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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不同培养基体外培养阴道毛滴虫效果的比较
耿志辉{ 韩淑梅 刘利多 施雨露 李淑红“

    【摘要】 目的 探索阴道毛滴虫体外培养的适宜条件 方法 用临床分离的阴道毛滴虫，按9.0x10'/ml的接

种量转种至3种不同培养基进行培养，pH值为5. 6 , 结果 经3种培养基培养，96 1后阴道毛滴虫数最存在差异，

其中以半眺氨酸 肝陈一麦芽糖培养基(培养基工)虫数较多，肝陈一麦芽糖墙养基(培养基I)次之、大豆肛 睐麦芽糖

培养基(培养基ll)较少 培养基1与培养基0及培养基11相比较。滴虫存活率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I -O.ol, P<

).05).滴虫生长密度差异也具有显著性意义(P<0.01, P<0.05)，生长密度高峰持续时间分别为192 h,144 h和96

h.最长存活时间分别为288 h,216 h和192 h 结论 半肤氨酸肝陈一麦芽糖培养基较适于阴道毛滴虫体外增殖

    【关健词】 阴道毛滴虫;培养荃;体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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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ative Effect of Different Media in in vitro Cultivation of

                            Trichomonas vag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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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condition for二。it- cultivation of Trichomonas -g-hr for ob-

taming a better harvest of了vaginahs.  Methods   An isolate of T. vaginalis from clinical specimens was cultivated in

three different media with initial inoculation of 9. OX 10̀/ml under pH 5.6.   Results  There was distinct difference after

96h incubation in the cumulative harvest of丁mgmalis. 7 he highest harvest was received m cysteine/liveripepime/mal-

lose medium, followed by the liver/peptone/maltose medium and soybean/liver/peptone/maltose medium.   Conclusion

The cysteine/liver/peptone/maltose medium may be a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in vitro multiplication of了. '.gZ，ta  1"

    [Key words]   Trichomonas vaginalis, medium, in vitro culture

    阴道毛滴虫 (Trichomonas raginalis)为常见的性

传播疾病病原体，可引起阴道炎、尿道炎和前列腺

炎，，， 若治疗不当，易转为慢性带虫者。近年临床症

状不典型病例增多，涂片镜检漏检率较高。为寻找一

种既可提高临床患者的检出率，又适宜教学、科研工

作中长期保种需要的培养基，本文选用了3种不同成

分的阴道毛滴虫培养基，在培养过程中对不同时间的

存活率、生长密度作了动态观察，报告如下

月后进行实验

材料与方法

1 实验虫种

    采自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妇科门诊滴虫

性阴道炎患者的虫种。接种于大豆一蛋白陈液体培养

基中、37 C无菌培养，每 3天传代 1次，历时 1个

作者单位 自求恩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第二技能实验室

{;;::{
自求恩医科大掌第一临床学院妇科 履馨
白求慰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

室，长春 130021

2 培养基的种类、成分及制作

2. 1 半耽氛酸一肝膝一麦芽糖培养基 (培养基1)

    含牛肝15 g,氯化钠。·5 g,蛋白陈2g、半胧氨

酸盐酸盐。.2g、麦芽糖 Ig及燕馏水100 ml,

    制法:① 将牛肝 15 g剪成小块，放于100 ml蒸

馏水中，置4 C冰箱内过夜，翌日加热煮Ih，过滤，

取滤液，不足 100 m!时用蒸馏水补足。② 每 100 ml

滤液中分别加人七述营养物质 ③ 加热溶解.调pH

值至5.60④分装试管内，每管2 ml,高压灭菌((8磅

20 min)，放于4 'C冰箱中保存备用。临用前，每管中

加人无菌灭活牛血清20%,青霉素 500 U; ml即可

转种。

2.2 肝一陈一麦芽掩培养基 (培养基 I)

    含牛肝15 g,蛋自脉1 g,麦芽糖。.5g及蒸溜水
100 m1。制法:参照2.10

2. 3 大豆一肝 陈一麦芽糖培养基 (培养基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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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大豆10g、牛肝10 g,蛋白陈3. 3 g,氯化钠

?. 4 g、麦芽糖3g及蒸馏水600 ml

    制法:①先将大豆用蒸溜水泡几小时，去皮后放

于烧瓶内，加蒸馏水500 ml、蛋白陈、麦芽糖及100 ml

肝浸液 溶解后过滤于量筒中，用蒸馏水补充至 600

ml，以补充加热时失去的水量。② 调节pH值至5. 6.

其余步骤同培养基I。

虽然虫体分解，但尚有部分外壳、肉眼可辨认出滴虫轮

廓者为虫体。②生长密度相对定量测定:“一”表示每

个低倍镜视野中存活虫数为1一20个，“+一”为21一

50个，“一++”为 51-100个，“十 十一”为 )loo个，

未发现虫体者判为“ ”。为厂避免漏检。对阴性培养

物再作正常转种培养。在出现阴性结果后分别取阴性

管近底部培养物转种至新培养基，18h后观察并记录

结果。3次转种后仍未见虫体，方可判为‘一”

3 虫种准备

    取培养 48 h的阴道毛滴虫培养管，用滴管从培

养基近底部吸出活虫率为 99% 的滴虫悬液 1 ml，加

培养液4 ml, 80 g离心 10 min,清洗3次后浓集虫

体.用血细胞记数器记数虫体后定量加人各试管，每

管虫数约为9.0X10‘个i ml

结 果

4 实验观察与结果判断

    3种培养基，每种5管，每管2 ml，加人滴虫后进

行培养 每隔24 h从试管近底部吸取20 pl培养物，滴

于载玻片上，加盖玻片，镜检。可见，随着时间的延长，

培养基中的滴虫数量逐渐增加，死亡虫体变圆，鞭毛、

波动膜停止运动，边缘模糊或破裂，虫体内颗粒堆积或

者完全变性。培养过程中部分虫体破裂至一定程度时

与周围物质难以辨认，为此确定鉴别虫体标准为:①

    阴道毛滴虫在3种培养基中的繁殖情况，7艺h内

滴虫的存活率及生长密度基本 致，自%h起开始

出现差异。从 96 288 h,培养基 工与培养基皿相比，

滴虫的存活率有显著性差异((P<O. 05);从120--288

h。其生长密度也有显著性差异(P<O. 05);前者的生

长密度高峰持续时间为 192 h，后者为 96 h;滴虫在

2种培养基中的最长存活时间分别为 288 h和 192 h,

培养基 1与培养基 II相比.其存活率和生长密度自

168 h后也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 01)。在培养基II

中，滴虫的生长密度高峰持续时间为144卜。最长存

活时间为 216 h.培养基 II与培养基m相比，滴虫的

存活率96-216 h间有显著性差异(P< 0. 05).生长

密度 120̂-216 h间有显著性差异 (P< 0. 05)(表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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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Negative 每八低倍锭视好中存活虫数为 1一20个 Sutvi}l number in every microscope low feld 1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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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阴道毛滴虫的培养及培养基的配方报道颇多，效

果不一工。本文为寻求一种效果较好，且较经济适用

的培养基，对3种培养基中滴虫的繁殖状况作了动态

观察 以上3种培养基中，滴虫的生长密度逐渐升高，

达到高峰后又迅速下降。滴虫接种人新的培养基后，

由于pH值适宜，营养丰富，故繁殖状况良好。持续

一段时间后，随着虫体密度大量增加，消耗了大部分

营养物质，代谢产物堆积。由于滴虫体内缺乏线粒体，

只能进行无氧代谢，糖代谢产生大量的乳酸和丙酮

酸，从而导致培养基中的pH值下降，抑制了滴虫的

繁殖。另外，有些蛋白质的分解产物对滴虫有毒性作

用，使滴虫破裂、自溶，最终全部死亡。滴虫在3种培

养基中的生长情况差别较大，这可能与 3种培养基中

的营养成分及含量不同有关。其中半胧氨酸一肝一陈一麦

芽掩培养基的效果最佳。半胧氨酸为含琉基的氨基酸，

既是培养基中起抗氧化作用的还原剂，又是滴虫生长

所需的营养物质。在培养过程中半胧氨酸较其他物质

先被氧化，同时自身被消耗掉，从而保持了培养环境

的稳定性。由于半耽氨酸属于两性氨基酸.既可与酸

性物质成盐，也可与碱性物质成盐，所以在pH值发

生变化的培养过程中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动物肝

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糖原.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

物质。蛋白陈可提供多种氨基酸，糖可供给代谢的能

量。这些都给滴虫繁殖提供r有利的条件，使滴虫生

长密度迅速增高，并可存活288 h。实验表明，半胧氨

酸-R干膝 麦芽糖培养基成本低，效果好。半胧氨酸在

食品及日化工业中用途广泛，市场上容易买到.也比

较便宜，故此种培养基适于普遍推广使用，是目前临

床诊断和实验室保种较理想的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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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棘领口线虫IN期幼虫感染一例

张学妹1 常正山“ 陈韶红2 方栩3 张永年’

中圈分类号:R383.19 文献标识码:b

    患者男性，37岁，上海金山石化公司某部销售员 左胸部

皮疹伴疼痛一周. 1996年7月2。日来华山医院皮肤科就诊 2

d前。左胸部数次轻度钝痛，红色皮疹起于左侧肋缘部，每天向

上芡延约3̂ 4 cm。主诉 一月前曾生食鱼片。检查，见胸部弯

曲的线状红斑及色素沉普，末端为红色丘疹 查周围血，嗜酸性

细胞占9X，行末端皮疹切除术，病理切片见嗜酸性细胞侵润，

未见虫体。切除后第2天，患者发现红色线状皮疹继续延伸。并

见尖顶状突起，挑破皮肤见一针头大小、疑似虫体的小黑点，取

出送至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病原室鉴定。光学

显傲镜观察:虫体长2. 74 .. .前部头球上有4环小钩排列，口

周有一对肉质唇.每环头钩数自前向后排列，第1环46个小钩

小钩基部呈楠圃形，第2环50个小钩，第3环52个小钩，

作舍草位:1 上海眼工医学院，上海 200237:
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上海200025,  3
华山医院皮肤科.上海 200040

2 中国疾病预防控
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4环}5个小钩(第1环与第4环小钩较其他2环略小)，虫体

体表有横纹及被有微棘，单齿皮棘200列以上 有4个肌质的

管状颈囊，各自开口于头球的气室中 近头球处宽255. 8 ym，近

尾部处宽263. 16 p.，虫体近中部1/2处宽328. 95 lim，肛门

距尾端58. 48 pm经虫体形态鉴定，并与文献记载的虫体对照，

确认本病原体为棘顺口线虫刃期幼虫

    讨论

    据文献报告。某些鱼类中有棘顺口.期幼虫寄生 人吃了

未煮熟的鱼片即有可能感染。本患者曾食过生鱼片一 月后出

现上述症状，与棘硕口幼虫所致的症状相符.临床医生在诊断

本病过程中如果对棘顺口幼虫生活史缺乏了解 仅对症治疗

往往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应该引起临床医生特别是皮肤科医

生的高度关注

                        (收佑日溯:20111 OF ̂2 编辑:富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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