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组化#?U=技术检测各组裸鼠移植瘤组织 *MNY1

蛋白和基因的表达差异$ 结果表明"乳康饮能够有效

的抑制裸鼠原位移植瘤的生长和腋窝淋巴转移"而且

对肿瘤组织 *MNY1 蛋白和基因表达有显著的抑制

作用"由此推测乳康饮通过影响 *MNY1 的表达"干

扰 *MNY1-,TD1 信号通路"抑制肿瘤组织的淋巴管生

成"从而达到抑制乳腺癌淋巴转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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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北郊新丰县并殖吸虫自然疫源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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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广州北郊新丰县并殖吸虫自然流行分布状况$ 方法!在调查点山溪中捕捉溪蟹"解剖查找并殖吸虫

囊蚴$ 用检获囊蚴饲喂人工感染家猫"检查感染家猫粪便找虫卵"解剖人工感染虫卵检查阳性家猫"查找并殖吸虫成虫$ 结果!

蟹体斯氏狸殖吸虫囊蚴感染率!2"4;#5%39-90&$ 感染度! 1413 个囊蚴-只蟹"#4;; 个囊蚴-克蟹$ 蟹种为平远南海溪蟹$ 解剖

两只人工感染阳性猫检获卫氏并殖吸虫成虫 "1 条$ 结论!广州北郊新丰县斯氏狸殖吸虫中度自然疫源地%

1

级&$ 斯氏狸殖吸

虫是我国主要致病并殖吸虫"该疫源地存在是一个潜在公共卫生危害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斯氏狸殖吸虫!囊蚴!平远南海溪蟹!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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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已发现报道的并殖吸虫多达 9# 余种"我

国报道的并殖吸虫种类约占世界总数的 3-9 %包括

变#亚种和同物异名&$ 广东省是已发现并殖吸虫虫

种最多的省份之一"报道的并殖吸虫达 $ 种之多"其

中主要致病虫种为卫氏并殖吸虫和斯氏狸殖吸虫$

卫氏并殖吸虫常引起胸肺型肺吸虫病"而斯氏狸殖吸

虫主要引起皮肤型肺吸虫病
,"-

$ 根据李桂云等
,1-

"$+9 年报告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 1# 多个

县市存在并殖吸虫自然疫源地"患病人数达 3"0 人之

多"对人感染致病虫种主要乃为卫氏并殖吸虫和斯氏

狸殖吸虫
,1 6;-

$ 时隔 1# 余年"地理环境与人们的饮

食结构习惯等发生了极大变化"为了解环境改变对并

殖吸虫自然疫源地的影响及广东省并殖吸虫与并殖

吸虫病流行分布现状"笔者于近几年在广东省部分地

区进行并殖吸虫自然疫源地调查工作"现将广州市北

郊新丰县并殖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4中间宿主检查!在疫源地山溪共捕获同一种溪蟹 2" 只"

按常规法解剖溪蟹 90 只
,"-

"逐只进行解剖"解剖镜下检查并殖

吸虫囊蚴"纪录结果"选 1 雌#1 雄性成年溪蟹留作物种鉴定$

14人工感染动物试验!从非疫区购买成年家猫两只"连续

3 天留取粪便"采用沉淀集卵法"查找并殖吸虫卵"结果阴性$

每只家猫饲喂上述解剖蟹中检获斯氏狸殖吸虫囊蚴 "9 个"2#

天后用留取粪便"采用沉淀集卵法检查虫卵"结果阳性"剖杀

家猫"肺脏内查成虫$

结!!果

"4中间宿主溪蟹的种类鉴定结果! ; 只溪蟹物种

鉴 定 为 平 远 南 海 溪 蟹 % K*-.*% 1#'*,#-

1%-$>4*-)-&)&"详见图 "$

14溪蟹的检查结果!90 只不同大小蟹中"有 39 只

蟹体中检出并殖吸虫囊蚴"感染率为 2"4;#5%39-90&"

39 只蟹体总重为 "02 克"共检出同一种并殖吸虫囊蚴

0+ 个"感染度平均为 1413 个囊蚴-只蟹"#4;; 个囊蚴-

克蟹"见表 "$ 检出的囊蚴内壁厚 "3 6"9

.

\"根据肠管

与排泄囊等特征鉴定为斯氏狸殖吸虫囊蚴$ 随机取 "#

个测量"大小平均为 ;"$ t+

.

\"见图 1$

表 5!溪蟹斯在狸殖吸虫囊蚴检查结果

蟹数 阳性率%5& 蟹重%N& 囊蚴总数 囊蚴数-只 囊蚴数-克蟹 感染指数! 疫源地等级!!

90 2"4;#%39 -90& "02 0+ 1413 #4;; #42

1

!!

!囊蚴感染指数 感̀染率 v每蟹平均囊蚴 v每克蟹平均囊蚴数/

!!疫源地等级划分!囊蚴感染指数
'

"## 为
/

级%超高度疫源地& /" 6$$ 为

0

级%高度疫源地& /#4#" 6#4$$ 为
1

级%中度疫源地& /

(

#4#" 为
3

级%轻度疫源地&

!!!!图 5!平远南海溪蟹!!!!!!图 N!并殖吸虫囊蚴!!图 O!并殖吸虫虫卵!!图 P!并殖吸虫成虫

!!34动物感染试验检查结果! 检查人工感染家猫

粪便"检出并殖吸虫卵%图 3&$ 剖杀感染家猫"共获

并殖吸虫成虫 $ 条"将虫体固定#染色"制成玻片装大

体标本"测量 $ 条成虫虫体平均大小为!宽 ; t"\\#

长 049 t"49\\"宽 y长为 " y"4+0$ 解剖镜下观察吸

盘#肠支#卵巢和睾丸等器官形态符合斯氏狸殖吸虫

特征"见图 ;$ 在肺虫囊中检获大量虫卵"测量 9# 个

虫卵平均大小为%01 t"&

.

\v%;0 t"&

.

\$ 形态也

符合斯氏狸殖吸虫卵特征"且与粪便中检获虫卵

相同$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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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地点位于广州东北面的新丰县梅坑镇"

距广州市区 0#i\"毗邻从化市吕田镇"属粤北九连山

余脉$ 地理座标!东经 ""3{"0n6"";{#;n"北纬 13{

11n613{92n$ 平均海拔高度 ;## 6+##\$ 森林履盖

率达 0#5以上"属南亚热带季候风气候"年均气温

"$49 61"4;u$ 群山中溪流密布"流水终年不枯"动#

植物资源丰富"适合于并殖吸虫中间宿主淡水螺及溪

蟹"及保虫宿主山猫等繁衍生息$ 该疫源地与 1#""

年邝浩成等新报告发现的从化市吕田镇斯氏狸殖吸

虫自然疫源地相隔 1# 余公里
,9-

$ 疫源地水系为一条

自东向北"两山相间"水面宽在 #49 614#\"水深不超

过 #49\的小山溪$ 调查结果显示"蟹体斯氏狸殖吸

虫囊蚴感染率达 2"4;#5%39-90&"39 只蟹平均感染

度为 1413 个囊蚴-只蟹"#4;; 个囊蚴-克蟹$ 根据樊

培方提出的以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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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指数为 #42"确

定新丰县梅坑镇为斯氏狸殖吸虫中度疫源地 %

1

级&$ 李桂云等
,1-

在 "$+9 年曾报道新丰县存在卫氏

并殖吸虫#斯氏狸殖吸虫和三平正并殖吸虫自然疫源

地"但具体地点位置不详$ 众所周知"由于并殖吸虫

生活史过程中需第 " 中间宿主淡水螺类和第 1 中间

宿主淡水蟹类"而自然保虫宿主主要为野山猫#果子

狸等$ 从而使其自然疫源地对自然环境和适合上述

宿主生存的生态环境具较高的要求$ 这一点从我们

近几年对广东省并殖吸虫自然疫源地调查中"新发现

报告的多处卫氏并殖吸虫#斯氏狸殖吸虫和三平正并

殖吸虫自然疫源地"均为自然环境优美"生态环境保

存完好"森林密布#溪水潺潺得到印证
,9 6+-

$ 此次报

告的斯氏狸殖吸虫自然疫源地"属李桂云等
,1-

已发

现报告过而现乃继续存在的"还是新发现"暂时尚无

定论$ 就目前而言"作为对人致病种斯氏狸殖吸虫的

中度疫源地"位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山区的过渡带地

域"距广州市仅 0#i\"其存在作为一个潜在的公共卫

生危害"应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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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H[.)(RS)T̂D.IDDG LGMDLYKOGHGMDL.OMC(H\D"dF*%F&患者早期肾

功能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选择经多导睡眠图%GHIO.H\MHN(LGKO"?F@&监测并记录夜尿次数确诊的 dF*%F 伴或不伴夜间多尿

患者各 1# 例和健康对照者 1" 例"分别测定其尿 >Y乙酰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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