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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是以几何级数增长，不是正态分布，难以进 

行统计学分析，因此先对 RCI及 LPG取对数， 

之后才用最小显著差法进行统计学检验。 

2 结 果 ． 

本实验发现猪、猫旋毛虫在小鼠的 RC1分 

另4为 377、58±294、83、119、06±79、52；LPG分 

另 为 5960、88±5124、64、1613．41±979．72。 

取对数以后经统计学处理，其结果见表 1。 

衰1 猪、猫旋毛虫RC|趸LPG取对数值后的 

统计学分析衰 

从上表可知，猪、猫旋毛虫在小鼠的 RCI 

和LPG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猪旋毛虫 

的 RCI和 LPG更高。但两株对小鼠均易感。 

3 讨 论 

我国的旋毛虫一直被认为是旋毛形线虫 

(Ts)，国外亦有人如此认为【4】。Klassn_5 用限 

制性酶切片段多态性(RFLDs)方法对比不同宿 

主的旋毛虫成虫，发现家畜与野生宿主体内旋 

毛虫具有不同带型．而从加拿大不同地区猪体 

得到的虫体，其 RFLDs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在 

进行虫种分类时，宿主的差异将 比地区差异更 

具显著性意义。Pozio 和 La RosaD]先后对毛 

形属分类研究的结果提示，Ts的宿主为家畜型 

(主要是猪体)．Tna的宿主为森林哺乳动物(包 

括犬科和猫科食肉类动物)。孙庆显H】经繁殖 

力指数分析又指出．我国猪体旋毛虫在小鼠的 

RCI为 109．9±64．1与 Ts(参考国外学者)的 

94—282相符，犬体旋毛虫在小鼠的 RCI为 

72．4±51．9与Tha(参考国外学者)的29—143 

相符。本实验研究了猪体与猫体旋毛虫在小鼠 

的RCI，证实猪体旋毛虫 RCI与Ts的RCI相 

符，并发现猫体旋毛虫 RCI也与 Tna的 RCI相 

符，以上结果与何忠平【8· 对我国不同宿主和／ 

或地区的旋毛虫分离株限制性酶切片段多态性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也与张月清_1。 我国旋毛虫 

分离株同工酶分析结果相一致。综合 以上 

RCI、同工酶及 RFLDs三方面研究结果，提示 

我国旋毛虫很可能存在两群，以猪(家畜)为主 

要宿主的Ts，和以犬科、猫科食内动物(森林哺 

乳类动物)为主要宿主的 Tna。同时说明 RCI 

做为一个生物学指标，在旋毛虫的虫种鉴定中 

具有重要意义。 

本实验中所用样本较小．并由于小鼠的个 

体抵抗力差异．所得 RCI的标准差较大，如使 

用大样本可能使结果的精确性及显著性得到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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