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正常毕格狗血液学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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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毕格狗 (Beagle) 在国际上是常用的实验 

焉b物，但有关正常毕格狗的血液学参数在国内 

报道，尚不多见。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 

H -o)对 《中等实验室化验常规》的要求，在有 

质量控制的前题下，以健康的毕格狗为实验对 

象，对血液学指标进行了测定，结果报告如下。 

(一)材科与方法 

1．动物 毕格狗，从英国引进种狗 ，经军事 

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繁殖饲养提供。雌雄 

各I O只，年龄 8—13个月，体重 9．2一¨．1公斤， 

实验前在本实验室观察3周。 选用发育良好、 

尿、便、心电图及血液生化等两次检查正常的狗 

作为观察对象。 

2．标本的采集 20只狗均于上 午空 腹 静 

脉取血。供血沉及红细胞比积铡定用的标本加 

0．1字刍肝素抗凝 ，其余各项均于标本采集后立即 

进行检澳I。每只狗采血 2敬 ，间隔 7天。 

3．检测方法 

(1)踊织红 细胞计 数 煌焦油蓝染 色 

_法 。 

(2)凝血时间溯定 采用玻片法∞。 

(3)血小板计数 采用 MK4／HC 型血小 

板计数仪(美国 Backer公司生产) 

(4)血沉 (红细胞沉降率)和红细胞比积 

<红细胞压积) 改 良温氏比积管法 

(5)血红蛋白测定 比色法，Impact 400 

型生化仪(美国产) 

(6)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 采用国产电子 

血 球计数仪(北京生化仪器厂 JS—I型) 

(7)白细胞分类计数 吉氏、瑞氏混台染 

色法 。 

(=)结果与讨论 20只狗的各项指标 均 

●8 ‘ 

为 2次采血测定，经统计学处理后求出正常值 

范围及平均值(平均{直±1．96标准差)，其结果 

见 表 I。 

正常实验动物的各项检验数据虽然有其一 

定的稳定数值，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影响各种检 

验值的因素较多。常园动物品种、年龄、性别及 

营养状况、检测方法、测定时间和操作熟练程 

度 ，实验室条件、试剂规格、仪器的机能状态等 

不同，其数据也随之变化。所以选用正常动物 

寰 l 正常毕格狗的血液拳●李但 

性 动 
检验项目 物 平均值 标准差 正常范田 

别 散 (z) (sD) ( + I．96SD) 

。。 — —  

网织红细胞(％) 辛 l0 1．2 0．3 0．6一1．8 

t0 1．1 0．1 0．9一 1．3 

10 3．7 1．1 1．j一5．9 

凝血时间(分) 10 3
． 7 1．0 1．7— 5．7 

血小柱敷 10 219．0 26．8 166．5—271．5 

(珊’州 ) l0 I90．0 42．j 106．7—273．5 

辛 10 0．8 0．8 0．0—2．4 血泓 毫米／小时) 

10 1．j 0．9 0．0～3．3 

嘴 10 l52．1 15．t 122．5一lB1．7 1O I44
． 7 8．t I2B．B一 160．6 

1D 49．6 3．9 42．1一 j7．2 

扛细胞 比积(％) 10 4B
． 1 2-5 43．2— 53．0 

嚣 辛 t0 8．2 0．6 7．0—9．4 10 7
．
6 0．4 6．8— 8．4 

白细胞总数 1D 1；．6 2．2 9．3—17．9 

(1O ， ) 10 l3．2 1．7 9．9—16．5 

辛 10 70．9 4．4 ．3—79． 中性粒细胞(％) 

10 67．2 8．9 49．8— 84．6 

10 25．9 4．7 l6．7— 35．1 

淋巴细胞(％) 10 50
．5 8．， l5．I一 47．2 

辛 10 0．9 0．4 0．1一 1．7 单核细胞(％) 

10 0．7 0．j 0．0一 I．7 

10 2．2 1．4 0．0—  ．9 

醴性粒细胞(％) 10 1
．9 1·7 0．0— 5．2 

(下转第 2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疣状物(图 4，5)。本次还观察到在雄虫肛前正 

中处有 1个大而显著的单乳突，表面光滑，亦呈 

疣状，其直径约为 2O (图 5)。 肛后乳突 2对， 

其中在尾端的 1对较大，中央有奶头样的突起 

物 ，不同于尾部的其他乳突 (图 5，6)。雄虫交 

台刺 1对 ，短交合刺粗短，其腹面有纵形凹槽， 

长交合刺细长，从短交合刺凹槽伸出(图 ，5)。 

雌虫肛孔略呈圆形，但孔的前后缘呈弧状突起 ， 

两侧绿呈弧状凹下。尾端亦有 1对与雄虫尾端 

相似的乳房状突起物 (图 7)。虫体表皮环纹位 

于虫体前部的较宽而明显 ，向后逐渐变窄，纹的 

间距变大。有的环纹可见起始与终止处，表明 

虫体的表皮环纹不全是完整的环形排列。环纹 

后缴呈刀片状光滑锐利 (图 8)。但缺少结膜吸 

吮线虫的环纹上那样密布着屈曲纵形小脊。 

通过对 179只黄牛眼虫检查，阳性 53头 ， 

感染率为 29．6％。其中双眼感染的牛 28头，每 

头牛感染虫数多为 3—1O条，最多的达 55条。 

共获虫体 340条 ，雌虫 208条，雄虫 132条，经 

逐虫鉴定，全部为甘肃吸吮线虫。同时还检查 

水牛 11头、驴 4头 ，全部阴性。 

讨 论 

杨平等(1 957)记述甘肃吸吮线虫雄虫尾部 

乳突共为 14对，肛前 12对，在泄殖孔前后的 1 

对叉比其他各对乳突为大。我们通过扫描电镜 

观察结果 ，证明雄虫尾部的乳突数 为 肛前 13 

对+1个 ，肛后 2对 ，总数为“15对+1个”。乳 

突是一个习惯用语 ，精确讲末端’I对是尾感器。 

肛后的 1对略大，但不比末端的 1对大，而肛前 

的 1对更不比其他各对乳突大 (图4)。这些不 

一 致，可能由于以前用光镜观察分辨率较低所 

致。 本次研究发现甘肃吸吮线虫雄虫 肛 前 正 

中，于肛前第 1对与第 2对乳突之间处这个较 

大的单乳突，在光镜下亦清楚可见 ，笔者认为这 

个单乳突在虫种分类上可能具有一定意义。本 

虫尾端 1对较大的乳突上，虽未见有像结嗅吸 

吮线虫尾感器上那种新月形的尾感器开 口，但 

其中央有奶头样的突起 ，与尾部的其他乳突有 

显著差别，可能为本虫的尾感器。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感染本虫较为普遍。至 

于安徽其他地区的牛眼虫的种类及分布 情 况， 

有待进一步调查。黄牛目前仍是我省淮北平原 
·农村的主要耕畜，饲养数量较多。感染本虫后， 

牛眼分泌物增多，出现炎症 ，说明本虫对牛有一 

定危害，故在发展养牛业中 ，注意防治本寄生虫 

病，具有一定经济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科学皖动物研究所寄生虫研究组等 1979 家畜 

家禽的寄生线虫 科学出)；匣社 北京 25—31。 

【2】 昊敏孵等 1965 中国家畜寄生蟪虫韧步调查 l-华 

求地区 动物学报 l7(1)：6，一"。 

【3] 抒平等 1997 甘肃省黄牛吸吮线虫的研究包括三新 

种的描述 畜牧兽医学报 2(1)：7--i4。 

【{] 橡男南等 1965 动物寄生虫学 上册 高善教育出 

扳社 7—2； 

【5] 王增贤等 1985 结嗅吸吮线直成虫和初产蚴扫描电 
镜的j掘蔡 安敷医学院学报 加0)：l—4。 

【6】 —— 塘B5 结膜驶晚线虫生物学特 征 艮对 家 兔致 

病性的实验观寮 寄生虫学与寄生 虫 病 杂志 3(2)： 
l2B一 13O。 

【7】 Adzono N et al 1976 Thda~a c~IZipacd~from m  
4nd dog in kyoto and its Sca,n~ing Electron M icros- 

copy Jap．J．Parasiro1．29(5)：402~ 108 

【目】 Tomlta s 1977 Ultza~tructural studies of edelt male 

Tltel~ a callipaeda Scanaiag Elect~on M icroscopy 

Jap, ParasitoL 26(2supp1)：49 

(上接第 48页) 

进行实验时，各种实验条件应加以严 格 控 制。 

本文报道的检测项 目的参数大 部 分 与 文献 报 

道Utl的数值接近 ，雌雄之间无显著差别，担红、 

白细胞计数略高于文献报道值。 

鉴于毕格狗来源受限，动物数少，仅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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