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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牛羊双腔吸虫病病原生物学

的初步调查
*

唐崇惕 唐 亮
(厦门大学生物学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王奉先 石海宁 赛 琴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

文 占元 罗雅琴
(青海省乐都县兽医站)

内 容 提 要

不文报道在青海高原对牛羊双腔吸虫病病原生物学初步调查的结果‘ 从 2 9个流行地区编羊收集

的标本检查结果, 发现有四种双控吸虫, 它们是中华双腔吸虫(D ic 阳co 比 : 。 ‘为i, 。打)
、

矛形双腔吸虫

(D
.

la“。a t“协)
、

客双腔吸虫 (。
,

人0 5夕。t〕和枝双腔吸虫 (D
.

己e , Jr短‘ie“二)
。

从三个流行区检查
H 。五ce “。 “ , d ac 如应

。 及 c川人公“ 户二。
二石扣‘二种陆地娴牛, 查到四种双腔吸虫成熟尾拗, 它们

是中华双腔吸虫
、

矛形双腔吸虫及二种未定名的双腔吸虫尾蜘 , 此二种尾勤是何种双腔吸虫尾勤, 尚待

进一步研究
。

检查流行区中夕种妈蚁是于夕月份从乐都的 Fo 尸娜i“ 卯脚公“ 查到双腔吸虫囊勤, 其形

态与中华双腔吸虫襄勤十分相像
。

牛羊双腔吸虫病(Di
c

~
lias动流行于我国许多农牧区中

。

青藏高原上本吸虫病的流

行亦十分普遍而严重
,

但关于其病原生物学及流行病学等问题尚乏人对其进行研究
。

为了

了解青海高原上所存在的双腔吸虫种类及其分布情况
,

我们于 198 1一 19 82年两个夏天在

青海部分地区进行了本项调查工作
,

发现青海高原生态环境多样
,

在海拔高度普遍较高的

牧场上
,

不同地点尚具不同自然条件的小生境
。

同时在不同地区
,

无论牛羊体内的双腔吸

虫成虫或贝类宿主体内所含的双腔吸虫幼虫期的种类及其形态的复杂情况
,

均远甚过其

他
,

如内蒙古
、

新疆及山西等地的本吸虫病流行区(唐崇惕等
, 19 8。; 19 8 1)

。

我们收集了青

海省玉树等14 县 29个公社
、

大队兽医站同志剖检当地牛羊而得到的双腔吸虫标本只 份

(瓶)共 14 000 余条
,

全部染色
、

分色后镜检观察
、

描绘和鉴定
。

并选择乐都县药草台
、

民

和县小阴及贵德县杂让三处不同生态环境流行区进行中间宿主的采集和检查
。

检获的本

类吸虫幼虫期在活体观察后尚进行染色制片补充观察
。

所有标本保存在本课题的各协作

单位
。

本文于 1, 83 年 7 月收到 , 198斗年 12月修回
。

*

本项工作在唐仲珠教授指导下进行 ,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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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结 果

* 海高原部分地区牛羊双腔吸虫成虫的种类及其分布

1
.

种类 从青海省 1斗县 5斗份双腔吸虫标本中分出 6 样形态的 4 个虫种如下 :

(l) 中华双腔吸虫 D ic

~
e li o m ch in ens 括 T a ng ,t Ta 璐

,

1, 78 : 本虫种是青海

高原上主要双腔吸虫种类之一
。

大部分地点此虫种形态均和作者在山西
、

内蒙古所采到的

标本相像
,

个别地区如乐都药草台及徨中海子沟的标本其体宽厚
,

辜丸辐射状深分叶(图

5)
。

但从乐都药草台一只随群放牧 65天的羊羔体内检获本吸虫初成熟标本百余条
,

其辜

丸椭圆形 (图 6)
。

因此上述辜丸深分叶虫体也许是本虫种在当地所形成的地域株形态
。

(2) 矛形双胶吸虫 D 加ro o e l抽m lo

ncea
tu m (R u d

. ,

1助3) S日e . e亡 H a . . U
,

18 , 6 (图 1)
: 本虫种体形矛状

,

皋丸前后列
,

辜丸卵巢团块状
。

此次调查中获得本虫种的

标本只有数百条
。

(3) 客双腔吸虫 D 加ro 。。e左. m ho Bp . Lo o s.
,

l的 7: 本虫种在国内首次记录
,

其

形态(图4 )与 skria bin (29 52)转载 Loos
s
(190 7)的原始描述及 Bou 粤

t e , a l
.

(1975)所

示法国本虫种的形态相同
。

青海标本体大 6
.

5一7
.

8 x 1
.

。一 1
.

2 毫米
。

(4 ) 枝双腔吸虫 (D ic ro .
e

liu m de n己d tic u m (R u

dol 咖
,

181, )(同物异名
: 扁

体矛形双腔吸虫 压
c , o c oc li“、 lao c o a ,“二 pl以y。。s。、u , )

: 此虫种的虫体比矛形双腔吸虫宽

大
,

从腹吸盘到体后端
,

虫体宽度几乎一样
,

尤其是它们斜列的辜丸及卵巢呈强分支状
。

标

本中有的虫体较粗短(图 2)
,

亦有较伸长(图3)
。

在此钦调查的 29 个流行区中有片 个社

队主要是此虫种
,

其中一个地点的标本都是粗短型(图 2)
, 8 个地点都是伸长型的(图3)

,

另 8 个地点是二型都有
。

目前我们认为此二型可能是一虫种的个体形态变异
,

是否如此

尚待进一步研究
。

此虫种在青海高原上不仅有较大的分布区
,

而且在各流行区羊群有很

高的感染率和感染强度
,

是青海高原牛羊双腔吸虫种类中的第二个优势种
。

2
.

分布 本次调查所获的双腔吸虫可以分二类群
,
一是辜丸并列的中华双腔吸虫

,

另

一是皋丸前后列或斜列的其他 3 种虫
。

它们分布似乎有地域性(图 11)
。

中华双腔吸虫

大量标本单独见于祁连县的扎麻什
、

草大板
、

八宝
,

门源县的仙米
,

互助县的台子
、

东山
,

徨

中县海子沟
,

徨源县日月
,

同仁县保安
,

玉树自治州及果乐县
。

而矛形双腔吸虫等类群标

本则见于贵德县孕让
,

同仁县石合龙
、

扎毛、

赤库乎
,

循化县文都
,

化隆县甘都
,

民和县前

沟
、

塔城
,

久治县的哇赛国钦
、

哇赛富钦
、

哇霎折安
、

门党
、

果囊
、

久治及果乐州的班玛县
。

从

地图上 (图江l) 标记着中华双腔吸虫分布在海北藏族自治州
、

玉树藏族自治州
、

海南藏族

自治州东北部及果乐藏炭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

而矛形双腔吸虫等类群主要分布在海南自
治州的东南部; 黄角藏族自治州的木部及果乐自治州东南部

。

此两类群吸虫流行区呈各

自连接成片的分布情况
,

但个别地点亦有混合存在情形
,

如祁连县俄堡
、

乐都药草合及同

仁县麻巴 ,前二地是以中华双腔破虫为与后一地点则以矛形双腔吸虫类群为主斌在矛形
双腔吸虫类群分布的 18 个地区中

,

枝双腔吸虫存在地点占l, 处
,

虫数最多; 矛形双腔吸

虫见于 8 处
,

虫数不多;客双腔吸虫只见于斗处
,

虫数很少 ;此三种中有二者混杂存在于一

地点的只有 4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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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青海高原双腔吸虫病部分流行区病原调查

我们选择中华双腔吸虫和枝双腔吸虫混合流行区乐都药草台(海拔约 斗00 。米山区)
、

枝双腔吸虫
、

客双腔吸虫和矛形双腔吸虫混合流行区贵德孕让 (海拔约 300 0一3500 米高

原草甸)及矛形双腔吸虫流行区民和小阴(海拔约 12。。米村庄)三个流行区牧场进行自然

界存在病原情况的调查
。

1
.

陆生螺类的调查

(l) 双腔吸虫尾蝴的种类 我们从药草台
、

尔让只采集到价lic ell o
can da 动‘庇。蜗牛

一种
,

从小阴只采到斑纹华蜗牛 Ca t加ica 钾二。4行(ii
。

由此三牧场的阳性蜗牛体中分别检

出共 4 种形态不同的双腔吸虫尾勤
,

其中有与内蒙古
、

山西的中华双腔吸虫幼虫期相似的

尾蜘(图 12)(在药草台); 有与山西
、

新疆的矛形双腔吸虫幼虫期相似的胞坳
、

尾坳 (图

15
、

17 )(在小阴及孕让);另二种尾拗在体形
,

体表乳突大小
、

分布
, 口锥刺形状(图 16)

,

排

泄囊囊壁结构和穿刺腺及其管道中内含物情况等特征均与以上二种尾坳有差别
。

经扫描

电镜观察
,

它们体表的超微结构差异悬殊(已另文报道)
。

此外
,
二种尾蝴是否与当地羊群

农1 , 海商原牛羊双腔吸虫病流行区四种双腔吸虫幼虫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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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感染的枝双腔吸虫及客双腔吸虫有关
,

尚有待继续研究
。

为叙述方便起见
,

兹暂以
“

r

型双腔幼虫期(图 13
、

19 )(在药草台)及
“D ”

型双腔幼虫期(图 14
、

18) (在孕让)称之
。

此

4 种幼虫期测量大小等比较见表 l 。

(2) 三处牧场蜗牛感染双腔吸虫幼虫期情况 乐都药草台于 7一 10 月从山间溪流附

近采集并检查 H
.

ca nd ac 加汀ca 共 斗209 粒
,

含双腔吸虫幼虫期的蜗牛共 130 粒 (3
.

的务)
,

其中具成熟尾蝴的 7 1 粒(中华双腔吸虫占 59 粒
、“

B0’型双腔吸虫占 12粒)
,

含母胞蝴的 2

粒
,

其余 劳 粒均含未成熟子胞勤
。

于 8月份从贵德朵让高山草甸采到H
.

ca耐ac 乃丽‘, 1205

粒
,

检查结果阳性蜗牛只有 10 粒(0
.

83 外)
,

其中含未成熟子胞蜘的有 3 粒
,

含矛形双腔吸

虫尾坳的有 4 粒
,

含
“B

”

型双腔吸虫尾蝴的 1粒
,

含
“D”型双腔尾坳的 2 粒

。

于 8一9 月

在民和小阴村庄草地采到斑纹华蜗牛斗95 粒
,

检查结果获阳性蜗牛 % 粒(19
.

6多)
,

其中

除 5。粒含未成熟子胞坳外
,

其余“粒全部是含矛形双腔吸虫成熟子胞坳及尾坳
。

在青

海高原成熟尾蝴于 5一 8 月均可见到
, 6一 7月时数量最多

, 9 月初后消失
。

2
.

蚂蚁的调查

19 81 年 9 月份从乐都药草台掘采黑玉蚂蚁 F口; 二ic o gag at 。 一批数千只
,

剪碎检查
,

获双腔吸虫囊坳数百粒
。

囊坳及后勤(图 20
,

21)形态与内蒙古东部的中华双腔吸虫的囊

坳
、

后坳很相似
。

药草台的囊坳
、

后蝴染色制片标本测量数字如次: 囊蜘 0
.

19 7一。
.

265 x

0
.

109一 0
.

172 毫米
,

后坳 0
.

2 40一0
.

348 x 0
.

062一 0
.

094 毫米
, 口吸盘横径 3 8一55微米

,

腹

吸盘横径 50 一 70 微米
。

此测量数字与中华双腔吸虫囊坳制片标本相近
。

19 82 年 7一8 月间
,

在前面所说的三个牧场掘采并检查各种蚂蚁共 4 8770只
,

全部是

阴性
。
三牧场的蚂蚁均是 Fo

rm ica 属蚁种
,

但都不相同
。

如乐都药草台在地面上营巢的

黄红蚁Fo r m ic o sp
.

209 05 只(一)
,

在地下作窝的黑玉蚂蚁22622 只(一); 民和塔城小阴在

地下作窝的二种大小不同的黄红蚁 Fo
r
而ca sP

.

共 4卯只(一)
,

黑色蚁 Fo
ro t’c o sP

.

196 6

(一 );贵德孕让在地下作巢的黄蚁 Fo , , ic‘ sP
.

2 48夕只(一)
,

黑蚁 Fo , , 蔺c a oP
.

33 0 只(一 )
。

以上三牧场地下作窝的黑蚁只有乐都药草台的黑蚁是和内蒙古的黑玉蚂蚁具有同样的大

小
、

形态
, 口器大颗上的齿形

、

齿数
、

下领须及下唇须各节长短比例都相似(图 7
、

8)
。

而其

他二处的黑蚁大小形态虽相似
,

但口器结构却与黑玉妈蚁的不同
,

由此推测它们不是同样

蚁种
。 1982 年 7一8 月间从以上三牧场检查近五万只蚂蚁

,

没有检出囊蝴是因季节
、

地点

的关系
,

或是由于蚁种的问题
,

尚有待继续探讨
。

讨 论

双腔吸虫在青海高原各牧区中流行甚普遍
,

据了解严重地区牛羊感染率均在加一

1。。外
,

感染虫数要以千
、

万计算
。
双腔吸虫亦可寄生人体肝脏的一种病原

,

青海高原上本

吸虫严重的流行区中
,

人体有无感染是应注意的一个问题
。

在海拔 4 000 米的乐都药草台找到阳性黑玉蚂蚁
,

此妈蚁形态及所含的双腔吸虫囊勤

形态均与海拔很低的内蒙古东部潮湿的大草甸里中华双腔吸虫蚂蚁宿主—黑玉蚂蚁相

象
。

在药草台黑玉蚂蚁的巢窝是在山间溪流附近
,

这一嗜湿的特点
,

似乎与内蒙的黑玉蚂

蚁相象
。

在青海高原上所有中华双腔吸虫分布区是否都有此蚁种存在充作媒介
,

是需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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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探讨的一有趣问题。 双腔类吸虫对其第二中间宿主(昆虫宿主)有很强的特异性
,
双腔

属内不同吸虫种类亦要求不同的蚂蚁种类作其第二中间宿主
。

各种蚂蚁由于其栖息条件
、

生活习性的不同而有其一定的分布区
,

可能这是造成了双腔吸虫各种类在世界上
,

尤其国

内各自有一定分布区的一个主要原因
。

青海高原上由于各地在海拔高度
、

土壤性质
、

水流
、

植被以及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而有很悬殊的生态环境以及小生境
。

在青海高原上会有

如此多的双腔吸虫种类(和国内其他省份比较)和如此复杂的分布情况
,

我们推测主要是

和它们所需要的媒介(蚂蚁宿主)种类是否存在及分布情况有关
。

在青海高原要解决双腔

吸虫病的病原生物学
、

流行病学以及控制等问题
,

我们需先了解它们的蚂蚁宿主的种类
、

习性及其分布的问题
。

矛形双腔吸虫 D icr o co el汤m la , cea: : 。 (R
u do lphi

,

180 3)与枝双腔吸虫 D
.

d eo driti 门。

(R
u d o lphi

,

18 19) 二种名均是 R u do lphi 所定
,

后来世界各地学者认为它们是同一虫种
。

长期以来
,

国内外有关的文献上不仅用的名称不一致 (有的用矛形双腔吸虫
,

有的用枝双

腔吸虫)
,

而且所用的图
,

有的是体呈矛形
,

辜丸卵巢作团块状或有缺刻;有的体宽扁
,

辜丸

卵巢分支状
。
一些学者认为虫体形态可以从前者变化到后者(众Pa6 二

,

19 52)
。

根据在我

国青海高原及其他一些省份的调查
,

此二种形态不同的双腔吸虫有其各自独立的分布区
,

如体呈矛形的虫体我们曾见其单独存在于吉林双辽
,

山西临汾
、

安泽
,

新疆的白杨沟等;体

宽扁
、

拿丸卵巢分支状的虫体见于新疆阿克苏
、

宁夏固原以及本文所述及的青海情况
。

此

外从一些它们的流行区尚发现有不同形态的幼虫期
。

由此我们推测它们可能是二个独立

的虫种
,

是否如此
,

尚待进行此二虫种生活史各期的比较研究才能决定
。

为了叙述方便起

见
,

我们用 Rud olPhi 所给的二名称来称呼我们调查中所见到与该二名称所提示的形态特

点相符的此二种双腔吸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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