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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孢子虫病 ( Cyclosporiasis)是由圆孢子虫 ( Cy2
clospora cayetanensis)引起的人体寄生虫病 ,1977 年

首次发现并于 1979 年首先由 Ashford 报道。[1 ]近几

年美国等国家陆续发生多起食源性圆孢子虫病暴发

事件 ,使得圆孢子虫成为继隐孢子虫、等孢球虫后的

又一种重要的人体寄生球虫。我国虽未出现大规模

食源性暴发 ,但迄今已报道了 16 例圆孢子虫感染的

病例。[2 ]本文就圆孢子虫及其感染的基本情况综述

如下。

1 　形态与生活史

圆孢子虫是一种由单细胞构成的寄生虫 ,曾被

称为藻青菌样体、球虫样体或大隐孢子虫等 ,1993

年 Ortega 等根据其形态学和孢子形成等特点 ,提议

将其归类为真球虫目艾美虫科等孢子球虫属 ,[3 ]并

于 1994 年定名为圆孢子虫。[4 ]目前一般认为感染人

类的圆孢子虫属同一种 ,更多种类的圆孢子虫仅在

爬虫类和啮齿类中发现 ,[5 ] Eberhard 等从其他灵长

类中又检出三种圆孢子虫 ,因而认为感染灵长类的

四种圆孢子虫为艾美虫科的单独一个分支。[6 ]有关

圆孢子虫分类学上的位置及与其他原虫的关系尚需

进一步研究。

圆孢子虫卵囊呈圆形 ,对未经防腐处理的粪便

以直接涂片法镜检可见清晰的圆形卵囊壁 ,直径 8

～10μm ,在紫外光下 ,圆孢子虫卵囊壁可发出自体

荧光。以抗酸染色镜检 ,卵囊壁不清晰并出现皱折、

扭曲和变形。

圆孢子虫的生活史简单 ,不需转换宿主就可以

完成。人随食物或饮水吞食了成熟的卵囊后 ,孢子

在消化液的作用下自囊内逸出 ,进入肠上皮细胞 ,并

在其中完成无性裂体增殖和有性孢子增殖 ,新生成

的卵囊落入肠腔后随宿主粪便排出体外 ,在适宜的

环境中发育成熟并重新进入食物链。人食 (饮)用了

被成熟卵囊污染的食品或水后即可感染圆孢子

虫。[7 ]

一般认为 ,圆孢子虫为肠道寄生虫 ,圆孢子虫感

染宿主后 ,寄生于小肠粘膜内 ,在此增殖引起炎症和

上皮损伤并表现出迁延性腹泻等临床症状。最近 ,

Gliullo 等报道了首例圆孢子虫呼吸道感染病例 ,并

从其痰中检出了圆孢子虫卵囊。[8 ]

2 　流行病学

圆孢子虫病发现初期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呈地

方性流行 ,并成为去这些国家旅游者腹泻的重要病

因。自 1995 年美国本土发生首起食源性圆孢子虫

病暴发并在 1997 年感染率达到了 013/ 10 万以后 ,

改变了人们上述看法。[9 ,10 ]目前已知圆孢子虫病在

世界范围广为存在 ,已证实发生圆孢子虫感染的有

美洲大陆、加勒比海地区、英国、东欧、非洲、南亚次

大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11 ]1995 年苏庆平等报告

了我国首例圆孢子虫感染病例 ,[12 ]其在我国的流行

情况尚不清楚。

圆孢子虫感染者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的卵囊 ,因

而粪便为该病的传染源。但因为随粪便排出的卵囊

须在适宜的环境中数天至数周发育成熟后才具有传

染性 ,所以人与人之间不能直接传播。[4 ]食源性圆

孢子虫病有明显的季节性 ,春、夏季节为易发季节 ,

这可能与卵囊成熟需要一定的温度条件有关。

还不能肯定家畜、家禽能否作为圆孢子虫的储

存宿主。Sherchand 等对尼泊尔的 196 只家畜、家禽

粪便采样检验 ,结果在 2 只鸡的粪便中检出了圆孢

子虫卵囊 ,[13 ]在此之前 ,已有学者从鸡的粪便中发

现过符合圆孢子虫特征的卵囊 ,[14 ] Zerpa 等报道称 ,

在一家庭农场饲养的鸭的粪便中检出了圆孢子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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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5 ]更早的时候 ,还有吃不熟的鸡肉而感染圆孢

子虫病的报道。[1 ]以上报道提示 ,家禽有可能作为

圆孢子虫的储存宿主。但 Eberhard 等在圆孢子虫

病流行的海地进行的为期一年多的调查并不支持上

述说法 ,他检验了当地几乎所有种类的家畜、家禽的

粪便 ,并未检出圆孢子虫卵囊 ,因此认为人是圆孢子

虫流行地区的唯一自然宿主。[16 ]家禽究竟能否作为

圆孢子虫的储存宿主尚需进一步验证。Eberhard 等

为寻找研究圆孢子虫病的动物实验模型 ,用含圆孢

子虫卵囊的饲料饲养多种动物 ,结果在潜伏期内无

一种动物出现感染症状。[17 ]

迄今为止最大的食源性圆孢子虫病暴发事件发

生在北美 ,仅 1996 年 5～8 月病人数就高达 1 400

余人 ,波及美国 20 个州和加拿大的 2 个省。调查证

实 ,引起暴发的食物为从危地马拉进口的木莓。[18 ]

目前已知的食源性暴发中 ,与之相联系的食品除木

莓外还有草莓、mesclun 莴苣、罗勒等新鲜的水果和

蔬菜。圆孢子虫为何易污染这些食品及污染的细节

还不清楚 ,因而缺少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1996 年

美国发生食源性圆孢子虫病暴发后 ,危地马拉的木

莓种植者及出口商按 FDA 和 CDC 的建议 ,采取了

提高喷灌水水质和改善种植卫生条件等措施 ,[19 ]自

1997 年 4 月 22 日起 ,美国只允许那些采取了措施

并认为是安全的木莓进口 ,但这并未能防止当年春

季介木莓传播的圆孢子虫病暴发。

Herwaldt 等对 1997 年春季 41 起圆孢子虫病暴

发进行的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 ,新鲜的木莓是所有

41 起暴发事件中唯一的共同食物 ,有据可查的 8 批

木莓均来自危地马拉 ,5 月末从危地马拉进口木莓

自然停止后 ,暴发随之结束。[20 ] FDA 1998 年春完全

禁止从危地马拉进口鲜木莓后 ,美国当年圆孢子虫

病例数就大幅度下降 ,[21 ]而到了 1999 年 ,经实验室

确诊的圆孢子虫病感染率比 1997 年下降了

70 %。[10 ]

一般认为未产生免疫的各年龄组人群对圆孢子

虫均易感 , HIV 感染者、免疫抑制及免疫抑制缺陷

者更易感。在圆孢子虫感染呈地方流行的国家 ,由

于频繁地接触 ,儿童可表现为轻微症状或无症状感

染 ,成人则可免于感染。[22 ]一份来自印尼西爪哇的

调查报告显示 ,圆孢子虫感染是雨季引起当地外国

移民腹泻的最主要原因 ,而在当地居民和儿童中很

少引起该病 ,提示被动免疫或与其他病原体的交叉

免疫具有保护作用。[23 ]

虽然食源性圆孢子虫病是因食用了被污染的食

品引起的 ,但因圆孢子虫不能在食品中增殖 ,目前食

品中圆孢子虫的检验方法还不完善 ,检出率低 ,致使

许多可疑暴发得不到病原学证实 ,这或许是在许多

国家食源性暴发报告少的部分原因。圆孢子虫感染

所需的量可能很低 ,在一起与吃鲜罗勒色拉有关的

食源性暴发中 ,有人仅仅因为用盛过色拉的汤勺吃

了其他食物而感染发病。[24 ]为提高检验的特异性和

敏感性 ,聚合酶链反应 ( PCR) 技术现已用于圆孢子

虫检验 ,并已引起关注。[25 ]

3 　诊断及治疗

圆孢子虫病的平均潜伏期为 7 d ,除典型的水样

腹泻外 ,还有食欲下降、腹胀、低热、肠胀气、腹痛、呕

吐、乏力、肌痛、消瘦等 ,平均每天腹泻达 6～7 次 ,一

般持续 3 d 以上。未经治疗的病例症状可持续若干

天到 1 个月或更长 ,并可出现反复。因此对迁延性

腹泻的病人 ,应考虑圆孢子虫感染。目前尚未见死

亡病例的报道。

圆孢子虫病的确诊有赖于实验室诊断。单纯一

次粪检阴性不能排除感染 ,通常需要间隔 2～3 d 留

3 个以上标本进行检验。实验室诊断要点是 :[26 ]先

以沉淀法将粪便标本进行浓聚 ,取沉渣涂片镜检或

染色后镜检。以目镜标尺测卵囊直径 ,圆孢子虫卵

囊与隐孢子虫卵囊虽同为圆形 ,但前者直径为 8～

10μm ,而后者仅有 4～6μm ,等孢球虫卵囊则为直

径大得多的椭圆形 ,这对卵囊的鉴别有重要意义。

在紫外荧光显微镜下 ,圆孢子虫卵囊能产生自体荧

光而呈蓝色或绿色荧光环 ,隐孢子虫卵囊无荧光出

现。圆孢子虫不能被通常使用的染色方法染色 ,对

改良抗酸染色呈可变性 ,在同一区域可是无色或从

淡粉红色到深红色 ,卵囊壁可出现变形或皱折。以

改良的盐基红染色并在染色中将其用微波加热 ,卵

囊呈鲜艳的桔红色。[27 ]

圆孢子虫病的治疗首选复方新诺明 ,每日 2 次 ,

每次 2 片 ,7 d 为 1 疗程。对不宜服用磺胺药者尚未

发现其他有效的药物 ,可遵医嘱对症治疗。伴有腹

泻的病例要注意休息并补液。

4 　预防措施

防止食物被粪便污染和避免吃生冷食物对预防

食源性圆孢子虫病应该有效。水果、蔬菜吃前应该

彻底清洗或去皮 ,这虽不能完全防止圆孢子虫病发

生 ,但能减少感染的机会。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 ,防止圆孢子虫介手传播。由于圆孢子虫对含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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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有抵抗力 ,影响了常用蔬菜、水果洗消剂的作

用 ,研制新的洗消剂 ,是防止食源性圆孢子虫病发生

的措施之一。

综上所述 ,圆孢子虫病是一种新发现的食源性

人体寄生虫病 ,近几年才刚刚引起对其研究和关注 ,

对其污染食品的环节及致病机理知之甚少 ,缺乏特

异、简捷的检验方法 ,许多医务工作者对其还比较陌

生 ,在关注化学性、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食品污染

的同时 ,有必要加强食源性寄生虫病的监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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