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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60年来袁 由于政府高度重视袁 积极
开展防治工作袁 我国在防治蠕虫病方面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重大成就遥 丝虫病曾在我国 16个省 (市尧 区) 流
行袁 病例数约 3 099万袁 经过大面积采用乙胺嗪 渊商
品名海群生冤 药盐普服防治丝虫病的技术措施袁 使丝
虫病得到有效的控制袁 并于 2008年宣布全国消除丝
虫病[1]遥 在我国长江以南的 12个省尧 市和自治区流行
的日本血吸虫病袁 通过大力防治袁 先后有 5 个省
(市尧 区) 达到传播阻断标准袁 在 448 个血吸虫病流
行县 (市尧 区) 中袁 已有 271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袁
72个达到传播控制标准袁 病例总数约 67万 [2]遥 在其
他蠕虫病方面袁 我国于 1988-1992年进行第一次全国
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时袁 全国寄生虫的总感染率为
62.6%袁 其中肠道线虫感染率为 59.0%袁 而且以蛔虫尧
钩虫和鞭虫的感染率较高袁 估算全国感染人数分别约
为 5.31亿尧 1.94亿和 2.12亿袁 共计 6.46亿 渊含多重

感染冤[3]遥 由于大力开展防治工作袁 至 2001-2004年进
行第二次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袁 蠕虫的总
感染率已降至 21.7%袁 其中肠道线虫感染率为钩虫
6.1%尧 蛔虫 12.1%和鞭虫 4.6%袁 估算全国感染肠道
线虫的人数为 1.29亿遥 但在此期间内袁 我国华支睾
吸虫感染率却明显上升袁 特别是广东尧 广西和吉林的
感染率分别较第一次全国调查上升了 182%尧 164%和
630%袁 估算的华支睾吸虫感染人数高达 1 249万[4]遥 故
华支睾吸虫感染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

重要食源性寄生虫病遥 此外袁 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
人兽共患病要要要棘球蚴病系由棘球绦虫中绦期所引

起袁 严重损害人畜健康袁 据估算我国目前棘球蚴感染
人数约 38万遥 由此可见袁 我国在蠕虫感染的防治方
面虽已取得重大进展袁 但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遥 在防治
过程中袁 除组织领导和各种防治措施外袁 药物治疗和
药物研发是整个防治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尧 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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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线虫药物

1.1 抗肠道线虫药物 肠道线虫主要是指土源性线

虫袁 即蛔虫尧 钩虫尧 鞭虫和儿童感染的蛲虫遥 在 20
世纪 70年代以前袁 我国治疗肠道线虫的药物主要是
山道年尧 苦楝皮尧 使君子尧 土荆芥油尧 己雷琐辛尧 四
氯乙烯尧 氯仿蓖麻油尧 一溴二萘酚和灭虫灵等遥 这些
药物的抗虫谱窄尧 疗效差和有显著的不良反应遥 虽然
哌嗪早已在我国广泛应用袁 但主要用于蛔虫感染的治
疗遥 自 6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中期袁 国外先后研制了
噻嘧啶 渊双羟萘酸盐冤尧 左旋咪唑尧 甲苯达唑和阿苯达
唑咱5暂 渊后来被WHO列为抗肠道线虫的基本药物冤袁 我
国分别于 1972尧 1972尧 1974和 1979年仿制了这些药
物袁 通过药理和毒理试验后投入生产袁 应用于临床治
疗袁 特别是第一次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后袁 许多
省 渊市尧 区冤 开展在农村和在中尧 小学普服驱虫药袁
并结合健康教育和粪便管理的综合防治措施袁 通过近
10年的大力防治袁 蛔虫尧 钩虫和鞭虫的感染率与第
一次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的结果相比袁 分别下降
了 71.3%尧 60.7%和 73.6%袁 感染人数减少了 8.08亿袁
表明我国在土源性线虫感染的防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

成就咱4暂遥
上述 4种药物都是广谱驱虫药袁 对蛔虫感染均有

较好的疗效曰 对钩虫感染的疗效以阿苯达唑为较好袁
噻嘧啶和甲苯达唑次之袁 而左旋咪唑则较差曰 对鞭虫
感染的疗效以甲苯达唑较好袁 阿苯达唑次之袁 而噻嘧
啶则无效袁 但奥克生太渊酚嘧啶双羟萘酸盐冤对鞭虫有
较好的疗效袁 而对其他肠道线虫的疗效差遥 阿苯达
唑尧 甲苯达唑和噻嘧啶对蛲虫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袁
而前两者对旋毛虫感染亦有效遥 国内在应用上述 4种
药物的过程中袁 根据各种药物驱虫的特点袁 又研制了
一些新剂型或复方制剂袁 以期增效和减轻不良反应袁
如甲苯达唑糖片渊甲糖片冤尧 复方甲苯达唑片尧 复方阿
苯达唑片 渊赛斯特冤和复方噻嘧啶 渊噻嘧啶鄄酚嘧啶合
剂冤遥 所有这些药物的生产和应用袁 在我国防治肠道
线虫感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遥 另一广谱抗蠕虫药物伊
维菌素已在我国生产袁 对蛔虫和鞭虫均有较好的疗
效袁 对钩虫则几乎无效袁 但国内未用于临床治疗袁 主
要是作兽药用遥
我国在仿制国外的抗肠道线虫药物的同时袁 还立

足于自主发展新药袁 创制了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独立
知识产权的广谱抗肠道线虫新药三苯双脒袁 并于
2004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
书和生产许可证咱6暂遥 目前该药已由山东新华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遥 该药对实验动物的巴西日本圆线虫尧
美洲钩虫尧 犬钩虫尧 犬弓蛔虫尧 鼠蛲虫尧 旋毛虫尧 粪

类圆线虫尧 鸡的节片戴文绦虫尧 楔形变带绦虫尧 华支
睾吸虫尧 麝猫后睾吸虫尧 卡氏棘口吸虫及人的带绦虫
等 13种线虫尧 绦虫和吸虫有效咱6袁7暂遥 根据域期和芋期
临床比较观察袁 一次顿服三苯双脒 0.4 g对单纯美洲
钩虫感染袁 或美洲钩虫与十二指肠钩虫混合感染的治
愈率分别为 85.7%和 89.8%袁 显著高于顿服阿苯达唑
0.4 g的 65.5%和 71.1%曰 三苯双脒 0.3 g顿服对蛔虫感
染的治愈率为 96.0%袁 与顿服阿苯达唑 0.4 g的 98.1%
相仿曰 儿童蛲虫感染一次顿服 0.2 g三苯双脒的治愈
率为 81.6%袁 若每天服 0.2g袁 连服 2d袁 治愈率为 97.1%袁
与甲苯达唑相同剂量疗程的 97.5%相似遥 三苯双脒对
鞭虫的疗效差袁 即每天顿服 0.4 g袁 连服 3 d的治愈率
仅为 33.3%袁 显著低于阿苯达唑相同剂量疗程的 56.1%遥
受治患者对三苯双脒的耐受性好袁 血尧 尿常规检查袁
肝尧 肾功能和心电图检查均无明显异常袁 主要的不良
反应为轻微和短暂的头晕尧 头痛尧 眼花尧 恶心尧 呕吐
和腹泻等袁 不良反应率为 6.0%渊33/533冤袁 明显低于
阿苯达唑的 9.3%渊34/364冤咱6暂遥 在郁期开放临床观察
中袁 1 292例为感染肠道线虫的成人患者袁 顿服三苯
双脒 0.4 g或 0.3 g渊单纯感染蛔虫冤袁 对钩虫的治愈率
为 86.4%袁 对蛔虫的治愈率为 95.0%咱8暂遥 另有儿童患
者为 899例袁 顿服三苯双脒 0.2 g袁 对钩虫和蛔虫感
染的治愈率分别为 82.0%和 90.1%袁 而对鞭虫感染的
治愈率为 36.8%咱9暂遥 治疗期间成人与儿童患者的不良
反应率各为 3.3%和 1.6%遥
1.2 抗丝虫药物 治疗丝虫病的有效药物主要是乙

胺嗪遥 我国于 1953年即开始生产该药袁 在丝虫病的
防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遥 与此同时袁 我国科学工作
者还研制新药袁 合成了呋喃嘧酮袁 经动物和临床观
察袁 证明该药对班氏丝虫病和马来丝虫病均有很好的
疗效袁 但由于呋喃嘧酮有致畸和致突变作用袁 故未作
进一步发展遥 此外袁 根据国外用含 0.1%乙胺嗪药盐
渊即含 0.1%乙胺嗪的食盐冤 降低小范围疫区微丝蚴率
的经验袁 开展相关现场研究袁 确定了以消灭传染源为
主导的防治策略袁 在丝虫病流行区推广 0.3%乙胺嗪
药盐普服袁 有效地控制了丝虫病遥 并于 2006年通过
了国际消除丝虫病认证委员会的审核袁 全部达到了消
除丝虫病标准遥 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现有丝虫病
流行的国家中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现消除丝虫

病目标的国家遥

2 抗吸虫药物

2.1 血吸虫病

2.1.1 锑剂 咱10袁11暂 至20世纪 50年代袁 酒石酸锑钾渊PAT冤
仍然是治疗人体埃及血吸虫病尧 曼氏血吸虫病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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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的唯一有效药物遥 PAT需静脉注射袁 总剂量
为 25 mg/kg袁 疗程 20 d袁 治愈率约为 70%袁 但 PAT
有严重突发的尧 可使受治患者死亡的心脏毒性反应
渊阿鄄斯综合症冤和肝脏毒性反应遥 1956 年后曾试用
PAT总剂量分别为 16 mg/kg 的 7 日疗法和 12 mg/kg
的 3日疗法袁 但不良反应严重袁 疗效差袁 故急需发展
低毒尧 高效的新锑剂遥 我国科研工作者合成了不同类
型的锑化合物进行动物筛选试验袁 观察到多种锑化合
物的疗效与 PAT相仿袁 但进入临床试用的仅有葡萄
糖酸锑胺尧 二巯基丁二酸锑钠 渊Sb鄄58冤尧 TWSb 渊国
外产品袁 先为二巯基丁二酸锑钾袁 后改为钠盐冤尧 8鄄
羟基喹啉锑和没食子酸锑钠渊锑鄄273冤袁 前三者为肌内
注射锑剂袁 后两者为口服锑剂袁 它们的毒性一般较
低袁 而疗效则较高或与PAT相仿袁 但葡萄糖酸锑胺的
锑含量不易控制袁 Sb鄄58和 TWSb的化学性状不稳定袁
以及一些锑化合物仍可出现锑的典型毒性症状袁 故未
能在临床推广应用遥
2.1.2 非锑类化合物咱11袁12暂 我国研究者先后合成了大
量非锑类化合物袁 不少化合物显示有较好的抗血吸虫
作用袁 其中进入临床试用的有呋喃丙胺渊F30066冤尧 呋
喃双胺 渊F30385冤尧 呋喃烯唑 渊S72055冤尧 副品红
渊pararosaniline冤尧 六氯双酚渊血鄄30冤的单锂盐渊20252冤尧
6鄄溴鄄3鄄甲酸乙酯香豆素 渊20636冤尧 硝唑咪衍生物
S72014和敌百虫等袁 但试用后被批准生产和在临床
应用的仅有呋喃丙胺袁 并被收编入药典遥 此外袁 广谱
抗蠕虫药 渊血防鄄846冤 被发现对血吸虫有效袁 并于
1965年推荐临床应用袁 估计受治者达数百万人遥 最
先系用血防鄄846的 20%麻油制剂治疗袁 虽然治愈率
达 80%袁 但患者难以接受此种制剂袁 故又改用其乳
干粉或细粉片剂袁 每天剂量为 50或 80 mg/kg袁 疗程
各为 7 d和 10 d袁 但治愈率仅 20%耀40%袁 并出现神
经鄄精神方面的不良反应袁 5%耀10%的受治者于治后
出现延迟反应袁 因而随即停止该药的临床应用遥 至于
国外研制的抗血吸虫新药袁 如尼立达唑渊硝唑咪冤尧 硝
硫氰胺和吡喹酮袁 亦于 20世纪 60耀70年代中尧 后期
仿制袁 进入临床试用后袁 尼立达唑因有严重的中枢神
经系统反应和疗效差而弃用遥 硝硫氰胺曾在临床上广
泛应用袁 但不良反应显著袁 而被低毒尧 高效和疗程短
的吡喹酮所取代遥
呋喃丙胺院 系第一个应用于治疗日本血吸虫病的

非锑类化合物遥 20世纪 60年代初袁 呋喃丙胺用于临
床治疗袁 剂量为 2耀3 g/d袁 疗程为 14耀20 d遥 结果发
现该药对急性血吸虫病有很好的退热作用袁 退热时间
为渊6.6依3.5冤 d遥 但慢性血吸虫病患者用呋喃丙胺上述
剂量治疗后 1耀8 个月袁 粪检虫卵转阴率为 4.7%耀

60%遥 不良反应主要是胃肠道刺激症状和一些神经鄄
精神方面的反应等遥 呋喃丙胺在 20世纪 60和 70年
代治愈了一批患者袁 特别是救治了大批急性血吸虫病
患者遥 呋喃丙胺的治愈率较低袁 可能是由于其自肠道
吸收后通过肝脏时大部分已被降解失效袁 周围血药浓
度低袁 以致分布在肠系膜下静脉的血吸虫不易受到药
物的作用遥 因此袁 通过动物试验袁 发展了用对血吸虫
有麻痹尧 肝移作用的敌百虫渊纯度为 99.9%冤袁 肛栓或
肌注敌百虫合并口服呋喃丙胺治疗的新疗法袁 治愈率
为 50%耀70%袁 与 PAT相仿遥 此合并疗法曾在 70年
代推广应用长达约 10年袁 治疗了数十万病例咱13暂遥

硝硫氰胺院 为一新类型广谱抗蠕虫药物袁 除血吸
虫外袁 对钩虫和丝虫亦有效遥 硝硫氰胺的疗效与药物
的粒径密切相关袁 临床用的微粒为 3耀6 滋m遥 从 20
世纪 70年代中期至 80年代初期全国已用硝硫氰胺治
疗约 350万人次袁 剂量为 6耀7 mg/kg袁 3 d分服袁 虫
卵转阴率为 70%耀80%遥 但本品具有严重的不良反
应袁 即 2%耀8%的受治患者出现黄疸并伴有丙氨酸转
氨酶渊ALT冤和碱性磷酸酶增高袁 并有神经鄄精神系统
和心血管系统的反应 咱13袁14暂袁 从而限制了其推广应用遥
其后我国研究者用硫代氨基甲酸取代硝硫氰胺的异硫

氰基团袁 合成了硝硫苯酯袁 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证明
有效袁 毒性也较低袁 但仍有部分病例出现黄疸和 ALT
升高遥
吡喹酮咱15暂院 系 20世纪 70年代初国外研发的一个

新类型广谱抗蠕虫药物袁 最初用于宠物驱除绦虫袁 其
后发现该药具有很好的杀灭血吸虫的作用袁 是目前惟
一用于治疗人体 5种血吸虫病 渊即曼氏血吸虫病尧 埃
及血吸虫病尧 日本血吸虫病尧 间插血吸虫病和湄公血
吸虫病冤 的药物遥 我国于 70年代末合成此药袁 由于
其不良反应低尧 疗效高尧 疗程短和服用方便等优点袁
迅速得到推广应用遥 吡喹酮治疗慢性血吸虫病的剂量
最初为 60 mg/kg袁 1天 2次分服袁 或 2 d分服袁 虫卵
转阴率达 91.0%耀99.2%袁 其后又将剂量减至 40 mg/kg
顿服或 1天 2次分服袁 虫卵转阴率为 70%耀80%遥 吡
喹酮尚可用于急性血吸虫病和晚期血吸虫病的治疗遥
此外袁 该药还可用于防洪抢险人群的早期预防和治
疗遥 与以往的抗血吸虫药物相比较袁 吡喹酮的不良反
应最轻袁 所以 98%以上患者依从性较好袁 完成全程服
药遥 鉴于吡喹酮的低毒尧 高效尧 适应症广和可用于群
体治疗等特点袁 我国的血吸虫病防治策略已作了重大
调整袁 即将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措施袁 转变为以反
复扩大化疗控制传染源为主袁 辅以健康教育尧 易感地
带灭螺的控制血吸虫病防治措施遥 除临床应用外袁 我
国研究者对吡喹酮的实验治疗尧 代谢尧 杀虫机制尧 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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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酮旋光异构体的疗效和吡喹酮衍生物的合成研究等

方面进行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袁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2.1.3 中草药咱12袁14暂 除合成药物外袁 我国还开展了中
草药抗血吸虫的研究遥 我国研究者除随机筛选一些中
草药外袁 还根据中国医药典籍指引的线索袁 选择一些
中草药提取不同成分袁 进行动物筛选试验遥 在 20世
纪 50年代末袁 发现南瓜子仁具有预防小鼠感染血吸
虫的作用袁 其有效成分为一种新的氨基酸袁 即南瓜子
氨酸袁 对日本血吸虫童虫具有杀灭作用曰 另一种是萱
草根 渊曾误作藜芦冤袁 其抗血吸虫有效成分为萱草根
素袁 亦是毒性成分袁 同时袁 萱草根素仅对血吸虫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袁 如虫体萎缩尧 虫的生殖器官退化和雌
虫停止排卵等袁 但不能杀虫袁 停药后可恢复正常遥 此
外袁 从仙鹤草提取的仙鹤草酚袁 从东北贯众提取的东
北贯众素对实验动物感染的血吸虫均有一定的杀灭作

用袁 但疗效差袁 且毒性较大袁 均未作进一步的研究遥
2.1.4 预防血吸虫病药物咱15鄄17暂 吡喹酮仅对成虫和刚
钻入皮肤的早期童虫有效袁 故其主要用于临床治疗袁
但治愈的患者在接触疫水袁 或经过一个传播季节后可
重复感染血吸虫袁 重复感染已成为血吸虫病疫情难以
持续降低的主要原因遥 由于目前尚无可用于预防血吸
虫病的疫苗袁 亟需发展预防血吸虫病的药物遥 我国研
究者于 20世纪 80年代初即发现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
生物蒿甲醚和青蒿琥酯对不同发育期的血吸虫童虫有

较好的杀灭效果袁 并在野八五冶和野九五冶期间袁 通过实
验研究将它们发展成为预防血吸虫病的药物遥 在不同
类型的血吸虫病疫区开展人群随机双盲口服蒿甲醚预

防血吸虫感染的观察中袁 受试者在血吸虫传播季节接
触疫水期间袁 每 2周口服 1剂蒿甲醚 6 mg/kg袁 末次
接触疫水后 2周再服 1剂遥 结果袁 不同人群的保护率
为 60%耀100%遥 青蒿琥酯在 16个试点进行了与上述
相仿的预防血吸虫感染的观察袁 其中 4个试点的受试
者在接触疫水期间每周服 1剂青蒿琥酯 6 mg/kg的人
群保护率为 100%袁 另 12个试点的受试者则每 2周
服 1剂青蒿琥酯袁 人群保护率为 40%耀90%遥 接受蒿
甲醚或青蒿琥酯的受试者均未发生急性血吸虫病袁 而
服安慰剂组的则发生急性血吸虫病例遥 受试者口服 2
种药物的耐受好袁 依从性达 100%遥 青蒿琥酯和蒿甲
醚曾试用于经常接触疫水的水上作业人员尧 突击下水
的抗洪抢险人群和重疫区的高危人群约 15万人袁 取
得了很好的预防血吸虫病的效果袁 特别是在 1998年
的防洪抢险中袁 防止了急性血吸虫病例的发生袁 为确
保洪灾后无血吸虫病大疫作出重大贡献遥 此外袁 在国
际合作研究中袁 通过动物实验袁 证明蒿甲醚和青蒿琥
酯亦具有预防曼氏血吸虫和埃及血吸虫感染的效果袁

现场人群口服蒿甲醚预防曼氏血吸虫和埃及血吸虫感

染亦有一定的效果遥
2.1.5 发展抗血吸虫新药 自 20世纪 70年代末吡喹
酮问世后袁 国内外对抗血吸虫药物的合成研究急剧下
降袁 使其后近 30年的抗血吸虫新药的研制停滞不前遥
我国过去有许多单位从事抗血吸虫药物的合成研究袁
但 80年代中尧 后期袁 这方面的工作亦已极大地萎缩
和停顿遥 20世纪末我国科研人员与瑞士和美国合作袁
发现抗疟新类型化合物三恶烷渊trioxolanes冤对感染小
鼠体内的血吸虫童虫具有很强的杀灭作用袁 而对成
虫的作用差袁 但该类化合物在仓鼠体内则对曼氏血吸
虫和日本血吸虫的童虫和成虫均有较好的疗效咱18暂遥
2007年袁 他们与瑞士合作在对一些已知的抗疟药筛
选时发现甲氟喹渊mefloquine冤对曼氏血吸虫和日本血
吸虫不同发育期童虫和成虫均有很好的杀虫效果袁
感染血吸虫成虫的小鼠灌服单剂甲氟喹 200 或 400
mg/kg的减虫率和减雌虫率为 72.3%~100%袁 用感染
童虫的小鼠观察袁 结果相仿咱19暂遥 组织病理学观察甲氟
喹对血虫童虫和成虫均有很强的杀灭作用咱20暂遥 这与吡
喹酮仅对成虫有较好的疗效袁 而对不同发育期童虫无
效袁 或蒿甲醚对童虫的作用优于成虫显然不同袁 再则
同属氨基乙醇类抗疟药的喹啉和卤泛曲林对血吸虫童

虫和成虫亦有效袁 故此类型化合物值得进一步研究遥
2.2 其他吸虫病咱11袁15暂 除血吸虫病外袁 华支睾吸虫
病尧 并殖吸虫病和姜片虫病等在我国亦有广泛的流
行袁 根据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袁 吸虫感染
率为 0.573%袁 严重为害人兽健康遥 早期用于治疗吸
虫病的药物主要是吐根尧 绵马和氯乙烷等袁 其后又引
进和生产了硫双二氯酚 渊别丁尧 硫氯酚和硫二氯酚冤袁
该药所用的总剂量较大袁 疗程较长袁 对并殖吸虫病的
疗效较好袁 而对华支睾吸虫病的疗效差遥 20世纪 60
年代后袁 六氯对二甲苯和呋喃丙胺相继用于华支睾吸
虫病的治疗袁 且前者对并殖吸虫病亦有效遥 至 70年
代中尧 后期袁 吡喹酮问世袁 它不仅对血吸虫有效袁 而
且袁 除肝片形吸虫病外袁 对几乎所有的吸虫感染均有
效袁 并广泛用于华支睾吸虫病和并殖吸虫病的治疗袁
其适宜的剂量为每次 25 mg/kg袁 3次/d袁 疗程分别为 2 d
渊华支睾吸虫病冤和 3 d 渊肺吸虫病冤袁 而治疗姜片虫的
剂量为 5耀10 mg/kg顿服遥 由于吡喹酮的疗效好尧 疗程
短和不良反应少袁 已成为治疗其他吸虫病的首选药物遥

3 抗绦虫药物

3.1 肠绦虫病咱11袁15暂 我国的肠绦虫病主要是由带绦虫
的牛带绦虫和猪带绦虫寄生在小肠内所致袁 其他绦虫
感染除短膜壳绦虫外均少见遥 据报道袁 目前我国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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绦虫感染者 55万袁 感染率高的省 渊市尧 区冤 均集中
在西部和中部遥 吡喹酮问世前肠绦虫病的治疗主要是
槟榔和南瓜子合用袁 仙鹤草根芽尧 灭绦灵 渊氯硝柳
胺冤尧 硫双二氯酚和巴龙霉素等遥 目前袁 吡喹酮已取
代所有其他药物用于肠绦虫的治疗遥
3.2 囊尾蚴病渊囊虫病冤咱11袁15暂 囊尾蚴病分布于成虫寄
生的猪带绦虫病流行地区袁 我国 30个省 渊市尧 区冤
有该病流行袁 东北和西南地区为高发区袁 西北尧 华北
和华中次之遥 猪囊尾蚴在人体寄生部位几乎遍及全
身袁 而以皮下尧 肌肉尧 脑等最为常见袁 引起各种临床
症状袁 尤以脑和眼部的囊尾蚴病症状最为严重遥 长期
以来无治疗囊尾蚴病的有效药物袁 直至吡喹酮和阿苯
达唑问世后袁 才使囊尾蚴病得到有效的防治遥 我国研
究者在用 2种药物或 2种药物联合治疗不同类型的囊
尾蚴病过程中袁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袁 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遥
3.3 棘球蚴病 棘球蚴病是全球性的一个重要人兽

共患病袁 对人和家畜的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遥 在我
国袁 棘球蚴病有囊型和泡型两种袁 即囊型棘球蚴病和
泡型棘球蚴病袁 主要流行于西部地区的牧区和半农半
牧区遥 目前我国棘球蚴病流行区人群的平均患病率为
1.08%约有病人 38万遥 长期以来袁 由于没有有效的
治疗药物袁 外科手术是治疗囊型棘球蚴病的惟一方
法袁 但手术疗法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袁 即手术后的高复
发率和手术时大量原头节的溢漏所引起的广泛播散袁
以及部分病例不适于手术等遥 至于泡型棘球蚴病的治
疗袁 因在确诊时已有广泛转移袁 或严重破坏寄生部位
的组织器官袁 绝大多数病例已不适于手术切除袁 亟需
寻求新的治疗方法遥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世界卫生组
织通过 2次多中心临床试验袁 确证阿苯达唑和甲苯达
唑对棘球蚴病的疗效袁 开拓了用化疗药物治疗棘球蚴
病的新途径遥 国外根据长期临床观察袁 认为阿苯达唑
对棘球蚴病的治愈率为 30%耀40%咱21暂遥 甲苯达唑为难
溶性药物袁 口服吸收甚差袁 生物利用度低袁 故服用剂
量亦远较阿苯达唑为高袁 经临床比较观察其疗效较阿
苯达唑差咱22暂遥 我国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展了棘球
蚴病的药物治疗研究袁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遥
3.3.1 阿苯达唑 阿苯达唑片剂或胶囊袁 国际推荐的
剂量为每天 10耀15 mg/kg袁 国内采用的为每天 20 mg/kg袁
2次分服袁 连服 6耀12个月或以上袁 治愈率为 20%耀
30%遥
阿苯达唑乳剂咱23鄄25暂院 由于阿苯达唑的疗效与血药

浓度密切相关袁 而脂餐又可提高阿苯达唑的血药浓
度袁 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含豆油 30%渊W/O冤的阿苯达
唑乳剂新剂型遥 临床应用结果表明袁 肝囊型棘球蚴病

患者或健康志愿者口服阿苯达唑乳剂的相对生物利用

度分别为 1.59和 1.67遥 肝囊型棘球蚴病患者每天口
服阿苯达唑乳剂 10 mg/kg或 12.5 mg/kg袁 连服 3耀12
个月袁 停药后 2耀4年袁 两种剂量的远期治愈率各为
83.9%和 84.2%袁 复发率各为 6.5%和 10.8%遥 阿苯达
唑乳剂的不良反应较轻遥 用阿苯达唑乳剂和阿苯达唑
片剂作临床治疗肝囊型棘球蚴病的比较观察袁 结果前
者的治愈率为 74.1%袁 显著高于后者的 36.0%遥 根据
报道袁 应用阿苯达唑乳剂治疗肝囊型棘球蚴病治愈率
均在 80%以上袁 复发率<10%曰 对泡型棘球蚴病亦有
一定的疗效遥 该剂型已于 2003年获得中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和生产证书袁 由陕西汉江
制药公司生产遥
阿苯达唑脂质体院 脂质体系将药物包封于类脂质

双分子层形成的微粒遥 阿苯达唑脂质体也是近年来发
展的一种新剂型遥 小鼠试验证明袁 阿苯达唑脂质体经
腹腔注射后袁 提高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曰 大鼠口服阿
苯达唑脂质体后袁 其血药浓度较阿苯达唑片剂的为
高袁 相对生物利用度为 162.7%遥 用以治疗感染细粒棘
球蚴和多房棘球蚴的小鼠疗效亦较阿苯达唑粉剂的为

高遥 阿苯达唑脂质体曾作为医院制剂应用于临床治疗
棘球蚴病袁 剂量为 10 mg/kg袁 2次/d袁 连服 3耀12 个
月袁 治愈率为 30.3%耀45.7%咱26袁27暂遥
3.3.2 甲苯达唑 由于甲苯达唑临床治疗棘球蚴病的

疗效逊于阿苯达唑袁 故国内很少将甲苯达唑用作治疗
棘球蚴病的药物遥 但在实验研究中袁 无论是体内或体
外实验袁 甲苯达唑对小鼠细粒棘球蚴感染的疗效优于
阿苯达唑袁 在等浓度下袁 甲苯达唑所引起的生发层的损
害则较阿苯达唑和其有效代谢物阿苯达唑亚砜的为

重袁 提示细粒棘球蚴对甲苯达唑极为敏感咱28暂袁 故临床
疗效较差可能与甲苯达唑不易被吸收袁 不能达到有效
的血药浓度有关遥 目前袁 已研制了几种甲苯达唑新剂
型袁 相对生物利用度得到明显提高袁 但尚未进入临床
观察遥
3.3.3 吡喹酮 吡喹酮除对绦虫的成虫有效外袁 对一
些绦虫的中绦期感染袁 如猪囊尾蚴病亦有效遥 但对棘
球绦虫的中绦期袁 即棘球蚴的研究结果表明袁 吡喹酮
对棘球蚴原头节有很强的杀灭作用袁 最低有效浓度为
0.05 滋g/ml遥 用较大剂量吡喹酮治疗感染细粒棘球蚴
的小鼠袁 对蚴囊内的原头节亦有杀灭作用袁 但若用囊
的充盈饱满尧 伊红排斥或囊重为指标评价袁 则对细粒
棘球蚴囊无效或疗效差袁 而超微结构观察示细粒棘球
蚴的生发层有明显损害遥 进一步用体外和体内渊小鼠冤
试验袁 测定囊壁生发层受损与囊液和囊壁的吡喹酮浓
度之间的关系时袁 发现细粒棘球蚴的生发细胞对吡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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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不甚敏感袁 体内给药难以使囊壁达到损害生发层所
需的最低浓度 6 滋g/g组织咱29暂遥 吡喹酮曾试用于临床治
疗棘球蚴病袁 但疗效差遥 现该药与阿苯达唑伍用袁 作
为外科手术前的辅助治疗遥

4 抗蠕虫药物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4.1 要重视发展新的抗蠕虫药物 从全球来看袁 寄
生虫病被认为是一种被忽视的疾病遥 我国寄生虫病的
防治得到国家的重视袁 并大力开展防治各种危害人体
健康的寄生虫病袁 包括血吸虫病尧 疟疾尧 丝虫病尧 土
源性肠道线虫感染和棘球蚴病等袁 取得了重大进展遥
但目前发展新的抗寄生虫病药物的研究袁 包括抗蠕虫
药物在内袁 均处于停顿状态遥 在防治工作中袁 药物治
疗是一个重要环节袁 从长远来看袁 缺少后续药物的支
撑可能不利于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遥 因此袁
国家有关部门宜根据蠕虫感染的流行态势袁 现用药物
的使用状况和防治工作对药物的需求等袁 制定新药的
发展规划袁 并由依托单位负责组织实施遥
4.2 药物治疗方案要与时俱进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

基本药物目录中袁 阿苯达唑尧 甲苯达唑尧 噻嘧啶和左
旋咪唑为用于防治土源性蠕虫感染的药物袁 推荐的剂
量日服 2次袁 疗程 3 d遥 但近年来在大规模防治中袁
这些药物改为顿服治疗袁 无疑会影响疗效遥 再则在应
用一些复方制剂顿服治疗中袁 由于复方制剂中的两种
药物的含量都有所减少袁 亦可明显减低疗效遥 近年来
对已发表的有关文献进行系统的评价和荟萃分析

渊meta鄄analysis冤 后指出袁 口服单剂阿苯达唑尧 甲苯达
唑和噻嘧啶对蛔虫感染具有很好的疗效袁 但对鞭虫的
疗效差遥 对钩虫感染仅口服单剂阿苯达唑有较高的疗
效袁 治愈率为 72%袁 甲苯达唑和噻嘧啶的治愈率分
别为 15%和 31%袁 而左旋咪唑对这些线虫的疗效差
或不稳定遥 因此袁 很有必要对大规模使用上述药物的
现用给药方案的疗效作出评价袁 以期改进治疗方案遥
再则袁 在土源性线虫中以钩虫的危害最大袁 但在感染
人的 2种钩虫中袁 以十二指肠钩虫对现用药物较敏
感袁 经过这些年的反复驱虫治疗后袁 原来美洲钩虫与
十二指肠钩虫混合的流行地区袁 已难以查见十二指肠
钩虫袁 美洲钩虫成为优势虫种袁 如果持续反复应用这
些药物治疗袁 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袁 既费人力和
物力袁 又延缓达到防治目标的时间遥 我国创制的三苯
双脒对人体的十二指肠钩虫和美洲钩虫都有很好的疗

效袁 特别是对美洲钩虫袁 其疗效显著高于阿苯达唑袁
而且三苯双脒的不良反应轻微遥 因此袁 推广应用三苯
双脒治疗肠道线虫感染是十分必要的遥
4.3 疗效考核的方法和药物的疗效 以粪检作疗效

考核的蠕虫感染袁 粪检的质量严重影响粪检结果遥 近
年来无论是粪检血吸虫病还是粪检肠道蠕虫感染袁 粪
检的样本数和量均比原来的方法有所减少袁 故有可能
漏检袁 从而相对野提高冶了药物的疗效遥 在目前深入开
展这些疾病的防治工作中袁 有必要重新评定现用的粪
检方法袁 规范粪检考核疗效的标准袁 以期能真实地反
映药物疗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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