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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目的: 证实全蝎乙醇提取物杀灭猪囊尾蚴的作用。方法: 采用 15% 新鲜猪胆汁常水溶

液作为培养基, 加入全蝎 (Sco rp ion) 乙醇提取物 (26 m göm l, 相当于 4 g 生药量) , 对猪囊尾蚴

进行体外培养实验。结果: 表明全蝎乙醇提取物具有显著杀灭猪囊尾蚴的作用。对全蝎乙醇提取

物体外培养 4 h、6 h、8 h 后的猪囊尾蚴的组织学观察表明, 猪囊尾蚴在接触药液 4 h 后, 有明显

的病理改变, 并随着与药液接触时间的延长而加重。光镜下观察可见的特征是: 微毛剥脱至消失,

皮层肿胀、坏死或变性, 实质层钙质小体扩大、空虚和外移, 已孵出的头节顶突和吸盘肿胀变形、

吸沟变宽。结论: 全蝎乙醇提取物体外能破坏猪囊尾蚴皮层微毛和头颈节片而达到杀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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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蝎是一味传统的中药, 临床上用于息

风止痉、解毒散结、通络止痛。近年来, 发

现其与雷丸等中药配伍, 治疗囊尾蚴病具有

较好的疗效[ 1 ]。通过有效药物的筛选实验, 确

定了全蝎乙醇提取物有效[ 2, 3 ]。为了进一步证

实全蝎乙醇提取物体外杀灭猪囊尾蚴的作用

机制, 以及为新药研究提供依据, 作者采用

体外培养法, 对药物作用后猪囊尾蚴的外形

和光镜下的组织学特征进行了初步观察。

材料和方法

材料

1　全蝎

为钳 蝎 科 动 物 东 亚 钳 蝎 (B u thus

m a rtensii Karsch) 的干燥全体。经鉴定符合

199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 规定的生药标

准。

2　全蝎乙醇提取物

全蝎药材粉末, 用 95% 乙醇回流提取约

3 h, 至回流醇液无色为止。取相当于全蝎生

药量 4 g 的乙醇提取液, 置培养皿中, 水浴蒸

干备用。

3　15% 新鲜猪胆汁常水溶液

取屠宰后不超过 10 h 的新鲜猪胆的胆

汁 15 m l, 加水稀释至 100 m l 作培养基。

4　猪囊尾蚴

取自新鲜猪肉, 由哈尔滨市肉类联合加

工厂提供。

方法

1　体外试验

1. 1　取上述盛有全蝎乙醇提取物的培养皿,

每皿加入 20 m l 15% 猪胆汁水溶液 (全蝎乙

醇提取物与 15% 猪胆汁水溶液的比例是

0152 g∶20 m l, 即 26 m göm l) [ 3 ] , 用磁力搅

拌器搅拌均匀, 每个培养皿加入成熟的猪囊

尾蚴 (直径 4- 5 mm ) 10 个, 每组设 3 皿, 置

37±1℃培养箱中, 同时设空白对照, 分别培

养 4 h、6 h、8 h 后取出[ 4 ]。

112　取在猪胆汁水溶液中培养 4 h 的猪囊

尾蚴 (头节活动自如者) , 置上述含有全蝎乙

醇提取物的培养液中, 在原条件下继续培养,

以未加药物的作空白对照, 定时观察, 继续

培养 2 h。

2　标本制作

211　将上述 6 组标本分别置 3% 戊二醛中

固定, 观察外形特征。

212　将上述 6 组标本分别置 3% 戊二醛中

固定 24 h, 每组随机选取 5 个囊尾蚴, 包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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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树脂胶中, 切制半薄切片, H 1E. 染色。吸

盘部分采用冰冻切片。头节和囊壁制表面片。

每个囊尾蚴选不同部位的 5 个切片, 置光镜

下观察。

结　　果

　　存活情况

在药液中培养 4 h、6 h、8 h 的囊尾蚴均

死亡。将猪胆汁水溶液培养 4 h, 头、颈节翻

出的囊尾蚴移至药液培养皿中, 15 m in 内全

部死亡, 颈部呈强直状态。

　　形态变化

1　正常囊尾蚴

呈椭圆形或类圆形, 直径 410 - 510

mm , 头节包被在含有半透明囊液的囊内, 囊

壁呈乳白色半透明状, 光滑。置解剖镜下观

察, 可见有微小的疣状突起。囊壁和囊体易

剥离, 剥去囊壁后, 囊体呈类球形或长圆形,

直径约 2 mm , 白色 (固定后呈淡黄色) ; 一

侧稍凹陷, 可见密集的环纹; 另一侧有一环

纹, 微凸出。质较硬。

2　药物作用 4 h 后的囊尾蚴

囊壁呈淡黄色。解剖镜下观察, 其微小

的疣状突起较明显, 并出现大量白色颗粒状

沉着物。囊壁和囊体仍易分离。囊体呈卵形,

直径约 215 mm ; 稍凹陷的一侧凹纹明显增

大并加深; 微凸一侧环纹清晰。

3　药物作用 6 h 后的囊尾蚴

囊壁颜色增深, 表面可见不规则的凹纹,

并有浅黄色变异性沉着物。囊壁和囊体较难

剥离。囊体微凹一侧可见深色环纹, 上部呈

淡黄色半透明状; 中部呈黄棕色; 下部微凸。

囊体呈长椭圆形, 长 115- 215 mm , 表面环

纹不清晰, 明显粗糙。较大者 (310- 510

mm ) 剥取囊壁后, 表面环节仍较明显, 稍凹

的一侧变凸。囊体呈紧缩状。

4　药物作用 8 h 后的囊尾蚴

凸侧呈黄棕色。囊壁表面可见不规则的

凹纹, 白色变异性沉着物增多。囊体呈类球

形, 紧缩状, 直径 3 mm ; 稍凹的一侧变成凸

出状; 顶端和中部颜色一致。较小的囊体直

径为 115- 210 mm。

5　猪胆汁培养 4 h 后的正常囊尾蚴

头节、颈节完全从囊中脱出者长 115

cm ; 未完全从囊中脱出者囊膜内有大量的白

色沉积物, 原囊明显膨大。颈节部位自行扭

动明显, 较细; 体呈圆锥形, 乳白色 (固定

后呈淡黄色) , 前体部色淡, 呈半透明状, 尾

部膨大。前体部皱褶细密, 头沟和吸盘明显

可见, 表面平滑。

6　猪胆汁培养 4 h 后, 移置药液培养基中再

培养 2 h 后的囊尾蚴

虫体呈棕黄色, 颈部稍深变粗, 呈僵直

状。吸盘变形, 排泄管内有充填物。头节、颈

节未完全从囊中脱出者, 原囊紧缩, 外膜和

内膜之间的白色沉积物减少或消失。

　　组织变化

1　正常囊尾蚴

囊壁表面平滑, 胞质均匀。切片可见皱

褶; 皮层微毛均匀, 顶端小棘样尖端完好; 基

质区基质分布均匀、致密; 基膜清楚; 肌层

环肌、纵肌形态完好, 核浆结构清楚; 实质

层结构清晰, 钙质小体多居于深部, 可见胞

浆; 中心部位肌细胞细长, 结构清楚; 顶突

及吸盘部位结构清晰[ 5 ]。

2　药物作用 4 h 后的囊尾蚴

囊壁表面呈颗粒状突起。切片体壁皱褶

坏死, 皮层微毛剥脱, 微毛顶部的小棘样尖

端变钝, 排列不齐; 基质区的基质致密度欠

均匀, 空泡少见; 基质区变薄、坏死, 皮下

层肌细胞坏死或高度变性; 实质层外侧结构

呈疏松状态, 胞质淡; 中心部位钙质小体扩

大、外移, 肌细胞结构清楚; 顶突和吸盘部

位组织肿胀、变形, 呈明显的颗粒状, 吸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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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宽。

3　药物作用 6 h 后的囊尾蚴

囊壁表面呈明显的颗粒状肿胀。切片体

壁皱褶变形, 皮层结构疏松, 外缘有溶蚀状

缺刻或呈絮网状; 微毛消失; 基质区基质肿

胀, 充满空泡; 基膜变薄; 皮下层呈溶解状

态; 实质层胞质肿胀; 钙质小体空虚, 外移

近表面; 中心部位的肌细胞肿胀、变形; 吸

盘变形, 肿胀明显。

4　药物作用 8 h 后的囊尾蚴

囊壁表面胞质变淡。切片体壁皱褶呈溶

解状, 具有较大的缺刻, 明显变薄; 皮层基

质区基质淡薄, 近基膜部位可见小空泡; 基

膜变薄, 多呈溶解状; 钙质小体空虚; 中心

部位胞质凝聚, 肌细胞明显减少, 结构模糊;

顶突和吸盘部位胞质淡, 肌细胞肿胀, 皮层

不清晰。

5　猪胆汁培养 4 h 后, 移置药液培养基中再

培养 2 h 的囊尾蚴

外翻的头节部肿胀, 排泄管内有深色充

添填物。颈部表面纹理近平直, 呈水肿状。颈

部横切面严重变形, 呈长椭圆形, 排泄管变

形。皮层皱缩、坏死, 基质区基质不匀, 中

心部位肌细胞肿胀、变形, 出现突起。深层

胞质凝聚。

讨　　论

　　形态观察结果表明, 全蝎乙醇提取物具

有显著杀灭猪囊尾蚴的作用。实验组囊尾蚴

自药液培养 4 h 起, 囊体均呈紧缩状态, 稍凹

的一侧凹口处由凹变平, 这是囊尾蚴自身防

御机能的表现, 各标本中均无头节翻出的囊

尾蚴, 而囊尾蚴的外形、颜色均有不同程度

的变化。从外形特征看, 药物主要作用于囊

尾蚴的头节部分, 使头节的组织变性, 吸盘

变形。作者曾取实验组培养 1 h 后的囊尾蚴,

用生理盐水冲洗后, 再置 15% 猪胆汁常水溶

液中继续培养至 6 h, 未见囊尾蚴形态复苏,

说明药物杀灭囊尾蚴的作用是稳定的[ 4 ]。

组织学观察结果表明, 经全蝎乙醇提取

物作用 4 h 后的囊尾蚴, 可见明显的病理改

变, 主要表现为吸盘、顶突、皮层肿胀, 微

毛剥脱, 皮下层组织坏死或高度变性, 实质

层钙质小体扩大并呈溶解状态。药液作用 6

h 以后, 破坏性变化加重, 皮层逐渐溶解, 实

质层坏死、并渐溶解, 肌细胞减少, 钙质小

体空虚而外移。表明本药对虫体的破坏作用

较为广泛, 特别是破坏其皮层微毛, 干扰其

正常的吸收功能, 并可影响头颈节片再生而

达到杀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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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 To demonstra te the effect of alcoho lic ex tract of B u thus m artensii against Cy sticercus cellu2
losae in v itro. M ETHOD S: F resh Cy sticercus cellu losae w ere cu ltu red in 15% sw ine b ile m edium con2
ta in ing sco rp io alcoho lic ex tract. RESUL TS: T he sco rp io ex tract a t 26 m göm l exerted p rofound effect

in destroying cyst icerci as assessed by the mo rpho logical changes and lo ss of vita lity. A fter of the

Cy sticercus cellu losae w ere cu ltu red in m edium con tain ing sco rp io ex tract fo r 4, 6 and 8 hours, evi2
den t patho logical changes w ere revealed. T he m ain m icro scop ic featu res w ere peeling of m icro trich2
es, sw elling, and defo rm ity of ro stellum and suckers of evaginated cyst icerci. CONCL USION: Sco rp i2
on ex tract exerts dam age effect on bo th the tegum en t and sco lex of Cy sticercus celluosae.

Key words: Sco rp ion ex tract, B u thus m artensii, Cy sticercus cellu lo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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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腔 毛 滴 虫 的 活 体 染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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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年 12 月, 我们从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口腔

科齿龈脓肿患者的口腔齿龈积垢中, 检获口腔毛滴

虫。用洛克氏液琼脂血清 (LA S) 双相培养基, 置 37℃

温箱中传代培养, 每周转种两次。选取中性红、吡咯

红 G、甲苯胺蓝和亚甲基蓝 4 种活体染色剂, 分别以

洛克氏液稀释成 1∶2000、1∶4000 和 1∶8000 等 3

种浓度的染色液。观察前, 将染色液滴加于蜡垫方框

的载玻片上, 再取培养 48 h 的口腔毛滴虫悬液 (虫

数约 1×105öΛl) 加入染液内, 以牙签调匀, 最后加盖

玻片, 用蜡封四周, 置湿盒内放入 37℃温箱中, 分别

于 15、45、75、120 和 210 m in 进行镜检, 随意抽检

100 个虫体, 记录着色和活动情况, 实验共进行 3 次。

4 种活体染色剂的染色效果, 以中性红及甲苯

胺蓝的反应为优, 主要表现为虫体的活动较好, 持续

时间较长, 虫体影像的反差清晰。此结果与作者以往

进行的人毛滴虫活体染色效果相似 [1 ]。中性红和甲

苯胺蓝对口腔毛滴虫的活体染色结果除颜色不同

外, 其余基本一致。该虫的活动率与染色液的浓度及

染色时间有关。随时间的推延, 活动的虫数逐步减

少, 至 75 m in 时仍有半数以上的虫体保持活动良好

状态; 染色剂浓度越小, 其活动率也较大。

经两种活体染液染色后, 活动的口腔毛滴虫虽

不着色, 但都能从有色的背景中见到被衬托出倒梨

状的虫体; 甲苯胺蓝背景呈淡蓝色, 中性红呈淡红

色。亦可见挥动的 4 根前鞭毛及侧缘具节奏性的波

动膜。虫体呈摇摆或翻转的运动方式, 轴柱纤细伸出

体后, 细胞质较透明, 细胞核隐约可见; 活动力减弱

的虫体, 呈与原背景相同的颜色, 有的可见食物泡内

颗粒; 不动的虫体, 有的虽仍透明, 但较多的虫体呈现

深染。实验结果表明: 此两种染剂都可用于该虫的活体

染色, 观察时间应在 1 h 内, 浓度以 1∶4000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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