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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腹口吸虫种类及生活史的研究

唐崇惕 唐仲璋
(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一
、

前 言

腹口类吸虫由于其口孔开在身体腹面中央部位而不同于所有口孔开在前端的复殖类

吸虫
。

本类吸虫的各幼虫期
,

如具纤毛棒的毛勤
、

分支的胞拗以及牛首状的尾蜘等特征也

和前口类吸虫的各幼虫期有显著的差别
。

自从 1 81 9 年 R ud ol phi 发现腹口吸虫至今世界

各地报道的种类已有一百七十余种
,

但是
,

在这许多种类中
,

进行过生活史研究的只有十

五种左右
,

研究比较完整的只有 6 种 (Ma tth
e
ws

,

19 73 等)
。

我国境内曾省(2 9 3。)描述范尼道弗吸虫 D o llfo tr e二 a , an

示 (T
名e ng

,
1 9 3。) 以后

,

尤

其解放后我国各地寄生虫工作者在检查各种鱼类寄生虫时
,

发现不少腹口吸虫
,

大部分是

文献上未曾记载过的虫种
。

但关于生活史方面的研究尚付缺如
。

本类吸虫成虫期主要是

寄生在一些淡水和海水鱼类的肠管中
,

由于虫体小型
,

它对鱼类产生的危害并不显著
。

但

是
,

本类吸虫幼虫期是寄生在淡水或海水中的瓣鳃类的软体动物体内
。

如牡砺
、

珍珠贝
、

贻贝
、

蛤
、

淡水壳菜以及河蚌等均因被本类吸虫幼虫期寄生而受到严重损害
,

给贝类养殖

生产造成损失
。

我们于 1 96。一19 64 年间检查闽江淡水鱼类寄生虫时
,

陆续采集到 9 种腹口吸虫
,

其

中一新属斗个新种曾于 1 9 6 3 年在全国寄生虫专业会议上提出报告并作有简单的文字报

道
。

我们在检查闽江一些瓣鳃类软体动物时
,

从淡水壳菜体内找到二种腹口吸虫的胞坳

和尾蝴
。

在实验室内用此二种尾勤人工感染金鱼
,

获得囊蜘和提早发育的虫体
。

用囊蜘

人工感染胡子给
,

获得各期童虫
。

从所得到的提早发育的虫体和各期童虫的形态观察
,

可

以确定淡水壳菜中的二种腹口吸虫的胞蜘和尾蝴是我们从鳝鱼肠管中找到的前翠近似牛

首吸虫 Pa r砧“
ceP 加10加 Pr ost 人or 动打 T o

ng “ T an g
,

19 63 和从胡子鳃肠管中找到的福州

道弗吸虫 D ollt
“, tr。、 a

fo
o cho

,
。, 云 T a n g 。, T a n g

,
1 9 63 的幼虫期

。

现将研究结果叙述

于下
。

本项研究中所有虫体都是在活的状态下进行观察
、

绘图和测量 ;所有的图是用描绘器

画成 ;虫体的方位描述是以口孔朝下为标准
。

所有虫种的成虫及二种的幼虫
、

童虫等的制

片标本均保存在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

二
、

研 究 结 果

I 福建腹口类吸虫的种类

1
.

前攀近似牛首吸虫 Pa
ra buc eP五alo p谕 p

roB Ta四 e t Ta
n‘

,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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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

图 z一 6 )

本种吸虫是福州闽江中鳝鱼和白绦肠道中最常见的一种腹口吸虫
,

感染率达 80 一

9 0并
,

每尾鳝鱼平均感染有 20 条虫
,

白缘每尾含有虫体 7一8 条
。

终末宿主: 鳝鱼 El
o

沙入
t人外 bao bu ; a

(R i
ehard so n

)

白绦 价二介uI御 leu南cul。,

(B
o silew sk y)

。

第一中间宿主: 淡水壳菜 石二 , o少r n a z。改, , rf,

(v
.

狐
r : en s

)
。

第二中间宿主: 大 银 鱼 尸r o ,。a la , : 汤, azo c r an￡。,

(A bb眼)
。

寄生部位: 成虫在肠管;囊坳在肌肉
、

鳃等部位
。

分布地区 : 福建福州
、

江苏太湖
。

2
.

纯近似牛首吸虫 Pa ra 6配eP h“肠p成5 aP her oi de ‘ sP
.

n ov
.

(图版 I
,

图 7一 10 )

本种腹口吸虫具吸盘状前吸器及卵巢排列在二侧对称排列的皋丸后方的特征和前皋

近似牛首吸虫相同
。

但它体形呈两端略尖的圆形
,

翠丸和卵巢的位置在身体的中部
,

卵黄腺

在前端吸盘后半部的两侧
、

劳氏管粗而弯曲和虫卵较小等特征不同于前皋近似牛首吸虫
。

因此 19 63 年我们在全国寄生虫专业会议上为它定名为纯近似牛首吸虫 Pa 。如ccP ka lo脑
护加r厉de ,

本虫种的测量数字如次: 体长 1
.

2 94 一2
.

550 毫米 ;体宽 0
.

89 4一2 152 毫米
。

前

端吸盘 0
.

4 0 0一0 704 x 0
.

38 1一0
.

65 4 毫米
。

咽 0
.

1 2 4一0
.

2咚5 x 0
.

13 3一0
.

2 4 8毫米
。

肠管

0
.

3 4 3一 0
.

6 6 6 x 0
.

1 7 1一 0
.

, 5 2 毫米
。

左皋丸 0
.

2 2 8一0
.

4 19 x 0
.

1 9 0一0
.

3 4 5 毫米
,

右辜丸

0
·

2 2 8一 o
·

4 0 0 X O
·

2 0 9一 0
.

3 2 4 毫米
。

生殖囊 。
.

3 1 7一 0
.

6 0 9 x 0
.

0 9 5一 0
甲

1 7 2毫米
。

卵巢
0

.

20 9一 0
.

3 6 2 x 0
.

17 1一0
.

30 5 毫米 ; 输卵管长 0
.

1 5 1一 0 2 0 6 毫米: 劳氏管长 0
.

2 1 5一 0
.

3 3 1

毫米
。

卵黄腺丛粒每米 13 一扮 粒
,

每粒大 0. 0 5 7一0
.

1 14 x 0. 038 一 0. 1 14 毫米
。

成熟虫

卵 o刀3 7一 0
·

0 4 5 X 0
.

01 7一 0
.

02 2 毫米
,

卵内含有具纤毛棒的毛拗
。

终末宿主 : 弓斑圆纯 砂石。f
o do o

ccl za , u ,

(o
sbec k)

。

寄生部位: 肠管
。

发现地点 : 福州
。

本虫种正模标本 2 条
、

副模标本 5 条
。

3
.

味鱼伪似牛首吸虫Ps e o d 6‘。。印ha l叩成, g a ny 。成*
sP

.

~
.

(图版 l, 图 11 一1 3)

本种吸虫的前吸器吸盘状
,

卵巢在两皋丸之间的特点和纯伪似牛首吸虫乃绍do 加ceP 汤
-

alo声i“户人
er

耐es L o n g et L ee ,
1 96斗相同

。

但福建标本很小
,

体形不呈卵圆而是长圆筒形
。

前端吸盘上不具
“

U’
,

形唇
。

卵黄腺不在体前端两侧而是在肠管和咽的两侧
。

两翠丸不是

斜列而是前后排列在体中部以及生殖囊在身体上的比例较长
,

虫卵较小等特征和纯伪似

牛首吸虫差异悬殊
。

我们拟定名为撼鱼伪似牛首吸虫 Ps o dob
“

ccP ha lap 廊 ga 叮“‘ sP
.

no v.

本虫种的测量数字如次: 体长 0. 935 一 0. 9 4 4 毫米
,

体宽 0. 30 6一0. 43 7 毫米
。

前端吸盘

0
.

1 53一。
.

1 6 3 x 0
.

18 7 毫米
。

咽 0
.

0 51一 0
.

0 8 1 X 0
.

0 5 1一 0 0 8 1 毫米
,

肠管 0
.

1 3 6一o
.

1 7l x

0 0 6 8一o
,

0 8 6 毫米
。

前攀丸 0
.

1 0 2一 0
.

1 3 7 X o
.

0 8 5一0
.

1 03 毫米
,

后辜丸 0
.

1 0 2一0
.

1 29 义

。
.

0 8 5一 0
.

0 9 9 毫米
。

生殖囊 0
.

2 5 7一 0
.

3 74 x 0
.

0 ; 6一 0
.

06 8 毫米
。

卵巢 0
.

10 2一0
.

1 1 6 x

0
.

0 65一。
.

1 0 7 毫米
。

具劳氏管
,

无受精囊
。

成熟虫卵 0
.

0 4 0一0
.

0 4 5 x 0
.

0一s一 0
.

0 2 2 毫米
,

内含具纤毛棒的毛拗
。

* 本新种系依据宿主绷鱼的名称而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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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璋 : 福建腹口吸虫种类及生活史的研究

终末宿主
: 鳝鱼 EIO户人琳” 乡am bu sa

(R i
cho rd so n

)
。

寄生部位 : 肠管
。

发现地点 : 福州
。

本虫种正模标本 1 条
,

副模 2 条
。

4
.

吴氏似牛首吸虫 B u e印石a loP
s泛s 叨讨 肠

n g e t l漓e ,

1964 (图版 11
,

图 l)

本种吸虫在福州闽江的够鱼肠管中时常能找到
。

5
.

巴沙甚似牛首吸虫 B ,
。p ha lo p示 石

~
r砂成 压了爪

氏。 , 1930 (图版11
,

图 3一5)

本种吸虫为国内新纪录
。

终末宿主: 瓦氏黄颗鱼 P,己“d o乡a gru , , ac人以l兹 (R i
eh

.

)
。

寄生部位: 肠管
。

分布地区 : 福州
、

苏联
。

6
.

福州道弗吸虫Do l口公a 亡re m a fo oc ho 口e

耐
。 T a n g e t T a o g

,

1963 (图版 Iv
,

图1)

终末宿主 : 胡子鳃 c la“a‘
f
“二 u ,

(L
ace ped

e

)
。

第一中lb1 宿主: 淡水壳菜 L‘。 , o介r o a la c o s , r矛, (v
.

M a r ten 、

)
。

第二中间宿主: 大弹涂鱼 Bal君。户t人al, u s c人‘, e , 万, (o
sbe ek)

,

吻鲤虎鱼 R 人￡。o卯b￡“,

户
r‘n 。,

(R
ut ter) 及卿鱼 Ca r a , , ￡u , a u ra , u ,

(L
.

)
。

寄生部位: 成虫在胡子鳃的肠管中
。

囊蜘在大弹涂鱼的肠系膜及卿鱼和吻鲤虎鱼的

鳃
、

肌肉中
。

发现地点: 福州
。

本虫种正模标本 1 条
,

副模标本 3 条
。

7
.

范尼道弗吸虫 0
0
左汽. ‘t, 。a o a ”只y i (T

se n‘
,

1930) (图版 11
,

图 2 )

在福州的翘嘴缎 sl’厉钾“ 动“at ‘(Ba sil .) 的肠管中经常能找到数目众多的本种吸虫
。

8
.

嫉假扇盘吸虫 凡已u do rh 加亡成沁。妙le e

lon 犯hthy :
Lo

n g et Lee
,

19“ (图版

11
,

图 1 0一 1 2)

本种吸虫是福州鳝鱼肠道中常见的虫种
。

福建标本在活的时候
,

能清楚地见到约0
.

2 1

毫米长的劳氏管和呈灰褐色的受精囊子宫
。

虫卵 0. 039 一0. 0灯 x 0. 02 2一。
.

02 6 毫米
。

9
.

冠状扇盘吸虫 R hiPi do c o 勺le eor o n a 亡。m 印
.

nov
.

(图版 11
,

图 6一 9)

体皇长圆筒形
、

体表披有窄长三角形小棘
,

体长 1 0 7 ,一 1
.

9”毫米
,

体宽 0. 3 2 4一。
,

” 3

毫米
。

前吸器基部具向腹面开口的大凹陷
、

顶部是一块瓜叶状
,
0

.

172一 0. 2巧 x 0. 262一

0. 3 2 3 毫米大的角质片
,

在它前缘和两侧具五个对称排列的有肋婿的角状突起
。

后缘有

二个对称的半圆形瓣
。 口孔在体中横线前方 ;咽 氏0 9 0一0

.

129 x 0
.

的。一。
.

129 毫米 ;食道

长 。
,

0 4 3一 0
.

0 6 4 毫米:肠管囊状向后伸
,
0

.

1 3 8一 0
.

2 9 2 火 0 1 2 9一0
.

20 6 毫米
。

辜丸圆形或

椭圆形
,

略斜地或前后地排列在肠管的后方
,

前辜丸 0.1 3 8一0
.

2 02 x 0
.

116 一0
.

1“ 毫米 ;

后攀丸 0
.

15 1一0
.

19性 x 0
.

1 12一 0
.

172 毫米
。

生殖囊0
.

3斗8一 0 斗73 x 0
.

0 7 3一0
.

10 8 毫米
,

纵

竖在休后方 1 / 4 部分中央 ; 生殖腔心脏形
,
。

.

146 一0. 21 5 x 0
.

129 一。
,

1 85 毫米
,

开口在次

末端腹面
。

卵巢圆形
,

。
.

116 一0
.

1 , 5 x 0. 08 6一0
.

1巧 毫米
,

位于前翠丸的斜前方
、

在肠管

的旁边
,

或和前翠丸并列在肠管的后方
。

具劳氏管
、

无受精囊
。

卵黄腺在身体中段的两

侧
,

每束有 8一 21 个丛粒
。

子宫圈达到前吸器后缘
。

虫卵椭圆形
,

有卵盖
,

。
.

039 一。
.

o4 7 x

0
·

0 2 6一0
,

0 3 6 毫米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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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人绝fd o co : , l: D ie、in g
,

1 8 58 属中
,

迄今报道的虫种有 26 种
,

其中在前吸器上有角

质片结构的有 1 4 种
,

但只有 R方
.

‘lle , s e

(Z i
eg le r

,
1 8 8 3) v e

j
n o r ,

19 56 及 R 五
.

; 。户护a
万lza , a

Kr
o lj

,

19 3斗二种的角质片和福州标本有点相似
。

前者的角质片无峪肋
、

边缘突起钝圆; 肠

囊在咽前向后弯折
。

卵黄腺在咽和肠囊的前方
。

后者虫体较小
,

肠囊从咽向体前方伸直
,

卵黄腺在咽前方等特征均和福州标本不同
。

因此我们于19 6 3年在全国寄生虫专业会议上

为它定名为冠状扇盘吸虫 R 石‘万J
o e。 , , z。 : 。, 。。a t“ , : p

.

n o v
.

终末宿主 : 妒鱼 L 。‘co la b,、x , aP0 n

加
,

(C
uv

.

o t Va 卜)
,

胡子给 cl ari o f
。了c“,

(L
o eeP司e

)

和华毓 Sa r c o c无时l‘c 内幼夕: “n en ;￡: (D ybo w sk i)
。

第二中间宿主: 大弹涂鱼 B olc叻人t人
al州“, c人苦n。。‘;

(O
sbeek) 和吻鲤虎鱼 R hio o go 云fu ,

g‘: rin 。;

(R
u t te r)

。

寄生部位: 成虫寄生在妒鱼的肠管中
,

囊拗寄生在弹涂鱼的鳃和皮下肌肉中
。

在人

工感染试验 53 夭的金鱼的皮下肌肉中得到一条本虫种的提早发育的虫体
。

发现地点: 福州
。

本虫种正模标本 6 条
,

副模标本 10 条
。

H
.

两种腹口吸虫的生活史

1
.

前皋近似牛首吸虫的生活史 (图版 111 )

虫卵和毛坳: 虫卵正椭圆形
,

0 04 3一住05 2 x 。
‘

02 2一0
.

03 0 毫米
,

淡黄色
,

具卵盖
。

成熟虫卵内含有一个发育完整的毛拗
。

毛拗的顶端朝向有卵盖的一端
。

毛拗不活泼
,

从卵

中轻轻压出后在水中游走 1一 2 圈后就停止不动
。

毛勤的身体由一个球状的头部 (。
.

01 2

汉 0
.

01 0 毫米大)和椭圆形的体部(。
.

02 5 又 0
.

01 5 毫米)组成
。

头部的顶端中央有一条小

而细长似锥刺状的构造
。

体部上有四条纤毛棒
,

背腹各两条从体部和头部交界处开始有

规则从左向右斜地向体后端伸展
。

纤毛棒的中央有一条细而透明的中轴
,

纤细的纤毛着

生在这条中轴的两旁
,

在轴的末端着生一丛长约 0. 025 毫米马尾状的纤毛束
。

子胞蝴: 乳白色
、

分支条状的子胞勤成堆地布满淡水壳菜的整个内脏和外套膜巾
。

成熟子胞坳长 2. 48 一 4
.

95 毫米
,

宽0. 肠 7一 0
.

29 毫米 ; 胞蜘体内充满许多大小胚球和发育

程度不一致的尾黝
。

尾拗: 身体分成体部和尾部
。

体部圆筒状
,

前端稍尖
。

长0. 22 8一。
.

3 78 毫米
,

宽 。
.

06 9一

0
.

112 毫米
。

体表披有横纹排列的小棘
,

从前端向体后方逐渐稀疏
。

体部前端有一个向

顶端开口的椭圆形头器
,

内有 9一 10 个穿刺腺细胞
,

在它膨大的基部内含有一圆形胞核
,

细胞质中散布有细小颗粒样的物质
,

细胞的上半部细窄
,

通到头器顶端的凹口上
。

口孔在

体距后端 2 / 5 处的腹面中央
。

咽 0 0 2 6一o
.

o3 4 x o
.

o2 3一 0
.

0 3 2 毫米
。

肠囊 0
.

0 6 5一 o
.

oss x

0. 0 4 6一0. 06 4 毫米
,

在咽的背前方向后弯折
,

底部和咽在同一的水平线上
。

排泄囊弯曲棒

状
,
0. 08 2一0. 1 03 X 0

.

02 6一 0
.

03 斗毫米
,

在体部后端 1/ 3 部分的中央; 囊的基部由一细管

从体部末端中央通人到尾部中
。

在排泄囊的中部或囊前 2 /5 处两侧各引出一条收集管
,

它们在咽的两旁各分成前后两支
,

各支分出三小支
、

每小支又分成二微细小管
。

焰细胞公

式是2[ (2 十 2 + 2) + (2 十 2 + 2)〕~ 24
。

在体部靠表面部分散布有许多成囊细胞
。

尾坳的尾部由一个粗短的尾基部和二条可以伸缩自如的尾索构成
。

尾基部 0
.

0 6 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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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
.

116 x 0. 052 一 0
.

。先毫米
,

顶端连着体部末端
,

后 2 / 3 部分分开成二厚瓣
、

瓣的四周边缘

较厚
,

中央较薄而透明
。

从体部后面通人尾部的排泄细管在尾基部前方1/ 3 处分成左右

二条茄子状的小管
,

管的末端在尾基部和体部相连处的两侧向外开口
。

尾索二条着生在

尾基部二分瓣的末端
,

着生点像关节
,

尾索可以从那里脱落
。

尾索上有许多横皱纹和一些

圆形细胞
。

尾索长短变化很大
,

收缩时长 住409 一。645 毫米
,

宽。
.

眨 2一0 03 0毫米
,

伸长

时变成极细的长鞭状细索
。

尾蜘在水中游动时常体部朝下
,

二尾索缩短向二侧下垂
,

整个

尾拗就像有二角的牛头
。

囊蜘和后期尾坳 :尾蜘在水中遇到鱼类
,

用它伸长的细索状的尾索缠绕住鱼体的鳞片

和鳍条
,

并钻进皮下及肌肉巾形成囊蝴
。

人工感染的金鱼
,

39 小时后可从它的鳃弓
、

鳍条

以及肌肉中找到披有薄膜的尾蜘体部
。

,一1 。天找到的囊勤 0
.

3 4一 0
.

50 X 0. 20 一 0
.

2 9 毫

米
,

囊壁很薄
。

36 一” 天的囊蜘 0. 30 5一0. 4” x 0
.

20 9一0. 4” 毫米
,

囊壁稍有增厚一些
。

这期间囊内的后期尾拗呈长圆筒状
,
0. 4的一氏 4 9 9 x 0

.

1 2 , 一0
.

1%毫米 ;前端吸盘。
.

此6一

0
.

10 8 又 0
.

0 8 2一 0
.

1 0 5 毫米
,

位于次顶端 : 咽 0
.

0斗7一0
.

0 5 2 x 0
.

0 4 2一0
.

0 4 7 毫米
,

位于休

中横线后方或体后端 223 处
。

肠管 0. 06 5一0
.

11 2 X 0
.

0 86一0
.

108 毫米
,

位于咽的背前方
、

底部和咽在同一水平上
。

此时虫体中已有果丸和卵巢出现
,

辜丸二个
,

0, 叫3一 0
·

086 X

。
.

叭7一 0. 0 60 毫米
,

卵巢 0 03 0一。
.

0 52 x 0. 02 6一。
.

04 3 毫米
。

开始时皋丸二个对称地或

稍稍倾斜地出现在肠管后方
,

逐渐地它们向体前方移动
,

50 天的后期尾勤
,

二翠丸对称地

排在肠管前方两侧
。

卵巢位于右辜丸之后
,

当辜丸向前方移动时
,

它亦紧随着向前移动
。

生殖囊 0
.

14 2一0. 17 2 x 0
.

022 一0. 0 4 3 毫米
,

内部的贮精囊和前列腺部分的结构已能区分
。

生殖腔倒圆锥
,
。

.

“5一 0. 0 86 x 氏05 2一0. 0” 毫米
。

排泄囊弯曲的长管状
,

末端达到前端

吸盘的后方
,

囊中充满许多排泄颗粒
。

囊坳中有的只有一个后期尾坳
,

有的有 3一4 个后

期尾蝴
,

这样的囊勤最大达0
.

5 51 x 0. 4 90 毫米
。

童虫及成虫: 用含有成熟囊坳的金鱼人工感染胡子给
,

3一3 3 天中均从胡子鳃肠管

中找到活泼的童虫
,

它的形态和体内结构都和囊拗中提早发育的后期尾拗相似
。

可能胡

子
一

鳃不是此种吸虫适宜的终末宿主
,

虫体一直停留童虫状态
。

虫体大 0. 5 9 7一 0. % S X

。
.

1 8 1一0
.

34 8毫米
,

较成熟的虫体形态和器官结构和从鳞鱼肠管中找到的前皋近似牛首吸

虫的童虫一致
。

它们体内器官测量数字如次 : 前端吸盘 0
.

10 8一 0
.

14 6 X 0. 0 5 2一 0. 06 , 毫

米
。

咽 。乃 52一0
.

0 6 5 x 0
.

0 52一 0
.

0 6 5 毫米
,

食道长 0
.

0 4 3一0
.

0 4 7 毫米
,

肠囊 0
.

05 6一 0
.

14 2 火

0
.

0 6 5一0
.

22 。毫米
。

两皋丸 0
.

05 6一0
.

1 4 2 x 0
.

0 65一 0
.

1 12毫米
。

生殖囊 0
.

2 15一 o
.

3 os x

。
,

。3 9一0 0 56 毫米
,

生殖腔 0
.

2 2 5一o
.

3 o l x o
.

os6 毫米
。

卵巢。乃6 0一。一0 5 火 0
.

0牛3一。
,

0 9 9

毫米
。

输卵管
、

劳氏管
、

卵黄腺丛粒及子宫圈等均已明显出现
。

在鳝鱼和白绦肠道中天然感

染的成虫
,

其发育程度不一致
,

最成熟的标本体长达 1
.

92 3 毫米
,

体宽 1
.

10 4 毫米
。

前端吸

盘 。一9 0一 0 3斗3 x 0
.

2 斗8一0
.

斗3 8毫米
。

咽0 0 9 5一0
.

12 5 x 0 0 9 5一0
.

1 2 9毫米 ;食道长0
.

0 6 5

毫米 ;肠囊。
.

18,1 一0. 3 0 5 式 庄1仍一 0
.

286 毫米
。

两翠丸紧靠在前端吸盘后半部两侧
,
0. 1 29一

0
.

3 6 6 x 0
.

1 24一0
.

3 0 1 毫米
。

生殖囊 0
.

3 8 1一0
.

7 53 x 0
.

2一斗一0
.

2 2 9 毫米
。

卵巢 0
.

1 3 3一

0
.

3 10 x 0
.

1 33 一0. 29 2 毫米;输卵管长 0. 2 毫米; 劳氏管长 0. 3 毫米
。

夕口黄腺丛粒两束
,

各

1 4一2 0 粒
。

虫体中所有空隙充满子官圈
,

虫卵 0
.

0 呜3一o
.

osz K o
.

o 2 2一0
.

03。毫米
。

2
.

福州道弗吸虫的生活史 (图版 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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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胞蜘: 此种子胞拗也是生长在淡水壳菜的内脏和外套膜上
,

但它们比前翠近似牛

首吸虫的子胞拗细窄
,

呈玻璃样的透明白色
,

每条上有 5一6 条长短不一的枝条
,

每支又有

2一3 个小分枝
。

全长 0. 76一4. 14 毫米
,

宽0. 08 3一0
.

167 毫米
。

体中含有大小胚球和发育

各期的尾勤
。

成熟尾拗常集中在某一段上
,

使这段宽度可达 0
.

38 9 毫米
。

在尾勤胚体发

育到 0
.

108 X 住0 78 毫米大时
,

其体中就已出现头器和其中的穿刺腺细胞
。

尾勤胚体再增

大后其体后端出现尾球
,

尾球逐渐发育分成具二叉的尾部
,

而后有尾基部和尾索的分化
。

尾坳: 成熟尾勤十分活泼
,

体部仪200 一。
.

2 71 x 0. 0 67一。
.

10 8 毫米
。

它和前攀近似

牛首吸虫尾拗的区别在于 : 咽 0. 0 2 0一0 .0 28 x 0
.

02 8一。
.

03 0 毫米
,

在体后端 1/ 3 处
。

肠

囊 0
.

0 54一o
.

0 5 8 X 0
.

0 2 6一 0
.

0 3 8 毫米
,

在咽前方
。

排泄囊三角形
, 0

.

0斗0一 0
.

04 6 x 0
.

0 2 8一

0. 03 0 毫米
。

体表成囊细胞数目很多
。

尾基部 0. 0 64 一。
.

0 86 x 0, 03 6一 0. 。拓毫米
,

在它后

方 3 / 4 部份分成二个略呈椭圆形或圆筒形的厚瓣
。

其他结构及活动习性和前翠近似牛首

吸虫尾拗相似
。

囊蜘和后期尾坳: 在室温 15 一 17 ℃ 下
,

从人工感染 4 6一52 天的金鱼体中获得椭圆

形囊蝴
,
0

.

343 一0
.

420 x 0
.

312 一0
.

398 毫米
,

囊壁很薄
。

囊中的后期尾拗圆筒形
,
0

.

571 一

0
.

9一6 x 0
.

1 5 2一0
.

2 6 2 毫米
。

前吸器倒圆锥形
,

0
.

0 8 6一0
.

17 6 米 0
.

0 77一0
.

1 2 0 毫米 : 上饰

有三排棘圈
,

每圈有瓜子状的棘 34 条
,

大小相似
。

咽 0. 04 3一0. 0 65 x 0
.

0 5 6一0. 06 5 毫米
,

肠囊 0
.

1 7 1一 0
.

2 55 火 0
.

1 0 3一 0
.

16 3 毫米
。

皋丸 0
.

06 5一0 077 x o
.

06 5一0
.

0 77 毫米
。

生殖囊

0. 1 74 X 0. 06 1 毫米
。

卵巢。
·

03 斗 火 0. 0 34 毫米
。

排泄囊呈膨大的管状
,

末端达到咽的前

方
,

此后期尾蜘的各器官结构与天然感染的本虫种的成虫和提早发育的虫体完全一致
。

成虫
:

在福州不仅从胡子给的肠道中找到本虫种的成虫
,

并且常常在大弹涂鱼
、

吻暇

虎鱼以及螂鱼的肌肉和鳃上找到此吸虫囊拗中的提早发育成虫
。

它们身体下半部膨大
,

自

中横线向前方逐渐缩小
,

前端尖细
。

体上披。
.

0 0 4 8一 0. 0 06 7 毫米长
,

0
.

0 02 4 毫米宽的小棘
。

前吸器比较小
,
0

.

0 77一 0一3 3 x o o6 s一。
.

0 9 9 毫米
,

上有三排棘圈
,

每圈的棘 3 4一 3 6 条
,

三

排棘的大小相近
,

第一排。0 0 5 5一0
.

0 0 7 2 x 0
.

0 0 2 9一 0
.

0 0 3 8毫米 ; 第二排 0
.

0 0 67一 0
.

0 0 7 9

x o
.

oo3 z一0
.

0 0 4 3 毫米 ; 第三排 0 0061一0
.

0 07 6 x 0
.

002 8一0
.

0 043 毫米
。

咽的位置在距

体后端 1 / 3一1 / 4 处 ;肠囊膨大
,

0
.

31 0一0. 4 60 x 0
.

1 85 一0
.

2 75 毫米
。

卵黄腺丛粒围绕在肠

囊的二侧和前缘
。

卵巢圆形
,
o刃 5 2一。

,

1 1 6 x o刀 3 4一。一57 毫米
。

前攀丸 o
,

0 8 6一 0
.

1 87 X

0
.

0 60一 0
.

1 9 3 毫米: 后翠丸 。
.

0 73一0
.

17 2 x 0
.

0 8 6一0
.

2 2 8 毫米
。

虫卵0
.

0 3斗一0
.

03 9 x

0. 01 6一0
.

0 24 毫米
。

无论是成虫或提早发育成虫
,

其在体形
、

体棘大小
,

前吸器大小与其上

方的棘圈中棘条数目
、

大小以及咽的位置
、

卵黄腺分布状况
、

虫卵大小均和范尼道弗吸虫

的成虫和提早发育成虫均不同
。

我们所研究的两种腹口吸虫的发育期形态
,

与其他已知种类比较
,

在重要的各点上是

相同的
。

但因虫种的不同在某些细微结构上有所差异
。

如尾拗的排泄系统
,

在前翠近似牛

首吸虫的排泄囊和收集管的构造及两侧小收集管各有 6 个分支
,

这与其他已知的尾拗相

同
。

但本种尾坳每个分支只具两个焰细胞
,

总数 24 是已知腹口类尾勤中最少的焰细胞数
。

琳栖刁
。c。‘, z。 、户, a

对luta
,

cer
c。‘。 ,‘o‘

,
c

.

a

李 及 c
.

ba , i 的尾拗
,

每一分支均有三个

焰细胞
,

总数均为 3 6 个
。

M atthew 。

(1 9 7 3)报道 p r o , o r人夕。c人“, cr u石乡u l“, 尾拗的收集管

每侧 6 个分支
,

焰细胞总数虽是 3 6 个
。

但是
,

其焰细胞在每一分支上的数目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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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三个分支上的焰细胞分别为 3
、
2
、
4 个

,

后面三个分支上焰细胞都是 3 个
。

我们观察

前翠近似牛首吸虫的毛蜘及纯近似牛首吸虫的毛拗(图版 I
,

图 5
、

9; 图版 111
,

图l)
,

它

们都只具有四条纤毛棒
。

以往学者所报道的毛蜘的纤毛棒多是 6 条
。

我们从福建几种腹

口吸虫的卵子观察
,

可以看出因虫种不同
,

卵中毛勤的形态
、

纤毛棒形状
、

大小及数目均有

差异
。

三
、

讨 论

腹口类吸虫的贝类宿主主要是海产及淡水瓣鳃类 (见附表)
,

它们能损害贝类宿主的

生殖腺
,

影响其性细胞的成熟
。

同时由于子胞勤和尾坳大量在贝类的内脏
、

外套膜等柔软

结缔组织中大量繁殖
,

吸取养料
,

使被寄生的贝类生长发育均受阻碍
,

严重的引起死亡
。

因此这一类很少被人注意的吸虫是具有一定的经济重要性
,

它们不仅是贝类养殖的严重

敌害
,

对鱼类养殖也能造成一定的损害
。

Li s t山
,

Pe te rs 0 St ern (19 6 0) 曾叙述前吻类某

种吸虫 (Pr “0r 无y二加 , sP
.

)的尾拗大量侵人鱼体
,

形成囊蝴
,

使鱼肉不适于食用
,

对于太平

洋养鱼业能产生严重的经济损失
。

沁tth ew 。 (1 9 73 )报道 尸
.

。“汀撇lu m 对于经济鱼类

有害
。

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海产瓣鳃类贝类养殖事业和鱼业生产
,

如何进一步了解本类吸虫

的危害情况及控制的方法亦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

腹口类吸虫由于它们特殊的形态构造
,

关于它们的系统发生和分类位置问题屡经前

此学者讨论 (v on Siebold
,

18 4 8 ; Od hn er ,
1 9 05 ; Sin itz in

,
1 9 0 9 : L a R u e ,

2 9 2 6 ; S恤ko rd
,

1 9 6 3 等)
。 si ni tz in (19 0 9)认为腹口类吸虫是由前口类吸虫演化而来

,

腹部的口孔和咽是

腹吸盘的变态
,

而原来的口吸盘和肠管却被认为是退化了
,

成为前端的吸具
。

我们在二种

腹口吸虫的尾勤胚体发育的观察中没有看出在体前方有口部或肠管遗留的痕迹
。

同时一

开始就有器官的分化
,

口
、

咽和袋状的肠管就出现在身体的中部
。

在吸虫纲中至今还没有

获得一种介于腹口类和前口类之间的中间形式种类
。

我们同意 o dhne r

的看法
,

认为口

孔
、

咽和肠管在体中央位置是从涡虫祖先遗留下来的特征
,

它不是由于器官的退化或位置

移易
。

这种体型在涡虫类中代表着无脊推动物类群中从辐射对称演发为左右对称的过渡

形式
。

腹口类吸虫虽有在休中部的口
,

但在体前部却有较粗大的脑神经节和联合神经的

神经中枢
,

它已有左右对称的体型了
。

我们设想原始的复殖类(Pr od ig en ea )可能已经具备

前口和腹口的区分
。

L。 彻
。

(192 6
,

1 9 57)
,

Skri
ab玩 (1 9 63)把腹口类吸虫隶属于鸦形目 (St

ri罗。to 王d e :

)主

要是依据这一类尾勤被认为属于又尾尾坳类(fur
coc erc ou s ce rc ar 抽日

。

我们在本项研究中
,

通过各发育期形态观察
,

我们认为腹口类吸虫的尾坳与裂休
、

旋辜
、

血居
、

鹃形
、

弯口及杯

叶等科叉尾尾拗比较
,

明显地无任何共同点
。

腹口吸虫尾勤的尾部由尾索与尾基部组成
,

尾索具有异常的伸缩能力
,

在两种状态之同
,

其长度相差可达十几倍(图版 IV
,

图”)
。

这

根本上不同于叉尾尾勤的尾干和尾叉
。

腹口吸虫尾拗的排泄系统
,

特别是排泄囊的构造

与叉尾尾蝴也大不相同
。

在尾基部排泄管分支翘向基部两旁前方开口的形态尤为独特
。

腹口类吸虫胞蜘壁上分散着单一的焰细胞
,

接于含有颗粒的管状囊体
,

各自开口于胞蜘腔

内
。

这样的排泄管有别于前口 目无性繁殖期的焰细胞体系
。

M at the w , (1 9 7 3) 认为分散

的焰细胞比复式的排泄管系统更能适应于繁复分枝的胞勤体
。

我们还以为分散的焰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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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十种 腹 口 吸 虫的生 活 史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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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及排泄管可能是吸虫类中排泄系统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形式
,

直至现今未曾在前口类吸

虫中发现
。

腹口类吸虫成虫的生殖囊在外表上看似与鹦形科的阴茎囊相似
,

但实际的构

造却是大不相同
。

腹口类吸虫的毛勤亦有其独特的构造
,

具有长着丛毛的纤毛棒
。

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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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内无焰细胞
。

这些特征与前口类吸虫的毛拗均不相同
,

与航尾科毛蝴具短棘的刺板

(bri stl e

Pla te) 也不一样
。

总之
,

从比较形态学的论料来看
,

把牛首吸虫科归于鹦形目或总

科之下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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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育史密切相连的为中间宿主问题
,

所有腹口吸虫类的贝类宿主多数为丝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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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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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主要寄生于腹足类
,

只

少数种类也能寄生于瓣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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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口类吸虫的终末宿主为鱼类(据作者所知有两个例外
,

一

个在大貌鱼
,

一个在蝮蛇)
,

它们还未建立与更高级的脊推动物有寄生的关系
。

这些论料

充分地说明腹口类吸虫和盾盘类吸虫一样在演化历史上是较为古老的一类吸虫
,

并能说

明吸虫纲和它们宿主平行演化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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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璋: 福建腹口吸虫种类及生活史的研究 图版 I

图 版 I

1
.

前攀近似牛首吸虫高度成熟的成虫(背面向上)
。 2

.

前攀近似牛首吸虫成虫(腹面向上)
。

3
.

前皋近似牛首吸虫的生殖囊
、
子官的来端和生殖腔的关系

。

4
.

前辜近似牛首吸虫的卵巢及其附近器官
。

5
.

前翠近似牛首吸虫的毛拗
。

6
.

前雄近似牛首吸虫的虫卵
。

7
.

纯近似牛首吸虫成虫(腹面向上)
。

8
.

鱿近似牛首吸虫的虫卵
。 9

.

纯近似牛首吸虫的毛蜘
。

10
.

纯近似牛首吸虫卵模部分
。

11
.

蟋鱼伪似牛首吸虫成虫
。

摇
.

蟋鱼伪似牛首吸曳的卯巢及其附近器官
。

”
,

螺鱼伪似牛首吸虫的虫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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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璋: 福建腹口吸虫种类及生活史的研究 图 版 n

困 版 U

1
.

吴氏似牛首吸虫成虫
。 2

.

范尼道弗吸虫成虫
。

3
.

巴沙基似牛首吸虫成虫
。 4

.

巴沙基似牛首吸虫的虫卵
。

5
.

巴沙基似牛首吸虫的卵巢及其附近器官
。

石
.

冠状扇盘吸虫成虫
。

7
.

冠伏扇盘吸虫成虫的前端
。 8

.

冠伏扇盘吸虫的虫 ;凡

,
.

冠状扇盘吸虫的提早发育的标本
。

10
.

幼权扇盘吸虫成虫
。

11
.

娜假扇盘吸虫的卵巢
、

皋丸及其有关器官
。

U
.

的吸扇盘吸虫的虫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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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璋: 福建腹口吸虫种类及生活史的研究 图 版 111

图限 U I 苗. 近似牛, 吸曳的发育期

1
.

毛拗
。 2

.

尾拗
.

4
.

子胞勒
。 5

.

天然感染的童虫
。

7
.

9 夭的菠蜘
。 8

.

杜 天的或勤
。

加
·

人工感染的均 天童虫
。

3
.

子胞勤
。

石
.

39 小时的后期尾拗
。

,
.

盯 天的班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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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璋
: 福建腹口吸虫种类及生活史的研究 图版 IV

图版IV 福州道弗吸虫的发育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