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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科尔沁草原淡水螺吸虫

幼虫期的调查研究
’

唐崇惕唐仲璋曹 华唐 亮
(厦门大学生物学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崔贵文 钱玉春 吕洪昌
(内蒙呼伦贝尔盟畜牧兽医研究所)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在内蒙科尔沁草原检查 5 种淡水螺: 耳萝卜螺
、

卵萝卜螺
、

豆螺
、

凸旋螺及半球多脉扁螺

共5
, 6肠拉

。

从中查出至少 犯种吸虫幼虫期
,

它们是: 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
、

有棘血居吸虫
、

马蹄吸虫
、

斜皋吸虫
、
二种背孔吸虫

、

棘口类吸虫
、

重盘吸虫
、

球孔吸虫
、

异形科吸虫
、

杯叶科吸虫及鸭形吸虫
。

其中

东毕吸虫
、

血居吸虫及棘口吸虫的尾蜘分别进行实验动物的感染试验
,

获得成虫
。

各吸虫侵袭期幼虫季

节动态亦经观察
。

内蒙科尔沁草原位于兴安岭南部
。

这一带可寄生于人
、

畜
、

禽
、

鱼以及其他动物的吸

虫种类区系情况尚不了解
。

为了要了解其情涅我们于 198。年夏天在科尔沁草原右翼部份

草场 (义乐力特
、

公主岭
、

乌兰哈达及大石寨)用检查水泡
、

水库及小河流内螺狮寻找吸虫

幼虫期的方法来进行调查工作以了解当地存在的吸虫类群
。

我们从 6 月下旬到 9 月下旬

检查了所采获到的耳萝卜螺 (R
adi: a u汀cu l:‘a

)
、

卵萝卜螺 (尺
.

0 , at a

)
、

豆螺 (压动, n ia

、P
.

)
、

凸旋螺 (G 夕
,
·

a u l“, co n , ‘石“了c : ,lu ,

) 及半球多脉扁螺 (p
ol夕Py l行 人e m 打户方a。,二la ) 共

56 16 粒
,

从中查到吸虫幼虫期 12 种
。

各种的成熟尾勤及胞蜘或雷勤均在活体状态下详细

观察
、

测量和绘图并对照资料(唐崇惕
,

1985 : Yam a

脚i
,

1975 ; CKp咖
H , 2949一 196 3 ; 等)

。

血居吸虫 (S阴g“诫co l‘) 和棘口吸虫 (Ec6 ‘。
, to , a) 二种幼虫期进行了动物感染试验而

得到成虫
。

现将工作结果简述于下

调查及试验结果

一
、

吸虫幼虫期种类

从科尔沁草原右翼部份草场水域淡水螺查到的 12 种吸虫幼虫期如下(测量单位以微

米计):

1
.

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 (o汀
。n , o bil 人

a

。
一“r

左
esz“no Skrj

a bi n ,

19 13): 裂体科 (s
e卜

isto so m atid ae

)
。

地点: 义乐力特
。

耳萝卜螺 4
.

47多(5夕/ 1274 )
,

卵萝卜螺 3
.

9另(93 / z了吕‘)
。

本文于 19肠 年 5月收到叭

串 本项研究工作得到内蒙兴安盟科右前旗畜牧局及兽医站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
,谨此致以衷心的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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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 3 有棘血居吸虫尾蜘
、

成虫及成虫前部 (T h
e

C e r CZ r玖
盆
d u lt a n

d
a n te r io r

夕a rt o f

段
s a o g “矛

。
io o la a r , ‘ta

.

)
棘口吸虫早期及成熟子雷拗 (T h

e 。, r zy a n
d m a tu re

棘口吸虫尾勤
、

豪拗及后勤 (T卜
e o e : e a , i。

, 。y, : 。n d

d
a u沙 ter r ed i

a o f 窗c左如
。

吻
zn 己ta e er e a r ia

o f 及汤矛月口tto 份 口

,
·

人工感染试验所得的像卷棘口吸虫成曳的前端 (T h。 an te ri。: p a rt 。
f : d u lt 。f

劝a ‘D
·

)
sP

.

)

EC 人i月o j to -

“ a 犷。, o lu‘“二)
20

·

豆螺体内的背孔吸虫尾姗 (仆
e c erc a‘ia o f 腼to c o tylu s 即

·

in B漏 ,碗 珍)
11

.

料攀吸虫尾拗 (仆。 c盯ea r认 o f 月叨0r 动如 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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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 - - 一

终末宿主 : 牛羊
。

本虫种生活史在当地已经观察(唐崇惕等
, 198 3)

。

2
.

有棘血居吸虫 (S ao g u in云c ola aro a , a P生eh n ,

19 05): 血居科 (S
: n g咖反

c o l记: 。
)
。

地

点: 义乐力特
、

乌兰哈达
、

大石寨
。

耳萝卜螺王2 2% (79了24 51)
,

卵萝卜螺 2 .5 1多(76 /
‘

30 27)
,

豆螺 0. 86 务(l /l 16 )
。

终末宿主: 金鱼(人工感染)
,

小卿鱼(天然感染)
。

成熟尾

勤 (图 l)体部 一5 9一 97 x 3 5一料
,

尾千牛25一斗so x 3 s一4 0
,

尾叉 9斗一 96 x l2一 25 。 体

部鳍膜始于体前 2厂, 处终于体后约 1 / 6 处
,

膜高 12 一 20。 体内无吸盘
。

穿刺腺共 8 对
。

焰细胞21 2+ 11一 6 。 用成熟尾勤感染金鱼 12一 35 天后从它们的鳃
、

肝及心脏等处血管

均检获不同大小的童虫和成虫 (图 2)
。

成虫大 762一838火 116一 1知
。

根据虫体肠管
、

生

殖器官及体棘(图 3) 形态同 5
.

, 。at 4 相像
。

从当地水泡中的小螂鱼检出同样的虫体
。

3
.

马蹄吸虫 (M
a万, , 。, a sp

.

)
:

微茎科 (M ie r o phallida e

)
。

地点: 乌兰哈达
。

豆螺 25肠

(29 / 1 16 )
。

成熟尾蜘(图 17) 因伸缩
,

体大小有差异
。

体部 9 6一 148 x 38一 55 ,

尾干 6 3一

losx Z o一2 3。 口吸盘 32 x 3 6
,

口锥刺长 15
,

腹吸盘 2斗x 24。 穿刺腺细胞 斗对
。

排泄囊

浅盆状
。

本虫种的子胞蜘及尾勤形态与寄生于家鸭的 M
.

砧爪洲, 的幼虫期相像
。

斗
.

斜辜吸虫 (p l
a

gi o rc his sp )
:

斜辜科 (p l
ag沁二hiidae

)
。

地点: 公主岭
、

义乐力特
、

乌

兰哈达
、

大石寨
。

耳萝卜螺 3
.

4 3肠(84 / 24 51)
,

卵萝卜螺 1
.

32 界(40 / 3 027)
。

成熟尾坳体

部 230 火 120 ,

尾干 2 10 x 43。 口吸盘 58 x 58
,

口锥刺长 2 。,

前咽长 15
,

咽 15又 15 ,

腹吸

盘 48 x 5 5。 排泄囊前囊 18 x 6。
,

后囊 3 0 x 3多。 穿束」腺细胞 4 对
。

根据此种的子胞蜘及

尾勤(图 11) 具口锥刺和排泄囊的形态而款于本科
。

本科终宿主包括各类脊椎动物
。

s 背孔吸虫 (N
o , o co , l。

; sp
.

)
:

背孔科 (N
o to eo tylida。)

。

地点 : 义乐力特
。
豆 螺

9
.

3外(4 / 4 3)
。

成熟尾蜘(图 10)体部 239 火 13 0 ,

尾干 4 48 x 4 6。 体部有三眼点
。 口吸盘

25 x 3 。,

咽 8 x 11 ,

食道长 18 ,

排泄囊 3 0 又 2 1。 子雷蜘 84 9一 166 lx 2 18一 3夕5 ,

咽 6 7一

so x 6 1一 75
,

肠管伸到体长前 123一 2 /5 处
。

本虫种子雷坳及尾坳与寄生在鹅和鸭的

N o ,。c 。,夕lu: 。 ag瓜o , ; z“5 Y am a卯ti
,

193斗的幼虫期很相像
。

6
.

背孔吸虫 (N 。,。co :yl“: sp
.

) : 背孔科 (N
o tyc o tyli山 e

)
。

地点: 公主岭
,

大石寨
。

耳

萝卜螺 0 25拓(7 / 24 5 1)
,

卵萝卜螺 0
.

2。妊(6 / 302 7)
。

成熟尾蜘(图 15)体部 52 1 x zss ,

尾干 425 x 8 3
。

体部有二眼点
。

口吸盘 7 l x 63
,

食道长 75 ,

排泄囊 3 3 又 50 。

子雷蝴 2 一3 o K

43 5 ,

咽 90 K 93 ,

肠管伸达体末端
。

本虫种的子雷拗及尾坳与寄生于鸡和鸭的N ot oc 。州us

, , , ; , ico za 。 H er ber ,

z夕42 的幼虫期相像
。

7
,

棘口吸虫 (Ec 人1
0 0 5 , oo a spp

.

)
:

棘口科 (E
ehio o sto o atida e)

。

地点 : 公主岭
、

义乐力

特
、

大石寨
。

从萝卜螺不仅查出棘口吸虫尾勤和雷坳(图斗
,

, , 6)等幼虫期
,

而且在一些

螺体组织中亦见有棘口吸虫囊勤 (图 夕)
。

雷勤和尾勤的感染率在耳萝卜螺为 2. 57 拓(63/

245 1)
,

卵萝卜螺 3 7 3沁(113 / 30 27)
。

子雷蜘 2732 X 斗93 ,

咽 15 0 x zz9
,

肠囊 zo 7 x 6斗
,

尾长 x12 s。 尾坳(图 6)体部 265 X 165 ,

尾干 463 X 55。 体部前端具头领
,

未见明显的围

口棘
。 口吸盘 68 x 73

,

前咽长 6 ,

咽 2 Ox 2 4
,

食道长”
,

腹吸盘” x 6。。 排泄囊分前后

二囊
,

前囊 2 3 x 3s ,

后囊 2 5 x 33 。 囊蝴囊大 149一 168 x 147一 165 ,

囊壁厚 9一 z斗。 脱囊

出的后蝴 (图 8 ) 33 7一 4 13 x l一8一1斗0。 头领 65一 7o x lx3一 20
,

口吸盘 55一5 8 x 58一

6 0 ,

围口棘数 31一 42 条 , 棘长 9一 11。 前咽长 5一 13
,

咽 25一 3o x 23一25 ,

食道长 , 8一

75
,

腹吸盘 6 0一6 3 K 6 0一70。 排泄囊 50一 83火 2。一4 0。 用囊婚 3 0粒感染一阴性雏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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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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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u

l
a ,

·

才J 7/夕
(10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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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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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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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te r o Phyid
a e s p

.

B滚;hy”亩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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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0)

O)

日钊叨
C夕君杀人o e o 才夕I亡 sp

·

召矛t人y
”泣口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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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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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天后从其肠内检获 5 条棘口吸虫
,

体大 9
.

2一lo x l
.

5一 1
.

8毫米
。

形态及围口棘(图9)

像卷棘口吸虫 (E
.

: 。。坛招。 )
。

但所见的子雷蝴肠管较小
、

尾翰及囊勤的形态与前人报

道的卷棘口吸虫幼虫期不完全尸致
,

可能当地不只一种棘口吸虫
。

详细情况如何有待进

一步研究
。

8
.

重盘吸虫 (D i户lodis绍
、 sP

·

)
:

同盘科 (p
a rao phistom ida e

)
。

地点公主岭
。

凸旋螺

7
.

1斗肠(l/ 14)
。

尾蝴(图 12)体部 48 3 x Z夕l
,

尾干 1092 又 133 。

体部具二眼点
, 口吸盘顶

面 4 2 x 5 8
,

内实体 8 8 x 83 。口吸盘后方具口盲囊 79 x 75
,

食道长 63
。

后吸盘 133 x 200 。

本虫种子雷蝴 9 4斗一 lo6 1 x 272一 32 1
,

咽 53一 xo3 x 一。o一 115
,

肠囊 一05一164 又 94一

133
。

本虫种的子雷坳及尾蜘形态与国内南方寄生于蛙类的 DI Plod 打州
,

, 灿ic 加。 T ub

; n邵i
,

19 33 幼虫期相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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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其攀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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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王王王 (Sp o eie : o f s n ail )))(N。
。 bo r o f Po oit i

, 。 sn a通)))

ssso a
il )))))))))))))))))))))))))))))))))))))))))))))))))))))))))))))))))))))))))))))))))))

含含含尾勤的螺数J(s
n o

il
co n , a in 玩 : c 巴rc a r

i
”e

))))) 含尾拗螺数/(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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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ta坛访 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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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i一iv e sn a il ) (% ))))) c e t c a r互a。) 阳性螺数 (氏sit i、eee

,,,,, 。 a il) (%)))

77777 月 (Ju l, ))) 名月 (Au g u s‘))) 9 月 (s ep
.

))))) 7 月 (J
u
[y)))

RRR
。 o 少a t aaa 10 / 3000 }}{{{

,)))
}拐
‘‘‘‘

(((((3 3
.

33)))))))))))

RRR
.

口护a, 奋奋 l; / 2 777 3 1 / 1777
}{;;;

肋左夕
刀矛

a , p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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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5
·

96)))))))))

RRR o 口a名口口

:(;
。

.

。))) 51555 1J3 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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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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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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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口口teee 31333 313333333

(((((100
,

0))) (100
·

0)))))))

RRR o 护心 aaa 10 }1000 魂6}5999 {{);
7)))))))

(((((10 0
.

0))) (77
.

9 7)))))))))

RRR
. 0 , 口;口口 一2112222222 Bi;h夕”云a sp

··

3/ 333

(((((100
.

0))))))))) (100
.

0)))

RRR
。。

斗j666 12 }1222 }{}
‘‘ Po l少户少l云‘‘ 2 }222

(((((66
.

6了))) (10 0
.

0))))) 石
亡份6 户人

口c r “l
aaa

(100
.

0 )))

9
.

球孔吸虫 (5夕八
a 。, , Jio , reo a sP

.

): 光口科 (ps且osto m atid ae

)
。

地点 : 义乐力特
、

乌兰

哈达
、

大石寨
。

耳萝卜螺 1
.

斗3务(35 / 2斗5一)
,

卵萝卜螺 0
.

斗。肠(12 / 502 7)
,

豆螺 6
.

95外

(3 / 43)
。

成熟尾蜘(图 14 )体部 260一27 , x 15 8一 16 5
,

尾干 52s x ss
,

口吸盘 63一 68 x

65一73 ,

咽 19一23 x 20一 23 ,

食道长 18一 58。 腹吸盘 55一6 5 x 6 5一 73 。

本虫种第一代

雷坳 (图 13 ) 109 1一25 7l X 3 15一4 82 ,

咽6 1一6斗火 5 ;一6 4
,

肠长 72卜 176 s x l2 7一23 6
,

尾长 194一84 6 ; 子雷坳 2 786 X 4 6 1 ,

咽 64 X 60 ,

肠长 1929
,

尾长 6 96。 尾勤离开螺体后

很快在其所遇到的物体上形成囊拗(图 15 )
,

后坳弯折在囊内
,

囊大巧 5一 1” x 178一2 05
。

本虫种各幼曳期与寄生于鸭等禽类的 S户几口。;派d‘o , ; 。。 a , 挤n oa c et站““、 Bur n。,

196一 幼虫

期有些相像
。

,

10
.

异形科吸虫 (H
ete ro phyid a 。 ,p ): 异形科 (H

eto ro

Pby idae )
。

地点: 义乐力特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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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

重盘吸虫尾勤 (T he c e re a r i
a o f Di户lo d‘: r 。: 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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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 1,

.

球孔吸虫子雷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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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 r c a ria a记 m e , a c e rc a r玉a c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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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 唐崇惕等
:
内蒙科尔沁草原淡水螺吸虫幼虫期的调查研究

豆螺查到具眼点和尾鳍膜的异形科吸虫尾坳
,

感染率 9
.

3并(4 / 43)
。

成熟尾坳 (图 16 )体

部 z94 x 92
,

尾部 3 s6 x 23。 口吸盘 3 3 X 3 3
,

咽 llX ll ,

食道长 20 ,

腹吸盘 2 lX 24 。 排

泄囊倒三角形
,

长 27
,

前缘宽 6夕。 在腹吸盘前方有细胞甚多
,

但具导管的穿刺腺细胞只

有 6 对
。

尾部鳍膜宽 12 。

11
.

杯叶科吸虫 (C ya :ho eo tylida e sp
.

)
:

杯叶科 (Cy
atho e o tylid , e

)
。

地点: 义乐力特
。

豆螺 2
.

33并(l/ 43)
。

尾蜘叉尾型 (图 20)
。

体部 146 K 89
,

尾干 246 X 39 ,

尾叉 194 x 26
。

口吸盘 3 0 x 33 ,

咽 14 x 巧 ,

食道长 12 ,

腹吸盘 24 x 2 7。 本类吸虫尾勤有较特殊的排泄

系统尚未观察清楚有待继续观察
。

由其体内其他结构是与杯叶科的尾坳比较相像
。

12
.

鸦形吸虫 (S:
rigei dae spP

.

)
:

鸽形科 (strig
oidae

)
。

地点: 义乐力特
、

公主岭
。

耳

萝1
\

螺 0
.

56 外(2 1 / 245 1)
,

卵萝卜螺 1
.

12多(34 / 3 027)
,

半球多脉扁螺 25外(2/ 8)
。

从上

述三种淡水螺共 58 粒阳性螺中查到叉尾尾蜘
,

它们均具咽
。

由其体形
、

口腹吸盘
、

穿刺腺

及排泄囊等形态是属于鸦形科特点
,

其中可能不止一种
,

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从半球多脉

扁螺还见到畸形的具二头部的鸦形吸虫尾坳(图 19)
。

二
、

科尔沁草原右冀草场吸虫幼虫期季节动态

调查地点位于北纬竹
“

东经 12 2。附近
,

无霜期一年只有 90 一1 10 天左右
。

草场为丘

陵草甸型
,

一些小溪流
、

水泡散布在各草甸中
,

在群山密集地点有小水库
。

淡水螺数量较

多季节是 7一8 月份
,

螺体内含有吸虫成熟尾勤主要也是 7一8月
, , 月份大多数吸虫幼虫

期在螺体内均萎缩进人冬眠阶段
,

很难查到成熟尾坳(见表)
。

讨 论

在无霜期只有 3一4 个月的科尔沁草原部份草场上的淡水螺含有至少 12 种的吸虫幼

虫各期
,

其中包含有可危害于畜
、

禽
、

鱼等经济动物甚至人体的虫种
。

如东毕血吸虫不仅对

牛羊产生危害
,

而且对在沼泽地带放牧及打草的牧民发生血吸虫性皮肤疹
。

血居吸虫不

仅见于草场的
“

水饱
”

中尚见于有养鱼的水库
,

对鱼类养殖业不利
。

其他背孔吸虫
、

棘口吸

虫及鸽形吸虫等多种吸虫都对禽类有害
,

而且棘口吸虫和异形吸虫亦是可感染人体的潜

在病原
。

了解草原上存在的吸虫病原的情况对今后草原多种经济的开发会有所帮助
。

本

项调查的多数虫种尚需进一步深人探讨它们的全程生活史及其在草原上流行特点
,

才能

明了这些病原存在及散播的规律
,

才能对它们的防治措施提供意见
。

本次在约北纬 4 7度的科尔沁草原上所查见的吸虫类群几乎在我国南方香港 (唐崇

惕
,

19 85) 及福建等地均有存在
。

但在北方由于长期适应寒冷的气候
,

各虫种具侵袭性的

幼虫期一年中出现的周期极短(见表 1)
,

这一特性似已成当地虫种的遗传性
,

我们虽然将

阳性螺饲养在温暖的实验中
,

它们体内的子胞勤或子雷勤大多数都不再发育和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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