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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胶纸法检查烧虫卵镜检前的不同处理及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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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虫在我国人群中的感染率约30%''，儿童感染率更高。

用于肛周烧虫卵检查的方法通常有棉签拭子法和透明胶纸法

两种[[21。其中，透明胶带法检查烧虫卵是目前临床、科研及流

行病学等领域广泛使用并公认的理想方法。它具有受检者易

于接受、价廉、方便且检出率高等优点。但作者在近期对南宁

市部分小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该法尚有

其不足之处。报告如下。

甲苯。镜下观察发现背景清晰，无气泡，但由于二甲苯的溶解

性过强，导致胶纸两端很快朝上翻卷或中间陇起，使观察很难

进行下去。

1.4 方法4，滴加甘油 操作方法如方法2，镜检前滴加2-3

滴甘油。观察背景较清晰，无气泡。

1.5 方法5，滴加液体石腊 操作方法如方法2，镜检前滴加2

一3滴液体石腊。镜下观察透明度好，背景非常清晰，无气泡，

胶纸与玻片的粘贴位置不随时间而改变。

1 方法和结果

1.1 方法1，直接观察 用长约6 cm，宽约2 cm的透明胶纸充

分粘贴肛门周围皮肤，取下后平贴于载玻片上镜检。镜下背景

复杂，前一天肛门清洗不干净的标本，粪便等其他异物多，视野

较暗，且有些胶纸粘贴时留有气泡，复杂的背景使虫卵被遮挡

或不易观察，致使一些虫卵较少的标本易漏检。

1.2 方法2，滴加生理盐水 用方法1粘取肛周物后，镜检前

以拇指压住胶纸的一端，另一端用镊子把胶纸掀起，然后在玻

片上滴加2一3滴生理盐水。镜下背景与方法1基本相同，但

无气泡。

1.3 方法3,滴加二甲苯 操作方法如方法2，镜检前滴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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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论和讨论

    以往的寄生虫学教科书或专门介绍寄生虫病原检查技术

的有关书籍对透明胶纸法检查烧虫卵均有较详细的说明，对标

本的处理一般采用直接观察或镜检前滴加生理盐水或滴加二

甲苯川。后经用多种溶剂的比较和分析，作者认为滴加液体石

腊具有透明度好、视野清晰便于镜检等优点，优于其他方法，滴

加甘油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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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上海市寄生虫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纪要

    上海市寄生虫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于2004年10月29-30日在上海市金山区召开。全市高等医学院校、相关的科研院所、市

区两级疾病控制中心等20余单位88位专业人员与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寄生虫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汤林华所长应邀出席会议，介绍了全国

寄生虫病流行现状，以及今后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对上海市寄生虫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新一届理

事长、副理事长和理事颁发了聘书。本次学术年会分大会报告、分会交流和圆桌会议，在浓郁的学术气氛中，与会代表围绕学术年

会主题“再现与输人性城市寄生虫病”进行学术报告和讨论。大会报告回顾了寄生虫学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上海市重点寄生虫病防

治成果，也显示了全国和上海当前寄生虫病流行的现状，更清楚地突现出上海市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难度在不断增加。

    本次学术年会共收到书面交流论文51篇，大会报告5篇，分会交流讨论18篇，圆桌会议主题发言2篇，交流内容涉及到寄生虫

病的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诊断学、药物学、媒介生物学和卫生经济学。与会代表也展望和讨论了寄生虫学发展趋势:①自然科学

各学科在不断发展，包括相关学科交叉和边缘学科发展对寄生虫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②新发寄生虫病的特点，包括容易被忽略、

误诊和突发寄生虫病的成因和应对的策略;③寄生虫学新技术研究发展的趋势，如何在原创技术的基础上，利用高科技手段，形成

容易推广、又有实际应用价值，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的新技术。

    会议期间，召开了上海市寄生虫学会第七届三次理事会，大家一致认为，本次学术年会显示了上海市年青一代寄生虫学工作

者在科研和防治_L作中的实力，并推荐出7篇优秀青年论文予以奖励。大家建议，各医学院校应把《人体寄生虫学》建设成精品课

程，并加强相互合作，同时将寄生虫病防治列人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专业机构的继续教育重要内容之一，充分发挥上海市在寄生

虫病预防、临床、科研、教学领域人才优势，为全国寄生虫病防治工作服务。

                                                                                                              (徐大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