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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液中检出棘颖口线虫一例报告

李小敏 陈代雄

中图分类号:8383. 19 文献标识码:D

    棘顺n线虫是犬、猫等动物的寄生虫，其幼虫偶可寄生在

人体，引起棘额口线虫病。迄今，国内报道34例川:我们从1

例痰液中检出棘额口线虫，这是广东省感染该虫的第 2例报

告，现报道如下

且 病例介绍

    患者，男，31岁、五华县转水镇人，职业为工程承包者。主

诉咳嗽、痰多 一天早上咳嗽叶痰时，发现痰液中有活动虫体，

即送当地县中医院检查。患者既往无类似疾患，平时经常外出

吃饭应酬.尤喜吃“鱼生”。经当地医院固定虫体后，送我本研

室鉴定

2 虫体鉴定

    肉眼观虫体为灰褐色，长度约 12 mm，压片镜下可见:头部

球形 有4环小钩。前端可见突出的唇瓣，颈部狭窄:尾部钝

圆，末端可见乳突。虫体外被体棘，呈单齿状，环状排列;前端

和后端体棘较长，中段体棘较短 根据以L特征和参考有关资

料{”}_鉴定该虫为棘额口线虫的未成熟虫体(雄性)。

3 讨 论

    本例检获的虫体长达 ]12 mm,超过常见书本记载值的数

倍。日本宫川(1954)氏曾在人体舌部检获虫体为 12. 2 mm x

0-8 mm，加上其他特征，可定为棘领口线虫幼虫。棘颗口线

虫主要分布于亚洲 成虫寄生十狗、猫或野生猫科动物的胃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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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虫卵随粪排出 人水发育为幼虫，幼虫被第 中间宿主剑

水蚤吞食，发育为第二期幼虫，第二中间宿主淡水鱼、泥鳅、蚌、

蛇、鳗等吞食剑水蚤后，第二期幼虫在第二中间宿土的肌肉组

织中发育为感染性第三期幼虫。鸡、鸭、猪等动物食人第 _中

间宿主也会成为感染性幼虫的携带宿主或转续宿主:本虫幼

虫在煮熟的肉中不能存活，人体感染是因食人生的或未煮熟的

含有感染性第三期幼虫的鱼、蛙、鸡、鸭等而引起。感染第丫期

幼虫后，主要表现为幼虫移行症，虫体在人休内移行窜扰，因而

患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依累及的部位不同而异。根据目前的

报道 虫体常侵犯的部位依次为皮一「、肺、胃、胆道、眼和中枢神

经系统等部位。检获虫体是确诊本病的关键，曾有虫体随尿和

痰液排出的报告，但多数为经手术检获r由于人不是本虫的适

宜宿主，除个别病例外，所见的虫体多为第气期幼虫或未成熟

的早期成虫。由于尚无特效药物.所以临床常用外科手术方法

或抗线虫病药物治疗。预防本病主要在于不食生的或半生的

鱼类及鸡、鸭、蛙等转续宿主的肉

    本例患者感染棘领口线虫幼虫与其喜欢吃“鱼生”的习惯

有关。五华县民众亦普遍喜吃“鱼生”，推测当地人群中有感染

本虫者。当前，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饮食习惯的改变，容易引

发食源性寄生虫病，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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