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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颍上县野鼠体外寄生螨及恙虫病东方体感染调查
赵蕾,朱海,章乐生,孙成松,李清越,马晓荷,汪天平*

(安徽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 目的 调查颍上县野鼠的种类、体外寄生恙螨的种类以及恙虫病东方体的感染情况。 方法 于2019年9~

11月在阜阳市颍上县的十八里铺镇、半岗镇、耿棚镇等地采用笼日法捕获野鼠,采集野鼠体表的恙螨,并对野鼠和恙螨

的种类进行鉴定,计算带恙螨率和带恙螨指数;无菌操作解剖野鼠,并采集野鼠的脾脏,低温保存,分别提取脾脏和恙螨

的总DNA,采用巢氏PCR扩增恙虫病东方体56
 

kD表面蛋白基因。 结果 共捕鼠50只,其中黑线姬鼠有45只,为当

地野外的优势鼠种。共采获寄生螨虫776只,隶属于4科5属7种,其中恙螨的数目最多,共759只,带恙螨的野鼠有33
只,总带恙螨率是66.00%,带恙螨指数是15.18。恙螨占97.81%,属于1科1属3种;其次是革螨,17只,占2.19%,属

3科4属4种。小盾纤恙螨是当地恙螨的优势种(597只,占78.66%),其次是高湖纤恙螨(107只,15.16%),须纤恙螨

最少(55只,7.79%);革螨包括毒厉螨(7只),耶厉螨(6只),囊螨(1只)和鞍形赫刺螨(3只)。对50只野鼠的脾脏标本

进行恙虫病东方体PCR检测,均为阴性。30份恙螨标本中有1份恙虫病东方体PCR检测为阳性,阳性率为3.34%。 
结论 颍上县野鼠带恙螨率和带恙螨指数比较高,恙螨中发现自然感染恙虫病东方体,应开展人群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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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pecies
 

of
 

wild
 

rats
 

in
 

Yingshang
 

County,types
 

of
 

ectoparasitic
 

chigger
 

mites
 

and
 

infection
 

with
 

Orientia
 

tsutsugamushi. Methods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19,voles
 

were
 

captured
 

by
 

the
 

cage-day
 

method
 

in
 

Shibalipu
 

Town,Bangang
 

Town,Gengpeng
 

Town
 

and
 

other
 

places
 

in
 

Yingshang
 

County,Fuyang
 

City,

collected
 

chiggers
 

on
 

the
 

surface
 

of
 

voles,and
 

identified
 

the
 

species
 

of
 

voles
 

and
 

chiggers,calculated
 

the
 

chigger-carrying
 

rate
 

and
 

the
 

chigger-carrying
 

index.Then
 

the
 

voles
 

were
 

dissected
 

under
 

sterile
 

condition.
 

D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spleens
 

and
 

chiggers,nested-PCR
 

was
 

performed
 

to
 

amplify
 

and
 

sequence
 

the
 

56
 

kD
 

type-specific
 

antugen
 

gene
 

of
 

Orientia
 

tsutsugamushi
 

from
 

all
 

samples
 

collected
 

in
 

this
 

area. Results A
 

total
 

of
 

50
 

rats
 

were
 

caught,among
 

them,there
 

are
 

45
 

A.agrarius,it
 

is
 

the
 

dominant
 

rat
 

species
 

in
 

the
 

local
 

wild.A
 

total
 

of
 

776
 

parasitic
 

mites
 

were
 

collected,belonging
 

to
 

4
 

families,5
 

genera
 

and
 

7
 

species,Among
 

them,there
 

are
 

1
 

family,1
 

genus
 

and
 

3
 

species
 

of
 

chiggers,and
 

3
 

families,4
 

genera
 

and
 

4
 

species
 

of
 

Gamasidmites.
 

The
 

number
 

of
 

chiggers
 

was
 

the
 

largest,759,accounting
 

for
 

97.81%,followed
 

by
 

L.kao-
huense(15.16%),L.palpalis

 

is
 

the
 

least(7.79%);Gamasidmites
 

were
 

17,accounting
 

for
 

2.19%.
 

PCR
 

detection
 

of
 

Ori-
entia

 

tsutsugamushi
 

was
 

performed
 

on
 

the
 

spleen
 

specimens
 

of
 

50
 

wild
 

mice,all
 

of
 

which
 

were
 

negative.
 

Among
 

the
 

30
 

chigger
 

specimens,only
 

1
 

specimen
 

of
 

Orientia
 

tsutsugamushi
 

was
 

positive
 

by
 

PCR,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3.34%. 
Conclusion The

 

chigger-carrying
 

rate
 

and
 

the
 

chigger-carrying
 

index
 

of
 

wild
 

rats
 

in
 

Yingshang
 

County
 

were
 

relatively
 

high,chigger
 

mite
 

found
 

naturally
 

infected
 

with
 

Orientia
 

tsutsugamushi,may
 

be
 

it
 

is
 

an
 

important
 

host
 

for
 

tsutsugamushi
 

infection
 

in
 

humans,it
 

deserv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Chigger
 

mite;Orientia
 

tsutsugamushi;host
 

animal;scrub
 

typhus

 ***恙虫病东方体(
 

Orientia
 

tsutsugamushi,Ot)是
一种细胞内寄生的微生物,它可以引起恙虫病,主要通

过恙螨幼虫的叮咬传播给人及动物。恙虫病是包括中

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的流行病,每年约造成100万的病

例[1-2]。近年来,我国的恙虫病疫源地呈不断扩大趋

势。恙虫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安徽省自1982年

休宁发生首例病例以来,省内不同地区也报告了数例

病例[3]。2008年,在阜阳市出现了恙虫病疫情,且病

例逐年增加,2008-2014年间,该市恙虫病疫情整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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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上升趋势(报告发病率分别为
 

2.09/10万、1.91/

10万、3.17/10万、7.83/10万、7.22/10万、5.24/10
万、12.72/10万)[4-5],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6-8]。
在此期间,颍上县报告的恙虫病病例数均位于该市前

列[4-5]。目前流行病学调查仍是对该病进行监测的重

要手段,本研究对该地区野鼠体外寄生的恙螨种类及

恙虫病东方体的感染情况的研究进行调查。

材料与方法

1 选择调查点

随机选择阜阳市颍上县十八里铺镇、耿棚镇、半岗

镇作为调查点。十八里铺镇和耿棚镇位于颍上县的西

部,半岗镇位于颍上县的南部,三地均属于平原地形,
以种植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红薯,小麦等。

2 调查方法

2.1 野鼠调查 2019年的9~11月,选择远离村庄

的农田,用生花生米作为诱饵,采用笼日法捕鼠,即在

傍晚时布放鼠笼,次日清晨取回鼠笼,将已经捕获到鼠

的鼠笼放入白色布袋内,编号。乙醚熏倒后置白色搪

瓷盘中,根据《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9]对捕捉

到的野鼠进行鉴定,确定其种类。在鼠类调查中,捕捉

到的小型兽类主要有食虫目、啮齿目2种,一般将其统

称为鼠形动物(在本文中称为野鼠或者鼠类)。

2.2 恙螨标本采集 对捕捉到的鼠类进行鉴定后,将
鼠耳齐耳根剪下,在解剖镜下,把鼠耳内寄生的恙螨挑

入培养皿,同一只鼠采集的恙螨放在同一个培养皿中,
计数。每只鼠采集的恙螨从中抽取15%,用改良的幼

虫封藏液封片(阿拉伯树胶25
 

g,蒸馏水35
 

ml,水合

氯醛35
 

g,甘油12
 

ml,50%葡萄糖浆3
 

ml),由东部战

区疾控中心进行恙螨种类鉴定。

2.3 鼠类内脏标本采集 无菌操作解剖野鼠、采集鼠

类的脾脏标本,保存在-20
 

℃冰箱中。

2.4 实验室检测 把每只鼠采集的恙螨幼虫作为一

个被检单位,使用Qiagen试剂盒(Cat.
 

No.
 

69506)分
别提取鼠类脾脏标本和恙螨幼虫的DNA。根据《恙虫

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合成以恙虫病东方体56
 

kD抗

原蛋白 基 因 为 靶 基 因 的 引 物 2 对,分 别 为 a:5'-
TACATTAGCTGCGGGTATGACA-3'; b: 5'-

 

CCAGCATAATTCTTCAACCAAG-3';a':5'-GAG-
CAGAGCTAGGTGTTATGTA-3';b':5'-

 

TAG-
GCATTATAGTAGGCTGAGG-3'。引 物 由 上 海 生

工公司合成。反应总体系为25
 

μl,包括:Mix
 

12.5
 

μl,
上游引物1

 

μl,下游引物1
 

μl,双蒸水8.5
 

μl,DNA模

板2
 

μl。反应条件:94
 

℃
 

5
 

min;94
 

℃
 

1
 

min,50
 

℃
 

1
 

min,72
 

℃
 

1
 

min共35个循
 

环;72
 

℃
 

5
 

min。第一轮

反应引物为a、b,模板为提取的鼠类脾脏标本和恙螨

幼虫的DNA。第二轮反应引物为a'、b',取第一轮产

物1
 

μl为模板,反应程序同第一轮反应,PCR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

结 果

1 捕获野鼠种类及野鼠的带恙螨率和恙螨指数

共捕捉野鼠50只,其中黑线姬鼠45只,黄胸鼠1
只,小家鼠3只,鼩鼱1只。以黑线姬鼠为优势鼠种,
占90%。共采集到759只恙螨,带恙螨的野鼠为33
只,四种野鼠均有恙螨寄生,根据公式计算出野鼠的带

恙螨率和带恙螨指数:带恙螨率(%)=带恙螨鼠数/捕

鼠总数×100%,带恙螨指数=鼠体恙螨总数/捕鼠总

数。不同种类野鼠的带恙螨率和带恙螨指数见表1。
结果显示黑线姬鼠带恙螨率为64.45%,带恙螨指数

为15.69。

表
 

1 颍上县不同鼠种带恙螨率和带恙螨指数
Table

 

1 Chiggerrate
 

and
 

chigger
 

index
 

of
 

different
 

rodent
 

species
in

 

Yingshang
 

County

鼠种
Species

捕获数
(只)
Number
of

captures

带恙螨数
(只)

The
 

number
 

of
 

chiggers
in

 

mouse

带恙螨率
(%)
Chigger

 

infestation
rate

检获
恙螨数
(只)

The
 

number
of

 

chigger

带恙螨
指数
Chigger

 

index

黑线姬鼠 45 29 64.45 706 15.69
黄胸鼠 1 1 / 11 /
小家鼠 3 2 / 36 12.00
鼩鼱 1 1 / 6 /

合计
 

Total 50 33 66.00 759 15.18

  1~4 恙螨PCR结果 5 阳性对照 M DNA分子质量标准
(DL2000)

图
 

1 恙螨恙虫病东方体56
 

k基因nPCR
 

检测结果

1-4 Chiggers
 

PCR
 

results 5 Positive
 

control
Fig.1 Result

 

of
 

nPCR
 

detection
 

of
 

the
 

56
 

ku
 

gene
 

of
 

Orientia
tsutsugamushi

 

in
 

chigger

2 不同地点野鼠的带恙螨率和恙螨指数

本研究共在颍上县的十八里铺镇,耿棚镇和半岗

镇采集到了759只恙螨幼虫,带恙螨率是66.00%,带
恙螨指数是15.18。十八里铺镇和半岗镇采集的野鼠

体表都有恙螨寄生,其中半岗镇采集的野鼠的带恙螨

率和带恙螨指数均比较高(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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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颍上县不同地点野鼠带恙螨率和带恙螨指数
Table

 

2 Chigger
 

rate
 

and
 

chigger
 

index
 

in
 

wild
 

rat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in
 

Yingshang
 

County

地点
Place

捕获数
(只)
Number
of

captures

带恙螨数
(只)

The
 

number
 

of
 

chiggers
in

 

mouse

带恙螨率
(%)
Chigger

 

infestation
rate

检获
恙螨数
(只)

The
 

number
of

 

chigger

带恙螨
指数
Chigger

 

index

十八里铺镇 9 7 77.78 49 5.44
耿棚镇 7 0 0 0 0
半岗镇 34 26 76.47 710 20.88

合计
 

Total 50 33 66.00 759 15.18

3 鼠体外寄生螨的种类及宿主分布

捕捉的50只野鼠中有33只体外有寄生螨,4种

鼠体外共采集寄生螨776只,隶属4科5属7种,其中

恙螨有1科1属3种,革螨有3科4属4种(表3)。恙

螨的数目最多,共759只,达到了97.81%;其次是革

螨,17只,占2.19%。小盾纤恙螨是恙螨的优势种

(597只,占77.05%),其次是高湖纤恙螨(107只,

15.16%),以及须纤恙螨(55只,7.79%);革螨共17
只,分别为毒厉螨(7只),耶厉螨(6只),囊螨(1只)和
鞍形赫刺螨(3只)。

表
 

3 小鼠体外寄生螨类及宿主
Table

 

3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of
 

the
 

rodent
 

parasitic
 

mites
种类
Species

黑线姬鼠
A.agrarius

黄胸鼠
R.tanezumi

小家鼠
M.musculus

鼩鼱
S.murinus

恙螨

 小盾纤恙螨 + + + +
 高湖纤恙螨 + - - -
 须纤恙螨 + - - -
革螨

 毒厉螨 + + + -
 耶厉螨 + - - -
 囊螨 - + -
 鞍形赫刺螨 + - - -

4 不同鼠体外寄生螨的主要种类及组成

黑线姬鼠体外寄生的优势恙螨主要是小盾纤恙

螨,其次是高湖纤恙螨,分别占77.05%和15.16%;黄
胸鼠、小家鼠和鼩鼱体外均为小盾纤恙螨(表4)。

表
 

4 不同鼠体外寄生恙螨种类及组成
Table

 

4 The
 

chigger
 

mite
 

species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rodent
 

species

鼠种
Species

小盾纤恙螨
A.agrarius

数量
构成比
(%)

高湖纤恙螨
L.kaohuense

数量
构成比
(%)

须纤恙螨
L.Palpalis

数量
构成比
(%)

合计
Total

黑线姬鼠 544 77.05 107 15.16 55 7.79 706
黄胸鼠 11 100 0 0 0 0 11
小家鼠 36 100 0 0 0 0 36
鼩鼱 6 100 0 0 0 0 6

合计
 

Total 597 100 107 100 55 100 759

5 恙虫病东方体的检测结果

对捕捉的50只野鼠的脾脏采用nPCR检测恙虫

病东方体56
 

ku抗原蛋白基因,均呈阴性。把每只鼠

采集的恙螨幼虫作为一个被检单位,采用nPCR检测

恙虫病东方体56
 

kD抗原蛋白基因,30份标本中有一

份出现了150
 

bp左右的特异性条带,为阳性,阳性率

为3.34%。

讨 论

我国恙虫病流行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是在1985年

之前,它仅流行于北玮31°以南的广大地区[10];1986
年以后,长江以北地区也陆续发现了新的恙虫病疫源

地[11-14]。近些年来,全国很多地区出现了恙虫病疫情

明显上升的趋势。颍上县近年来的恙虫病也呈高发态

势,2011-2013年间,颍上县报告病例数居阜阳市第一

位[4]。颍上县地处于安徽省的西北部,境内有淮河和

颍河相交,是淮北平原的最南端,气候四季分明,冬冷

夏热,降水充沛。境内土地肥沃,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

长。因此颍上县的生态环境非常有利于鼠类及寄生螨

的生存和相关疾病的传播。表明颍上县可能存在恙虫

病疫源地,但目前鲜有对该地区恙虫病疫源地的调查

工作报道。
此次调查采用笼日法在颍上县野外捕捉了50只

鼠类,带恙螨率为66%,带恙螨指数为15.18,这些数

据说明该地区鼠类恙螨的感染率较高。50只野鼠分

属于4种不同的种类,其中黑线姬鼠有45只,达到了

90%,黑线姬鼠的带恙螨率为64.45%,这说明黑线姬

鼠是该地区野外的优势鼠种,是恙螨的主要宿主动物。
黑线姬鼠体表寄生的恙螨种类较复杂,其中小盾纤恙

螨的数目最多,占到77.05%。并且在一份恙螨标本

中检测到了恙虫病东方体。恙虫病东方体是恙虫病的

病原体,它寄生于恙螨体内,可经卵传代,人在秋收作

业中通过恙螨幼虫叮咬而感染,从而引起恙虫病。这

些数据说明在恙虫病流行季节,小盾纤恙螨是该地区

的主要优势恙螨,且在恙螨中存在恙虫病东方体的自

然感染,所以小盾纤恙螨可能是该地区恙虫病流行的

主要传播媒介。这与阜阳市此前的调查结果是一致

的[15],颍上县野鼠和恙螨种类构成也与周边地区类

似[16-19]。颍上县恙虫病高发,但此次调查中发现恙螨

恙虫病东方体的自然感染率并不高,仅3.34%,这可

能是由于此次调查范围较小,捕捉到的野鼠数目也不

多,不能全面反映颍上县恙螨的自然感染率。
我国的恙虫病疫源地按照地区分布,主要是南方

疫源地、北方疫源地以及过渡型疫源地。其中南方疫

源地处在我国北纬31°以南地区,流行季节为夏季,主
要传播媒介是地里纤恙螨,宿主动物以黄毛鼠、黑线姬

鼠和黄胸鼠为主,有20余种;北方疫源地位于北纬40°
(下转1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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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与俄罗斯和朝鲜岛接壤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宿主

动物有黑线姬鼠、大林姬鼠和大仓鼠等,吉林、辽宁和

黑龙江都出现了疫源地;过渡型疫源地处于北纬31°
~

 

40°之间的地区,山东、江苏、安徽和河北均属于此

类型。黑线姬鼠是主要的宿主动物,小盾纤恙螨是它

的传播媒介,流行季节主要是秋季[20]。颍上县野外环

境中恙虫病病原体、宿主动物和媒介恙螨广泛存在,该
地区应属于过渡型疫源地,当地农民在日常的秋收作

业中极有可能感染恙虫病。本次调查仅在恙螨幼虫中

检测到恙虫病东方体,但是在野鼠脾脏标本中并没有

检测到恙虫病东方体,这可能是因为2019年当地旱情

较严重,捕捉到的野鼠个体比较小,还未来得及感染恙

虫病东方体,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证明黑线姬

鼠可能是颍上县恙虫病的主要宿主。
本次对于颍上县野鼠种类及野鼠体表寄生螨的调

查由于受到人力、物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开展调查的

地点局限在颍上县西部和南部,调查的范围相对较窄

且分布不均,捕捉到的鼠类也不多,本研究尚不能完全

反映颍上县恙螨种类的全貌,相关调查研究工作还有

待进一步深入。颍上县恙虫病的发病率偏高,且近年

来有全年发病的趋势,建议对该地区更多地点和农村

居民区开展恙虫病的传播媒介、恙螨种类、分布及季节

消长规律的系统调查,为当地恙虫病防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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