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食源性寄生虫种类及流行概况!!!毛玮%等 !6>F## !

56@5:P

(!4)#(KdHJ]XZa0%3HJJIRK $%*XSJ0%XaHP)IGNJaHKXRNbHbbHVWRZHGHaRMIKb

HKU YSHJJRaRMIKbIK B,’#83’ *H’??48@$20ZP]VSILS@YXZWRZGHKQX

JIfNIU QSZRGHaRLZHYSV(*)P*RNZKHJRW$SZRGHaRLZHYSV% 5""!% 7"

#>$ &!!F@!6:P

(!5)#%XHaSXZ(%%-RV[%3XZHZU $.PAHMRKRGVHKU aRMIQIaVRW

:4#4G(>$?’G3$’ HKU ZXJHaXU bYXQIXb(*)P<VQRJRLIQHJ-XbXHZQS%

!446%54F#>$ &":"@"F"P

(!!)#CHZLHb’%;XZKHJ.% )HZZIHC%XaHJP.GHaRMIK HKU YSHJJRaRMIK

QRGYRbIaIRK IK bYXQIXbRWaSXLXKNbB,’#83’ IK $RJRG]IHH

aHMRKRGIQYXZbYXQaIeX(*)PARMIQRK%!455%7>#:@F$ &7>6@7"4P

(!6)#陈作红%胡劲松%张志光%等P我国 !> 种鹅膏菌主要鹅膏毒肽

和鬼笔毒肽的检测分析 (*)P菌物系统% !446% !! # 8 $ &

7:6@7F6P

(!8)#*R|X3P&KWZHZXU UIWWXZXKQXbYXQaZRbQRYV&?HZa&PIKaXZYZXaHaIRK RW

aSXUIWWXZXKQXbYXQaZNG(*)PCI]ZHaIRKHJ)YXQaZRbQRYV%!446%65

#!$ &!F"@!>>P

(!7)#时有明%刘刚%周湘萍%等P红黄鹅膏菌原亚种及其黄褐变种

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鉴别 (*)P光谱学与光谱分析%!44"%

!"#!$ &6>"@6"!P

(!:)#时有明%刘刚%孙艳琳P八种鹅膏菌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的

差谱鉴别研究(*)P光散射学报%!45!%!8#!$ &!5!@!57P

(!F)#赵德璋%刘刚%宋鼎珊%等P鹅膏菌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研

究(*)P光谱学与光谱分析%!44F%!F#:$ &54>:@54>"P

(!>)#毕卫红%白立春P近红外光谱技术中应注意的问题($)hh全

国第十二次光纤通信暨第十三届集成光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广州%!447P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447&"5:@"5"P

(!")#孙通%徐惠荣%应义斌%等P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农产品h食

品品质在线无损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P光谱学与光谱

分析%!44"%!"#5$ &5!!@5!:P

(64)#杜天飞%江世平%王明蓉%等P夫西地酸产生菌 )&&.4:@47@!45

的鉴定及其次级代谢产物 0.@6 的结构分析(*)P中国抗生素

杂志%!44>%66#6$ &587@58FP

(65)#3ZHKUbaHWW1(%AXZZV*Z1+P-HZXXHZaS XJXGXKaQRGYRbIaIRK RW

?HJXRLXKXeXZaX]ZHaXWRbbIJbWZRG-4’@2344?3XRJRLIQ?HZc%’X]ZHbcH%

,).(*)P.YYJIXU 3XRQSXGIbaZV%!44"%!8#8$&F66@F87P

(6!)#吴德杰%于峰P滑子蘑的功能特性与开发应用研究(*)P吉林

农业%!455#55$ &!!5P

(66)#朱研研%王耀耀%付美红%等P真菌分类鉴定研究进展(*)P河

北化工%!454%66#8$ &6F@6"P

(68)#缪承杜%洪葵P真菌分类技术的研究进展(*)P安徽农业科学%

!44F%67#!!$ &::"7@::"FP

综述
广西食源性寄生虫种类及流行概况

毛玮!林康明!黎军!韦海艳!吴钦华!黄亚铭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南宁#7644!>$

摘#要!目的#了解广西食源性寄生虫的种类及其所致疾病与人兽共患病"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关系!为食源性寄

生虫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收集广西历年所发现的人体寄生虫种类资料!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广西

境内发现人体寄生虫 7: 种!占我国人体寄生虫总数的 !6986g #7:h!6"$!其中食源性寄生虫 8F 种!占 >69"6g

#8Fh7:$&在 8F 种食源性寄生虫中有 >7955g#84h8F$属人兽共患寄生虫!有 F898Fg#67h8F$同属于食源性"人兽

共患和自然疫源性寄生虫% 广西目前仍有 !> 种常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 结论#广西属于我国人体寄生虫种

类及食源性寄生虫种类较多的省份之一!预防食源性寄生虫病的任务艰巨%

关键词!食源性疾病& 食源性寄生虫病& 人兽共患病& 自然疫源性疾病& 寄生虫

中图分类号!-57796 E8"-76##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5448@>87:#!456$48@46>F@48

收稿日期!!456@4!@!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4::45:"#

作者简介’毛玮#女#主管医师#研究方向为人体寄生虫病防治#(@GHIJ’LM_XIGOHJIVNKPQRG

通讯作者’黄亚铭#男#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人体寄生虫病防治#(@GHIJ’5F!8745":8OffPQRG

84#.4(#,&*%6#’(#%&33&&0+&.*#6$.$%()(’0(%#$%#%(*M2$*?>(6.&4(*’#
<.+[XI% /&’‘HKL@GIKL% /&*NK% [(&%HI@VHK% [,oIK@SNH% %,.’32H@GIKL
#3NHKLMI$XKaXZWRZ1IbXHbX?ZXeXKaIRK HKU $RKaZRJ% 3NHKLMI’HKKIKL7644!>% $SIKH$

7+%).$’)& 8+9#’)(4##ARNKUXZbaHKU aSXbYXQIXbRWWRRU]RZKXYHZHbIaIQUIbXHbXbHKU aSXZXJHaIRKbSIY _IaS R̂RKRbIbHKU

KHaNZHJWRQHJUIbXHbX% HKU YZReIUXHbQIXKaIWIQ]HbIbWRZYZXeXKaIRK HKU aZXHaGXKaRWWRRU]RZKXYHZHbIaIQUIbXHbXbP

:#)"&0%#%NGHK YHZHbIaXbYXQIXbUHaHWRNKU IK aSXYZReIKQXReXZaSXVXHZb_XZXQRJJXQaXU WRZQJHbbIWIQHaIRK baHaIbaIQbP

;#%2/)%#.aRaHJRW7: bYXQIXbRWSNGHK YHZHbIaXbYXQIXb_XZXWRNKU IK 3NHKLMIYZReIKQX% HQQRNKaIKLWRZ!6986g $SIKXbX

SNGHK YHZHbIaXbbYXQIXb# 7:h!6" $P.GRKLaSX7: bYXQIXb% 8F bYXQIXb_XZXWRRU]RZKXYHZHbIaXb_SIQS HQQRNKaXU WRZ

>69"6g #8Fh7:$P.GRKLaSX8F WRRU]RZKXYHZHbIaXb% >7955g #84h8F$ _XZX̂RRKRaIQHKU F898Fg #67h8F$ _XZX]RaS



!6>>##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00++1%23&(’( !456 年第 !7 卷第 8 期

WRRU]RZKX% R̂RKRaIQHKU KHaNZHJWRQHJYHZHbIaXbPASXZX_XZX!> bYXQIXbRWQRGGRK WRRU]RZKXYHZHbIaIQUIbXHbXbbaIJJXKUXGIQ

IK 3NHKLMIP<&*’/2%(&*#3NHKLMIYZReIKQX_HbRKXRWYZReIKQXb_SIQS SHU GHKVSNGHK YHZHbIaXbYXQIXbHKU WRRU]RZKX

YHZHbIaXbYXQIXb% aSXaHbc RWYZXeXKaIRK RWWRRU]RZKXYHZHbIaIQUIbXHbX_HbHZUNRNbP

=#1 ,&.0%& 0RRU@]RZKXUIbXHbXb" WRRU@]RZKXYHZHbIaIQUIbXHbX" R̂RKRbIb" UIbXHbXRWKHaNZHJWRQNb" YHZHbIaX

##食源性寄生虫病是一类通过饮食传播的人体寄
生虫病%其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广义的食源性寄
生虫病#WRRU]RZKXYHZHbIaIQUIbXHbXb$更符合世界卫生
组织#[%+$对食源性疾病#WRRU]RZKXUIbXHbX$的释
义%即食#饮$用被感染期寄生虫污染的食物’水源而
引起人体感染的寄生虫病统称为食源性寄生虫病(5) ,
根据寄生和污染食物种类划分%大体可分为鱼源性寄
生虫病’螺源性寄生虫病’肉源性寄生虫病’两栖类与
爬行类寄生虫病’植物源性寄生虫病和昆虫类寄生虫
病(! D6)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饮食习惯多样化%
生食或半生食等情况较普遍%近年来由此引发的食源
性寄生虫病相关疫情增多%发病率大幅度增加%由此
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也逐年增多(!) , 广西是一个寄
生虫较多的地区%其境内的寄生虫有 7: 种%占国内发
现的人体寄生虫的 !6986g(8 D:) %为了解广西食源性
寄生虫种类’数量并探讨其所致疾病与其他疾病之间
的相互关系%研究者对广西历年发现的人体寄生虫种
类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统计%以期为食源性寄生
虫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5#材料与方法
595#资料

收集广西自 5">> 年以来与人体寄生虫调查相

关的资料%包括第一’二次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
查及历史上所发现的与人体有关的寄生虫资料,
59!#方法

将发现的人体寄生虫首先按原虫类’吸虫类’
线虫类’绦虫类分类%然后参考国内外书籍和杂志
按照食源性疾病’人兽共患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进
行再次分类和统计, 最后将目前在广西各类人体
寄生虫病流行状况进行简单汇总和介绍,

!#结果
自 5">> 年以来%广西发现的人体寄生虫共

7: 种 (: DF) %其中原虫类 5" 种’吸虫类 58 种’线虫类
5: 种’绦虫类 F 种, 7: 种寄生虫中%属于食源性寄
生虫的有 8F 种%占 >69"6g#8Fh7:$"在食源性寄生
虫中人兽共患寄生虫 84 种%占 >7955g#84h8F$%自
然疫源性寄生虫 67 种%占 F898Fg#67h8F$%同为食
源性’人兽共患和自然疫源性的寄生虫共 67 种%为
F898Fg# 67h8F $%见表 5 =8, 目前广西境内有
!> 种常见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

人体原虫类食源性寄生虫共 5: 种%其中同属食
源性’ 人 兽 共 患 和 自 然 疫 源 性 的 有 56 种% 占
>59!7g#56h5:$%见表 5,

人体吸虫类食源性寄生虫共 58 种%56 种寄生
##

表 5#广西境内历年发现的食源性人体寄生虫#原虫类$

AH]JX5#0RRU]RZKXYHZHbIaIQUIbXHbXIK 3LNHKLMIYZReIKQXIK YHbaVXHZb#YZRaR̂RRK$

序号 原虫类 食源性
人兽
共患

自然疫
源性

首次报
道年份

作者 资料来源
末次人体感染报道
#年份h感染率$

5
!
6
8
7
:
F
>
"
54
55
5!
56
58
57
5:

弓形虫 E E E 5"F" 崔君兆 广西卫生 5""> h79F8g

猪人肉孢子虫 E E E !448 李锦辉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44" h!94Fg

人肉孢子虫 E E E 5""4 [+’3‘A *?HZHbIaRJ 5""4 h5596g

隐孢子虫 E E E 5""7 蒋就喜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7 h散发
溶组织内阿米巴 E E E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45! h59:7g

结肠内阿米巴 E E E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45! h8987g

微小内蜒阿米巴 E E E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8 h59!g

布氏嗜碘阿米巴 E E E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8 h49!g

脆弱双核阿米巴 E E E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8 h4944!g

哈氏内阿米巴 E E E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8 h49!g

蓝氏贾第鞭毛虫 E E E 5">: 蒋崇楠 广西医学院学报 !45! h49:7g

结肠小袋纤毛虫 E E E 5""5 曾义爱 广西医学 5""8 h4948g

人毛滴虫 E D D 5"F7 李毅宏 新医学 !45! h494"g

肠内滴虫 E D D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8 h4945g

中华内滴虫 E D D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8 h4945g

人芽囊原虫 E E E 5""8 蒋就喜 桂林医学院院报 !456 h8696g

合计 5: 56 56

注& E表示属于所列种类% D表示不属于所列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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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所引起的疾病属于食源性疾病的同时也为人兽共
患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占 "!9>:g#56h58$%见表 !,

人体线虫类食源性寄生虫共 54 种%其中引起疾
病同属于食源性’人兽共患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寄
生虫有 7 种%占 74944g#7h54$%见表 6,

人体绦虫类食源性寄生虫共 F 种%F 种均为人
兽共患寄生虫%其中引起疾病同属于食源性’人兽
共患 和自然 疫源 性 疾病的 寄 生虫 有 8 种% 占
7F958g#8hF$%见表 8,

表 !#广西境内历年发现的食源性人体寄生虫#吸虫类$

AH]JX!#0RRU]RZKXYHZHbIaIQUIbXHbXIK 3LNHKLMIYZReIKQXIK YHbaVXHZb#aZXGHaRUXb$

序号 吸虫类 食源性
人兽
共患

自然疫
源性

首次报
道年份

作者 资料来源
末次人体感染报道
#年份h感染率$

5
!
6
8
7
:
F
>
"
54
55
5!
56
58

华支睾吸虫 E E E 5"64 王福溢 实用人体寄生虫学 !44" h"9F:g

异盘并殖吸虫 E E E 5":7 龙祖培 广西医学院学报 !44" h!9:g

斯氏狸殖吸虫 E E E 5"F" 刘德广 广西卫生 5"F" h散发
姜片吸虫 E E E 5"78 莫志纯 中华内科杂志 5""8 h495g

肝片形吸虫 E E E 5"F" 谭国谋 广西医学 5"F" h散发
扇棘单睾吸虫 E E E !445 黎学铭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45! h6!977g

钩棘单睾吸虫 E E E !44: 张鸿满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尚未见人体感染报道
日本棘隙吸虫 E E E 5">! 刘德广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 5">! h散发
台湾棘带吸虫 E E E 5""7 何刚 广西预防医学 5""7 h散发
东方次睾吸虫 E E E !44" 张鸿满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尚未见人体感染报道
台湾次睾吸虫 E E E !455 不详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 尚未见人体感染报道
支双腔吸虫 E E E !455 不详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 尚未见人体感染报道
胰阔盘吸虫 E E E !455 不详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 尚未见人体感染报道
嗜眼属吸虫 E D D 5""6 文超福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6 h散发

合计 58 56 56

注& E表示属于所列种类% D表示不属于所列种类

表 6#广西境内历年发现的食源性人体寄生虫#线虫类$

AH]JX6#0RRU]RZKXYHZHbIaIQUIbXHbXIK 3LNHKLMIYZReIKQXIK YHbaVXHZb#KXGHaRUX$

序号 线虫类 食源性
人兽
共患

自然疫
源性

首次报
道年份

作者 资料来源
末次人体感染报道
#年份h感染率$

5
!
6
8
7
:
F
>
"
54

蛔虫 E D D 5"7: 黎学铭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 !455 h897!g

鞭虫 E D D 5"F: 黄连文 广西赤脚医生 !455 h!96:g

蛲虫 E D D 5":8 王征文 中级医刊 !456 h879>Fg

旋毛虫 E E E 5">! 农锦州 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44! h爆发#6: 人$

东方毛圆线虫 E E E 5""8 甘耀成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5""8 h494!g

美丽筒线虫 E E D !448 刘义威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448 h散发
广州管圆线虫 E E E !44" 李通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44" h散发
肾膨结线虫 E E E !448 雷菠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448 h散发
颚口线虫 E E D !44> 张鸿满 应用预防医学 !44> h散发
铁线虫 E E E 5"": 黄健 广西预防医学 5"": h散发

合计 54 F 7

注& E表示属于所列种类% D表示不属于所列种类

表 8#广西境内历年发现的食源性人体寄生虫#绦虫类$

AH]JX8#0RRU]RZKXYHZHbIaIQUIbXHbXIK 3LNHKLMIYZReIKQXIK YHbaVXHZb#aHYX_RZG$

序号 绦虫类 食源性
人兽
共患

自然疫
源性

首次报
道年份

作者 资料来源
末次人体感染报道
#年份h感染率$

5
!
6
8
7
:
F

猪带绦虫 E E D 5"76 吴尚勇 中级医刊 !447 h!89>g#含牛带’亚洲$

牛带绦虫 E E D 5"77 杨文远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 !447 h!89>g#含牛带’亚洲$

亚洲绦虫 E E D 5""> 黎学铭 广西预防医学 !447 h!89>g#含牛带’亚洲$

缩小膜壳绦虫 E E E 5">7 唐钏明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444 h49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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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讨论
寄生虫所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不像病毒性’细菌

性和化学性疾病来势凶猛%其潜在危害往往容易被
忽视 (F) %但随着*餐桌污染+情况的日益严重%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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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关注越来越多, 5""F 年%美国
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网#0RRU’Xa$将隐孢子虫纳入
监测范围%监测数据显示 !448!!44> 年美国食源性
疾病 呈 现上升 趋势% 单隐孢子虫的感 染 增 加
了 88g (>) ,

广西地处华南沿海%位于东经 548r!:v=55!r
48v’北纬 !4r78v=!:r!8v之间%常年平均气温在
!4 k以上%冬短夏长%湿度大%植物种类多%植被良
好%为寄生虫的繁殖及寄生虫病的传播提供了适宜
的自然条件, 自 5">> 年全国第一次寄生虫分布调
查以来%广西共发现人体寄生虫 7: 种%其中食源性
寄生虫 8F 种%占 >69"6g#8Fh7:$, 据文献报道%辽
宁’山东’安徽各省统计的食源性寄生虫种类分别
为 >’" 和57 种 (" D55) , 由此可见%与其他省份相比%
广西食源性寄生虫数量较大%种类繁多, 再者%广
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世居有汉’壮’瑶’苗等 5! 个
少数民族%民风习俗沿袭至今%全区仍有 7>9Fg县
区有生食’半生食的饮食习惯 (5!) %因此由寄生虫感
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爆发在广西常有发生, !448
年广西肝吸虫平均感染率为 69F5g%与 5">> 年首
次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相比明显升高 (56) , 绦h
囊虫病流行主要集中在广西桂北的苗族’侗族和中
部的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其中融水县绦虫感染率
高达 >98:g%宾阳县为 !958g%并在鹿寨和宾阳发
现亚洲绦虫感染病例 (56) , 5">"!!444 年%因壮族
居民生食腌酸猪肉在广西引起 : 起旋毛虫病暴发事
件%病死率高达 !9:>g (58) , 据研究者初步统计%目
前约有 !> 种常见食源性寄生虫病在广西境内流行,
综上所述%广西食源性寄生虫种类多%流行广%近年
发病呈上升趋势%防治任务艰巨,

在统计过程中%发现 8F 种食源性寄生虫中有
84 种食源性寄生虫所致疾病为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有 67 种食源性寄生虫所致疾病既是人兽共患寄生
虫病又是自然疫源性疾病, 结果表明%广西的大部
分食源性寄生虫病既可在人体内发生也可在动物
体内发生%甚至不需要人类的参与%就可在动物之
间自然传播, 这提示在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过程
中%不仅需加强病人的防治和监测%同时应对动物
传染源投入更多的关注,

国外对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定义为*因摄入相同
食物而出现两例或两例以上症状相似病例的食源

性疾病事件+ (57) %虽然我国早年已经建立起国家食
源 性 疾 病 监 测 网 # ’HaIRKHJ0RRU@]RZKX 1IbXHbX
)NZeXIJJHKQX)VbaXG$%但食源性寄生虫病尚未纳入该
监测网的监测范围%食品中食源性寄生虫监测起步
较晚%到目前为止尚缺少由寄生虫导致的食源性疾
病暴发的相关数据 (5: D5F) %食源性寄生虫病的监测工
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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