea)；轻形动物

阳(Phylum Nemathelmiathes)；棘头动物P目(Phyl血a Acanthotephales)。至于环形动物

门(Phylum AnaeIides)和撤蠕虫动物一(Phylum Vermides)在医学蠕虫学和兽医学蠕

虫学方面，都不具有什幺重要意义。

按照上遗的分类，蠕虫学就是研究吸虫搠厦箕所引起的疾病——吸虫病，修虫拥

及其所引起的疾病——僚虫病，轻虫辛阿及其所引起的疾病一横虫病和棘头虫桶晨
其所引起的疾病——棘头虫病。但在医学蠕虫学的范畴内，棘头虫对人类来规，只是

偶然的寄生，因此，它就不成为医学蠕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了。

寄生蠕虫的危害

蠕虫寄生于宿主是以一种生物刺激休而呈琨的危害作用，因此，蠕虫病的病理过

程是取决于蠕虫与宿主机体在生物学上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就，蠕虫在宿主体内生

话期盟所产生的生物学和生理学垃程对宿主机体的作用，以及宿主机体对蠕虫所发

生的防御特性和回昝性反应。 ，

。

、

由于蠕虫在整个侵袭期两所处的条件是拯常有所变化的，因此，同一种蠕虫对不

同种类的宿主就呈现不同的作用j甚至对周一种宿主也往往呈琨不同的作用。同一

种蠕虫有时对某一种宿主具有危害作用，而对另一种宿主劓不呈现显著的危害，甚至

对它们无害。 一 。

蠕虫自日居留在动物各种不同的器官和粗赫内。它们常烈极多的数量，壳塞了糟

化道及其附近的腺体，如肝脏和胰脏；它们也可以寄生在呼吸道、眼桔膜、泪管、鼻腔、

辐餐和尿道内；此外，在密阴的系航及器官内，如：心屠、脾脏、秸稀粗械、肌肉及骨骼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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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航，以及腹腔、胸腔和脑脖内等，亦都可以盍到蠕虫的寄生。’

尽管这些蠕虫在局限的部位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它惘耠宿主带来的危害，基-本

上可归轱于下列直接的或阴接的三种因素： 、

一、蠕虫分泌的毒素对宿主身体的影响蠕虫在官们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

的发生新脒代甜作用，这些新陈代茬j|的分泌物，被宿主吸收后，能引起宿主急性的或

慢性的中毒现象，使宿主的生理状态发生改变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病理过程：如某些种

类蠕虫的毒素能使宿主中枢神楹系航的机能紊乱，引起痤颦、抑郁或兴奋，引趄呼吸

和血液循环的障碍；物质代甜紊乱，影响分泌腺的功能厦群血作用等。
。

．

=、蠕虫对宿主身体的机械影响蠕虫依靠它俩各种各样的附着器官，如_l≥【具

有角厦的齿、切板、刺、叶冠、鞠的口腔以及吸盘或吸沟等附着于宿主的各种龃穑土，、

引起租蓓的揖伤。当虫体于腭道的藁部位或于支气管内大量聚蔓以及大型的虫体藏

^鞍小的管道时，都可能引起这些相应的管道阻塞，甚至破裂。 同时，蠕虫能籍予宿

主各种器官粗械的慢性压力，如釉粒棘球蚴(Hydatid cyst)能引起肝和肺粗耩的萎辖。

有静多蠕虫的幼虫，在它佣进入宿主体内，由幼虫发育到成虫的期两，在沿着血

流或淋巴系虢向各种脏器粗糨移行时，便摄伤和破坏了宿主器官粗孝琵的完整性，引起

毛和血管的破裂和造成器官粗槠内相应的病理变化；此外某些蠕虫的位装性幼虫，能

直接从宿主健康的皮肤侵入，然后便开始在宿主体内移行。

三、蠕虫的带菌作用蠕虫往往在对宿主身体产生机械影响的同时，在成虫及

移行中的幼虫破坏了器官粗桔完墼性的情况下，促使静多传染病的病原菌侵^，甚至

主动的带A宿主体内，而引起宿主发生钟发性的传染病。同时，由于蠕虫的寄生，降

低了宿主对各种传染病的正常抵抗力，使—些滔伏于正常宿主体丙而淀有麦琨出来

的传染病表琨了出来。
、

’

发病机制及寄生蠕虫分布的地区性

蠕虫病的发生，其病理过程的特点，决定于蠕虫和宿主机体相互两的生物学关

系。当动物具有易碱性，病原体又有足够的毒力，并且有适宜千虫体发青的环境时b

便发生了动物蠕虫病。 。

由于蠕虫的侵袭所造成的影响和致病作用的桔果，耠宿主带来各种不同程度的

危害，甚至死亡；同时，宿主机体对蠕虫亦发生防御性的反应或由于蠕虫的刺激而产

生一种抵抗性——免疫，烈此消除蠕虫在侵袭期f}；J可能带来的一—刃危害。
、

蠕虫的致病作用，主要取决于蠕虫在位^宿主机体詹，于各个不同发育阶段中，



， 寄一生一蜷一一虫一一一一之：=二=二==I——————一一在宿主机体内移行活动时所芹生的机械刺激与蠕虫生命活动过程申分~泌的毒素作

用，似麈夺取宿主大量营养和器官越槭渚刊揎伤情况下，病原微生物位A或带入时研

；l起的饼发性传染病等。

蠕虫病常被人们从一种不正确的犯了方j击上的错程观点来看待，常常把蠕虫所

谢采的机械性刺激看成只是一种局部的过程，而忽视了它们对中枢神桠幂兢的影响。

在牛0定蠕虫的中毒作用时，出琨了特删多的鳍簇。蠕虫无疑的具有引起中毒的特性，

而且不同种类的蠕虫，毒性的太小也不一致。往往有人根据类似的方{去，不栏特殊的

研究而把一种蠕虫所呈琨的中毒作用妄加于另一种蠕虫身．L；同吐，研究此琨象时亦

不考虑到宿主机体的状态和反应特性。 、

在文献中关于猪蛔虫、禺蛔虫以瑟其他种蛔虫的中毒特性时引用了极其矛盾的

材料。据1911年Befiagepr和IHy．116en两氏的实验，其将数满焉蛔虫液体满A动

物的腽舟，{娶5一lo分钟便引越大多数动物的显著反应(大量流泪、梧膜潮粗和鼹艘

肿胀)，而某些动物(达lo菇的焉匹)症状重剧(呼吸困难、泻痢、大出汗和不安)。但

是这些现象几乎总是在卜-2小时之后逐渐请失。在这些学者的报导以后，蛔虫学文

献中便形成了牢固的信念，孰为蛔虫液体中具有高度毒性。其他的研宪者在同类的

实验中，劓获得了相反的牯泉。 、

‘

可惜这些学者在应用蛔虫体液时，浸有考虑到宿主机体的状态，因此才出现了互

相矛盾的辖果，井对它啊作出了错禊的解释。

琨_牟，握过实髋赶明，淀有癌受蛔虫侵袭遣的动物，对大量蛔虫液的皮下注射、口

服以厦直蟹注入血液中，都轻微地不呈现出明显的临床症状。耠豚鼠、家免、劫猪及

焉肋初次洼射新麟蛔虫液体4 5毫升后，不出琨明显的反应。厦之，如果用微量的

蛔虫液体，预先使实验动物敏化，在楹过2—3通的潜伏期后，重复洼A蛔虫体液或蛔

虫粗撮乳剂，动物通常是呈琨赴敏现象，脉鼠桎3—5分钟，会因过敏性休克而死亡。

已被侵袭的动物体，由于宿主和蠕虫之髑的相互作用而发生敏化现象，在客强的

估封毒素对机体所呈现的作用时，必缓考虑到进一方面0，

蠕虫春素的本盾厦其对宿主机体的作用，趔日前还研究得不够，但根据琨有的比

较研究材科，可以孰为个刖种类的吸虫——片形吸虫(F铖。瑚、前后吸盘吸虫(P玉。m一
阱删“m)；候虫——奠尼获修虫(Moniezla】等，都具有很大的毒性，而各种找虫娄，
刖春怪较小。

’

。，

在研究发病机制和临林症状时，不应当把蠕虫对宿主机体的危害作用看成是孤

立的个删形式。珏在1892年，MeqlmIKOB蹴巳桎指出，在蠕虫性侵袭时，宿主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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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之蠲，发生积极的斗争。宿主机体在异常的刺激体——侵入的蠕虫——的影

响下发生回答性反应，选种反应的实质和特性，决定于寄生虫与其宿主相互影响中的

许多因素。
、：

、

． ．因此，只有在精通巴甫洛夫ji币捏耠的观点的基础上，才能了解蠕虫病的本质。

宿主在巳桎受过了疾病，不良的匍养管理、长期的蛋白啻L俄和稚生素(特刖是椎生

寨A)缺乏以及微量乖素和舞的不足情况下，机体的防御力和免瘦性的强度均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生频繁的量复戚染，使虫体的生活期限延长和繁殖力增进，以

． 及它们对宿主的致病作用加剧等等，而导致宿主致死怔的耨归。妨龄宿主的病程枉

垃要表现得此鼓重剧，建种琨象可以用它惘对蠕虫的防御性适应不发达来加以解释。

作为一种生物学刺激体的蠕虫，进入机体后通过神艇机制而作用于机体。但井

不可由此就得出桔萧，孰为漫有神捏系航的参予便不可能发生病理过程。这种桔嵇

是违反了巴甫洛夫氏的神趣学藐的。巴甫洛夫_氏曾握写造：“病理现象的世界，乃是

一幕剐的各种各样的无穷的特殊的，亦印在正常生活垃程中不发生的生理状态的联

‘合。”神楹幕航井不安排病理过程，宿主机体在蠕虫的影响下，在神桎系航受揖伤和

砷楹幂兢机能过度紧张以及被破坏时，才发生病理琨象。防御——保护性机制的目

的，在于中和怍为一种异常刺激体的蠕虫的毒害作用，在于将它们排出体外以厦在恢

复巳受到的损伤。中枢神摇幕航，在进些代偿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寄生蠕虫除了对宿主发生相互的作用外，它们和气候、土壤、植被、动物区票、海

拔高度以及温度和湿度等自然地理环境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遨些条件常常决定

某些种类的蠕虫在某令地区的存在和流行。进些现象，以垒世界来观寡寄生蠕虫的

分布情况，就很容易制完各种蠕虫所具有的明显地区性。如热带地区有热带的蠕虫

． 病的流行。就我国蠕虫的分布看来，南北两地也各不相同，如血吸虫病和薹片虫病

等，仅流行我国的南方。 。

此外，中蠲宿主的存在和耻舍条件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也都直接或两接的影响

各种蠕虫在～地区内的存在和流行与否。

蠕虫病的粽合性防治措施。
‘

无盐是防浩和诮灭人体的寄生蠕虫或者是家畜、家禽等的寄生蠕虫，都需要根据

蠕虫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以及考虑刊蠕虫病的流行病学和区域气候条件等因素

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有效地防治和消灭蠕虫病害的目的。

因为人、畜蠕虫病的种类很多，我们除了应当实施粽台性的措施外，在不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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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条件下，按照蠕虫不同的危害程度和流行情况，具体的来制钉每一种蠕虫病的防治

措施，也是很必要。 、

琨在且将医学蠕虫和兽医蠕虫的稼合性防抬措施略分遗于下：

一、医学寄生蠕虫痈繇台措施的基本原剧：

(一)一切禽物必看袁熟。
、

·

(=)散水必缉煮沸。

、 (三)阻止昆虫的吸血。 。

(四)避免与河水接触。
‘

(五l洼意个人卫乓，养成甑前便后必缓洗手的良好习借。

(六)椎护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
。

(七)不能赤足步行。
’

(八)杀灭或治疗储善宿主。
。

(九)杀灭病原，话疗患者。

(十)杀灭或治疗中阴宿主。 、

(十一)加强粪便的合理管理。 ，

(七=)改良农佧施肥和种植方j击。
’

(十三)加磕卫生教育。 、

二、兽医寄生蠕虫痈操合措施的基本原期：

(～)动物的职虫：
‘

1．在发病地区进行动物的治疗性疆虫。

、 2．在不篑垒地区，于每年一定的时期内，有补划地进行动物的预防性骗虫。

(=)外界环境的杀虫： ，

1．进行牧地、畜台、厩肥、水池和动物停留播所的杀虫措施。

2．台理的管理粪便，取生物热方法照厩肥无害化。

3．台理利用草甥，实施分区椅牧。 ，

、 4进行土壤改良，杀灭中厢宿主。

5．选择优质和安垒的水源作为动物的猷水处，井捏常保持它竹的清洁。

(三)加强动物的匍养管理： 、
、

一

1．按照匍养标准，保毹动物垒价营养。
’

2．遵守匍养方面和散水方面的卫蝴U。 ’

3．台理的进行动物的使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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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苏联C印佣6HH院士劁立了病原灭耙接的学就，这是一种主动的、积极

殖防的新方j去。其!El的在于用一切可行的器械的、化学的、物理学的以及生物学盼作

用来灭超(在肉体上消灭)处于生活迥期内各个阶段的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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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matoda Rudolphi，1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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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腰”

吸虫桶虫体背腹扁平，形如榭叶，大小不等。体丙所有器官均位于实质粗糯中，无

体腔。常以吸盘：刺或铀吸附于宿主器官粗械的内部或外侧。有口与消化道，但常缺 、

肛阴；通常，由口通刊肌厦的咽，再刊分枝的鹏。排泄系航呈分枝状；惜焰和胞把废物

收集后避到排溲囊中，囊末端有一开孔，以便排浅。生殖系兢除分体科(Schistosoma-

idae)抖均为雌雄同体。生活史有直接的(如单殖目Monogenea)*H蠲接的(如复艏日

Digenea)两种。叠拥分为三日：(一)单殖目，(=)As西d。gasuea目和(三)复殖目。前

两目系寄生于焦类、两栖类、爬行类、欺体及甲竞动物中，而不寄生于家畜、家禽及人

体中：其生活史系直接的。后一目剧包括所有人体、家畜及家禽的寄生吸虫，其生活

史系蠲接的，需要中阴宿主。蕴特就复艟目的解剖学和生物学方面群逾于下：

腹殖目(Digenea)

+嚏殖且的解剖本目虫体太多数背腹扁平，有些种类如薹片吸虫、前后端吸盘吸

虫等，刖虫体很厚，似肉厦的构造。其形状一般税来，均狭长如树叶二，但亦有釉妊女Ⅱ桂

者(如血吸虫属)。体表被有剌状或光滑的角蜃层，角质层的下面为角质下层，中蠲填

克烈寞蜃粗横。在实厦粗横中，除排捌有各种器官抖，倚存静多租的肌内秆稚，它侗

排剜成环肌、规肌、斜肌及背腹肌(背腹肌系直接位于角厦层的下面)。

本目吸虫具有杯状的、用来吸附于宿主粗械上的器官——吸盘；莳多种类都具有

前吸盘及后吸盘。口位于前吸盘中，所以亦称为口吸盘i后吸盘或在后端，或在靠瘟

前段的腹侧和前吸盘相离很近，所以亦称为腹吸盘。有些吸虫缺口吸盘或腹吸盘，有

些两者均缺而漫有吸盘。

口通常位于虫休的前端(有些种类位于虫体中部)，通至肌蜃的咽，有时在咽的前

面倚有前咽，咽之后为宜管，最后为腮管。腭管常分为两盲端的膳枝，肝片吸虫的腽

枝叉分出释多伽枝。一般吸虫都淀有Ⅱ阳，但有极步数其有舡明。

秽}泄露扰是由焰栅胞，封}泄小管、排泄管，膀胱和坼泄-扎粗成。最简单的膀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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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生 蠕 虫 ， ．
9——一———!—————————二!—————一为囊状，但亦有其他各种不同的形状。膀胱常开口于虫体的后端。 由膀胱分出静多

排漉管、排泄小管厦其端部的焰和胞，而分散至实盾租械中，将排泄出来的废物集中

至膀胱，两断的排出体外。

神桎幕航是由神桠节、神枉秆稚厦一围橇着宜管的神艇环粗成，井由此向前厦向

后发出鲁鲕P裢支，对称的分布千虫体各部分。自由生活的吸虫勃虫(毛蚴与尾蚴)
虽具有色素粒斑点的眼点：但成虫一般都浇有膻党器官。 、

除分体科的生殖幕梳以外，所有吸虫都是雌雄同体。生殖器官占虫体构造的大

部分，其轱构很复杂。雄性生殖器官，_二般均有两个窜丸，其形状不一，有圆的、分叶

的、分枝的或分为若干的小部分。两条输出管由睾九发出，然后台钟为一输精管，后

端扩大形成一且宁精囊，萁抖侧围耩有前列腺，而格于雄薹。聍精囊、前列腺和雄董均

包含于雄堇囊内。生殖孔开口千生殖腔内，常位于虫体前端的腹面，亦有位于后端或

侧面者。雌性生殖器官有卵巢一个，多半在睾九的前面，此牵九小而形状不定。卵巢

发出一管为翰卵管，通向卵模。受精囊一个，其中聍藏精子，亦通向卵模。卵黄腺亦

多在虫体中1／3的两侧，由卵黄管正台成卵黄总管而通入卵棱。子宫是一条弯曲的

管，一端与卯模迪接，另一端通向生殖孔。梅氏腺包围于卵模外侧，能分泌出液体以，

冲洗卵模和子宫，使巳形成的虫卵移向生殖孔。卵壳亦由梅氏腺厦卵黄腺的分泌物

所形成。此外，开口子虫体背面的势氏管与卵模相通；它能把卵模内积聚过多的卵黄

和胞排刊体外，以免妨碍虫卵的形成，有时还起着酮道的作用，用来进行交配。卵通

常具有卵盖，其大小与形状均不相同；静多种吸虫的卯在子宫中部已发育，故一趣产

出即可孵化。

睡殖耳的生物学本自吸虫在发青过程中，需要更换宿主。一性成熟的成虫只能

寄生于耗宿主体内，但妨虫由卵逸出到达外界环境后，必疆进入其他动物——中两宿

主的机体内，迸行各期幼虫的无性繁殖。

复殖El吸虫的卵，常随宿主的粪便排出，在适当的环境(包括温度、涩度等)下，即

孵化成为毛蚴(Miracidium)。毛蚴体袤复有秆毛，呈三角形，前端此后端宽；前端有时

具有一刺状的构造，用以站刺而进入中蠲宿主体丙。本目吸虫生活史中常需要一个

或一个以上的中两宿主。毛蚴钻入的中髑宿主通常是螺蛳。毛蚴体内有排泄系兢和

种拄系航，亦有囊状的消化道、眼点与若干胚糸田胞。毛蚴若于孵出后数小时内找不到

适当的中蠲宿主——螺蛳，它BⅡ告死亡；若碰刊适当的螺蛳，印迅速的站^其体中，

并脱去秆毛而形成矗状的胞蚴(Sporocyst)。此时，胞蚴体内的胚釉胞即发育为裂蚴、

(Rcdia)，在环境不良时，有些吸虫如肝片吸虫，倚可发青第=代裂蚴；每个裂蚴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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