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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三文鱼淡水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与分析 

裴福全, 屠鸿薇, 张朝正, 邓卓晖, 邓小玲, 方悦怡, 林协勤, 毛  强, 
岑咏珍, 阮彩文, 张永慧, 梁  辉*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州  511430) 

摘  要: 目的  对广东省养殖及市售各环节三文鱼(本文泛指鲑科鱼类)的淡水寄生虫感染状况进行调查, 分

析广东省居民生食三文鱼感染淡水寄生虫的风险。方法  在广州、深圳及佛山市的市售环节共采集三文鱼生

155 份; 在广东省 2 个养殖场、青海省 1 个养殖场共采集鳟鱼肉样品 84 份并对养殖场进行环境卫生调查。对

采集的三文鱼肉样品, 用酶消化法检测致病性淡水寄生虫。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采自

养殖、流通及餐饮环节的三文鱼样品共 239 份, 使用酶消化法均未检出华支睾吸虫囊蚴等致病性寄生虫。养

殖环境调查显示, 3 家养殖场环境总体良好, 均无人为的粪便污染渠道, 其中 1 家周边可见猫、狗自由出入。

结论  目前广东省生食三文鱼淡水寄生虫感染风险较低, 但仍需持续开展监测及相关研究工作, 掌握淡水三

文鱼养殖及消费的远期寄生虫感染风险; 通过推广三文鱼规范化养殖和鱼生冷冻灭虫处理、加强养殖卫生监

管以及饮食卫生宣教等措施, 最大程度降低生食三文鱼淡水寄生虫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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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d analysis on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freshwater parasites in salm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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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Xie-Qin, MAO Qiang, CEN Yong-Zhen, RUAN Cai-Wen, ZHANG Yong-Hui, LIANG Hui*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zhou 5114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freshwater parasites in aquaculture and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almo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salmonid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analyze the risk of 

freshwater parasites in raw salm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Methods  Totally 155 salmon samples of marketing 

links were collected from Guangzhou, Shenzhen, and Foshan city; 84 rainbow trout and golden trou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2 aquafarms inside Guangdong province and 1 aquafarm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surveys of these farms wereconducted. For all collected salmon samples, pathogenic freshwater parasites were 

examined by enzymatic digestion metho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SPSS20.0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239 salmon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breeding, distribution and catering sectors. No pathogenic 

parasites such as Clonorchis sinensis were detected by enzymatic digestion. The survey of aquaculture environment 

showed that the environment of the 3 farms was generally good, and there were no channels of fecal pollution, but 1 

of them could see free access to cats and dogs.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 risk of freshwater parasitic infections of 

raw salmon in Guangdong is low, but monitoring and related research work is still needed to grasp the ris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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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parasitic infections of freshwater salmon farming and consumption. We can minimize the risk of 

freshwater parasite infection of raw salmon by promoting salmon standardized culture and fish freezing and pest 

control and strengthening aquaculture health supervision and food hygiene educ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KEY WORDS: salmon; freshwater parasites; infection survey 
 
 

1  引  言 

三文鱼是 salmon的音译, 属于商品名, 其定义在我国

尚存争议, 本文泛指鲑科鱼类。目前世界上共有 66 种三文

鱼, 主要包括大西洋鲑、虹鳟、银鲑、大马哈等[1]。三文

鱼鳞小刺少、肉色橙红、肉质鲜美, 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

肪酸, 能有效降低血脂和血胆固醇, 防治心血管疾病[2]。近

年来,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生食、半生食三文鱼日渐普及。为了满足人们对三文鱼日

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国内外养殖业不仅加大海水养殖三文

鱼的规模, 而且开始大力发展淡水养殖虹鳟鱼、陆封型大

西洋鲑等, 作为生食三文鱼种上市[1,3,4]。在一些淡水养殖

环境中可能存在致病性淡水寄生虫, 包括华支睾吸虫、东

方次睾吸虫、颚口线虫、阔节裂头绦虫、管圆线虫等, 可

感染淡水鱼类, 如果在合适的条件下这些寄生虫能够感染

用于生食的淡水三文鱼类, 会大大增加人们罹患食源性寄

生虫病的风险[5-9]。我国主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包括支睾吸

虫病、管圆线虫病、包虫病、旋毛虫病、囊尾蚴病等, 食

用淡水鱼可引起前两类寄生虫病 [6]。据统计 , 全球约有

3500 万人感染华支睾吸虫, 主要流行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该病在我国广泛流行, 约有 1500 万人感染[7]。近年来, 我

国有不少广州管圆线虫病例报道[8], 但管圆线虫病的主要

感染途径是生食或半生食淡水螺肉。当前, 国内外对淡水

三文鱼养殖寄生虫风险的监测和评估还十分有限[9]。 

本研究对广东省内部分地市流通、餐饮各环节, 以及

省内外养殖的生食三文鱼寄生虫感染状况进行调查, 分析

广东省居民通过食用三文鱼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并为淡水

养殖鳟鱼的寄生虫感染风险研究及预防提供基础。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试剂与仪器 

2.1.1  样品采集与样本含量 

本次研究在养殖环节和市售环节均进行了采样。选

取广东省韶关养殖场、清远养殖场以及国内虹鳟鱼重要

养殖区青海省龙羊峡, 采集淡水养殖的鳟鱼样品。市售

环节的采样选取广东省三文鱼消费量高的广州、深圳及

佛山市, 在超市商店、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以及餐饮服

务单位采集三文鱼生。涉及的品种包括商品标注的进口

大西洋鲑、太平洋鲑以及国产淡水养殖的虹鳟鱼和金鳟

鱼。根据简单随机抽样中总体率估计的样本含量计算公

式 n=(Zα/2)
2P(1-P)/L2, n: 代表样本量, Zα/2: α 为双侧 0.05, 

Ｚ值取 1.96, L: 代表允许误差, 取 1%, P: 总体率的估计值, 

参 照 深 圳 市南 山 区 淡 水鱼 华 支 睾 吸虫 囊 蚴 感染率

0.3%( 广东省内报道较低的淡水鱼华支睾吸虫感染

率)[10,11], 计算得到需要的最小样本量为 115。考虑到非

完全随机抽样的因素, 对样品进行 2 倍扩容, 初步确定

需要的样本量为 230 份。 

本次监测共采集三文鱼样品 239 份, 其中进口三文鱼

126 份、国产 113 份。采样场所涉及流通环节的超市商店

54 份、农贸市场 7 份、批发市场 39 份; 餐饮环节的小型

餐馆 24 份、中型餐馆 22 份、大型餐馆 9 份。覆盖了消费

者日常购买三文鱼的主要场所, 流通环节中的超市商店、

批发市场以及餐饮环节的中小型餐馆的样品数较多, 基本

符合实际消费情况。在养殖以及市售环节采集的三文鱼样

品价格范围在 35~696 元/kg 之间。在养殖场采集的 84 份

淡水养殖样品, 包括广东省韶关养殖场虹鳟鱼样品 29 份、

清远养殖场金鳟鱼样品 30 份, 以及青海省龙羊峡虹鳟鱼

样品 25 份。 

2.1.2  仪器与试剂 

HC5R-2 恒 温 培 养 箱 ( 美 国 Sheldon 公 司 ); 

PGX-330A-3HM 生化培养箱(宁波莱福科技公司); CX21 生

物显微镜(日本 OLYMPUS 公司)。 

USP 级胃蛋白酶(酶效价比 1:3000, 上海蓝季科技发展

公司); 氯化钠(优级纯)、浓盐酸(分析纯)(广州化学试剂厂)。 

2.2  样品检测 

采用酶消化法检测[11,12]。对市售环节采集的三文鱼

生样品, 直接切成小块, 加少量消化液(按 1000 mL 水加

入胃蛋白酶 10 g、NaCl 12 g、浓盐酸 10 mL 制), 用搅拌

机搅碎后置于适当容量的烧杯中 , 按样品与消化液约

1:8(V:V)加入消化液, 于 37 ℃恒温箱放置过夜充分消化, 

倾去上层浮渣及上清液 , 留下层沉淀物 , 用清水反复清

洗、沉淀几次 , 直至上清液透明为止 , 留沉淀备用。取

上述沉淀物 , 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多种致病性吸虫囊

蚴、线虫幼虫等, 对检获的虫体根据形态特点、大小进

行虫种鉴定。对养殖环节采集的活鱼, 剖杀后分别在背

部、体侧及腹部各取肌肉样品, 如上述方法分别进行消

化、沉淀和镜检。 

2.3  统计分析 

采用率进行统计描述,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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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寄生虫检测 

采用酶消化法检测 239 份三文鱼样品, 均未检出华支

睾吸虫与东方次睾吸虫囊蚴、颚口线虫Ⅲ期幼虫等已知的

致病性寄生虫, 详见表 1。 

 
表 1  不同类别三文鱼寄生虫检出情况 

Table 1  Detection results of parasite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salmon samples 

变量 分组 样品份数 检出数 检出率/%

产地 进口 126 0 0.00 

 
国产 113 0 0.00 

环节 养殖    

 广东韶关养殖场 29 0 0.00 

 广东清远养殖场 30 0 0.00 

 青海养殖场 25 0 0.00 

 流通    

 
超市商店 54 0 0.00 

 农贸市场 7 0 0.00 

 
批发市场 39 0 0.00 

 餐饮    

 
小型餐馆 24 0 0.00 

 
中型餐馆 22 0 0.00 

 
大型餐馆 9 0 0.00 

价格 <100 元/kg 109 0 0.00 

 100~200 元/kg 72 0 0.00 

 200~元/kg 58 0 0.00 

 

3.2  养殖场环境调查 

本研究在 3 个养殖场进行了环境卫生调查。青海省龙

羊峡水库主要养殖虹鳟鱼, 没有淡水螺, 使用市售饲料养

殖, 不使用人粪、家禽家畜粪便喂养, 养殖场位于边远库

区, 水温 17.8～18.7 ℃(2018 年 6 月 25 日), 周边环境良好, 

10 m 内无厕所、家禽家畜养殖场, 鱼塘无消毒措施。韶关

养殖场主要养殖虹鳟鱼, 水温 18～23 ℃(2018年 6月 13日), 

有少量淡水螺, 但未查见主要的华支睾吸虫中间宿主螺类, 

使用市售饲料养殖, 不使用人粪、家禽家畜粪便喂养, 周

边环境较好, 10 m 内无厕所、家禽家畜养殖场, 附近有猫

狗活动, 可自由出入, 鱼塘每周使用二氯异腈脲酸钠粉消

毒一次。清远养殖场主要养殖金鳟鱼, 无淡水螺, 使用市

售饲料养殖, 不使用人粪、家禽家畜粪便喂养, 周边环境

较好, 10 m 内无厕所、家禽家畜养殖场, 每月消毒一次。 

4  结论与讨论 

食源性寄生虫病是指食(饮)用被感染期寄生虫污染

(或感染)的食物、水源而引起人体感染的寄生虫病[13]。随

着经济发展、食物谱的扩展以及生食、半生食等饮食习惯

的盛行, 使人们通过进食导致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风险增

加。三文鱼主要用于生食, 如果含有寄生虫会对消费者健

康产生严重威胁。本次研究采集 239 份三文鱼样品进行检

测, 通过酶消化法未检出致病性淡水寄生虫。采集的样品

涉及养殖、流通和餐饮各个环节; 包括了进口和国产三文

鱼、价格范围在 35~696 元/kg 之间; 鱼种包含虹鳟、金鳟

等淡水养殖三文鱼和海水类三文鱼。从样品信息来看, 本

次监测的三文鱼样品基本覆盖了消费者日常接触到的主要

三文鱼。检测结果显示, 各类三文鱼中均未检出华支睾吸

虫、东方次睾吸虫、颚口线虫等致病性淡水寄生虫。 

以往文献中, 仅少量研究针对部分种类的鱼生调查

寄生虫感染情况。林陈鑫等[14]在 2012~2016 年对福建省市

售水产品中寄生虫感染情况进行调查, 其中有 24 份海水

三文鱼样品, 均未检出寄生虫。赵海军等[15]对我国进口三

文鱼安全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部分进口三文鱼不合格的原

因主要是异尖线虫等有害生物的检出, 2010~2014 年从不

同国家进口的三文鱼中有害生物的检出率在 0.14%~2.63%

之间。2008~2009 年, 黄新华等[16]在广东省阳山县抽取当

地居民主要的生食淡水鱼(鲩鱼)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寄生

虫检出率较低(2.22%, 2/90)。多数研究对淡水和海水类水

产品中寄生虫感染情况进行整体分析, 不同研究报告的淡

水 鱼 中 寄 生 虫 感 染 率 差 异 较 大 [10,11,14,17,18] 。 上 海 市

2005~2010 年共检测淡水鱼类产品 5185 条, 寄生虫感染率

为 1.93%[17]。咸宁市 2011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淡水鱼类华

支睾吸虫囊蚴的检出率为 35.6%[18]。2008~2009 年, 佛山

市顺德区养殖淡水鱼华支睾吸虫检出率达 56.25%[11]。不同

研究淡水鱼寄生虫感染率显示的差异除了因为各地区实际

感染程度不同外, 部分差异与样本量、鱼种构成等方面的

不同有关。研究显示, 野生麦穗鱼、人工养殖的鲩鱼和鲢

鱼等淡水鱼中华支睾吸虫检出率较高[11,19]。海水类水产品

中主要检出的寄生虫为异尖线虫, 研究报道的检出率在

10%~50%之间, 感染率较高的鱼种有带鱼和鲐鱼[20]。 

鱼体寄生虫的检测方法主要有直接压片镜检法、人工

消化镜检法、动物感染试验法以及分子生物学检测法等[21]。

由于人工消化镜检法(即酶消化法)一次检测取样量较大, 

可显著提高检出率, 且检验操作较为简便易行, 消化后的

沉淀镜检易于观察, 已广泛应用于淡水鱼中寄生虫检测。

直接压片镜检法每份检测的取样量过少, 虽然快速、简便, 

但漏检率高。动物感染试验法操作繁琐, 且不易保证高成

功率。近年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具有更高的特

异性, 尤其适用于对发现的寄生虫进行虫种鉴定, 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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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处理、检测的每份取样量有限, 用于大规模筛查可

能存在较高的漏检率。为了同时保证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 且能较为快速完成检测工作, 本研究选择酶消化法检

测三文鱼样品。 

本次研究还对鳟鱼养殖场开展了环境卫生调查, 结

果显示 3 个养殖场周边环境总体良好, 未发现任何人为的

渠道使人畜粪便污染养殖水体, 鱼塘内未查见长角涵螺、

纹沼螺、赤豆螺等主要的华支睾吸虫中间宿主螺类。结合

样品检测及养殖环境调查结果分析, 目前广东省居民通过

生食三文鱼感染寄生虫疾病的风险较低。但是, 本次调查

也发现, 有一家养殖场的环境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周边

有猫、狗可随意出入, 存在动物粪便污染水体的隐患。而

且, 随着三文鱼养殖业的不断发展、扩大[1], 可能会因为养

殖环境卫生监管的放松, 或者某些致病性寄生虫孳生条件

在养殖场的逐步自然形成, 使一些致病性寄生虫能够感染

淡水养殖的三文鱼, 从而导致人们通过生食三文鱼感染寄

生虫的风险上升。因此, 建议对虹鳟鱼、金鳟鱼等淡水三

文鱼的致病性寄生虫感染情况开展持续监测; 相关部门应

继续做好人及动物粪便的无害化处理; 加强对鱼类养殖、

生产、加工、销售的监管, 制订和推广实施三文鱼卫生养

殖规范; 开展针对各种人群、各种形式的科普宣传, 提高

消费者防范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意识, 引导消费者形成科学

安全的饮食习惯。此外, 研究显示, 一定时间的低温冷冻

能够杀死囊蚴等寄生虫病原体[22], 建议餐饮单位或家庭对

新鲜未经处理的鱼生, 进行适当时间的低温(20 ℃)冷冻

处理后才食用, 最大程度地杀灭可能含有的寄生虫, 降低

因进食鱼生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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