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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毕吸虫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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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了解到本类吸虫在国内东北
、

西北及新疆等地牧区中对牛羊等牲畜危害很大
。

为了要

知道内蒙古东部浅山丘陵型牧区中本吸虫病病原种类
、

流行状况
、

中间宿主种类及它们含

有本吸虫幼虫期的季节动态
,

我们于 1980 年夕一9 月在内蒙古科右前旗义乐力特牧场进

行调查及试验工作
。

现将工作结果简述于后
。

一
、

调查和试验的结果

1
.

义乐力特牧场细羊东毕吸虫病流行情况

义乐力特牧场是在浅山丘陵地带中较平坦的一片草场
,

里面有一些浅水永泡
,

水泡附

近有稀疏的树林
。

剖检在水泡附近牧场上放牧的绵羊 1 只
,

检获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 385

条(雌虫 167 条
,

雄虫 2 18 条)
。

另外剖检归流河绵羊 2 只
,

阿力德尔和乌兰毛都的绵羊

各 1 只
,

都查获本吸虫
,

虫数 3一 78 条
。

义乐力特牧场水泡里有丰富的萝卜螺
。

调查期间我们定期剖检定点二水泡中的耳萝

卜螺 (R ad 份 翻ric “la ri力 和卵萝卜螺 (R ad ix 。, 以a)
、

查获到的东毕吸虫的成熟尾坳形态

特征一致
。

将此尾勤作家兔的感染试验
,

感染后不同时间剖检试验兔获得裂体婴

(scb ist os om ula)
、

童虫及成虫
。

成熟雌雄虫与该牧场羊自然感染的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成

虫比较
,

除个体较小之外
,

其他形态特征一致
。

证明该牧场上东毕吸虫病原种类还只见到

本虫一种
。

无论人工或天然感染的虫体在其部分体表上于光学显微镜下均可见到有结节

状突起
。

本文于 1982 年 2 月收到
。

. 本项丁作得到科右前旗畜牧局
、

兽医站的支持和帮助
,

谨此致以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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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l 内旅古科右前成义乐力特牧场水泡中 2 种萝卜姗感染土耳共斯坦东毕吸虫幼虫期攀节动鑫

时时时 螺 种种 检查螺数数 阳性螺数数 感染率率 含各期子抱勤的螺数及其占占

间间间间 (个))) (个))) (%))) 阳性螺数的百分率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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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乐力特牧场水抱中萝卜螺检查结果(见表 l) 说明
: l)耳萝卜螺和卵萝卜螺是该牧

场牛羊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病的媒介
,

前者平均感染率为斗
.

竹外(5夕/l 27 4)
,

后者为 3
.

9外

(93 / 2386 ); 2) 2 种萝卜螺体内所含本吸虫幼虫期发育阶段的季节动态相似
。

本吸虫毛

蝴侵人贝类宿主后约经 2 2一25 天即可发育繁殖达到成熟尾坳出现
,

按 7 月份螺体内所含

劝虫期发育状态可推测当地萝卜螺约于 6 月下旬开始受感染; 3) 8 月上半月大多数阳性

螺含有极成熟的子胞蜘和众多的成熟尾蜘
,

此季节天气炎热
,

牛羊群到水泡中喝水频繁
,

是它们受感染的高峰期; 4) 9 月份上旬含极成熟幼虫期的阳性螺数逐渐减少
,

至下旬几

乎消失
。

阳性螺体内的子胞蜘萎缩
,

需在显微镜下观察才能确定
。

这些阳性螺如能在冰

下越冬
,

估计其体内的子胞勤亦需到翌年 6 月份气候较暖和之后才能继续发育
。

刚从母胞勤体中出来的早期子胞勤于 7 月份较常见
,

其长度为 。
.

3一 0. 4 毫米
,

宽

0. 05 一 0
.

时 毫米
。

体较透明
,

稍能活动
,

胞壁较厚
,

胞腔略有分隔
,

内含有胚细胞和早期胚

球(图 1: 1)
。

子胞坳逐渐增大
,

体中的胚球逐渐增多并发育成尾蝴胚体(图 l : 2一5)
。

早

期尾勤胚体即已有体部
、

尾干和尾叉的分化;体部中亦可见到口孔
、

肠管
、

腹吸盘
、

穿刺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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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的发育各期

1
.

早期子胞灿; 2一5 尾拗胚体的发育; 石
.

成熟的尾拗;

7
.

3 天半裂体婴(在肺脏) ; 5
.

9 天裂体婴(初进入肝门睁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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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排泄囊等器官的分化及结构的发生
。

随着尾蝴胚体逐渐长大
,

由细胞构成的各器官逐

渐发育完备
,

最后成为成熟的尾拗(图 1 : 6 )
。

后期子胞勤体内充满尾蝴
,

此时胞勤体长而

膨大
,

缠绕在贝类宿主的肝组织中
,

很难完整地将其分离出来
。

关于毛拗和尾勤的形态与我们在吉林九台本吸虫流行区所见一致(唐仲璋
、

唐崇惕
,

1976 )
。

2
.

家兔人工感染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的试验

用本吸虫成熟尾蜘经皮肤感染家兔
,

感染后不同时间剖检
,

结果(见表 2)表明本吸虫

农 2 内旅古科右前旗土耳共斯坦东毕吸虫成熟甩幼感染家兔试脸

兔兔兔 感染尾勤最最 发发 试验兔体内各部位检获本吸虫虫数 (条)))
号号号号 育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卜卜卜卜卜洲、、

肺 胜胜 小肝门静脉脉 上肝门静脉脉 下肝门静脉脉 肠系膜静脉脉MMMMMMMU
、

、洲洲洲洲洲洲洲

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兔兔
:::

塑臀鳖鳖
3

.

555 8(裂休要)))))))))))

兔兔
,,

6粒阳性螺螺 ,,, 12 (裂体婴))) 斗(裂体婴)))))))
3333333333333333333

兔兔
,,

6桂阳性螺螺 177777 2 6(童虫))) 肠(童虫)
’’

35(童虫))) l(童虫)))
3333333333333333333

兔兔
‘‘

‘粒阳性螺螺 2 OOOOO 142(童虫))) 282(童虫))) 川(意虫))) 302 (童虫)))
33333
————————

兔兔
,,

工拉阳性螺螺 300000 12 2(雄虫))) 27 (雄虫))) 144(雄虫))) 2 79(雄虫)))

兔兔
‘‘

l粒阳性螺螺 300000 3(雌虫))) 3(雌虫))) 2(雌虫)))))

免免
,,,

588888 357(雌虫))) 45 (雌虫))) 27(雌虫)))
11111111111426(堆虫))) 64 1(雄虫))) 995(雄虫)))

在终末宿主体内移行途径与其他哺乳动物的血吸虫类相似
,

即在皮下的裂体婴进人静脉

管流血流到肺部后再经血液循环到达肝门静脉
。

但感染的尾勤数量虽甚多
,

而感染后初

期在兔肺脏及胃壁上未见有出血点
,

这与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虫 (sc 无加。。, 。 jap , ￡。。)尾

勤后情况不同(唐仲璋
、

唐崇惕
,

19 73)
。

本血吸虫的贝类宿主体内所含尾蝴亦有单性现象
,

用数量差不多的尾勤感染兔子后所获得的雌虫数显著地少于雄虫
。

此外
,

虽用大量本吸

虫尾蜘感染家兔都未发现有异位寄生的童虫和成虫
。

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 3 天半的裂体婴曾在兔肺部查到
,

体形和大小与尾蜘体部相似;

肠管已略发育内无血液 ; 口孔附近构造开始变化(图 1 :
力

。

在肝门静门找到的 9 天裂体

婴其肠管中含有兔血(图卜8) 、J 6一 17 天童虫其肠管开始会合
,

雌性肠弓U形
,

雄性v形

(图2 : 12 一 1习部分 2。天童虫单条肠管已伸到体后(图 2 : 9一 10)
。 口

、

腹吸盘在 16一片

天童虫体上己形成
。 2 0 夭雄虫其抱雌沟开始形成或已形成

,

此时雌雄性童虫体内生殖腺

等器官雏形不同程度显现
,

本吸虫童虫发育表现很大不同步情况(图 2 ; 9一 15)
。
30 天童

虫雌雄生殖器官发育完备
,

雌虫卵黄腺内见有卵黄腺物质(图 2 : 11)
。

感染后 们一 58 天

所获虫体均已成虫
,

雌虫子宫中含有一个前后端具突起的虫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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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的发育各期

9一切
.

2。天雌性童虫; 11
.

30 夭雌性童虫 ; 论一 13
·

]7 天雄性童虫; 州
.

20 天雄性童虫 ;巧
.

2。天雄性童

虫的阴茎囊和部分攀丸; 扬
.

在。
.

5% 生理盐水中的雌雄成虫; 片
.

同, 雄虫在清水中加 分钟后的形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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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成虫形态变化情况

东毕吸虫体形及体内辜丸数目和形状都曾作为分种的依据
。

为了鉴定内蒙东部地区

东毕吸虫的种类
,

我们对成虫的形态进行了观察
。

发现本吸虫离开宿主血液环境后被放

在生理盐水中或清水里
,

其体形
、

辜丸形状和排列方式都有很大变化
。

在 0. 8多生理盐水

中雌雄虫体形状与在血液中的相似(图 2 : 16)
,

都较粗短结实
。

雄虫体内辜丸密集
,

作略

交错的一行排列;辜丸形状扁三角形或横椭圆形
,

只算出辜丸 60个
。

放在清水中后
,

由于

渗透压改变
,

雌雄虫个体均迅速地伸长
,

大约 1。分钟体长可达原来的一倍;体中皋丸排列

略疏松
,

可数出为 84 个;辜丸形状变成圆形或椭圆形(图 2 : 17)
。

雌虫放在清水中后除个

体伸长外卵巢前后体长的比例亦发生变化
,

前部长度从占体长的 1 /3 可变至 2/5 左右
。

二
、

讨 论

从所调查的结果表明内蒙东部一些牧场上本血吸虫病原是较为严重地存在
。

从螺类

含有侵袭期的尾坳的季节动态状况可估计出该地区牛羊受感染的季节范围及其高峰期
。

如果能在 7 月份之前将牛羊群放牧地点附近水泡中的萝卜螺灭除
,

可避免牛羊群在炎夏

季节受感染
。

如果人冬之前给患畜进行驱虫治疗
,

既能使它们免受病害损失
,

亦保护牧场

水泡翌年不受污染
,

杜绝病原散布
。

东毕吸虫的虫种问题至今各学者的意见尚不一致 (A
: 而ov

,

197 5
、

197 8 等)
。

参阅

渔内外研究者的资料东毕吸虫虫种及变种的区别特征为体表有无结节
,

雄虫辜丸形
.

状
、

数目及排列情况
,

雌虫卵巢是扭曲或是螺旋形占此外尚有毛勤纤毛板数目
、

尾坳体部大

小
、

尾千尾叉的长短等
。

通过本吸虫在终末宿主体内发育及在中间宿主体内各幼虫期发

育情况
,

在鉴别虫种特征时可能尚需注意某些个体变异的情况
。

如本吸虫雌性童虫发育

过程其卵巢有扭曲或螺旋形
,

雄虫辜丸的数目
、

形状及排列方式可因不同发育程度和在不

同介质中而有所变化
。

尾勤体部大小
、

尾干尾叉的长短在一定范围内亦可因尾勤体的伸

缩而会有所差异
。

我们通过本吸虫体表扫描电镜的观察(另文报道)
,

发现其体表上的
“

结

节
a,

实际上是感觉球 (交ns o ry bul bs
)
。

此感觉球是血吸虫类包括寄生于鱼类中的血居科

(Sa ng ul nic olida e) 至寄生于哺乳类的裂体科 (Sch isto so m at 记ae ) 中的许多种类所普遍具有

的一种结构
,

不同虫种感觉球形状
、

大小及分布情况会有所不同
。

东毕属各虫种的感觉球

形状构造及分布情况是否一样有待进一步研究
。

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在光学显微镜下所

见的体表光滑和具有结节的差别是和这些感觉球被皮层遮被
,

其在皮层下突起情况以及

皮层破损感觉球裸露情况不同而致有的: 据此我们认为本吸虫与其结节变种可能是同一

虫种
。

我们从在血液中或生理盐水中所见的本吸虫形态与程氏东毕吸虫亦甚相似
,

它们

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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