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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白杨沟绵羊矛形双腔吸虫的研究
’

唐崇酬 唐仲刻 齐普护 多常护

李启护 曹 恻 潘沧桑
l)

寄生在牛羊肝脏的双腔吸虫在国内各农牧区中形成流行区的有中华双腔吸虫 (刀。
。co o zi“m 动i, 印后 知

g *
Tan g

,

19 75)
、

矛形双腔吸虫 (口
.

za , “。 , stile : 。 H asoaxl
,

1896) 及扁体矛形双腔吸虫亚种 (D
.

l。。ee。,“。 户la ,y。。o 。“m T an g “ a l
. ,

x98o ) 它们

在国内分布及危害情况曾有介绍(唐崇惕等
,

198。)
。

矛形双腔吸虫在国内有很大的分布

区
,

也曾有人体病例报道
。

本吸虫的生活史虽已经阐明 (N oll er
,

19 28 ; v咧
,

1929; Neu-

hau , ,

19 3 6
,

1938 ; K ‘砒 an d M伞
: ,

19 52
,

19 5 3 等)其传播媒介(中间宿主)种类在一些国

家也经调查 (sv ad jian
,

1954 ; sri 拍sta va
,

1975 等)
,

但在国内尚只有个别地方部份中间宿

主种类的零星报道(唐仲璋等
,

1975
、

19 7夕
、
1 9 78)

,

有关本吸虫的专门调查研究的资料还

极缺少
。

新疆天山山脉以北广大地区是矛形双腔吸虫流行地带
,

为了要了解刃隆本吸曳
的中间宿主种类及其携带本吸虫幼虫期情况

、

我们于 19”年 7 月份选择在乌鲁木齐县境
_’

内天山山脉白杨沟牧场为点进行本项研究工作
。

结果在那独特的生态环境中发现了本吸

虫新的贝类宿主(第一中间宿主)和蚂蚁宿主(第二中间宿主)
,

观察了此二中间宿主在牧

场上分布
、

感染本吸曳幼虫期及其在传播本吸虫病作用等情况
。

本吸虫生活史各期形态
图在描绘器下绘画

,

虫体及中}闭宿主种类标本保存馥门夭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

一
、

工 作 结 果

1
.

白杨沟自络生态环境及羊群放牧情况

白杨沟是天山山脉的一小部份
,

它像大天山的二个缩影
,

在不大范围内具备有天山山

脉所有的各不同的生态环境
。

它包含有海拔 600 米以下几乎不毛之地的戈壁滩 (荒漠草

原) ; 海拔 600 二1, 500米干燥的长着稀疏杂草的半荒漠草原 ;海拔l,8 。己一2
,

800 米被云杉

所密布的潮湿的森林草原(真草原), 林间青草葱葱
,

夏季盛暑
,

此地仍然阴凉并且多雨
,

气

温常在只5℃ 以下
,

有时还会有雪花飘落;此外
,

尚有在梅拔 3
,
。00 米上下无树林的高山草

甸及约在 4
,

00 0 米雪线以上终年积雪不化的冰川地带
。

白杨沟里的羊群数虽不多
,

但它们也像天山其他地方的羊群一样在不同季节有不向
地点的牧场

。

冬春季在半荒漠草原及在森林草原下方的冬
、

春牧场上放牧;夏天开始(6月

份)
,

羊群向森林草原上部的夏牧场转移
,

在那里逗留到夏末秋初卜月份) 后才下山到冬

本文于 1980 年 3 月收到
。

* 奋加本项研究部分工作的还有: 新爱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研究所李靓如
、

赵兵同志
,

新五伊犁自洽州兽医站

谢立忠同志
,

新爱塔城兽医站王富智同志及南京医学院史志明同志
。

) 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研究所
。

) 新组乌价木齐县曾医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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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春场过冬
。

乌鲁木齐县绵羊矛形双腔吸虫感染率平均 夕3外
,

感染强度约 300 条虫
。

白杨沟羊只

数不多
。

我们随手剖检绵羊三只都感染有矛形双腔吸虫
,

各含虫攀为祖
、

” 及 420 条
。

2
.

白杨沟牧场矛形双腔吸虫的贝类宿主
、

蚂蚁宿主及其感染情况

l) 贝类宿主种类及其感染矛形双腔吸虫幼虫期情况

我们在白杨沟的半荒漠草原
、

森林草原及高山草甸不同生态环境的羊群曾逗留或经

过的场地上寻找陆生螺蜘
、

只有在森林草原里找到二种
,

它们是光滑唬拍蜗牛 (Su ccjn 。

价心d人
a

)及卡刹巨循蜡蜿(M
o c ; oc 五la , 夕,

友
a : a动a , a , :

)
。

此二种蜗牛栖息在林间草坡上
、

树

根附近草丛中
、

尤其在雪水流下所形成的水渠附近潮湿的石头上更多
。

我们检查所采集

到二种蜗牛结果只从琉拍蜗牛查到矛形双腔吸虫幼虫期 (见表l)
。

调查结果说明: ¹ 琉

拍蜗牛可充作矛形双腔吸虫第一中间宿主在科学上首次报道 ; º光滑珑拍蜗牛是天山森

林草原中一优势陆出螺类
,

从其中查到矛形双腔吸虫不同发育阶段幼虫期
,

说明森林草原

是新疆羊群感染本吸虫的主要地区 ; » 不同大小的琉拍蜗牛有不同的感染率
, 6个阳性

螺的螺龄都在一年以上
,

它们所含的幼虫期
,

按照该处气温条件(无霜期约 12。天
,

气温达

20℃以上只有 60 天左右)可以推测它们是在 l一 2年前夏天受感染后留下来的
,

调查地点

7 月份气温只达到 10 一巧℃ ,

中午有时到20 ℃
,

6月份气温更低于此
,

由此可知阳性蜗牛

越冬后到此时才刚刚发育; ¼ 3, 765粒子珑拍蜗牛(约一年之内螺龄)中可能有未查出的阳

性螺
,

因为当年6一7月份羊群进人夏牧场后才有机会接触感染源而受感染
,

在15一20 ℃

气温条件下二个月以内的早期母胞蜘幼体不容易在解剖境下检出
。

从此批小珑拍蜗牛检

查结果表明在该牧场一年中贝类宿主是在6一7 月份后才受感染; ½ 在 6 , 977 粒唬粕蜗牛

中查出有一粒(0. 014 务)含有成熟尾坳
,

说明夏牧场7月份已开始有本吸虫病原污染草场
,

通过在蚂蚁宿主体内的发育
,

约在9 月份可以使下山时的羊群受感染
。

从含成熟尾拗阳性

螺数只有一粒说明白杨沟是矛形双腔吸虫轻度流行区
,

这情况和该处羊只轻度感染
、

羊群

数不多以及自然气温条件等情况相关; ¾ M a cr oc 脚a二产 属蜗牛虽曾经报道在印度是矛

形双腔吸虫的贝类宿主
,

但在白杨沟它们和唬拍蜗牛栖息于同挥环境而未查获阳性
,

所以

裹1 白. 沟恋林草 . 险生粗. 感染矛形双胶吸虫幼虫栩情减

蝎蝎牛牛 检 查查 阳性拐牛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大大小小 蜗牛数数 (感染串% ))) 母胞拗后期期 中期于饱姗姗

‘

成熟子抱拗拗
‘‘‘

(粒))))))))) (含有成熟尾勤)))

先先滑欢拍蜗牛牛 大大 ‘0999 5 (0
.

82% ))) 222 222 111

中中中中 2 , 60333 1(0
.

038% ))))) 11111

小小小小 3 . 7“ ““ 000000000

小小小计计 6 , 97777 6 (0
.

086% ))) 2(0
.

029% ))) 3(0
.

01呼% ))) 1(0
.

014% )))

大大大大 2 , 1,333 000000000

中中中中 l, 83222 000000000

小小小小 20斗斗 OOOOOOOOO

小小小计计 4 , 189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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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蜗牛能否充作本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尚不能证实
。

2) 蚂蚁宿主种类及其感染矛形双腔吸虫囊蝴情况

在白杨沟森林草原及半荒漠草原地带我们采集到四种 F0 , 湘 属妈蚁
。

其中二种

数量少
、

零星分散地在地下作窝
,

共检查工蚁 2
,

13斗只
,

幼虫和蛹 1
,

356 个都是阳性
。

另二

种蚂蚁都在地面上草丛中或树根旁以枯枝干叶营巢
,

按 B血oa an d c oll ing w
ood (19 75)蚂

蚁分类检索表所列特征进行鉴定是 For , t’ca p产c t‘。介和 F
.

lug ub ris
。

在海拔 1
,

800 米冬

牧场一小河附近找到二窝 F
.

Pr ctc 。行,

窝直径达二市尺宽高约一市尺
,

检查此二窝工蚁

”
,

800 只
、

幼虫和蛹 20
,

83 1个全部阳性
。

此蚁种曾经报道在印度等处是矛形双腔吸虫的

第二中间宿主 (sri va sta va
,

19 75 )
,

在白杨沟此蚁窝附近从秋天到翌年春天有一羊群在此

逗留
,

但由于在很大范围内都没有找到琉拍蜗牛等陆生螺类
,

因此在此二窝中没有找到阳

性妈蚁也是必然的
。

F
.

佃洲b南 蚁窝较小
,

分散在海拔 2, 00 。一2 ,5 00 米树林间的草坡上
,

我们共检查白天采回的工蚁 36
,

9 , 5 只
,

幼虫和蛹 10
,

391 个
,

只找到 3 只阳性蚂蚁
,

各含成

熟囊坳 1一 2 个
。

从囊蜘发育的情况可断定它们是在去年感染越冬而留下的
。 F

.

l甲b廊

作为本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也是首次报道
。

白杨沟夏牧场 7 月份蚂蚁感染率如此低有以下几点原因
: ¹ 白杨沟是一轻度流行区

,

而且 7 月份气温条件使只有 0
.

0 14 多珑拍蜗牛开始排出少量成熟尾勤(粘球)到外界
,

此时

妈蚁能受感染的不多; º越冬的阳性蚂蚁此时有的可能已死亡
,

而白天采集蚂蚁亦有可

表 2 扁体矛形双胶吸虫与矛形双胶吸虫未成熟个体形态特点比较 (侧盆以毫米计)

DDDDD 矛c犷o c o 亡l而阴 Ja o c 亡a扭娜娜 刀介r o ‘o o liu 二 I : ”e , a公。。 对
。宕夕” 。: o , u二二

llllla ”c 亡a t“功功功

子子子官圈中已有部分虫卵卵 子宫圈中尚未有虫卵卵 子宫圈中巳有部分虫卵卵

体体 形形 体窄长叶片状或矛形形 窄长叶片状
、

矛形或纺锤形形 体宽扁
,

腹吸盘水平二体侧侧
肩肩肩肩肩状突出出

体体 大 小小 3
.

602一斗
.

0弓3火0
.

691一0
.

9j666 1
.

323一1 617火0
.

386一0
.

44月月 1
.

397一2
.

032只0 3百S一0
.

7, 000

体体长 : 体宽宽 4
.

2一5
.

2 : lll 3一4 2 : 111 2
.

7一3
.

8 : 111

口口 吸 盘盘 0
.

294一0
.

323丫 0
.

232一0
.

32333 0
.

132一0
.

147只0
.

1艺8一0
.

13222 0
.

118一0
.

1‘2火0
.

118一0
.

17666

腹腹 吸 盘盘 0 29 4一0
.

338K 0
.

2‘5一0
.

33888 0
.

132一0
.

147火 0
.

132一0
.

1斗777 0
.

118一0
.

176 丫0
.

118一0
.

17666

口口 腹腹 直径径 1: 1一1
.

0斗斗 l: 111 1 : 1一1
.

222

吸吸 : 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
盘盘 盘盘 横径径 1:1

.

0斗一1
.

0666 1: 1
.

11一1
.

1333 l : l一 1
.

3666

攀攀丸大小小 左左 0 221一 0
.

235 X 0
.

23, 一0
.

27999 0
.

118一 0
.

132义 0
.

147一0 U 666 0
.

103一0
.

191火 0
.

1呀1一0
.

32333

右右右右 0
.

265一 0
.

29斗义 0
.

221一 0
.

23555 0
.

118一 0
.

162只0
.

162一0
.

1夕‘‘ 0
.

161一0
.

221火0
.

17‘一0
.

30999

辜辜丸形状状 不规则的团块
,

圆形或椭圆圆 不正横椭回形形 大部分横扁块状
,

边缘不整整
形形形形形 齐 ,

. ‘

有的旦分辨
。

.

部分虫体皋皋
丸丸丸丸丸向是椒桶目形形

旦旦卜巢大小小 0
.

118一0
.

132K 0
.

147一0
.

16222 0
.

0 44一0 0夕今K 0
.

0 , 9一公
.

0 7444 0
.

0 88一0
.

132火 0
.

08 8一0
.

17‘‘

;;;日巢形状状 圆 球 状状 回球 状 ::: _
横神嚼形至横扁条状个别尚尚

是是是是是圆球游游

采采集地点点 新疆霍城
,

乌鲁木齐山西安安 新疆阿克苏苏 新疆阿克苏苏
泽泽泽

、

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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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阳性妈蚁不在巢中
。

调查结果表明妈蚁感染情况与该处羊群感染情况及琉拍蝎牛感染

情况相符合
。

么新获矛形双睦吸虫的生物学研究

l) 成虫(图l一4 ) 收集新疆境内各地矛形双腔吸虫成虫
,

大部分地点的标本都具有

典型的矛形双腔吸虫特征 ; 而从阿克苏羊群获得一批标本和作者之一从青海祈连等三县

所收集的全部标本一样
,

它们在很小童虫时和矛形双腔吸虫一样体矛形窄细
,

二辜丸前后

排列或前后斜列
,

逐渐长大后其体形
、

辜丸卵巢形状等特征都与矛形双腔吸虫明显不同

(见表 2. 3 ,

图 1
、

钓
。

由于此形虫种成批地在数县流行区中单独存在
,

形态特征稳定
、
一

裹 3 矛形双脸吸虫二亚种成虫形态特征比较(测量以毫来计算)

DDDDD 云“ o c o 亡11“加 Za n c ‘a如 m l口n c 亡a tt’份份 刀i, 。c 。。l亩二 资a流
。a
栩二 户佃, 。。: 。m。。

(((((图 1
、 2

、

3))) (图 4)
...

中中中等成熟标本本 十分成熟标术术 阿克苏标木木 青海祁连标本本

体体 形形 体窄长
,

呈矛形形 体宽扁
,

在腹吸盘水平(约体前瑞ljs 至至
1111111介处)二侧具肩样突出出

体体 大 小小 3
.

969一5
.

366 又又 6 68 7一6
.

762 XXX 3
.

92 , 一 ,
.

故IXXX 4
.

, 8一斗
.

778 又又

00000
.

夕89一1 0 2999 1
.

1夕6一1
.

3, 222 1
.

4夕0一1 88 1
’’

1
.

, 4 4一1
.

5, ‘‘

体体长:休宽宽 5 2一 5
.

3 : 111 4
.

于
一

5
.

9 : 111 2
.

13一 3
.

96 : 111 2
.

97一3
.

06 : 111

(((平均))) (,
‘

25 :l))) (5
.

1: 1))) (2
.

歇l)
---

(3
.

0 2 : 1)))

口口 吸 盘盘 0
,

309一0 36 8义义 0 33 8一 0
.

4 12义义 0
.

235一 0
.

294又又 0
.

2夕9一 0
.

323 义义

00000
.

2 79一 0
.

33 888 0
.

35 2一0
.

斗2 666 0
.

26; 一0刃444 0
.

2为一 0 30999

腹腹 吸 盘盘 0 30 9一0
.

36 6火火 0
.

斗4 1一0
.

斗呼l又又 0
.

294一0 呼1 1KKK 0
.

323一 0
.

38‘只只

00000
,

29 4一0
.

3 6888 0
.

44 1一 0
.

47 000 0
.

323 一0
.

47000 0
.

397一0
.

39 111

口口 腹腹 直径径 l之0
.

92一1 1 222 1 : 1
.

07一 1
,

333 1 : 1
.

飞7一1
.

5666 l : 1
.

16一1
.

1888

吸吸 : 吸吸吸 (1
: 1 0 1))) (l: 1

.

1夕))) (1: 1
.

39))) (l: 1
.

17)))

盘盘 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
(((平均))) 横径径 1 : 0

.

9‘一1 1999 1 : 1
.

10一 1
.

333 1 : 1
.

20一 1
.

6000 l :1
.

2 8一 1
.

4222

(((((((l: 1
.

06))) (1
: 1

·

18))) (1 : 1
.

37)
‘‘

(1: 1
.

35)))

咽咽咽 0
.

0 88X 0
.

0吕888 0
.

103一 0 132只只 0
.

088一0
.

103又又 0
.

118一O
.

118 KKK

0000000
.

1 18一0
.

13 222 0
.

088一 0
.

11888 0
.

0昵一0 11888

攀攀丸大小小 左左 0 36 8一0
.

斗斗1又又 0 368一 0
.

515丫丫 0
.

191一0
.

338 KKK 0、250一0
.

323 KKK

0000000
.

309一0
.

, 2999 0
.

386一0
.

夕6牛牛 0 441一 0
.

“111 0
.

368一 0
.

朽‘‘

右右右右 0 3‘8一0
.

盯OKKK 0 , 4斗一 0
.

67‘荞荞 0
.

235一0
.

368 XXX 0
.

3‘8一0
.

3‘8又又

0000000
.

338一0 , 5999 0
.

, 59一 0
.

72000 0
.

441一0
.

64777 0
.

397一0
.

55888

皋皋丸形伏伏 边缘不整齐
、

长宽度度 边缘不整齐
、

长宽度度 宽而扁深分叶长宽度度 宽而扁深分叶长宽宽
相相相近的团块

---

相近的团块块 比例约 1:222 度比例约 此222

阴阴 茎 囊囊 较 大大 较 大大 较 小小小
00000

.

36 8一 0
.

斗72火火 0
.

44 1一 0 ‘500丫丫 0 23多一0
.

368 XXXXX

00000
.

1弓7一0
.

17666 0
.

147 一0
.

1‘222 0
.

074一 0
.

0888888

旦旦尽巢大小小 0
.

16 1一0
.

221丫丫 0
.

235一0
.

29斗火火 0 0 88一0
.

1 76减减 0
.

103一0
.

1性夕只只
00000

.

欢 1一0
.

刀,, 0
.

309一0
.

3四四 0 235ee 0
.

33888 0
.

265一0
.

32〕〕

卵卵巢形状状 绝大多数横椭画形
,,

绝大多数横椭圆形
,,

宽而扁
,

具 3一4 个瓣叶叶 宽而扁
、

具 3一斗个个
个个个别边缘不整齐齐 个别边缘不整齐齐齐 拔叶叶

虫虫卵大小
、、

0 0咯5一0 047火火 0
.

0咭,一0
.

0弓7又又 0
.

0 4,一0
.

叫日义义 0
.

0斗,一0
.

0 4 , 又又

00000 029一0
.

03000 0
.

029一0
.

03000 0
.

0 33一0
.

0 3555 0
.

0 33一0
.

0 3333

分分布地点点 新疆: 霍城
、

阿勒泰
、

乌鲁木齐言吉林双江::: 新盔阿克苏;青海祁连及贵州威宁等地地
山山山西安泽

、

沁原;四川成都 :贵州大方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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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又因其早期童虫和矛形双腔吸虫一样
,

成虫时二辜丸仍是斜列
,

因此我们考虑它们间

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而称之为: 扁体矛形双腔吸虫亚种
。

此亚种在体形
、

尤其是生殖腺排

列方式及形状与中华双腔吸虫有更大的差别(见表劝
,

它们是完全不相同的虫种(中华双

腔吸虫图可参阅动物学报 23(3 )
: 2 67一 282 )

。

2) 幼虫期 (图5一 11) 在新疆白杨沟所见到矛形双腔吸虫各幼虫期包括有从光滑瑰

表4 扁体矛形双腔吸虫亚种和中华双腔吸虫形态特点It较

扁扁扁体矛形双腔吸虫亚种种 中华双腔吸虫虫

体体 形形 头锥后方的体部略呈长方形体后端钝圆形形 头锥后方体部呈纺锤形体后端逐渐向后尖尖

锐锐锐锐锐

皋皋丸排列方式式 二辜丸各在体纵中线一侧前后紧靠而作前前 二皋丸分开
,

平行排列
。

童虫阶段段

后后后斜列
。

童虫阶段二攀丸亦前后排列
,

或前前 二皋丸亦左右对称并列列

后后后斜列列列

鬓鬓丸形状及其长宽宽 二辜丸横掌状
,

各左右二侧都有不规则的的 二皋丸近图形或椭回形的团块状
,

全部边边

度度比较较 指状分叶叶 缘具不整齐缺刻
,

或浅分满不作指伏分叶叶

寨寨寨丸宽度约等子长度的 1 , 一2
.

3 倍倍 皋丸的宽度和长度相近近

,, ,巢形状及其长宽宽 横拿状
,

靠体纵中线一侧具 3一4 条不规则则
.

近圆形团块伏
,

无指状分叶长度和宽度相相

度度比较较 指状分叶叶 近近

宽宽宽度约等于长度的 2一2
.

5 倍倍倍

衰 5 断一白括沟和山西安派矛形双玻吸虫成熟几. 的比袂(测量以毫米计)

山山山西安泽矛形双腔吸虫成热尾拗拗 乌鲁不齐白杨沟矛形双腔吸虫成熟尾拗拗

身身体形状状 体部稍宽肥些
,

体中由于穿刺腺细胞及管管 体部较窄长
,

休中虽穿刺腺细胞及管道中中

道道道内含胶体颗拉较粗
,

色泽较深
,

而使体不十十 的内含物明显可见
,

但其颗拉细匀
,

色泽不不

分分分透明明 深
,

所以体色透明
,

尾部末端能作柔软伸长并并

尾尾尾部虽可伸缩
.

但末端未见有柔软纽曲的的 纽曲曲

形形形状状状

体体部大小小 0
.

460一 0 478只0
.

125一0
.

14王王 0 ‘8一0
.

8丫0
.

12一0
.

1嘴(伸长)))

0000000
.

55 x 0
.

18 (收缩)))

尾尾部大小小 长 度度 0 5一0 6777 0
.

99 一 1
.

06 (其中未端伸长纽曲达 0
.

4 毫米)))

基基基部宽宽 0
.

0 86一0
.

0 ,, 0
一

0
.

王双末端宽。 01 毫粉粉

口口 吸 盘盘 0
.

0 8斗又 0
.

0 7888 0
.

075一O
,

085只0
.

0夕0一 0 08000

咽咽咽 0
.

0 19又0
‘

0 1999 0
.

0工2一0
.

022减 0
.

019一 0
.

02斗斗

腹腹 吸 盘盘 0
.

0 65丫0
.

0 7888 0
.

0‘一0
.

06 5火0
.

075一 0 08000

排排 泄 级级 长0
.

1333 长 0
.

22一0
.

2555

前前前前方宽 0
.

0 15一0
.

0 2000

后后后后方宽 0
.

00,,

食食 道道 不很明显显 明显虫收缩时长0
.

0‘‘

虫虫虫虫休伸长时长心
、

2,,

贝贝类宿主主 华 蜿 牛
rrr 、

光滑琉拍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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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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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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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

新爱霍城的矛形双腔吸虫丁 2
.

新获澳城的矛形双腔吸虫
,

示卵黄腺集中一侧; 3
.

矛形双腔吸虫卵巢附

近器官 : 斗
.

新疆阿克苏的矛形双控吸虫扁体亚种 :

,
.

虫卯 ‘
.

毛拗示纤毛板 7
.

子胞勤

5一11
.

矛形双腔吸虫生活史(新疆鸟警木齐白杨沟):

8一,
.

尾拗胚体 10
.

成熟尾拗 11
.

班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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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蜗牛体中查出的后期母胞蜘
,

中期子胞勤和含有成熟尾拗的成熟子胞勤及从F
.

lu 酬brit
休中查到的囊勤

。

这些幼虫的形态特征和 N euh au s

(1936
,

19 38) 及 K rull 姐d Ma 户

‘195 2
,

19 , 3 ) 所叙述的一样
,

和从山西安泽等地所见到的也基本一样
。

成熟尾拗形态与

N o hau ,

所描述的一致
,

而与山西安泽的略有差别(见表 5)
。

这可能是由于长期适应不同

地理环境和贝类宿主而形成的地理差别
。

.

二
、

讨 论

矛形双腔吸虫在世界上分布很广
,

各地由于所处的经纬度不一样
,

生态环境的不同
,

有不同的陆生螺蜘和妈蚁种类充作其中间宿主
。
至今世界上报道本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

有 40 余种(隶属于 10 科 22 属)陆生螺蜘
,

第二中间宿主有 26 种(隶于 4 属)妈蚁 (sv ad i
-

ia n
,

195 七 sri va sta va
,

1975 ) 国内在部份矛形双腔吸虫流行区所查到的第一中间宿主种类

各地都不一样
,

如在吉林双辽草原是弧形小丽螺 (Ga
。

姗11。 a

rcas i朋。
) 在山西安泽是华

蜗牛 (c at 加ica fasci ol 。) 而在新疆白杨沟是光滑玻拍蜗牛
,

它们都不同于世界各国已报道

的种类
。

本吸虫妈蚁宿主在山西沁源是 F盯。ica 阴加和白杨沟的 F
.

‘“g动rls 亦不相同
。

我国幅员辽阔
,

本吸虫流行区在各省
、

地
、

县有不同的地形地貌
,

有不同的自然气侯
,

因此

各地不仅此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种类不同
,

而这些媒介的栖息环境
,

它们携带侵袭期病原季

节也不一样
,

加上各地牛羊群的数量
、

放牧习惯等因素混杂在一起
,

而形成了其各自的流

行病学特点
。

新疆伊犁河沿岸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气候不同于天山山脉森林草原等牧场的自然环

境
。

在那里我们采获的多种陆生螺蜘和蚂蚁有不同于山上的种类
。

在那里放养的某些牛

羊群没有到天山上亦感染有矛形双腔吸虫
。

显然
,

在伊犁河畔本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种类
,

流行规律可能都不同于天山上的牧场
,

其情况如何有待调查研究
。

在白杨沟绵羊体中收集到的矛形双腔吸虫
,

从其中发现有数条卵黄腺合并在一侧的

形态变异的个体 (图 2 )
,

它们除卵黄腺合并在一侧之外
,

其他特征都和同批采到的矛形

双腔吸虫一致
。

由此
,

我们推测在双控亚科 (Di cr oc 喇iin ae ) 中种数不多的侧黄属 (A th e-

~ )
,

其所包含的各种类有可能是由与其形态一样的某些双腔属的虫种形态变异 (卵黄

腺合并在一侧)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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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鹅在秦岭的重新发现

R ECO V ERY OF JAPAN ESE CR EST ED IBI S IN QIN
一

LIN G R AN GE

朱鹤(音 h u a。
环) (N哪

。。招 , f即
。 。
) 又称朱鹭

,

隶属于鹤形目 (c ico
n
iifo rm e :

)
,
鹤科 (T 五

re : k io
-

rn itb 记ae )
。

朱鹤以其稀少和美丽的形态闻名于世
,

是亚洲地区特有的珍贵涉禽
,

原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
、

朝鲜
、

日本及黑龙江下游的苏联境内
。

随着人类活动对其生态环境的迅速改变
,
朱鹤的数最自 1 , 世纪

后逐渐减少
,

现已成为世界鸟类中濒于灭绝的一种
。

迄今仅知日本有六只
,

是世界上临危动物中数盘最

少的种类之一
。

中国是朱鹤的主要历史分布区
,

原称有迁徙
、

留居两个类型
。

然而因朱鹤不能适应生态条件的迅速

变化
,

分布范围迅速缩小
。

即使最晚近的朱鹤标本采集点—
19‘4年‘月甘肃康县岸门口

,

也变成为人

口集中的城镇
。

中国的朱鹅在近十余年内
,

再也没有发现
。

曾称 1 9, 2一 19” 年在我国还采到过朱鹤的

标本
,

并无确实的根据
,

事实上自 19 6 4 年后未见有正式报道
。

””一 19 81 年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对我国辽宁

、

安徽
、

江苏
、

浙江
、

山东
、

河北
、

河南
、

陕西
、

甘肃

等九省有关地区进行了三年的调查
。

仅于 1 , 81 年 , 月23 日和 30 日在秦岭洋县境内金家河及姚家沟

的海拔 1 ,

2 00 一1
, 呼00 处

,

发现了两对成体
,
3 只幼体

。

金家河一对今年产卵4 枚
,

孵化后育雏未能成

功
。
姚家沟一对今年育成 3 只幼鸟

。

两地相距为 2 公里左右
。

这是近年来了解到的世界上仅有的朱鹤

自然繁殖成功的记乳 育雏期成鸟取食活动半径为,一 , 公里
,

在稻田申取食
。

食物资源盆较贫乏
,

直

接影响幼鸟的生长
。

算中两只幼鸟‘月底已能自行离巢觅食 ; 另一只幼鸟休质明显弱小
,

于‘月3 日因

迫逐亲鸟争食掉落树下
,

不能飞返巢树
。

为了使其成活
,

自‘月斗日起人工喂养
,

当时体重 27 3克
,

至 6

月2夕日体重已达 1
,

, 00 克
,

身体各部位逐渐向成休色泽变低 现此幼鸟在北京
,

这是我国第一只人工饲

养的朱鹤
。

这一朱鹤种群的发现不仅为我国失踪近二十年的朱鹤续起了新的篇章
,
且为拯救这种世界珍贵动

物做出了贡献
。
目前发现的朱鹤数量极其稀少

, 又很怕惊拢
,

急需采取有效的保护描施
。

刘荫猫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