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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目的: 观察 1991 年 10 月在中越边境广西凭祥购买的 1 只野生食蟹猴 (M 4)体内发现的
疟原虫。方法: 将疟原虫血传给健康的切脾熊猴 (M 6) , 在猴体内的疟原虫配子体在 64 个ö100WBC
时, 给大劣按蚊叮咬感染, 确定孢子增殖期, 当蚊唾腺发现子孢子时, 阳性蚊叮咬健康的熊猴 (M 5)

后第 8 d 开始采血观察, 确定红前期的时间。血内发现疟原虫后开始每 4 h 采血 1 次的定时观察,
确定红内期裂体增殖周期及红内期各期疟原虫形态特征。结果: 该株猴疟原虫的孢子增殖期为 11

d, 红前期为 8 d, 红内期的裂体增殖周期为 48 h。早晚期滋养体与人间日疟原虫形态相似, 被晚期
滋养体寄生的红细胞明显胀大, 阿米巴样活动明显, 可见薛氏小点, 成熟的裂殖体内通常可见裂殖
子 10—15 个。结论: 试验结果证实, 该株猴疟原虫为食蟹猴疟原虫并定名为 CV H 株 (P lasm od ium

cy nom olg i CV H )。
关键词　食蟹猴疟原虫　大劣按蚊　猴疟食蟹猴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9260067)

　　自从 1907 年M ayer 首次在爪哇的食蟹

猴体内发现 1 株与人间日疟十分相似的疟原

虫并定名为食蟹猴疟原虫 ( P lasm od ium

cy nom olg i) 以来,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先后在 8

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有食蟹猴疟原虫, 包括我国

的台湾省[ 1- 6 ]。但我国大陆自然界野生猴体内

未见报道食蟹猴疟原虫。70 年代我国从越南

引进 1 株猴疟, 经张家埙 (1980)等[ 7 ]鉴定后确

定为 1 株食蟹猴疟原虫, 但该株猴疟最初发现

时的猴种及地理位置等资料不详[ 2, 6 ]。1991 年

10 月我室从广西凭祥购买 5 只野生猴, 在其

中 1 只猴 (M 4)体内发现疟原虫。该猴当时的

疟疾间接荧光抗体试验 ( IFA T ) 抗体滴度为 1

∶1 280。经广西野生动物保护所对该猴的鉴

定确认为 1 只食蟹猴 (M acaca irus) , 但该猴

的具体捕捉地点不详。我们对该株猴疟原虫进

行了血传及蚊传试验。

材料和方法

实验动物

熊猴 (M acaca assam ensis ) 2 只 (M 5、

M 6) 购自广西凭祥, 体重 3- 4 kg, 试验前反

复血检及 IFA T 检查, 证实无孢子虫感染。将

熊猴 (M 6)在无菌条件下切除脾脏, 作为血液

传染猴备用。未切脾熊猴 (M 5) 用于蚊传备

用。

实验蚊种

大劣按蚊 (A nop heles d irus) 从海南岛引

进, 在温度为 26±1℃和相对温度为 75% ±

5% , 光照时间为 12∶12 h 实验室中饲养。

疟原虫红内期形态及孢子增殖期观察方

法

从自然感染猴M 4 静脉取血 5 m l 抗凝,

静脉注射给切脾熊猴 (M 6) , 血传后 d 3 开始

每天采血 2 次, 吉氏染色镜检观察, 于血传后

d 9 当猴M 6 配子体计数在 64 个ö100 W BC

时给大劣按蚊叮咬。随后将吸血按蚊捕出单

独分笼饲养。蚊吸血后 d 5 开始逐日解剖蚊

胃观察, d 10 开始解剖唾腺观察子孢子进腺

时间, d 13 解剖一定数量的按蚊唾腺计算腺

感染率, 在大劣按蚊吸血后 d 14 叮咬未切脾

的健康熊猴 (M 5)。

红前期及红内期裂体增殖周期观察方法

子孢子阳性的大劣按蚊叮咬未切脾的健

康熊猴 (M 5) 后 d 8 开始每天 2 次采血镜检,

以确定红前期的时间。血检发现原虫后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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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每 4 h 采血 1 次的定时观察, 并每天进行

白细胞计数。薄血膜计数每 100 白细胞中红

内期各期的疟原虫数, 推算出每微升血液中

的疟原虫数, 确定红内期裂体增殖周期。

结 果

红细胞内裂体增殖周期

经大劣按蚊叮咬而感染的熊猴 (M 5) 于

d 8 血内查见很少量的疟原虫, 本次试验结

果红前期为 d 8 (发现原虫的准确时间为 7 d

16 h)。自发现疟原虫起 d 14 内, 血液中的环

状体周期性变化不规则, 而在 d 14 后环状体

呈规律性的增高和降低。原虫的裂体增殖周

期为 48 h (图 1)。

图 1　蚊传感染猴M 5 28 d 连续每 4 h 采血观察曲线,
原虫密度为环状体数öΛl
F ig. 1 　 Parasitem ia pattern of assamon sis monkey
(M 5) infected with P. cynom olg i basing on smears taken
at 4-hour in tervals through 28 days. The con tinuous
l ines showing the level of parasitem ia denote the number
of parasitesöΛl

红细胞内期疟原虫形态

环状体的大小为正常红细胞图 2∶1 直

径的 1ö4, 多数为单核。但在切脾猴 (M 6) 的

血液内红细胞原虫感染率较高的情况下常见

2—3 个环状体寄生于 1 个红细胞内, 偶见 3

个双核环状体在 1 个红细胞内。随着环状体

的增大受感染红细胞也胀大, 在染色偏酸的

血片中易见薛氏点。

早期滋养体的原虫细胞浆阿米巴状活动

明显。大滋养体核增大、胞浆明显增多, 受感

染的红细胞增大变形, 薛氏小点更为明显。

(图 2∶2—10)

成熟的裂殖体通常为 10- 15 个裂殖子

呈不规则排列于红细胞内, 偶见 20 个裂殖子

在一个红细胞内, 可见疟色素 (图 2∶13—

18)。

配子体呈圆形或椭圆形, 虫体充满胀大

的红细胞, 疟色素多且均匀分布于原虫的胞

浆部分 (图 2∶19—21)。

孢子增殖期

大劣按蚊叮咬经血传感染的猴M 6, 在

吸血后 d 6 解剖 3 只蚊胃观察卵囊, 结果全

部为阳性, d 7- d 9 每天解剖 7- 8 只按蚊

胃, 全部为阳性, 蚊胃的卵囊感染度为 10-

100 以上。第 d 10 卵囊开始分化, d 11 解剖

蚊胃及唾腺见部分成熟的子孢子仍在胃壁

上, 部分蚊的唾腺可见子孢子。d 13 解剖 12

只蚊, 唾腺全部阳性, 且均充满大量子孢子

(图 2∶22- 24)。

讨 论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所发现的猴疟原虫

裂体增殖周期为 48 h 的有 5 种, 即食蟹猴疟

原虫, 柯氏疟原虫 (P lasm od ium coa tney i)、费

氏疟原虫 (P lasm od ium f ield i)、脆弱疟原虫

(P lasm od ium f rag ile) 及吼猴疟原虫 (P las2
m od ium sim ium ) [ 7210 ]。柯氏疟原虫红内期形

态虽然与食蟹猴疟原虫非常相似, 但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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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正常的食蟹猴红细胞　2- 3　环状体　4—7　滋养体　8—9　裂殖体前期　10—14　裂殖体　15　配子体前
期　 16—18　配子体®　19- 21　配子体♀　22　子孢子吉姆萨染色 (40×5) , 　23- 24　子孢子吖啶橙染色
(40×5)

F ig. 2　1　Normal erythrocytes of irus monkey　2—3　Young trophozo ites (r ing form s)　4—7　Trophozo ites　8—9　
Immature sch izon ts (Presegmen ting stage)　10—14　Schizon ts　15　Pregametocyte　16- 18　Gametocytes®　19- 21
　Gametocytes♀　22　Sporozo ites were sta ined with Giem sa (40×5) 　23- 24　Sporozo ites were sta ined with acr idine
orange (40×5)

明显的区别, 如受感染红细胞一般不胀大, 可

见茂氏点 (M aürer’s do t) , 成熟的裂殖体内

裂殖子平均数约 20 个, 费氏猴疟原虫的滋养

体呈圆形或蛋形, 在裂殖体期受感染红细胞

变得特别大, 似卵型疟原虫。

从本文描述的猴疟原虫 (M 4) 生物学特

性来看, 与张家埙 (1980) [ 7 ]年从越南引进的

食蟹猴疟原虫鉴定结果及Bennet t [ 226 ]报道的

东南亚食蟹猴疟原虫生物学特性相比较, 其

红内期阶段的各期原虫形态及裂体增殖周期

等特征基本一致。将张家埙鉴定的食蟹猴疟

原虫红内期抗原与这次新发现猴疟抗原做 I2
FA T 比较, 同时检测 116 人份间日疟病人血

清, 其结果基本一致。两者猴疟的裂殖子表面

抗原—1 (M SA 21) 的DNA 序列分析初步结

果显示, 在核酸分子上存在差异。但是否可作

为同种疟原虫不同地理株的鉴定依据, 有待

进一步研究。

关于孢子增殖期按蚊唾腺感染率问题,

张家埙曾采用雷氏按蚊 (A nop heles L esteri)

和斯氏按蚊 (A nop heles S tep hensi) 对食蟹猴

疟原虫进行了感染观察[ 7, 10 ] , 结果唾腺子孢

子阳性率分别为 19. 0% 和 85%。王兴相[ 11 ]

曾采用雷氏按蚊、斯氏按蚊和大劣按蚊比较

对食蟹猴疟原虫的易感性, 结果大劣按蚊胃

感染率为 100% , 提示大劣按蚊对食蟹猴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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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虫易感性较强, 这与本文采用大劣按蚊感

染观察结果基本一致。王兴相观察子孢子进

腺时间为 7. 5 d, 我们的试验结果为 10 d 16

h, 此差异是试验条件所致或是株间差异, 有

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结果提示, 1991 年 10 月在广西凭

祥购买的野生食蟹猴体内所发现的猴疟原虫

初步定为 1 株食蟹猴疟原虫。为了区别于国

外历年发现的几株食蟹猴疟原虫, 将该猴疟

原虫暂定名为食蟹猴疟原虫CV H 株 (P las2
m od ium cy nom olg i CV H )。

　　本课题曾得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尔翔

教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张家埙教授的

指导,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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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B IOLOGICAL CHARACTER IST ICS OF A SPEC IES

OF PLASM OD IUM CYN OM OL G I IN P INGX IANG, GUANGX I

H uang Yam ing, Fu W eizhong, W ang H uaifang, W ei H aiyan, L i Yuying, T ang J inhong
Guang x i Institu te of P arasitic D iseases, N ann ing 530021

ABSTRACT

A IM : To ob serve the b io log ica l characterist ics of a species of P lasm od ium cy nom olg i

iso la ted from a w ild2caugh t, na tu ra lly infected m onkey M acaca irus (M 4) a t P ingx iang,

Guangx i near the bo rder betw een Ch ina and V ietnam in O ctober 1991. M ETHOD S: A n un2
infected sp lenectom ized m onkey (M acaca assam ensis) M 6 w as inocu la ted iv w ith b lood from

M 4. N ine days la ter, w hen M 6 w as found harbo ring gam etocytes a t a concen tra t ion of 64 per

100 leucocytes, M 6 w as expo sed to the b ite of un infected A nop heles d irus. O n day 14 after

the level of spo rozo ites in the sa livary g land of A n. d irus reached a h igh peak, the infected

A n. d irus w as allow ed to b ite M 5, a hea lthy, un infected m onkey (M acaca assam ensis). O n

day 8 fo llow ing infect ion, b lood w as taken from M 5 tw ice a day and exam ined fo r m alaria

parasites. RESUL TS: In term s of the appearance of a few rings in b lood, the incubat ion peri2
od is 8 days. A t a tem pera tu re of abou t 26℃ and a rela t ive hum idity of 75% , ooc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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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ed m atu rity on day 11, and the spo rogony w as 11 days. T he young trophozo ites of

P lasm od ium cy nom olg i w ere ind ist ingu ishab le from tho se of P lasm od ium v ivax. T he typ ica l

parasites w ere sim ila r to o ther sim ian parasites of P lasm od ium cy nom olg i. T here w ere

Schüffner’s do ts in infected eryth rocytes. T he sch izogony occu rred every 48 hou rs. T he m a2
tu re sch izon ts had a large num ber of m erozo ites, the num ber being 10- 15. CONCL USION:

T he m alaria parasite described in the p resen t paper w as designa ted P lasm od ium cy nom olg i

CV H (Ch ina, V ietnam and H uang) st ra in.
　　Key words: P lasm od ium cy nom olg i, A nop heles d irus, sim ian m alaria, M acaca irus.

3 　T h is p ro ject w as suppo rted by the N ational N atural Science Fundation of Ch ina

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后连续 10 年的监测结果

江苏省句容市卫生防疫站　句容　212400

蒋锡炳　倪林梅

　　句容市属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 已于 1978 年

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螺情下降 99. 7% , 人群

血吸虫病感染率由 5% 下降到 1. 2%。再用粪孵法查

病, 困难较多。我们于 1984- 1993 年应用综合查病

法检查血吸虫病。

对象和方法

1　对象

按流行村在册户口, 凡年满 5 周岁以上, 70 周

岁以下的常住居民作为对象。

2　方法

2. 1　血吸虫皮内试验 (皮试)

按《血防手册》常规操作, 新鲜成虫抗原均为江

苏省血吸虫病研究所提供 (批号: 当年制备的有效抗

原含蛋白量 200 Λgöm l)。

2. 2　环卵沉淀试验 (环试)

冰冻干虫卵为江苏省血吸虫病研究所提供 (批

号: 当年制备的与重感染兔血清反应的环沉率均在

45% ±) , 环沉率 (CO P)≥1% 为阳性。

2. 3　病史与体检

询问血吸虫病病史, 肝剑突下≥3. 5 cm , 为阳

性, 脾超过左季肋也为阳性。

结　果

10 年中, 对全市 14 个乡镇 (场) 99 人行政村和

单位进行了查病。被检查村总人口 119 027 人, 应检

人口 99 290 人, 占应查人数 83. 4% , 实际受检人数

93 927 人, 平均受检率为 94. 6% , 其中无病史人群

皮试 78 951 人, 皮试阳性 8249 人, 阳性率 10. 5% ,

皮试阳性者再作环试, CO P≥1% 435 人, 阳性率

5. 3% ; 过去有病史病人 14 976 人作环试, CO P≥

1% 643 人, 阳性率 4. 3% ; 体检结果: 无病史皮试阳

性者肝脏左叶剑下≥3. 5 cm 1 025 人; 占 12. 4%

(1 025ö8 249) , 脾脏肿大超过左季肋者 31 人, 占

0. 4% (31ö8 249) ; 有过去病史病人肝脏左叶剑下≥

3. 5 cm 2 920 人, 占 19. 5% (2 920ö14 926) , 脾脏超

过左季肋者 142 人, 占 0. 9% (142ö14 976) ; 左下腹

能触及索状肿块者 36 人。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地区连

续 10 年的综合查病, 共做环试 23 225 人, 查出环试

阳性 1 078, 阳性率 4. 6% , CO P≥3% 的 515 人, 定为

血吸虫病病人, 占整个实检人群的 0. 6% ( 515ö

93 927) , 占普查乡镇总人口的 0. 4% (515ö11 902) ,

此外, 对CO P 1% - 2% 的 563 人进行扩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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