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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头属绦虫属于绦虫纲
!

>-2*7.0

"#

假叶目

!

/2-?.7@AB<<3.-0 >01?25 #C'$

"#

裂头科
!

43:7*A137!

D-@A0<3.0- E"A-5 #F"!

或
43@AB<<7:7*A133.0- E"A-5

GFG"

"$

它最初由
E3))0-?2

命名为
%

!"#$%" &"'"

&'

后

名称几经变更
'

最终由
E"A-

确立为
(%)*'+,%*!

-#.+"&/0 E"A-

'

GFG"

'

后又被并入
(%.+1&&*)*'+,%/2

>7::7<.

'

GCHC

(

因其幼虫可寄生于各种鱼类
'

又称鱼

阔节绦虫
!

I32A *0@-J7192

"

)

G

*

$

人因生食或半生食含

裂头蚴的鱼肉而患裂头绦虫病
!

.3@AB<<7:7*A130232

"$

裂头绦虫病主要分布于亚寒带和温带地区
'

尤其以

欧洲
+

亚洲及美洲地区多见
,

!"

世纪
K"

年代初
'

世

界卫生组织
!

LMN

"

估计全球受裂头绦虫感染威胁

人口约
F&&

万
,

而新的数据显示
'

全球受威胁人口

近
! &&&

万)

!

*

'

尤其在俄罗斯
#

韩国
#

日本
#

巴西等国

家
'

裂头绦虫病已作为一种新发或再发传染病危害

人类健康)

$

*

,

我国自
GF!K

年至今
'

有文献报道的裂头绦虫病

例
'

共有
G&

余例
'

主要分布于黑龙江
#

吉林
#

台湾等

地)

%

*

,

随着全球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往来的日趋

频繁
'

在国内某些地区
'

裂头绦虫病已成为一种新发

寄生虫病)

H!K

*

,

人们对该病的认识严重不足
'

故本文

对寄生于人体内的裂头属绦虫的研究进展进行综

述
'

以便于更好地做好相应的防治工作
,

!

形态

裂头属绦虫的成虫体长一般为
! O GH 9

'

最长

的可达
!H 9

'

含有体节多达
% &&&

个
(

其生长速度非

常快
'

可达到
!! D9P.

!

平均
G D9PA

",

成虫头节细小
'

呈匙形
'

其背
#

腹面各有一条较窄而深凹的吸槽
(

颈

节细长
'

具有生发功能
,

成熟节片
#

孕节内均含有成

熟雌
#

雄生殖器官各一套
,

睾丸数较多
'

形状呈圆球

形或卵圆形
'

散在于节片中部
(

卵巢分两叶
'

位于节

片后三分之一处
(

卵黄腺呈滤泡状
'

散在于实质表

层
(

子宫位于节片中部
'

呈螺旋状盘曲于卵巢前方
,

虫卵近卵圆形
'

大小因虫种类别
#

寄生宿主
#

感染

程度而有所不同
'

一般为
!

$H O C"

"

!9 #

!

!H O 'H

"

!9

,

刘新颖 G 王卫杰 !Q

!"#$

目前
'

全世界所报道的裂头属绦虫有
H&

余种
'

其中
#%

种可寄生于人体
,

人因食用未熟的含

有裂头蚴的鱼类而患裂头绦虫病
'

其临床表现多不明显
'

个别虫种可引起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

诊断方法一

般采用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诊断
,

随着全球食品产业一体化
'

鱼产品贸易日趋频繁
'

受裂头属绦虫感染威

胁人口近
! &&&

万
'

且在个别地区裂头绦虫病已成为一种新发或再发传染病
'

危害人类健康
,

该文对裂头

属绦虫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

%&'()

裂头绦虫病
(

新发传染病
(

分子诊断
(

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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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种 终宿主 第二中间宿主 分布

!" #$%%&$' >0?2@A5 #BC'

犬
#

北极狐
$

人偶获感染 阿拉斯加黑鱼
#

花羔红点鲑 北美洲

!" #'(#)&*&+,- 63*D2@A5 #E!%

鸟类
$

人等哺乳类动物 鲑鱼 极地附近

!" %$*,- F3))0-?25 GHCE

人等哺乳类动物 以梭鱼
#

鲈鱼
#

鳍鱼
#

江鳕
#

北极嘉鱼较为常
见

%

梅花鲈
#

梭鲈
#

黄金鲈鱼相对少见
欧洲

#

北美洲
#

亚洲

卵壳较厚
$

一端有明显的卵盖
$

内含一个卵细胞和

若干个卵黄细胞
&

虫卵排出体外时
$

卵内胚胎已经

开始发育
&

钩球蚴
$

圆球形
$

周身被有纤毛
&

原尾蚴
$

呈长椭圆形
&

裂头蚴
$

长带形
$

乳白色
$

头部稍膨大
$

末端多呈钝圆形
$

虫体不分节
$

表面光滑或具有皱

褶
&

!

生活史

成虫寄生于终宿主小肠内
$

产生的虫卵随宿主

粪便排出体外后
$

在水中孵出钩球蚴
%

钩球蚴可被第

一中间宿主水蚤吞食
$

并在其血腔内发育为原尾蚴
%

当受感染的第一中间宿主被第二中间宿主鱼类吞食

后
$

原尾蚴在其体内发育为裂头蚴
%

鱼体内的裂头蚴

被终宿主食入后
$

可在其肠道内经
C I '

周发育为

成虫
&

每条成虫每天产卵上万个
$

最多达
G""

万个
&

寄生于人体内的裂头属绦虫可存活数年之久
$

有的

可长达
!"

年甚至更长时间
&

裂头属绦虫成虫对宿主选择特异性较低
$

所以

人以及犬
#

猫
#

狐
#

狮
#

豹等食肉类哺乳动物均可作为

其终宿主
%

此外
$

一些食鱼的鸟类
$

如海鸥
$

亦可作为

其终宿主
&

有文献报道'

$

(

$

有近
%"

种水蚤类可作为裂头属

绦虫的第一中间宿主
$

这些水蚤属于镖水蚤属
!

!&!

$.*/-,0

"#

指镖水蚤属
!

1+$(*2/#&$.*/-,0

"#

北镖水

蚤属
!

3)+*/#&$.*/-,0

"#

真镖水蚤属
!

4,#&$.*/-,0

"#

真宽水蚤
!

4,)5*'-/)$

"#

贝克水蚤属
!

6/'+7'%%$

"#

剑

水蚤属
!

85+%/.0

"

和中剑水蚤属
!

9'0/+5+%/.0

"&

在我

国
$

主要是剑水蚤属类作为第一中间宿主
&

裂头属绦虫的第二中间宿主是鱼类
$

包括淡水

鱼
#

海鱼及溯河鱼
&

原尾蚴感染鱼类后
$

可在其体内

继续发育为裂头蚴
$

具体发育部位与感染的鱼种类

相关
&

一般来说
$

裂头蚴可定居于鱼体内任何器官
$

尤其在肌肉
#

肝脏
#

性腺等部位最为常见
&

"

分类

目前
$

全世界所报道的裂头属绦虫有
C"

余种
$

其中有文献报道的
#

可寄生于人体内的有
G%

种'

$

(

&

根据裂头属绦虫的生物特性及寄生宿主的不同
$

国

外有研究者把寄生于人体内的裂头属绦虫归为
$

大类 '

$

(

)!

G

"

淡水类
)

整个生活史过程在淡水中完成

!

表
G

"%!

!

"

海水类
)

整个生活史过程在海水中完成

!

表
!

"%!

$

"

溯河类
)

须宿主在淡水
#

海水中洄游才能

完成生活史
!

表
$

"&

裂头属绦虫的种类较多
$

而虫种间的进化关系

目前尚不清楚
&

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可感染人体

的部分虫种
&

研究者通过对多个虫种间
GEJ 1>6K

序列进行分析
$

认为太平洋裂头绦虫
!

!: .$+&;&+,-

"

和
!" 0*'--$+'.2$%,-

可作为裂头属绦虫的代表虫

种
%

而在感染人体的病例报道中
$

最常见的是阔节裂

头绦虫
!

!" %$*,-

"$

尤其在日本
#

韩国及我国境内
$

感

染病例几乎都是阔节裂头绦虫所引起的
$

因此相关

的文献报道也最多'

$5E

(

&

值得注意的是
$

有研究者发现
$

大复殖孔绦虫

!

!&.%/</(/./),0 <)$(#&0

"

与
!" 0*'--$+'.2$%,-

进化

上接近
$

提示它也可能属于裂头属绦虫
$

故该虫种也

纳入本文讨论之中
!

表
!

"

'

B!G"

(

&

#

致病

裂头属绦虫一般寄生于人体小肠内
!

多为回

肠
"$

因虫体较大
$

主要引起机械性损伤
$

一般无特殊

病理变化
$

故感染者多无明显症状
$

有少数者
!

约
GLC

"

可表现为腹泻或便秘
#

腹痛等消化道症状
$

也有部分

感染者出现疲倦
#

乏力
#

头疼
#

变态反应等全身症状
&

成虫有时可扭结成团
$

导致胆囊
#

胆总管
#

肠道的阻

塞
$

甚至是肠穿孔或肠
!

膀胱瘘管形成
&

此外
$

成虫可掠夺宿主小肠内大量的维生素
M

#!

!

约为宿主摄入量的
E&N

"$

再加上虫体所介导的
*

维

生素
M

#!

!

内因子复合物
+

分离
#

食物中维生素
M

#!

供给

不足
$

可促使宿主体内维生素
M

#!

缺乏
$

进而引发神经

系统性疾病
$

中枢及周围神经系统均可累及
$

可表现

为感觉异常
#

运动失调
#

深部感觉缺陷等神经症状
&

对于一些迁延性或严重的裂头绦虫病患者
$

还

可表现出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

其发生率为
&=&!N I

!=&&N

$

主要由阔节裂头绦虫所引起
&

患者若及时给

!

$

淡水类裂头属绦虫'

$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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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水类裂头属绦虫#

$

$

虫种 终宿主 第二中间宿主 分布

!" #$%&'()* >0?2@A5 #B'B

夏威夷僧海豹
%

人偶获感染 尚不清楚 太平洋

!" #('+$,-% C-?@D01*5 #E'$

北极熊
%

海象
%

人
&

犬偶获感染 尚不清楚 极地附近

!" .*$)/ 43-23)F5 GEH"

北极熊
%

人偶获感染 尚不清楚 极地附近

!" 0$)#&(0$,-% I10::-5 GE'H

港海豹
%

人
&

犬偶获感染 尚不清楚 极地附近

!" ('#*)* J0*2?2A3D0 -* KA317?L?5 GBB"

虎鲸
%

人偶获感染 尚不清楚 太平洋

!" 1$#*2*#-% 6M:-<3)5 GB$G

海狮
&

突耳海豹
%

人偶获感染 海水鱼类 南美洲太平洋海岸
%

日本

!" /#(,*#-% >-))3- -* >-3.5 GBG!

豹纹海豹
&

南美海狮
%

人偶获感染 尚不清楚 极地附近

!" /,&%%$#&1.$0-% N7::7<.5 GEHE

鼠海豚
%

宽吻海豚
%

人偶获感染 尚不清楚 极地附近

!*10(3()(1('-/ 3'$)+*/ O<0)@A01.

%

GEB%

鲸
%

人偶获感染 日本鳀鱼
&

远东拟沙丁鱼 极地附近

予驱虫治疗及合理饮食
%

维生素
O

G!

可在数月后恢

复至正常水平
%

相应的缺乏症状也会逐渐缓解
'

但

对于其它裂头属绦虫
%

如太平洋裂头绦虫
%

感染人体

后
%

一般不会导致人体内的维生素
O

G!

水平出现明

显降低
%

因此很少引起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

这可能与

虫种大小
&

饮食等因素相关#

GG

$

(

"

诊断

裂头属绦虫感染人体后
%

一般无明显症状
%

给予

患者吡喹酮驱虫治疗后可治愈
%

其治疗方法也基本一

致
%

因此在临床上很少进行虫种鉴定
(

从临床角度考

虑
%

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

毕竟虫种的鉴别需要专业的

技术人员和特定的分子生物学方法
(

即使如此
%

也不

能忽略虫种鉴别的重要性
%

因为只有确认虫种之后
%

才可以对其感染宿主的种类与分布
&

流行特点等进行

科学合理的分析
%

进而更加科学地指导预防工作
(

目

前来说
%

裂头属绦虫的诊断主要从以下方面来进行
(

"#$

形态学诊断

裂头绦虫病的诊断主要依据患者粪便中检获的

虫卵或节片
%

根据虫卵大小
%

头节
&

孕节的结构等形态

学特点进行诊断
(

该法价格低廉
&

简便易行
%

被广泛应

用
(

近些年来
%

有文献报道可采用胶囊内镜
!

@0P2?<-

-).72@7PM

"

技术
%

直接对寄生于人体小肠内的虫体结

构
!

包括头节在内
"

进行观察
(

该方法操作方便
%

患者

无痛苦
%

但因价格昂贵
%

在实际应用中受限#

G!!GH

$

(

裂头属绦虫各个生活史阶段的形态学非常相

似
%

所以临床上对于感染的具体虫种往往难以鉴别
(

有文献报道可通过比较虫卵内六钩蚴的小钩形状及

大小来区分阔节裂头绦虫
&

!" +&)+'*,*#-%

和
!" )*!

.()4$*&)/&

#

G'

$

(

此外
%

有研究者尝试从钩球蚴
&

原尾蚴
&

裂头蚴等幼虫阶段进行虫种鉴别
%

但由于钩球蚴的发

育需要一定时间
%

不可能从终宿主新鲜粪便中获取
%

缺乏时效性
)

而不同虫种的原尾蚴
&

裂头蚴
%

形态非常

相似
%

虫种鉴别较为困难
)

不过对于部分虫种来说
%

如

阔节裂头绦虫
&

!" +&)+'*,*#-%

和
!" +*,'&%-%

%

可以

通过观察其裂头蚴的表面情况
!

光滑或皱褶
"&

皮层

表面微毛的长度
&

头节的收缩情况和皮下层纵肌的

数量进行虫种鉴别#

GQ

$

(

裂头属绦虫的形态学诊断还需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
*!

G

"

裂头属绦虫之间形态相似
%

尤其在驱虫治疗

后的虫体形态可因药物作用而发生变化
%

难以鉴别

虫种
%

导致日本海裂头绦虫
!

!" )*.()4$*&)/&

"

等虫种

经常被误认为是阔节裂头绦虫#

GE

$

)!

!

"

一些吸虫虫卵

虫种 终宿主 第二中间宿主 分布

!" $0$/#&)/& >0?2@A -* R3<<30927)5 GBHE

犬
%

人偶获感染 江鳕
+

胡瓜鱼 北美洲

!" )*.()4$*&)/& S090)- -* 0<=5GBE'

棕熊
%

人 太平洋鲑鱼
&

远东哲罗鲑 北太平洋

!" -'/* >0?2@A5 GBH%

熊
%

人偶获感染 尚不清楚 北美洲

!

%

溯河类裂头属绦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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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
#

形状与裂头属绦虫的虫卵相近
$

易误诊为其

它的蠕虫感染
%!

$

"

猪带绦虫
#

牛带绦虫等带属绦虫

与裂头属绦虫外观很相似
$

要注意鉴别
&

!"#

分子生物学诊断

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快速方便
$

具有良好的特

异性
$

尤其可以很好地鉴别虫种
$

不仅弥补了形态学

诊断的不足
$

而且有助于裂头属绦虫虫种间的进化

分析
$

现已被广泛应用于裂头绦虫病的诊断
&

!&

世

纪
>&

年代初
$

有研究者认为可以采用限制性片段长

度多态性
!

1-2*13?*37) @10A9-)* <-)A*B C7<D971CB329

$

EFG/

"

的方法对阔节裂头绦虫和日本海裂头绦虫进

行鉴别 '

H>

(

&

随后
$

有文献报道
$

通过比对不同虫种

46I

!

包括核
46I

和线粒体
46I

"

序列
$

可以对虫种

进行鉴别和分子进化分析
&

比如
$

核糖体基因序列及

核糖体基因内转录间隔区
!

3)*-1)0< *10)2?13:-. 2C0?!

-1

$

(JK

"

序列
$

均可用于不同虫种间的进化分析
$

且对

部分虫种具有鉴别意义 '

%5!"!!'

(

%

细胞色素
?

氧化酶亚

单位
!

!

?D*7?B179- ? 7L3.02- 2M:M)3*!5NO!

"

基因

具有高度变异性
$

已成为虫种鉴别的重要依据'

%5!!!!P

(

%

此外
$

有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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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I

(<-

#

*E6I

GD2

#

6I4Q

脱

氢酶亚基
$

#

6I4Q

脱氢酶亚基
R

等基因与上述基

因联合应用
$

有助于虫种的鉴别'

%5 !S

(

&

$

流行

裂头绦虫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
$

很早之前就流

行于南美洲地区
&

有研究者在智利新克罗木乃伊的

粪便化石中发现了太平洋裂头绦虫虫卵
$

据推算
$

至

今已有
% &&& T R &&&

年 '

!>

(

%

也有研究者认为
$

在公

元前
P &&&

年左右
$

人类就有裂头属绦虫的感染
&

在

经历数千年之后
$

裂头属绦虫已经播散到世界多个

地区
$

目前主要分布于美洲
#

欧洲和亚洲的亚寒带和

温带地区
$

而在澳洲和非洲尚无病例报道
&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裂头属绦虫感染后临床表

现不明显
$

往往不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
$

所以至今在

世界范围内尚无系统的调查研究
%

而目前有关裂头

绦虫病的流行与分布
$

主要依据局部地区的调查结

果和个别的病例报道
$

这也意味着当前的数据并不

能如实的反映实际的感染状况
&

%

防治

根据裂头属绦虫生活史的特点
$

针对各个环节

做好预防
$

是防治裂头绦虫病的关键
&

首先对渔民
#

售鱼者
#

生吃鱼类的消费者等高发

人群
$

尤其是流行区的人群
$

要加强卫生宣传
$

教育

人们改变不良的食鱼习惯
&

同时
$

对流行区的鱼产

品
$

尤其是一些淡水鱼类
$

如梭鱼
#

鲈鱼
#

鳍鱼等
$

要

严格做好检疫工作
$

避免输出感染
&

此外
$

鱼产品

在
UHP "

条件下保存
!% T %P B

或者
U$R "

条件下保

存
HR B

$

可有效杀死其体内的裂头蚴
$

冷冻保存也是

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
&

对于感染裂头属绦虫的患者
$

可以给予驱虫治疗
$

常用药物包括吡喹酮
#

槟榔
#

南

瓜子
#

氯硝柳胺等均有良好疗效
&

此外
$

有文献报道

泛影葡胺
!

A02*17A10@3)

"

联合新斯的明
!

80A72*3A93)

"

驱虫效果亦佳
$

且虫体完整
$

有利于鉴定虫种 '

$"

(

$

但

这种方法增加患者痛苦
$

且价格昂贵
$

不建议作为首

选疗法'

$

(

&

虽然裂头属绦虫引起的临床表现轻微
$

但虫体

节片长期
#

持续性随粪便排出
$

会给患者及其家属造

成较大的心理压力
$

所以国外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对

患者驱虫后进行相应的心理治疗
&

&

结语

据近些年来的文献报道
$

裂头绦虫病在某些流

行高发区的感染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

但人们并不能

因此而忽视它
$

尤其是随着食品产业全球一体化
$

国

际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
$

如果对源于流行区的鱼产

品进出口环节中检测不严格
#

运输过程中储存方法

不得当
$

再加上个别地区具有生食或半生食鱼类的

不良习惯
$

很有可能导致裂头绦虫病在某些国家和

地区作为一种新发或再发传染病出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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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输入性鱼肉绦虫病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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