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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盾盘吸虫的生活史及吸虫纲

系统发生的讨论

唐仲璋 唐崇惕
(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提 要

1
.

本文记述分布在我国的盾盘吸虫六种 : 贝居腹盾吸虫 (滋ptd og 。纪
,

co nc ‘之‘ol ‘

K. B a
-

e r

)
;
黑龙江腹盾吸虫 (A印 id o g a , t。, a 二 u , e n : : 5 A c hm e r o v ,

1 9 , 6)
;
饭岛腹盾吸虫 (A护id o g 。。。 ,

i, io ai K a w a m u r a , 1 9 2 3 )
;
印度腹盾吸虫 (A护 id o g a , 多。r io d ic a D a y a {

,

一9 43 )
;

中华杯盾吸虫

(C o t , la护i了 : i, e , : i , F a u s t a n d T a n g ,

2 9 3 6) 及东方簇盾吸虫 (L o 户人。“, 户: , o r i
e 。, a lis F a u s t a n d

Ta xlg
,

1 93 6 )
。

对各虫种的形态特征作简单描述
。

2
.

印度腹盾吸虫的生殖细胞发生及早期胚泪台发育经详细观察
,

本文简单介绍此种吸虫的

精子及卵子发生
、

受精卵发育达到杯状拗过程及各发育期的形态特点
。

3
.

本文报道东方簇盾吸虫的各发育期虫体的构造特征
,

并简单介绍杯状拗侵人其贝类宿

主的途径和寄生部位
。

牛
.

本文对盾盘吸虫的分类及系统发生等间题进行讨论
。

盾盘类吸虫在吸虫纲分类及系统发生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位置和重要的含义
。

这一亚

纲包括有盾腹科 (A sp id o g a strid a e p o e he ,

1 9 0 7 )
,

列杯科 (S tic h o c o tylid a e F a u sr a n d T an g
,

1 9 3 6 )〔
‘3 ]
及皱腹科 (R u g o g a str id a e Se he ll

,

19 7 3 )
。

由于近年来新种类的增加
,

已有 2 2 属 3 0

多种了
。

自从前世纪初叶 vo n B ae r (1 8 2 6 ) 发现贝居腹盾 (刀脚而脚。 co , 动ic ol 习 以来
,

盾盘类在整个吸虫纲的演变以及和单殖及复殖亚纲关系问题吸引很多学者的注意
,

它所

隶属的地位迭经讨论
,

有的把它归于单殖类
,

有的把它归于复殖类
。

自从盾盘亚纲 (As p id o -

g 邹 tre a

) 建立以后得到广泛的分类学者的同意 (D a w e s ,

19 4 1 : D o llfu s ,

1 9 5 3 : S k r

jab in ,

1 9 5 2 〔‘,s, 明 )
,

但进一步对它生物学问题的了解尚嫌不足
。

直至最近
,

这一类代表古代吸虫

的特点又被提出
,

认为它的位置接近于复殖类演发的根 (C lo se to th e r o o r 。f D ig e n e a )
。

可

能是极古年代以前的
“

原复殖 类
” (p r od ig en ea ) 的模型

。

所谓
“

原复殖类
”
是近代复殖类

所从出的类群 (R Qh d e ,

19 7 1
,

19 7 2
,

1 9 7 3 )L, ,
1

, 6
,
2吕, o

本世纪以来
,

对于吸虫纲的分类
,

蠕虫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

从比较形态学及比较

胚胎学的观点来探讨一个能代表真正亲缘关系的 自然系统
,

那就有必要认真地考察吸虫

纲演化的问题了
。

生物学是紧密地联系着历史的科学
,

从演化历史的考察借以解决现存

吸虫类的生物学问题
,

例如世代交替
、

无脊推动物和脊椎动物宿主孰先孰后的问题等
,

对

它们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
。

1 9 7 9 年 5 月 2 8 日收到
。



水 生 生 物 学 集 刊 第 7 卷

一个生物学中重要的原理
“

个体发生复述了种族的发生
”
曾被用为探讨某一种族类系

统发生的根据
,

可是被认为富有启发性意义的盾盘类
,

虽其直接发育特点已被人认识
,

完

整 的生活史探求还很少有人问津
。

参考以往的有 关 论 述 多根 据 片 段 的 观察
,

A ub ert

(1 5 5 5 )‘
, , 、 v o e ltz k o w (1 5 5 5)〔

3, , 曾叙述贝居腹盾的发育
,

Fa u st (1 9 2 2 )〔草〕观察刚由卵孵

出的幼虫
,

w illi
a
m (1 9斗2 )。

‘, 对贝居腹盾的发育也作了分期的描述
。

w h a rro n (1 9 3 9 )。 7 ,

从大峭龟 [C ar * la ca re lt 召 (L
.

)」及一种海产贝类 [F 。ci ol a汀。

沙ga , (L
.

)〕分别找到一种

簇盾吸虫 仁
。户人

。, a s户i, 。 a llei s to ssie h
,

1 89 9 ) 的成虫和幼虫
。

这些报告均失之简略
。

近年

来较为详细的生活史叙述有印度腹盾 [A s产id o g a , , e r in d ic a

(D a ya l
,

1 9 4 3 ) ] 【
, 〕,

多杯盾盘

(M “lzic o t夕10
Pu r o i, 1 D a w e s ,

1 9 4 1 ) 及孟特尔瓣 口 (L
o b a , o slo o Za o a n ter i R o hde ,

19 7 3 )

(R a i
,

19 6 4 ; R oh d e ,

19 夕1
,

19夕3 ) [ , ,
,

2 6
】

, “] 。

复殖类卵子和精子发育经报告的据 G re ss on (19 6 4 )L16]
.

的记载有 60 种
,

分隶 23 科
,

蜂虫类的生殖细胞的发生也有报告 (You ng
,

19 2 3; D ou gl as
,

1 9 6 3 )
。

单殖类如多盘虫

(p
o l夕, 20 卿“。 in z咭

er : im “ m R u d
.

) 及三代虫 (G 夕r o d a c t夕l“ , e l铭
a n s v

.

N
o rd m a n n ) 的生殖细

胞发育在本世纪初期即已详细考察 (G o ld se hxn id t ,

1 9 0 2 ; K a tha rin e r ,

1 9 0 4 )〔
‘,

,
‘7」,

在吸虫纲

中只有盾盘类在这方面的研究尚付闻如
。

最近虽有 Ro hde (19 7 3 )LZ幻
对于孟氏瓣 口 的卵

子发育有了叙述
,

但也极为简略
。

多年来我们在福建搜集本类吸虫
,

采集到六种
,

并从事有关生活史方面的考察
,

对其

中一种进行了卵子和精子发育
、

受精和早期胚胎发育的观察
。

在另一种则详细地观察它

在贝类宿主体内生长的状况
。

现将试验及研究结果分别简述于后
。

材 料 与 方 法

成虫标本用洋红及苏木精染色
,

整体封片
,

幼虫包括杯状勤及其他发育期的形态构造

系用活体观察
。

在贝类宿主体内寄生位置的考察系用解剖及切片方法进行研究
。

用作细

胞学观察的虫体系采 自蝙鱼
、

河观
、

淡水壳菜
,

经解剖后在子宫初段的卵子取出后用片压

法 (Sq u as h m c 比ed ) 醋酸苔红素 (A ce to
一

or ci n ) 染色
,

或用 Bo ui n 氏固定液固定后石蜡封

存作连续切片
,

并用铁矾苏木精染色
。

生殖细胞分裂各期系用油浸镜观察
。

各图均用绘

图器描绘
。

试验及研究结果

(一 ) 中国盾盘吸虫种类记录

我国盾盘吸虫种类已往报告的文献较少
。

我们在福建省闽江流域找到有五种
,

加上

黑龙江及湖北省报告的 As Pi d og ast 。
·

召m “r o sis 共有六种
。

兹简略叙述如下
,

侧量数字以

毫米计算
。

1
.

贝居腹盾 (A sp ido g o s te r e o n e hie o la K
.

B a e r ) (图版 11 : 7
,

s)

本种盾盘吸虫系 Fa us t (1 9 2 2 )网 首先在北京及长沙伐到
,

寄生于青鱼 LM刃ap ha l’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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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d o n
Pfc

o s (R ie ha rd so n )1 及鳖 (A 。夕d “ s云n
。。 :汇; )

,

并于两种田螺 V io i户a ,
·

a la 户illo ru ,

及 V
.

ca ta yc 。行 和瓣鳃类的 U ni o sP
.

均有发现
。

本虫在福州的河蚌 (A no d on la 留oo dz’
-

朋
。

) 极为常见
,

寄生在围心腔内常百数十条在一起
。

此外
,

偶然亦能在田螺 (巧“par
4

qu ad ra 招) 体内找到
,

但数 目都不过是一
、

两个
。

本虫种的劳氏管接于输卵管弯折处
,

末部延至体的后端并膨大成一盲囊
。

输卵管有
-

许多膜瓣分开的隔室
,

它们显然不是完全分隔的
,

因为卵细胞可以通过并到达卵膜和子

宫
。

输卵管壁有纤毛
,

它们的闪动使成熟卵排出
。

卵黄腺总管开 口于输卵管较后的一段
。

其他内部器官构造和以往的叙述一样
。

2
.

黑龙江腹盾 (A sp ido g o s te r o m u r e n s is A e hm e r o v
,

19 5 6 )

本种吸虫最早在东北发现
,

寄生在鲤鱼及草鱼肠内 (A c hm er
o V ,

1 9 5 9 )
。

在南方湖北

省花马湖亦有记载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
,

19 7 3 )
。

3
.

饭岛腹盾 (A叩fdo g a s te ,

iji m “ 1 K a w a m u r a ,

1 9 1 3 ) (图版 I: 1)

本虫前经 日本 K aw
a
m u ra 发现和描述

。

兹据福建标本补充叙述如次
:
虫体作梭形

,

盾盘后的体部逐渐尖削
,

体大 2
.

6 2多一 3
.

6 34 x 1
.

0 6 5一 1
.

3多1 。
口 部边缘作波状凹凸

,

并可

向外翻出
,

自径 。
.

3 8。一0
.

斗夕, 。

咽椭圆形
,

直径 0
.

193 一 0
.

2 2 7
,

紧接着一个细
一

长的袋形肠

管延至体的后端
。

盾盘前半较阔
,

后半逐渐窄小
,

石
一

小吸盘四排
,

总数 4 6 个
。

整个盾盘占

腹面中央部位
,

其长度 1
.

4 2夕一 1
.

9 0 3 。

盾盘周围在各小盘相隔处均有小乳突一个
,

称边缘

感觉器 (M ar g ina l 盯g an )
,

其数约 26 个
。

皋丸巨大
,

椭圆形
,

位于体腹面
,

0
.

72 3一 0
.

8夕, x

0
.

3 23 一 0
.

3 9 9 。

输精管从翠丸前方发出至后方膨大为屈曲的贮精囊
,

经四
、

五度环绕曲折

而接于阴茎囊
。

阴茎囊教状
,

0
.

夕斗2一 ]
.

33 2 x 0
.

2 28 一 0
.

3 2 3
,

其中阴茎长 。
.

4 73 一。
.

7 6 1 。

阴茎囊基部围绕有许多单细胞的摄护腺
,

其范围宽约 0
.

5 89 一 0
.

8 5 6 。

阴茎囊和子宫末端均

开口 于体前方 1八 水平
、

盾盘右侧的生殖孔
。

卵巢椭圆形
,

一端膨大
,

另一端向前曲折形

成输卵管继而向后回绕
。

在卵巢后方有一个圆形的受精囊接于劳 氏管
,

劳氏管细长
,

向后

延展至体后端与排泄管连合
。

卵黄腺分布于休后方 2 / , 的位置
,

圆形的丛粒散布在肠管

两侧
,

卵黄腺管斜向前方
,

汇集于输卵管成为卵黄总管通于卵膜
。

子宫屈曲向后
,

延到体后

端又向前盘旋于翠丸和阴茎囊右侧而开口 于生殖孔
。

卵大 0
.

0 68 一0
.

0 8 1 x 0
.

0 32 一 0
.

0 4 7 。

终末宿主
: 鲤鱼 (C护

r i, u : c a r户i。 L in n a e u s )
。

寄生部位 :
肠管

。

4
.

印度腹盾 (A叩ido g “二 te r in成
e o D a y a !

,

1 9 4 3 ) (图版 I: 2 )

本种盾盘吸虫系在 印度北部勒克脑 (L uc kno w ) 地方发现
。

宿主系 Ba ,,b “ , 。r 。

福建

的标本叙述如下
:
成虫长椭圆形

,

大 2
.

1 20 一 3
.

5斗1 x 0
.

9 抖一 1
.

, 0 4 。

盾盘大 2
.

1 7 1一 3
.

0 2 7 X

0
.

9 14 一 1
.

5。斗
,

除口 部和咽外全身几被遮满 ; 盾盘长 度 与 体 长 比 为 0
.

81 一 0
.

93 : 1 (平均

0
.

8 7 : 1 )
。
口 吸盘位于顶端

,

0
.

2夕z一o
.

Z s6 x o
.

Z o g一 0
.

2 6 7 ; 咽 0
.

1 7 1一 o
.

Z o g x o
.

l夕l一 0
.

2 0 9 ;

肠管囊状
,

1
.

9 23 一2
.

2 肠 x 0
.

1 90 一 0
.

3 0 5
,

盲端达翠丸后方
。

盾盘周围一圈小吸盘数 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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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个 ; 中部垂直的长方形小盘二列
,

各 13 一 15 个
。

整个盾盘的小盘总数 58 一 64
,

最常见

为 6 2 。

边缘各个小盘之间有小乳突
。

卵巢椭 圆形
,

顶端膨大
,

所含的细胞休形较小
。

卵

巢基部折叠的输卵管内含有具巨大胞核的卵细胞
。

卵巢大 0
.

2 86 一 0
.

4 34 x 0
.

190 一 0
.

2 86

(平均 0
.

3 64 x 0
.

2 3 1 )
。

劳氏管细长约 1 毫米
,

其一端与输卵管相接
,

另一端向后延到近

体后端与排泄囊相通
。

卵黄腺丛粒分散地分布在体 中横线至皋丸后方
。

横卵黄管在卵

巢后方汇合成为卵黄囊而通于输卵管
。

翠丸较大
,

0
.

92 8一 0
.

0 57 x 0
.

43 8一 0
.

: 5 2 (平均

0
.

7 2 1 x 0
.

4 9 9 )
,

其长宽度均约等于卵巢的两倍
。

两个小输精管向前汇合成大输精管
,

约

在体中部膨大成为曲折的贮精囊
,

延至体前方 1/ 3 处接于阴茎囊
。

阴茎囊基部为许多腺

细胞所簇拥
,

阴茎囊具两个管壁
,

内有由许多椭圆形细胞构成的前列腺管
,

在其前方有弯

曲细长的阴茎 ; 阴茎囊末部内壁倒生着许多笠形小刺
。

阴茎囊开口 与子宫末端开口 相接
,

位于咽后近中央位置
,

其末部常能从开口 处翻出
。

子宫末端膨大部分有腺 体 围 绕
,

大

0
.

4 00 一。
.

62 8 X 0
.

2 09 一 0
.

3 4 3 (平均 0
.

5 46 x 0
.

2 5斗)
。

排泄系统具由两侧小囊愈合而成的

排泄囊
,

常可见囊已经愈合而尚有两个排泄孔的个体
。

排泄囊两侧通于膨大的排泄管
,

该

管弯曲向前至体前端 1 / 3 处直径突然变细向后转折
,

短距离后又向前方伸至咽的两侧
,

旋

即扭曲向后分为前后两支
,

前后支均循该管旁边前后延展
,

然后再分为更小的收集管
,

最

末的焰细胞具三分支
,

其基本结构和贝居腹盾一样
。

卵椭圆形
,

大 0
.

0 77 一 0
.

1 03 x 0
.

0%一

0
.

0 6 1 0

终末宿主
: 三角鱿 [M叮

a lo b ra o a , e r o io a lis

(R ie h
.

)1 : 赤眼缚 [s: “a zio 乡a r乡u , : u r r i: “ -

lu s
(R ie h

.

)]
。

寄生部位
:
肠管

。

贝类宿主
:
淡水壳菜 {L io n o

Pcr
o a la c u str i,

(
v

.

M
a r te n s

) ] (图版 111 : 8 )
。

在贝类宿主的寄生部位
:
肾腔

、

围心腔
。

5
.

中华杯盾 (〔汤ty 坛甲15 sio e n s is F a u st a n d T a n g ,

1 9 3 6 ) (图版 I: 3 )

本种盾盘吸虫体大 1
.

5一 4
.

5 x 1
.

16 一2
.

5 7
,

盾盘巨大
,

边缘小吸盘数 20 一2 1
,

中央长

方形小盘 7一 8 个
,

周围各小吸盘之间有很小的瓶状边缘感觉器
。

虫体后方膨大
,

前方窄

长突出
,

口开于顶端
。

咽大 0
.

1 x 0
.

1 2
,

肠管袋形
,

盲端达体后端 1 / 4 处
。

翠丸巨大横椭

圆形
,

位于体中央后半
,

0
.

38 x 0
.

斗7 。 输出管从攀丸一边发出
,

在距离不远处接于膨大而

屈曲的贮精囊
。

贮精囊前段较细
,

接于一个梨形的阴茎囊
,

囊内有前列腺及其前方的射精

管
。

囊内不具阴茎
,

雌雄生殖孔并列于咽和肠管交接处的侧方
。

卵巢椭圆形
,

位于盾盘前

半的左侧或右侧
。

输卵管系卵巢折叠的一部分
,

具有不完全的横隔
,

它似乎是纵列卵细胞

排出后遗留的空隙
。

有劳氏管与这一段相接
,

劳氏管细长
,

其后端接于排泄囊
。

子宫含卵

三
、

四个
,

二
、

三屈折后向前延展至生殖孔
。

卵黄腺丛粒圆形或椭 圆形
,

分布于体两侧
,

自

盾盘前缘水平开始沿着周围小盘内线
,

在翠丸后方连接作半圆圈
。

横走的卵黄管在翠丸

前缘向中央汇合成总管进人卵模
。

卵大 0
.

1 62 一 0
.

1 82 x 0
.

09 8一 0
.

1 12 。

6
.

东方簇盾 (L op h o t“sP is

完全成熟的虫体淡红色
,

o r ie n ta li s Fa u st a
nd T a n g

,

1 9 3 6) (图版 111 : 6 )

外表作圆筒状
,

前端细削
,

后端钝圆
。

、

体大 6. 5 K 2
.

5
,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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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X 0. 7 ,

肠管袋状
, 4. 6 X 0. 5

,

延至近体后端
。

盾盘长椭圆形
,

周围有小吸盘 39 个
,

中

央二纵列 35 个
,

共有小盘 7斗个
。

中央两列小盘其周围有指状突起环绕
,

共有 90 多个
,

与 Lap 人ot as Pi , in t
eri or “

相较这突起要细弱得多
。

翠丸圆形
,

直径 0
.

夕
,

位于体后端 l/ 4 处
。

二根小输出管从翠丸前缘发出
,

在很短距离内便汇合为输精管
,

后者管径较粗
,

实际上有

贮精囊的作用
。

不具阴茎囊及摄护腺
,

只由输精管向前延展至咽前缘腹面开口
。

卵巢椭

圆形
,

0
.

2 , x 0
.

3 0 ,

顶部膨大
,

前方基部后折成输卵管
,

管弯曲处和开 口于体背面的劳 氏

管相接
,

在短距离内又与卵黄总管遇合
。

卵黄腺丛粒圆形紧密相接
,

分布在体两侧
,

前方

始于体中段较前的位置
,

后端则达翠丸后方
,

左右两束相接触
。

卵黄横管在攀丸前相连接

成卵黄积聚及总管
。

子宫左右弯曲
,

在虫体一侧与输精管并行
,

向前到咽前缘开 口
。

终末宿主
:
河鳖 仁A m 夕d a , u be , c u la ta

(C a n to r
) ] (= T rio n 夕x sin e 。、i, W ieg m an n

)
。

贝类宿主
:
河视 〔C o r bt’

c u za flu , in e a
(M 色11e r

) ] (图版 111 : 7 )
。

(二) 印度腹盾的生殖细胞发生和早期胚体

1
.

生殖细胞发生 (图版 Iv: 1一 19 )

从蝙鱼肠内得到的印度腹盾用切片的方法观察其精子和卵子发生的情况
。

精原细胞

(图版 IV: l) 在翠丸的表部
,

体质较小
,

它们分裂为次级及三级精原细胞 (Se
c o nd 盯y an d

re rtia r y sp e rm
a to g o n iu m )

,

在切片标本中表现为 8 个
、

1 6 个或更多的细胞群
。

在细胞较窄

的一端
,

细胞质互相连接着
。

它们分裂为初级精母细胞 (Pr im ar y s

pe r m at oc yt e)
,

经第一次

成熟分裂而成为次级精母细胞 (Se co nd ar y s

Pe
r
m at oc yt e)

,

成熟分裂 可在接近表部的细胞 中

看到
。

分裂前期的阶段从细线期 (L ep to re n e

)
、

双线期 (D ipl
o te n e

) 到终变期 (D ia k in e sis)

都可以看到其半数染色体数 目为 6
,

亦有看到 5 个或多至 7 个的
。

染色体形状有
一

作环形
、

单个或重复的叉纽
。

它们常作辐射状排列
,

再一次的成熟分裂成为精细胞 (SPe r m ati ds )
,

成丛地充满在翠丸内面
,

常数以 16 个以上的精细胞连在一起
。

精细胞形成精子时
,

细胞

核逐渐延长
,

初作卵形
,

继为蛾抖形
,

后来只有屈曲状的核质从细胞脱出
,

剩下了细胞质的

残余
。

丝状的精子一束一束地充满辜丸内
。

它们 由输精管输送而到贮精囊内
。

用醋酸苔

红素染色的精子比 用苏木精染色的体质显得略为粗大
。

精子在高倍放大时可见一端有较

粗大的头部
。

卵子发生开始于卵巢前方近末端处细胞的分裂
,

它们分裂增 多并成为体质较大的细

胞
二

卵原细胞不容易辨认出来
,

卵母细胞形成后逐渐增大
,

这样细胞充满整个卵巢
,

在输

卵管基部的细胞比在前端的要大好几倍
。

已经进入子宫内的卵
,

经解剖出来并用醋酸苔

红素染色
,

依顺序排列来观察它们的变化
。

卵母细胞具有很大的胞核
、

内含偏于一边的圆

形的核仁
。

网状染色质分散在胞核内面
。

卵巢内的卵母细胞在未经排出时没有变化
,

在

越过输卵管而到达子宫时经精子钻人后
,

成熟分裂立即开始
。

在子宫基部 (卵膜内) 很薄

的卵壳已经形成
,

内含有 巧一20 个卵黄细胞和一些精子
。

钻入卵的细胞质内的精子成为

一个不规则形状的染色质颗粒
。

同时卵细胞内的核膜和核仁消失了
,

细胞内出现细线期

二价染色体 (Pa ch yt en
e 一

bi v

众nt s
)

,

它们或是散开
,

或是集中在细胞的中部
。

这时钻入的精

子 也形成条状或仍作粒状的染色质埋存在卵 细胞的胞质内
。

卵细胞内出现的细线期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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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每个分隔为偶线期 (Z ygo ten e)
。

核膜消失后双线期二价染色体集中在赤道板上
。

每个

染色体膨大
,

中间的分隔更明显
。

它们开始扭曲随着染色体膨大而缩短
,

表现出各种状

态
,

有作环形
、

十字形
、

单个或两个纽圈形
。

在成熟分裂的前期阶段
,

染色体的数目最清晰

可见
,

数 目 5一7 个
, 6 个最多

。

它们经过终变期的变化随即进人中期
,

染色体更为缩短

了
,

它们紧密地连在一起
。

分裂进行后第一个极体 (Po loc yt e) 形成了
。

第二次成熟分裂前

期
,

单价的染色体形状较细小
,

染色亦较淡
。

在子宫内两次成熟分裂紧接在一起
,

没有看

到分裂间期
,

因为第二次成熟分裂非常迅速
,

染色体形态变化不容易观察得清楚
。

在解剖

出来子宫内的卵和整体封片的标本内部能观察到紧接在下面的是雌雄原核的出现
,

雄原

核略小
,

两核内均有圆形的核仁
。

两核出现后经历的时间较长
,

在子宫初段这一期的卵子

数目较多
,

在卵的边缘可见有两个极体附着在外面
。

说明在整个受精过程 中这一段状态

历时较久
。

2
.

早期胚体发育(图版 V: 4一 l斗)

紧接着两个原核形成之后
,

核的合并和第一个卵裂随即开始
。

雌核和雄核在未合并

之前
,

两个染色体组出现了(图版 V: 斗)
,

它们结合成为受精卵的核
,

在核膜消失时细线期

染色体出现
,

它们分散在细胞质内
,

继而集中在赤道板上而经历偶线期
、

粗线期和双线期

(图版 v: 5一夕)
。

这时每一染色体含有一串念珠样的染色质粒 (c hr o m o m er es )
,

随着体积

增大
,

整条染色体缩短
、

扭曲
,

形成多样的形状
。

二倍染色体数 2n ~ 12 或 2n 一 14
。

经

过终变期后完成了第一个卵裂
,

形成了一大一小的两个分裂球(图版 V: s)
,

旋即发生第二

个卵裂 (分裂发生在大的分裂球 )
,

形成了 3 个细胞期(图版 v: 9
,

1 0 )
。

它们几乎是同样的

大小
。

随后它们 中间的一个又分裂成为大小不同的细胞
,

小的就是第一个发生的小裂球

(Mic ro m er es )
,

这是四个细胞期
。

在我们观察的材料中
,

4 个细胞期以后看到的是 7 个细

胞期
,

含有 3 个大裂球 (M
a e ro m e re

)
,

2 个中裂球 (M
e so m e re

) 和 2 个小裂球 (M ie ro m e re)
,

分裂总是发生于较大的裂球
。

具有 H 个细胞期的胚胎含有 2 个大裂球
、

6 个中裂球和 4

个小裂球
,

在 19 个细胞期所有细胞大小较为均等 (图版 V: ll 一 14 )
。

胚的中央有一个略

大的细胞正在分裂
。

这样的各个胚胎细胞的增殖方式说明了各个细胞都在分裂
,

只是迟

速略有不同
。

我们在盾盘类卵的发育中见到了与复殖类吸虫卵
.

发育的不同特点
,

复殖类虫卵的早

期胚胎发育中很早就有分化出较大的保持生殖能力的
“
繁衍细胞

” ,

这在盾盘类发育中没

有发生
。

盾盘类无多胚生殖现象
。

随着胚胎的发育
,

卵壳也跟着膨大起来
,

胚细胞分裂到 30 个以上时
,

整个胚形成了椭

圆的细胞团
,

所含的各个细胞大小均等
。

此胚随后长大成为圆形
,

当发育接近完成
,

杯状

坳雏体逐渐显现
。

此时有了前后端的分化
,

前方的口吸盘和后端的吸盘逐渐形成
。

具有

成熟杯状坳的卵比在子宫基部 的卵要大好几倍
,

卵内幼虫体折叠
,

口吸盘几 占卵一小半的

位置 ; 咽
、

袋形的肠管及后端的吸盘均透显出来
。

卵的前端具卵盖 (图版 工: 4 )
。

从卵孵出的幼虫(杯状蜘 )大 0
.

150 x 0
.

0 5 8 ,

体表具透明的角质膜
。

杯状坳 (图版 1: 5 )

不同于复殖类的毛坳
,

其全体光滑不具纤毛板
。

巨大的口 吸盘直径约 0
.

0 5 0 ; 咽 o
.

o ls x

。
.

0 2究 肠管袋状
,

大 。
.

0 35 X 0
.

0 3 0 。

腹吸盘是盾盘的最早形式
,

圆形
,

直径 。
.

0多o 。

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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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具单细胞的穿刺腺三对
,

位于肠管两旁
,

其腺管开口在前端顶部
。

在腹吸盘前方背部

近中央部位有两个排泄孔
。

排泄系统结构与贝居腹盾及东方簇盾的杯状蜘一样
,

两孔各

接 于大排泄管
,

向前延展至口 吸盘后缘水平处
,

向后屈折到中段分为三支小管
。

接连于三

个巨大的焰细胞
,

分布于口吸盘
,

咽及排泄孔的外侧
。

印度腹盾的杯状勤用两个吸盘交互吸着葡旬爬行
,

从吸水管侵入其贝类宿主体内
,

在

宿主的肾腔
、

围心腔中发育到成虫
。

印度腹盾的贝类宿主为淡水壳菜 (L;’。
, 。加阴召 lac “ -

st) .i ,
(

v
.

M ar te n
心

,

我们从它们体内找到本吸虫的早期幼虫
。

这些早期幼虫体大 0
.

9 , 一
1

.

0 0 x 0
.

6 , 一 0
.

7 5 ,

口吸盘 0
.

1 0一 0
.

1 2 x 0
.

2 0一0
.

2 5 ,

咽直径 0
.

1 ,

肠管 0
.

3 0一 0
.

, 8 。

盾盘

刚刚开始发育
,

大 0
.

如一 0
.

80 x 0
.

30 一 0
.

3 5 ,

中央两列的纵格 已经出现
,

各列数 目为 10 一

1 2 个(图版 Iv : 6
,

7 )
。

我们把印度腹盾的生殖细胞发生和受精现象和前人观察的吸虫类这方面的状况相比

较
,

其主要特征大体相同
。

首先关于染色体数 目
,

印度腹盾的单倍染色体 (haP loi d ) 数为

6 个
,

但有的卵细胞及精母细胞其染色体有多一个或少一个的
,

这样不规则的染色体数 目

时有观察到
。 san de rs on (1 9 5 9 ) 报告一种寄生于蛙的复殖吸虫 H ap le m “ra cy 枷dr a ce 召

(zc de r ,

1 80 0 )
,

在减数分裂时染色体数也有不规则的现象
。

在压片标本里计算其卵细胞

和精原细胞的染色体单倍体最常见的为 1。,

但也有看到 9 或 11 个的不整齐的染色 体 数

目
。

所以她写 H
.

cy lind ra 二口 的二倍染色体数为 2n ~ 20
,

2n 一 18 或 2n 一 22 的
。

她

考虑这现象的解释虽然不能完全否定技术操作引起的可能性
,

但 由于吸虫类染色体特点

的成分更多
。

Br itt (1 94 夕少
,
研究并总结 3 5 种吸虫的染色体数 目

,

这些吸虫隶于2 5属 8

个科
。

据他考察吸虫纲
、

蜂虫纲的染色体
,

尚未发现有多倍体 (Po lyP loi dy) 现象
,

只发现

有非整倍体 (A ne uP loi d y)
,

即正常的染色体数之外
,

常有多 1 个或少 1 个染色体的现象
,

间亦有差 2 个的例子
。

非整倍体是染色体组不完整的状态
。

二倍体中成对染色体的成员

增加了或减少了
。

减少 i 个的叫做二倍减一 (m o n o s o m ie d ip lo id )
,

即 Zn 一 l。 如果增加

i 个染色体
,

这叫做二倍加一 (
triso m ie d ip lo id )

,

即 Zn + l 。 此外
,

还可以有二倍加二

(te rr a so m ie )
,

即 Z n + 2
,

即当中有一个染色体的数目是 斗。 还有双二倍加一 (d o u ble tr i
-

so m ic) 即 2n 十 1 十 1 ,

当中有两种染色体的数 目是 3 。

上述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的例子在植物方面曾经报告的有曼陀罗 (D 、、a)
、

玉 蜀 黍

(z ea o ay 习 及月见草 (O柳ot 人c1 二 la , ar 沃ian 4
) 等 ; 动物方面曾经报告的有果蝇 (幼,o , 口-

户人iz
a 二 e la o o g as , e r

)
。

(三 ) 东方簇盾的生活史

东方簇盾的终末宿主以前报告的为河鳖
,

近年来在闽江下游地带发现河规充 当它重

要的宿主
,

不但幼虫在它体内能发育且能长成到非常成熟和能产卵的阶段
。

自从这一贝

类宿主发现之后
,

我们有了阐发其整个发育史的机会
。

盾盘类系直接发育
,

这一点早经蠕

虫学者推测到了
,

但对整个生活史的观察
,

完成的却不多
。

我们进行数千河观的解剖
,

观

察了各期发育的虫体和它们连续生长的情况
。

1
.

卵的发育 卵的大小在子宫初段与末段差别甚大
。

在子宫初段只含有一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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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卵子
,

一端有卵盖
,

大 。
.

1 12 一 0
.

1 38 x 0
.

0 42 一 0
.

0 6 3 ; 在子宫末段胚胎已成熟的卵子 大

0
.

154 一。
.

168 X 0
.

0 7 0一 0
.

0 8 4 。

卵内完全发育的幼虫
,

其口 吸盘
、

眼点
、

咽
、

后端吸盘以及

具有纤毛的体表细胞均可透过卵壳窥见
,

幼虫头部向卵盖的一端 (图版 11: 3 )
。

卵在水中

不久即打开卵盖
,

幼虫因纤毛的鼓动而旋即脱壳而出 (图版 11: 1)
。

2
.

杯状蜘 (C o ty lo e id iu m ) 盾盘吸 虫 类 的 幼 虫 称 杯 状 拗
。

此 名 系 w o o tto n

(19 6 6 )所创设
,

和复殖类的毛蝴 (m ir a c id iu m )及单殖类的钩毛蝴 (
o n e o m ira c id iu m ) 相并立

。

东方簇盾的杯状坳从卵中孵出后长度为 0
.

154 一 。
.

2 65
,

宽度为 0
.

0 70 一 0
.

1 12 (图版 H : 2 )
。

虫体的构造已具有成虫的基本形式
。

体表有角质膜
,

但它与贝居腹盾的杯状拗不一样
,

体

的中段两侧生有 斗 块纤毛板
,

后端两旁及当中也有 斗块
。

体旁纤毛板直径约 为 0
.

0 2 2 。
口

吸盘巨大
,

直径 0
.

0 夕5
,

口腔宽度为 0
.

0 2 2 。

咽大 0
.

02 l x 0
.

O2 5
,

紧接在 口吸盘后方 ;肠管袋

状
,

。
.

0 75 X 0
.

0 弓8
,

肠壁 由大型的上皮细胞构成
,

壁的厚度约 。
.

0 0 9 。

体后端腹面有圆形

的吸盘
,

直径 。
.

0 5 6 。

眼点有二
,

位于 口吸盘后缘
,

由许多黑色素颗粒构成
。

在眼点前侧有

杯状浅凹
,

有类似晶体的构造
。

排泄系统分左右两侧
,

它是盾盘类三分支排泄管的最简单

的形式
。

排泄囊两个
,

开 口于腹吸盘前两旁
,

各连接于向前延展的排泄管
,

到咽的水平线

时向内并向后屈曲到体的中部分为三支小管
,

各接于一个焰细胞
。

焰细胞巨大
,

胞体具有

能伸缩的假足
,

向漏斗状的小管中有纤毛闪动着
。

最前方的一对焰细胞位于口 吸盘两侧
,

第二对焰细胞位于肠管前缘两旁
,

第三对在体后方排泄囊外侧
。

排泄总管在转折处有三

个纤毛丛
,

其末端指向后方
,

与管内排泄液的流动系同一方向
,

纤毛不断闪动形成所谓火

焰管(fl a
m ife rou

s tub
e

)
。

排泄囊圆形
,

囊的中央有一巨孔
,

并有一块具折光的颗粒
,

它可能

是排泄物质的凝集
。

神经系统包括有绕咽喉的神经结 (cir cu tne
s叩hag

e滋 co m m iss ur e)
,

以

及向前方及后方的神经索
。

在虫体两侧有若干形状颇大的表皮下细胞
,

它们是充满于虫

体的柔软组织
。

3
.

杯状蜘侵人贝类宿主的途径和寄生部位 东方簇盾的杯状蜘孵 出 后 在水 中游

动
,

体延展作筒形
。

幼虫有强烈的趋光性
,

常聚集在玻璃器 向光的边缘
,

其眼点显然是对

光线反应的感受器
。

东方簇盾的杯状坳具眼点
,

又具有体表纤毛板
,

它们在水中孵出并游

动
。

它们侵入河观体内的途径可能是和水流一起经吸水管进人宿主体 内
,

可能经鳃室
,

由

与此相通的肾孔而至肾腔 (
r en al

e a v i汀)
,

继乃侵人围心腔 (pe r ie a r d ia l e

av ity )
,

在那里长

大为成虫
。

在河观体 内见到成虫附着在围心腔壁上 (图版 11: 6 )
,

它们可能对周围的组织

有破坏作用
。

盾盘类吸虫的杯状勤可由于其构造特点及在水虫孵化习性不同而有不同的

侵人贝类宿主或终末宿主的方式
。

有的杯状坳不具纤毛板和眼点
,

它们在水中孵出后进

行葡旬爬行
。

印度腹盾的杯状拗具有单细胞的穿刺腺
,

这可能在宿主体内移行有作用
。

孟

特尔瓣口排出的成熟虫卵在稀释的海水中不孵出杯状勤
,

当此虫卵和其贝类宿主放在同

样海水中
,

随后解剖螺体
,

在其胃中和消化腺 内发现有卵及孵出的杯状拗
。

4
.

东方簇盾在河规体内的发育 杯状蜘达到河蜕的肾腔和围心腔后逐渐长大和发

育
,

随着虫体增大其体内各器官及盾盘亦逐渐发育完整 (图版 lI: 斗
,

5; 图版 m
: 1一5 )( 表

1)
。

从东方簇盾童虫到成虫的发育过程可见到其盾盘上各小盘逐渐形成
,

数 目虽逐渐增

加
,

但会有所差异
,

与虫体的大小不完全成正比
。

因此
,

在 日本发现的 L ap 加tas Pz’
, co r bi ‘“l。

M or iva
,

1 9 4 4
,

其宿主也是一种河观 (Co
r bi cu la le朋a)

。

盾盘上具有的小盘 53 个
,

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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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方簇盾在河 规休内的发育

不不不 虫体长宽宽 咽咽 肠 管管 生 殖 腺腺 盾盘长宽宽 盾盘上小盘 数数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边边 中中 总总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缘缘 央央 数数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小小 纵纵纵
虫虫虫虫虫虫虫虫 盘盘 列列列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小小小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盘盘盘

AAAAA 0
.

8 7 9 丫 0
.

5 8 111 0
.

1 9 9 丫 0
.

1 3 222 0
.

, 0 0 丫 0
.

斗0 000 未 发 生生 0
.

3 0 0 火 0
.

2 4 999 888 444 1 222

BBBBB 1
.

3 2 8 丫 0
.

7 1 333 0
.

1 9 8 X 0
.

2 3 111 0
.

9 0 0 火 0
.

斗5 000 未 发 生生 0
.

50 0 义 0
.

2 , 000 1 444 1 000 2 444

CCCCC 1
.

9 9 2 火 0
.

9 4 666 0
.

1 9 9 X 0
.

2斗999 1
.

弓0 0 又 0
.

5 0 000 未 发 生生 0
.

7 1 3 又 0
.

斗1 ,, 2 888 2 000 斗888

DDDDD 2
.

4 0 0 火 1
.

1 0 000 0
.

弓0 0 义 0
.

3 2 000 1
.

夕0 0 只 0
.

苏5 000 生殖原基基 1
.

2 0 0 K 0
.

4 5000 3222 2 666 多888

开开开开开开始发展展展展展展

EEEEE 2
.

8 0 0 火 1
.

3 0 000 0
.

3 0 0 火 0
.

3 3 000 2
.

0 0 0 又 0
.

3 0 000 翠丸 ::: 1
.

6多0 火 0
.

弓三000 3333 2 666 多999

00000000000
.

20 0 只 0
.

1 500000000000

卵卵卵卵卵卵巢不明显显显显显显

FFFFF 3
.

7 0 0 火 1
.

6 0 000 0
.

4 0 0 丫 0
.

4 8 000 2
.

7 0 0 火 0
.

4 5000 翠丸 ::: 2
.

斗0 0 丫 0
.

80 000 3 333 3 000 6 333

00000000000
.

3 2 0丫 0
.

2 800000000000

卵卵卵卵卵卵巢 :::::::::::

00000000000
.

15 0丫 0
.

10 00000000000

GGGGG 4
.

3 0 0 义 1
.

8 0 000 0
.

4 2 0 义 0
.

弓0 000 3
.

4 0 0 又 0
.

4 弓000 翠丸 ::: 2
.

2 5 0 火 0
.

卜;0 000 2 888 2 222 5 000

00000000000
.

33 0 丫 0
.

5 0 00000000000

旦旦旦旦旦旦日巢 :::::::::::

00000000000
.

2 8 0义 0
.

2 000000000000

HHHHH 4
_

9 0 0 丫夕
_

夕门门门 0
.

斗0 0 火 0
.

5 0 000 4
.

0 0 0 火 0
.

3 4 000 辜丸 ::: 〕 只, Q 丫 n q n门门 3 222 2 666 , 888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斗0 0火 0
.

3 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卵卵卵卵卵卵巢 :::::::::::

00000000000
.

3 5 0 又 0
.

2多00000000000

可能是东方簇盾的同物异名
。

东方簇盾只能在不定温的脊椎动物肠内生活
,

鸟类和哺乳

类从未有盾盘吸虫类寄生
。

我们有一位同学曾吞食四个成熟的东方簇盾吸虫
,

结果证实

不能感染
。

讨 论

盾盘类吸虫的分类位置曾经是蠕虫学者长期讨论的问题
。

有的把盾盘类归于单殖类
,

有的把它归于复殖类
。

Le uc ka rt 认为它与复殖类有较密切的亲缘
。

不但在构造方面且从

寄生宿主是软体动物这一点来说都可作这样的推论
。

但从生殖方式的特点看这问题
,

它

不具无性繁殖世代
,

不应归于复殖亚纲
。

盾盘类成虫没有后端的吸具和单殖类所特有 的

生在吸具上的小钩
,

排泄孔位置也不像单殖类不在体前方而在体后端
,

因此
,

本类吸虫也

不能归于单殖类
。

关于发育史方面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 A ub er t (1 85匀
〔21 和 v oel tz ko w

(1 8 8 8 )圈 已经知道贝居腹盾的生活史没有无性繁殖世代
。

Fa us t
(1 9 2 2 ) [l2] 曾经观察该

吸虫的幼虫期已具有成虫的雏形
,

而不同于毛拗的形状
,

因而很明显的是直接发育的证

据
。

根据这些而建立了独立的盾盘亚纲
。

盾盘类吸虫被认为是吸虫纲 中古老的族类
,

在构造上它有单一的袋状的肠管及桶状

的大咽 (d o
liif

o rm ty pe o f pha ryn x
)

,

这都和切头 目 (T e m n oc e Phaj a
) 及单肠目 (R ha b d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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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eli da ) 涡虫的构造极为类似
。 R oh de (19 7 1) 报告盾盘类神经节较简单

。

此外
,

焰细胞 巨

大
,

胞体具有能伸缩的假足
,

收集管基本分支数为三
。

从 生活史来看
,

本类吸虫还没有无

性生殖的繁衍方式
,

这说明它们对寄生生活的适应只是停留在较原始的状态
。

盾盘类杯

状蜘如何侵人贝类宿主
,

学者们看法尚不一致
,

杯状拗移行到围心控及肾腔的途径尚须考

察
。 v oe ltz ko w (1 8 8 5) 认为由肠道迁移最为可能

,

根据是在进行感染试验后二次分别在

肠管中找到 l一2 条小虫
,

他认为肠管与围心腔接触处管壁较薄
,

杯状拗容易从这里钻出
。

关于杯状勤从肾孔钻人的可能性
,

他认为肾管太小并且管内纤毛摆动的方向系向外的
,

与

虫体进人的方向相反
。

W
o o tto n

( 19 6 6 ) 报告西方杯腹吸虫 〔C o ,ylog
a , , 。r

(C o tylog o te ; o -

id 。 )
口

cci de nt al 。〕开始发育是在 胃区
。 R oh de (19 夕3 )

〔韶〕 提出曼特尔瓣口 的卵是被宿主吞

食
,

杯状拗在肠管内孵出并从肠管移行到消化腺
,

他认为贝类宿主吞食虫卵而得感染的方

式可能是吸虫类原先感染软体动物宿主的形式
。

但 Pea rs on (1 9 7 0
,

19 夕2 ) 在他的复殖类

生活方式的系统发生一文中却提出另一看法
,

认为扁形动物最早可能系贝类的体外寄生

虫
,

盾盘类幼虫是从体表侵人贝类宿主的
。

如前所述
,

我们观察盾盘类吸虫的杯状蜘有两

种
,

一种具眼点和纤毛板的
,

一种不具眼点和纤毛板
。

前者可能有一段 自由活动的时期
,

侵人宿主的方式可能是经吸水管而人 ; 后者葡旬爬行
,

可能系从体表钻人
,

也可能未孵出

以前卵子被贝类宿主吞食
。

小杯盾吸虫 (Cot 刃二Pi , 10 19成 ,
) 曾经记载附着宿主体表生

活
,

也能侵人体 内
,

此方式证实了 Pe
a rs on 的设想

。

印度腹盾在淡水壳菜 [L 枷
。

oP o na lac us tr 行 (v
.

M盯 ten s) ] 体 内发育
,

但较少找到完

全成熟的虫体 ; 而在三角鱿和赤眼蹲体内发育为完全成熟的较多
。

这一点与东方簇盾绝

大 多数在贝类宿主河规体内发育成熟是很不相同的
。

像印度腹盾的状况在其他盾盘类也

有
,

如 C o , , lo g a : , e r o c c id e 。 , a li、 在鱼类宿主 即zod ￡
n o , “ : g r u n n ie n s

脊椎动物体内比在贝类

宿主 L a , Ps ili , sil 匆“oi de 。
体内的成熟虫体不但数量更多

,

而且个体也更大 (Fr ed er ick
s
e!1

,

19 7 2 )山
,。 由此例子可以看出专性的寄生虫 (ob hga tor y Pa ras ite) 是怎样通过兼性的寄生

虫 (fa e u ira tiv e Pa r a site ) 的阶段而演化成的
。

盾盘类也有须经过第二个中间宿主的
,

如列杯属的 应i动二
口

州
。

二琳)’o Pi
: ,

尚有 甲壳

类的宿主 N
e
P人r o

声 , o r o e

gt’
c “s
及 H o o a r “ , 召, e ri c a n u s ,

囊拗在它们体内形成
。

很明显
,

这

一吸虫已发展到具有两个无脊椎动物宿主和一个脊推动物宿主的阶段
。

在盾盘类某些构造看来
,

可以说它 已脱去了单肠类一般的体制
,

改变了生殖腺左右对

称的形状
,

卵巢和辜丸只剩下一边
。

卵巢有折叠的构造
,

说明它是从条状 的生殖腺转变来

的
,

膨大的末端弯曲下来成为椭圆形的卵巢
,

输卵管具隔室
。 R oh de 认为分隔室的输卵管

是为着阻止精子的通过
。

看来这说法不够完善
,

因为输卵管在形状上各室虽有隔膜
,

卵细

胞仍能排出和通过
。

输卵管原是雌性腺体
,

即卵巢的基部
,

它含有较成熟的卵细胞
,

这些

隔室原是卵细胞排出后留下的空隙
。

劳氏管在簇盾属是较短而且其开口在体背面
,

而腹

盾属和杯盾属中的印度腹盾
、

贝居腹盾
、

饭岛腹盾及中华杯盾的劳 氏管均较长
,

并开口 于

后端 ; 贝居腹盾通于一个凹状的窝
,

A
.

lt’m ac of de :
也如是

,

其余各种则开 口于排泄囊
。

饭

岛腹盾的劳氏管在前方靠近输卵管处接于受精囊
,

其他各种无此构造
。

杯盾属的劳氏管

过去未经人观察
,

据 Os bo m (19 0 3 ) 有关该属特征的记述是写作不具劳氏管
,

而我们在

中华杯盾观察到此构造
。

所以本属的特征应描述此一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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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项研究中看到盾盘类的受精现象和其他扁体动物无甚区别
。

Br itt (19 4夕)
〔31 对

于复殖类吸虫染色体曾加综述和讨论
,

认为吸虫有固定的染色体数 目和形态
,

可作分类的

根据
。

w 滋
ton (1 9 5 9 )比l 考察各类寄生虫的染色体

,

看出了在同一属下面各种类的染色

体有很大的一致性
。

作者为着要和复殖吸虫作比较曾观察平辜吸虫 印a)’or ch i, ac an thus )

的生殖细胞发生和受精现象
,

与 R ee s
(1 9 39 )[23] 的叙述一致

,

该吸虫单数的染色体为 1 1 。

整个减数分裂和受精过程在盾盘类和复殖类是没有差别的
。

在发育方面盾盘类的杯状勤与各类吸虫幼虫比较具有系统发生方面的意义
。

杯状拗

的构造与单殖类的钩毛拗
、

切头涡虫的幼虫以及复殖类的毛拗比较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相

似和差异之处
。

如杯状坳的大形的咽和袋状肠管
,

在钩毛拗和切头涡虫幼虫都有类似的

构造
。

有些种类杯状勤具纤毛板似钩毛拗
,

但前者不具有后者所特有的后端吸器 (haP to O

和生在上面的小钩
。

在排泄系统方面杯状勤较似复殖类毛拗而不同于钩毛拗和切头涡虫
。

钩毛拗的排泄孔在咽的两侧
,

约在体中段前面
,

长成的单殖类排泄孔移至体前方两侧 ; 钩

毛吻的焰细胞有 5一 10 对
,

在咽的前方两侧细管常汇合为一
,

至眼点前方分作一或两个分

支
。

切头涡虫的焰细胞极小
,

常 8一 9 个聚成细胞丛 (fla m
:

ce n bu lb) 在体前方
,

每一触

手都有一
、

二支小排泄管伸入(唐仲璋
、

19 , 9户
。

这些和杯状蜘的排泄系统很不相同
。

杯状蝴除排泄系统较似复殖类毛坳外
,

其他构造都有区别
,

其中最重要的在于胚细胞

方面
。

毛蜘在发育期间很早就分出胚细胞 (g er m in 滋 ce ll)
,

其他外胚层细胞分化为腺细

胞
、

神经细胞及肌肉细胞等
,

只有胚细胞没有分化
,

它们或迟或早分裂成小胚球
,

发育为母

胞坳或母雷勤
。

这些胚细胞有的分布在毛拗体后部(如血吸虫 )
,

有的已发育为胚球(如肝

片吸虫
、

棘口 吸虫 )
,

有的则能提早成熟发育为小雷蝴 (如平攀吸虫
、

环肠吸虫 )
,

其他有些

毛勤体形较小
,

也至少有 3一 5 个胚细胞在体后方
。

这样的特点在盾盘类的杯状拗不具

有
。 “
多胚生殖

”
(Po lye m br yon y) 是复殖类在贝类宿主体内无性生殖的方式

,

它和成虫体

内用有性生殖方法相间而形成世代交替
。

无性生殖在动物界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
,

在寄

生虫生活史中亦常见
,

例如疟原虫一类的胞子虫
,

盾盘类在软体动物体内没有营无性繁

殖
,

说明了它还不像复殖类那样深度的适应于寄生生活
。

一般蠕虫学者认为吸虫类是从涡虫类演化来的
。

但是它和其他扁形动物一样
,

没有

骨骼和外壳可资保存
,

在古代化石遗迹中找不到这一类的动物
。

所以这一方面的考察只

能凭借现存种类的比较
。

在各类动植物中由于发展的不同
,

存在着高级和低级的种类
,

提

供了探讨种族演化的线索
。

盾盘类由于它的构造和特殊的发育方式
,

被认为具有原始的

吸虫类的特征
。

正如 Le uc ka r :
(1 8夕9 ) 所说的整个盾盘吸虫的结构有似一个雷蜘的形状

。

直至最近被认为它是原复殖类吸虫的模型
。

整个盾盘亚纲种类较少
,

截至目前为止
,

已经

发现的只有 38 种
,

分隶于 3 科
、

12 属 (表 2 )
。

它们分布于亚洲
、

大洋洲
、

欧洲和南北美

洲
。

亚洲方面
,

我国
、

苏联
、

印度
、

日本
、

斯里兰卡及马来西亚等地均有报告
。

在淡水
、

海洋

均有
一

记录
。

说明本类吸虫曾经广泛地分布于全球
,

推想在古代它们必定相当繁盛地生存

着
,

而现在却剩下较少的种类了
。

依据寄生虫和宿主平行演化的原理
,

考察宿主 也可以推测寄生虫演化的陈迹
。

分析

l) 切头涡虫 (T
。
阴 , 二己p人al o s 。 , p o

ri w
e b e r ,

1 8 8 9 ) 在福建的发见及其生物学的研究
,

福建师范学院 学报
I好 9 年自然科 学版

,

引 一5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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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盾盘亚纲 吸虫名录

1
.

A s p id o g a s t r id
a e F

.

P o e h
e ,

19 0 7 腹盾科
A 动id o g a s了e r B 。 。 r ,

1 8 2 7 腹盾属

e o ty za sp : ‘ L e i〔ly
,

1 8 5 7 杯盾属

c o 才夕1 0 9 左 : 才。 r M o n t i
c e lli

, 1 8 9 2 杯腹属

e o t夕1 0 9 。 , te r o id
e s Y

a , , , 。 g u ti
,

19 6了 拟杯腹属

L o b a t o s公。 , n a E C k m a o n ,

19 3 2 瓣 口属

L z , , 。、夕, : 比 5 1
, z lia ,

1 9 35 里龟属

A 了Pid o g 份 s te 犷 c o 刀 ‘人i
‘ o la B a e 「

,

1 8 2 7

A
.

比夕冲“r e n ‘若5 A e
h

ln e r o v
,

1 9 5 6

A
. a n 君iP津才 L

e p s i
,

1 93 2

A
.

澎
扩c 左
加 丑e k m a n n , 19 3 2

月
.

e 刀左 己a 才i工 E e k
一n a n n ,

1 93 2

A
.

in d ic ￡2 D a ya l
,

19斗5

左
.

才z J , n a
i K

a
w a ln u r 汪 ,

1 9 1 5

A
.

11胡
久c o id

巴 了 D i
e s

in g ,

1 8 3斗

A
.

P多了c ic o l‘去 R a
w a t ,

1 9 4 8

C o 艺夕l介‘Pi了 i陀了19 刀矛了 L
e id y , 1 8 5 7

C
·

a n o d
o ” t“尸

(O 、b o r n ,

1 89 8)
C

.

c o决
。
ri B a r天

e 。 。丈 Pe : r 、o 。、
,

1 9 1斗

C
.

1亡。 o
ir i (p o e r

i
e r , 1 8 8 6) N ie k e r s o rl ,

1 90 2

C
.

‘in 亡 n ‘名了 F a u s r e t T a n g , 1 9 3 9

C
.

, t“n 左a r d i R L; ; n b o ld
,

1 9 2 8

C
.

r e e
ljo o t e 二 ,

i: N a jo r i
o n

,

1 9 6 1

C o ty lo g a s te 犷 ” Zi
c
左a e l之丁 M o n t 一e elli

,

1 8 9 2

C
.

o c c id 己刀才“l乡‘ N ie k e r s o n ,

18 9 9

C
.

b
‘z‘之r i s id 〔liq i a n d C a b l

e ,

1 9 60

C o t夕lo g a s了刃 ,
·

o 之才
亡·万 乙

‘zr r o 留
之

I于u eh n e r a n d E 仁g 巴 s ,

19 72

L o 占‘了t o , , , a 夜
e , 、o , t o , 、 a

(M
e C a llu , n e t M

e C a
llu

, , ; ,

1 9 13 )

L
。

脚 a n 才‘r 之 R
o l记 e

。

19 7 3

L
.

: ; n g 。。 :

(L in t o n ,

1 9 0 5 )
L

.

Pa c
ific ,‘脚 M

a n t。 。 ,

1 9斗O

L潇J‘岁脚y万 a i力沂c 口 s i J一
l
] a ,

19 3 5

L
.

, , Z e
h犷a i S r

iv a s t a v a e t 5 1
1 19 11

,

1 9 5 9

o 夕汀 t‘了 1
’

a n d o n ,

1 9斗9

‘i”人a i S r i
v a s ta v a e t S I

ll g h
,

1 9 5 9

L.L.

乙 。户人o ta s
户i, L o o s s ,

19 0 2 簇盾属

M a c r。‘夕i , o ls so n ,

1 8 6 8 巨盾属

衬。ztic o t夕le B e n D a w e s ,

1 9斗1 多杯属

材“It; c a l夕x F a u s t e t T a n g
,

19 3 6 多薯属

L o 户人o t比 : 户: : , 。ll
e
i (s

to s s
ie h

,

1 8 9 9 )
L

.

in t e r io r“
W

a r
d e t H

o p k in
s ,

19 3 1

L
.

, a c
d o n u

ld i (M
o n tie e lli

, 1 8 9 1)
乙

. , n o r g u r , t, f
e r a 。

(5 1
、
ip l

o y e t H
o r n e

ll
, 19 0斗)

L
.

o r介刀句l“ F a u s t e 仁 T
a 几g ,

19 3 6

M “c r a 了Pi了 e l巴g a力 ‘ o l
s s o n , 1 8 6 9

M “lt ic o 才夕le P u 尸岁i
万
1 B e n d a w e s ,

19斗1

对 “l才ic 汀l夕x c r 了‘了口才a F a u st e t T 汪一1 9
,

19 36

2
·

st ieh o c o t ylid a e F a u : t e t T a n g ,

1 9 3 6 列杯科
s , i

c
人o c o t夕le C u n n in g h a , n ,

1 8 8 4 列杯属 S t了c 乃o c o t夕l亡 n 己P人
r o P

了‘ C u n n in g h
a !n

,

18 8呼

3
.

R u g o g a s t r id
a e s c h o ll

,

1 9 73 皱腹科

天。g o g u : 才e , s eh ell
, 1 9 7 3 皱腹属 刀r‘9 0 9 夕 s才e 犷 乃夕dr

o la g i S e h
e
ll

,

1 9 7」

盾盘类的贝类宿主
,

如 u 厉
。 ,

A , od 。、
,

刀。况 e。。 ,

Pl 州,’o b/
。卿召 ,

夕二d). “肠
,

L “阴如li,
,

O bo
-

。a ri a ,

L e p , od e s
各属以及其他珠蚌科 (U n io n id a e

) 的种类
,

属于真瓣鳃 目 (E u l
a
tn

e
llib ra n e hia

)

裂 齿亚目的 S动赫od 口。‘。 另有 C or bi 。份
,

刀d “。召 ,

Ca 心动。 属于异柱 目 (A ni so m ya

ria )o

只有少数种类属于腹足类的如 r a sc iol a ria ,

材
e z o

(一 G o n io b a : i,

)
,

C le o户a , r a ,

I: 1 0 1户a r a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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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盾盘类和复殖类吸虫虽然同样以软体动物为宿主
。

但前者所寄生的大多数属于瓣

鳃类
,

而后者虽然也有一些寄生于瓣鳃类
,

却绝大多数寄生于腹足类
。

盾盘类的脊椎动物宿主包括淡水及海洋的鱼类和爬行类
。

鱼类方面有鲤科的好几个

属
,

其他有够科
、

细科
、

给科
、

纹鲜科
、

石首鱼科以及板鳃类的星鳖
、

鳃
、

犁头鳃
、

牛鼻绩和银

蛟等
。

爬行类宿主有记载的有 9 个属
,

包括龟
、

鳖
、

大峭龟等
。

所以这一类吸虫的宿主仅

限于不定温的脊稚动物
,

鸟类和哺乳类没有充当宿主的记录
。

复殖亚纲吸虫中只有腹口

目的中间宿主都是瓣鳃类软体动物
,

终末宿主也只限于鱼类和极少数的两栖类 ; 前口 目的

复殖吸虫中间宿主少部分为瓣鳃类
,

大部分则为腹足类软体动物
。

终末宿主则各类的脊

椎动物均有
。

sz 记 a t 曾假设
“
较为专化的宿主

,

其寄生虫也较为专化 ; 反之
,

较为原始的宿主
,

其寄生

虫也较为原始
” 。

Fa hre nh ol z 的假设
“现代寄生虫的祖先在古时也寄生于现在宿主的祖

先
” 。

这两个假设虽然有很多例外
,

但提供了寄生虫和宿主平行演化的概念
,

对于了解吸

虫纲的系统发生是有帮助的
。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
盾盘亚纲是吸虫纲中较为古老的族

类
,

关于它们的生物学研究对这一类寄生蠕虫的演化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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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盾盘吸虫的生活史及吸 虫纲系统发生的讨论 图版 I

、

声共只

命
.

》升
;

饭岛腹盾吸虫

印度腹盾吸虫

中华杯盾吸虫
印度腹盾吸虫卵子

印度腹盾吸虫杯伏坳从卵孵出

印度腹盾吸虫杯状坳在贝类宿主体内发育的第一阶段

印度腹盾吸虫在贝类宿主 生殖 腺开始发背的 阶段

,‘‘

2
,j

图图图

d
‘一、产O勺l

图图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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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崇惕
: 两种盾盘吸虫的生活史及吸虫纲系统发生的讨论 图版 11

簇盾吸虫杯状黝从卵孵出

簇盾吸虫杯状坳

簇盾吸虫含有杯状坳的卵子

簇盾吸虫杯状蝴在贝类宿主 体中早期发育 : A
.

边缘小盘 8 个 ; B
.

边缘小

盘有 14 个

簇盾吸虫杯状蜘在贝类宿主体中早期发育
,

边缘小盘有 28 个

河规围心腔的 断面示腔内的簇盾吸虫

贝居腹盾吸虫的卵子内含杯状吻

贝居腹盾吸虫的杯状蜘

IL乙月,‘d
月

图图图图

一、Z白侧只了图图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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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盾盘吸虫的生活史及吸虫纲系统发生的讨论 图版 111

阁
译

l一5
簇盾吸虫在贝类宿主体内生殖腺发育各期

簇盾吸虫成虫

河现 “。rb zc “‘“ fllt 川‘”

竺
_ _

.

、
.

淡水壳菜 L t , 二 。o 户沙 r n 。 。。e ‘; J 奋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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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盾盘吸虫的生活史及吸虫纲系统发生的讨论

李 歌会

耳
印度腹盾 吸虫精子及卵子发生及早期胚体发生

图 1 辜丸表部的精原细胞
图 2 次级精原细胞

、

三级精原细 胞 图 3 初级精母细胞 (8 个

细胞中的 5 个) 图 4 精母细胞的减数分裂 图 5 两个各具 6 个染色体的精母细胞 图 6

次级精母细胞
,

放射状排列
,

中央细胞盾联在一起 图 7 精细把

中染色质逐渐延长 图 8 精细胞中染色质延长的进一步的状态

图 7 桔细雨 16 个一丛中的 11 个
,

示细胞核

已脱离
、

聚成一束
大小不同的卵母细胞

图 10 精子放大示膨大的头部 图 1 1

图 1 2 子宫内
,

精子 已钻人卵细胞

图 1 , 一17 双线期 (醋酸苔红素染色的压片标本) 图 1 8
,

燎素 、 怎右去个达伍伏

图 9 细胞质的残余
,

精子

近输卵管基部的卵巢断面
,

示

图 13
,

1 4 减数分裂细线期

双线期(铁苏木精染色的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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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腹盾吸虫精子及卵子发生及早期胚胎发生

图 1 中期
两组染色体

胞期 图

图 2

图 5
,

第一个极体形成 图 3 雌雄原核形成 图 4 雌雄原核在未合并前的

第一个卵裂的细线期 图 7

9
,

10 三个细胞期 图 11

个细胞期

四个细胞期

第一个卵裂的双线期

图 12 七个细胞期

图 8 两个细

图 13 十一

图 1 4 十九个细胞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