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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对郑州金水庙李和新郑梨河晨辉两处东周墓地部分墓葬腹土中寄生虫的研究。在两处墓地

墓葬腹土中，成功提取到了 5 个墓葬中的 34 粒蛔虫卵，包括 18 粒受精卵和 16 粒未受精卵。研究表明，

郑州地区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蛔虫病感染和流行，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普通居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状况。此外，通过本次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了实验方法和技术，减少了实验过程对寄生虫卵

的损坏，改进后的实验方法对我国墓葬腹土寄生虫考古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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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寄生虫考古学是新兴学科，首次报道发现古寄生虫卵的是 Rufler。1910 年，他在埃

及出土的木乃伊中发现血吸虫卵
 [1]
。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所谓“新考古学”的开始，

考古学的视角开始向其他学科延伸，多学科结合的新观点开始出现。在寄生物考古领域，

Heizer 和 Napton 等进行了包括寄生虫学在内的早期的多学科研究项目
[2-4]

。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寄生虫考古的方法和技术越来越成熟。不仅通过对考古材料中

寄生物的分析研究古生态环境
[5]
和人口迁徙

[6]
，而且从粪化石中提取到 DNA 片段

[7]
，甚

至通过古尸盆骨表面提取到的古 DNA 片段确诊死者生前感染的疾病
[8]
，从而反映古代人

类的生活状况、生态环境、饮食结构和疾病流行以及社会环境和人口迁徙等问题。

在人体肠道内和肠壁上附着有大量的人体常见的寄生虫虫卵，随着尸体的腐烂，肠

道内容物被分散到脊椎骨后部附近
[9]
。Reinhard et al 和 Berg 认为骶骨为肠道内容物起到

一个骨骼自然收集区的作用
[9-10]

，特别是仰身直肢葬的姿势
[11]
。基于古植物学和动物考古

学的研究，Berg 认为，特别是来自骶骨孔的沉积物含有饮食残留物，效果显著
[10]
。而与

臀部和骶骨相关的古寄生虫残留物在新、旧大陆考古地点中都有发现
[9,12-15]

。

目前，寄生虫考古的材料主要是干尸、粪化石、厕所堆积物和生活垃圾等。在我国，

关于古寄生虫的报道大多数是干尸，李友松先生 1984 年对我国出土的 13 具古尸寄生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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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综述和分析
[16]
，然而，对粪化石和墓葬腹土 1)的研究仍然很少。

我国历史悠久，考古发掘的墓葬很多，墓葬腹土非常丰富，而且存在大量的潜在信息。本

课题组首次在国内进行墓葬腹土寄生虫考古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在技术和方

法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17-21]

。

此外，根据 1988-1992 年我国人体寄生虫分布抽样调查，全国平均感染率达到

62.63%，河南省共发现 28 种人体寄生虫，受感染人数 55601 人，总感染率 66.77%。以蛔

虫 、鞭虫、钩虫、蛲虫等土源性寄生虫感染普遍且感染率高，尤其是温暖、潮湿、卫生

条件差的地区感染最高
[22-24]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卫生环境远不如现代的春秋时期很可能

存在寄生虫病，而且有一定的感染流行。

笔者通过对郑州金水庙李和新郑梨河晨辉两处墓地中的春秋墓葬的腹土的分析，尝

试研究该地区当时的寄生虫病及其感染流行情况，并尝试探讨春秋时期郑州地区的社会和

自然环境状况。同时，对墓葬腹土寄生虫卵的提取方法做了一定的调整，重新调整后的方

法大大节省了实验室阶段古虫卵提取的步骤和时间，降低了在提取过程中虫卵的损失。

2　材料和方法

2.1  材料与背景

本研究的材料取自郑州金水庙李墓地和新郑梨河晨辉墓地的墓葬腹土。郑州金水庙

李墓地取 10 个墓，分别是 2009ZJMLM63~M65、2009ZJMLM68~M74，新郑梨河晨辉墓

地也取 10 个墓，分别是 2011XZLCM56、M60、M61、M64、M66、M70、M71、M73、
M75 和 M76。每个墓都收集盆腔内腹部的土样约 150g，同时还收集对照样一份，统一在

左侧下肢骨的左侧取，也是约 150g。
郑州金水庙李墓地是河南四方汇泽清华 · 紫光园小区项目工程用地，位于郑州市金水

区丰庆路西侧，地理坐标：北纬 34°49′11″，东经 113°38′51″，海拔 91~92m。2009 年 7 月

~9 月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范围内古文化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龙山、

东周、宋代文化时期灰坑 170 处，东周、汉代、魏晋墓葬 75 座。 其中东周墓葬 28 座（编

号 2009ZJML M46~M65，M68~M75），位于发掘区的东北部，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大多南北向分布（24 座），自南向北呈排状分布。墓葬一般长 2.38~3.0，宽 1.16~1.94，
深 0.6~1.9m。墓壁规整，稍内收，成口大底小状。从墓制看，葬具以一棺为主，共 23 座，

一棺一椁的有 5 座。埋葬习俗上，部分墓葬还保留有腰坑（3 座）、头箱（3 座），葬式

以仰身直肢为主（20 座），另有仰身屈肢（7 座）和俯身直肢（1 座）。随葬品多置于墓

主人头部、腰坑或脚端。陶器组合为鬲、盂、豆、罐。

新郑梨河晨辉墓地是新郑市晨晖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工程用地，位于新郑市梨河

镇韩城路东段北侧。北临郜楼村耕地，南临韩城路，西临郑州市义兴彩印厂，东临乡村公

路，地形呈不规则形，总面积 22922m2
。根据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钻探队提供的文物勘探

1)　墓葬腹土：是墓葬中墓主人尸骨腹部的土壤，主要指盆腔内骶骨表面及其附件上覆盖的土壤，其含有死者消化道残留物，

包含有大量潜在的古代人类的信息。具体位置参见本文参考文献 [19] 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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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物探字 2011XZ018），该建设地带范围内发现有丰富的古文化遗存。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于 2011 年 7 月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截至 2011 年 9 月底共

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 100 余座，灰坑 30 余个，出土了一大批不同质料的文物。其中

春秋时期的墓葬分布在葬区的北部，保存完好。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向多为东西向，

单人葬，仰身直肢，随葬品一般放置在头箱内，多为鬲、盂、豆、罐等陶器组合。战国墓

葬分布在葬区的南部，墓葬也为竖穴土坑墓，墓向多为南北向，单人葬，仰身直肢，随葬

品多为仿铜陶礼器，一般为鼎、匜、盘、舟、壶等。

2.2　方法

由于材料和地域的差异，寄生虫考古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为了从粪化石中恢复寄

生虫，Callen 和 Cameron 应用了磷酸三钠再水化技术
[25]
。即将粪化石浸泡在 0.5% 的磷酸

三钠溶液里，直到完全解散。Samuels 使用不同浓度的磷酸三钠溶液评估了这种技术，并

证实 0.5% 是最好的浓度
[26]
。随后，Fry 就使用了这种方法，此项技术也成为脱水组织再

水化标准的做法
[27]
。Reinhard et al 用各种悬浮和沉降技术进行实验，最终确定，对脱水

残留物的处理，沉降方法是好的
[28]
。另外，孢粉分析技术得以发展并运用到寄生虫卵的

恢复过程中
[28-29]

。在法国，Bouchet et al 发展了另一个有点不同的方法
[30]
，处理过程较复

杂，但最后也是用浮选和沉降技术提取到虫卵。

任启坤和蓝万里对墓葬腹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在墓

葬腹土中提取古寄生虫卵的方法和技术。在他们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墓葬腹

土中的寄生虫残留物，经过反复试验对寄生虫虫卵的提取方法做了适当的调整。实验样品

量由 1g 增加到 50g，添加了网筛梯度过滤的步骤，同时减少了酸碱处理的过程，大大减

少了硅酸岩类不必要的杂质，降低了对虫卵的损害。具体方法如下：

收集到的样品分别混合均匀，每样称取 50g，置入 500ml 锥形瓶中，加入充分的 0.5%
的磷酸三钠溶液并震荡 48 小时

[31]
；将锥形瓶中的溶液混合均匀，用旋转分离技术（swirl 

separation technique）去除重组分（震荡后停留 3~5 秒，将上液移入大烧杯中，反复 3~4
次至上液较澄清；弃去锥形瓶内的重组分，烧杯内的液体待处理。）

[10]
；烧杯内的液体依

次通过 150 目和 800 目的网筛过滤，并收集 800 目网筛上的有效组分，称重，保存，待测；

称取收集的有效组分 1g 置入 15ml 离心管内，加入 1ml 重液；充分混匀，2500r/m 离心 10
分钟，取上清和沉淀表面一薄层，移入新的离心管内；加入去离子水至 12ml, 混合均匀，

3500r/m 离心 5 分钟将虫卵沉淀
[31]
；上清回收，底部沉淀和几滴 50% 的甘油混匀，制片，

观察。每样制片 6~8 片，用 ZIESS 生物显微镜放大 200 倍镜检。

3　结 果

郑州金水庙李墓地的十个墓葬中的 2009ZJML M63 和 2009ZJML M64 两个墓的腹土

样中发现蛔虫卵 5 粒，新郑梨河晨辉墓地的十个墓葬中的 2011XZLC M64、2011XZLC 
M67 和 2011XZLC M70 三个墓葬的腹土中发现蛔虫卵 29 粒 (表 1)。在两处墓地的二十个

墓葬的对照样品中均未发现任何寄生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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蛔虫卵 34 粒中，受精卵 18 粒，平均宽度是 46.36μm，平均长度是 57.96μm；未受精

卵 16 粒，平均宽度是 42.48μm，平均长度是 86.76μm。现代蛔虫受精卵的大小是 (35~50)
μm×(45~75)μm，未受精卵的大小是 (39~44)μm×(88~94)μm[32]

。可见墓葬腹土中提取的未

受精蛔虫卵平均长度与现代蛔虫卵相对短些，受精卵大小没有明显的差别。

蛔虫受精卵呈短椭圆形，表面蛋白膜较少，半透明状，可见内含物 ( 图 1)。蛔虫未

受精卵呈长椭圆形，表面蛋白膜较多，凹凸不平，呈乳状凸起状，卵内充满折光性较强的

颗粒，不透明 (图 2）。

  4　分析与讨论

虽然提取的可确定的虫卵的数量不多，但形态和表面特征较明显。保存较好的原因

主要与虫卵的埋藏环境和虫卵自身的结构有密切关系。蛔虫病是较容易流行的传播疾病之

一，而影响蛔虫病在春秋时期郑州地区流行传播的社会、自然因素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4.1 实验结果分析

经过反复实验形成的较为可靠的实验检查方法是此次墓葬腹土蛔虫卵提取成功的重

要保障。蛔虫雌虫每日可产卵 20 余万，滞留在肠道中的卵更是数以十万记。在复杂的埋

藏的环境下，历经两千余年，随着死者有机体的腐烂蛔虫卵必定受环境的影响，产生不同

程度的降解。此外，在实验室提取过程对古寄生虫卵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控制的。因此，

在我们收集的墓葬腹土中虫卵的数量必定远不如活体肠道内多。

本次研究只提取到了蛔虫卵，而并未提取到其他寄生虫卵，推测可能与蛔虫卵的生活

史、埋藏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

4.2 古虫卵的保存

不同的地区寄生虫残留物的保存情况有所不同。得以保存的关键是尸骨腐烂的中

断
[14]
。有机材料的保存有时很受极度潮湿、高度干旱和冰冻条件的限制。炎热潮湿的气

候最不适宜寄生虫残留物的保存。大量的雨水和酸性土壤通常会加快有机材料的腐烂。高

温干燥，会使有机材料快速脱水，能有效阻止催化酶的活性和破坏微生物。像沙漠这样非

表 1  郑州金水庙李和新郑梨河晨辉墓地部分墓葬的腹土提取寄生虫卵统计情况
Table 1  Statistical data of parasite eggs extracted from the abdominal burial soil in parts of Zhengzhou 

Jinshui and Xinzheng Lihe cemetery

墓葬 虫卵种类 虫卵数量 平均宽度(μm) 平均长度(μm)

2009ZJML M63 受精卵/未受精卵 2/1 44.45/42.92 55.45/86.26

2009ZJML M64 受精卵/未受精卵 1/1 46.24/44.73 54.31/85.63

2011XZLC M64 受精卵/未受精卵 5/4 46.76/42.70 61.02/88.36

2011XZLC M67 受精卵/未受精卵 3/6 47.87/42.77 59.71/84.63

2011XZLC M70 受精卵/未受精卵 7/4 46.50/39.26 59.32/88.90

总计 受精卵/未受精卵 18/16 46.36/42.48 57.96/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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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干燥的环境是各种有机材料保存的特别合适的条件
[14]
。另外一种停止有机材料腐烂进

程的可能是自然冷藏，特别对长期保存特别有用
[33]
。此次，在两个墓地的墓葬腹土中成

功提取到蛔虫卵，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4.2.1　埋藏环境

在取样的两个墓地 20 个墓葬中，有 5 个墓葬中发现有蛔虫卵，包括蛔虫受精卵和未

受精卵蛔虫卵，这可能与埋藏环境有关。郑州金水庙李和新郑梨河晨辉墓地的春秋墓葬都

是平民墓葬，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葬坑，单人葬，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器物多为鬲、盂、

豆、罐陶器组合。两处春秋墓地的墓葬都比较深，受地表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经检

测土壤为若碱性，利于寄生虫卵等有机残留物的保存。发现蛔虫卵的几个墓葬保存状况都

相对较好，骨骼较完整，特别是盆骨和骶骨都基本可见。墓葬腐烂的进程较慢或者腐烂中

断是蛔虫卵得以保存的关键因素。

4.2.2　蛔虫卵结构特征

蛔虫的生活史和蛔虫卵的结构也是虫卵得以保存的重要因素。人体内或排出的蛔虫

卵有受精卵和未受精卵，只有受精卵才能进一步发育，感染易感人群。受精卵呈卵圆形，

卵壳厚而均匀，分为三层，自外向内分别是受精膜、壳质层和蛔甙层。此外，卵壳外有一

层由虫体子宫分泌物形成的蛋白质膜，表面凹凸不平，被胆汁染成棕黄色。未受精卵较受

精卵无蛔甙层，卵壳较薄，但卵壳外也有一层蛋白质膜
[34]
。可见，蛔虫卵的卵壳都有两

层或三层，而且壳外还有一层蛋白质膜，而组成这么结构的物质都是大分子有机物，在干

燥无氧的环境中不容易被微生物降解，虫卵才得以保存。

4.3　古寄生虫病的流行

目前我国对古疾病的研究几乎仅限于古文献的记载，尤其是寄生虫病。早在西汉时

期的《史记仓公列传》中就有关于钩虫的记载
[17]
。我国古代医籍中称猪带绦虫与牛带绦

虫为“寸白虫或白虫”，公元 217 年《金匮要略》中就有 “ 白虫 ” 的记载，公元 610 年巢

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 “ 长一寸而色白，形小扁。虫体如带，长丈余 ” 的描述，记录的

图 1 蛔虫受精卵 ×400,2011XZLCM64-3
Figure 1  Fertilized eggs of the ascarid  

图 2 蛔虫未受精卵 ×400,2011XZLCM64-8
 Figure 2  Unfertilized eggs of the asca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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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绦虫。此外，《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中均记录了驱白虫的草药
[32]
。

此外，李友松先生对我国发现的十三具古代干尸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统计

分析
[9]
。此十三具古尸均被寄生虫不同程度的感染，自埋葬至发现，最晚的是 1606 年的

明代古尸（约 400 年左右），历时最长的为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楚墓古尸（距今约 2300
多年），在其中八具干尸中发现有蛔虫卵。在这些古尸体内共发现有 7 种寄生虫虫卵，其

中有 6 种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人体中感染最早的，包括江陵战国古尸中发现的蛔虫卵。当

时，在医学考古学领域引起强烈的反响。

此次从郑州地区两处东周墓地的墓葬腹土中成功提取到蛔虫卵，而影响蛔虫感染流

行的因素主要与春秋时期郑州地区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蛔虫简单的生活史有密切关系。

4.3.1  社会因素

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农业生产模式以及居民生活习惯是影响蛔虫感染流

行的重要因素。春秋时期是历史大变革的重大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逐渐使用，生产力提

高了。私人开垦荒地，地主数量不断增加，宗族制度趋于崩溃。人口增加和铁制生产工具

的使用推动了东周的社会进步，社会矛盾加剧。

两处墓地均为平民墓葬，在发现蛔虫卵的五个墓葬中，陪葬品均为常见的陶器，并

未有象征尊贵身份的陪葬品。春秋时期，农业生产是社会主要的经济模式，人口增加和铁

制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发展。

郑州和新郑地区北临万里黄河，西依中岳嵩山，东、南接黄淮海平原，地处中华腹地，

地理环境非常优越。该地区是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轴心区，春秋时，新郑是郑国国都，

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商业贸易往来频繁，人口流量大
[35]
，非常利于流行病的传播。

相关调查显示经济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肠道寄生虫感染率明显较高，社会经济

地位相对处于劣势的农民健康意识和卫生习惯较差，是肠道寄生虫病的主要疾病负担

者
[24],[36]

。春秋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农业生产联系紧密，生活的环境中可能存在大量蛔

虫卵，感染蛔虫这种土源性蠕虫的可能性较高，一旦人接触被虫卵污染的泥土、蔬菜，经

口食入附在手上的感染期卵，或因误食被感染期虫卵污染的食物或水就会感染。

4.3.2  自然因素

自然气候因素影响寄生虫在外界的生长发育，温暖湿润的环境有利于在土壤中的蠕

虫卵和幼虫发育。所以，人感染蛔虫卵的季节主要在春季、夏季。郑州地区现在属暖温带

季风气候，但是从公元前 700 年开始到公元初年结束，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气候较暖，属

亚热带气候，中原地区平均气温上升 2℃左右
[37]
。在《史记 · 货殖列传 》、《左传 》 和《诗

经 》中都有当时中原地区亚热带植物生长的记载
[37-39]

。蛔虫的生活史虽然不需要中间宿主，

但是离不开土壤，与温度和湿度关系密切。而亚热带气候的特点是温暖、湿润，在这种环

境下受精的蛔虫卵在泥土中进一步发育的可能性更大，传播的可能性更高。

4.3.3  蛔虫生活史及其他因素

蛔虫的生活史是蛔虫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蛔虫是土源性寄生虫，生活史为直接

发育型，不需要中间宿主。包括虫卵在外界土壤中发育、幼虫在人体内移行与发育以及成

虫在小肠内寄生 3 个阶段。受精蛔虫卵随宿主粪便排出体外后，在潮湿、荫蔽、氧气充分

的泥土中，适宜温度（21~30℃）下，几周后可发育为感染期虫卵。人因误摄被感染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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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发育后的成虫最终寄生在人体小肠内
[32]
。蛔虫雌虫产卵量很大，

每条雌虫每日可产卵 20 余万。虫卵对外界环境抵抗力很强，由于卵壳在蛔甙层的保护作

用下，食用醋、酱油或腌菜、泡菜的盐水均不能杀死虫卵
[32]
。此外，还有使用未经处理

的人粪便施肥和居民不良的卫生习惯等因素都使蛔虫感染的流行和传播更容易。

综上所述，影响古寄生虫卵保存的因素是多样的，而蛔虫病在金水庙李墓地和梨河

晨辉墓地先民之间流行传播的缘由，还比较复杂。显然，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古寄生虫病

流行的问题，开展更多细致的墓葬腹土研究至关重要。

5　结  论

5.1 古代寄生虫病的流行

我国古代医籍中早有关于寄生虫的记载。在我国考古发掘的干尸中也有关于古代寄

生虫病的报道，最早的是在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楚墓古尸中发现寄生虫卵。此外就是本课

题组在贾湖遗址、西坡遗址和龙湖兴田遗址中发现的寄生虫的报道。然而，关于春秋时期

我国寄生虫病的流行目前还没有相关报道。本课题在相距几十公里的两处墓地中发现蛔虫

卵，证明郑州地区在春秋时期有蛔虫病存在，并且有一定的传播和流行。

5.2 墓葬腹土寄生虫考古的实验方法

目前，我国关于墓葬腹土寄生虫考古的方法，之前主要是任启坤和蓝万里经过探索、

研究形成的。在他们的基础上，本次研究对实验方法做了一定的调整，调整后的方法更加

简便，大大减少了硅酸岩类不必要的杂质，降低了对虫卵的损害，提高了虫卵提取成功的

可靠性。在两处墓地均发现了古代蛔虫卵，证实改进后新的方法是可行的，可为今后研究

者对墓葬腹土寄生虫考古之借鉴。

5.3  古气候环境

蛔虫的生活史简单，不需要中间宿主，但是离不开合适的土壤环境。受精卵只有在

潮湿、荫蔽、氧气充足的泥土中，在 21~30℃的环境下才有可能进一步发育
[32]
。在郑州地

区的两个墓地蛔虫卵的发现说明当时的环境适合蛔虫生存，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气候环

境比较温暖、潮湿，适宜如寄生虫病这样的流行病传播，与竺可桢关于当时气候的探讨
[35]

较为吻合，可为我国古气候环境研究提供参考。

5.4  人口流动和社会卫生环境等

寄生虫考古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对墓葬腹土的研究仍然不多，通过墓葬腹土对

我国历史时期的古寄生虫病进行的研究更是少见。笔者此次利用郑州地区两处墓地的墓葬

腹土，成功提取到蛔虫卵，证实该地区春秋时期存在蛔虫病，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流行，从

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两地先民有人口流动的现象。蛔虫卵的发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春秋时

期该地区先民生活条件的社会卫生环境较差，流行疾病的传播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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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parasitological Report on Abdominal Burial Soil from the Zhengzhou 
Jinshui and Xinzheng Lihe Ceme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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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reportsonapreliminaryarchaeoparasitological researchofabdominal
burialsoilfromZhengzhouJinshuiandXinzhengLihecemeteries.Fivetombsweresuccessfully
excavatedwiththeextractionof34Ascariseggsfromtwocemeteries including18fertilized
eggsand16unfertilizedeggs.StudiesshowsthattheZhengzhouregionisanAscaris prevalent 
areaasearlyastheChun-QiuPeriod,andthatthisregionreflectsthenaturallivingenvironment
andsocialconditionofordinaryresidents. Inaddition, thisstudyhassuccessfully improved
experimentalmethodsandextractiontechniques,reducingdamageoftheparasiticeggs.These
methodswillprovideanimportantapproachinthefieldofthearchaeoparasitologicalresearchof
abdominal burial soi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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