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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s以共进化理论为基础，根据螺的分类和地

理分布，提出中华血吸虫种群复合体的概念。他根

据四川和泰国的中华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拟钉螺种类

不同。推断两地的中华血吸虫存在种间差别。郭源

华等亦有类中华血吸虫 (Schistosoma sinensium-like)
一说，指出其中间宿主为景洪拟钉螺 (Tricula

jinghongen us )，并列表比较与中华血吸虫(包鼎成)
的区别 吴光和龙祖培等得到的血吸虫与包鼎成描

述的中华血吸虫也有一些差别。Kawanaka M等比

较了四川中华血吸虫和泰国中华血吸虫的虫卵指

数、雌虫特点及两者线粒体基因CO I，认为两者不

同。并建议把两者归于不同的种川。笔者所观察到的

中国四川中华血吸虫成虫体表SEM结构与泰国中

华血吸虫基本一致压。各地发现的中华血吸虫是否
同属一种，抑或构成一复合种，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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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7423(2001)-04-0204-01 【病例报告】
皮 下 蝇 蛆 病 三 例

                                                  陈远强

中图分类号:k757. 9 文献标识码:D

    病例 1 患者女性，4岁。1991年 9月21日因哭闹不

安，常抓会阴部1天而入院就诊。体征 患者右侧大阴唇有
抓痕，红肿 给予青易索8。万单位肌注。次日上午、患者的

右侧大阴唇红肿处爬出1条乳白色幼虫，大阴唇处可探及
皮下隧道 虫爬出后患者恢复正常。随即用甲醛固定幼虫，

显微镜观察:虫体长约1. 6 cm，分节，具有头、胸、腹3部。

第7腹节背腹面均无刺，气门后面不平，向中心钮孔凹入呈
漏斗状，气门板颜色较浅，气门裂较窄。诊断为蝇幼虫所致

皮下蝇蛆病

    病例2 患者男性，45岁，牧民。1992年 10月 10日
因胸、背部游走性疼痛伴奇痒人院就诊。体征:腋温38‘ C,

消瘦，胸部、背部有多处抓痕，在左肩$Y处可触及一皮下结

节 皮肤色红有炎症反应。心、肺、肝、脾等正常。血常规
嗜酸性粒细胞 39% 左肩脚局麻后切开皮下结节。取出1

条长约 1. 6 cm,宽2 mm乳白色幼虫。经甲醛固定，显微镜

观察，其形态结构与病例 1观察的虫体相同，诊断为蝇幼

虫所致皮下蝇蛆病。术后给患者青霉素800万单位、氢化可
的松200 mg等静滴治疗，2天后症状级解，出院。出院第
2天，其妻从患者切口处又挤出乳白色幼虫 1条。1周后

患者再次来院就诊，查体见其胸、肩、背部出现多个皮下结
节.待其表皮变红时，用针刺破皮下结节，共取出乳白色幼
虫5条。第 4周后，患者来院复查，痊愈
    病例3 患者男性，8岁，色达县克果乡人，1996年10

月16日因背部疼痛5天入院求诊 体征:患者右肩脾下有
一约2X2 cm的脓肿，皮肤暗红色，近破溃 遂切开引流.

张荔

作者单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卫校，康定626001

挤压脓肿见一乳白色幼虫随脓液排出，虫长约 1. 7 cm,形态

如前所述，鉴定后，诊断为皮下蝇蛆病合并感染.经青霉素
480万单位协滴，双氧水等换药 1周、痊愈

    讨论

    色达县牧区海拨 3 880 m以上，牛皮蝇和纹皮蝇分布

广，常年在牧区生活的牧民和在野外玩耍的儿童蝇蛆病感
染率高川。成蝇产卵于人体的毛发或衣服匕 孵出的幼虫钻
人皮内，或与牛接触时幼虫钻人人的皮肤 蝇幼虫在人体皮

下移行。可发生一系列症状，多为皮下游走性疼痛性结节伴
奇痒，重者可出现低热 皮下结节、肿块常见于胸、背及会

阴等处，幼虫挤出后即可痊愈。诊断:①有牧区生活史卜②
症状以皮下游走性疼痛性结节伴奇痒;③ 从皮下结节取出

幼虫为确诊依据，④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高，可达20%一
40%2一:⑤注意与血管性水肿、肺吸虫病、裂头坳病和棘顺
口线虫病等易形成皮下肿块的寄生虫病及疖鉴别[r=,。治疗
① 以对症治疗为主;②有过敏或中毒现象者，应用肾上腺

皮质激素效果较好(作者对成年人，用氢化可的松200--300

mg/d,症状缓解即停药);③切开皮下结节取虫·如皮下结
节中心有小孔，表面可涂蜂蜜或糖水诱出幼虫。预防:建议

在牧区加强卫生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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