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绦虫病是由扁形动物门、绦虫纲的各种绦虫寄

生于人或动物体内引起的一类寄生虫病，其中包虫

病（由棘球蚴引起）、猪囊虫病、微小膜壳绦虫病等

是重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绦虫病呈世界性分

布，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广泛流行，危害严重。绦虫

病的感染不仅影响幼畜生长发育，降低生产性能和

饲料报酬率，造成巨大的间接经济损失，严重时可

引起死亡，阻碍畜牧业的发展和公共卫生健康。尽

管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致力于猪囊虫病、包虫病等绦

虫病的疫苗研究，但疫苗的研制和应用尚存在许多

关键性问题未得到解决，在短期内还难以推广应

用。目前控制绦虫病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化学药物

防治，因此，本文就目前已报道的抗绦虫药物做了

如下归纳总结：

1 天然植物类
用于治疗绦虫病的天然植物类药物主要有南

瓜子、绵马、卡马拉、仙鹤草芽、槟榔等。

1.1 槟榔

别名花槟榔、榔玉、海南子、大腹子等，为棕榈

科植物槟榔的干燥成熟种子，具有杀虫、破积、下

气、行水等功效，主要用作杀虫剂、泻下剂，临床上

常用来治疗绦虫病，有高效、低毒、价廉等优点[1]。

槟榔碱（Arecoline，Ac）是槟榔的有效成分，是驱

除动物绦虫的有效药物。主要是对犬的复孔绦虫、

多头带绦虫、细粒棘球绦虫、鸡赖利绦虫、鸭、鹅矛

形剑带绦虫、片形皱缘绦虫有效。槟榔碱的抗绦虫

作用在于对绦虫肌肉(主要是绦虫的头节和颈节)有

较强的麻痹作用，可使绦虫全虫瘫痪，使虫体失去

攀附于肠壁的能力，加之药物对宿主的毒草碱样作

用，使肠蠕动加强，消化腺体分泌增加，而更有利于

麻痹虫体的迅速排出[2，3]。但由于其性质不稳定，化

学合成困难，难以满足临床需要。

采用化学合成方法制备的氢溴酸槟榔碱，对犬

复孔绦虫、泡状带绦虫、多头带绦虫、豆状带绦虫和

中线绦虫的驱除率达100%，对细粒棘球绦虫的驱除

率为99.9%[4]。赵成莹等[5]报道使用3~5mg/kg氢溴酸

槟榔碱，动物无任何不良反应。不过在临床中应用

氢溴酸槟榔碱驱虫时应注意马属动物和猫对其较

敏感，不宜用于这两类动物。

1.2 雷丸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专门研制了一种纯中

药驱绦虫药物——雷丸驱虫灵，以替代西药驱虫

剂。雷丸驱虫灵是通过雷丸菌液体发酵后，过滤得

菌丝，冻干所得干粉为黄白色粗粉，气香、味苦、

涩。不但对马、牛、羊、猪体内的各种绦虫、囊尾蚴、

蛔虫、钩虫等有特别疗效；而且还能改善胃肠道功

能，提高饲料转化率；能有效控制由寄生虫引起的

虫积、腹泻、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机体消瘦、生长缓

慢等症状。蒋柏荣等[6]将其应用于鸭，发现对驱杀

鸭矛形剑带绦虫效果显著。

1.3 中药组方

用于治疗绦虫病中草药除单味药外，也有不少

中药组方，如千金丸、羊角散、牡矾丸、囊虫丸以及

干芜散。自1971年起，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刘诲安等[7]曾通过动物试验及临床观察，先后选用

各地采用的牡矾丸等14种中药治疗囊虫病，发现除

干芜散疗效比较确切外，其余均无明显疗效。葛凌

云等[8，9]曾对131例服用干芜散1年以上的囊虫病人

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通过对干芜散的药理、病理及

对囊尾蚴作用的电镜观察，充分肯定了其杀囊虫的

效果，且作用缓和，几乎无副作用。吉林省人民医

院进行临床观察，发现囊虫丸有杀死囊尾蚴，并分

解、吸收结节的作用。杨顺明等[10]应用槟榔、仙鹤草

芽、雷丸和南瓜子组方治疗山羊绦虫病，结果表明

该方有良好的驱杀作用，与吡喹酮的驱杀效果差异

不显著。且中药药源广，投喂方法简单，在农村有

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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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吡喹酮类

2.1.1 吡喹酮（Praziquantel）

吡喹酮是目前对人和动物体内吸虫和绦虫都

有效的广谱抗蠕虫药，尤其治疗人和家畜体内成熟

期的虫体[11]。吡喹酮对绦虫的作用机理目前还不完

全清楚。低浓度的体外试验结果显示吡喹酮主要

损害虫体的吸盘和刺激虫体。高浓度的体外试验

结果显示吡喹酮增强体节的收缩[12]。同时，吡喹酮

导致绦虫体壁某个位置发生不可逆转的空泡化[13]。

吡喹酮也许对虫体的糖代谢有不可逆转的抑制作

用和影响胞内钙离子的浓度[14]。苏连杰等[15]研究吡

喹酮对猪囊尾蚴的作用是直接作用于虫体，使囊尾

蚴的微毛、内质网、核糖体、线粒体、肌细胞等发生

溶解。Rim等[16]在用吡喹酮治疗人体皮肤和脑囊虫

病时，曾用扫描电镜观察到吡喹酮主要作用于猪囊

尾蚴皮层和皮下肌层，使虫体迅速死亡，因此杀虫

作用快而强。

2.1.2 伊喹酮（Epsiprantel）

伊喹酮为吡喹酮同系物，是美国20世纪90年

代批准上市的犬猫专用抗绦虫药，作用机理与吡喹

酮类似。

2.2 丁萘脒类

主要有二种盐类制剂：盐酸丁萘脒（Bunamidine

hydrochloride，可溶于水）和羟萘酸丁萘脒（Bunamidine

hydroxynaphthoate，不溶于水）。

丁萘脒类是一种广谱驱绦虫药，对牛、羊体内

的莫尼茨绦虫和犬的犬复孔绦虫、泡状带绦虫、豆

状带绦虫、细粒棘球绦虫等10余种绦虫有效。其杀

绦虫作用可能与抑制虫体对葡萄糖摄取及使绦虫

外皮破裂有关。

2.3 苯 并 咪 唑 氨 基 甲 酸 脂 类（Benzimidazole

carbamates）

2.3.1 甲苯咪唑（Mebendazole，MBZ）

甲苯咪唑是广谱抗寄生虫药物，对蛔虫、蛲虫、

鞭虫、钩虫等多种肠道蠕虫均有效，特别治疗人体

棘球蚴病的侵染有较高的治愈率，也是首选抗鞭虫

药物。杀虫机理为甲苯咪唑对虫体的微管蛋白有

明显的损伤作用，可引起虫体的表皮层与肠细胞质

的微管损伤，降低虫体的消化和营养吸收，不可逆

地抑制虫体对葡萄糖的摄入，使内源性糖原、腺苷

和三磷酸腺苷等能源耗竭，影响蠕虫的生长繁殖和

发育，经药物作用的虫体，活动逐渐减弱，最后死

亡，对人的血糖无影响。特点是口服很少吸收，且

排泄迅速，几乎没有不良反应。

2.3.2 阿苯达唑（Albendazole，又称丙硫咪唑，肠虫

清）

阿苯达唑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高效广谱驱虫

药，对肠道线虫作用明显，还可用于治疗绦虫病、包

虫病、肝吸虫病、肺吸虫病。它的作用机理可能与

其抑制寄生虫肠壁对糖原的吸收和抑制抗丁稀二

酸盐还原酶有关，影响虫体的代谢，使虫体缓慢死

亡，因此杀虫作用慢而稍缓和[17]。1978年Lioyd等[18]

应用该药治疗犊牛囊虫病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

果。栾希英等[19]（2000）进行了不同浓度阿苯达唑

体外抗微小膜壳绦虫形态学研究，结果显示阿苯达

唑主要通过损伤虫体皮层和实质区而使虫体丧失

正常代谢功能导致死亡，同时对虫卵也有较强的杀

伤作用。杜守信等[20]（2010）报道阿苯达唑对豆状

囊尾蚴的疗效不如甲苯咪唑。

另外，芬苯达唑（Fenbendazole）和奥芬达唑

（Oxfendazole）等，具有广谱、高效和低毒等特性。奥

芬达唑为芬苯达唑的衍生物，为广谱、高效、低毒的

新型抗蠕虫药。奥芬达唑的问世，又将为治疗囊虫

病提供一有效治疗药物。高辉等[21]对奥芬达唑和阿

苯达唑对猪囊尾蚴作用形态学进行了比较观察，发

现奥芬达唑对猪体内及外培养的不同发育阶段囊

尾蚴杀灭作用优于阿苯达唑，且对未成熟期猪囊尾

蚴的杀灭作用优于成熟期，提示奥芬达唑是抗未成

熟期囊尾蚴及治疗脑囊虫病的有效药物，有待于进

一步临床研究。另外甲氧达唑对猪囊尾蚴的实验

治疗表明，疗效明显优于吡喹酮和阿苯达唑，且未

发现明显的副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其药理与临床

意义[22]。

2.4 硫双二氯酚（Bithinonol）

又名别丁，为广谱驱虫药，属苯酚衍生物类药

物对牛、羊的片形吸虫、前后盘吸虫、莫尼茨绦虫、

马的裸头绦虫、鸡的赖利绦虫、犬的带绦虫、猪的姜

片吸虫等都有良好的驱除效果。特点是投服后易

吸收，但在肠道内吸收不完全。吸收到肝及在肠道

不被吸收的硫双二氯酚产生对吸虫及绦虫的毒杀

作用。杀虫机制可能是由于降低虫体的糖酵解和

氧化代谢，从而导致虫体的能量障碍。该药排泄较

慢，一部分吸收后通过胆汁从粪便排出，无明显蓄

积作用。但有较强的下泻作用，服药后部分动物可

出现精神不佳、稀便或下泻、食欲减退等副反应，不

须治疗即可自行恢复。对体质衰弱和原有下痢的

病畜须慎用。

另还有双氯酚（Dichlorophen）和去甲绵马素

（Desapidin）等。

2.5 水杨醛苯胺的衍生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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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洁加利德（Tegalid）

为一新驱绦药，化学名称是N-（3，4-二氯苯

基）-3，5-二溴-4-氯代水杨酰胺。对绵羊和山羊莫

尼茨绦虫有很高驱虫效果。羔羊对本品易于耐受，

在治疗剂量下副反应少而轻，安全可靠。该药排泄

快，无蓄积作用。

2.5.2 氯硝柳胺（Niclosamide）

氯硝柳胺是世界各国广为应用的传统抗绦虫

药，对猪带绦虫、牛带绦虫及短膜壳绦虫都有较好

的杀虫作用。抗绦虫机理可能为抑制绦虫线粒体

氧化磷酸化过程发生解偶联作用，同时抑制绦虫对

葡萄糖的摄入，使糖原分解增加和乳酸脱氢酶的活

性受抑制，导致乳酸蓄积而被杀灭。氯硝柳胺口服

后难吸收，主要从粪中排泄。临床上用于治疗绦虫

感染，对猪带绦虫及短膜壳绦虫治愈率为84.6%~

97%。

2.6 硝唑尼特（Cuitazoxanide，简称NTZ）

硝唑尼特是硝基噻唑酰胺类化合物，是一种广

谱、有效的抗动物和人体寄生虫、细菌和真菌感染

的药物，是一种用于治疗线虫、绦虫、吸虫等体内寄

生虫病的新药[23]。1984年报道用作抗人体牛带绦虫

和微小膜壳绦虫感染，单剂量即可起效。也可用于

治疗多种寄生虫感染（如阴道毛滴虫、溶组织内阿

米巴、犬复孔绦虫和豆状带绦虫）等以及抗皮肤真

菌感染[24]。

Settler等[25]（2003）报道硝唑尼特有抑制和杀伤

多房棘球蚴的作用。体外实验表明硝唑尼特可提

高碱性磷酸酯酶的活性；可使未分化细胞空泡化、

小液滴聚集、微毛脱落等。我国尚炜等[26，27]报道硝

唑尼特对犬复孔绦虫有良好的驱杀作用，效果确实

可靠。对羊莫尼茨绦虫、短膜壳绦虫的治愈率在

90％以上。新近研究也证明硝唑尼特用于治疗其

他动物绦虫病也具有起效快、驱虫率高的特点，有

望研制成安全、有效的新型动物驱绦虫药。

3 研究动态
随着各类抗绦虫药物的广泛使用，目前许多地

方已经出现了寄生虫抗药性问题。今后如何对动

物绦虫病进行预防或治疗？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

3.1 利用已知化合物开发新药

对已知结构的化合物作化学结构的修饰来开

发新药，以增进对寄生虫的作用或减低对宿主的毒

副作用。

3.2 各种驱虫药的联合应用

联合应用可以扩大驱虫谱或减低药物的副作

用。例如绵马和阿克利享联合作用的治疗效果与

绵马相同，而副作用却比单用绵马少6倍。郭冬梅

等[28]报道阿苯达唑与吡喹酮联合治疗囊虫病效果优

于单一阿苯达唑或吡喹酮治疗效果，同时避免了吡

喹酮治疗中出现的严重高颅压症状，以及长期服用

阿苯达唑所致的肝功能损伤。

也可采用中西药联合应用。殷祎隆等[29]（2009）

报道苦参碱与阿苯达唑联合用药治疗小鼠继发性

棘球蚴病的效果（抑囊率95.7%）高于单用苦参碱治

疗（抑囊率72.4%）。

3.3 研究使用方便的新剂型，如长效制剂、缓释剂等

焦伟等[30]报道新研制的犬用吡喹酮缓释药棒埋

植在家犬皮下，可以保持有效驱虫作用3年。这样

可以减少投药次数，使用户只采用单剂，就能达到

驱除动物体内外多种寄生虫的目的。

3.4 研制安全、有效、廉价、实用的绦虫疫苗

尽管抗绦虫药物在防治绦虫病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但化学药物的长期使用出现的药物残留和对

环境安全的危害问题日益突出。因此，研制安全、

有效、廉价、实用的绦虫疫苗来防治绦虫病将是另

一个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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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Drugs of Against Cestodes

HAO Gui-ying
（School of Animal Science，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drugs against cestodes in both man and animals. In this paper，w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drugs against cestodes which were applied widespread，and made a simple
conclusion on the research tendency of drugs against cest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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