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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首次报告 中 华双腔吸虫 即 戒
刃耀 动初 刀五岁  ! 发展 史 各发 育

期 的形 态特征
,

通过 生活 史研 究
,

首次 阐明 第一 中间宿 主是 陆地蜗牛

—
同型

阔纹 州 牛 方洲夕 、刀 召 万卿 介六 人 工 感 染成 功 的厦 门蜗 牛
、

枝小 丽

螺 ‘训。璐
, 川啥 ‘黑龙江 扎务特旗

,

天 然感 染 及 华蜗 牛 ‘ 戚 ,’

沂
“ ,  山 西 安泽

,

天然 感染 第 二中 间宿主是 蚂蚁 切 夕 才, ,

切 袱了了脚 山 西安 泽人工 感染及 天然感染
、

那 ‘口 舒“ 刀以 勿 黑龙 江

扎 今特旗
,

天然 感染 及 娜,’浮

岁乡尽恕 吉林
、

乌兰 浩特
。

比 较 了 中华双腔吸 虫和 矛形 双腔吸 虫发 育各期 的主要特点 , 由此将长期 来

一 直被混 淆在矛形 双腔吸虫 中的这一 重要虫种分别 出 来
。

阐述 了山 西 安 泽 中华双腔吸 虫 病流行 区 病原在 自然界散布情况 , 包括羊只

感染成 虫状 况 及病原幼 虫期在 第二 阶段 的两个中间宿主 蜡牛和蚂奴 感染情况
。

前
扣舀叫

,

月二

能 寄生 家畜及人体的肝脏胆管引起严重症状的肝脏吸虫病的病原有矛形双腔 吸虫
、

肝片形 吸虫及 中华分枝辜吸 虫等
,

其中矛形双 腔吸虫病在国内有很大的流行区
,

仅以

我 们收集到 的标本和材料就 己见于 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

河北
、

山西
,

陕西
、

甘肃
、

新

疆
、

青海
、

西藏
、

四川 贵州及云 南等省许多牧区
、

草原和 农村
。

本吸虫病在各流行厌

区 中的危害主 要见子牛羊等牲畜
,

其感染情况 因不同地区 而异
、

感染率在 肠以上
、

感

崔贵文
、

吕洪昌
、

张翠萍三 泣同志在黑龙江呼盟畜牧兽医研究所
,

该单位王 永良
、

努力 玛扎布

同志亦参加本课题部份工作 , 张学斌同志在山西省畜牧兽医的研究所 申择 民同志在山西飞泽具 畜收

局兽遥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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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强度每 只患 畜肝脏含千余条 情况 十分常见
、

严重的可达万条 以上
。

病畜平 时表现有贫

血
、

消瘦
、

水 肿
、

腹水等消化 不 良泄泻 等症状
。

每年牧 区在冬
、

存寒冷季节
,

由于 气候

和 饲 养条件的改 变
,

严 重病 畜大 比死了 此现象亦常出现于 各农业区
,

对畜牧 , 之了仁产造

成很 大损 害
。

由
一

于过 去对此 诀吸 虫病病原的发 生
、

存在 及流 行等规律 不完 全睐解 以致 无

认 对 其进行有效 的 防治
,

致使此病至今仍在我 国许多农牧区流 行蔓 延

本吸虫 病阶 在 亚 洲 ” 泛分布外尚见干 南
、

北美 洲
、

欧 洲和非洲等地
。

早期引起人们

汁总 的 白 仃 不少人 体病例 的发现
,

从 一些尸 检的报告中得知患者因此虫 致使肝脏肿

大并 产贡扫  而死
。

国 内在北 京一些医 院 及山西省过去也都有人体病例的报告
。

为了要在我 国有效地开展 本吸虫病防 治
,

数年来我们在进 行胰脏寄生的双腔科胰 阔

耗吸虫 病的研究的 同 时
,

也注意收集肝脏 寄生 的双腔类吸虫 在 夕 年工 及 工 夕 年笋 一

月
,

我们在 西安泽 县采用 野外调 查及试验室 试验相 配合的方法
,

对本吸虫 病病原 科
,

类及其生活 史
,

传播媒介进行研究
。

生活 史各期均在活体状 态下 观察 生活 史各期 及传

播媒 介种类标 术保 存在 木校生 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

研 究 结 果

一
、

牛羊肝脏寄生的双腔吸 虫种 类

寄 生 在人体 及牛 羊肝脏胆管中的双腔 吸虫有体窄长
,

净丸 前后排  或 略斜列 的矛形

双腔吸虫 ’,
·

’ ‘, , , 刀 ‘酬
, ‘, 二 , 。 。 微 封 和体 形较宽大

,

翠丸并列少数个休亦 有略斜列 像扁休属 虫种的双腔吸 虫最近我们暂拟

定名为 中华双腔吸 虫
。

介 ‘ 穿, , ,

以
。刀
后

幻 图
。

由于二 种双腔吸 虫都有翠丸斜列
,

体形宽
、

窄的变异以 及在某些地区牲畜有混合感 染的

情涅
,

致使过去一 些蠕虫学者均误认三者是同 一虫种
,

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个休 变 异 ‘
。

数年来我 们在收集我 国各地牛 羊肝脏吸虫 标本 时
,

发现除在个别地区 如 山西 有上述

两虫型的混 合感染 外
,

在国内大部份流行区 都呈单一 虫型病原存 在情况
。

如矛形双腔吸

虫 常见 于新疆的塔城
、

霍城
、

阿克苏
、

阿韧太等地
,

青海的祁连
、

同德和河南 等县
、

吉

林省的 双辽草原及 贵州
、

云南 等省
。

而扁体型的双腔吸 虫则分 布于黑 龙 江呼伦贝 尔盟南

部各 县
,

吉林省 白城地 区
,

辽宁省的昭乌达盟
,

青海的徨中
、

果乐及 玉树州 等地
,

以及西

藏
、

四川等省
。

从我们 己掌握的二虫型在国 内分布形成纯一流行区现象
,

本文作者之三 曾

推测 它们不可能是 同一虫种川
。

以后经生活史的研究证实扁体型双腔吸虫确实是 不同于

矛形双腔吸虫的虫种
,

作者之 二特为其定名为中华 双腔吸虫州
,
国内有些工作者根据扁体

型的 双腔吸虫成虫形态与在游 。动。 、口了动叮君尸。 和赤鹿 。 , 盯 “ , 。 ,

功



、 ’

, ‘

作 叹 厂 反 伙
” ,

卜六 电

寄生的尔方 双腔吸 虫 ’阳
‘

】

方

从
尽 招,’

  
,

 肖似
,

认为我 国牛 羊肝脏 内的扁休型双腔吸虫 即是 东方双 胜吸虫
。

在双腔科中成虫形态 相似的

虫种很多
,

野生 反 当 兽中的东方双腔吸 虫是 否就是中华双腔吸虫 尚有待二者生活史各期

的详细 比校观察刁能确定
。

矛形双腔吸虫的生物学 司题经 国外着名的蠕虫学者继 续不断 的研究已有阐明 氏卜’

而中华双胜吸虫的生物学问题 以前科学 上并未解决
,

其生活 史各绷生 育情况及传播媒介

种类
,

通过本项研究才有所缭解
。

二
、

中华双腔吸虫生活史各期

成虫 图 体前方其 有一个小头钟帷个虫体呈纺矫形
,

或在头谁 后方的 体部可膨 大

缩短或圆形
。

在体前端 部份底都
,

也就是腹吸 盘后部水平 丙 侧从肩状突出
。

整个外形

很像一个缩小的肝 片吸 虫
。

体长 , 科一 哪毫米
,

体宽 一
,

。 任米 体长和休宽的

比例为 一
,

平均
, 。

口 吸盘 位丁饮 顶端 托 一 弥 刘〕 上一 弓夕

毫米
。

咽 巧你 一 址 一 工肚 毫米
,

紧接于 口吸 盘后方
。

食道 民 交一 夕

毫米 二 肠管盲端达 到体长 后端 万至 处 腹 吸 盘 拓 一 入 斗梦 一 夕绍毫

米
、

位于体前长端 一 肠 平均 吩 处
。

翠丸圆形
、

不 规则块状或具分辩
,

二个对

称地并列在腹吸 盘后方
,

少数 个体二 翠丸略斜排列
、
华儿大 斗 一 夕郊 义 弓 一 貂

及 斗 一 多 朽 一 招毫米
。

卵巢 横椭圆 形或 有三分辩
,

大 巧 一

石一 毫米
、

位于翠丸后方体 中线的一侧
。

受精囊卵圆形
,

巧 一 肠 场 一

刀 毫米
,

在卵巢后方或与其后部重叠
、

具 劳氏管
、

阴茎囊 且一 书 冤一 即

毫米
,

位于腹吸盘前方
,

其底部可达到或未达到腹吸 盘前缘 生殖孔在肠叉 附近
。

卵黄

腺丛粒几束
,

其长度等于 沐长的 一 工 分列于休中部肠管的外侧
。

子宫圈充满翠丸卵

巢后 方三肠支 全部空隙
,

在卵黄腺后方子 , 丫圈可越出肠管到休侧 , 上行子宫圈穿过二

翠丸之间和腹吸盘背侧
,

在阴革愧旁开 口于 生敏 孔
。

虫 卵 大 朽一 丈 又 一

 毫米
。

虫 卵 图 不对称卵圆形
、

一端具 卵盖
。

成 熟虫卵呈咖 色
、

常见于成虫的子

官后 段 如成熟虫卵淡棕色
。

透过成熟虫 卵的卵壳可以见到包裹在胚膜中的瓜 子形的毛

拗
。

从毛蝴的大 小和本种毛拗具三角形神经团及其体后 半部二 个圆形
、

颗粒细 匀的排泄

囊抱的特点 可以区别于胰脏 阔盘吸 虫虫卵中毛坳椭圆形
、

具横椭圆神经团及二排泄囊 泡

中颗粒 粗 大 的 特点
。

掌握此 二类吸虫的虫卵形 态特征有助于在有此 二类吸虫混 合感染

的流行区中对患畜的粪检诊断
。

毛蜘 本吸虫虫卵和其他双腔类吸虫虫卵 一 样须经贝 类宿主吞食到其消化管中才孵

出毛勤
。

中华双腔吸虫的贝类宿主经人工感染证明也是陆地蜗牛
、

用黑龙江扎贵特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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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双腔 吸虫 虫卵饲喂厦 门的 同型 阔纹蜗 牛第 二
、

三天可 以从蜗牛 粪便中查到 虫卵 空壳

在随 后的观察 中可知其孵出的毛坳 在被肝脏包围 的肠管部份钻过肠壁到肝脏间 陈中继续

发 疗
。

恨据 人工感染本吸虫幼虫期 形 态查 出 山西安泽本吸虫天 然感染 的贝类宿主是华蜗

件 , 。 、  黑龙江 扎贵特旗的天熟贝 类宿主 是枝小 丽螺
。

认卵壳 中压 出的 毛坳大
,

哪 一 仃芍 、 弓一 石毫 米
,

体淡灰 白色
,

很柔弱
,

叹粗短纺锤形或 梨状
。

体表披有二块长三角 形纤毛板
,

底边朝上从体上半部对称地交互

向体 后半部包绕 而下
。

顶端的锥刺长 一 抢微米
,

三角形的神经闭 在其下方
。

体后 半部

除有 三个圆形 具细 溉粒的排泄囊抱外尚有数个浅灰 色的胚细胞
。

母胞蝴 图 石 人工感染的蜗牛在室温
’

向 乡
‘

逐渐上升的 条件下 饲养
,

最

早在究一 天 可 以在解剖镜下查到发育达 弓一 、 斗
,

一 毫米大
,

厚 一 毫

米的 母胞锄
。

胞拗体外包被着一层灰 白色胞壁
,

着生 在 肠管附 近的肝 脏细胞 团 的间 隙

中 呈不规 则 形状
。

胞蜘体内有许多由体细胞构成的 隔膜将胞 坳体分隔成许多不规则小

隔室
、

空隙 中充满许多胚细胞和大小不等的小胚球
。

夕乡一 天的母胞蜘大
,

扮 一斗

工 名一 毫米
,

其体 中胚球有 的己长成子胞黝胚体
。

卯一 11 0天 的 母胞蜘有 的其大

小仍与 80天 的相近
,

有的 由于其体 内 子胞勤个体长大及数量增加而涨破母体
,

此时子胞

蝴己分 散到 附近 相当人范围的肝 组织中
。

子胞勤 ( 图 7 一11 ):人工感染游一招天后 出现的 子胞坳大0
.
1亏一 0

.
铭 x o

,

工一0
.
2 6

毫 来
、

此 时它 们都在母胞拗体 内的小隔室 中发育
,

似 乎一 个子胞蜘 占 一小室
。

最早期的

子胞坳 只 比胚球 略 大些的椭圆形 个体
,

在体前端有 由许多体细胞聚集
、

顶部中央有 口状

四陷的 吻部
。

体表包被一层薄壁
、

体内充满胚细胞
、

或有一
、

三个小胚球
,

稍大 的子胞 蝴

胚体其前端的吻部 已有生产道雏形
,

生产道内壁常从 开 口 处向外翻 出
。

见一106 天的子

胞蜘大1
。

3 5 一2
.
杨 x 0

.22一 G
.
3夕毫米

,

生产道长0
.
08一0

.
片毫米

,

体内含 有不同发育期

的尾 坳胚球和少数胚球和胚细胞
。

还没有尾部 的尾拗胚体大0
.(〕8一 O

。

12

x
0

.

0 8

,

一 0
.
1

,

己 有 尾 部的尾 黝胚体体部大O
,

18
一 0

.
2 义

0
.
卜一

0
.

13 毫米
,

尾 长0
.
1 一 0

.
工3 毫米

。

在 室 温

28一卫
.c条件 约 四个 多月 可发育 成熟

。

成熟 子胞蜘大2
.
1一斗

.
多x 0

.
3 1一 0

.
多毫米

,

平均

3
.
59 x 0 .牡毫米

。 生产道长0
.
0夕一 0

。

2 8 毫米
,

胞坳体其他部份体壁厚0
.
02 一 0

.
0 3毫米

。

体内充满成熟尾 拗工6 一牡条
。

不十分成熟的子胞黝体内则只有少数成熟尾 蝴和 不同发育

程度的 尾蝴胚体及胚球
。

中华双腔吸虫在虫卵
、

毛黝
、

母胞蜘等期的形态特征 尚难 与矛形双腔 吸虫相 应的 各

期相 区别
,

但依 我们 现有材料所见
,

在子胞坳期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特点
。

例如 中华双腔

吸虫 子胞蝴个体稍长大
、

生产道稍长
,

含有尾坳数更多比过矛形双腔吸虫的子胞坳
。

矛

形双腔吸虫成熟子胞黝 ( 图议 ) 1
.
多斗一2

。

6 9 x
o

。

2 斗一0
.
3石毫米

,

平均2
.
。多一O

。

2 8 毫米
。



万5沙期
‘

中 华 双 腔 吸 虫 的 牛
.
活 史 扮9

尾 坳 (图13一场
,

1 8 一21 ) 人工感染后90 天左右出现的尚无 尾部的尾 坳胚体 己有 口
、

腹吸盘和 咽的结构出现
,

在 口 吸盘的背上方有一凹 陷的锥 刺囊和 锥刺的 雏形
。

在 体中

央
、

腹 吸盘附近隐约有拾个左右 的大穿刺腺腺细胞
,

每
一

腺细胞内有一圆形细胞核
,

细
.

胞质 淡灰色
、

颗粒细匀
,

腺管尚不明显
。

尾腹胚体发育长大到体部达0
.
2咎

一
O

。

上4 x 0
.
18 一

0
.
沙毫米

、

尾部长0
.
21 一0

.
乃毫米时其体 内大穿刺腺及管道均较前稍明显

。

此时大穿瓤

腺细胞可见三十余个位于腹吸盘 背侧周围
,

细胞质仍然细匀
、

淡灰 色和身体组织色泽相

近 ; 弯曲的管道隐约可见
。

在体两旁向前伸延达到锥刺囊的两侧
,

末端轮廓不明显
。

小穿

刺腺细胞 6 个
,

细胞质颗粒 较粗
,

暗棕色
。

此 腺细胞紧靠在食道后半部的两旁
,

其管道

蜿蜒上 行横过 口 吸盘开 口于 锥刺囊边缘
。

此时期尾蝴休后部 中的排泄囊囊壁细胞 己较明

显
,

从排泄囊后端弓!出一条 无完 格形态的管道 贵穿尾部 中央达到尾部末端
。

成熟尾勤体

部 长0
.
37一 0

.
4 毫 米

,

宽0
.
更找3一 0

.
17 5 毫 米

;
尾部 长0

。

亏7一0
.
8毫米

,

尾基部圆蒜头状
,

·

直 径约臼
.
1毫米

。

口吸 盘大0
.
卯一0

.
洲 、

0
.
0
65 一0

.
0 7 3毫米

,

位于 次 顶端
,

其上背方有

一锥刺囊大0
。

0 2 斗一0
.
0 2 8 x 0

.
‘泛3--

二
()

.

0 2 弓毫 米
;

囊中央插有一 个如鸡脚趾样的锥刺
,

长

D
.
022 毫米

。

咽 大 0
.
0 18 x o

.
0 20 毫米

,

紧随在口 吸盘之后
。

食道细 长
,

二 肠 答到 腹吸盘

上 部 水 平后 不明显
。

腹吸 盘大0
.
06 7一 0

.
0为 x 0

.
07 乡一 O

。

。豹毫米
,

位于 体中横 线 略 前

方
。

在体后 端1/3 部 份中央的排泄囊其襄 腔呈管状
,

囊壁上 l阅绕着数 日很 多
、

淡灰色的囊

壁细胞
。

在排泄囊前端二角各连 有一弯曲的排泄管
,

它们弯 曲上行到腹吸 盘 中部水平各

分成 前后 三 收集管
;
焰细胞明 显

、

排列公 式也是 2 【(2 十2 咔
一

2)
十 ( 2 十 2 十2 )J 二 2 斗

。

中央

小穿 刺腺 三对位于 咽和腹吸 盘之间距离的中段
、

食道的两侧
,

其管道 沿着食道
、

咽两旁

并靠近 口 吸盘 中央部份弯 曲上行
,

开 口 在锥刺囊前 方中线的两旁
。

此 腺细胞及管道含颗

粒 稍粗
,

暗褐色
,

明显可见
。

大穿刺腺细胞共有招对
,

细胞体部份膨大
,

由于细施质翁
.
粒

及其管道 中的内含物仍然是 细匀
、

淡灰色与体色相似而不明显
。

比 26 个腺细胞付部从腹

吸盘 背上 方水平 到体后 端大致排列有 六层 次
,

从腹面现
.
从上 到下每层细胞数约 2

、

4

、

4

、

6

、

,
、

5

。

因此
,

腺细胞管道 的长度从前到后逐渐增 长
,

由背 面观察达到体后 端

的腺细胞管道遮盖了其他腺细胞
。

大穿刺腺细胞管道全部 向前到腹吸盘上方水平 时分成

左右两 束沿着体两穿蜿蜓上 行开 11于 门 吸盘 背上 方锥 *JJ 囊 的两旁
。

尾基部膨 大呈圆球

状
。

从此到尾部末端表面布满细 徽有规则的细纹 ; 尾部内有一些 不规则的斜形邹
;
胞壤合

着
,

中央纵走
一

f 一条不明显 的排泄管
。

: :
.

中华双腔吸虫在尾蜘 阶段 与矛形 双腔吸 虫的 尾黝有明显的坏XlJ 其区别点见衷一
, -

·

毅球 ( 图刀 ,
. :

中华双腔吸 虫尾姗成熟后与矛形双腔吸 虫等具长尾型尾戴 的虫种一

样
,

它们从子胞拗的生产道 钻出到蜗牛 气室形成由裁掖包裹着的薪球
,

然后从蛾牛呼数

孔排出到外界中
。

、

人工饲养的那性
斜经赏弃更换饲养材料

、
·

经水洗涤污物之后不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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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中华双腔吸虫和矛形双腔吸虫的 尾勒期形 态比较

中华双腔吸虫 矛形双腔吸 虫

早 期

尾坳胚体

尾部生长速度较缓慢
,

体部

中的穿刺腺细胞不 明显
,

内含

颗粒细匀
,

淡灰色
,

和体色相

近
。

腺管不明显

尾部生产速度快
,

在早期胚体时己有较长

的尾部
。

体部中的穿刺腺细胞较明显
,

由

含颗粒较粗
,

淡褐色
,

可和体部共他组织

相 区别
。

腺管明显
。

( 图王7)

中 期

厂勤胚休

大穿刺腺细胞膨大
,

共13 对
,

内

含颗粒物质细匀
,

淡灰色
,

和体

色相近
,

腺 管较 早期胚体 的明

显
,

但其轮廓不如矛形双腔吸虫

同时期尾勤胚体清晰

体部较膨大
、

粗短

锥刺鸡腼趾状一 较粗短
,

长度和

宽度比例为3 : 1

腺细大穿刺胞大部份呈条伏
,

共12 对
,

内

含颗 粒物 质较粗大
,

暗褐色
,

腺瞥 很明

显
,

尤其腺 管末端在锥刺囊左右二侧形成

二块掌状排列

体部较窄长

锥刺窄长
、

长度和宽度的比例为4一叙 1

大穿刺腺 保细胞 及管道内含腺体

物质
、

细 匀
、

淡灰色不明显

大穿刺腺腺细胞及管道内含腺体物质颗粒

粗夭
,

暗渴色
。

尤其在管道末端部份即靠

近 口 吸盘二 旁的二束管道中充满暗 褐色预

粒物质十分明显
,

在子胞坳体内即可藉此

与中华双腔吸虫相区别

大穿刺腺

成熟尼坳

排泄囊囊壁细胞较多
,

细胞质暗

褐色
,

很明显
。

排泄囊囊壁细胞小
,

不明显泄排囊

出猫球
。

中华双腔吸纵的勃球的猫液稀而透 明
,

大3
。

斗一8
.
夕x 1

.
9 一9

.
2 毫米

,

内巾包 含

有许多尾坳
。

此薪球很容 易用镊子分成若干 个大小不等的小豁球
。

尾勤在缴球 中活泼 地

伸编活动
,

体部略收缩
、

尾部变成长扁带状
,

其长度可以 比原 来尾部长度是一倍多
、

达

到1
.
28 一王

.
, 毫米

。

尾坳体部在低倍显微镜下除 口
、

腹吸盘及排泄囊壁细胞外 其 结 构不

明显
。

囊坳 : ( 图27se 28 ) :
经人 工感染多种节足动物如 鼠妇

、

针蜂
、

小蟋娜和 山 西 安泽

近郊各种妈蚁
,

最后 只在 一种大 黑蚂蚁经对 照Fau时 of Br ltis五 In d ia
,

H
y 拍e1 、

叩比门

V ol
.

n
.
鉴定

、

是ca 功P 。, 。 , 。 。。P r
娜。的血腔 中找到三天 的 早期囊勤

。

同 时 经 大

量检查安泽县近郊不同生态环境的各种节足动物如马陆
、

鼠妇
、

金花虫
、

缝娜
、

蟋 蟀
、

针蟀及各种蚂蚁存在的草坡上查获到感染有 不同发育期囊婚的阳性大黑蚁C a形PO
。 时。

幼娜声“川‘,

其体中早期囊拗与人
卜

工感染所得的一 样
,

同时从成熟囊姗囊壁上留存 的锥



期 3 期 「卜华 双 腔 吸 虫 的
产
仁 活 史 11 1

刺与 中华双腔 吸虫尾坳的锥刺完 全一样
.
由此证实C 娜Pon。 , 川 co 、P 。方。 确实是山西

安泽 本吸虫病流行区 中的 昆虫类传播媒介 (本吸虫的第 二中间宿主 )
。

我们于同年 夕月
’ ‘

份大量 检查 了黑龙江扎贵特旗及吉林乌兰浩特 本吸虫 病流行 区 各种 蚂蚁从 黑龙 江的

Fo
, , ic “ 汀。刀

c,’c
ola 及吉林的石

.
9 吧冷 , 心的血腔 中查到和 山西安泽C ‘。户口

御才盯 co m -

P)’。。 , 体中含有的一样的成熟囊拗
。

由此证 明在和 山西安泽很不 相同的 生 态环 境的黑

龙江西南部本吸 虫病流行区其传播媒介是F 口r 二i。 了, 。刀
ci 动l’l 在吉林乌兰浩 特F

.
多口g a -

川 (后者情祝另文报告 ) 本吸虫的囊蝴形态如下
:

人工感染 3 天 的早期囊坳大O
.
Z x O

.
3毫米

,

包囊在外面的囊壁还 只是一层薄膜
:

尾
·

拗体部歪曲在囊腔中
,

其形 态和 尾拗期体部相像
。

从天然感 染的阳性蚂蚁血腔中查获外

的各种发育期囊坳
,

除有上 述早期囊拗之 外尚有囊拗体较 大些 及囊壁较厚些的个体
。

成

熟囊蜘大0
.
32 一O

.
3 9 x O

.
22 一0

。

2 5 毫米
,

壁厚2斗一2 8微米
,

呈 咖啡色的椭圆形
。

囊壁共

有三层
:

最外一层是一薄膜
;

中间是一厚胶状层
,

锥 刺常沈着在此层中
;

内层是 一案软

组织样结构厚膜
,

上有稠密的颗粒
、

暗灰色
、

与虫体组织相似
。

透过囊壁 可以 见到具有

很大腹吸盘 的后勤 弯曲在囊 腔 中
,

虫体和囊壁之 间有很大的空隙
。

后勤 (图2 8一31 )
.

脱囊的成熟后勤条状
,

具有一个很大 的腹吸盘
,

其横 径大大

地超 过身体的宽度
。

身体与腹吸 盘 中央基 部相连着的部份是薄而狭窄
。

体长0
.
51一 0

.
72

毫米
、

体宽 0
。

0 7 6 一 0
.
1绍 毫米

。

体表两侧及 口孔边缘布有 一些排列规则的小乳突
。

日

吸盘大 0
.
076 一0

。

0
80

x
0

.

07
2 毫米

,

位于次顶端
,

其前端尚 遗留有锥 刺囊痕迹
。

咽 大

0 ,

0 1 9 一0
.
2 4 、 0

.
0 1 9 一0

.
0 2牛毫米

。

腹吸盘大0
.
1夏0 一0

.
工1 8 、 0

。

1 2 0 一 0
.
1 4 1 毫米

,

在 肌

肉性吸盘边缘包 围有一层膜状外壁
,

在其左右两侧此膜壁形成耳状增厚 突起
。

腹吸盘位

置在体中横线略后 方
,

其前方体长和其后方体长的 比例为里
.
2一 t

.
2
.
5 : 1

,

在体上 半部中

有内容物 己排 空的穿刺腺管路的不明显痕迹
。

在咽后有一条较长的食道
,

分又的肠管到
、

腹吸盘后部水平后不明显
。

在休后部中央部的排 泄囊干部呈细管状
,

管长0
.
16 3 一 0

.
2粉

毫米
,

管宽3一9微米 , 在干部的顶端有二个膨大的分辩
,

辩宽达20微米
。

在辩顶各联着

有一条弯曲的排泄管
,

它们在腹吸盘水平各分成前后二条 收集管
,

随后的分支情况与尾

姗同
。

中 华双腔吸虫后勤的形状 明显地不同 于矛 形 双 腔吸 虫 的 成熟后蜘
。

按K 川ll a
时

M apes (19弓3 ) 及V Og
el and Fa leao (1954 ) 所详细描述的矛形双腔吸虫成熟后勤其体

形较宽大; 腹吸盘横径显著地小于体宽
,

其大小与日 吸盘相近 ; 腹吸盘位置大部份在体

中横线前方
,

其前方的体长短于后方的体长
。

此外尚有显 然不同之点 是排泄囊形状
,

矛

形双腔吸虫后坳的排毅囊呈囊管状
,

顶端没 存两 个大 分辩
。

在V og d 叨d FaI ca o( 19 , 幻

所画的 后勤休两侧亦有小乳突
,

但其数目少于我们在中华双腔吸虫后拗体上所见
。

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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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双腔类吸虫中如八哥短腺吸虫(价
4动y去石动 “

m , 口
.q

“亡。行 S k r
iab in et Iss

a
its ch 谈‘

仔
,

扣27)其后蜻 (体长0
.
65 乡一 0

.
7 5 0毫米)也是条状和具有一个大于体宽度 (0

.
巧毫米)

的腹吸盘 (横径O
。

2
05

一0
.
25 5毫米)

。

但其身休和腹吸盘 相连部份较厚而宽大
;

腹吸盘

不仅较中华双腔吸虫的大而且其二侧是 由于肌 肉性减薄而呈耳状 突出; 其排泄囊呈囊管

状
,

较谊
,

其顶端亦无分辩「呜1
。

这些特征可与 中华双腔后蝴相区别
。

童虫 ( 图1一2 ) :
从流行 区天然感染的羊肝脏检获的童虫大3

.
7一 4

.
25

x 王
。

科一1
。

5 5

毫米
。

从二皋丸平列在腹吸盘后方及其他生殖 腺和子宫圈 的分布和成虫相似
。

但从童虫

休上 仍然可以 见到 后拗期特征的遗迹
:

由于后坳期体部 和腹吸盘 相连部 份特别 狭窄特

点
,

在
·

铆奴
、

爪成虫期间因二攀丸的生长使此水平的体部向二侧呈肩状的扩展而在腹吸盘

水平
卜

甘 仁部仍然有向内狭溢的形状
,

这致使体前端形成头锥状
。

其次在童虫及成虫的排

泄囊 朽埃保留后坳期的形态
,

其干部 作长管状
,

顶端有二分瓣
。

此 外
,

在童 虫发育过程 中

可以 坛列j七体后部发育速度快过前部
。

在早期 童虫腹吸盘前方体部租后 方体部长度的比

例是 1 :上
.
‘一l

,

8 5

,

随着虫体发育长大二者的比例逐渐改变
,

经1 : 2
.
玛至1 : 3一 3

.
20

随者童虫的发育 长大其体内生殖腺和生殖器管逐渐发育完全
,

子宫圈数逐渐增多
,

子宫

圈 中守
.
虫卵亦 逐渐成熟

,

从淡黄色逐渐变成深咖啡色
。

三
、

山西安泽 中华双腔吸虫流行 区病派在 自然界散布情况

1
,

羊只感染成虫情况
。

山西 省是矛形双腔吸虫和中华 双腔 吸虫混 合流行的一个省

份
,

总 :
.
;

‘

J 情况 以矛形双腔吸虫 为主个别地区 以中华双腔吸虫为主
,

根据张学斌 (1% 3) 调

查
,

该
『

“

有牡个县有矛形双腔吸虫分布
,

绵乍感染率在环
,

6 一 100 肠
,

其中感染率在60 肠

以 上 忿叨 个县
,

1 0 0 呱感染的有工7个县 , 每只患羊感染强度为 卜一
13 98 6 条虫

,

平均9书
。

5

条
。

有 扒 个 县有 扁体型双腔 吸虫 (即中华双腔 吸虫)流行
,

感染率在多
.
3一100 呱

,

其中安泽

和 平顺 李县本吸 虫的感染率均达功O呱每只患羊含虫1一93 夕条
,

平均U 4
.
9条

。

浅们此次

在 安泽随手剖检近郊一些社 队的共 8只绵羊
,

每只都感染有 中华双腔吸 虫
,

含虫数5一夕2 9

条在所 钊{命的这8只羊中有6只 羊同 时检获矛形 双腔吸 虫
,

每 只 患羊含斑数
一

双一科5条 不

伺 社专 勺羊只含二虫种的虫数有所 不同
,

如府城公社 的羊只大部份感染有中华双腔吸虫

数 多 ‘
·

少 介形 双腔吸虫而在翼 氏公社兰村大 队则感染矛形双腔吸虫多过中华双腔吸虫
。

关

于羊 (‘ ’l
三这 些社 队 感染二种双腔吸 虫各上要地点生态环境的比较考察有待再继续进行

。

2

、

华蜗牛 兀然感染中华双腔吸 虫幼虫期情况
。

由于安泽县是二种双腔 吸虫混 合流

行 区
, ”矛以 当地的华蜗牛 经常能检 出

一

二种不同形态的双腔吸虫幼 虫期
。

经过人工感染试

验 观察 卜果
,

我们就能 够准确查 出中华双腔吸 虫和矛形 双腔吸虫 幼虫期分别在蜗 牛体巾

存农枯 拟乏其季节变化
。

我们在安泽共检查不同地点蜗牛18 批总数5刀8粒
,

中华双腔吸

的孚替李为 。
.
4 6一 ,

.
1 肠

,

平均 七 24 肠 ; 矛形双腔吸虫的 感染 率为 仇 12一1-八6外广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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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均0
.
沙帕

。

在山西安泽县无霜期约 朋O 天的 自然环境中二种双腔吸虫幼玫期在蜗牛内发

育
,

在六月下旬 时大部份上一年保留下来的阳 性蜗牛体内都有成熟尾拗出现 , 当年感染

的 阳性蜗牛此时 尚只含有早
,

中期子胞黝
,

这些幼虫期有的可以在 8一9 月份发育成热
,

有的要到翌年再 继续发育
。

我们在7一8月份检查321咚个华蜗 牛
,

其中华双腔吸虫阳性的蜗

牛 59 个
,

矛形双腔吸虫 阳性蜗牛 9 个 ; 前者59 个阳性蜗牛中含有 成熟 尾蜘的35个 ( 占

59
.
3肠 )

,

含未成熟幼虫期的24个 ( 占4 0
.
夕% ) , 后者9个阳性蜗 牛中含 有成熟 尾 拗的

6 个 ( 占66
.
6肠 )

,

含未成熟幼虫期的 3 个 (占33
.
4肠 ) 。

已经 发育成熟的尾坳在夕一8月

份排出最多
,

到 8 月 下旬气温开始 降低以 后
,
子胞坳体巾的尾嘶胚球

、

胚体发育逐渐停滞
,

排 出成熟尾坳的数量亦逐渐减少
,

8 月底 以后解剂阳性蜗牛所见
,

其休内含有成熟的尾

黝的子胞勤数较前减少很多
。

工9夕7年10 月 份我 沁曾检查该地 华蜗牛乃抖个
,

其中 中华双

腔吸虫 阳性的蜗 牛12 个 ( O
,

O 铭 呱 ) 只在 一个体中见到一条 成熟尾坳
,

全部体中 都 含 有

充满早期尾蝴胚体的中期子胞坳 , 在 2 个 (0
.
08 肠 ) 矛形双腔吸虫阳性蜗牛中一 个含有

部份具有少数成熟尾蜘的子胞蝴
,

另一个则所含子胞坳均是无成熟尾蝴 的个体
。

由此 可

推 测在该 地妈蚁主 要受感染的时间是在6ee g月份
,

以7
、

8 二月 为感染高峰
。

如能在这季

节大力捕灭牧场的蜗 牛对减少此 病源的进一步发育和扩散能有所限制
、

对羊群甚至对人

体受感染亦起有效的预 防作用
。

3

、

C
“, 如

”口广心 勿撰户尹

留
多“天 然感 染中 华双 腔吸 虫情 况

。

在人 工感 染 查 出

c a脚P 口忽“纽‘
cO 加户尹巴““, 是本吸 虫第 二 中J’of 宿主的同时

,

我们大量剖 检了 安泽 县郊
一

些社 队 羊群所到 各种不同生态环 境的各种蚂蚁
:

共 计 凸 ,。P 。。口 , 。 C 。 加尸
:
二。 成蚁

9% 8 只
、

幼蚁1917个 ;黑 色
、

工蚁 长 10 毫米的 尸、m ,’c 。 印
.
成 蚁助7斗只

、

幼蚁3娜个
;

黄色
、

工蚁长6一7毫米的F o)’脚ica 伞
.
成蚁1381 只

、

幼蚁 39 个
。

检查结果 只有在 羊群 于

夏 秋季频繁活动并华蜗牛数量较多存在的地点查到 感 染 有 不 同 发育期 本吸 虫 囊 坳的

C “切Po
”时心 c口 加P r打,

那 7 只
。

以 9968只成 蚁计算其感染率是0
.
07呱 ;

如 果以 所查的

地点蚁数计算其感染率为0
.
刃一了

.
科肠

。

我们查到天然感染的阳性妈蚁是在八月份
,

夕

只 阳性蚁中 完全含有成熟囊坳的蚂蚁3只
,

兼含有成熟及未 成熟囊坳的妈蚁2只
。

查到 成

熟囊蜘都是在 8 月份后 平月尤其是下旬
。

我们 于同年 9 月 份用 工% 胃蛋酶消化方法大量

检汽黑龙江 扎贵特旗呼尔乐牧场近万只 各种妈蚁
,

结果只在2000 只Fo o
Zi“ 打叱。 c ,?c 。众

中找49个本 吸虫 的成熟囊坳
。

从山西 安泽及黑龙江扎责特旗查获含有成 熟囊蝴阳性蚁的时间都主要在 8 月 下旬至

勺 月份
。

根 据本吸虫在蜗牛休内发育的季节 变化情况
,

可以推测这些阳性蚂蚁都是当年

受感染
。

根据Ya m ag成i (工夕乃 ) 综述V ogeZ all d F习ca o ( 王9男 ) 所进行的矛 形 双 腔吸

虫蚂蚁感染试验
,

囊蜘在蚂蚁体内发育时间在肠
。

c

条件下须超过沼夭 ,
但不超过56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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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估计蚁蚁在 心月 下旬受感染
,

囊拗要在 8 月 初后成熟 , 夕月份受感染其囊坳成
、

熟要

在8)J 后半月夕月 汾 ;
如果在 8 月份以后受感 染

,

在这些寒冷地带
,

这些囊坳在 当年不能

发育成熟
。 。

无论是 成熟囊蜘或是未成熟囊坳均可在蚁体内越冬
,

到翌年 弓一6月 份天气
._

暖和妈 蚁休内成熟囊 坳或尚须经过一段 时l可发育才成熟的健蝴都有可能感染 牛
、

羊群
。 花

结 论

通过 本项野 外周 在及人 工感染 试验查 明在我国可 以区分 出较矛形双腔 吸虫 更大分布

区的
‘

扣华双 腔吸虫
,

是 不 同于矛形双腔吸虫但仍隶属于双数属 (D 了介
oco

听附时 的 一 个

虫种
,

本我们考虑中华双腔吸虫可能是 矛形双腔吸虫的一个非 常接近的兄 弟种 (Sibh ng
.

, cc i娜 )
、

它显然不 适象过 去蠕 虫学者所认为是矛形双腔吸虫的个 体 变异
,

果如是那
:

样
,

这变异 一定 存布 于所 有地区 的种类
。

而不是有分布上的不 同
,

存在 有 单纯 翠丸平

列
,

和 单纯覃 丸斜 甸的地 区种类
。

两者
.
发育期的形态 已观 察到 有很大 的区别但还 等待肴

更多的例证
。

通过 本项 调 今 研究工作 不仅证实在 , 白西 高原地区本吸虫病的 传播媒介是陆地蜗 牛租

蚂蚁
,

同时此 结果 在黑龙 江扎费特旗浅山丘陵型的草原上得 到验证
。

但是不同地区
、

不

同生态环境其具体的蜗 牛种 类和 蚂蚁种类则 不相同
。

在山西安泽
,

一
.

般均在一 千米以
_
匕海

拔的黄
.
}:高原

,

那 里的陆生 蜗牛种类生要是华蜗 牛
,

此蜗牛在黄土山坡的:J二洞 中
、

草坡

上生活
,

在河道旁 的石缝土隙及草 中都能孽生
。

在这 样生态环境中蚂蚁种类虽然有五
、

六种
,

但 乙。”
P

o ,l 。 , * ,

co nZ 力尹亡“。是最上要的 优势种
,

在 山西安 泽 附近 各山 坡上到处
、

都是
,

在 山上的数量 多过平地
。

奇怪的是
,

我们在本次 调 查工 作中曾到安泽邻县沁源造

峪草场
,

那里 山势较安泽近郊更高
,

那里 山坡草丛 中及树根上所见的蚂蚁都是在地面上
.

营巢 的红 黄色的F 、
,
厉

‘
,

。
51>

. 。

我们 剖检在此 草场上放牧的一绵羊
,

从其肝脏胆管检获

26 咯条 矛形双腔 吸虫
,

无
1
一 中华双腔吸虫

。

检 查此草场上的红蚂蚁在一 蛹 中查 出囊坳四
‘

个
,

其形态略似K l’u lI o ld M
ap es (又9穷 ) 所述的矛形双腔 吸虫囊姗

,

由于检杏时虫体
-

已 死其 详细 形态无 法观 察
。

在造峪偶而也见到C am P 口 ,
ol o

c 口、P。
,
Ils

, ‘

亡
_
七要 在山 ;

下小道附近
。

在 黑 龙扛 西南部靠近嫩江的扎费特旗
,

其地势是属于在东北平原西北部浅

山丘陵型
,

海拔约在500米至一千米之间
。

在这一带上的陆地蜗牛 主要 是生 活 在低洼草
.

甸和
“水泡

”
附近 的枝小丽螺

,

在有像山柳P o刀
ot 盯 co m 声切。蚁种存 在 的 山 坡上都

没有找到枝小丽螺等陆生螺类
。

在该地查到感染有本吸虫囊勒的妈蚁是和枝小丽螺具尾J

样草生环境的红色妈毅
、

对服凡u眼 of Bri ti止 I叫认 ,
H y 眼

noP 比ra V ol
.

11
。

所述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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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征是 F 口 , , t’c 。 介。 ,
c’’co la

。

在章甸
“

塔头 , 上掘 出的此蚂蚁窝土 中见有枝小丽 螺
。

从山西和黑龙江二 地中华双腔吸虫流行区查到不同的蜗牛种类和妈蚁种类供作本吸虫的

第一 和第二中间宿全的事实
、

提示 了在我国从东北 到西北 以及青藏高原
,

四川 盆地
、

云

贵高原等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的本吸虫病流行区
,

其贝类及妈蚁的传播媒介种类
,

很

大可能是和 山西安泽及黑龙江扎贵特旗所见的不同
。

要在各地区进行本 吸虫病 的 防 治

工作
,

就有必要在各流行区进行详细的调查
,

查出此病原幼虫期在各流行 区存在的地点

和牛
、

羊群牲畜受感染的主要季节
,

供作防治措施的根据
。

中华双腔吸虫和矛形双腔吸虫都主要是牛
、

羊的寄 生虫
,

其 贝类宿主 都是 陆地蜗

牛
,

其 昆虫宿主都是
·

妈蚁
,

为何它们在国 内会有如此分明的不同分布区? 这 尚须对二虫

种流行区 生态学问题进行详细的比较考察才能了解
。

.-3

、

( 1 ) 黑龙江扎资持粥的儿
,
, ,’c , , 、 .c 介口梅 4

、

山西安泽的‘. , P 。。 o 招
;

摺 , Pr o .ru
,

( 2 ) 吉 林科尔沁右翼前旗的F o:附注c。
, g 一

价
( 3 ) Ll!西沁源造峪的Fo 附‘“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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