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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目的: 对奋斗呐灭蚊作用机理进行探讨。方法: 以 3 种不同浓度 (2. 79, 1. 39 与0. 70

Λmo löL )奋斗呐 (顺式氯氰菊酯)处理白纹伊蚊 4 龄幼虫, 并收集初羽化雌蚊血淋巴, 分别检测奋斗
呐组和对照组的蚊血淋巴元素和氨基酸含量。结果: 比较 3 种不同浓度用药组与对照组 (0. 2% 丙
酮)蚊血淋巴中 11 种元素的含量。表明 2. 79 Λmo löL 浓度用药组与对照组相比, 除锌、铬、钙外, 其
他 8 种元素含量均显著增高; 而 1. 39 Λmo löL 和 0. 70 Λmo löL 组与对照组相比, 铁、锰等 6- 7 种元
素含量较对照组高。比较 1. 39 Λmo löL 和 0. 70 Λmo löL 奋斗呐组与对照组 (去氯水)蚊血淋巴中 15
种氨基酸含量, 2 个用药组中的 12 种氨基酸含量均降低。结论: 奋斗呐对白纹伊蚊成蚊血淋巴中的
元素和氨基酸的含量均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奋斗呐　顺式氯氰菊酯　白纹伊蚊　微量元素　常量元素　氨基酸

　　奋斗呐 (Fendona) 是顺式氯氰菊酯 (a l2
pham eth rin) 可湿性粉剂的商品名, 为一种高

效的合成除虫菊酯杀虫剂。特别是对溴氰菊

酯抗性逐渐增强的多种蚊虫, 它具有高效杀

灭作用[ 1, 2 ]。关于其杀虫毒理机制, 张宗炳

(1982)认为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杀虫毒理

机制主要是对神经系统的物理影响, 而不是

生化作用[ 3 ]。晚近作者等以低浓度奋斗呐药

液处理嗜人按蚊 4 龄幼虫, 观察了该药对初

羽化成蚊血淋巴中微量元素、氨基酸、蛋白含

量和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4, 5 ]。本研究观察低浓

度奋斗呐对白纹伊蚊血淋巴元素和氨基酸的

变化, 以期为阐明该药灭蚊机制增添参考资

料。

材料和方法

1　蚊虫

白纹伊蚊 (A ed es a lbop ictus, 上海株) , 由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引进,

本实验室饲养。

2　药物

奋斗呐为英国壳牌公司 (Shell) 生产, 军

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提供。

3　实验方法

3. 1　观察蚊血淋巴元素含量, 按奋斗呐的不

同浓度设: 2. 79 Λm o löL、1. 39 Λm o löL 和

0. 70 Λm o löL 3 个用药组, 并设 0. 2% 丙酮

(溶剂)为对照组。观察蚊血淋巴氨基酸含量,

设药液浓度 1. 39 Λm o löL 和 0. 70 Λm o löL 2

个用药组, 并设去氯水为对照组。幼虫的分组

及药液处理幼虫的方法同前[ 4 ]。

3. 2　蚊血淋巴的收集与样品处理, 其方法步

骤同前[ 628 ]。实验用初羽化 2- 3 d 龄雌蚊, 共

约 4 000 只雌蚊。

3. 3　应用 ICA P9000 型等离子原子发射光

谱仪检测蚊血淋巴元素; 用L KB 4400 型氨基

酸自动分析仪检测氨基酸含量。

3. 4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和最小显著

差法 (L SD )进行显著性检验。

结　　果

1　元素含量的变化

比较了 3 种低浓度用药组和 0. 2% 丙酮

对照组的白纹伊蚊血液淋巴中 11 种元素, 结

果如表 1。2. 79 Λm o löL 浓度用药组与对照组

相比, 除锌、铬、钙外, 8 种元素的含量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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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 1. 39 Λm o löL 用药组与对照组相比, 除

锌、铬、钙与硫外, 7 种元素含量均较对照组

高, 铁和锰 2 种元素有显著性差异; 0. 70

Λm o löL 用药组与对照组相比, 铁和锰含量显

著增高, 而钾、镁、硫、磷 4 种元素含量也均较

对照组高。用药组的蚊血淋巴中多种元素含

量增高, 尤其浓度较高用药组 (2. 79 Λm o lö

L )更为显著。
表 1　奋斗呐作用后白纹伊蚊血淋巴元素含量 (X±SD ) (ΛmolöL )

Table 1　Con ten t of elemen ts in hemolymph of A edes a lbop ictus treated with fendona (X±SD ) (ΛmolöL )

元素
E lem ent

奋斗呐浓度 (Λmo löL )
Concentration of Fendona

0. 2% 丙酮
④0. 2%A cetone

①2. 79 ②1. 39 ③0. 70
①∶④ ②∶④ ③∶④

铁 Fe 1 488. 36±1032. 59 3 1 352. 19±896. 33 3 1 115. 49±918. 35 3 　211. 28±99. 55

锌 Zn 　335. 68±204. 77 　 264. 49±170. 75 　 273. 44±102. 39 　 386. 53±236. 73

铜Cu 　42. 49±34. 15 3 　 19. 67±12. 59 　16. 21±3. 23 　16. 68±9. 05

锰M n 　39. 68±18. 02 3 　22. 48±5. 55 3 　 31. 58±22. 75 3 　 6. 55±2. 73

铬C r 　89. 82±65. 49 　 80. 40±43. 18 　 82. 13±31. 45 　 97. 81±32. 89

钾 K 19 014. 58±5373. 88 3 　8 778. 46±9421. 34 　12 812. 87±11740. 85 5 419. 03±6131. 49

钠N a 32 376. 77±7204. 55 3 20 348. 21±4524. 60 22 108. 63±7676. 39 19 982. 28±5570. 68

钙Ca 4 257. 49±1802. 52 2 261. 48±817. 61 2 139. 35±790. 54 3 056. 89±2422. 65

镁M g 5 127. 73±3213. 49 3 2 051. 83±679. 14 　2 327. 64±1079. 80 1 896. 13±894. 89

硫 S 4 539. 91±1212. 38 3 2 487. 68±728. 41 　3 167. 91±1113. 03 2 815. 40±737. 29

磷 P 10 522. 76±2949. 64 3 5 846. 30±1732. 97 7 239. 10±176. 46 6 013. 08±763. 48

　　3 P < 0. 05

2　氨基酸含量的变化

比较了 1. 39 Λm o löL 和 0. 70 Λm o löL 浓

度用药组与去氯水 (饲养蚊幼虫水)对照组羽

化的蚊血淋巴中, 15 种氨基酸的含量, 见表

2。在 2 个用药组中, 蚊血淋巴多数氨基酸的

含量, 均较对照组的降低。如 1. 39 Λm o löL 浓

度用药组, 除酪氨酸、苯丙氨酸和组氨酸外,

其他 12 种氨基酸含量均较对照组降低; 0. 7

Λm o löL 用药组, 除异亮氨酸、苯丙氨酸和组

氨酸外, 其他 12 种氨基酸含量也较低, 且苏

氨酸、丝氨酸和谷氨酸含量的降低与对照组

相比, 有显著性差异。上述结果表明, 低浓度

奋斗呐可导致多种氨基酸含量降低。

表 2　奋斗呐作用后白纹伊蚊血淋巴氨基酸含量 (X±SD ) (ΛmolöL )
Table 2　Con ten t of am ino ac ids in hemolymph of A edes a lbop ictus treated with Fendona (X±SD ) (ΛmolöL )

氨基酸Am ino acid 奋斗呐 Fendona 去氯水③D ech lo rine w ater

①1. 39 　　　　　　　　　　　　　②0. 70
①∶③ ②∶③

天冬氨酸A SP 18. 99±6. 86 14. 97±6. 78 21. 09±3. 86

苏氨酸 THR 5. 90±6. 05 5. 75±4. 20 3 12. 50±2. 19
丝氨酸 SER 4. 92±1. 96 4. 57±2. 54 3 9. 16±2. 74
谷氨酸 GLU 13. 33±1. 24 3 14. 46±4. 24 3 20. 19±3. 11
脯氨酸 PRO 19. 06±2. 20 17. 81±7. 51 23. 40±6. 53
甘氨酸 GL Y 8. 52±0. 93 8. 90±3. 42 13. 07±3. 54
丙氨酸ALA 8. 50±1. 20 9. 21±3. 59 12. 26±2. 95
颉氨酸VAL 6. 37±1. 45 6. 21±1. 66 10. 76±4. 28
异亮氨酸 IL E 15. 30±3. 57 18. 82±9. 51 15. 85±5. 80
亮氨酸L EU 9. 52±2. 86 5. 28±6. 11 9. 64±5. 14
酪氨酸 T YR 2. 65±0. 83 1. 96±2. 28 2. 24±2. 72
苯丙氨酸 PH E 5. 55±3. 32 8. 08±7. 17 4. 74±4. 98
组氨酸H IS 5. 00±2. 51 4. 34±1. 57 3. 69±2. 48
赖氨酸L YS 8. 34±1. 24 9. 23±3. 35 11. 35±2. 02
精氨酸A RG 3. 23±0. 90 2. 87±1. 77 4. 85±3. 27

　　3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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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90 年代初, 我国学者陆续报道奋斗呐影

响蚊虫的发育 (如幼虫死亡率增高或化蛹率

下降)、产卵及寿命[ 9, 10 ]。为探讨该药作用机

制, 作者等曾以 2 种浓度 (1. 39 Λm o löL 和

0. 70 Λm o löL ) 奋斗呐处理嗜人按蚊 4 龄幼

虫, 观察成虫血淋巴中铁、锌、铜、锰和铬 5 种

必需元素含量的变化。其结果与本实验相似,

用药组的 5 种元素含量均比对照组 (0. 2% 丙

酮)高[ 4 ]。李凤舞等也以同样方法处理蚊虫,

表明低浓度奋斗呐可使嗜人按蚊成蚊血淋巴

蛋白含量增高与蛋白酶活性降低[ 5 ]。推测可

能由于蛋白酶活性降低, 导致大量蛋白无法

降解而滞留于血淋巴内, 是使蚊血淋巴中蛋

白含量增高的主要原因; 蛋白未能降解或蛋

白酶失活, 结果可造成氨基酸含量减少。另一

方面, 常量元素是生物体组成的主要成分, 对

机体的生理调节起重要作用; 多种必需的微

量元素与生物体内的氨基酸、蛋白质或其他

有机基团结合, 而形成各种酶、激素、维生素

等[ 11 ]。可见, 不论是氨基酸或是元素, 其含量

发生异常变化, 将引起蚊虫机体的营养代谢

与生理功能紊乱。这也是奋斗呐阻碍蚊虫发

育、繁殖而至死亡的原因之一。但对其作用机

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承蒙数学教研室刘学宗教授协助本文统计处理, 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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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 UENCE OF FENDONA ON THE CONTENTS OF

CHEM ICAL EL EM ENTS AND AM INO AC ID S IN

HEMOLYM PH OF A ED ES ALBO P ICTUS

Chen Peihu i,L i Fengw u,B ian Y inghua, Zeng Zhaohu i
Cap ita l U n iversity of M ed ica l S ciences, B eij ing 100054

ABSTRACT

A IM : To exp lo re the m echan ism of the m o squ itocida l effect of Fendona. M ETHOD S: T he

fou rth in sta r la rvae of A ed es a lbop ictus w ere trea ted w ith d ifferen t concen tra t ion s of Fendona

(a lpham eth rin). T he hem o lym ph w as co llected from early em erged fem ale m o squ ito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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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sub jected to the detect ion of chem ica l elem en ts and am ino acids. T he con ten ts of ele2
m en ts includ ing Fe, Zn, Cu, C r, K, N a, Ca,M g, S, P in th ree d ifferen t concen tra t ion s (0. 70,

1. 39 and 2. 79 Λm o löL )of Fendona2t rea ted group s and con tro l group (0. 2% acetone2t rea ted)

w ere com pared. RESUL TS: Com pared to the con tro l group , there w as a sign if ican t increase in

the con ten ts of 8 k inds of elem en ts excep t fo r Zn, C r and Ca in the 2. 79 Λm o löL group; w h ile

in 1. 39 Λm o löL and 0. 70 Λm o löL group s, the con ten ts of Fe,M n, K and M g w ere h igher than

tho se in the con tro l group. Com paring the con ten ts of 15 k inds of am ino acids in hem o lym ph

am ong 1. 39 Λm o löL , 0. 70 Λm o löL Fendona and the con tro l group , the levels of 12 k inds of

am ino acids in Fendona group s w ere decreased. CONCL USION: Fendona does influence the

con ten ts of m any k inds of elem en ts and am ino acids in the hem o lym ph of adu lt A ed es a lbop ic2
tus.

Key words: Fendona, alpham eth rin, A ed es a lbop ictus, t race elem ent, m acro elem ent, am ino acid

脑 型 肺 吸 虫 病 一 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北京　100053　赵国光　方绍明　赵瑞林

　　患者男性, 38 岁, 黑龙江省穆棱县人。主诉反复

发作性肢体抽搐 32 年, 走路不稳 4 月余, 于 1993 年

4 月入院。既往曾服用苯妥英钠 8 年, 每天 0. 3 g, 仍

有局限性癫痫发作。体检: 皮肤无结节, 语言不清, 神

经系统无定位体征。实验室检查: 痰及大便未见虫

卵。腰穿压力 140 mmH 2O , 脑脊液未见异常, 囊虫检

查阴性。EEG 示左额叶有散在棘慢波。CT 扫描为左

额叶中下回条状钙化斑。患者于全麻下行左额开颅

探查癫痫病灶切除术。术中见蛛网膜增厚色黄。脑组

织局部萎缩, 有脑脊液积聚。皮层下 0. 7 cm 发现黄

色钙化斑, 质硬, 大小为 3. 7cm ×2cm ×1. 4cm , 予以

切除。术中行脑电生理皮层监测, 切除病灶后棘慢波

消失。病理诊断左额脑实质内肺吸虫性肉芽肿。追问

病史, 患者 5 岁时曾食用虫刺蛄, 食后有高热, 全身皮

疹、咳嗽伴胸痛。

本病例发病时间长达 32 年, 因长期服用苯妥英

钠而出现药物中毒, 临床上少见。脑型肺吸虫病好发

于颅底, 以颞叶及枕叶多见。本病例为左侧额叶, 发

病部位较特殊。据报道脑型肺吸虫病癫痫发作占

29. 2% [1 ]。急性期CT、M R I表现 55% 的病人有环形

强化伴周围水肿[2 ]、慢性期均有不同形状的钙化, 钙

化灶旁片状低密度影, 脑萎缩伴脑室扩大 [3 ]。因反复
EEG 证实癫痫灶, 手术指征明确, 术后随访 2 年未

见癫痫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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