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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完全接受了苍鹭的巢、卵、继续产卵孵 

化。而苍鹭 Ⅱ将草鹭的巢破坏、将巢材移走，除 

文中分析原因外，还有待俄更多实验更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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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品系小鼠对 日本血吸虫感染 

及肿节风处理反应的比较 

吴晓蔓 潘炳荣 周丽莹 
(讧 西 医 学 院) 

摘要 本实验对 BAL~／~近交鼠及昆明小鼠感染日本血吸虫及肿节风处理后的反应，对血吸虫的 

生物学特性及宿主的若干反应作了比较研究 ，区分了它们充作 日本血吸虫终末宿主的特点。认为，在缺 

乏更适宜的近交鼠的情况下，昆弱小鼠不失为一种较好的 裹 些芝 《 直 物琏 

在血吸虫病科研工作中，为减少和避免实 

验动物间个体差异的影响，应用近交系小鼠进 

行实验近年来正日益受到重视。为提供今后开 

展血吸虫病免疫及药物疗效等方面的参考，作 

者于 1987年 l一8月，对 BALB／~近交鼠及 昆 

明小鼠感染 日本血吸虫及肿节风 理后的反应 

作一比较。 

材 料 和 方 法 

(一)动物准备 

BALB／c近交系小鼠及昆明小鼠备6O只， 

18—22克，分别髓机分为对照组 (c．)及肿节 

风组 (s．g．)。 每鼠经皮肤感染日本血吸虫复 

性尾蚴 20条。给药组于感染当天开始，隔天腹 

腔注射肿节风 0．4 m1。3O天后，改为一周 2次， 

直至剖杀。 (肿节风注射液由贵 溪制药厂提 

供)。 

(=)瑰囊内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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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寄生虫学指标 小鼠于感染后 6周、10 

周及 l2周用颈动脉放血法处死。分离血清，于 
--

20qC：下备用。处死前一天，每鼠取 0．1克粪 

便，滤去粪渣，离心沉淀，光镜下查卵并计数，计 

算虫卵数／g(粪)，对虫(即每对虫在每克粪便申 

的虫卵数)。取肝左叶 1克，用 4薅 氢氧化钾于 

37℃ 下消化 4—5小时，快速混匀后取 0．2 ml 

于光镜下计数，计算虫卵数／g(肝)，对虫C即每 

对虫在每克肝组织中的虫卵数)及虫荷。 虫体 

用明矾一卡红染色，树胶封片，用目镜测微计测 

量卵巢及睾丸横径与直径，并计算其体积(卵巢 

按圆柱形，睾丸按球形计算)。 

2．组织学指标 小鼠处死、肝脖称重后，取 

肝中叶用福尔马林液固定，石蜡切片，HE染 

色，光镜检查，用目镜测馓计在同一倍数下按直 

角方向随机铡量单个成熟虫目月扁围炎症反应最 

大截面的两个直径，算出平均直径，按球形公式 

计算各组虫卵肉芽肿的乎均体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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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免疫学指标。(1)体掖免疫——间接血 

凝法 (IHA) 间凝抗原由江西省寄 生 虫 病 研 

究所提供，批号 861230。 最低血清稀释度为 

1：8，以后倍比稀释，直至转阴。实验方法按本 

室常规进行 。 (2)细胞免疫——T细胞非特 

异性酯酶染色 (ANAE)法 取鼠尾椎血，实验 

步骤及判断标准参照前文 。 

4统计学处理 根据实验数据要求，分别 

用方差分析，t检验及卡方检验等统计学方法， 

P<0．05者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较 

结 果 

(一)两品系小置对日本血吸虫感 染 的 比 

l-昆明鼠优于 BALB／c鼠的检测指标 实 

验表明，与 BALBfc鼠相比，虫体在昆明鼠中 

发育更好 ，存活率较高，感染各期的虫荷及虫对 

数均高于同期的 BALB／c鼠，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图 1，2)。宿主的免疫反应也多以昆明鼠 

为高，抗体滴度在 6周时明显高于 BALB／c鼠， 

最高血清稀释度分别为 1：2112与 1：665，但在 

10周和 l2周，两品系小鼠完全相同。 外周血 

ANAE+ 细胞百分率则均以昆明鼠为高，在 2 

及 1 0周时，其差异有显著性或高度显著性意义 

(表 1，图 3)。 

2．BALB／c鼠优于 昆明鼠的检测指标 在 

BALB／c鼠中，虫体生殖腺发育较好，卵箕及睾 

丸体积均大于昆明鼠中虫体(图4，5)，其雌虫生 

育力更强，虫卵数／g(粪)／对虫、虫卵数／g(肝)／ 

对虫及雌虫子宫内虫卵数均以 BALB／c鼠为高 

裹‘l 两晶毫小■，}曩血 ANAIR+■毫百甘率 (囊土sD) 

摩染时间(周) 2 6 l2 

IIALBIc鼠 49．9土6．4 27．9+7．3 32．e土4．I 32．9土2．s 52．0±4．2 

昆明鼠 57．1土7．6 31．4士10．1 ．4土l】．B 52．'±5．1 ‘7．5土3．5 

p值 <0．05 >0．05 > 0．05 <0．O5 >O．05 

寰 z ■晶囊■盱由芽肿体搴l(mm x 10．|置±sD) 

患染时闻(羁) 6 l2 

BALBIc鼠 18．|5土，．16 12．口3+--3．05 ‘．55+1．73 

昆明鼠 14．59土8．12 12+81士3．8O d．55±1．7 3 

(图 6、7、8)。10周时，BALBfc鼠与昆明鼠的 

脾重分别为 0．88克和 O．58克 (p< 0．05)；在 

整个感染过程中，BALB／c鼠死亡率 34 ，昆 

明鼠为 20弼。结果表明，血啵虫病所致的门脉 

高压(脾重表示)在 BALB／c鼠更为明显，且感 

染的耐受性也逊于昆明鼠，死亡率更高。 

3．两品系鼠反应基本相似的检测指标 在 

肝重及肝肉芽肿大小上，两品系鼠反应接近，来 

见明显区别(p> 0．05，表z)。 

(=)两晶系 日本血吸虫感染置对胂 节 风 

处理的反应 感染 日本血吸虫的两品系小鼠经 

肿节风处理后，多数仍保持处理前的二者关系， 

但在虫体生殖力(卵巢体积、虫卵数／g(粪)／对 

虫、虫卵数／g(肝)，对虫、及子宫虫卵数)上，肿 

节风对 BALB／c鼠的作用更大。处理前 ，虫体 

生殖力以 BALB／c鼠更强 ，处理后两品系鼠的 

指标接近。 

讨 论 

关于不同科属种的哺乳动物感染大陆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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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L一—  — 二． 应，在寄生虫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及宿主的一系 

。 曲 驺 属龋 列反应上作了若革比较 究，区分手 们充 

tD 动物模型的选择提供了初步资料。 

訾∞} ／- 本实验表明，昆明小鼠与BALB／c近交系 

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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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主要测定指标进行选择。在缺乏更适宜 

的近交系小鼠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昆明小鼠仍 

失为是一种较好的日本血吸虫感染构动物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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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线仓鼠的食性及防治阈值的探讨 

邢 林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卢 浩 泉 
(山东大学生物系) 

摘要 1987年 3月~EI988年耳月在山东省阳谷地区调查了黑线仓鼠的食物种类；喜食性；以及取食 

量。 井结台实验分析制定出北方地区玉米收获期的肪治阀值为 4．Ol％，蕃薯收获期的防 治 阈 值 为 

‘．88％，为寻找有利时机灭鼠提供了依据· 

黑线仓鼠 (Cri~etulus barabensis)是我国 

北方旱作区主要害鼠之一，近年来已给农业生 

产造成严重损失。 对黑线仓鼠生态学的研究， 

国内仅有少量报道 ，张洁 对该鼠的繁殖 生杰 

进行了研究，卢浩泉 对该鼠种群年龄组成 及 

季节消长进行了探讨。但对黑线仓鼠食性的研 

究却未见详细报道 ，部分学者对啮齿类其它鼠 

种的食性进行了研究，如王激卿 调查了大 仓 

鼠 (c，i t z #‘r打o )的食性和取食量。本文 

对黑线仓鼠的食性及防治阈值作了探讨，为制 

定防治措旖有效地控制害鼠数量提供了科学依 

据。 

一

、 工 作 方 法 

、  1987年 3月至 1988年 4月在山东省阳各 

县选取三个典型性样方 ，每月中旬在三个样方 

内连续布铗三 日，每个样方每 日 100个铗日，每 

月共计 900铗日。共捕获标本 350只 ( 1 64， 

l 86)，其中黑线仓鼠是优势 种 占捕 获数 的 

95％以上。解剖所获标本，取其颊囊食物在解 

剖镜下进行分类。解剖其胃，对胃内食靡镜检 

分类并利用水溶法测其体积。 挖掘鼠洞 84个 

观察其洞穴结构和贮粮情况 ，经挖掘和笼捕活 

体共 144只，逐一进行喂养试验以测其取食量。 

啮齿动物食蛀研究主要依靠野外观察法、胃检 

法和饲养观察法，如果使用其中单一方法，结果 

会有一定局限性，我们将三种方法相结合，同时 

进行。在玉米，藿薯、成熟期叉男加 l0个样方 

进行密度调查 ，。检查危害情况。统计一定株数 

的健株和受害株的产量计算其损失率，并通过 

大田普查统计出受害率。 

二、 结 果 

(一)黑线仓鼠的食性 

1．食物种类及喜食蛀 通过笼养实验 ，我 

们观察到当花生 ，玉米、大豆、小麦、草耔及草叶 

‘奉研究为山东大学卢诸泉教授所星担的 八、五 攻关 

项耳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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