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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地区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

与鼠类分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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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开展了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调查工作。采用夹线法

捕获鼠类样本，解剖检视各个采样点鼠类肝毛细线虫病的感染情况。结果表明，锡林郭勒地区存在肝毛

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疫源地分布在锡林郭勒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包括东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锡

林浩特市、苏尼特左旗和西乌珠穆沁旗，!""$ 年自然疫源地总面积为 )! ’)! ,-!。肝毛细线虫病可感染

疫源地的多种鼠类，其自然疫源地分布区与布氏田鼠分布区重叠程度很高，重叠度指数为 %.)#，而与其

他鼠类的分布重叠度不高，这表明布氏田鼠可能是肝毛细线虫的主要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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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毛细线虫自然疫源地与鼠类分布重叠

度计算方法 为定量分析鼠类分布区与肝毛细

线虫病自然疫源地分布区重叠程度的高低，提

出一种估算分布区间重叠度的公式，以!表示

分布重叠度指数。现将相关术语定义如下：

!：研究区域总面积；

"：研究区域每种鼠的实际分布面积（不区

分密度）；

#：研究区域肝毛细线虫自然疫源地分布

面积，以 !""# 年实际分布面积计算；

$：每种鼠分布区与自然疫源地分布区重

叠面积；

重叠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定义为：

! $ %&［$·! ’（"·#）］ （(）

（(）式的生物学意义是：如果鼠类与自然疫

源地的分布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就有 $·! ’（"·

#）$ ( 或者接近于 (，因此有!$ " 或者接近于

"；如果鼠类分布与自然疫源地的分布存在一定

程度的负相关，那么就有 $·! ’（"·#）) (，因而

有!) "；相反，如果鼠类分布与自然疫源地的

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那么就有 $·! ’
（"·#）* (，因而有!* "。!的绝对值越大，表

示相关越显著；!的绝对值越小表明相关越不

明显。

$ 结果与分析

$"! 肝毛细线虫对各旗县鼠类的感染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肝毛细线虫病的自然疫源地主

要位于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

旗、阿巴嘎旗和锡林浩特市等 + 个旗县。苏尼

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太仆寺旗、

多伦县、二连浩特市和克什克腾旗等旗县均未

检测到肝毛细线虫病例。根据肝毛细线虫病的

自然疫源地鼠类感染肝毛细线虫病的等级绘成

图（图 (）。图 ( 中左图表示研究区域的总体位

置，右图则表示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各疫

情等级的分布情况，其中不同颜色分别表示肝

毛细线虫病的!级、"级和#级疫区。

图 ! $%%& 年度锡林郭勒地区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位置与疫情等级

’()*! +,-./0 01(203(4 2(50,50 /050/67(/ 78 !"#$%%"&$" ’(#")$*" (9 :(;(9).7;0 2(5-/(4- (9 $%%&

$"$ 锡林郭勒地区肝毛细线虫自然疫源地与

鼠类分布情况比较 根据图 ( 中所显示的肝毛

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范围，我们将 !"""
, !""+ 年期间在该区域所捕获的鼠类种类进

行统计，共捕到 - 种鼠类：包括布氏田鼠、长爪

沙鼠、黑线仓鼠、五趾跳鼠、达乌尔黄鼠、达乌尔

鼠兔和黑线毛足鼠。这些鼠类包括了冬眠种类

与非冬眠种类。在食性上有纯粹植食性的达乌

尔鼠兔，植食性为主的布氏田鼠、五趾跳鼠、达

乌尔黄鼠，以及以植物种子为主要食物的黑线

仓鼠和黑线毛足鼠。病理检查结果表明，这 -
种鼠类均发现有感染病例，这表明肝毛细线虫

可感染疫源地所有鼠类，但不同的地区、不同鼠

种类的感染率存在一定差异。

为研究肝毛细线虫病疫源地分布情况与鼠

类分布区域的相互关系，根据 !""" , !""+ 年间

对锡林郭勒地区 ."" 多处样点的调查结果，绘

制出疫源地主要感染鼠种（布氏田鼠、长爪沙

·/(· 动物学杂志 %&’()*) +,-.(/0 ,1 2,,0,34 #! 卷



鼠、黑线仓鼠、五趾跳鼠、达乌尔黄鼠和黑线毛

足鼠）在锡林郭勒地区的分布区及相对密度。

各种鼠密度按照无分布（无色）、相对低密度区

（斜线）、和相对高密度区（网格线）等 ! 种级别

进行绘制（图 "）。

图 ! 研究区域几种主要鼠类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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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田鼠；$：黑线仓鼠；%：长爪沙鼠；&：黑线毛足鼠；’：达乌尔黄鼠；(：五趾跳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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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中可以看出，达乌尔黄鼠和五趾跳

鼠在研究区域全区域分布，而且分布密度相对

均匀。黑线仓鼠与黑线毛足鼠也为全区域分

布，但在分布密度上有一定的差别。布氏田鼠

和长爪沙鼠则分布在一定范围之内。为比较锡

林郭勒地区鼠类分布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

地分布区的相互关系。将图 *、图 " 中的肝毛

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分布区及鼠类分布信息输

入计算机，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计算出

各种鼠的分布区域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

分布区域的重叠面积（不考虑鼠类密度的差异

以及疫区感染等级）。根据公式（*）计算各种鼠

类分布区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分布区的

重叠度指数!（表 *）。

表 8 鼠类分布区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区的重叠度指数

&3-9( 8 :;(,935 #0)(<(* -(+=((0 +’( )#*+,#-.+#/0* /1 ,/)(0+ *5(6#(* 30) +’( 03+.,( ,(*(,;/#, /1 ! % "#$%&’(%

鼠类名录

+,&’-. /0’%1’/

研究区域总面积

23’# ,(
/.4&5 06,.（7）

鼠的实际分布面积

81/.31$4.’ #3’#
,( 3,&’-.（+）

肝毛细线虫自然疫

源地面积 +’/’39,13
#3’# ,( . ) 60&"-$/"（8）

鼠分布区与自然

疫源地重叠面积

:9’36#0 #3’#（2）

重叠度指数

:9’36#0 1-&’;’/
（!）

布氏田鼠 ! ) *+",’-$$ "*< <!= >* <<* !" ?!" != @A* *B!C
长爪沙鼠 3 ) 1,41$/12"-1# "*< <!= *<> =!= !" ?!" !" >?C =B*@
黑线毛足鼠 5 ) /"(&*022$ "*< <!= "*< <!= !" ?!" !" ?!" =
五趾跳鼠 8 ) #$*$+$/# "*< <!= "*< <!= !" ?!" !" ?!" =
达乌尔黄鼠 7 ) ’"1+$/1# "*< <!= "*< <!= !" ?!" !" ?!" =
黑线仓鼠 . ) *"+"*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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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林郭勒地区，达乌尔黄鼠、五趾跳鼠、

黑线仓鼠和黑线毛足鼠分布区与肝毛细线虫病

自然疫源地分布区之间的重叠度指数均为 !，

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图 "，表 #），这与 $
种鼠类在本地区全区域分布有关。长爪沙鼠分

布区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分布区重叠度

指数为 !%#&，数值很低，这表明它们之间几乎

不存在相关性。只有布氏田鼠分布区与肝毛细

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区吻合程度很高，其

重叠度指数达到 #%’(，布氏田鼠是本地区惟一

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区高度重叠

的鼠种。因而可以推断，布氏田鼠可能是肝毛

细线虫的主要传播宿主。

! 讨 论

引起人类疾病的某些病原体不是人类本身

固有的，而是来源于自然界动物。这些病原体

不需要人类参与也可以在动物间循环，人被感

染是与带病动物直接或间接接触的结果。这种

现象称为自然疫源性。由这类病原体引起人类

的疾病，统称为自然疫源性疾病。而有自然疫

源性疾病的地方，称之为自然疫源地。肝毛细

线虫可以由草地鼠类自身完成循环，其过程不

需要人类的参与，因此，肝毛细线虫病具有自然

疫源性性质。另外，由于肝毛细线虫病是以鼠

类为主的人兽共患病，因此可称为鼠源性人兽

共患病［#!］。

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对锡林郭勒地区肝毛

细线虫病疫源地的起源时间、起源地点和起源

宿主均不清楚。从本文的调查数据来看，自然

疫源地所有鼠类均可感染并携带、传播病原。

由于病原分布与其主要宿主的分布至少是部分

重叠的，通过分析两者在分布空间上的重叠关

系是追踪自然宿主的重要线索［#!］。从鼠类的

分布区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区的

重叠度指数来看（表 #），达乌尔黄鼠、五趾跳

鼠、黑线仓鼠、黑线毛足鼠的分布与肝毛细线虫

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区均不存在相关性，与长

爪沙鼠分布的相关性也很不明显，仅有布氏田

鼠的分布区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

区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布氏田鼠可能是肝毛

细线虫病的主要宿主，对该病的传播起主导作

用。由于病原也未必感染所有的宿主种群，因

此局部宿主种群未受感染完全符合传染病生物

学。

尽管布氏田鼠分布范围局限于典型草原

区，但自然疫源地的其他种类：达乌尔黄鼠、五

趾跳鼠、黑线仓鼠、黑线毛足鼠、长爪沙鼠也是

该病的感染者和传播携带者。在这些鼠类中，

不少种类在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均有广泛

分布［""］，因而肝毛细线虫病在上述地区具有广

泛的宿主类群。中国近年来已经有数起人感染

肝毛细线虫病的病例报道［#&，#(，"’］。由于内蒙古

锡林郭勒地区为首都北京的北方门户，该地区

发现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应引起足够重

视，建立健全对该病的监测与预警体系尤为重

要。鉴于锡林郭勒地区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

地的鼠类感染率相对较高现状，草原土壤、水

源、食物等受污染的机会较多，应高度警惕人体

肝毛细线虫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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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 詹希美 1人体寄生虫学 1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TUUVG
［BB］ 刘运喜，杨占清，孟祥瑞等 1山东部分地区鼠类肝毛细

线虫感染调查 1动物学杂志，BCC!，!#（L）：BCD F TUUG
［BT］ 袁高林，李翔莺，陈文锦 1宁德市田园鼠肝脏感染寄生

虫调查 1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TUUU，$$（K）：VUB

F VUTG
［BV］ 周晓梅，张贵芳，李聪等 1昆明市鼠类感染肝毛细线虫

的调查 1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BCCD，$"（L）：VV F V!G
［BK］ 申丽洁，罗志勇，李伟等 1大理地区鼠类动物肝毛细线

虫感染情况调查 1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TUUV，$%（L）：

TCE F TCDG

［BL］ 张良应，黄锦源，杨发柱 1将乐县鼠类肝毛细线虫感染

调查 1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TUUV，$%（K）：BC F TUG
［BE］ 黄佳宁，林金祥 1福建省首例肝毛细线虫人体感染的病

理诊断 1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TUUK，#&（E）：LLEG
［B!］ 蔺西萌，李辉，赵旭东等 1人肝毛细线虫病 B 例 1中国人

兽共患病杂志，TUUK，#&（K）：TVUG
［BD］ 王应祥 1中国哺乳动物种和亚种分类名录与分布大全 1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TUUVG
［BC］ 罗泽"，陈卫，高武 1中国动物志，兽纲，第 E 卷，啮齿目

（下册），仓鼠科 1北京：科学出版社，TUUUG
［TU］ 周庆强，钟文勤，孙崇潞等 1白音锡勒地区的兽类区系

特征 1见：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编 1
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第 V 集）1 北京：科学出版社，BCDD，

TEC F T!LG
［TB］ 周立志，李迪强，马勇 1地理信息系统在动物多样性研

究中的应用 1动物学杂志，BCCC，!"（L）：LT F LEG
［TT］ 张知彬，王祖望 1农业重要害鼠的生态学及控制对策 1

北京：海洋出版社，BCCDG
［TV］ 凌洪博，潘长旺，黄慧聪等 1温州地区鼠类肝毛细线虫

流行病学和生物学研究 1温州医学院学报，TUU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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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仅有猪科中的 B 属 B 种，即野猪，全国大约有 ! 个亚种，广泛分布于除青藏高原、新疆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以

外的各地。

B）喜马拉雅亚种，7 1 - 1 *&$-)"),- O.%$’-，BDVC，分布于西藏南部和东南部山地；

T）台湾亚种，7 1 - 1 )"$8"0,-（"=#$3)’，BDEV），分布于台湾山地；

V）川陕亚种，7 1 - 1 9/,#$0(0-$- 0#&$’WX9=.-96，BD!B，分布于四川、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宁夏、湖北、河南等地；

K）新疆亚种，7 1 - 1 0$3&$#(- >&.$4)-9，BD!L，分布于新疆南部和中部山地；

L）东北亚种，7 1 - 1 ,--,&$*,- M’;9’，BDDD，分布于东北、内蒙古东部，以及北京市郊区；

E）印支亚种，7 1 - 1 )"$0$0(0-$- M’;9’，BDDD，分布于云南中西部和南部地区；

!）华南亚种，7 1 - 1 *’$&/:/0)$*,- M’;9’，BDCC，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以及海南岛、安徽和山东等长江北部地区。

此外，家猪是由野猪长期驯化而来。I)-J’( 和 M#&&（BCCT）认为家猪为独立的种 7,- :/9(-)$*,- >-#66)$，B!ET。

张劲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BUUUDU）

·CB·B 期 宛新荣等：锡林郭勒地区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与鼠类分布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