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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目的: 了解循环表膜抗原阳性反应与血吸虫雌虫排卵的关系。方法: 用新西兰兔 15 只,
各经肤接种日本血吸虫尾蚴 250 条, 于感染后不同时间口服丙烯基硫脲, 对比感染前、后逐周血中
用斑点2EL ISA 法测出的循环表膜抗原。结果: 第一组兔感染 19 d 后开始口服丙烯基硫脲 295-
590 m göd, 每周连续喂药 3 d 直至感染后第 8 w k, 循环表膜抗原始终为阴性。第二组兔于第 46 d 起
服同剂量, 感染后 6 w k 时斑点2EL ISA 呈阳性反应持续 2 w k。第三组对照兔于感染后 6 w k 开始亦
出现持续 2 w k 的斑点2EL ISA 阳性反应。结论: 循环表膜抗原阳性反应与雌虫排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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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斑点2EL ISA 检测血吸虫感染兔循

环表膜抗原时, 我们注意到感染 5 w k 后兔

开始出现阳性反应[ 1 ] , 但单性雌虫或单性雄

虫感染兔血清均不能检出循环表膜抗原[ 2 ]。

为了进一步探讨雌虫排卵与检出循环表膜抗

原的关系, 我们参考何毅勋等[ 3 ]报道用丙烯

基硫脲抑制雌虫排卵, 同时观察实验感染兔

循环表膜抗原检出情况。

材料和方法

动物感染及血清采集　白色新西兰兔

15 只, 各经肤接种尾蚴 250 条, 第一组 (1—5

号) 兔于感染后 19 d 开始口服丙烯基硫脲

(上海五联化工厂) 295- 590 m gökg·d, 每

周连续喂药 3 d, 直至感染后第 8 w k。第二组

(6- 10 号) 兔于第 46 d 开始服丙烯基硫脲,

剂量同第一组, 直至感染后第 8 w k。第三组

(11- 15 号)兔为不服药对照组。全部存活家

兔均于感染后 8 w k 解剖检虫, 并观察肝、肠

组织虫卵情况。家兔于感染前及感染后逐周

自耳缘静脉采血, 分离血清贮存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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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表膜抗原检测　斑点2EL ISA 法[ 4 ]。
所用单抗 8SE4, 属 IgG1 亚类。用 IFA 法测

定, 该单抗定位于成虫表膜, 不与虫卵发生反

应; 在 EL ISA 测定中该单抗与表膜粗抗原反

应不与 SEA 抗原出现阳性反应。以原血清产

生棕色斑点者为阳性。

虫体标本制作　常规方法。由本所病原

室何毅勋教授及胡亚青同志协助完成。

组织病理学检查　常规方法。由本所药

理室杨元清教授及张超威同志协助完成。

结果和讨论

1　循环抗原检测结果

感染后第 19 d 开始服药的第一组家兔

直至感染后第 8 w k, 循环表膜抗原始终为阴

性。 第二组家兔于感染后 6 w k 时斑点2
EL ISA 均呈阳性反应, 服药后继续观察 2

w k, 斑点2EL ISA 反应未见减弱。第三组对照

兔于感染后 6 w k 均出现斑点2EL ISA 阳性

反应, 持续至感染后 8 w k 反应仍很明显。提

示早期抑制虫卵发育能影响循环表膜抗原的

检出, 但动物体内血吸虫卵发育成熟并刺激

产生阳性反应后再抑制续后的虫卵的发育,

对斑点2EL ISA 反应结果并无影响。

2　家兔服用丙烯基硫脲后观察

何毅勋[ 3 ]等报道小鼠口服丙烯基硫脲

40 m g 后, 未见有不良反应。我们据此推算家

兔的口服量为 590 m gökg。第一组家兔在第

2 次服药后, 有 1 兔死亡, 解剖见胃穿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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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药物刺激有关, 遂将药量减半, 但服药

兔食欲仍明显下降, 死亡亦较多。至感染后 8

w k, 第 1、2 组仅各余存活兔 1 只。其中 3 号

兔检获®虫 106 条, ♀虫 58 条; 肝脏质地柔

软, 肉眼未见虫卵结节, 与 13 号对照兔肝脏

有明显不同, 肝、肠组织中见少数颗粒性死亡

虫卵。10 号兔检获®虫 81 条, ♀虫 47 条; 肝

肠组织中见少量活卵及变性虫卵。服药兔体

内的虫体发育正常, 合抱良好, 但肉眼即可见

雌虫虫体节段性膨大并呈黄白色。普通显微

镜下见卵黄细胞集中在总管处, 使总管膨大。

子宫内见黄白色物连结成条, 未见正常虫卵。

由于实验过程中, 死亡兔常出现胃穿孔, 遂于

感染后 d 47 对濒临死亡的 1 号兔进行了解

剖, 检获®虫 100 条, ♀虫 58 条。病理检查发

现兔胃粘膜有变性, 有的粘膜呈片状坏死, 或

灶性脱落形成浅表溃疡, 深部粘膜病变较轻,

未见穿孔性病理改变。丙烯基硫脲抑制虫卵

形成的作用早已证实, 虽然对小鼠未见明显

毒副反应, 但家兔按小鼠剂量推算则用量颇

大, 且用药时间长, 以至出现较严重反应, 但

本实验结果已初步证实抑制血吸虫雌虫排卵

对检测感染兔循环表膜抗原有影响。

　　於永和同志协助摄影, 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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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inh ib it ing w o rm ovu la t ion on the detect ion of circu la t2
ing m em b rane an t igen in S ch istosom a jap on icum infected rabb its. M ETHOD S: F if teen N ew
Zealand rabb its w ere each infected w ith 250 S. jap on icum cercariae p er cu ttem and a chem i2
ca l, a lly l th iou rea, w h ich inh ib it egg fo rm at ion w as adm in ist ra ted p er os a t days 19 and 46
after infect ion. Sera w ere co llected from rabb its befo re and w eek ly after infect ion and sub2
jected to do t2EL ISA fo r circu la t ing an t igen detect ion. RESUL TS: Group 1 rabb its w ere ad2
m in istered a llyl th iou rea 295- 590 m göd 19 d po st infect ion (p. i. ) on 3 con secu t ive days per
w k un t il 8 w k p. i. , no circu la t ing m em b rane an t igen cou ld be detected in the b lood stream
th rouhgou t the experim en t. Group 2 rabb its received the sam e do se of a lly l th iou rea as tha t
in group 1 sta rt ing from d46 p. i. . Do t2EL ISA po sit ive react ion w as ob ta ined 6 w k p. i. and
lasted fo r 2 w k. In Group 3 un trea ted infected rabb its, do t2EL ISA po sit ive react ion w as a lso
detected a t 6 w k p. i. and lasted fo r 2 w k. CONCL USION: T he po sit ive circu la t ing m em b rane
an t igen react ion is clo sely rela ted to egg laying by the fem ale w o rm s.
　　Key words: Sch isto som e, circu lating m em brane antigen, ovulation inh ib 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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