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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实验性肺螨感染的病理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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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尘螨实验性感染猴肺的结局，观察能否产生猴肺部感染性病理改变．方法 实验猴经气

管注入含活螨蒸馏水混悬液，复制猴肺螨病模型．常规石蜡切片 HE染色．结果 接种螨虫第 12天起，实验猴肺

组织出现色灰白或略带黄色囊状病灶，囊内经解剖镜观察及病理学证实有螨虫，为螨虫性肺病变．结论 尘螨经

气管实验性感染猴肺可导致猴肺感染性病灶发生，猴肺螨感染性病理改变主要表现为囊肿样增生性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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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Lung Mites Infection in M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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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inal result of lung mites experimental infection in monkey， and

observe the monkey lung infectious pathological changes produced whether or not．Methods The monkeys were

poured into suspension liquid with mites by trachea， and the lung mite infection model was reproduced. Routine

sections were stained with HE．Results After monkeys lung was poured into suspension liquid with mites 12

days， the lung tissues of monkeys appeared grey with yellow color cystic lesions， and the mites was found by

anatomical microscope in cystic lesions．Conclusions Mites experimental infection the monkey lung by the

tracheal could lead to the occurrence of infectious lung lesions. The cystic hyperplastic lesion was the main

performance feature of monkey lung mites infectious pathologic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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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报道螨虫可寄生于肺部，肯定了螨类

寄生于肺部引起肺螨病，并复制出豚鼠和家兔肺

螨病模型[1]．为进一步探讨螨类对肺部的致病性及

病理改变，笔者用活螨经气管接种猴肺部，观察

研究尘螨感染后肺的病理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螨虫来源：面粉厂地面收集并经分离培养的

混合活螨，确诊为粉尘螨类（未作螨类属种分类

鉴定）．

动物：健康成年猕猴共 4 只， 雌雄各 2 只，

反应灵敏，神经功能正常；年龄 4～6岁，体重质

量为 8.70～13.00 kg．

1.2 实验猴感染方法

按文献方法[2，3]实施麻醉，麻醉后实验猴气管

前剪毛、消毒，切开皮肤见气管，用 9号注射针

头穿刺气管，把含活螨蒸馏水混悬液注入实验猴

气管内．接种后专人饲养并定时观察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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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90 d肺螨病组织学见螨虫成虫虫体，明显胶原纤维

束和胶原结节

Fig. 5 Pulmonary acariasis histology in 90 days（mite

adult w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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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接种螨虫第 12天处死实验动物 2只镜检，2

只实验猴都出现肺部病灶，双肺表面出现隆起性病

灶，大小 0.1～0.2 cm，色灰白或略带黄色．切面

见相同直径大小的囊状病灶，类似脓肿病灶，囊内

充满细腻豆渣样物，色灰白或略带黄色（图 1）．

病灶分布弥散，不均匀．接种螨虫第 90天处死实

验动物 2只，实验猴双肺标本出现大量隆起性病

灶，多数灰白，少数灰白略带黄色，直径 0.1～1.0

cm．切面见较多弥漫分布的病灶，直径 0.1～1.0

cm．多数病灶呈囊状，多数囊腔较空，囊壁不平

滑，有薄片状向腔内突起物，部分囊腔内有头渣样

物残留，色灰白或略带黄色（图 2）．解剖镜下观

察，切开肺组织有大量囊腔，在囊肿病灶内可见螨

虫成虫虫体（图 3）．显微镜观察病灶部位细支气

管及肺组织炎症改变，细支气管上皮细胞脱落坏
死，病变早期病灶内有大量炎细胞浸润，包括中性

粒细胞、数量不等的淋巴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图

4）．实验猴双肺标本病灶形成较多囊肿，囊壁细

胞呈立方形，排列整齐，细胞大，细胞核大明显，

呈圆形（图 4）．90 d实验猴双肺标本可见细支气

管粘膜上皮增生及鳞状化生．细支气管及病变处正

常肺泡结构被破坏，大量成纤维细胞增生及胶原形

成，其间散在数量不等的炎症细胞．这些病变与之

前的报道类似[4，5]．90 d实验猴双肺标本病灶内炎细

胞数量减少，主要是淋巴细胞．病灶由较多纤维细

胞和大量红染胶原组成，甚至形成以胶原为主要成

分的胶原结节或胶原纤维束（图 5）．囊腔形状多

样，有圆形、椭圆形或呈裂隙状．12 d肺部病灶和

90 d实验猴双肺标本病灶中都可见到棕黄色色素颗

粒．可见散在巨噬细胞．有的囊肿腔内可见不完整

螨虫虫体．病灶周围肺组织出现肺气肿、肺大泡及

肺萎陷，这些改变主要出现在 90 d实验猴肺标本
中．

图 1 12 d肺囊肿

Fig. 1 Pulmonary cyst in 12 days

图 2 90 d肺囊肿

Fig. 2 Pulmonary cyst in 90 days

图 3 12 d肺螨病组织学 肺组织囊腔内见螨虫成虫虫体

Fig. 3 Pulmonary acariasis histology in 12 days

图 4 90 d肺螨病组织学病灶内有大量嗜酸性粒细胞和中

性粒细胞

Fig. 4 Pulmonary acariasis histology in 90 days

（eosinophils and neutrophil）



3 讨论

国内外较多研究认为螨虫主要引起皮肤病变
[6，7]，也有人认为与支气管哮喘发病有关，英国威

尔士大学医学院 Van Woerden H.认为[8]，螨敏感的

哮喘患者可能是由于吸入细支气内的管螨虫分泌

蛋白水解酶，导致上皮脱落，暴露上皮细胞基底

膜，因而尘螨蛋白质作为过敏原触发免疫反应．

国内研究认为可引起肺螨病的发生，并无详细病

变研究和组织学观察，实验动物在经气管接种第

12天肺脏标本中，出现较明显的结节状病灶，结

节大小不一．这与之前报道的用豚鼠和家兔的实

验结果基本相符．螨虫引起的肺部病变和蠕虫引

起的肺损伤明显不同，蠕虫在肺内移行主要引起

肺机械性损伤，出现穿行隧道样破坏，引起局部

轻微炎症反应，或者激活炎症细胞等，刺激

TGF-β1、MMPs、LI等分泌增多，引起纤维增生

甚至出现纤维化条索[9，10]．螨虫早期即可引起肺结

节状病灶，形成囊肿，最终在肺脏形成胶原结节

状病灶，并出现特殊的肺囊肿病变．引发胶原结

节的机制可能是巨噬细胞吞噬作用形成的肉芽肿

病灶老化而来[11，12]．本研究观察到 90 d实验猴肺部

胶原增生病灶和囊肿样细胞增生病灶，发现较长
期感染螨虫的肺部病变及其发展变化，为进一步

深入研究肺部螨虫感染打下基础．本实验最值得

关注的是，病变肺组织中观察到肺囊肿形成，出

现细胞性增生病变，增生的细胞多形成囊肿，囊

壁细胞立方形，核类圆形位于细胞中央．与此类

似，孙静等[13]在研究中也发现，蠕形螨感染的女性

乳头标本中，发现有皮脂腺基底细胞的增生．因

此尘螨引起肺组织的增生性病变会如何发展，是

否会形成肿瘤性增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

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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