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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虫是钩口线虫的统称袁 钩虫病是重要的人兽共患病之一袁
寄生人体的钩虫主要为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和美洲板口线虫遥 犬
钩口线虫 (Ancylostoma caninum) 偶尔也寄生于人体咱1暂遥 传统的
试管滤纸培养法培养钩蚴袁 检出率高于直接涂片法及饱和盐水
浮集法袁 可作虫种鉴定遥 但此法操作较繁琐袁 观察周期长咱1暂遥
本研究采用固体培养基滤纸培养法培养钩蚴袁 结果报告如下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犬钩口线虫 2006年 10月袁 从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竹条
镇熊营村袁 购买 2只雄性幼家犬袁 每只体重约 4.5 kg袁 带回实
验室进行粪便检查袁 2只犬均查见典型的钩虫卵袁 且虫卵的大
小尧 形态尧 颜色尧 卵壳及内含物均相同遥 遂宰杀 1只袁 见肠黏
膜吸附大量乳白色呈 野C冶 型线虫袁 长约 1.4 cm遥 镜下清晰
可见犬钩虫特征性的口囊及交合伞遥 该犬为自然感染的钩口
线虫遥
1.2 固体培养基的制备 取牛肉膏 3 g尧 蛋白胨 10 g尧 NaCl
5 g尧 琼脂 20 g尧 蒸馏水 1 000 ml袁 置于锥形瓶中遥 加热熔解后
校正至 pH 7.4耀7.6袁 煮沸 3耀5 min袁 于 103.43 kPa 20 min高
压蒸气灭菌袁 倾注 5耀7 ml平铺于直径为 7 cm圆形平皿袁 室温
冷却后即成固体培养基袁 备用遥
1.3 实验培养粪膜的制备 制备与培养基等圆的中性滤纸袁

用镊子将其贴在上述固体培养基表面遥 取上述幼犬粪便 5 g左
右袁 用镊子捣碎袁 均匀平铺于该中性滤纸上袁 轻轻按压袁 使粪
样与滤纸充分紧密接触袁 制成实验培养粪膜袁 盖上平皿盖遥
1.4 钩蚴培养 将上述实验培养粪膜的平皿 (加平皿盖) 置于
方盘中袁 在其上尧 下各铺垫一条湿毛巾袁 置 35 益 培养箱中培

养遥 24 h后将毛巾再次浸湿袁 以保持一定湿度遥 培养 12尧 24尧
36及 48 h 后分别取出实验培养粪膜袁 置于粪筛中袁 用自来水
缓缓冲洗于 100 ml量杯中袁 在冲洗过程中用玻棒搅伴袁 水洗至
量杯口袁 沉淀 30 min袁 弃去粪浆遥 再加水至量杯口袁 同法操作
2次遥 取沉淀物涂片袁 显微镜观察钩蚴遥
1.5 对照 以传统的试管滤纸培养法咱1, 2暂作为对照遥 取标本量
为 0.2耀0.4 g遥

2 结果

培养前犬钩虫卵为椭圆形袁 卵壳簿袁 无色透明袁 卵细胞与
卵壳之间有空隙 (图 1 A)遥 培养 12 h袁 未见犬钩蚴袁 见含胚胎的
虫卵 (图 1 B)遥 培养 24 h袁 犬钩蚴呈杆状袁 头端钝圆袁 后端尖
细袁 有口孔袁 不动袁 有的犬钩蚴虫尾部偶尔稍动袁 运动迟缓
(图 1 C)遥 培养 36 h袁 犬钩蚴长大袁 几乎为 24 h犬钩蚴的2倍
(图 1 D)遥 有的呈蛇形运动袁 有的呈不规则尧 不定向运动袁 表
现异常活跃遥 培养 48 h的犬钩蚴情况同培养 36 h的 (图 1 E)遥
培养 72 h的犬钩蚴长大袁 虫体发育明显变粗变长袁 运动状态依
然活跃 (图 1 F)遥 对照组培养 12尧 24尧 36尧 48及 72 h袁 肉眼及
手执放大镜观察袁 试管内未见蛇形运动的钩蚴遥 培养至第 5天袁
取出滤纸条袁 镜下观察沉淀物袁 见少量不运动的犬钩蚴 (图 1 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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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Abstract铱 Consisted of beef extract ( 3 grams)袁 peptone ( 10 grams) 袁 sodium chloride ( 5 grams) 袁 agar ( 20
grams) and distilled water袁 the solid medium was used with filter paper for cultivation of the larvae of Ancylostoma
caninum. The method shows higher detection rate and simpler operation than the traditional test tube鄄filter paper cultur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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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钩虫病病原检查方法颇多袁 目前常用传统试管滤纸培养
法来确定钩虫的感染率及确定虫种袁 同时以 Kato鄄Katz法来
确定感染度遥 传统的试管滤纸培养法检出率高于粪便直接涂
片法的 7.2倍袁 也高于饱和盐水浮集法咱2暂遥 但操作较繁琐袁
观察周期长达 5耀6 d 咱1暂遥 Kato鄄Katz法虽检出率高袁 且操作快
速, 但制作厚度适宜的粪膜袁 以及掌握适宜的透明时间等操
作需要一定的技能遥 若粪膜厚袁 透明时间短袁 则难以查见
虫卵袁 透明时间过长则虫卵变形袁 不易辨认遥 或虫卵过分
透明镜检时易漏检咱2暂 , 亦不宜作虫种鉴定遥

文献报道袁 钩虫卵孵化及虫体发育与培养温度关系密
切袁 35 益耀40 益 钩蚴运动活跃袁 40 益以上存活时间不超过
50 min袁 45 益 数小时孵出的钩蚴即死亡咱3暂遥 7 益耀13 益 需

孵化 7耀10 d袁 13 益耀20 益 需孵化 2耀3 d咱3暂遥 本研究固体
培养基滤纸培养法的优点: 淤 采用 35 益培养袁 仅用 1 d即
获结果袁 快速准确遥 对照组传统的试管滤纸培养法则需
3耀5 d曰 于 用铺垫的湿毛巾保持湿度袁 在培养过程中不用
反复加水袁 操作简便袁 粪样也不会污染培养用水遥 而对照
组传统的试管滤纸培养法袁 由于未能很好控制湿度袁 滤纸
上部分粪样暴露在外面会变为沙粒状干焦粪渣袁 操作稍不

慎干焦粪渣极易落于培养水中袁 污染培养用水袁 不利于虫卵
孵化发育袁 粪样标本量也损失袁 导致漏检和误诊曰 盂 检出

率高袁 对照组常规取标本量较少 (0.2耀0.4 g)袁 本法标本量较
多 (为 5耀8 g, 相当于对照组的 20倍以上) ; 榆 与传统的试

管滤纸培养法尧 Kato鄄Katz法相比袁 固体培养基滤纸培养法
操作简便袁 易掌握袁 质量易控制袁 错检概率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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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院 犬钩虫卵 (伊40)袁 B院 培养 12 h卵细胞分裂形成胚胎 (伊40)袁 C院 培养 24 h 杆状蚴 (伊10)袁 D院 培养 36 h犬钩蚴明显长大 (伊10)袁
E院 培养 48 h (伊10)袁 F院 培养 72 h (伊10)袁 G院 对照组传统的试管滤纸培养法培养 5 d后的犬钩蚴 (伊10)遥

图 1 犬钩口线虫钩蚴体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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