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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目的: 观察吡喹酮对体外猪囊尾蚴的作用。方法: 应用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方法, 分别
对药物作用 2 h、4 h、6 h 后的猪囊尾蚴为实验样品, 对其扫描电镜特征及超微结构进行观察。结
果: 猪囊尾蚴被药物作用后囊体挛缩变形、头节伸出, 体表溶蚀、皮层内质网和核糖体溶解、皮下层
坏死。结论: 吡喹酮对猪囊尾蚴有强烈的杀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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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吡喹酮治疗囊虫病有肯定疗效, 但副作

用较大, 且经常有复发[1, 2 ]。我们采用了体外

实验法, 对药物作用后不同时间的猪囊尾蚴

超微结构进行了观察。

材料和方法

1　猪囊尾蚴

取自新鲜猪肉, 由哈尔滨肉联加工厂提

供。

2　药物

吡喹酮片 (20 m gö片) , 杭州制药厂生产。

3　药物作用方法及样品制备

取吡喹酮片, 粉碎, 置乙醇中浸提 3 次,

弃残渣, 将乙醇提取物水浴蒸干, 加 20 m l

15% 猪胆汁的水溶液, 用搅拌器搅匀, 加入 10

个成熟的猪囊尾蚴置培养箱中 (37℃) 孵化 6

h, 以未加药物作为空白对照[3 ]。分别在培养后

2 h、4 h 和 6 h 各取样 1 份, 置 3% 戊二醛中固

定, 3 个样品分别在实体解剖镜下去囊尾蚴外

膜, 粘于样品台上, 用临界点干燥仪干燥, 镀

金, 即为扫描用样品 1、2、3, 上镜观察。

另取 3% 戊二醛固定的样品 1、2、3, 分别浸

入戊二醛中 30 m in, 取出用磷酸缓冲液冲洗, 放

入锇酸中固定 1 h, 脱水, 树脂包埋, 置烘箱中 3

d 后切半薄片, 用苏木精- 伊红染色, 封藏制成

病理切片。用普通生物学显微镜观察。

仪器

AM RA Y 扫描电镜, H ITA CH I H - 600

型透射电镜。

结 果

1　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囊体严重变形, 环形皱褶增宽 (图 1)。头

节略伸出囊体。体表略呈溶蚀状 (图 2)。囊体

表面破坏严重, 体节表面可见密集的针眼状

小点 (图 3)。环状皱褶间隙增大, 呈坏死状

(图 4)。

虫体外形明显, 粗细不匀, 拘挛卷缩略呈

V 字形, 头节部分不明显。体表呈网状溶解

并可见众多小颗粒和纵细条纹 (图 5, 6)。

2　超微结构观察结果

皮层内质网和核糖体溶解、出现大量空

泡 (图 7)。皮下层纤毛束外围溶解 (图 8)。实

质细胞质凝集, 细胞核核仁外移 (图 9)。排泄

管内微绒毛溶解, 神经索坏死 (图 10)。实质

细胞核溶解, 边缘出现缺刻。排泄管周边不

清, 整个组织呈坏死状态 (图 11)。皮层及皮

下层均呈模糊状坏死 (图 12)。

讨 论

从扫描电镜观察的外部形态看, 吡喹酮

在体外作用于猪囊尾蚴后, 虫体挛缩, 头节伸

出, 囊体膨大, 变形, 这一现象似和脑囊虫病

患者服药后颅内压升高有关。

超微结构的观察, 可见吡喹酮使囊尾蚴

微毛、内质网、核糖体、线粒体、肌细胞、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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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囊体严重变形, 呈挛缩状 400×　图 2　体表略呈溶蚀状 2 500×　图 3　囊体表面破坏严重, 体节表面可见密集的

针眼状小点 700×　图 4　环状皱褶间隙增大, 呈坏死状 169×　　图 5　体表呈网状溶解并可见众多小颗粒和纵细条纹

496×　图 6　皮层内质网和核糖体溶解 80 000×　图 7　纤毛束外围溶解 11 000×　图 8　实质细胞胞质凝集, 细胞核

核仁外移 20 000×　图 9　排泄管内微绒毛溶解, 神经索坏死 15 000×　图 10　实质细胞溶解, 边缘出现缺刻 20 000×

　图 11　皮层及皮下层均呈模糊状坏死。细胞核尚可辨认 25 000×

F ig. 1　Cyst body showing deform ity and spastic ity 400×　F ig. 2　Body surface showing corrosion 2 500×　F ig. 3　

Body surface showing concen trated pinpr iek dots 700×　F ig. 4　 Increased fold gap showing necrosis 169×　F ig. 5　

Body surface showing netl ike dissolution with small gra in s and long itudina l tr ipes 496×　F ig. 6　Endoplasm ic reticulum

and r ibosome of cortex showing dissolution 80 000×　F ig. 7　The per iphery of c ill ia showing dissolution 11 000×　F ig.

8　Parenchymal cells showing conden sed cytoplasm 20 000×　F ig. 9　Emunctory showing dissolvedn sed m icrov ill i 15

000×　F ig. 10　Parenchymal cells showing dissolution 20 000×　F ig. 11　Tegumen t and subtegumen t showing necrosis

25 000×

索、糖原、纤毛束、基底膜、细胞核等发生溶

解。在培养 2 h 后, 即有明显的作用, 表明吡

喹酮对囊尾蚴具有强烈的杀伤作用。

致谢　病理部分承蒙黑龙江中医学院李织教授指导, 在此

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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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 ION ON THE IN V ITRO EFFECT OF

PRAZ IQUANTEL ON CYST ICERCUS CELLULOSA E

Su L ian jie, Zhang Gu ijun, Fu Q ifeng, Xu Gu ilan
H eilongj iang U n iversity of T rad itiona l Ch inese M ed icine, H arbin 150040

ABSTRACT

A IM : To ob serve the effect of p raziquan tel on Cy sticercus cellu losae in v itro. M ETHOD S:

A fter the Cy sticercus cellu losae w ere incubated w ith p raziquan tel fo r 2, 4 and 6 h, the in v itro

effects w ere ob served by scann ing and tran sm ission electron m icro scopy. RESUL TS: T he

structu ra l and celu llar changes of Cy sticercus cellu losae under the act ion of p raziquan tel in2
cluded the convu lsion and defo rm ity of the cyst body, co rro sion of the body su rface. necro sis

of the tegum en t and sub tegum en t, and disso lu t ion of the endop lasm ic ret icu lum and ribo-

som e. CONCL USION: P raziquan tel exerts st rong act ion again st Cy sticercus cellu losae.
　　Key words: P raziquan tel, Cy sticercus cellu losae, SEM , T EM

新疆库尔勒地区 131 例包虫病临床病理分析
新疆库尔勒市二七三医院　库尔勒　841000　胡石麟

　　新疆库尔勒地区是包虫病流行区, 现将我院近

年来收治的 131 例包虫病人作一报道。

临床资料

男性 63 例, 女性 68 例, 年龄 3- 10 岁 16 例, 11

- 20 岁 28 例, 21- 30 岁 31 例, 31- 40 岁 24 例, 41

- 50 岁 19 例, 50 岁以上 13 例。

131 例包虫囊肿发生部位

1　肝包虫囊肿　单纯发生于肝脏 94 例、肝脏与其

他脏器同发 7 例、肝右叶 87 例、肝左叶 7 例、左右肝

叶同发 7 例、肝内单发 76 例、肝内多发 25 例。

2　肺包虫囊肿 16 例中, 左肺 10 例、右肺 7 例。

3　其它包囊虫肿　大脑、腹腔、盆腔、脾脏、肌肉、皮

下和胸 11 椎体骨包虫囊肿分别为例、2 例、3 例、1

例、3 例、2 例和 1 例。

症状及体征

肝包虫囊肿病人中, 上腹部胀痛者 82 例, 上腹

部包块 35 例, 肝脏肿大者 11 例。肺包虫囊肿病人

中, 胸闷者 11 例, 胸痛者 5 例, 2 例大脑包虫囊肿病

人均有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一侧肢体进行性

瘫痪和一侧面瘫。105 例作Cason i 皮内试验 , 阳性

99 例, 阳性率 94. 3%。

病理资料

内囊肝包虫囊肿最大容积为 8 000 m l, 直径 5-

15 cm。肺包虫囊肿直径为 5- 10 cm , 大脑包虫囊肿

1 例直径 10 cm , 1 例直径 8 cm。肝包虫囊肿有子囊

者 51 例, 肺包囊肿有子囊者 3 例。切片镜检有头节

的 52 例, 生发层有生发囊或头节的 13 例。

20 例切除部分外囊壁作病理检查。囊壁厚

0. 1—0. 3 cm。镜下见致密纤维及玻璃样变, 全部有

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浆细胞浸润, 少数有多核

巨噬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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