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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环肠科吸虫种类及鸭嗜气管

吸虫的生活史研究
*

唐崇惕 唐 超**

(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一
、

前 言

环肠科 (c y
ol0 0 0 e lid o e K o sso ek

,
1 9 1 1) 吸虫是离类呼吸器官的寄生虫

。

家鸭常因鸭嗜

气管吸虫 T ,二 che o户人fl。, 卿m 西扩u s (D ie s
. ,

1850 ) sk ria bin
,

1 , 13 (通常称鸭气管环肠吸虫)

寄生而致营养不良
、

消瘦
、

甚至因虫体阻塞呼吸道发生窒息死亡
,

给家禽养殖带来一定的

损害
。

本类吸虫虽然是一个不大的吸虫类群
,

但由于成虫生殖腺的形态
、

排列位置的变异

幅度比较大
,

因此在属
、

种的名称上比较混乱
,

如鸭嗜气管吸虫虫种问题也长期未能肯定

(Ya m ag uti
,

197 1 等)
。

本类吸虫的生活史虽曾经一些蠕虫学者的研究
,

但各期形态的观

察十分简略
,

有的还有错误和遗漏
,

对虫体在贝类宿主体中的迁移途径
、

定居位置及童虫

在鸭体中的迁移途径等均缺准确的阐述
。

环肠科吸虫在国内各地常有报道
,

但关于生活史的资料尚付缺如
。 1 9 64 年冬天

,

我

们在福州检查 42 5 只水鸟
、

1 07 只家鸭和 14 只杂交鸭中有 46 只水鸟(计 14 种)
、
2 1 只家

鸭和 2 只杂交鸭中找到环肠类吸虫标本 193 条
。

经鉴定只有 7 个虫种分隶于 5 属
,

其中

3 种是国内新纪录
。

为了要了解鸭嗜气管吸虫在本省沿海一带流行情况
、

国内此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种类

以及病原虫种问题
,

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和人工感染试验
,

详细观察病原发育的全过程
。

现将我们工作结果简述于下
。

本项研究中所有成虫
、

幼虫及贝类宿主种类标本保存在厦

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

二
、

实验和调查结果

环肠科吸虫种类

1
,

多变环肠吸虫Cy
e

阮oe 加m m o ta 6i拒 (Z e d e r
,

1800 ) K o ssa ek
,

19 11 (图 z一9)

同物异名: C
.

(C
.

)
c aPellu , K han

,
1 9 3 5 : c

.

(C
.

) , a o
·

o r ch‘, H arrah
,

19 2 2 和 c
.

(p
.

)
; tr a苦g 人, u o Z K han

,

19 3 5。

宿主 : 林鹃 了rfng a

岁
are ola Lin n aeu s ,

17 8 5 ; 扇尾沙锥 Ca户eZI口 岁lli , 召
卯 g olzin ag o

(L二
aeus

,

27 , 8) ; 针尾沙锥 e a户clla s , e 。“,二 (B
o n叩 ar te ,

183 0); 臼腰构鹉 N “、亡, i“s a : g “ 。‘。

* 本项工作在唐仲璋教授指导下进行
,

并得到周述龙同志的帮助
,

谨此致谢
。

** 现在湖北医学院生物病原教研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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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f‘
】

, ‘a lf, Bre hm
,

18 3 1 ; 大沙锥 C 、

Pcl l4 , , , c g a ]: (Sw i
n ho e ,

1 86 1) ; 金鹤 C方, ‘卫d ,
·

￡。 , ‘o ,刀f厉改,

了
u了。。 : G rn elin

,
1 7 8 8 ; 燕鹤 ‘la ,、。la 。 叮l心: a ,二 m Fo r ster ,

1 7 0 5 ; 小构鹏 ‘“脚 e厉“了 否。, 。ali‘

, i, 。翔 , G o u ld
,
1 8 4 0 ; 彩鹏 R o , , r 4 , u la 乙路g人al。, 了‘: b : 。g乃ale , ,￡,

(Li
n n aeu s ,

1 7 , 8) : 绿翅鸭
A ”“

“
·

‘,
’

e c c a L in n “eu s ,
1 75 8

0

除前三种外
,

其余均系新的宿主纪录
。

寄生部位: 气囊和胸腔
。

本种吸虫标本共获得 107 条
。

虫体生殖腺排列位置变异幅度很大
,

如攀丸和卵巢的

排列方式有三角形(图 1
.

斗
.

9 )
,

一直线(图 2)
。

有的虫体的卵巢后移与右塞丸成同一水

平(图3)
。

卵黄腺在体两侧的分布
,

或几乎布满全部肠支
,

或仅在肠外缘上
,

亦有完全在肠

支的外侧
。

虽然如此
,

但虫体的形态
、

大小及体内器官结构完全一致
。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

差异只是本种吸虫个体形态的变异
,

不足以这些特征作为分种和分亚属的依据
。

2
.

小 D 环肠吸虫 Cy
elo e o elu m m iero s ro m o m (Cr e p lin

,

18 29 ) K o s, a ek
,

19 11

同物异名: C
,

(c ) 户
; e o d o , ￡c r。, , o , “, H o r: a h

,

19 2 2
。

宿主 : 白骨顶 尸u百c。 。
.

。r, 口 Lin n : eu s
.

寄居部位: 胸腔
。

仅获标本一条
,

将它和我们所保存的 c
.

产cu do , 衍。 to , 。、 标本进行比较
,

同意

6 b , x o o c邸。
一

n a。: , o氏Ka。 (19斗9 ) 的意见 e
.

P, eo do , 1’c r o“ o、“。 应是 c
.
o Zic r o , t。。u 。 的同

物异名
。

3
.

三角血食吸虫 Ha
em a t o t r印hua tri an g u la r o m (H arr a h

,

1 922 ) (图 11
,
2 5

,

1 6 )

同物异名: w a r成a 。“二 , r‘a o g : la r“、 (H
ar ra h

,

1 9 2 2 ) w it
. ,

19 2 3
.

宿主: 黑腹滨鹏 C ,

lid
; i了 al洲

, 召 , a

凌庵
ali, :

(v主
ei一lo t

,

2 51 6)

寄居部位: 气囊
。

仅获标本一条
,

为国内新纪录
。

我们的标本不同于 H o rr o h (1 9 2 2 )的标本在于阴茎囊

较长(0. 4“ X 。
,

l” 毫米)
,

底部达到肠分支之后
,

卵黄腺前方达到肠分支前缘
,

三角形排

泄囊前缘超过肠弓而达到后辜丸的后缘
。

华底属 (砂
ard子a , u。) 的独立性问题屡经各学者讨论 (B o x o oe Ka。

一

n a。: o BeK。, 1,

一9 4 9 ;

b之山K叩o日“,

1 9 , O ; Ma
Cko an d Fe ig e ,

1 , 60 ; Ya m o g u : ;
,

z夕7 1 等)
,

我们根据环肠吸虫生殖

腺排列常有变异的特点
,

同时我们的标本与 H
.

咬。 sac 衫 (w it
. ,

1 0 2 3 )很相似
。

因此我们

同意 M ac ko 和 Fe ige (1 96。)的意见
,

华底属是三角血食属的同物异名
。

4
.

束形连腺吸虫 乙甸三te llin
a a

de IPh
a (JO hn

ston
,

19 16) W it
.

,

1922 (图 12
,

13
,

14 )

同吻异名: U
.

声eo d o c o , , le口 W iten ber g
,
1 9 2 3 。

宿主金眶他 eh4 , aJ, ￡。, d好i“s c。; 。n ic u 了 G m e lin
,

1 , 88 扇尾沙锥 c a户。lla 9
.

g all云:
-

a宕。 (Li
n n a eu s ,

1 7 , 8) 乌脚滨鹏 c al ‘d ,
」

六 , 。 , , 分, c

左t’t’ (L
ei5 1er

,

2 8 12)
。

第一种是国内的宿

主新纪录
,

后二种为文献未记载过的新宿主纪录
。

寄居部位 : 胸腔
。

共获本吸虫标本刃 条
。

标本中既有 U
.

Pte 而oc 耐刃。 特征的虫休 (图 】3)
,

又有 百
.

妇“砂
。

特征的标本
,

同时尚有中间形态 (图 1 4)
。

此外卵巢位置及卵黄腺长度亦均会有

所变异
。

因此我们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同物异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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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卡氏连腺吸虫 乙甸亡te lli n a
ke d ya 也gu ti

,

19 33 (图 10夕

宿主: 金眶鹤 C人ar aJ血, d。厉u , : 。, o o ic u J G me lin
,

278 8
,

为宿主新纪录
。

寄居部位: 胸腔
。

本种吸虫为国内新纪录
,

共获标本 4 条
。

侧量结果和 Ya m 昭tlt i(1 9 3 3 )的标本略有不

同
。

我们的标本体长 7. 45 一8
.

25 毫米
,

体宽 1
.

3 2一 1
.

83 毫米
, 口孔 0

.

18 一
2 5 毫米

,

咽

o
,

2 1一0
.

25 x 0
.

29一。
.

2 5 毫米
,

肠管宽度占体宽的 55 务
,

前辜丸 0
.

3 3一。
.

5 5 x 0
.

2 9一0
.

50

毫米
,

后皋丸 0
.

3 1一。
.

45 x 0
.

36一0
.

6 6 毫米
,

卵巢 0
.

15一0
.

2 3 x 0
.

15一。
.

2 1 毫米
,

卵黄腺在

肠分叉处开始
,

沿肠支背内侧向后延仲
,

在肠弓上连合
,

虫卵0
.

0 7 2一0. 1 18 火 0. 0 51 一0. 0 78

毫米
。

6
.

马氏噬眼吸虫 OP h tha lm
o

, h叮。 m a g a肠a e Bi Tra va s so 。,

19 25(图15 )
:

宿主 : 家鸭 A o a , pl
a秒从yo c五。, d o 阴。 , l’c ‘ Bre sso n

为宿主新纪录
。

寄生部位: 鼻腔
。

本种吸虫为国内新纪录
,

仅获标本 1 条
。

测量结果和 T r 。、。5 50 ,

(1 9 2 5 )的标本亦略有

差异
。

福建标本大 12
.

9 5 x 3
.

9 7 毫米
,

前辜丸 0
.

4 52 x 0
.

3 4 6 毫米
,

后攀丸 0
.

4 2 1 x 0
.

4 3 6

毫米
,

乡p巢 0
.

4 8 2 x 0
.

39 2 毫米
,

虫卵 0
.

1斗s一0
.

2 52 x 0
.

06 8一0
.

0 7 5 毫米
。

7
.

鸭嗜气管吸虫介配heop 从俪 cy m 配aa (D ie s
.

,

185 0) Skrja b诚 1913 (图 19
,

20 )

同物异名
: T ra c入eoP6 打“s 万, o 留犷sk r

j
a bin

,

19 13
.

宿主
: 家鸭 月。a s Pl

a仃r方夕。c人0 3 d o。。‘苦c a Bri“so n

杂交鸭 (c
a‘rl’o a 0 0 , c人a , a (L

.

) X A o a , Pl
a ty r入夕, c入05 d o 二。dca )

寄生部位: 气管
、

支气管
、

鼻腔等处
。

在我们采集到的 47 条标本中
,

有卵黄腺在体后端会合的 T
.

即 , biu :

型和卵黄腺不

会合的 了
.

价
口

耐 型的虫体
,

Ya m ,
gu ti (1 971)仍然将它们列为独立的两个虫种

。

我们通

过人工感染试验结果
,

不仅它们生活史各期形态完全一致
,

同时从 T
.

cy 。如
, 型亲代能

产生 丁
.

,is0 耐 型的子代(见附表 3 )
,

由此证实它们实际上是同一虫种
,

只因卵黄腺后端

发育程度不同而引致些微的形态差异而已
。

三
、

鸭嗜气管吸虫病在福建沿海地区流行情况及

其病原生物学的研究

(一) 流 行 情 况

(l) 家鸭感染鸭嗜气管吸虫的情况

本种吸虫是世界性分布的虫种
,

国内许多地方都曾经报道
,

在福建沿海一带亦十分常

见
。

成虫寄生在患鸭的呼吸器宫以及童虫在鸭体中移行游走而误入肝脏等其他器官
,

由

于机械损伤和虫体分泌物的毒素刺激及虫体阻塞呼吸道等原因
,

使家鸭尤其幼鸭的健康

和发育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

我们无论在野外调查或人工感染雏鸭试验中
,

均见到感染严

重的病鸭表现出精神不振
、

羽毛不整齐及消瘦
、

生长发育迟缓等现象
。

福建省沿海地区家鸭受感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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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福 逮 沿 海 鸭嗜 气 管吸 虫 病流 行 悄 况

卫红1 兰二- }-兰些一兰一⋯竺⋯⋯堕二11壁生一
~

一i茎
一
‘邑一奎

.

{
~

卫尘兰竺-

福 州 市 交不 ⋯ 家 鸭 . , 。 只 ⋯
‘之

·

)一 3 0 % 仁
一

}二均 “U
·

之% 夕}
’一 7 条

福 ‘} 市 “工
}

杂 交 鸭
⋯

“ 只
}

’4
·

, %
⋯

‘一 7 条

仙 游 夕}‘ 区 } 家 甲落 }
‘了 只 {

,
·

5% !
’ 条

(2) 福建沿海一带鸭嗜气管吸虫病传播媒介的种类

在欧美等地鸭嗜气管吸虫的中间宿主是 万。11、o , a , ,‘。o zu打; 尸zan 。,舌i; : 。,
·

, e u :

及 尸
.

Pl
口。

, 腑 等螺种
,

在国内尚无有关资料
。

为了要了解我省本种吸三病的传侨媒介种类
,

我

们在放养鸭群地方检查了大量的各种淡水螺
,

最后只在肯氏圆扁螺 “,’PP’’刚行 。。。了B。
-

so n 围心腔巾找到环肠类吸虫的雷拗
、

尾勤和囊坳
。

用囊拗人工感染一只实验室饲养的雏

鸭
,

一个月后从其气管获得鸭嗜气管吸虫成虫 1 条
,

证实肯氏圆扁螺是我国本省鸭嗜气管

吸虫病的天然的传播媒介之一
,

其自然感染率在福州郊区是 。
.

5 9界一 0 85 多
,

在厦门集美

是 1
.

3 务
。

我们在实验室内进行生活史试验时
,

除肯氏圆扁螺外
,

还用本省亦有的半球隔扁螺

‘。g。。n , i, a 人‘
1

幼 i护人ae , 。 !: (B
en son ) 和凸旋螺 C夕,二“l“, r o 。。尸万“; c o l“, H u tt o n 进行人工感

染
。

结果此吸虫各幼虫期都能在这三种扁螺体中发育
,

一个月左右在它们的围心腔附近

组织中都能找到囊拗 (见表 2 )
。

用所获得的囊吻感染雏鸭都得到鸭嗜气管吸虫的童虫和

成虫(见表 斗)
。

由此证实这三种扁螺都能充作本种吸虫的中l’al 宿主
。

在本省沿海一带水

系中
,

由于肯氏圆扁螺擎生数量和密度大过其他两种扁螺
,

因此它在传播此吸虫病起着主

要的作用
,

应注意消灭这螺类来防止此吸虫病的传播
。

表 2 三种扁螺人工感染鸭嗜气管吸虫毛坳结果

么二
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带由于气候比较温暖

,

扁螺类在自然界中常年均可找到
,

尤其春季

以后有大量小螺出现
,

病鸡 f春
、

夏及秋季在水中散布的毛蜘随时都可感染幼螺或成螺
。



期 唐崇惕
、

唐超 : 福建环肠科吸虫种类及鸭嗜气管吸虫的生活史研究

我们于 1 9 7 4 年三月下旬在厦门集美所检查到的阳性扁螺就是当年生的新螺
,

从雷拗发

育程度及尚无囊勤产生的情况
,

可以估计此螺狮受感染的时间是在三月上旬
。
1 9 6 5 年和

1974 年二次夏季在福州约贝类检查中
,

多个阳性螺亦均无囊拗
,

表明它们都是于不久前

才感染的
。

鸭嗜气管吸虫幼虫期在贝类宿主体内发育时间只须 15 一 2。天就可成熟
,

童虫

在鸭体中发育到性成熟亦只须一个多月
。

因此在自然界一年中本吸虫生活史能在鸭子和

扁螺类之间多次地循环着
,

鸭子在这样环境中都有受感染的可能
。

(二 ) 鸭嗜气管吸虫的生活史

通过人工感染试验
,

详细观察 T
.

cy , 如
, 和 T

.

价口而 生活史全过程
,

如前所述
,

它

们的各发育期完全一样
,

而且从前者亲代能产生象后者的子代
,

证实它们是同一虫种
。

现

将各发育期列表简述于后(见表 3
、

劝
,

在附图中注明亲代来源
。

表 3 鸭啥气管吸虫各幼生期在贝类宿主体内发育情况

发发育各期期 所在部位位 发育时}旬旬 形 态 特 点 (测量以毫米计算)))

虫虫夕p(图 21 ))) 鸭 气 管管管 淡黄色
,

具卯盖
, 0

.

H 3一0
.

14 5 义0
.

0 87一0
.

088 : 卵内有一个具黑色眼点点
分分分泌物中中中 的毛拗拗

毛毛 勤勤 水 中中 活动能力力 体披纤毛
,

在前端领圈增厚处的纤毛较长而密
。

具头腺
、

神经团和一对焰焰
(((图22一25 ))))) 7一8lJ

、

时时 细胞
,

在体后 2/ 3 部分中有一个活跋能动的雷黝
,

雷肠体巾已有胚细胞和和
胚胚胚胚胚球

。

毛蜘纤毛板数目斗
,
6

, 8 , 2 共刃 块块

雷雷 黝黝 扁螺的柔软软 染 感 后后
赣寰绪霎摸劣詹拿奢禁青摸羹霆霏窦悬鬓霖袭梦矗豹鑫箭黯

:

霭霭
(((图2‘一42 ))) 组织 (或淋淋 1一5小时时

纵累瓮磷腾鹦贯挺瓷葫皆
2

卿
两侧 ;尾长。

.

1 , ,
,,

巴巴巴}司隙中)))))))

扁扁扁螺的围围 感 染 后后 雷勤到达围心控后逐渐成长
, 12一15 天发育成熟

,

有成熟尾拗从它前方方
心心心腔腔 5 小时一了5天天 的生产孔钻出

。

成熟雷拗体达 0
.

9 , O一2
.

3 6石丫0
.

331 一 0
.

呼斗6 {仍具有头头
领领领领领部份 :咽 0

.

0 78一0
.

095 x 0
.

0 54一 0
.

0 76 ; 肠管棕褐色
,

长囊状
, 0

.

, 51一一
111111111

.

9 50 X 0
.

194一0
.

2 33 : 运动足一对长 0
.

136一 0
.

252
,

基部宽 0
.

0夕7一一
000000000

.

2 0欢 尾部长0
.

27 2一0
.

602
。

扁螺受感染后 60 一7; 天
,

仍然可以从它它
的的的的的围心腔中找到雷拗拗

尾尾 勤勤 扁 螺 的的 感 染 后后 雷坳进人螺体后 8- , 天
,

其体中胚球已呈尾拗雏形
,
垅一巧 天开始产出出

(((图斗3一弓4))) 围 心 腔腔 12一巧天天 成熟尾勤
,

无尾型尾勤体呈长椭圆形
, 0

.

3 38一。
.

4 60 只。
.

1科一。 l‘9 : 前前
开开开开始产出出 端梨状头器 0

.

0”一O
.

O7 2 x O
.

O卵一。
.

08咯
, 口孔开在它的顶端

,

由此头头
成成成成熟尾勤勤 器逐渐形成口吸盘 ; 咽 0

.

034 一0
.

03 8 义0
.

030一0
.

03 8
,

具很短的前咽和和
食食食食食道

,

肠支环形 ; 腹吸盘 0
.

030 一。
.

洲‘x O
.

O3嘴一0
.

0科
,
位于环肠的中中

央央央央央川F泄囊心脏形
,

它是由二条稍膨大的排泄管逐渐靠近并融合而成
。

排排
泄泄泄泄泄孔开口在体后端二个背腹分瓣之中的一个半圆形突起上

。

在腹吸盘背背
方方方方方附近有五对单细胞穿刺腺

,

腺管二束弯曲上行
,

开口于口孔的前缘
,

开开
口口口口口处有针刺状的小突起

,

尾拗体表布满成囊细胞胞

囊囊拗
、

后蜘蜘 扁螺的围心心 感染后半个月月 囊肠大。
.

16。一。
.

17 3 火。
.

巧 2一。
.

169
,

囊壁二层
,

外层厚 2一3 微米
,

内内

(((图斗;一呼6))) 腔壁附近组组 开始出现
,

书书 层厚 8一12 微米
。

后拗鸯曲在囊内
。

脱囊后蜘 0
.

422一0
.

480 义0
.

10 1一一
织织织中中 一60 天囊黝数数 0

.

120
。

体表披均匀细密小棘 , 体中成囊细胞消失
,

穿刺腺细胞较明显
。。

目目目目增加到2。一一 其他构造和尾黝同同
33333330个

。。。

(1) 在贝类宿主体内的发育

虫卵在水中不久立即孵化出毛拗
。

毛蜘遇到扁螺就围绕它身体游动
,

并用它的顶突

部份吸附在扁螺的头
、

足及触角等处表皮上
。

毛勤体后部中的雷勤不断地向前冲挤
,

并从

毛蜘顶突附近钻出
、

进人扁螺皮下柔软组织中(图25 )
,

毛勤残躯仍留在螺体表上
,

经螺蜘

活动而被擦落
。

雷勤在螺体的淋巴间隙中经短时间(约五小时左右)移行到达宿主的围心

腔中
,

并一直在那里定居
。

这和 sz id o t (19 3 2
,

19 33)
、 stu n kard (1 9 34)报道雷蜘是寄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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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体约淋巴间隙中的情况不同
。

雷勤只有一代
。

雷坳具头领结构和只有一对运动足的形

态和 Stu nk
: rd 仁] 934 ) 等叙述雷拗不具头领和有前后二对运动足的形态也不同

。

在雷勤

体中发育成熟的尾蜘从雷拗体前端生产孔钻出 (图 3 8)
,

在围心腔壁组织附近形成囊拗
,

鸭子吃到带有囊吻的扁螺而受感染
。

各幼虫期发育情况见表 3
。

(2 ) 在鸭体中的发育

用在实验室内饲养约小家鸭12 只和小番鸭2 只人工感染不同亲代 (即 T
.

叮。厉“,

和

了
.

515
0
耐 型)来源的囊姗 27 一12 9 粒

,

感染后 3一39 天甲分期解剖检查
,

观察虫体在鸭体

中的迁移途径和发育情况
。

实验结果 巧 天解剖的小番鸣 2 只都是阴性
,

小家鸭 7 只从它

们的腹腔
、

胸腔气囊
、

支气管
、

气管和鼻腔中伐到童虫或成虫共 75 条
,

它们的发育状况见

表 4
。

表 4 鸭暗 气 管 吸虫 在 鸭 体 内 发育 悄 况

实实实 感黝黝 饲饲 感 一一 试 验 结 果果

验验验 染亲亲 食食 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

鸭鸭鸭 用代代 囊囊 天天 发现部位位 虫 体 发 育 情 况 (单位毫米)))
写写写 的虫虫 蚝丁丁}数数 丫虫

数
冀冀冀囊囊囊型型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鸭鸭 444 c夕用占了厂““ 12 999 333

济纂纂
虫体 。

.

67 ,一1
.

05 ; 义 0
.

2斗, 一0
.

3歹l (图 斗7 , 月8 , 斗9)
,

体形和后拗同
,

体内穿刺刺

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腺及管已消失
。

头器 0
.

084 一 0
.

116 只0
.

11 0一0
.

17 7
,

顶瑞有口吸盘状构造
,

后后

鸭鸭HHH
丁J含门叹 JJJ 1 1666 333

济纂纂
半部充满淡褐色圆形细胞

。

前咽 0 021 一0
.

03叭 咽 。
.

。且一O
.

O68 X O
.

。拓一一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0 76 ; 食道 0
.

02 1一0
.

0 84 牛腹吸盘 0
.

06 3一0
.

0 8斗义 0
.

。‘S一 0
.

0 , 3
。

排泄囊心心

鸭鸭 555
‘y用bi“ JJJ 9 111 斗斗

/// 脏形
,

二纵条排泄管沿肠管外侧上行到头器基部部

鸭鸭 ,, 亡夕扭石之艺己‘‘ l(!444 /// 胸部气囊囊 虫体 1
.

1 , 0一 1
.

巴3石x 0
.

380一刃
.

815 (图 5 0一, 3 )
,

头器 ,
.

IU6一。
.

15; x 0
.

13 111

娜娜娜娜娜娜))) 一0
.

177
。

前咽 0
.

0 21一0
.

0 5夕
,
咽 0

.

07 6一0
.

l l7 X O
.

0夕6一0
.

1 17
,

食道U
.

02 1一一
气气气气气气管(2))) 0

.

0 5 , 。 腹吸盘。
.

0刀一 0
.

1 17又 0 093一。
.

13 2
。

环肠内壁形成波浪伏突起
。
二二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圆形皋丸和一个圆形卵巢在后肠弓内侧出现
,

排列成三 子川多
。

前皋丸 0
.

05 ,,

鸭鸭1000 :打
口势iii 1000000 胸部气囊囊 x o

.

。巧
,

后皋丸。
.

叫2火0
.

0牛2 ; 卵巢。
.

。拓 K O
.

。芳
。

子宫由盘旋在环肠之内
,,

(((((((((((l))) 子官末端终止于咽后
。

排泄囊杯状
,

排泄管明显显

鸭鸭 333
‘y荆 bi“ ::: 4OOO 888

/////
鸭鸭 777 了召J o t夕矛矛 少888 888 胸部气囊囊囊

(((((((((((2)))))

鸭鸭 666
了之J O自 忿忿 9夕夕 999 气 管管 虫体 2

.

426 只。
.

8 , 3 〔图 弓4)
,

头器 。
.

1抖义 0
.

233
,

后半部内尚有圆形细胞
。

腹腹
(((((((((((1))) 吸盘 。

.

13 6丫。
.

招石
,

轮廓模糊
。

肠管内壁盲管状突起增 乏
。

子宫曲增多
,

子官官

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端终止于咽后缘
。

排泄囊横椭圆形
,

排泄管不明显显
秒秒1222 亡夕1, 矛b￡“‘‘ 石111 1222

/////
鸭鸭 111 了之J 口“, 留留 2777 1222

/////
鸭鸭 888 左食j口 l岁王王 5夕夕 2777

/// 虫体 7
.

9 20一吕
.

1斗吕x 3
.

2 , o一3
.

5 16 (图 5,
, , 6 )

, 口吸盘横径 0
.

43 2一0
.

斗4 5
,

方艳艳

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 。
.

巧 。一。
.

18 夕
,

咽 。
.

2犯一。
.

2万 x 0. 2犯一氏 2万
,

食道o
·

12一0. 15
,

腹吸盘盘

鸭鸭 222 ‘少,尸刀占子r了了了 划())) 3999 鼻 腔腔 消失
,

肠管内壁有许多盲支
。
二辜丸经染色制片后边缘有缺刻状

,

献翠丸0
.

2 ) 222

(((((((((((之))) 一0
.

2 , ‘火 0
.

2 88一 U
.

3 33
,

后窦丸 0
.

2 85一0
.

33 3丫 0
.

2 88一0
.

」3 3
。

卵巢 l)
.

2吕333

气气气气气气 管管 一0
.

2 96只 0
.

2 88一 0
.

2 , 6
,

梅氏腺 0
.

288一0
.

3‘9 义幻
.

3 24一口
.

3砂
。

含有虫卵f户户

(((((((((((4))) 子宫曲充满环肠内侧所有空隙
,
子官末端终止于咽上缘水平上

。

排泄囊横梭形
,,

支支支支支支气管管 排泄管向上行到体中部后不明显显
(((((((((((j))) 在鸭 2 体内获得招 条虫

,

其中 10 条虫如它们亲代一样卯黄腺后端在肠弓后会会

小小小小小小支气管管 合 ;另三条的虫卵黄腺后端不会合
,

左右两束有的各终止在排泄囊的两端
,

有的的

(((((((((((2))) 左右两束伸到排泄囊上十分靠近
,

但不会合
。

这一特征同 价。耐 型一样样

关于鸭嗜气管吸虫在终末宿主体内迁移途径间题 Sz ida t (1 , 3 2 )曾假定后拗在鸭小肠



唐崇惕
、

唐超 : 福建环肠科吸虫种类及鸭嗜气管吸虫的生活史研究

中脱囊后径肠壁上的血流而输送到肺部
。

我们在感染试验中可以看出后蜘在小肠中脱囊

后是穿过肠壁到腹腔中
,

然后童虫爬行经过胸部气囊
,

8一9 天后才进人气管
。

由于虫体

从宿主消化道到达呼吸道整个移行过程是靠虫体自身的移动
,

沿途有的虫体会误人其他

器官(如 Mor ish ir a

(19 2 9)曾报告在鸭肝脏中找到此吸虫的包囊)
,

同时许多虫体迁移受阻

碍被宿主杀灭
,

因此到达宿主呼吸道中的童虫和发育到成虫的数目都是很少
。

我们从未

在肝门静脉中找到本吸虫的童虫
,

经过血液循环到达肺部的假定不能证实
。

四
、

讨 论

环肠类吸虫目 Ze de :

(1 800 )报道 M 口
。rtD , “, , , 似ab ile 以后

,

一个半世纪以来已是

一个包括 2 亚科 21 属 106 种的一个类群
。

由于对此类吸虫生殖腺相互排列关系在分

类学上的意义
,

各蠕虫学者的看法不一致
,

因此对某些属和种的独立性问题屡经讨论

(B日 x oac 阳, ·

fla 即
o Be Ka只,

一9斗9 : W iten be啥
,

19 2 8 y : m : g u ti
,
1 9 7 1 : M aeko & Fei罗

,

19 60)
。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
,

子宫曲的分化是在生殖腺分化之后
,

而其发育又常常影响到生殖

腺排列位置的变异
。

因而在分属时
,

既要肯定生殖腺排列位置的意义
,

又要考虑生殖腺排

列的变异性
。

我们根据所获得的环肠亚科 145 条染色标本的观察
,

并参考文献资料
,

认

为此亚科吸虫的生殖腺排列不外这样三种基本形式
: ¹ 卵巢在前

、

后罕丸之间
,

包括环肠

属 Crcl
o c o可。, (图 17工)

,

异肛属 All ap 邓。 (图 17; ) ,

平体属 H 夕Pt‘a , , “, (图17, )和原平体

属 Pr 口为yP tia , 二“: (图 17 2) 。 这可能是较原始的基本类型
‘

,

其他各属都由此型而衍化
。

这

一类型的虫种也较多
,

几乎占现有环肠亚科吸虫种类的三分之二以上
。

º卵巢在前辜丸

之前或与前辜丸同一水平
。

有血食属 H ae 二ato tr eP 人“, (图 17 办和连腺属 U碗以枷。 (图
17 6) 。 » ;旧巢在二攀丸之后

,

有噬眼属 OP力动以, o琳a笋 , (图 17, )和稀宫属 SP
a厉o o et ra (图

17户
。

这三种类型都可有一定的变异幅度
,

特别是第一类型的排列方式
,

常因子宫曲的不

同发育程度而使卵巢在前
、

后辜丸间发生左右移位
,

形成生殖腺呈三角形
、

直线形或斜线

等不同排列方式
。

卵巢也可前后移动到与前
、

后辜丸同一水平的位置
。

只有明确了变异

范围
,

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生殖腺在分类学上的意义
。

正确的分属依据还必须包括子官曲与肠管间的相互关系
,

如平体属(图17办的子宫曲

超过肠管而有别于某些生殖腺成直线排列的环肠属的虫种;异肛属(图 17 ; )则由于其肠管

呈强度弯曲而有别于其他各属 ;连腺属 (图1几) 由于肠管和卵黄腺向虫体中央靠近
,

使子

宫曲超过它们而直达体侧缘
,

以及卵黄腺在休后联合
,

而不同于生殖腺排列相似的血食属

(图 17 , ) 。 基于这样的认识
,

并比较 Bo x o砚Ka只·

n脚oBC 叨 , ,

, 山Ko po圈 与 Y am 。四t i 等

的分类系统
,

我们将环肠科吸虫分为2个亚科 10 个属
,

并提出如下分属的检索表
。

环肠科 Cy e lo e o e lid a e K o : sa e k , 1911 吸虫分属检索表

1
.

肠管有盲管状突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盲肠亚科 T yP hroc oe li n ae H ar ra h , 1, 刀⋯⋯ 2

肠管无盲管状突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朴
·

一
环肠亚科 Cyc lo oe li 。。 st os si ch

,

1902 “
·

⋯
乙辜丸圆形或边缘具小瓣

,

子官曲进入二奉丸间将它们分隔开
· · · · · · ,

·
·

⋯⋯ 嗜气管属 加动“p形l附 sk r jab 认
, l, 13

辜丸分支很深
,
二皋丸的支叶几乎相连

,

子宫曲不进入二辜丸间
”

· · · · ·

一
·4 ·

⋯盲肠属 TyP h loc “阮 , st os sic h , 19 02

3
.

卵巢在二聚丸之间或与后皋丸同一水平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斗

卵巢在二皋丸之前或与前辜丸同一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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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在二攀丸之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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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

子宫曲不越过肠管外缘
,

肠管不弯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环肠属 c方l配 。沁‘阴 Br an d“
,

18, 2

子宫曲不越过肠管外缘
,

肠管呈强度弯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异肛属 A 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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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 二 t“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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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

子宫曲越过肠管外缘
,

肠管不弯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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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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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黄腺在体后联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平体属 “ y洲衍
: 胡“ ‘ K os

“
ac k , 1g n

卵黄腺在体后不联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平体属 Pf
。八y川‘。川哪 w lte 曲 erg

,

”23

‘
.

子宫曲不越过肠管
,

卵黄腺在体后不联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血食属 H配 , at 口云r c户乃二 st。。ich
, 1 , 0 2

子宫曲越过肠管达体侧缘
,

卵黄腺在体后联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连腺属 U “倒 11加 w 浓的盯g
,

l, 2 6

7
.

子宫曲不达体侧缘
,

卵黄腺在体后不联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稀宫属 冲卯而、
, 君。 K os s

鱿k , 19H

子宫曲达体侧缘
,

卵黄腺在体后联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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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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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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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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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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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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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肠类吸虫在成虫期于由适应寄生部位的结果
,

腹吸盘退化消失
。

但从其尾勤
、

后蜘

及早期童虫体上都存在有明显的腹吸盘结构
。

在鸭嗜气管吸虫生活史中
,

我们所见到的

具眼点毛坳的构造和体内已包含有活泼的雷坳
,

雷坳进人贝类宿主体中的方式
、

迁移到

围心腔的习性等都和我们在嗜眼科 (Ph 击Phtha lm idae )中一些平翠吸虫和嗜眼吸虫种类的

发育特点极其相似 (未发表资料)
。

我们认为环肠类吸虫在系统发生上是和此类吸虫有

较近的亲缘关系
。

此两类吸虫都是寄居于鸟类与外界环境有比较密切关系的器官中
,

前

者寄生于鸟类的呼吸道甲
,

后者寄生于鸟类的眼
、

鼻腔或泄殖腔等部位
,

由此可表现出从

体外寄生到体内寄生的过渡形式
。

同时此两类吸虫都具有提早发育的特点
,

在成虫子官

中叩含有体内已有活拨雷勤的成熟毛蝴
,

毛蜘在水中迅速孵化及雷姗能很快进人贝类宿

主沐内和发育等特点都显示出它们祖先长期地和有季节迁徙习性的禽类宿主相适应及天

然选择的结果
。

此两类吸虫虽都是鸟类的寄生虫
,

但也都是对家禽能产生严重病害的病

原
,

可以根据它们发育及流行的特点给予有效的防治
,

消除其对家禽养殖的损害
。

五
、

摘 要

1
.

1% 斗年冬检查福州等地家鸭 l的 只
、

半番鸭 1斗只及 3 ‘种共 425 只水鸟
。

结果有

1 6 科
,

禽鸟有环肠类吸虫寄生
,

共获得环肠类吸虫 193 条
,

只有 7 个虫种列名于下:

¹ 多变环肠吸虫 C夕clo c o ol、, , 。, ‘乡fl亡 (Z e d e r ,

180 0 ) K o ss o ck
,

1911 ;

º 小口环肠吸虫 C夕cl oco 刁、 , 。了c , , o 幼。 , (Cr即lin
, 1829 ) K o s so e k

, 1911 :

» 三角血食吸虫 万a e , a , o , ,
,

e户‘u , , , i a。、ula爪二 (H o r r ah
,

1922) ;

¼ 束形连腺吸虫 U 。“e ll‘。a 口d讨户入a (John sto n , 19 16) W ite n be rg , 1923 :

½ 卡氏连腺吸虫 U厉, e ll‘。‘ 咬er i Yom o g u t i
,

19 33 :

¾ 马氏噬眼吸虫 o妙动
*l二呷滩a g。 , ‘

岁z为‘es i T ra vo sso s ,

z夕25 :

¿ 鸭嗜气管吸虫 T ,
·

口c八e o户为flu s c夕。云i u s (D ie s . ,

185。) sk r〕a bin ,

1913;

2
.

鸭嗜气管吸虫在福州郊区及仙游
、

厦门等地普遍存在
,

鸭的感染率为 5
.

8并一 30务
,

感染强度 1一夕条虫
。

传播媒介在自然界中主要是肯氏圆扁螺 月助声
“
价 。。or ￡Bc n son

,

感

染率为 0
.

”并一1
.

3务
。

实验室内人工感染证明除肯氏圆扁螺外
,

半球隔扁螺 Se g , 阴痴
夕

hc、 : , 户人a e ,二l口 (Be n so n ) 和凸旋螺 G 夕犷a o l“, c o 。。己: iu : c“l“, H u t‘o n
均是本吸虫的适宜的 r卜

间宿主
。

弓
.

本文详细叙述鸭嗜气管吸虫的生活史各期
、

雷拗及童虫在宿主体内的迁移途径和

友育
。

通过 丁
.

cy o bl’“了

与 T
.

价
。

耐 两型的生活史比较观察
,

证明它们是同一虫种
,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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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前者的同物异名
。

4
.

本文讨论了环肠科

将它们分为二亚科 10 个属

eyel。。。el idae K o ssaek
,

19 11 吸虫的分类问题并重新修订本科
,

。

通过生活史特点推论本类吸虫在系统发生上和嗜眼科

(Ph ilo Pht hal m ida c) 种类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

此两类吸虫生活史中都有提旦发育现象
,

是

它们祖先与有季节迁徙习性禽类宿主长期适应
、

天然选择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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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 e ho ur s a介er in fe e七io n
, a e tiv ely m o v

ing
redia e w e r e

fo u n d in tllo Pe r :。a rd i恤
, e aeh wi th h ea d o o lla r a n d o n e Pair o f Po st er io r lo e om o to r

-

a p p en d o g e s
.

Th e sub se qu en t d e velo p m en’t re sul ted wi th v a r io u , sta g eo all o 。。u r re d in

th e Pe riea rd ium
o f th e sn a il

.

T五e re 15 n o d a u g hte r r e dia l g e n e r atio 且
,

10一15 days

afte r in feotio n th o ta ill ess e er o a ria e b e oom e fu lly d ev elo Pe d in th e bo dy o f r edia
.

T lle t a ille ss e er e ar ia Po ss esse s Pyrifo r m h e a d o rg a n a n d a ee tab u lu m
.

N e a r tli e do r sa l

su rfa ce o f a e eta b u lum fiv e Pa irs o f un ie ellul a r Pen e tra tio n g ]a n ds 俄r e o b ser ved
,

e ae h o f w hie h Po os ess es a ve sieul ar n uc leu s i五 the e e n毛e r o f eell bo dy
.

T h e d u c ts

fr o皿 t h ese gl an d a r e g r o uPe d to g eth e r in tw o b皿dl e 吕 p r o e ee d i二 9 fo r w a r d a lo n g th e

ea ch sid e o f o es o Ph a g朋
,

te r m in a tin g on the d or sa l an ter io r m a r g in o f th e h ea d

o rg a n
.

All the s: b e矶iou la r z o n e o f e er e a ria a re fili ed w ith th e eys tog en o u s gi a n d

e e lls
, o b so u r rin g th e in ter n a l str u。饭re s a s

we ll a s the p en’e tra tio n gla
n ds Wh ieh

w ere o bs erv ed onl y w it h di ffio ul ty
.

In the ex e邓te d m e ta e e ro ar ia
,

ho w e ve r ,

th ey

。ou ld b e s een m o : e d i, ti: 。tl y (fig
.

4 6 )
.

Ce r ea ri a e en ey st in the tissu e n e a r Pe rio a :
,

diu l
.

F o u rtee n la bo r a tory
一

r e a re d du ekl in 黔 w e r e fe d w i恤 27一12 9 m e ta e er e ar ia e o btain ed

fro m th e e即 erha en tal sn ails
.

T he se bir面 w er e kl lle d a n d e x a m in’e d su eee ssiv ely

台o m 3 to 3 9 d ays. Th e r esu lts o f o u r o bse rv a tion a r e ta bul a ted bel o w (T abl o 4 )
.

O n e e x Pe r im e n t w a s Perfo rm
ed to s olve the q u 。。tio n o n the ide n tity o f 少

.

c刀饥乙她s

a n d T
.

s落so w落w ith refer en e e to the m o rPh o lo gy o f tlle vitella ria (Stu n k a r d
,

1934 :

Ya m a g u ti
,

1958 )
.

人 d u ek lin g w a s fe d w ith 90 m e ta ee r oa ri ae o bt: ,in e d 介。m a ba to h o f

la bo rat o叮 in 介eted sn a ils w hieh o n 32 d a邵 be为r e w e re in fee te d by 劝ir耐dia de r i
-

v ed fro m eg g s o f a sel ee ted w o rm o f the “ T
.

e对饥乙俪
, ,

ty Pe
,

tha t 15 its vi tellar ia 15

、: , 1: ted p o s te rio r ly
.

Thir ty
一

苗n e da ys after th e ex p e r im e斌al fe e din g
,

the d拙灿 n g

w a s k illed a n 汪 ex
灿in ed

,

13 adult w o r m s w er e fo u n d fro m its 丑a saJ sin us a n d tl
、

比-

eh oa
.

T en o f th es e w o
m

s Pos ses s th e m o rPh o log io al eh a ra o te r s o f 少
.

。万饥b坛“5 ty p 。

w i士h th eir v it ella r i几 un ite d Poster io r ly
,

w hile 3 o f the m w e r e of 了
, .

5钻。叨艺tyPe w i!11

s ePa r a te d Po st份io
r vit ellin e fo ll iele s

.

W e e a m e to th e e on elu sio n th a t tlley a犯 b u t

on e a n d the sa m e SP eeies
.

D ise u s ,io n 15 m ad e o n th e system a tie s of the fam ily Cyelo eo elid ae
.

It 15 eo n , i
-

d or e d th at be忱e r o rite ria o f t ax o n om y for this g ro u p o f tr e m a to d es Pr o bab ly lie o瓦

tlze r ela tio n o f 讥er us
,

in testin e a n d the 10 e a tio n s of the g o n ad 、 take n altog eth o r
.

T he rela tiv e Po sitio n o f g o n a ds ean b e us e d alo n e,

Pr ovi d ed r a乙g e s of th eir 班。rPho
·

lo g io a l v ari a tio n’s a r e k n o
仙

.

In th e p r esen t stu dy a 盯。tem on Cyelo e o正d a e 15

p ro Po se d
, e o n s ig tin g o f tw o sub fa m ilie s a n d te n g en e ra

.

B a se d o n the stu di e s o f th e 11丘 eyele o f 少
.

e军”之乙艺健乙污, it 15 dem o n str a ted th a t the

C列lo e o eli山 e K o ssa o k
,

1 911 15 o losely r ela ted to Philo pb thalm id a e
.

T he p hylo g en y o f

th e3e fa m ilie s is d : s ou s s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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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超: 福建环肠科吸虫种类及鸭嗜气管吸虫的生活史研究 图版 I

4 毫米

1. 多变环肠吸虫
。

2
.

形态像 C
.

(p
·

)
‘不岁J艺g 入君“、 沟乡变环肠吸虫

。

3
.

多变环肠吸虫示卵巢下降到后翠水平上
。

,
.

形态像 c
.

(C. ) 二“。rc 石: 的多变环肠吸虫
。

5
.

多变环肠吸虫的毛勤
。

6
.

多变环肠吸虫毛坳的纤毛板
。

7
.

多变环肠吸虫的虫卵
。

8
.

多变环肠吸虫的卵壳
。

9
.

形态像 C
.

(c. ) 、洲J栩 , 的多变环肠吸虫
。

10
.

卡氏连腺吸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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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3 天的 卿
, ;
bi

:‘, 雷黝
。 3斗

.

斗天的 ‘i功朋 雷蜘
。

35
.

6 天的 c 夕m 乡i“ :

雷勤
。 36

.

8 天的 ,打。丽 雷黝
。

3 7
.

10 天的
, t‘o ‘。

i 雷蜘
。 38

.

11 天的 c夕。厉 : ,‘ 雷蜘
。

3夕
.

18 天的 J i
, o 留i 雷灼

。

叼
.

11 天的 ‘尸
。衍“, 雷勤

,

示尾坳从雷蜘的生产孔钻出情况
。

4 1
.

32 天的 妙二占i
, 。 雷勤

。
42

.

33 天的
‘
行, ‘ i 雷蜘

。

邻
.

接近成热的尾勤
。

科
.

成熟尾蜘。

4 ;
.

囊拗
。 4‘

.

脱囊的后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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翎知3 天的
3 天的

夕天的
8 天的

S 天的
, 天的

‘方
。

耐 童虫
,

在鸭腹腔
。

: y。厉* 童虫
,

在鸭腹腔
。

.

3 天的 cy 、石。 童虫
,

在鸭狡腔
。

.

丁天的 “二‘ 童虫
,

在鸭胸部气囊

妙二碗
, 童虫

,

在鸭胸部气囊
,

体后攀丸和卵巢已显现
。

童虫
,

在鸭胸部气囊
。

童虫
,

在鸭胸部气囊
,

体后翠丸和卵巢已显现
。

3夕天 ‘夕用况
“ ,

童虫
,

在鸭气管中
。

_ . . .

_ _
_

子代的成虫
,

在鸭气管中
,

示二皋丸边缘缺刻及卵黄腺主体后不会合灼 特让和

.

洲
.

阴
.

泌

f们只犯刃封弘

5石

其亲代不同。 _ _

拍天 州二厉。 子代的另一条成虫
,

在鸭气管中
,

亦示二皋大边缘缺刻及卵黄腥在体酒小 公甘

的特征和其亲代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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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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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

三角血食吸虫
。

12
.

束形连腺吸虫
。

13
.

形态像 u
.

几。d 口co tyl“ 的束形连腺吸虫
。

”
.

束形连腺吸虫示辜丸占满肠弓
,

子宫曲不包绕生殖腺及卯巢下降到前辜水

平沟形态变异
。

巧
。

三角血食吸虫的前端部分
。

肠
.

三角血食吸虫的卵巢部分
。

广
。

环肠亚科中各属的模式图
。

1
.

cy
o
l口 c o o l“。

3
·

Hy Po a , 阴哪

5
.

Ha
尸勿a t o 咨r 己P人

“ 二

7
.

0 户无t汤a l用
。户另a g “t

P, o汤夕洲矛山 , “,

刁Ilo Pyg 廿

U讨公尸l“月口

户尸那。功产rr a

2.未氏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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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噬眼吸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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