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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齿类动物体内寄生虫感染研究现状
谢宜，王莹，伍卫平，官亚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寄生虫病原与媒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合作中心，国家级热带病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０２５）

【摘要】　啮齿类动物为多种寄生虫的储存宿主，可导致多种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传播与流行，威胁人类的健康。在人

口密集、生态环境特殊、卫生条件和生活水平较落后的地区，人类与啮齿类动物接触机会较多，感染人兽共患寄生虫病为

普遍。本文对目前啮齿类动物体内主要的寄生虫病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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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是指在脊椎动物与人之间自然传播的

寄生虫病［１］，具有病原体种类多，传播途径复杂，受害人群多且

宿主分布广泛的特点。人兽共患寄生虫病严重危害人类生命

与健康，同时给畜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是我国重要的

公共卫生问题［２］。啮齿类动物是多种寄生虫的储存宿主，也是

病原体的储库，它具有体型较小、数量多、种类多、繁殖能力强、

可控性差、生活习性多样的特点，在我国大多数省份均有分布，

短时间内很难控制或消灭，可导致多种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传

播与流行［３４］。

目前已经查明啮齿类动物可传播疾病近８０种，可传给人

类的疾病有５７种
［５］，常见的以啮齿类动物作为宿主的人兽共

患寄生虫有隐孢子虫、弓形虫、旋毛形线虫、广州管圆线虫、肝

毛细线虫、膜壳绦虫以及主要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流行的棘球

绦虫等。我国寄生虫病流行特点具有疫情不稳定性，了解啮齿

类动物体内寄生虫病原携带情况，对于了解当地自然疫源性疾

病的分布以及潜在流行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１　啮齿类动物

啮齿类动物包括啮齿目和兔形目，啮齿类动物解剖学上的

显著特点是，其上、下颌有一对门齿，门齿无齿根，终生生长。

大多数啮齿类动物的个体大小在２０～１００ｇ之间
［６］。

现在已知全球的哺乳动物大约有５４００多个物种，其中啮

齿目是最大的一个类群，大约有２２７２个物种，占整个哺乳动物

物种数量的４２％
［７］，除了南极洲，几乎在世界上各个州均有分

布［８］。在我国，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哺乳动物种类是６７３种，

其中啮齿类动物有２１５种，占我国哺乳动物种类的３２％
［４］。我

国地域辽阔，适宜不同种类啮齿类动物的生存，常见的有褐家

鼠（犚．犖狅狉狏犲犵犻犮狌狊）、黄胸鼠 （犚犪狋狋狌狊犳犾犪狏犻狆犲犮狋狌狊）和小家鼠

（犕狌狊犿狌狊犮狌犾狌狊）等，其中藏仓鼠（犜犻犫犲狋犪狀犮狉犻犮犲狋犪）、甘肃仓鼠

（犌犪狀狊狌犺犪犿狊狋犲狉）、中 华 绒 鼠 （犛犲狉犲狊犮犺犻狀犮犺犻犾犾犪）、大 绒 鼠

（犆犺犻狀犮犺犻犾犾犪）、青海松田鼠（犙犻狀犵犺犪犻犪犫犻犲狋犲狏狅犾犲狊）等
［８］等４９种

是我国特有种。啮齿类动物既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有着

重要的影响，也在疾病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４］。

２　啮齿类动物体内寄生原虫

２．１　刚地弓形虫　刚地弓形虫（犜狅狓狅狆犾犪狊犿犪犵狅狀犱犻）寄生于人

体脑、眼、肺脏、心脏、淋巴结等组织引起人兽共患弓形虫病

（Ｔｏｘｏｐｌａｓｍｏｓｉｓ），造成炎性破坏病变
［９］。刚地弓形虫简称弓形

虫，寄生于所有有核细胞内，人和动物感染率极高，弓形虫可感

染的动物种类多，感染弓形虫的动物是人体弓形虫病的主要传

染源［１０１２］。弓形虫呈世界性分布［１３］，可感染所有温血动物，啮

齿类动物为其中间宿主，但其对中间宿主的选择极不严格，哺

乳动物和鸟类皆可感染，当宿主免疫功能低下或缺陷时，可造

成严重后果，是重要的机会致病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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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ｒｐｈｙ等
［１４］对捕获的２００只鼠进行弓形虫感染检测，感

染率高达５９％。周娉等
［１５］在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分别对湖南省

无许可证的实验室大鼠和有许可证的清洁实验室大鼠进行弓

形虫检测，阳性率分别是２７．０％和２８．６％。梁秋光等
［１６］于

２００５年在广东省湛江、韶关、汕头３个地区的啮齿类动物进行

弓形虫感染情况调查，发现３个地区家鼠和野鼠的弓形虫阳性

率分别为４．８％和５．１％。Ｙａｎ等
［１３］于２０１４年在华东地区捕

获１２３只啮齿类动物，采用ＰＣＲ检测其弓形虫感染率达２３．

６％。Ｋｉｊｌｓｔｒａ等
［１７］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对荷兰３个有机猪场内检

测出２种鼠类弓形虫感染率分别为１０．３％和６．５％，猪场开展

灭鼠行动后，其猪弓形虫感染率显著下降，表明啮齿类动物可

携带并传播弓形虫。

２．２　隐孢子虫　隐孢子虫（犆狉狔狆狋狅狊狆狅狉犻犱犻狌犿狊狆狆）感染可引

起人畜共患隐孢子虫病（Ｃｒｙｐｔｏｓｐｏｒｉｄｉｏｓｉｓ），主要症状是腹

泻［９］。隐孢子虫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６种最常见致人类腹

泻的重要病因之一。该虫呈世界性分布，广泛寄生于爬行类、

鱼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隐孢子虫生活史简单，主要寄生于

宿主回肠和结肠内，严重时可感染整个消化道，在人体主要寄

生于胃肠道和呼吸道上皮细胞内。主要通过摄入被隐孢子虫

卵囊污染的水或食物、直接接触已感染的人和动物或污染物或

经呼吸道感染。已在啮齿类动物中鉴定出５种隐孢子虫，约２０

个基因型［１８］。

１９０７年，Ｔｙｚｚｅｒ于实验小鼠体内首次发现隐孢子虫，１９７６

年 Ｎｉｍｅ和 Ｍｅｉｓｅｌ首次证明隐孢子虫对人体有致病性
［１９］。

Ａｎｓｏｎ等
［２０］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沼泽鼠中检

测出隐孢子虫。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等
［２１］于２０２０年对西班牙群岛的啮

齿类动物粪便隐孢子虫感染情况进行检测，拉尼奥特岛的总体

感染率为７１．７％，拉尼奥特岛的感染率为１９．７％。

韩范于１９８７年在南京最早发现我国人体隐孢子虫病，随

后在安徽和福建等１９个省（区、市）也发现相关病例，近年来隐

孢子病感染率在国内呈上升趋势，对人体致病的虫种主要是人

隐孢子虫和微小隐孢子虫，亦有文献报告可以感染人体的还有

小鼠隐孢子虫［２２］。啮齿目动物隐孢子虫感染率一般为５．０％

～３９．２％
［２３］。杨月中等［２４］通过对野鼠饮用含地咪塞松的水进

行免疫抑制后，测得总的隐孢子虫阳性率为４１．１％。吕超

超［２３］在２００９年在宠物仓鼠体内检测出隐孢子虫，其阳性率为

１５．０％，在野鼠体内，检测隐孢子虫感染率为１８．２％。Ｃｈｅｎ

等［２５］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在重庆市和广东省的两种野生大鼠的研

究结果表明，野生大鼠可能是人类隐孢子虫病的潜在来源。

２．３　利什曼原虫　杜氏利什曼原虫（犔犲犻狊犺犿犪狀犻犪犱狅狀狅狏犪狀犻）感

染可引起人兽共患内脏利什曼病（Ｖｉｓｃｅｒａｌ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ｉａｓｉｓ），也称

黑热 病 （Ｋａｌａａｚａｒ），经 由 白 蛉 传 播
［９］。 利 什 曼 原 虫

（犔犲犻狊犺犿犪狀犻犪），宿主包括人、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白蛉为其传

播媒介，主要分布在中国和印度北部以及中东地区，其按传染

源特点可分为野生动物源型、犬源型和人源型３种类型。目前

人源型利什曼病除新疆外，在其他流行区已得到控制，而犬源

型和野生动物源型利什曼病则有死灰复燃之势［２６］。

管立人等［２７］于１９９１年对新疆准噶尔盆地五个县的大沙

鼠进行利什曼原虫感染调查，在乌苏、阜康和奇台的大沙鼠中

检出率很高，最高为１００％。廖力夫等
［２８］
２００９年从塔里木兔体

内首次分离出婴儿利什曼原虫，并于２０２１年在新疆塔里木盆

地的４８５份塔里木兔样品中，检出４５份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

样品［２９］。由此可见啮齿类动物是野生动物源型利什曼病的重

要宿主。

３　啮齿类动物体内寄生蠕虫

３．１　旋毛形线虫　旋毛形线虫（犜狉犻犮犺犻狀犲犾犾犪狊狆犻狉犪犾犻狊）寄生在

小肠 和 横 纹 肌 细 胞 内 可 引 起 人 畜 共 患 旋 毛 虫 病

（Ｔｒｉｃｈｉｎｏｓｉｓ）
［９］。旋毛形线虫简称旋毛虫，分布于除南极洲外

的各大洲［３０］，其成虫和幼虫分别寄生于同一宿主的小肠和肌

细胞内，被旋毛虫寄生的宿主既是终宿主，也是中间宿主［３１］。

旋毛虫一共有９种，我国已发现２种，其中旋毛形线虫（Ｔ１）分

布最为广泛。人和多种哺乳动物均可成为该虫的宿主，啮齿类

动物是其重要的保虫宿主，成为人类感染该病的重要来源［３２］。

Ｐｅａｃｏｃｋ
［３３］于１８２８年在常规尸检时首次在人肌肉内发现

旋毛形线虫。Ｏｄｅｒｍａｔｔ等
［３４］于２０１０年东南亚旋毛虫病暴发

调查研究中，发现鼠类在旋毛虫病暴发流行中扮演着重要传染

源的角色。１９６４年我国首次在西藏发现人体旋毛虫病。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年我国３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人体旋毛虫感染的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血清阳性率为３．１９％，最高的云

南为８．４３％，内蒙古为６．３７％，四川为５．３５％
［３１］。自然疫源

性旋毛虫病是云南省流行面广且危害严重的地方病，大理州洱

源白族村因吃“生皮”导致１６８人感染旋毛虫，申丽洁等
［３５］
２００５

年在该村啮齿类动物血清中检测旋毛虫特异性抗体阳性率为

２０．３０％。李伟等
［３６］
２００５年对云南省大理市室内外的啮齿类

动物进行了血清学旋毛虫抗体检测，总体血清阳性率为

１９．２７％，其中家栖啮齿类动物血清阳性率为２２．９４％，野外啮

齿类动物血清阳性率１０．４２％，证明啮齿类动物是旋毛虫病传

播中的重要宿主。

３．２　 广 州 管 圆 线 虫 　 广 州 管 圆 线 虫 （犃狀犵犻狅狊狋狉狅狀犵狔犾狌狊

犮犪狀狋狅狀犲狀狊犻狊）感 染 可 引 起 人 兽 共 患 广 州 管 圆 线 虫 病

（Ａｎｇｉｏｓｔｒｏｎｇｙｌｉａｓｉｓｃａｎｔｏｎｅｎｓｉｓ），主要因进食了含有广州管圆

线虫幼虫的生食而感染［９］。广州管圆线虫最早在１９３３年由陈

心陶在广东家鼠及褐家鼠体内发现。１９４４年 Ｎｏｍｕｒａ和Ｌｉｎ

在台湾省发现人体首例广州管圆线虫病［３７］。啮齿类动物为广

州管圆线虫的终宿主［３８］。

广州管圆线虫的鼠类有２９种，其中褐家鼠、黄胸鼠等自然

感染率为６７％，是广州管圆线虫病的重要传染源
［３７，３９］。Ｔｉｊｊａｎｉ

等［４０］在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１９年３月对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塞尔的

啮齿类动物寄生虫感染情况进行调查，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率为

１６．８％。傅剑羽等
［４１］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天

峨县３个乡镇的啮齿类动物进行调查，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率为

３．３６％。潘波等
［４２］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在广东省４个地域２８个县

捕获啮齿类动物５８２０只，剖检啮齿类动物心、肺，２８个调查点

均发现广州管圆线虫感染，感染率为８．５％（４９６／５８２０），平均感

染度为６．１条／鼠，其中褐家鼠的感染率最高，为１６．９％（３１０／

１８３５）。李莉莎等
［４３］对福建省２３个县（市、区）啮齿类动物的广

州管圆线虫感染情况进行调查，２１个县（市、区）均发现感染，感

染率为８．９０％，且感染啮齿类动物的分布与当地福寿螺的分布

一致。张骥等［３９］对啮齿类动物的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率进行了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鼠类终末宿主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率为８．５２％，

广东省感染率最高，褐家鼠、雄鼠、成年鼠、野栖鼠感染率高于

其他鼠种。表明啮齿类动物是广州管圆线虫病重要的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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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肝毛细线虫　肝毛细线虫（犆犪狆犻犾犾犪狉犻犪犺犲狆犪狋犻犮犪）感染可

引起人兽共患肝毛细线虫病（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ａｓｉｓ），主要通过

食入感染期虫卵污染的食物或水而引起［９］。肝毛细线虫呈世

界性分布，广泛分布在非洲、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

亚［４４］，其成虫主要寄生在鼠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肝内，雌虫在

肝体上产出大量的虫卵，虫卵可终生保留在宿主肝内不发育，

如排出体外在土壤中可发育为含幼虫卵，人或其他哺乳动物可

因摄入感染期虫卵而致病［４５］。

Ｒ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ｅｒ等
［４６］于２０１１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挪威大鼠

中检测出肝毛细线虫总感染率为３６％。Ｔｉｊｊａｎｉ等
［４０］检测到马

来西亚雪兰莪州塞尔的啮齿类动物体内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为

１９．１％。Ｍａｒｉａ等
［４７］于２０１９年对菲律宾马基岭山森林保护区

的啮齿类动物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啮齿类动物肝毛细线虫的总

感染率为２１．１１％，其中褐家鼠最高，为５５．５６％。宛新荣等
［４４］

分析锡林郭勒地区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与鼠类分布的关

系，发现布氏田鼠分布区与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区

吻合程度很高，其重叠度指数达到１．３７，推断布氏田鼠可能是

肝毛细线虫的主要传播宿主。河南省疾控中心于２００７年在河

南省７个县调查了１１６９只啮齿类动物的肝毛细线虫感染情

况，总感染率为１３．６２％，感染染率最高的为家栖鼠类，其中褐

家鼠为２５．８３％
［４８］。周水茂等［４９］

２０１４年５月对长江江滩武汉

江岸段鼠类体内肝毛细线虫感染情况进行了调查，感染率为３．

２３％。汪家旭等
［５０］于２０１４调查了厦门市鼠类肝毛细线虫感染

情况，其自然感染率平均为８．８０％，其中以褐家鼠和黄胸鼠感

染率最高，分别为１１．７０％和１０．８０％。吕艳等
［５１］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调查了大理市家栖鼠类动物的肝毛细线虫感染情况，感染率

为２０．２１％。均表明啮齿类动物在肝毛细线虫病的传播中起重

要的作用。

３．４　膜壳绦虫　膜壳绦虫（犎狔犿犲狀狅犾犲狆犻狊）寄生于鸟类和哺乳

动物体内可引起人兽共患膜壳绦虫病（Ｈｙｍｅｎｏｌｅｐｉａｓｉｓ）
［９］。膜

壳绦虫主要包括缩小膜壳绦虫（犎狔犿犲狀狅犾犲狆犻狊犱犻犿犻狀狌狋犪）和微

小膜壳绦虫（犎狔犿犲狀狅犾犲狆犻狊狀犪狀犪），呈世界性分布，在温带和热

带地区较多见［５２］，其成虫主要寄生于哺乳动物或人的肠道，引

起绦虫病［５３］。啮齿类动物为膜壳绦虫最主要的宿主，起到储

存和传播病原的作用，在流行病学上有重要意义。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人类感染微小膜壳绦虫的病例大多数

出现在美洲（８１５例）、东南亚（２２６例）和东地中海（２１０例）
［５４］。

啮齿类动物感染膜壳绦虫，阿根廷的感染率为２１．３０％
［５２，５４］，

埃及的感染率为２３．８０％
［５２］。在我国，多地开展了啮齿类动物

膜壳绦虫感染情况调查，李佳兴等［５５］
２００３年在云南省洱源县

调查的感染率为９．５３％；李伟等
［５６］
２００３年在云南大理调查的

总感染率为１２．６３％；吴军等
［５７］在广东省湛江市调查的总感染

率为２５．６２％，其中褐家鼠和黄胸鼠的感染率分别为２９．８０％

和１３．４６％；邵逸阳等
［５３］在浙江省绍兴市调查的总感染率为

２０．２９％，其中褐家鼠感染率最高，达到３６．６７％；吴军等
［５７］

２００４年在广州、中山、江门、深圳调查的感染率分别为８．２４％、

１７．７８％、１６．００％和６．９０％。结果表明啮齿类动物膜壳绦虫感

染较为普遍。

３．５　棘球绦虫　棘球绦虫（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狊狆狆．）的幼虫棘球蚴

寄生 于 人 或 动 物 体 内 可 导 致 人 兽 共 患 棘 球 蚴 病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俗称包虫病（Ｈｙｄａｔｉｄｏｓｉｓ）
［９］。棘球蚴病主要

有由多房棘球绦虫（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Ｅｍ）引起的

多房棘球蚴病（犃犾狏犲狅犾犪狉犲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狅狊犻狊，ＡＥ）和细粒棘球绦虫

（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Ｅｇ）引起的细粒棘球蚴病（Ｃｙｓｔｉｃ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ＣＥ）。细粒棘球蚴病遍及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

多房棘球蚴病则主要流行于高纬度的北半球国家。我国是世

界上棘球蚴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流行多房棘球蚴

病和细粒棘球蚴病。多房棘球蚴病又称“虫癌”，啮齿类动物是

多房棘球绦虫最重要的中间宿主。我国大部分棘球蚴病流行

区的啮 齿 类 动 物 存 在 Ｅｍ 感 染，包 括 新 疆 的 赤 颊 黄 鼠

（犛狆犲狉犿狅狆犺犻犾狌狊犲狉狔狋犺狉狅犵犲狀狔狊）、小家鼠（犕狌狊犿狌狊犮狌犾狌狊）、伊犁田

鼠（犕犻犮狉狅狋狌狊犻犾犪犲狌狊）
［５８５９］，四川的灰尾兔（犔犲狆狌狊狅犻狅狊狋狅犾狌狊）、黑

唇鼠兔（犗犮犺狅狋狅狀犪犮狌狉狕狅狀犻犪犲）、松田鼠（犘犻狋狔犿犻狊犐狉犲狀犲）和小家

鼠［６０６１］，青海的灰尾兔、黑唇鼠兔、青海田鼠（犔犪狊犻狅狆狅犱狅犿狔狊

犳狌狊犮狌狊）和灰仓鼠（犆狉犻犮犲狋狌犾狌狊犿犻犵狉犪狋狅狉犻狌狊）
［６２６３］，宁夏的阿拉善

达乌尔黄鼠（犛狆犲狉犿狅狆犺犻犾狌狊犱犪狌狉犻犮狌狊）和中华鼢鼠（犈狅狊狆犪犾犪狓

犳狅狀狋犪狀犻犲狉犻犻）
［６４６５］，甘 肃 的 鼢 鼠 和 达 乌 尔 鼠 兔 （犗犮犺狅狋狅狀犪

犱犪狌狉犻犮犪）
［６６］，内蒙古的布氏田鼠（犕犻犮狉狅狋狌狊犫狉犪狀犱狋犻）和长爪沙鼠

（犕犲狉犻狅狀犲狊狌狀犵狌犻犮狌犾犪狋狌狊）
［６７］等。

Ｆｕｋｕｎｏｔｏ等
［６８］
２００９年在日本北部北海道Ｅｂｅｔｓｕ室内捕

获的挪威大鼠中确认可自然感染Ｅｍ。Ｋｈａｌｅｄ等
［６９］
２０１４年在

挪威埃及开罗的城市和郊区捕获的野生挪威大鼠中发现Ｅｇ感

染为３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在青海省南部玉树州和果洛州开展的

啮齿类动物Ｅｍ感染情况调查显示感染率为１４．４５％，其中高

原鼠兔感染率为１５．１８％
［７０］。鉴于啮齿类动物在棘球蚴病传

播中的重要作用，啮齿类动物感染情况监测是我国棘球蚴病监

测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监测结果显示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啮齿类动

物感染率分别为２．０９％、１．７０％、１．０３％和０．７７％
［７１７２］，呈下

降趋势。除Ｅｍ和Ｅｇ外，２００５年肖宁等
［７２］在棘球蚴病人群患

病率最高的四川省石渠县发现了特有虫种石渠棘球绦虫

（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狊犺犻狇狌犻犮狌狊，犈狊），Ｅｓ可感染啮齿类动物，但是否能

感染人还有待研究。川西地区啮齿类动物种群数量很大，生态

环境独特，为棘球绦虫传播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王旭等［７４］

２０１８年对邻近石渠县的玉树市人群定居点周围捕获的高原鼠

兔进行检测，发现Ｅｓ感染率为２．１％。经过一系列棘球蚴病综

合防控措施的有力实施后，啮齿类动物感染率逐步下降，但流

行区多房棘球蚴病流行程度并没有显著下降，还需加强野外啮

齿类动物的防治。

４　结语

啮齿类动物种类多、分布广、数量大、具有一定的种群优势

且相对稳定，对病原体具有高感受性、低敏感性，能通过多种途

径传播病原体。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不同的地理环

境适宜不同的啮齿类动物生存，使得不同地区啮齿类动物传播

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具有差异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活动

范围增大，不同地区间往来更频繁，与啮齿类动物接触更密切，

增加了罹患啮齿类动物源性寄生虫病的可能与风险［７５］。目前

啮齿类动物传播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面临新发不断出现和传

统病死灰复燃的严峻形势，短期内难以控制。建议加强对啮齿

动物传播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认识，强化医、防、研结合，完

善防控体系建设，做好知识、技术、物资储备，建立健全人兽共

患疾病的防控体系，加强监测和监控，预防和减少人兽共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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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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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Ｄｉｓ，２０２０，４４（２）：３３８３４８．

［４８］　蔺西萌，许汴利，赵旭东，等．河南省小动物宿主肝毛细线虫病流

行病学调查［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４４４６．

［４９］　周水茂，王浩，罗华堂，等．长江江滩武汉段鼠类肝毛细线虫感染

调查［Ｊ］．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１４，２６（５）：５５２５５３．

［５０］　汪家旭，苏成豪，黄建炜，等．厦门市鼠类自然感染肝毛细线虫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ａｈｅｐａｔｉｃａ）调查［Ｊ］．海峡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６）：

１５．

［５１］　吕艳，李渊，张莉，等．大理市家栖鼠肝毛细线虫感染调查［Ｊ］．

医学动物防制，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９１９９２１．

［５２］　ＰａｎｔｉＭａｙＪＡ，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ＶｉｖａｓＲＩ，ＧａｒｃíａＰｒｉｅｔｏＬ，ｅ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ｍｅｎｏｌｅｐｉｓ

ｄｉｍｉｎｕｔａ［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Ｒｅｓ，２０２０，１１９（７）：１９９７２００４．

［５３］　邵逸阳，邵雅癑，叶建平．绍兴市鼠类动物膜壳绦虫感染情况的

调查［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９）：１２３１２６．

［５４］　 Ｈａｎｃｋｅ Ｄ，Ｓｕａｒｅｚ Ｏ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ｔｈｅ ｃｅｓｔｏｄｅ

Ｈｙｍｅｎｏｌｅｐｉｓｄｉｍｉｎｕｔａｉｎｒａ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Ｊ］．Ｊ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ｌ，２０１６，９０（２）：１９９２０５．

［５５］　李佳兴，李正红，杨文斌，等．云南省洱源县小兽膜壳绦虫感染调

查［Ｊ］．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３，１５（６）：４５２４５３．

［５６］　李伟，申丽洁，罗志勇，等．大理市小兽类哺乳动物膜壳绦虫感染

情况调查［Ｊ］．大理学

院学报，２００３，２（１）：４６．

［５７］　吴军，易建荣，段金花，等．湛江市区褐家鼠和黄胸鼠膜壳绦虫感

染调查［Ｊ］．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４，１７（５）：３０６３０７．

［５８］　ＺｈｏｕＨＸ，ＣｈａｉＳＸ，ＣｒａｉｇＰＳ，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ｕ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ｎｎＴｒｏｐＭｅｄ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００，９４（７）：

７１５２９．

［５９］　将卫，郑强，伊斯拉音·乌斯曼，等．新疆尼勒克县首次发现伊犁

田鼠感染多房棘球蚴［Ｊ］．地方病通报，２０００（１）：３６３７，９６．

［６０］　丁木拉提，郭永忠，高永盛，等．新疆自治区尼勒克县乌拉斯台乡

包虫病流行病学调查［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５９．

［６１］　ＷａｎｇＸ，ＬｉｕＪ，ＺｕｏＱ，ｅｔａｌ．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ａｎｄ

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狊犺犻狇狌犻犮狌狊ｉｎａｓｍａｌｌｍａｍｍ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ｈｏ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Ｐａｒａｓｉｔ

Ｖｅｃｔｏｒｓ，２０１８，１１（１）：３０２．

［６２］　ＣａｉＱＧ，ＨａｎＸＭ，ＹａｎｇＹＨ，ｅｔａｌ．Ｌａｓｉｏｐｏｄｏｍｙｓｆｕｓｃｕｓａ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ｈｏｓｔｆｏｒ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 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Ｊ］．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Ｐｏｖｅｒｔｙ，２０１８，７（１）：２７．

［６３］　 Ｗａｎｇ Ｑ，Ｖｕｉｔｔｏｎ ＤＡ，Ｘｉａｏ Ｙ，ｅｔａｌ．Ｐａｓ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ａｎｄ

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Ｔｉｂｅｔ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Ｅｍｅｒｇ

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６，１２（６）：１００８１０１０．

［６４］　ＧｉｒａｕｄｏｕｘＰ，ＰｌｅｙｄｅｌｌＤ，ＲａｏｕｌＦ，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

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ｍｏ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ｈ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Ｉｎｔ，２００６，５５（Ｓｕｐｐｌ）：Ｓ２３７４６．

［６５］　ＭｉｔｅｒｐａｋｏｖａＭ，ＤｕｂｉｎｓｋｙＰ，ＲｅｉｔｅｒｏｖａＫ，ｅｔ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 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ｌｏｖａｋ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Ｊ］．ＡｎｎＡｇ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ｄ，

２００６，１３（２）：２３５２４２．

［６６］　 ＤｅｐｌａｚｅｓＰ，ＲｉｎａｌｄｉＬ，Ａｌｖａｒｅｚ ＲｏｊａｓＣ Ａ，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ａｎｄＣｙｓｔｉｃ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Ｊ］．Ａｄｖ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１７（９５）：３１５４９３．

［６７］　ＦｅｎｇＸ，ＱｉＸ，Ｙ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ｃｙｓｔｉｃａｎｄ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ＴＡＲ），Ｃｈｉｎａ

［Ｊ］．Ｊ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ｌ，２０１５，８９（６）：６７１６７９．

［６８］　ＦｕｋｕｍｏｔｏＳＩ，ＹａｍａｄａＳ，Ｆｕｓｈｉｋｉｄａ Ｍ，ｅ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ｒｖａｌ

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ｏｒｗａｙｒａｔ，Ｒａｔｔｕｓ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ｄｏｏｒｓｉｎ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Ｊａｐａｎ［Ｊ］．ＪＶｅｔＭｅｄ

Ｓｃｉ．２０１７，７９（１１）：１８５７１８６０．

［６９］　ＫｈａｌｅｄＡＭ，ＤａｌｉａＡＨ．Ｎｏｒｗａｙｒａｔ（Ｒａｔｔｕｓ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ａｓ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ｏｒ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Ａ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１６，６１（４）：８１５８１９．

［７０］　赵海龙．青海省南部地区小型兽类多房棘球绦虫感染调查［Ｊ］．

青海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２３（２）：１２１４．

［７１］　魏思慧，伍卫平，韩帅，等．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全国棘球蚴病监测结果

分析［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２０，１５（８）：９２４９２８．

［７２］　蒉嫣，伍卫平，韩帅，等．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全国棘球蚴病监测分析

［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２１，１６（９）：１０２５１０２９．

［７３］　肖宁，邱加闽，ＮａｋａｏＭ，等．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发现的新种：石

渠棘球绦虫的生物学特征［Ｊ］．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２００８（４）：３０７３１２．

［７４］　王旭，左清秋，余晴，等．青海省玉树市人群定居点周围小型啮齿

类动物种群动态及棘球绦虫感染调查［Ｊ］．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

志，２０２１，３３（４）：３４６３５２．

［７５］　郑剑宁，王燕，裘炯良．鼠传疾病与鼠类宿主研究概况［Ｊ］．中国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０７（５）：４２７４２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７０８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２０９０４

·０６３１·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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