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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海产品铜色纹狭鳕寄生虫的研究 

朴洪淳 李德峰 崔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们动植物拴在所) (延边医学院) 

摘要 本文系对进口铜色纹狭鳕 [Theragra chal~ogramma)寄生虫及干制品猿鳕贮藏害虫的研究 

报告。对进口狭鳝寄生虫的专题研究乃属国内首欢报道。千制 品狭鳕上共检 出鞘翅 目昆虫 6种 、粉播 

2种和被污染的人蛔虫卵、鞭虫卵。在冷冻狭鳕体内共检出 5种寄生虫，其中异尖线虫 I型第 『II期曲 

虫、齿棘伪奈氏绦虫、弯唇真裂吻绦虫等 3种为国内首次报道。文申就干制品狭鳕在贮藏申害虫危害性 

和狭鳕本身寄生虫的危害性作了讨论，井提出相应的建议。 

铜色纹狭鳕又名明太鱼是从国外进口的重 

要海产品之一，进口多以冷冻鲜鱼(俗称冻太)、 

剥皮展平的精装干制品和未经剥皮的袋装粗干 

制品三大类。我国每年进口量十分可观，几乎 

遍及全国各市场。我国各族人民膳食获鳕方式 

繁多，如干制狭鳕撕成小条，加入不耐调味品拌 

成小菜出售或直接食用。在一些地区将撕成的 

碎条不加调料直接做为助酒菜肴。亦有些地区 

将冷冻的狭鳕卵巢(俗称明卵)、肝脏剁成内泥 

再加入佐料生拌食用，这不仅不合卫生要求，亦 

极易造成一些疾病的感染和蔓延。然而迄今对 

进 口狭鳕尚无系统的检疫资料。因而，为更有 

效地开展进口水产品的兽医检疫和卫 生 监 督， 

我们对挟鳕寄生虫作了调查。调查表明，不仅 

狭鳕本身有多种寄生虫，甚至有些种类属人兽 

共患的重要病源，令人吃惊的是干制狭鳕严重 

污染着蛔虫卵和鞭虫卵，还发现可导致食品源 

性人兽共患肺螨症 (pulmonary acarisis)、肠螨 

症 (intestinal acariasis) 及螨性皮炎 (aca r0_ 

dermatitis)的螨类以及鞘翅目昆虫等。现将调 

查结果提出报道。 

材 料 与 方 法 

被检材料均系进口的冷冻或千制铜色纹狭 

鳕。冷冻狭鳕检查采用 BbIxoBcKaa．n BcKa月 

《鱼类寄生虫研究法》 。 采得的标本在镜下观 

察、测量、描绘，部分标本压片固定，以 Mayer’ 

盐酸卡红或 Grenaeher’s硼砂卡红染 色法 制 

片，部分虫体和病理标本，以 10％ 福尔马林液 

固定、切片、HE染色。 

干制获鳕以击打法击打鱼干，收集仓贮害 

虫。带皮干制狭鳕浸于水中半小时，再以牙 

li洗鱼皮及腹内壁，并将1挠涤液例人量杯。 静 

置 20分钟后用放大镜观察漂浮物 ，时常能够发 

现一些螨类，挑取置人热酒精固定保存或用贝 

氏 (Ber!．ese)瞳封片保存。将量杯中的上清液 

弃去，取沉淀物镜检。 

结 果 

在检查干制狭鳕的 34尾中，发现鞘翅目昆 

衰 1 干崩锕色垃缺一污繁情况 

种 粪 捡查数 阳性数 阳性率(％) 

鞘翅 目昆虫 34 9 26．47 

螨娄 34 26 76．47 

人 蛔 虫卵 54 8 23．53 

^鞭虫 卵 5 2 ．88 

本课题承蒙延边医学院寄主虫学教研室姜泰京教授 亲 

切指导下完成，文稿经姜教授和吉林省兽医科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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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支持和协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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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2 冷森铜色纹筏鳍寄生虫调查 

感 染率 虫 种 故 垃魏 感典黏 唾染 温度 
(％) 

异尖线虫 I型幼虫 52．78 3-一24 

齿棘伪奈氏绦虫 81． 0 l 7—30 

弯唇真 裂嘲绦 虫 i 5．28 ’ i2 

棘头虫 9}．4{ 始一75 

挠 足娄 9．7 1—3 

虫 6种，隶属于 3属 3科，其中粉螨科 2种，蠕 

虫卵 2种(见表 1)。 

冷冻狭鳕共剖检 72尾，先后发现旋吻 目绦 

虫两 种，主要寄生部位 为旺周肌肉、直肠、蝮壁 

以及肝脏；在肝脏、卵巢、腹壁及肌肉中发现异 

尖线虫 1型第 lll期幼虫 1种；肠管里发现 1种 

棘头虫；鱼鳃中有 1种桡足类，计 5种寄生虫详 

见表 2，(照片 l一9，见封 2)。 

本次调查共采得 15种， 分属 于 l0科 1O 

属。其中 5种为狭鳝寄生虫，8种为仓贮害虫， 

2种为被污染者o 3种为食品源性人兽共患寄 

生虫病病源。 

千一品虢膏污染的寄生虫虫卵、 害虫亚砖冻秧播寄生虫名景 

鞘翅 目 Coleop cë  

皮 蠹 社 De r1~e$rida￡ 

钩 缎皮蠹 D ffr 

拟白腹皮矗 D⋯  f frisc ii 

白腹皮蠹 D ff maculat~ 

赤 A De I⋯  IIatocollit 

锯谷盗科 Silvanidae 

米 岛虫 r⋯ doena 

拟步 科 T eb rioD1口aeida 

赤 拟谷盗 riboliNm ‘ ⋯  m 

蜱嫱目 Acarid̂ 

耕 翁辑 Tyrog|yphidae 

腐食酪螭 Tyrophag ， f rexcenHae 

粗 粉螬 Ty rophaguf／a riⅢ  

蛔 且 A$carldida 

蛔丑氍 A scarididae 

^ litcarit lumbtic id 

异唇拽虫科 H ete~Qcheilidae 

异尖拽虫 1型 AnHakit I type 

鞭是 目 Tri uf ￡a 

鞭虫科 Trichurida e 

^ 鞭虫 Trichu r r r 

旋吻 目 T叩 panazhyncha 

尉奈氏科 Paraaybellalldae 
由鳞约蕞氏绦鱼 Pse~donynbtlinla。dftiⅢ 眦h口 

裂吻科 Laci sf0 rhynchlda 

弯唇真裴吻绦虫 Eulaclstorhyncka~chitostj l／inc 

棘头虫纲 Acanfb0cepbah 

棘头 虫 ⋯ f 。f " p． 

桡足 目 Copeooda。P． 

讨 

铜色纹狡鳕为季鳕 目 (Gadiformes)，鳕科 

的狭鳕属。该鱼生活于多岩石和泥砂底的深海 

域中 ，昼 伏夜 出，常以海 中甲壳类、头 足羹、贝娄 

及小鱼为食，每至产卵季节渐移向浅水水域。该 

鱼主要分布于 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白令海， 

是一种寒带鱼 、捕捞量较大的国家有 日本和朝 

鲜等并远销多国。近年来我国已大量进口，谚 

鱼在市场上已是较常见的水产品之一，因此与 

人民生活关系甚密，但迄今我国对狭鳕寄生虫 

尚无系统研 究。在国外 ，影井舁等 大 鹤等 对 

日本北海域 38种鱼类(包括铜色纹狭鳕)的异 

尖线虫作了谓查，在狭鳕等21种鱼体上发现，冀 

中大头鳕 (Gadu~macroceyhalus)、 铜色纹狭 

鳕等 11种鱼的感染率高达 50％以上。Macke 

nzie and Gibson (1970) 曾报 道 大西 洋 鲤 

(Gadus morhue)和鳐科 (Rajidae)的星鳐鱼 

(Raiaradieta)类的肠道寄生蠕虫类；William s 

and Halvorsen 报道大西洋鳕鱼肠寄生虫与 

消化管的关系；朝鲜的 Chung曾报道铜色纹狭 

鳕肠内寄生的棘头虫；Chu 专题研究4种审 

绦期绦虫。可见，目前对铜色纹狡鳕寄生虫曲 

研究，仍处在零星记录的阶段。 我们对狭鳕鱼 

寄生虫的研究及两种绦虫、异尖线虫 I型幼虫 

的报道，系国内首次报道。 

(一)关手千制狭鳕仓贮害虫危害性闻题 

这次采得的 8种仓贮害虫均为食性复杂的世 

界性广布种 “，生活周期短，繁殖迅速。 因 

此，对进口品应及时检疫和采取有效措施。 提 

文献记载，仓贮害虫多在通风不好， 库内温度 

高，湿度大，害虫隔离及卫生不佳的条件下易滋 

生，尤其贮藏备粪谷物、中草药、动植物标本、食 

品、干鱼以及肉千里极易侵袭，使商品遭受很 

损失，影响质量，不台卫生指标。当人们食用台 

有节肢动物尸体、蜕皮、排泄物以及霉变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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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导致原因不明的变态反应。这次采得的节 

艘动物中，有些种可成为一些寄生虫的中间宿 

主，传播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有些螨类直接侵 

袭人，可导致消化、泌荥、呼吸及皮肤系统螨 

病 ⋯。 据 Porsons(1924)、Oppcnhein et al 

(1925)报道 Tyrophagus Jarinae致螨性皮炎， 

Tyraphagus larinae致支气管哮喘病 (Leeu· 

well，1928)，在呼吸系统病人痰中发现 Tyro- 

phagus和 Tarsonemus等属螨类 (Soya et al， 

1925；Corter et al，1945；Van der Sar，1 946)； 

齐藤、田中等曾报道 Tyrophagu$dimidia；us和 

D ，卅口 o gH d sai~oi等螨寄生的肺螨症。 

在干鱼 中常 出现 的 是食 酪 螨 (Sasa，1954、 

198o)。我们发现的两种螨竞高达 76．47菇。尤 

其 1人注意的是，干制狭鳕竟检出被污染的人 

蛔 虫卵(23．53菇)、鞭虫卵(5．88％)，可见污染十 

分严重。 然而人们习以干制狭鳕为助酒菜肴， 

为人们感染创造了条件，故更感干鱼严格检疫 

和适当处理的必要。 

(二)关于狭■鱼寄生虫的危害性问题 

本调查发现的 5种寄生虫中，棘头虫的感染率 

高迭 94．44％，藏染强度为 38—75条，个剐竟达 

百余条，鱼肠炎症明显，出血较多，甚而形成棘 

头虫结节。寄生在直肠、肛门及其周眉组织以 

及肝脏的齿棘伪奈氏绦虫、弯唇真裂吻绦虫的 

续绦期亦引起明显病变。更加引人注意的是鱼 

体内寄生的异尖线虫幼虫对人的危害问题。据 

文献记载，海洋鱼类体内的异尖线虫幼虫引起 

人类异尖线虫病病例 甚 多，仅 日本 的 达 48 2 

例 ， 。目前有病例报告的国家为丹麦、荷兰、 

英国、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美国、扣拿大、 

日本以及朝鲜。日本各海域鱼类被异尖线虫 I 

型幼虫感染的有 164种，鲨鱼有成虫感染。 感 

染 II型 幼虫的鱼 29种，头足类 2种。其中在日 

本北海域捕捞的 I19尾铜色纹狭鳕，异尖线虫 

I型幼虫感染率为 100为， 感染强度平均 43．8 

条， 其中 8O％ 在肌肉。 据 Roskan (1960、 

1 966、1967)研究，异尖线虫的感染率、感染强 

度随鱼龄有递增趋势。日本喜欢生食的有 日本 

鲭鱼 (Seomber aponieu~)、太平洋雠鱼 (C／u 

pea panasi)、铜色纹狭鳕 、日本竹舞鱼 ( a— 

chur$~iaponicus)、大头鳕、远东多线鱼 (PIe— 

urogf~rlgrlggg 4go 短鳍红娘鱼 (Lepido— 

zrlgla microptcra)等，他们作了系统检 查 而 

这些鱼类恰是异尖线虫蚴感染率甚高，因此认 

为 ，这些鱼类是人患异尖线虫幼虫移行症的重 

要来源(大鹤正满等 ，1969)。朝鲜和 日本北方 

主要生食海鱼及其内脏，日本南方主要生食乌 

寰 3 异垂线虫幼虫对置重的抵抗力 

报 告 人 

温度℃ 

川田(1 96B) van Thiel et a1(】96 n) 

45 69．1分死亡 10秒 l 00％ 生存 ∞ 秒 tO0％ 生存 

5D 5-6分死亡 10秒 100％ 生存 60秒 400％ 生存 

55 l0秒无生存 60秒无生存 

60 1．0分死亡 

70 即划死亡 

寰 4 异尖臻 虫幼虫在低置宜来承、不一溃磨盐水中存蓿时同 

温 度t． 亩来承 盐水 3％ 6％ 1D％ 1 ％ 

2 50日以上 3D日以上 如 日以上 6日 日 

— 10 6小时 4日 3日 3日 j日 

一 l5 }小时 12小 时 l2小 时 1甚 1日 

— 20 2小时 3小 时 3小 时 3，卜时 2小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zl of Zoology 

鱼，荷兰等欧洲一些国家是主要生食盐清海鱼 

而感染。可见，对进口的挟鳕有必要认真检疫 

和检测寄生虫生活力，以免在我国蔓延。据荷 

兰、朝鲜、日本等国学者报道异尖线虫幼虫对 

盐、醋精、酒、酱油、辣椒、蒜以及人工消化液 

具有较强的抵抗力，仅在高温易致死。 见表 3、 

4。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凡进口的冷 冻 狭鳕， 

除检测异尖线虫蚴生活力外，应在 一 l0至 一 

20％3条件下 ，冷藏一周左 右后方能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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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陆龟染色体组型的研究 

黄浦盈 陆含华 
(广西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宣) 

刘银英 刘绍良 
(广西中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 

摘要 以缅甸陆龟韵血液淋巴细胞离体培养，制番染色体标本，研究它的染色体组型，结果表明： 

缅甸陆龟染色体数 2。= 52，这些染色体可分为 A、B、C、D、E组 。 ^组：NO。1-- 2， 为中央着丝 

粒染色体。 B组： N0·3—6，为近端着丝粒染色体。 c组 ： NO．7—12，除 NO 11为亚中 央 着 

丝粒外，其余为中央着丝染色体 。 D 组： NO，l 3～l5，为亚中央着丝粒染色体。 E组 ：NO
, l6—  

26，大多数为很小的染色体。在染色体组型申，未见异性染色体对 。 

研究龟类染色体组型不但 可 了解 其 种群 

闯、亚种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对探讨它们的遗 

传、变异均有很大的价值。 国外对龟类染色体 

早有研究，Ghscok和 Jordon (1 914)，Ba11 

(1974)等对龟类染色体已有报道。国内高建 民 

等(I 986)已报道乌龟 (Chinnemys reevesii)染 

色体组型的研究。 

缅甸陆 龟 Geochelone elngata 在 世 界 

上，除了大洋洲外，许多地方部有分布。 在箍 

国，迄今知道缅甸陆龟仅分布于广西地区。 它 

‘奉研究有刘清华、叶光生、张洁萍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特此致谢。 

· 1；  ̂

 ̈

l  2  3  }  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