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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s等[9,10」根据生物学家的追踪研究结果推论
亚洲大陆的日本血吸虫是在印度板块与中国大陆发生

碰撞的第三纪末期由非洲漂移至亚洲。本研究以线粒

体DNA序列构建的邻接树(NJ)形成了一个基支模

式，其深支经统计学分析(NJ引导程序=100 )，证实它
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可以认为这11个地域株

的日本血吸虫线粒体DNA具有同一祖先。

    血吸虫基因组的研究对于评价其种系关系、判断

种内变异等具有重要意义。众多学者运用rRNA基因

家族及其间隔的序列同源性比较和限制性片段长度多

态的分析方法进行种系分类研究。张广军等「川即通
过测定细胞核核糖体基因rDNA-ITS2和LSU序列探

讨中华血吸虫在裂体属内的系统发生位置。线粒体

DNA在遗传学上具有某些与核DNA不同的特性，其

以母系遗传为主，基因重组发生率极低;其进化速率等

于或较快于核DNA，故其序列的变化可同时反映生物

种群内以及群体间的遗传变异。本研究结果不仅揭示

了中国各地域株日本血吸虫之间遗传变异及亲缘关系

的状况，同时还清楚地显示出日本血吸虫和曼氏血吸

虫之间的基因差异，进一步证实了线粒体DNA在寄生

虫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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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腔蝇蛆病一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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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腔蝇蛆病在我国极为少见，自王琼芳1958年报道一例

以来，仅龚立人(1964)、苏振忠等(1982)、王陈应(1986)、王身

文等(1991)、陈小宁等(1996)等共报道有7例。现报道副鼻窦

炎合并鼻腔蝇蛆病一例。

    患者女性，65岁，双侧鼻塞流腐臭味脓涕1年余，异物蠕动

伴鼻腔出血2d，于2003年8月8日来本院附属医院就诊并收

人耳鼻喉科治疗。述1年余前着凉后出现鼻塞流涕，鼻部不

适，经治疗后双侧鼻腔仍反复流脓，有腐臭味。人院前两天无

明显诱因下鼻腔不适加重，并有异物蠕动感，打喷嚏，且有双侧

鼻流血而来院诊治。体检，鼻窦区轻度肿胀，压痛，鼻外形无畸

形，鼻腔粘膜充血水肿，鼻中隔溃烂缺损，约1.2 cm x0. 8 cm,
双侧中下鼻甲溃烂，结构破坏，中鼻甲后端溃烂，并有大量虫样

蠕动，灰白色。鼻窥镜下挟出白色虫体36条，鼻腔清洗后可见

骨暴露。诊断:副鼻窦炎、鼻腔寄生虫。

    挟出虫体长1.2一1.5 cm，直径0.2一0. 3 cm，置95%乙醇

浸泡，转送本教研室鉴定。虫体灰白色，圆柱状，长约1.2一1.5

cm，前端渐狭小，可见一对口钩，后端为截断状，可见一对后气

门，两侧与后部无突起。虫体后气门经无水乙醇脱水，用冬青

油透明，压片镜检，可见其后气门间距窄，小于气门横径的1/2,

气门环不完整，于内下处有缺失，气门钮细小模糊不清，3个气

门裂直，由内下向外上略呈扇形排列，气门裂内可见有细小横

纹结构。由其形态特点，确定为大头金蝇( Chrysomyia mega-

cephala) llI期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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