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胞外基质是由一系列生物大分子组成的动态

网络结构!在组织中起连接#支持和填充作用!对细胞

的生长#分化#黏附和迁移均有重要影响" 此外!基质

金属蛋白酶及其组织抑制物广泛参与了兴奋性神经

细胞损伤#脑出血#脑缺血与再灌注损伤#冻伤#细菌

和病毒性脑膜炎等病理过程" 本实验发现 Ẑ945"

在脑损伤后 'N P<CF水平开始升高!在 .& /%'N 达

到高峰!到 ". 天时恢复正常水平" 这一结果证实了

我们前期的 L3CF芯片结果" Ẑ945" 的 P<CF水

平在伤后增加提示 Ẑ945" 参与了脑损伤后的病理

过程" 有研究认为 _̂5"

!

可刺激 Ẑ945" 的表达"

本实验发现 Ẑ945" 的表达增加晚于 _̂5"

!

!从表

达时程上支持这一观点
/.0

" 最近!Z>M

/(0

对海马细胞

的研究表明! Ẑ945" 具有保护海马神经元对抗谷

氨酸的兴奋性毒性作用!能显著降低谷氨酸所致的细

胞凋亡和死亡数量!并呈剂量依赖性" 另有一些研究

表明!Ẑ945" 具有促细胞生长特性!同时在局限性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中有积极作用
/$0

" 因此!Ẑ945"

在脑损伤后表达增加可能是一种自身保护机制!与神

经细胞的抗损伤修复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证实脑损伤可引起 L4Q

_F

'

# _̂5"

!

和 Ẑ945" 表达增加!并呈现出时间依

赖性的变化" L4_F

'

# _̂5"

!

可能参与了脑损伤后的

继发性细胞损害过程!Ẑ945" 在脑损伤后表达增加

可能对神经细胞有保护作用" 此外!脑损伤后引起的

L4_F

'

# _̂5"

!

和 Ẑ945" 表达时序性变化现象对于

法医实践中损伤时间的推断有一定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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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广州北郊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并殖吸虫流行分布状况" 方法!采集调查点山溪中螺蛳 '*"' 只!溪蟹 $)

只!收集疫源地野山猫粪便 ) 份!' 只人工感染家猫粪便 ' 份" 检查并殖吸虫尾蚴#囊蚴和虫卵" 解剖人工感染虫卵阳性猫!查找

并殖吸虫成虫" 结果!螺蛳体并殖吸虫尾蚴感染率为 *0"(z+)D'***," 螺种为放逸短沟蜷" 蟹体卫氏并殖吸虫囊蚴感染率为

"**1+(#D(#," 感染度)' /("$ 个囊蚴D只蟹!' /"* 个囊蚴D克蟹" 蟹种为平和华溪蟹" ' 份野山猫粪便检出并殖吸虫卵!感染

率为 $$0$$1+'D)," 解剖两只人工感染阳性猫检获卫氏并殖吸虫成虫 "" 条" 结论!首次发现广州北郊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存

在严重卫氏并殖吸虫流行!为超高度疫源地+ 级̂," 鉴于卫氏并殖吸虫是我国主要致病并殖吸虫!该疫源地属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也是 .F旅游区及著名的避暑胜地!游人如误饮用生山泉水!具有感染卫氏并殖吸虫的潜在危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广州北郊!并殖吸虫!囊蚴!平和华溪蟹!感染度!保虫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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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 3O:=OMX首次在巴西水獭肺中发现并

殖吸虫 + R>?>XAMOPT=,!"&%# 年英国医生 <OMX:?+林

格,在台湾淡水从一名葡萄牙水手尸体肺内检获并

殖吸虫成虫" 并殖吸虫作为一个古老的寄生虫种群

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已被发现存在" 我国约 '. 个省#

市#自治区也有分布存在及病例报告" 我国已报道的

并殖吸虫种类约占世界总数 )D( +包括变#亚种和同

物异名,

/" /)0

" 并殖吸虫引起的并殖吸虫病+R>?>XAMQ

OPO>=O=,已被列为我国主要对人危害的食物源性寄生

虫病之一"

'* 世纪 %* /&* 年代!我国多个省#市#自治区开

展了大量的并殖吸虫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发现并报告

了多种并殖吸虫及诸多的疫源地!同时也有众多的病

例报告!为了解我国并殖吸虫分布及保障人民的身体

健康起了重要的作用" 广东省属多种并殖吸虫存在

的省份之一!曾报道过的并殖吸虫病例数达 )** 余

例
/)0

" 为更好地了解目前广东省并殖吸虫及其中间

宿主的种类与流行分布状况!我们于 '**% 年 "" 月至

今在广东省部分山区进行了有关并殖吸虫及宿主流

行分布调查工作!首次发现广州市北郊南昆山自然保

护区内存在严重的卫氏并殖吸虫分布!检查结果表明

属卫氏并殖吸虫超高度疫源地+

+

级,!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0第 "#' 中间宿主检查)在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内随机选

择两条山溪!收集溪坑中螺蛳 '*"' 只!捕获溪蟹 $) 只" 按常

规法
/"!.0

解剖 '*** 只螺蛳!检查并殖吸虫尾蚴!余 "' 只螺蛳

留作物种鉴定及标本" 解剖 (# 只溪蟹!检查并殖吸虫囊蚴!

余 . 只溪蟹留作物种鉴定"

'0保虫宿主检查)收集调查地附近野生动物+野山猫,粪

便 ) 份!采用沉淀集卵法!取沉渣检查并殖吸虫卵"

)0人工感染动物试验)非疫区成年家猫 ' 只!每只家猫饲

喂卫氏并殖吸虫囊蚴 (* 个!"** 天后剖杀虫卵阳性家猫!肺脏

内查找并殖吸虫成虫"

结!!果

"0第 "#' 中间宿主的种类)采集到的螺蛳鉴定为

放逸短沟蜷+=:PO=TBLA=RO?>BOV:?WOM>,

/ (0

!见第 ".. 页

彩图 "%" 溪蟹为平和华溪蟹 +=OMARAW>PAM ROMN::MQ

=:,!见第 ".. 页彩图 "&#彩图 "#"

'0螺蛳的解剖结果)解剖 '*** 只!) 只检出并殖

吸虫短尾尾蚴!感染率 *0"(z+)D'***," 选择 (* 个

尾蚴进行显微测量!平均为+"#" l"*,

"

Po+#* l(,

"

P!见第 ".. 页彩图 '*"

)0溪蟹的检查结果)+",# 只体重大于 )*X的蟹

解剖结果)# 只蟹分别体重 )* /.$X!总重量 '&#X!共

检出囊蚴 "&%$ 个!"(. /("$ 个D只蟹!. /"* 个D克

蟹" 感染率 "**0**1+#D#," 感染度平均为 "%$m(*

个D只蟹!$0.# 个D克蟹" 检出的囊蚴内壁厚 ") /

'*

"

P!并根据肠管与排泄囊等特征鉴定为卫氏并殖

吸虫囊蚴" 有 " 只蟹体检出大小差异较大的囊蚴"

各择 '* 个测量!小的大小平均 )'* l$*

"

P!大的 .**

l"*

"

P !见第 ".. 页彩图 '"#彩图 ''" +',)% 只体

重 "* /)*X的蟹解剖结果))% 只蟹分别体重 "* /

'#X!总重量 .)"X!共检出囊蚴 ''(# 个!$) /'"% 个D

只蟹!) /"* 个D克蟹" 感染率 "**0**1+)%D)%,"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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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度平均为 """0(* 个D只蟹!(0'. 个D克蟹" 检出的

囊蚴为卫氏并殖吸虫囊蚴!未检出直径大于 .**

"

P

囊蚴" +),") 只体重小于 "*X的蟹解剖结果)") 只蟹

分别体重 ' /#X!总重量 %'X!共检出囊蚴 ('* 个!) /

"$' 个D只蟹!' /# 个D克蟹" 感染率 "**0**1 +")D

")," 感染度平均为 )#0)* 个D只蟹!%0'' 个D克蟹"

检出的囊蚴为卫氏并殖吸虫囊蚴!未检出直径大于

.**

"

P囊蚴"

) 个不同组溪蟹间囊蚴检出量数有明显不同!囊

蚴数D每只蟹随蟹体重增加而增多!统计学处理显示

差异有显著性+Uk#0$(!'n*0**", +表 "," 这与蟹

生存期越长!感染囊蚴机会愈多呈一致性"

表 '(不同大小溪蟹肺吸虫囊蚴检查结果

组别 蟹数+只, 阳性率+1, 蟹重+X, 囊蚴总数 囊蚴数D只蟹 囊蚴数D克蟹

大+ g)*X, # "**1+# D#, '&# "&%$

"%$0(*

%

$0.#

中+"*X/'#X, )% "**1+)% D)%, .)" ''(#

"""0(*

%

(0'.

小+ n"*X, ") "**1+") D"), %' ('*

)#0)*

%

%0''

合计 (# "**1+(# D(#, %#' $!'). "*(0$$ %0&%

感染指数 &)"0'*

!!

%

Uk#0$(!'n*0**"

!!.0保虫宿主检查结果)检查野山猫粪便 ) 份!'

份检出并殖吸虫卵!保虫宿主感染率达 $$0$$1"

(0动物感染试验结果)人工感染家猫 ' 只!感染

后第 &% 天开始在粪便中找到并殖吸虫卵!见第 "..

页彩图 ')" "** 天后剖杀!' 只猫肺脏各有 ) 个囊

包!$ 个囊包中共检出 "" 条成虫和大量虫卵" 虫体

染色制成玻片装大体标本!测量 "" 条虫体平均大小

为)宽 )0$ l*0(PP#长 $0" l*0(PP!宽q长为

"q"m$" 卵巢#睾丸均仅作简单分支" 形态特征符合

卫氏并殖吸虫!见第 ".. 页彩图 '." 在肺虫囊中检

获大量虫卵!测量 (* 个虫卵平均大小为 &"

"

Po

(#

"

P" 形态特征符合卫氏并殖吸虫卵"

讨!!论

南昆山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避暑和景点级

别为 .F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中#外游客几十万人

次" 位于广州市东北部郊区龙门县南端!距广州市区

#%aP" 横跨增城#龙门#从化三市县" 保护区面积超

过 '**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P!主峰天堂顶海拔

"''&P!系横贯赣#粤两省的九连山脉余脉" 是一个

原始和次生林森林覆盖率达 #$0$1的巨大绿色宝

库!保护区内古树参天!绿荫蔽日!热带#亚热带和温

带植物并茂一林" 现存有 '(** 多种以阔叶林为主的

原始高等植物!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 '* 余种"

栖息着如苏门羚#大灵猫#白熊等 #* 多种珍稀动物"

其经纬度为北纬 '*p)&e!东经 "..p"%e!恰在北回归线

附近!故有&北回归线上的绿洲'!&广州市东北部后

花园'之誉称" 南昆山地区属南亚热带季候风气候"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均气温 "&0( /''0(r" 年降

雨量 "&** /''**PP" 保护区内溪流纵横!溪水清澈

见底!潺潺流水!终年不枯" 光#热#水资源丰富" 这

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保存完好的生态环境!适合于并

殖吸虫第 "#' 中间宿主螺和溪蟹!野生动物保虫宿主

的繁衍生息!加之自然保护区内严禁捕杀野生动物!

由此为并殖吸虫的流行间接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条件" 本次调查地两条山溪河床宽 " /(P!水深 *0)

/"0.P!属沙石底溪流" 位于主峰天堂顶南侧!海拔

&**P处"

调查结果显示!疫源地蟹体卫氏并殖吸虫囊蚴感

染率高达 "**0**1 +(#D(#,!(# 只蟹平均感染度为

"*(0$$ 个D只蟹!%0&% 个D克蟹!只蟹囊蚴感染度最高

达 ("$ 个" 根据樊培方提出的以第 ' 中间宿主囊蚴

感染率及感染程度计算感染指数来划分疫区等级!确

定南昆山地区为卫氏并殖吸虫超高度疫源地 +

+

级,

/$0

" 大#中#小 ) 组蟹解剖结果显示!不同组蟹的

囊蚴感染数每只蟹存在明显差异!统计学处理 'n

*m*(!呈随蟹体增大囊蚴感染数增多现象" 但不同组

蟹的囊蚴感染数D克蟹则无明显差异!统计学处理 '

g*0*(" 这与随蟹体增大囊蚴感染数增多现象呈一

致性" 某些种类的并殖吸虫具有以各山脉为中心#随

山溪而散布其周围的&聚集性'特点
/$0

" 南昆山地区

卫氏并殖吸虫疫源地!地处横贯赣#粤两省的九连山

余脉天堂顶山南端" 江西境内九连山脉已有多处地

域经调查确定为卫氏并殖吸虫#三平正并殖吸虫的流

行疫区
/%0

" 而地处天堂顶山北麓的从化良口也是新

近发现的卫氏并殖吸虫超高疫源地
/"0

" 南昆山地区

卫氏并殖吸虫疫源地符合并殖吸虫&聚集性'分布存

在的特点" 另外!同从化良口卫氏并殖吸虫超高疫源

地!此次也检出形态结构相似!大小差异明显的小和

大两种卫氏并殖吸虫囊蚴" 对照文献!以 )#*

"

P为

界!卫氏并殖吸虫囊蚴直径小于 )#*

"

P者为 ' 倍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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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ORBAO; WHR:,!又称卫氏并殖 +40G:=W:?P>MO,*大

于 )#*

"

P者为 ) 倍体型+W?ORBAO; WHR:,!即林氏并殖

+40?OMX:?O,又称为肺生并殖+40RTBPAM>BO=," 结果

表明该疫源地可能同时存在卫氏并殖和林氏并殖两

型卫氏并殖吸虫流行!有待动物感染试验与染色体或

3CF检测最终鉴定
/&!#0

" 第 " 中间螺蛳为放逸短沟

蜷!第 ' 中间宿主溪蟹为平和华溪蟹也与天堂顶山北

麓的从化良口卫氏并殖吸虫疫源地相同"

本次在广州北郊!珠江三角洲到粤北山区的过渡

带地域!九连山余脉天堂顶山南端首次发现存在严重

的对人致病种卫氏并殖吸虫超高疫源地 + 级̂," 距

广州市仅 #$aP!而且是集国家自然保护区与 .F景点

为一体的名胜避暑#旅游区!每年有大量的游人慕名

而至!特别是每逢周末节假日及暑期!常呈现停车场

爆满!游人如梭的景象" 时有游客们在游玩累渴之

时!面对如画般的美景!清澈甘甜的山泉水!便情不自

禁舀饮溪水!甚至连赞甘甜凉爽" 由于感染并殖吸虫

而死亡蟹体裂解后卫氏并殖吸虫囊蚴可释出入水!导

致山泉水被囊蚴污染的可能!常生饮并殖吸虫囊蚴污

染的水而致感染是并殖吸虫致人感染的方式之

一
/(0

!必须引起地方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医疗卫生等

部门高度重视" 南昆山自然保护区景区内政府管理

部门工作人员应及时告诫游客!游玩中不要生饮当地

山泉水!以避免感染卫氏并殖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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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黄兔部分生理参数的测定

俞春英!谢金东!李秀红!林!玮!王训立

摘!要!目的!健康福建黄兔尿液指标#体温#脏器系数的测定" 方法!'* 只健康福建黄兔!雌雄各半!体重约 '0(aX!自由

饮水!早晨饲喂前收集新鲜尿液!测定尿 "* 项指标" 清晨室温下用电子体温计测定兔子的直肠温度" 兔子禁食 "'N!)1戊巴比

妥钠麻醉!颈动脉放血处死!立即剖解取各脏器!清洗干净并用滤纸吸干!电子分析天平称重各脏器" 结果!收集的福建黄兔尿

液大多数都呈黄色浑浊!尿 "* 项指标个体差异不是很大" 福建黄兔的平均体温为 )#0$%r!比普通家兔体温稍高" 福建黄兔的

脏器系数除肺脏和脾脏受性别因素的影响雌雄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外!其他几种脏器系数比较均一!差异不显著" 结论!本实验

客观地测定了普通环境饲养下的健康福建黄兔的正常体温#尿液指标#脏器系数!为今后福建黄兔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

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福建黄兔!尿液指标!体温!脏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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