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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到 9()年代初 由于养免被国家科委列为 

“八七 扶贫攻坚项 目，仅中国农业大学兽医寄 

生虫学研究室就申请到农业部攻关项 目、博士 

点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等 3项课题，因此他们在 

兔球虫生物学特性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同 

行专家认为其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 

最近几年关于免球虫方面的国家级研究课题没 

有一项，因此进一步研究则无从谈起。 

2 我国免球虫的种类及其分布 

免球虫种类的调查是防治免球虫病的最基 

础工作，我国最早始于张奎(1935．1938)对山东 

免球虫种类的调查，其后许绶泰(1955)对兰 州 

地区；刘仲康 (1957)对成都地区；裴锡庚 、石恃 

学(1957)对 川西地区；江静波、廖 月霞⋯对广 

州地区、垒炳昭 (1963)对江西省，孙希达u 对 

西安地区家兔球虫的种类相继进行 了研究和调 

查。1976年广西兽 医研究所对该地区家兔球 

虫种类进行调查。80年代开始免球虫种类调 

查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始．蒋金书等 3 对北京、 

陈福强等L| 对昆明，施宝坤等 1对江苏 ；洪凌 

仙等(1984)对福建．白启等_6 对兰州；宁长 申 

和刘维忠_7 对河南。几乎全国每一个省、市、 

自治医的家兔球虫种类均开展了调查。也可以 

说只要哪个地区养兔哪个地区的兔就有球虫寄 

生，如高海拔地区(西藏)、热带地区(海南)、偏 

远广阔的新疆均发现有兔球虫。目前我国发现 

的免球虫有艾美耳属 16种，等孢属 1种，分述 

如下(统计 27篇论文)： 

斯氏艾美耳球虫 Eimeria stiedai(Lindeman， 

1865)Kisskah and Hartman，1907。又称 肝球 

虫，该种最常见，寄生于肝脏胆管上皮细胞内， 

致病性强、危害大的一种球虫。全 国各地出现 

额度 100％，平均感染率 24．2％。 

穿孔艾美耳球虫 Eimeria perforans(Leuckart， 

1879)S1uiter and Swellengrehel，1912。致 病性 

弱．为常见种，寄生于小肠上皮细胞。全国各地 

出现频度为 96．1％，平均感染率 53．8％。 

兔艾美耳球虫 Eimeria leporis Nieschulz，1923。 

该种不常见，此种为白启等(1985)首次在家免 

体内发现，仅见于兰州和宁夏地 区 全国各地 

出现频度 7．6％ 感染率 3 3％。 

大型艾美耳球虫 Eimeria magna Perard，1925。 

该种较常见，致病性较强，寄生于小肠中下段。 

全国各地出现频度 100％，平均感染率 22．8％。 

中型艾美耳球虫 Eimeria media Kessel，1929。 

致病性弱，寄 生于空肠和十二指肠。全国各地 

出现频度 96 1％，平均感染率 37．21％。 

无残艾美耳球虫 Eimeria irresidua Kessel and 

Jankiewicz，1931。该种致病力较强．寄生于空 

肠。全国各地 出现频 度 96．1％，平均感 染率 

32．1％ 。 

小型艾美耳球虫 Eimeria“igua Yakimoff。 

1934。寄生于肠道，致病力及生活史不详。全 

国各地出现频度 76．9％，平均感染率 8．0％。 

梨形艾美耳球虫Eimer~piriformis Kolton and 

Pospesch．1934。寄生于小肠和大肠，致病性较 

强。全国各地 出现频度 96．1％。平均感染率 

25．7％ 。 

雕斑艾 美耳 球 虫 Eimeda sculpta Madsen， 

1938。此种卵囊极少见，国内仅自启(1985)在 

兰州地区发现该种存在。全国各地 出现频度 

3．8％ 。 

黄艾美耳球 虫 Eimeria m t n Marotel and 

Gmhon，1941。该 种致病力极强．寄生于空肠、 

回肠、盲肠、结晒。该种在兰州、福建、广州、河 

南、昆明、宁夏、陕西、新疆、山西、浙江等地均有 

发现。全国各地出现频度为 38．5％，平均感染 

率 28．8％。 

新兔艾美耳球虫 Eimeria neoteporis Carvalho， 

1942。寄生于回肠和盲肠，具有轻度至明显的 

致病性。全国各地出现频度为 46．1％．该种见 

于安徽、福建、河南、吉林、昆明、兰州、宁夏、山 

西、西藏等地。平均感染率 6．2％。 

长型艾美耳球虫 Eimeria elongate Marotel and 

Guihon，1941。致病性 弱，寄生于小肠．生活史 

不详。全国各地出现额度为 23．1％，平均感染 

率 4．67％．该种见于安徽、河南 、江苏、陕西、浙 

江等地。 

盲肠艾美耳球虫 Eimeria coecicola Khei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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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寄生于小肠后部和盲肠，致病力 轻微。 

在全国各地出现额度 为 92．3％．平 均感染率 

l8．64％ 

肠艾美耳球虫 Eimer~ intestinalis Kheisin， 

1948。该种致病 力极强，寄生于小肠后段和大 

肠。该种在全国各地 出现频度 为 73．1％。平 

均感染率 21．25％。 

松林艾羹耳球虫 Eimeria matsubayashii Tsun． 

oda，1952。有一定致病力，寄 生于回肠。该 种 

在全国各在出现频度为 34．6％，见于河南、江 

苏、兰州、宁夏、山西 、陕西、西藏、浙江等地。平 

均感染率 2．5％。 

纳格浦 尔 艾美 耳 球 虫 Eime~a nagpurensis， 

Gui!and Ray，1960。致病性和生活史不详。该 

种在全国各地出现频度为 30．8％，见于河南、 

江苏、昆明、山西、陕西、山东、西藏等地。平均 

感染率 1．7％。 

大孔等孢球 虫 Isospora gigantmicropyle林孟 

初，1983。发现于江苏省的兔球虫一新种 】。 

上述所发现的兔球虫各种，个别种是否 为 

独立种尚有争议，如 E．matsubayashii，kheysin 

(1972)认 为此 种 不可 靠；E．ezig“口，Kheysin 

(1972)认 为是 穿孔艾美耳球虫 的 同物异 名； 

Levine(1973)认为 E．幽 胆 与 E．neoleporis 

为同物异名。这些有待内生发育史的详细研究 

才能澄清。 

3 兔球虫 内生发育史及各阶段虫体超 

微结构在我国的研究 

3．1 E．stiedai为唯一寄生于家兔肝胆管的球 

虫，为公认的致病性较强的兔球虫。体外脱囊 

试验发现子孢子脱囊初期，即斯 氏体离去和子 

孢子脱出之前，孢子囊余体 已分散到整个孢子 

囊，呈颗粒状，运 动性 强。第一个子孢子脱出 

后，余体颗粒密集于第 2个子孢子周围，活动剧 

烈。脱囊完成后，余体颗粒集中于孢子囊钝端 

形成圆球状体，周 围似有膜，失去活动性。 】。 

E．stiedai感染机体后子孢子从肠腔到肝 内胆 

管上皮细胞的移行，索勋等[10 3提出子孢子系进 

入肠固有层淋巴管、肠系膜淋巴结、经乳糜池转 

入血循环，由肝动脉至汇管区胆管周毛细血管 

丛并 由此处侵入胆管上皮细胞。次要途径为子 

孢子进 入肠固有层静脉管，经门脉至汇营 区小 

叶间静脉，侵入胆管上皮细胞 我国台湾学者 

rrsai和 Wangl1 发现 E stiedai感染家兔后子 

孢子分布在肝门脉系统和十二指肠。子孢子以 

自由的方式或在单核细胞内(巨噬细胞)迁移到 

肠系膜淋 巴结和肝脏。子孢子在胆管上皮细胞 

内从基底部向顶膜迁移并开始裂殖生殖 提出 

子孢子经淋巴结(主要)和肝门脉系统(次要)到 

胆管上皮细咆的移行途径。上述两位研究者其 

结果基本一致，只是前者借助的实验技术更先 

进，观察及论述更详尽。 

关于 E． a 内生 发育 过 程，索 勋 等 

(1991)和 Wang与 Tsai【lz]将其裂殖生殖划 分 

为 4代，每 1代的发育时间两位作者的观察结 

果也非常一致。2～3DAI(Daysafter infection) 

(感染后第 2～3天 )在胆管上皮细胞内发现子 

孢子。4～5DAI发现第 1代裂殖体，含 2～4个 

裂殖子；6～10DAI发现第 2代裂殖体，含 4～8 

个裂殖子 ；8～10DAI发现第 3代裂殖体，含 8 
-- 20个裂殖子。lO一27DAI发现第 4代裂殖 

体，含 20--50个裂殖子。11DAI开始前配子体 

时期。13DAI发现成熟配子体 15DAI卵囊开 

始排 出。两 位 作 者 的 研 究 结 果 均 修 改 了 

Pellerdyl1 对裂殖生殖划分为 6代的结论。E． 

stiedai内生发育过程 中，索勋等 首次发现裂 

殖生殖具有多态现象，即裂殖体以多态方式产 

生下代裂殖子。 

3．2 E．intestinalis为家兔肠道球虫的强致病 

种之一。殷佩云等【15, ]，刘群等 将单卵 

囊分离技术应用于哺乳动物的球虫研究，并利 

用药物控制和消毒措施成功地培育出无球虫 

兔，从而获得 E．intestinatis的纯感染。通过对 

内生发育史研 究发现裂殖体和裂殖子 的多型 

性 ，并 将 裂 殖 生 殖 划 分 为 4代，修 正 了 

Cheissin[2~3认为其三代裂殖生殖的观点。发现 

裂殖体有大 、中、小三种类型及含 2个裂殖子的 

小裂殖体，感染后 36--240小时，见到粗细两种 

类型的裂殖子，粗型裂殖子有 1～8个核，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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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殖子 多为一 个桉 裂殖 生殖 主要寄生于宅 

肠、回畅；仅在 216小时曾在蚓突的个别绒毛和 

腺上皮细胞内见有裂殖体 】 

E intestinalis子孢 于侵入过程属被动吞 

噬，需要 白细胞协助．然后被转运到畅腺柱状细 

咆内进行第 l代裂殖生殖．第 l代裂殖子的侵 

入亦有白细胞的参与，但主要以主动侵入方式 

进入宿主细胞。首次提出大型裂殖体和小型裂 

殖体在不同世代比例不同的观点。也观察到多 

核及双核裂殖子，井在部分双棱裂殖子中见有 

类似弓形虫的内生发育，发现裂殖子 内有许多 

折光体及半透明空泡_1 。 

肠艾美耳球虫的配子生殖阶段寄生于空肠 

和回肠；配子体最 早出现 于感染后 180小时； 

216小时和 264小 时，绒毛上皮和腺上皮细胞 

内多为配子体、合子和卵囊所取代。卵囊最早 

见于感染后 216小时，大量见于感染后 264小 

时。首次观察到 中期配子体，表面高低不平，密 

布大小不等的凸起，透射 电镜观察系由于成熟 

的成囊颗粒 I紧贴于大配子限制膜下造成，观 

察到发育中的大配子的泡内小管显著多于成熟 

大配子的泡内小管，与虫体表膜相连或与带虫 

空泡膜相连。这些泡内小管的功能可能是运送 

营养物质和排出代谢废物。首次发现两种成囊 

颗粒几乎同时开始形成，成熟的成囊颗粒 I紧 

贴于大配子限制膜下并向外突出。扫描 电镜下 

可见大配子的表面密布半球形突起，系成囊颗 

粒 I凸于限制膜下所致，与透射 电镜的观察一 

致。这种现象尚未见于其它球虫“ ]。 

肠艾美耳球虫的小配子体在宿主细胞的带 

虫空泡中发育。首次观察到一个成熟配子体含 

近千个 小配子的现象 ；发现小配子体的形成过 

程中，其核的变化显著地异于其它种球虫。发 

现早期小配子体内存在中心粒和多核配子体限 

制膜上的微孔；并发现小配子腹侧有一组微管， 

小配子体带虫空泡内小管以及由小配子体逸出 

的线粒体和基质小体，顶体的形成是在小配子 

发生之初，几乎与鞭毛的发生同时进行_1 

3．3 E． nⅢ cP s 曾 为 一 有 争 议 种 

Pellerdy 13 J认 为是 E media 的 同 物 异 名； 

Soulsby 则不承认该种的存在；-N'orton等 

重新描述过此种． 并对其生活 史及致病 力做了 

研究。王维等[23。 利用单卵囊技术获得纯种， 

并通过内生垃育史及各阶段虫体的超微结构的 

研究，确认了该种的存在。电镜研究结果表明： 

E 舳 ws n 大配子发育在盲呖和结 腑腺上皮 

的带虫空泡内进行。大配子发育过程中出现两 

种成囊颗粒(WFBI和 WFBⅡ)且 WFBⅡ先于 

WFBI出现。其带虫空泡 中有被膜空泡存在。 

首次观察到被膜空泡从虫体表面脱落的现象。 

此外，还发现 1例大配子体在宿主细胞核中发 

育的现象。在 E．fla-oescens小配子体有典型的 

微孔存在，认为是虫体 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的 
一 条途径 带虫空泡内的泡内小管发达，散布 

于小配子之间。泡内小管可能也是虫体获取营 

养的另一途径。小配子体在核分裂完成后直接 

分化出小配子。小配子分化阶段其核上方出现 

中心粒，同时限制膜连 同核线粒体向带虫空泡 

中突出，进而 中心粒的 中央微管消失转变成基 

粒，二根鞭毛粒长出，突入带虫空泡，核的致密 

部进入小配子而成为小配子的核。 

E
—  nw 卵囊的形成部位是 圆小囊、 

盲肠基部、蚓突、结肠。张龙现 等 首次提出 

卵囊的主要形成部位是盲肠基部，确认圆小囊 

也是卵囊的形成部位。 

4 兔球虫各 阶段虫体的细胞化学及感 

染机体血液生物化学在我国的研究 

E stiedai内生发育阶段第 2代裂殖体、大 

配子体、大配子、合子、未孢子化卵囊和子孢子 

内存在多糖。脂肪存在于第 2代A型裂殖体、 

大配子 、合子 、未孢子化卵囊及子孢子内；整个 

内生发育 阶段的虫体和子孢子均含有蛋白质。 

两型裂殖体、大小配子体 、合子和子孢子内均有 

Feugan反应阳性的 DNA存在，而 RNA存在于 

整个内生发育阶段和子孢子 内。内生发育阶段 

虫体和子孢子均有 ACP(酸性 磷酸酶)和 SDH 

(琥珀酸脱氢酶)，然而 AKP(碱性磷酸酶)只存 

在于内生阶段，子孢子缺 乏。组织化学证 明． 

E．stiedai孢子囊余体含有多量的多糖、脂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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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同时发现孢子囊余体有较强的 ACP活 

性 【 。 

E stiedai感染免后肝 糖元从 8DAI开始 

减少，13DAI以后耗尽。4～5DAI ACP出现异 

常，8～9DAI达高 峰，7DAI ACP反 应增 强， 

6DAI SDH 出现 明显 变 化。这 些酶 的 变 化 

12DAI有所缓和。 自然感染病例酶的反应亦呈 

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表明在感染后第 1周 内肝 

细胞膜及细胞器已遭受损伤，这是临床病理变 

化的直接原因【2 。 

我国台湾学者 Wang等_2 发现 E stiedai 

感染过程 中血清丙氨酸转移酶、天冬氨酸转移 

酶、碱性 磷酸酶、总胆红索 以及 一谷 氨酰转移 

酶增加。感染兔出现低血糖、蛋 白血症和血红 

蛋白减少。 

PAS苏木素法、PAS-AO法、AO法 和 HE 

染色法对 E．stiedai各阶段虫体 比较染色后表 

明：PAS-AO法染出的子孢子折光体浅黄色，胞 

质兰绿色，容易与周围组织和血细胞相区别，用 

PAS-苏木素法染出的裂殖子和裂殖体的核 和 

虫体内的多糖都很清晰，容易辨认。因而认 为 

显示子孢子用 PAS-AO染色法效果比较理想， 

而显示裂殖体和裂殖子以 PAS．苏木素法较好。 

(张伟薇，1990)。 

E．intestinalis内生发育不同时期的多糖 

分布和含量经 PAS染色方法显示后表明：大型 

滋养体、大配子、卵囊(台子含多糖丰富、卵囊壁 

也有多糖)均有多糖分布，其余如小滋养体、大 

配子体、小配子体、小配子未检出多糖。E． ． 

testinalis裂殖生殖时期多糖最早 出现于滋养体 

内。不同于文献报道的其它多种球虫的多糖细 

胞化学研究结果。E intestinalis裂殖体 内的 

多糖主要分布在裂殖子细胞核后部，核前有少 

量。经与文献报道及所作鸭球虫的结果相比 

较．提 出不同种属 的球虫多糖的分布位置有所 

不同的观点L29 3。 

E．m w s感染家兔后 7DAI兔血清总 

蛋白、血清白蛋白开始降低，10DAI与对照组差 

异显著，,a2和 球蛋白增加 ；48小时饥饿组则 

变化不显著(王维等，1992)。 

5 兔球虫致病性 及病理学变化在我国 

的研究 

E．stiedai的寄生导致幼兔严重死亡。在 

肝脏表面有许多直径 0．1到 0 5em 散在的白 

色结节以及肠腔中出现暗绿色粘性渗出物。组 

织病理学变化包括有不同发育阶段球虫在肝 内 

胆管上皮寄生。管腔 中可以见到卵囊，具有炎 

性细胞渗出的肉芽组织包围着胆管。而人工感 

染试验表明 0～10DAI肝脏以肝细胞弥漫性变 

性和细胞浸润为主．10DAI后则以纤维组织和 

胆管增生为主乜 。E．stiedai的致病性与卵囊 

数量和宿主年龄密切相关。 

兔球虫发病规律研究表明混合型(含 6种 

艾美耳球虫)免球虫卵囊按 lOOg体重 6×10 ～ 

7×10 个 卵囊感 染家 兔，死 亡率 为 60％ ～ 

75％；肠型艾美耳球虫，每 lOOg体重按 3×10 
～ 5×10 个 卵囊感 染 家兔，死 亡率 70％ ～ 

100％；肝型球虫每 100g体重按 5×10 个卵囊 

感染家兔，病 程长，肝病变严重．肝重 比正常大 

4～5倍。感染后 6～12天卵囊数 目逐 渐增加 

达到高峰，而死亡时间也是 6～11DAI达到高 

峰，9DAI最多．占 23．6％，12～23DAI逐渐停 

止 【圳 。 

纯种 E．intestinalislO×10 卵囊能引起严 

重的临床症状。病兔 6DAI开始 出现 临床症 

状，9DAI出现腹泻和死 亡，死 亡高峰为 10～ 

13DAI。感 染 100× 10 个 卵 囊 死 亡 率 达 
100％【0“。 E

． 肋 Ⅲ ∞ 5 2×100个纯种卵囊即 

可引起 2月龄无球虫兔呈现临床症状及组织病 

理学变化[ 。E．magna 10 ，10 个纯种卵囊 

感染 5周龄无球虫兔后 4～8天体重明显下降， 

并有死亡L∞j。 

E．intestinalis感染后引起兔空肠后段、回 

肠直至 回盲口，大约 28～116cm肠段有 明显病 

变，回肠最重。肠绒毛变粗变短，上皮细胞和肠 

腺上皮细胞内含大量的裂殖体 。粘膜上皮细胞 

出现凝固性坏死，腺细胞内有大量卵囊、大小配 

子和残存的宿主细胞核。发现最为严重的病理 

变化出现于感染后 216～264小时。首次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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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了发育 史过程中虫体侵害肠上皮细胞的变 

化_3 。E． 口口 ，j 感染 引起兔空肠、回肠、 

盲肠、结肠均有组织学病变，尤其盲肠病变最严 

重，几乎所有肠腺细胞均有大配子 、合子或卵囊 

寄生。极大程度地破坏 了肠腺上皮细胞．肠粘 

膜表面形成假膜，为杯状细胞分泌旺盛所致。小 

肠肠绒毛萎缩、变短，有的肿胀；大肠肠粘膜表面 

的纵行皱折萎缩。进一步证 明 E mt— m 的 

强致病性 。E．mngna主要寄生于 空肠后 

段、回肠及盲晒尖部。绒毛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隐窝不同程度拉长 这些变化同时伴有不同程 

度的水肿、充血 、出血及炎性细胞浸润。11DAI 

绒毛开始恢复．19DAI基本恢复正常。认为第 

2代裂殖子破坏上皮细胞是体重下降始端。其 

次卵囊排 出的潜隐期与感染程度有关，即高剂 

量感染组卵囊出现的早。再次确认 E．magna 

致病主要是 由肠绒毛破坏导致 吸收障碍．产生 

毒素和杆菌侵入造成的结果 J。 

6 兔球虫的免疫机理及免疫预防 

Wang等_2 制备 卵囊抗原 (O—Ag)和子孢 

子抗原(sz—Ag)，对实验兔经 口感染 5千或 5万 

个 E．stiedai孢子化卵囊．O-Ag和 Sz—Ag分别 

在 23～25DAI和 7～12DAI应用琼脂免疫扩散 

试验检测到抗 体反应。应用 ELISA在 7 DAI 

检测到针对 Sz诅g的抗体反应．在 15DAI检测 

到针对 Ag的抗体反应。 

张龙现等[333应用 ELISA检测家兔肠道球 

虫孢子化卵囊感染无球虫兔后血清特异性 laG 

的动态变化规律。发现 E．flavescens孢子化卵 

囊感染后 15天可检测到血清 I 抗体，25天 

左右血清 IgG抗体达 到高峰。大剂量攻虫后 

血清 G抗体明显升高。孢子化卵囊的抗原 

性更强，更适于作为ELISA包被抗原。 

研究了 E _，2d s 活虫苗不同免疫程序 

的免疫保护性。发现加倍递增剂量免疫效果更 

好．优于均 等高剂量免疫 和均等低剂量免疫。 

卵囊减少率达 86．7％。血清特异性 IgG变化 

与保护率无明显相关性 。 

7射线辐射可以降低 E．stiedai的致病性． 

同时也减弱其免疫原性．萁程度取决于免疫剂 

量。家免两次接种 7射线致弱的 E．stiedai孢 

子化卵囊后可获得至少 3个 月的坚强免疫，7 

射线辐射致弱该球虫的致病力，两次接种优于 
一

次接种(0．0l<P<0．05)，免疫保护力可 由 

血清被动转 移给易感家兔，抗体消长与免疫保 

护力之间有一定相关性(潘亚生．赵孝民，1986； 

有祥庆、潘亚生，1992)。然而，射线辐射致弱球 

虫疫苗尚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射线 

辐射球虫卵囊并非致弱而是杀死了部分卵囊， 

使接种剂量降低，因此动物免疫后不发病而产 

生免疫力。但 Jenkines等 筛选出 7射线辐 

射堆型艾美耳球虫、柔嫩艾美耳球虫和巨型艾 

美耳球虫的最适剂量，即不影响子孢子侵入肠 

上皮细胞或对随后攻虫感染保护性免疫反应的 

产生，但裂殖生殖发育受到抑制，说明仍有致弱 

作用。因此，该同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刘环等 研究了不同 日龄家兔感染晒遭 

球虫后，圆小囊绒毛粘膜上皮 间淋巴细胞和杯 

状细胞以及圆顶两侧粘膜上皮间淋巴细胞和杯 

状细胞的数量变化情况，认 为这两种细胞通过 

特异性免疫机制和非特异性免疫机制参与并调 

节肠道 局部免疫机制，提出圆小囊局部细胞免 

疫机制可能在机体抗球虫免疫中起着非常重要 

作用。 

7 小 结 

7．1 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我国兔球虫 

的种类(艾美耳属 16种．等孢属球虫 1种)．分 

布及感染情况，流行规律。 

7．2 提出 E．stiedai感染家兔后子孢子的移 

行途径有主 (经淋 巴结 )、次 (经肝 门脉系统)2 

条，发现 E．~iedai内生发育过程 4代裂殖生 

殖．修正了国外学者 6代裂殖生殖的结论，筮现 

了 E．stiedai裂殖生殖的多态性以及裂殖体和裂 

殖子的多型性。研究了E．stiedai各阶段虫体的 

细胞化学及感染机体的血液生化指标的变化。 

7．3 将 E．intestinatis裂殖生殖划分为4代修 

改了国外学者提出的 3代裂殖生殖的观点，发 

现了裂殖体及裂殖子的多型性．提出大型裂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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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小型裂殖体在不同世代 比例不同的观点。 

绽现子孢子侵入属被动吞噬，需白细胞协助 ；裂 

殖子以主动侵入但亦有白细胞协助的现象。研 

究了 E intestin“lis各阶段虫体的超微结 构并 

有新的发现。 

7．4 通过 内生 发育及超微结构研 究确定 E 

“w 为一独立种．观察了内生发育各阶段 

虫体的超微结构，并对 E m — ff#t$寄生部位 

进行了观察以及E．加 免疫原性、免疫程 

序、IgG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提出 IgG抗体水 

平的变化与免疫保护率无明显相关性。 

7．5 对兔球虫卵囊混台感染及纯种卵囊感染 

的发 病规律 进行了探讨。研究 了 E． 、 

E intestinalis、E f2a rdesce?ts、E．t#?agna的 致 

病性及感染后引起的病理变化。 

致谢 本文承蒙孔繁瑶教授指导并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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