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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3 ～ 2006年通过对河南省 9个产地 2科 4属 7种 59只蝙蝠的消化道进行调查 ,发现斜睾科斜睾属吸

虫 2种:朝鲜斜睾吸虫 PlagiorchiskoreanusOgata, 1938和蝙蝠斜睾吸虫 Plagiorchisvespertilionis(Mǜller, 1780)

Braun, 1900。前者在宿主中的感染率为 25.42%(15/59), 感染强度为 1～ 17条 , 平均感染强度是 4.87条;后者在宿

主中的感染率为 3.39%(2/59), 感染强度为 2 ～ 7条 ,平均感染强度是 4.50条。朝鲜斜睾吸虫和蝙蝠斜睾吸虫是河

南省蝙蝠寄生虫的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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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nTrematodesofPlagiorchidaefromHenanProvince

MAJin-you, PENGWen-feng, CHENXian-ting
(ParasitologyResearchLaboratory, SchoolofLifeSciences;XiamenUniversity, Xiamen, FujianProvince361005)

　Abstract:Fifty-ninespecimensinsevenbatsspecies, whichbelongingtofourgenera, twofamilies, werecapturedfrom

August2003 toDecember2005.Twospeciesoftrematodes, PlagiorchiskoreanusOgata, 1938andPlagiorchisvespertilionis

(Mǜller, 1780)Braun, 1900, belongingtothegenusPlagiorchiswereobtainedfromtheintestineofbatscollectedatnine

localitiesofHenanProvince.TheprevalenceofP.koreanuswere25.42% (15/59), ofP.vespertilioniswere3.39% (15/

59).TheinfectionintensityandthemeanintensityofP.koreanuswere1 ～ 17 and4.87 individuals, respectively, ofP.

vespertilioniswere2 ～ 7 and4.50individuals, respectively.P.koreanusandP.vespertilioniswerefirstrecordedfromHenan

Province.

　Keywords:bat;Plagiorchiskoreanus;Plagiorchisvespertilionis;HenanProvince

　　蝙蝠是翼手目 Chiroptera动物的俗称 ,隶属于哺
乳纲 、真兽亚纲 ,是哺乳类中仅次于啮齿目的第二大

目 。蝙蝠是哺乳动物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类群 ,绝大

多数在晨昏飞行捕食昆虫。近年来已经证实蝙蝠是
一些重要动物源传染病病毒病原的自然宿主(Lauet

al., 2005;Lietal., 2005),使得蝙蝠研究受到更多

关注。中国蝙蝠种类比较多 ,占世界种类的 11.1%

(张劲硕等 , 2005)。有的种类种群比较庞大 ,为寄
生虫的寄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于我国蝙蝠吸虫的

研究 ,除台湾省蝙蝠吸虫由国外研究人员进行了系

统研究外(Kifuneetal., 2002),其它省报道有吸虫
寄生的蝙蝠种类与该省蝙蝠种类不成比例(陈心陶 ,

1954;巩静平 , 1964;王溪云 , 周静仪 , 1989;吴宝

华 , 1991;张同富 , 杨光友 , 2002),我国蝙蝠吸虫
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

为了充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 2003年 8月开始

进行河南省蝙蝠种类和分布调查及遗传多样性研究

的同时 ,对其消化道内寄生吸虫也进行了研究 。在
捕获的蝙蝠消化道内发现斜睾科 Plagiorchidae斜睾

属 Plagiorchis吸虫 2种 ,即朝鲜斜睾吸虫 Plagiorchis
koreanusOgata, 1938和蝙蝠斜睾吸虫 Plagiorchis

vespertilionis(Mǜller, 1780)Braun, 1900。这是首次

在河南省发现蝙蝠寄生虫。现将这 2种吸虫描述如

下 。

1　材料和方法

本文研究期间从河南省 9个产地捕获 2科 4属

7种 59只蝙蝠。将蝙蝠活体带回实验室 , 鉴定种

类 ,做好记录 ,乙醚麻醉 ,解剖取出消化管 。体视显

微镜下检查 ,将虫体捡出转移到 0.9%的生理盐水
冲洗。虫体活体观察初步分类后 ,选取部分标本用

10%的福尔马林固定 ,水洗后保存于 70%乙醇备
用 。硼砂洋红染色 ,梯度酒精脱水 ,二甲苯透明 ,中

性树胶封片。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测量 ,借助绘图

器绘图 。所有测量数据均以毫米(mm)为单位 。

2　结果

2.1朝鲜斜睾吸虫 PlagiorchiskoreanusOgata,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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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体大小在不同种宿主体内变化较大 ,呈长柳

叶形 ,前端钝圆 ,后端稍尖。体表披细棘 ,前端短密 ,

腹吸盘后渐稀疏 , 不达体后端 (图 1)。体长 1.72

(1.09 ～ 3.00),体宽 0.56 (0.40 ～ 0.81),体长与体

宽之比为 3.02 (2.51 ～ 3.94)。口吸盘亚端位 ,大小

为 0.18 ×0.19 (0.16 ～ 0.21 ×0.16 ～ 0.24);前咽

有;咽大小为 0.09 ×0.11 (0.07 ～ 0.10 ×0.08 ～
0.14);食道极短 ,平均大小为 0.046 ×0.045;肠道

位于体侧 ,到达体后端但不达体末端;腹吸盘位于体

前 1 /4 ～ 1 /3的后端 ,大小为 0.14 ×0.15 (0.11 ～

0.17 ×0.12 ～ 0.19);口腹吸盘宽的比例为 1.22

(1.11 ～ 1.52);腹吸盘前缘到体前端与腹吸盘后缘

到体末端之比是 1∶2.57 (1∶2.12 ～ 1∶3.44)。睾丸

斜列 , 位于体中间的 1 /3内 , 前睾丸 0.22 ×0.18

(0.16 ～ 0.29 ×0.15 ～ 0.22),后睾丸 0.22 ×0.19

(0.19 ～ 0.30 ×0.14 ～ 0.27);阴茎囊在腹吸盘的背

侧偏左 ,后端远远超过腹吸盘 ,部分与卵巢重叠 ,长

宽为 0.42 ×0.067(0.28 ～ 0.65 ×0.047 ～ 0.081);

卵巢位于腹吸盘与前睾丸之间 ,大小为 0.18 ×0.13

(0.13 ～ 0.28 ×0.08 ～ 0.19), 卵巢到体前端的距离

占体长的 35.03% (26.94% ～ 39.33%);受精囊和

劳氏管存在 ,卵模和梅氏腺紧接着卵巢的后端(图

2);子宫从两睾之间下降达体之后端而后上升经由

两睾之间向前 , 成熟个体子宫占据两睾丸后侧身体

的一半宽度以上 ,生殖孔开口于腹吸盘之前 。卵黄

腺滤泡状 ,从腹吸盘前后达体后端 。卵小且数目较

多 ,卵大小为 0.0316 ×0.0211 (0.0271 ～ 0.0342 ×

0.0177 ～ 0.0236)。排泄囊 “Y”形 ,在卵巢与前睾丸

之间分叉。

宿主:马铁菊头蝠 Rhinolophusferrum-equinum、

中菊头蝠 Rhinolophusaffinis、普通长翼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毛腿鼠耳蝠 Myotisfimbriatus、大足鼠耳蝠

Myotisricketti、东亚伏翼 Pipistrellusabramus、绯鼠耳

蝠 Myotisformosus。

寄生部位:小肠。

采集地点:济源市太行山国家猕猴自然保护区

(N35°15′、E112°06′,海拔 545 m);信阳市新县田

铺乡 (N31°33′、E114°98′,海拔 374 m);新乡市河

南师范大学校内;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南阳市桐柏

县回龙乡(N32°62′、 E113°68′,海拔 301 m);南阳

市西峡县五里桥乡;信阳市商城县三里坪乡(N31°

94′、E115°41′,海拔 214 m);新乡市辉县市沙窑乡

(N35°46′、E113°42′,海拔 1050 m)。

感染率与强度:本次从河南省 7个产地 2科 4

属 7种共 15只蝙蝠消化道内获得朝鲜斜睾吸虫成

虫 73条。感染率是 25.42%(15 /59),感染强度为 1

～ 17条 ,平均感染强度是 4.87条(73 /15)。

2.2　蝙蝠斜睾吸虫 Plagiorchisvespertilionis(Mǜll

er, 1780)Braun, 1900

虫体呈柳叶形 ,两端钝圆 。体表披小棘 ,前端短

密 ,腹吸盘后渐稀疏 ,不达体后端(图 3)。体长 3.88

(3.55 ～ 4.36), 体宽 0.98 (0.76 ～ 1.12), 体长与体

宽之比为 4.00 (3.63 ～ 4.69)。口吸盘亚端位 ,大小

为 0.31 ×0.32 (0.31 ～ 0.32 ×0.30 ～ 0.34);前咽

有;咽大小为 0.136 ×0.143 (0.12 ～ 0.14 ×0.12 ～

0.17);食道极短 ,几乎没有;肠道位于体侧 ,到达体

后端但不达体末端;腹吸盘位于体前 1/4的末端 ,大

小为 0.37 ×0.36 (0.34 ～ 0.39 ×0.35 ～ 0.37);腹吸

盘与口吸盘宽的比例为 1.18∶1 (1.13 ～ 1.22∶1);腹

吸盘前缘到体前端与腹吸盘后缘到体末端之比是 1

∶2.80 (1∶2.63 ～ 1∶3.08)。睾丸斜列 ,位于体中间

的 1 /3内 ,前睾丸 0.41 ×0.30 (0.39 ～ 0.42 ×0.27

～ 0.33), 后睾丸 0.39 ×0.29 (0.34 ～ 0.41 ×0.27 ～

0.33);阴茎囊在腹吸盘的背侧偏左 ,后端远远超过

腹吸盘 ,部分与卵巢重叠 ,长宽为 1.07 ×0.14 (0.94

～ 1.21 ×0.14 ～ 0.15);卵巢位于腹吸盘与前睾丸之

间 ,大小为 0.29 ×0.21 (0.27 ～ 0.31 ×0.19 ～ 0.

24), 卵巢到体前端的距离占体长的 36.03%(35.

82% ～ 36.65%);劳氏管存在 ,未观察到受精囊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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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梅氏腺紧接着卵巢的后端(图 4);子宫从两睾

之间下降达体之后端而后上升经由两睾之间向前 ,

成熟个体子宫占据两睾丸后侧身体的大部分 ,生殖

孔开口于腹吸盘之前 。卵黄腺滤泡状 ,从腹吸盘后

达体后端。卵小 ,大小为 0.0327 ×0.0211 (0.0307

～ 0.0354 ×0.0201 ～ 0.0236),数目较多 。排泄囊

“Y”形 ,在卵巢与前睾丸之间分叉 。

宿主:中菊头蝠 Rhinolophusaffinis。

寄生部位:小肠。
采集地点:南阳市西峡县军马河乡。

感染率和强度:本文研究期间仅有 2只中菊头

蝠感染蝙蝠斜睾吸虫 ,获得 9条成熟虫体 。感染率

是 3.39% (2/59),感染强度为 2 ～ 7条 ,平均感染强

度为 4.5条 (9 /2)。

3　讨论

3.1　朝鲜斜睾吸虫

朝鲜斜睾吸虫是 Ogata于 1938年首次发现于朝

鲜的 Nyctalusaviator体内并命名(Yamaguti, 1971)。

1984年 ,江浦珠等(1984)在我国浙江省的普通长翼

蝠 Miniopterusschreibersi的体内发现了朝鲜斜睾吸
虫;2002年 , Kifune等(2002)在我国台湾省的东亚

伏翼 Pipistrellusabramus体内再次发现该吸虫;同

年 ,张同富等(2002)在四川省也报道了朝鲜斜睾吸

虫的存在。目前 ,朝鲜斜睾吸虫发现于欧洲 ,亚洲的

朝鲜 、日本 、韩国和中国。本次发现该虫的宿主较

多 ,且不同宿主其体内的虫体大小差异较大 ,虽然虫

体大小差异较大 ,但其形态和体内的结构及其比例

与已报道的朝鲜斜睾吸虫基本一致。

朝鲜斜睾吸虫虽然在河南省分布范围比较广 ,

但该吸虫在一个产地宿主消化道内感染率很高 ,而

在另一个产地同一宿主消化道内感染率却很低 ,其

适宜的宿主很难确定。从宿主来看 ,大足鼠耳蝠 、东
亚伏翼和马铁菊头蝠的感染率相对要高于其它种类

的蝙蝠 。从产地来看 ,济源市太行山国家猕猴自然

保护区蝙蝠消化道内朝鲜斜睾吸虫的感染率比较

高 ,其它产地的感染率明显要低 。

3.2　蝙蝠斜睾吸虫

蝙蝠斜睾吸虫最早由 Mǜller于 1780年和 1784

年发现于丹麦大耳蝠属蝙蝠 Plecotusauritus(syn.

Vespertilioauritus)消化道内 ,命名为蝙蝠片形吸虫

Fasciolavespertilionis, 1900年 Braun将该种修订到斜

睾属更名为蝙蝠斜睾吸虫并作为斜睾属的模式种 。

该种在欧洲 、美洲 、非洲和亚洲等都有报道(Yamagu-

ti, 1971)。我国仅报道于浙江省 、台湾省和四川省

(Fischthal＆ Kuntz, 1981;江浦珠 , 孙希达 , 1984;

张同富 , 杨光友 , 2002)。通过测量数据比较 ,本次

发现的虫体与已报道于韩国东亚蝙蝠 Vespertiliosu-

perans和伏翼 Pipistrellussp.的蝙蝠斜睾吸虫比较一

致(Sogandares-Bernal, 1956),各项数据大于报道于

我国浙江省普通长翼蝠体内的蝙蝠斜睾吸虫(江浦
珠 , 孙希达 , 1984)。

与朝鲜斜睾吸虫相比 ,蝙蝠斜睾吸虫虫体稍大 。

朝鲜斜睾吸虫口吸盘大于腹吸盘 ,而蝙蝠斜睾吸虫

的口吸盘小于腹吸盘;蝙蝠斜睾吸虫的阴茎囊比朝

鲜斜睾吸虫的阴茎囊长 ,虫卵稍大于朝鲜斜睾吸虫

的虫卵 。

Yamaguti(1971)在专著中列举蝙蝠斜睾吸虫的

宿主种类比较多 ,分布范围也比较广 。但本次仅从

2只中菊头蝠的消化道内得到该吸虫 ,明显低于朝

鲜斜睾吸虫在河南省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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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1月 17日下午 4时左右 , 笔者在四川乐山市水

口镇大渡河边发现 1只家燕正在河面低空飞行捕食。 2008

年 1月 25日西华师范大学杨志松博士在该市岷江边天池村

及金灯村一带先后发现 5小群家燕 , 分别为 4只 、1只 、10只 、

1只和 3只;同日 , 胡杰博士在该市青衣江边(金水湾至乐山

高新区江段)也发现 2小群家燕 , 分别为 4只和 6只。 2008

年 2 月 16日上午 , 笔者先是在乐山市区 “爱鸟教育基

地”———佛光湖上空见到 1只家燕 , 随后(约中午 1时半)在

该市青衣江边徐浩大桥下行 800 m左右 ,发现一较大群家燕

约 105只在河漫滩上空嬉戏和飞行捕食。

2007年 12月 19日中午 1时左右 ,笔者在该市市中区岷

江边岷江三桥下行 200 m左右发现 1只斑头雁 ,并随后 8次

跟踪观察(每次间隔时间约 3 ～ 7天左右),发现该只斑头雁

白天都在此区域附近与赤麻鸭 、绿头鸭及斑嘴鸭等混群活

动。

在四川乐山 , 家燕是一种夏侯鸟 , 每年春季迁来 , 繁殖

后 , 9 ～ 10月又结群南移越冬。李桂垣(1993)记载家燕的极

少个体可能留在川南越冬 ,马敬能等(2000)记载家燕多数冬

季往南迁徙 , 部分留在云南南部 、海南岛及台湾越冬。本次

发现有较大群 、 数量较多的家燕留在四川乐山市越冬 , 可能

主要与全球气温上升并由此导致一些鸟类的迁徙习性发生

改变有关。

斑头雁在国内繁殖于新疆 、西藏 、青海 、宁夏 、甘肃 、内蒙

古东北部 ,迁徙与越冬时见于东北 、陕西 、湖南 、湖北 、四川 、

贵州西部(李桂垣 , 1993;马敬能等 , 2000)。本次发现的斑头

雁应为在迁徙途中落单的孤雁 , 该鸟在四川乐山市越冬尚属

首次记录 ,对于研究其迁徙通道 、保护及禽流感防控具有一

定的意义(白杉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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