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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形虫是一种寄生于人和动物体内的原虫
!

可

寄生于几乎所有有核细胞内
!

因滋养体似弓形或半

月形而得名
"

该虫呈世界性分布
!

人和许多动物都

能感染
!

引起人畜共患弓形虫病
"

在对该原虫开展

实验室研究的过程中
!

实验人员在进行采样
#

粪

检
#

动物接种等实验操作时都会暴露于物理
#

化学

和生物性等危险因素中
!

存在实验室感染的风险

性
"

本文从生物学背景资料
#

实验活动可能产生的

危害
#

实验人员的相关风险分析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分析等四个方面对弓形虫实验室生物安全进行了初

步的风险评估
!

以期为从事弓形虫相关关操作的实

验室人员做好生物安全防护工作提供依据
"

!

生物学背景资料

弓形虫最早发现于刚地梳趾鼠
$

!"#$%&'(")*+,

-%$&..

%

体内单核细胞中
!

其虫体呈弓形
!

是一种

能寄生于人体几乎所有有核细胞内的原虫
!

猫科

动物为其唯一终末宿主
!

其他哺乳动物
#

鸟类和人

类都可成为其中间宿主
"

其发育全过程有滋养体

$

包括速殖子和缓殖子
%#

包囊
#

裂殖体
#

配子体和

卵囊等
$

种生活史阶段
!

临床上有诊断价值的为速

殖子
$

假包囊
%

和包囊 &

9!!

'

"

!"!

传染源

随粪便排出弓形虫卵囊的猫科动物是最重要传

染源
!

其次为感染弓形虫的哺乳动物
#

鸟类等温血

动物
"

弓形虫可通过胎盘感染胎儿
!

故受感染的母

亲也是传染源
"

!"#

环境中的稳定性

具有感染性的卵囊具双层囊壁
!

对外界抵抗力

较大
!

对酸
#

碱
#

消毒剂均有相当强的抵抗力
!

在

室温可生存
?"9@

个月
!

猫粪内可存活
9

年
!

对干燥

和热的抗力较差
!

@" # 9 72(

即可杀死
!

因此加热

是防止卵囊传播最有效的方法
"

!"$

传播途径

先天性弓形虫感染是指经母体胎盘感染胎儿
4

获得性弓形虫感染是指经人体消化道黏膜
#

损伤皮

肤
#

输血
#

器官移植等途径传播
"

人类对弓形虫普

熊彦红 郑彬 A

!

摘要
!

该文从弓形虫生物学背景资料
#

实验活动可能产生的危害
#

实验人员的相关风险分析以

及其他相关因素分析等方面对弓形虫实验室生物安全进行初步的风险评估
!

为从事弓形虫相关操作的

实验室人员做好风险评估及生物安全防护工作提供依据
"

!

关键词
!

弓形虫
(

实验室生物安全
(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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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易感
!

尤其是胎儿
"

婴幼儿
"

饲养或接触猫犬等

宠物者
"

动物饲养员
"

屠宰工以及各种免疫功能低

下或缺陷者
#

!"#

潜伏期及致病性

卵囊破出上皮细胞进入肠腔
!

随粪便排出体

外
!

在适宜温
"

湿度环境中经
!!& -

即发育为具感

染性的成熟卵囊
!

猫吞食不同发育期虫体后排入卵

囊的时间不同
!

通常吞食包囊后约
?!9" -

就能排出

卵囊
!

而吞食假包囊或卵囊后约需
!" -

以上
$

受染

的猫一般每天可排出
9" ""

万卵囊
!

排囊可持续约

9"!!" -

!

其间排出卵囊数量的高峰时间为
$!@ -

!

是传播的重要阶段
$

弓形虫病分为先天性和获得性二类
$

先天性弓

形虫病只发生于初孕妇女
!

经胎盘血传播
$

受染胎

儿或婴儿多数表现为隐性感染
!

有的出生后数月甚

至数年才出现症状
%

也可造成孕妇流产
&

早产
&

畸

胎或死产
!

尤以早孕期感染
&

畸胎发生率高
$

研究

表明
!

婴儿出生时出现症状或发生畸形者病死率为

9!"

!

而存活中
@""

有精神发育障碍
!

$""

有视力

障碍
$

脑积水
&

大脑钙化灶
&

视网膜脉络膜炎和精

神运动障碍为先天性弓形虫病典型症侯
$

此外
!

可

伴有全身性表现
!

如在新生儿期即出现发热
&

皮

疹
&

呕吐
&

腹泻
&

黄疸
&

肝脾肿大
&

贫血
&

心肌

炎
&

癫痫等
$

融合性肺炎是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
$

获得性弓形虫病可因虫体侵袭部位和机体反应性不

同而呈现不同的临床表现
$

无特异症状
!

须与有关

疾病鉴别诊断
$

其发生多数与职业
&

生活方式
&

饮

食习惯有一定关系
$

淋巴结肿大是获得性弓形虫病

最常见的临床类型
!

多见于颌下和颈后淋巴结
$

其

次弓形虫病常累及脑
&

眼部
!

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异

常表现
!

多见于免疫功能低下者
!

常表现为脑炎
&

脑膜脑炎
&

癫痫和精神异常
$

弓形虫眼病以视网膜

脉络膜炎多见
!

成人表现为视力突然下降
!

婴幼儿

可见手抓眼症
!

对外界事物反应迟钝
!

也有出现斜

视
&

虹膜睫状体炎
&

色素膜炎等
!

多见双侧性病

变
!

视力障碍且常伴全身反应或多器官病损
$

多数隐性感染者
!

当患有恶性肿瘤
!

施行器官

移植
!

长期接受免疫抑制剂
&

放射治疗
&

细胞毒剂

等医源性免疫受损情况下或先天性
&

后天性免疫缺

陷者
!

如艾滋病患者
&

孕期妇女等都可使隐性感染

状态转为急性重症
!

使原有病症恶化
$

据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

在
9& $9"

例艾滋病患者中并发

弓形虫脑炎者有
$"@

例
!

大多在
!!@

个月内死亡
$

另有资料表明在
@9

例弓形虫患者中伴有何杰金氏病

者
?!

例
!

淋巴肉瘤
%

例
!

白血病
9$

例
$

!"$

治疗

对急性期患者应及时进行药物治疗
$

乙胺嘧

啶
&

磺胺类对增殖期弓形虫有抑制生长的作用
!

但

目前尚无理想的特效药物
$

常用制剂为复方新诺明

'

A;#)027;B/C;<,

(!

亦可与乙胺嘧啶联合应用提高疗

效
#

而孕妇忌用
!

可替以螺旋霉素
'

1620/7DA2(

(!

其毒性小
!

在器官分布浓度高
!

目前为孕妇首选

药
#

疗程中适当配伍免疫增强剂
!

可提高宿主的抗

虫功能
!

发挥辅佐作用
#

%

实验活动可能产生的危害

在实验室从事弓形虫实验室相关活动
!

包括检

验
&

诊断
&

研究等的实验室工作者可能接触的危险

样本包括污染粪便
&

动物组织
&

污染材料
&

培养

物
&

实验室废物等
#

如果实验人员吞食了粪便样本

中的成熟卵囊
!

或者经皮肤黏膜接触了人或动物组

织中的缓殖子和速殖子
!

就有可能发病
#

此外还有

许多不明原因的实验室相关感染
!

实验室的许多操

作如离心
&

匀浆
&

超声
&

移液操作
&

搅拌后立即打开

搅拌器盖及摔碎带有培养物的平皿等
!

均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气溶胶
!

对实验人员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

*

$

已报道实验室感染弓形虫病的病例有
9"

例)

&#E

*

!

这些只是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一部分
$

此外
!

还有

一些疑似实验室获得性刚地弓形虫感染以及文献中

提及但未详述的感染
$

在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

间
!

共发生
&@

例实验室获得性感染
!

其间
!

&"

"

$"

"

FG

"

E"

"

@"

"

%"

年代及
!9

世纪初实验室意外感

染病例数分别为
&

"

9@

"

%

"

E

"

F

"

?

和
9

例
!

报告病

例最多的是
$"

年代
$

有可靠资料来源的
&F

例中
!

有

!?

例患者
'

占总数一半
(

来自美国
!

澳大利亚
9

例
"

欧洲
!"

例
"

亚洲
!

例
'

包括中国
9

例
($

以上案例中
!

??

例
'

包括我国南方某大学
9

名研究生
(

的感染途

径分别为
+

黏膜暴露
@

例
"

注射器针刺
9&

例
"

破损

皮肤
9

例
"

实验动物咬伤
9

例
"

误食
%

例
!

另
9?

例感

染途径不明
$

!"

例患者的平均潜伏期为
@=$ -

'

? -

至
!

个月
($

除了
!

例潜伏期为
!

个月
!

其余的潜伏期

都不超过
9? -

$

有
%

名患者无临床症状
!

仅有血清

学检测依据
$

有临床症状的
?%

例中有
&

例并发脑炎
!

其中
!

名伴心肌炎的患者死亡
$

一些学者对实验室事故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了

研究
$

在英国
!

有学者以病例对照研究评价实验室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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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感染刚地弓形虫的风险相关性
!

在
?

组
9@

个病

例中
"

都检测到了抗弓形虫抗体
!

在年龄或性别配

对的常规微生物实验室和普通人群中抽取样本的对

照研究中
"

前者没有血清抗弓形虫抗体阳性者
"

后

者有
?

例
!

在实验室
A

从事弓形虫研究的人员中
"

有
?

例弓形虫实验接触史
#

例如针刺伤
$

皮肤眼睛泼

溅
%"

在每
!B B$"

人小时中有
?

例发生感染事故或每
%

?""

人小时有
9

次意外感染
!

其中两名患者采用了假

定性抗虫治疗
"

然而治疗后血清检测均未转阴
!

美

国的实验室
C

"

在
9%D"

年至
9%%%

年之间
"

有
?"!&"

名

从事弓形虫研究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血清监测
"

在从

事该研究开始工作前只有
9

人血清抗弓形虫抗体阳

性
!

从事该工作后有
&

人意识到发生了实验室事故
"

其中
?

人被针头刺伤
"

9

人不慎把含有刚地弓形虫的

液体溅入了眼睛
!

其中
!

人血清学检测转阳
!

该
&

例

均发生于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数月之内 &

?"%

'

(

实验室感染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皮肤或眼睛接触感

染性样本
"

有的是因为污染的针头刺伤
$

划伤
"

有的

是因为被带虫的动物咬伤而感染
"

更有不明原因感染
)

!

实验人员相关的风险分析

开展实验室人员的通用知识技能培训
"

主要包

括实验室工作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

以保证实验

室人员树立安全意识
"

遵守规范
$

标准的操作规

程
!

每一个实验室人员必须进行下列培训
*

国家有

关传染病防治
+

生物安全的法律
$

法规
$

条例
,

卫

生部实验室工作规章制度
,

实验室基本操作标准
$

规范
,

实验室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

实验室生物安全

和个人防护
,

实验室清洁及消毒方法
)

开展实验室人员的专项知识技能培训
"

主要是

针对弓形虫知识背景的培训
)

包括
*

生物安全实验

室工作的特殊要求
,

弓形虫虫种收集
$

保藏
$

运

输
$

使用和销毁的要求
,

生物安全知识和事故应急

处理技能培训
)

实验室严格执行准入制度
"

实验室

所有人员上岗前需进行生物安全相关知识和技能培

训并考核合格
,

对实验室管理者还应进行管理能力

与处理紧急事故能力的测评
)

建立实验室人员健康档案
)

新工作人员进实验

室前必须进行本实验室规定项目的体检
"

如血清学

抗体检测
$

病原分离等
,

每年最少一次为本实验室

职工提供相关项目体检
"

项目包括内科常规检查
"

血常规
$

尿常规检查
"

肝功能
$

肝
$

脾
C

超
"

心电

图
"

抗体检测
"

血凝抑制试验
)

实行健康监测报告
)

建立监测网
"

有关人员必

须每天监察实验人员健康状况
)

实验室人员必须在身

体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
"

才能进入实验室工作
)

"

建议

虽然弓形虫尚未列入
-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

录
."

但仍应该确立其生物安全防护级别
"

以保护实验

室人员
"

建议采取
C5E"!

级水平的操作技术和设施
)

实验过程中应重视危险的存在
"

实验中必须做

好个人防护
"

如戴手套和口罩
+

护目镜等
)

防止针头

误刺是预防实验室感染的重要措施
"

进行活卵囊的分

离纯化或培养操作应在二级生物安全柜中进行
)

为了预防弓形虫感染
"

对被卵囊污染的器具和

防护镜应进行消毒处理
"

普通的化学试剂不能起到

杀灭作用
)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
"

如孕妇和育龄期

妇女应避免从事弓形虫的相关工作
)

如果存在感染可能
"

采取假定性治疗可以避免

出现临床症状
"

在一定程度上可阻止疾病的进展或

降低致残的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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