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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槟榔碱杀螺作用的实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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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WHO 推荐的“杀螺剂实验室终筛法”中的浸泡法 , 将受试钉螺分为 6 组 ,分别投入浓度为 0.5、1.0 、1.5、

2.0 mg/ L 的槟榔碱溶液中 , 对照组溶液分别为 2.0 mg/ L的氯硝柳胺以及去氯自来水。经上述浓度槟榔碱作用 1 h , 钉

螺的开厣率依次为 55.6%、90.0%、92.2%、95.6%,附壁率均为 0 , 氯硝柳胺对照组开厣率为 13.3%, 附壁率为 1.1%,

去氯水组开厣率及附壁率均为 77.8%;槟榔碱作用 24 h 钉螺死亡率依次为 91.2%、95.6%、84.4%、73.3% , 氯硝柳胺

对照组为 100%, 去氯水组为 0。24 h 内不同浓度槟榔碱组钉螺头足部软体均肿胀明显 , 对照组无肿胀。表明槟榔碱在

极低浓度时即具有显著的杀灭钉螺作用 ,且能够抑止钉螺上爬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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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Final screening method in the lab o f oncomelania snail-killing drugs" issued by

WHO.The oncomelania snails we re divided into 6 g roups and putted into 0.5 mg/ L , 1.0 mg/ L , 1.5 mg/ L and 2.0 mg/

L areco line solutions , w ater g ot rid of chlo rine and 2.0 mg/ L o f Niclo samide respectively.Af te r the arecoline afor emen-

tioned so lution reaction , the ra te s of the oncomelania snail extending ope rculum w ere about 55.6%, 90.0%, 92.2%, 95.

6% re spectively , and all the climbing up ra tes w ere 0.The ra tes of e xtending operculum and the rates of climbing adhe-

sion of the contr ol gr oup of N iclosamide were 13.3%and 1.1%, furthermo re.The rate o f ex tending ope rculum and the

rate of climbing adhesion of contro l g roup of w ater g etted rid o f chlorine w ere 77.8%.The rates of dea th of oncomelania

snail fo r 24 hour s turned out w ere about 92.2%, 95.6%, 84.4%, 73.3% in the arecoline solutions and the contr ol g roup

of Water g o t rid o f chlorine w as 0 , and contr ol g roup of 2.0 mg/ L of N iclo samide w as 100%.The swelling o f oncomele-

nia fo ot sof tw are w ere obvious in different density a recoline g roup in 24 hours.But the contro l g roups almost all o ccured

the nega tive.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 areco line with ultr a low concentration has the no table effect in killing the oncome-

lenia snail and inhibiting the climbing up of oncomelenia sn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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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榔(Arca catectu L)为棕榈科植物槟榔的种子 ,化学成分主

要含槟榔碱(arecoline , ARE)、槟榔次碱(arecaine)等。 Kuo

等[ 1] 报道钉螺在1 000 mg/ L的槟榔浸液中浸泡72 h ,死亡率可

达 90%。张爱华等[ 2]报道槟榔碱与无效浓度或低浓度氯硝柳

胺联合应用 ,不仅能够显著提高钉螺的开厣率 , 降低钉螺的上

爬附壁率 ,还能使钉螺死亡率明显增加。夏国瑾等[3 ～ 6]在研究

槟榔碱对杀螺药的增效作用机理时发现大剂量槟榔碱与小剂

量的槟榔碱在对钉螺足平滑肌收缩活动 、M 胆碱脂酶受体和平

滑肌的收缩活动以及与钙离子的关系等方面均具有差异 , 提示

大剂量槟榔碱具有增效作用而小剂量槟榔碱可能有杀钉螺作

用。为证实小剂量槟榔碱的杀钉螺作用 , 作者等进行了如下实

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槟榔碱　槟榔碱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化学教研

室合成 , 使用前用去氯自来水配成 2.0、1.5、1.0、0.5 mg/ L 4 种

浓度。

1.1.2　氯硝柳胺(Niclo samide , NIC)　淮南第三制药厂生产 ,

批号:940521。使用前用去氯自来水配成 2.0 mg/ L。

1.1.3　钉螺　采自武汉市郊血吸虫病疫区。取体形大小一致

者于实验室饲养 24 h 后 , 挑选活力强的成螺备用。

1.2　方法　参照WHO 推荐的“杀螺剂实验室终筛法” [6]中的

浸泡法。

1.2.1　试验分组　实验分 4个槟榔碱浓度组(0.5 、1.0 、1.5 和

2.0 mg/ L),分别按每 10 ml药液内放置 1 只钉螺计 , 每组90 只

钉螺。阴性对照组为去氯自来水 , 阳性对照组药液为 2.0 m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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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氯硝柳胺 , 同样按每 10 ml液体内放置 1 只钉螺计 , 每组 90

只钉螺。

1.2.2　杀螺试验　将钉螺放于各实验溶液中 , 并以聚乙烯纱

罩遮盖瓶口 ,防止钉螺爬出液面 ,置于 27 ～ 28 ℃下。 1)观察记

录药物作用 1 h 钉螺开厣数和上爬附壁数及 1、4 、24 h 时的钉

螺头部肿胀情况 ,用“ +”表示;2)观察记录 24 h 钉螺死亡数:以

上各组钉螺在相应药液中浸泡 24 h 后 , 倒去药液 , 以去氯水冲

洗数次 ,放在纸袋中 , 置阴凉处 24 h , 然后放入盛有去氯自来水

的平皿中复苏 ,观察其活性 , 将伸出软足和向上爬出者挑出 , 剩

余者用针刺法判定死螺并计数 ,计算死亡率。

表 1　不同浓度槟榔碱作用后的钉螺开厣率和附壁率(t=1 h)

分组 浓度
开厣数
(只)

开厣率
(%)

附壁数
(只)

附壁率
(%)

槟榔碱 1组 0.5 50 55.6 0 0

槟榔碱 2组 1.0 81 90.0 0 0

槟榔碱 3组 1.5 83 92.2 0 0

槟榔碱 4组 2.0 86 95.6 0 0

氯硝柳胺组 2.0 12 13.3 1 1.1

去氯水组 0 70 77.8 70 77.8

表 2　不同浓度槟榔碱致钉螺头足部肿胀程度

分组
浓度

(m g/ L)

头足部肿胀程度＊

1 h 2 h 4 h

槟榔碱 1组 0.5 +   

槟榔碱 2组 1.0 +   

槟榔碱 3组 1.5 +   

槟榔碱 4组 2.0 +   

氯硝柳胺组 2.0 - - -

去氯水组 0 - - -

　　＊ -无肿胀 , +明显肿胀 ,  非常明显肿胀

2　结果与讨论

实验结果见表 1～ 3。钉螺在不同浓度的槟榔碱溶液中 , 开

厣率较对照组明显增强 , 有利于药物作用;附壁上爬率显著下

降。浸泡 24 h 钉螺死亡率各浓度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χ2=

0.062 , P>0.05), 0.5 mg/ L 槟榔碱组与 2.0 mg / L 氯硝柳胺

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χ2=2.63 , P>0.05)。表明 0.5 mg/ L 槟

榔碱与 2.0 mg / L 氯硝柳胺的杀螺效果相近 , 但前者对哺乳动

物及水生动物的毒性较氯硝柳胺低[ 7] ,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小 ,

是一种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的杀螺新药。

表 3　槟榔碱溶液浸泡 24 h钉螺死亡率

分组 浓度(mg/ L) 死亡数(只) 死亡率(%)

槟榔碱 1组 0.5 83 92.2＊

槟榔碱 2组 1.0 86 95.6

槟榔碱 3组 1.5 76 84.4

槟榔碱 4组 2.0 66 73.3

氯硝柳胺 2.0 90 100

去氯水 0 0 0

　　＊与氯硝柳胺组比较 , χ2=2.63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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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层中的表达率均有显著性差异。提示肝细粒棘球蚴周围

纤维囊壁分层 , PDGF 、TNF-α与肝实质侧纤维囊壁的形成有密

切关系。

3　外囊与“外膜”形成机制

目前所有研究都表明 , 肝包虫周围纤维囊壁分层的确存

在 ,且两者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虽然两者均有不同程度甚至

是完全的纤维化 ,但两者的纤维化细胞来源有所不同。刘瑾厚

等[ 6] 人认为 ,外囊的形成是由于机体受刺激后发生免疫应答从

而新生出来的纤维结构。这与吴少廷等[ 7] 认为外囊是肝实质

纤维化的观点不同。“外膜”主要来源于肝内管道系统(Glisson

系统 、肝静脉系统)的纤维化。外囊应是机体受虫体刺激后 , 由

人体防御反应而新生出的纤维结构。但尚无证据支持此观点。

两者的形成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 , 以期为临床实施“肝包虫外

膜内完整摘除术”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4　展望

肝包虫周围纤维囊壁分层的研究尚在进行中 , 对于外囊与

“外膜”形成机制 ,外囊与“外膜” 层生长各阶段的动态观察 、邻

近包虫囊肿肝细胞的调亡在外囊与“外膜”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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