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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牛羊双腔类吸虫的继续研究
三种双腔吸虫后蜘在异常昆虫宿

主蚂蚁体内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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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滨州 铭

摘 要 内蒙科尔沁草原的中华双腔吸虫 人
,

矛饮诫 , 、 动 。、、 丁 , 材 ,

其第

二 中间宿主 是黑 玉 蚂蚁 。 ,、。 刽娜
,

而 山 东滨州地 区的矛形 双 腔吸虫

勿 ,

 ,
,

和枝双腔吸虫
尸 , , , ,

的蚂蚁宿王是中

华蚂蚁 凡 。斤。 、。 , 、
。

作者用中华双腔吸虫的私球感染山东的中华蚂蚁
,

同时用矛形

双腔和枝双腔的粘球分别感染内蒙的黑玉蚂蚁
。

本文报道此试验中不同蚂蚁种类和各虫种

后坳间所产生的不同反应情况
,

及矛形双腔和枝双腔在后坳各发育期的形态差异
。

类键词 矛形双腔吸虫 枝双腔吸虫 中华双腔吸虫 蚂蚁宿主 宿 盆特异性

中华双 腔吸 虫 ,
、 , ,、 、 , ,

矛 形双 腔吸虫

 
。 ,

 和枝双腔吸虫 , 〔议 , , , ,

是我国牛羊

双腔吸虫病的主要疾原
。

它们各有一定的分布区
,

如内蒙东部科尔沁草原只有中华双腔

吸虫
,

而在新疆
、

青海
、

山西及山东等地有矛形双腔吸虫和枝双腔吸虫的混合流行区或

各自单独的流行区 唐崇惕等
,

 
, ,

 
,

 
, 。

为何会有如此的分

布格局 是否传播媒介 中间宿主 陆地蜗牛和蚂蚁种类起作用 尚未经研究
。

为了探

讨这一间题作者于 年 一 月进行了本项试验观察
。

此外
,

矛形双腔和枝双腔的

虫种问题
,

作者虽从它们的分布和天然感染的生活史各阶段的形态比较等都显示了它们

的差别 唐崇惕等
, , ,

通过本项人工感染试验所获得各标本的观察
,

此二

虫种后坳发育过程各有稳定的结构特征及它们在异常蚂蚁宿主所发生的不同的反应现象

等
,

都进一步说明此二虫种的独立性
。

试验情况及观察结果简述于下
。

材料和方法

年 月下旬到 内蒙乌兰浩特归流河牧场中华双腔吸虫流行区采集陆地蜗牛
,

枝小丽螺

、 一

收稿
一

 修回



动 刊 了 饭 仓

阮
, ,。尸

 数百粒及非流行区的黑 勿蚁 凡 , 、、、。户、沼,
数窝

、

同时
,

从山东滨州董家村

的矛形双腔流行区和高梅村的枝双腔流行区采集当地的陆地蜗牛四齿问齿螺 膝 山川、 俐厂伪 才。们

各数百粒及非流行区中的中华蚂蚁 凡。 , , ’ 、 、 , 。。
数窝 然后把各材料带到大兴安岭以北无双腔吸

虫存在的呼伦贝尔草原海拉尔
,

进行本试验 作
,

并用当地的阴性羊三只供最后感染试验用
。

从上述

个流行区采集到的蜗牛中均分离出感染有当地双腔吸虫种类幼虫期的阳性蜗牛
。

分别饲养 于 月

「 ,
卜旬从它们收集到 述 三种双腔吸虫的私球

。

用中华双腔私球感染黑玉蚂蚁 正常宿主 和中华蚂

蚁 非正常宿主 各二窝 矛形双腔私球感染中华蚂蚁 常宿主
一

窝和黑 蚂蚁 非 常宿

窝
,

枝双腔私球数量不多集中感染黑五蚂蚁 非 正常宿 主
一

窝 感染时现察蚂蚁摄食私球情况

感染后分期剖检了各窝所有蚂蚁
,

观察各后蜘的成活率
、

发育情况及它们的形 乞结构
。 二 ,

种双胶吸虫

响它们作正常蚂蚁昆虫宿 仁体内发育达到成熟的囊蜘各感染
一

只阴性羊
,

少
个月后剖检此实验羊查取

成虫 所有的图均是标本在活体状态下用描绘器画的
。

所有标本保存在厦门大学寄生动物研究室

工作结果

黑玉蚂蚁和中华蚂蚁取食双腔吸虫猫球的情况

内蒙黑玉蚂蚁的试验 黑玉蚂蚁是科尔沁草原上优势蚁种
,

每窝蚁数多而集中

黑玉蚂蚁是中华双腔正常的第二中间宿主
,

在实验室内把中华双腔私球放在其窝巢附

近
,

立即有蚂蚁来围着钻球吸吮不停
,

一般在 一 小时内即可把私球食完 取食过

程显示对此私球十分嗜好
。

感染后二窝黑玉蚂蚁共 只经剖检有 只  

受感染 表
。

黑玉蚂蚁对矛形双腔和枝双腔的私球不嗜食
,

放在它们巢旁的枝双腔

豁球经 小时
,

矛形双腔勃球经 余小时
,

均尚有残余未食
,

有的勤球还被黑玉蚂蚁

拖离窝巢并用土粒将其掩埋
。

剖检此试验蚂蚁的结果 枝双腔的
一

窝黑玉蚂蚁感染率仅

功
,

矛形双腔的三窝黑玉蚂蚁总感染率也仅 表
。

山东中华蚂蚁的试验 中华蚂蚁是山东滨州地区的优势蚁种
,

是当地矛形双腔

和枝双腔的昆虫宿主种类
。

此蚁窝在地下分成许 多小穴巢
,

彼此间有通道
,

每穴巢中蚁

数不多
。

在实验室饲养
,

此蚁潜伏仅少数出来活动
。

用矛形双腔豁球感染此蚁种一窝
,

小时内私球被食完
,

后剖检此窝蚂蚁
,

 受感染
,

平均感染强度为

条后坳
。

中华蚂蚁对放在巢旁的中华双腔私球反应强烈
,

大多数蚂蚁同时出巢来处理此

私球
。

由于中华双腔私球被膜极薄一触即破不能拖离
,

所以在巢口 附近就被用土粒掩

埋
。

此蚂蚁 窝共 只
,

经剖检有 只 受感染
,

平均感染强度 条后

拗 表
,

可见含有尾拗的私液有一些被吃
。

双腔吸虫后蜘在非正常蚂蚁昆虫宿主体内存活情况

试验结果显示双腔吸虫在异常蚂蚁宿主体内存活的后坳数显著少于在正常蚂蚁宿主

的后坳数
。

如矛形双腔私球 粒感染其正常昆虫宿主 中华蚂蚁 一窝后获正常活后坳

条
,

平均每私球获后蝴 条 同样的矛形双腔茹球 粒感染其异常昆虫宿主 黑

玉蚂蚁 窝 共检出后蝴  条 其中死后拗残体 条
,

正常活后拗仅 条
,

平

均每粒私球中的尾坳仅 条发育成正常后坳 表
。

又如中华双腔钻球 粒感染其正

常昆虫宿主 黑玉蚂蚁 二窝
,

获活后坳 条
,

平均每团私球发育后坳达 条

而同祥的中华双腔私球 粒感染其异常昆虫宿主 中华蚂蚁 二窝
,

仅获后蝴 条
,

其中正常活后坳 条
,

平均每团私球中的尾拗发育成正常后蝴只 条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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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黑玉蚂蚁和中华蚂蚁窝巢饲食三种双腔吸虫粘球的感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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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玉蚂蚁虽然也不是枝双腔的正常昆虫宿主
,

但此蚁种不仅对枝双腔私球厌食程度

不像对矛形双腔茹球那样强
,

而且 10 粒枝双 腔钻球感染黑玉蚂蚁一窝
,

获正常活后蝴

达537 条
,

平均每粒私球内尾蝴发育成正常后勤有54 条
,

每只阳性蚁感染强度达 38
.
4

条
,

均高过矛形双腔钻球感染黑玉蚂蚁的结果 (表 l)
。

2

.

3 双腔吸虫后勤在非正常妈蚁昆虫宿主体内的异常情况

本试验 3种双腔吸虫私球被它们非正常蚂蚁宿主吸食后均有一 定数量的尾拗穿过蚂

蚁的胃壁进入腹腔形成早期的后坳和囊黝
。

无论是在中华蚂蚁体内的中华双腔的后拗和

囊坳
,

或是在黑玉蚂蚁体内的矛形双腔和枝双腔的后坳和囊坳
,

在 1一 6 天内均不见有

异常情况
。

一周后
,

部份或大部份囊拗中后坳体出现不同密集程度的黑色颗粒
,

严重的

使后蝴死亡
。

死亡的后拗全身呈暗褐色而后解体成褐色碎块细粒
,

这现象于矛形双腔在

黑玉蚂蚁体内发育的后拗尤为严重
,

不仅不正常及死亡的后拗数比例大 (59
.
3% ) (表

1)
,

且后坳体中的黑色颗粒粗大
,

每粒由3一4 小粒组成 (图I :8一 9 )
。

含黑色颗粒不

多的矛形双腔后拗可活下来
,

黑色颗粒解散成淡黑色细粒团 (图工
:10)

,

到成熟后拗体

中尚有此细粒残余 (图I :11)
。

中华双腔和枝双腔在其非正常蚂蚁宿主体中的后蝴
,

体

内产生密集黑粒的不正常后坳数目比例较小 (12
.
7% 和4

.
11% ) (表功

,

且黑粒仅呈细

粒状 (图工
:13 一 1 5)

,

它们发育达到成熟囊拗的个体均不见有此黑粒 (图1 :16
,

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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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矛形双腔后蜘和枝双腔后蜘的形态结构比较

在矛形双腔和枝双腔的流行区不仅能从它们的终宿生 (牛羊) 找到形态有别的成

虫
,

而且也能从它们的贝类宿主 (蜗牛) 和昆虫宿主 (蚂蚁) 查到形态差异的各期幼虫

(另文报道)
。

本项工作通过人工感染试验证实了在自然界所观察到的现象
,

同时看到此

二虫种后拗的各发育期无论在正常的或不正常的蚂蚁宿主体内它们的形态特征都是稳定

不变的
,

兹把此二虫种的尾黝和后蝴的鉴别特征列表如下
、

表 2 矛形双腔吸虫和枝双腔吸虫的尾姗和后期尾姗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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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 可见
,

矛形双腔和枝双腔在成虫生殖腺大小特征上的差异在它们后坳各发育

期中的生殖原基上即已显示出这一稳定的特征
。

这一特征在它们的尾坳期甚至在尾蝴胚

体时即已出现 (唐崇惕等
,

19 9
5)

,

现也列入表内进行比较
。

同样地在二虫种尾拗排泄

囊细胞数量上的差异
,

亦在尾坳胚体以及后坳体中都显示了这一差别
。

此二虫种由于生

殖原基大小不同所占位置大小也不同
,

这影响了它们排泄囊伸展的长度
。

此外
,

此二虫

种的成熟后坳在它们口腹吸盘上乳突的数目形状和排列方式亦不相同 (图 I : 7 ,

1
7)

,

其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
。

2

.

5 三种双腔吸虫在非正常蚂蚁昆虫宿主体内发育的炭姗感染羊的试验

为了确定双腔吸虫在非正常蚂蚁宿主体内发育的成熟囊拗能否在终宿主羊体内发育

达到成虫而进行此实验
。

用含矛形双腔55 天成熟囊拗的阳性黑玉蚂蚁 5 只
,

含枝双腔

53 天成熟囊拗的阳性黑玉蚂蚁 8 只
,

含中华双腔45 天成熟囊蜘的阳性中华蚂蚁 8 只
,

各分别感染一只阴性的实验羊
,

92 天后分别解剖查找成虫
。

结果检获
:
矛形双腔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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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种双腔吸由后姗在异常妈杖昆虫宿主体内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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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条
,

枝双腔吸虫 18 4 条
,

中华双腔吸虫34 条
。

虫体均发育正常
〔

非正常蚂蚁宿主每

只体内的囊坳能发育达到成虫的平均数为
:
矛形双腔 16

.
4 条

,

枝双胶23 条
,

中华双腔

4
.
25 条; 矛形双腔比成虫平均数略高干它在黑玉蚂蚁体内含有的正常后坳的平均数

,

而枝双腔和中华双腔的成虫平均数均低于它们在非正常蚂蚁宿主体中各所含的正常后蝴

的平均数 (表 1)
。

3 讨 论

子形双腔吸虫和枝双腔吸虫均由R ud ol phl分别于 1803 和 1819 年发现而定名
,

长

期以来此二 虫种互相被认为是彼此的同物异名
。

从它们在我国的分布及流行区病原生物

学的调查研究
,

看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别 (唐崇惕等
,

r 9 8 0
; 1 9 8 2

;
1 9 8 3

;
1 9 8 5

;
2 9 9 3

)

。

本试验通过人工感染方法用绝对无天然感染的黑玉蚂蚁饲食此二虫种的私球
,

结果不仅

证实二虫种的后蝴各具有独特特征
,

与在流行区所见一致; 而且非正常蚂蚁宿主 (黑玉

蚂蚁) 与它们之间所表现的宿主特异性亦显然不同
,

如蚂蚁对靴球取舍情况
,

后坳在蚁

体内产生的反应
,

以及后蝴成活率等均有明显的不同
。

由此可进一步说明此二虫种的差

别
)

在双腔科 (Di c
roc oe lii da e) 阔盘属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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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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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二 中间宿主均为直

翅 目蠢亚 目的昆虫
,

如腔阔盘吸虫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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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昆虫宿主交叉感染的试验
,

发现后坳在异常昆虫宿主体内被昆虫的大量白细胞所包

围并被杀死
,

虫体变色
,

解体成碎块 (唐仲璋等
,

1 9 7 7 ; 唐崇惕等
,

19 8 0
)

。

在本项双

腔吸虫蚂蚁宿主交叉感染的试验中
,

未见到后坳被其异常蚂蚁宿主白细胞包围的现象
,

但蚂蚁体内是何物质致使其非正常寄生虫 (后坳) 体产生黑色颗粒并使它们致死
,

变色

和解体? 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从本试验得知矛形双腔吸虫尤其枝双腔吸虫的部份后坳可在内蒙科尔沁草原的黑玉

蚂蚁体中发育成熟
,

中华双腔吸虫的部份后坳亦可在山东滨州地区的中华蚂蚁体中发育

成熟
,

这些后坳均可在羊体内发育达到成虫
。

为何在内蒙东部至今
一

未见到矛形双腔和枝

双腔
,

在山东滨州也未发现有中华双腔吸虫
,

除了各虫种后坳在非正常蚂蚁宿主体内成

活率低外
,

有什么其它因素对它们的存在和分布起制约作用
,

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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