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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数种杯叶科吸虫研究及

一新属三新种的叙述

(鹃形目
:
杯叶科)

唐仲璋 唐崇惕
(厦门大学生物系寄生动物研究室)

摘要 杯叶科是食鱼的爬行类
、

鸟类
、

喃乳类寄生的吸虫
。

本文修订了以往在福建报道的虫种
,

叙述了

一个新属三个新种
,
取消了前此所定的一个属及种 [T

a ”宫滚‘ 11。 户a ro
讨户

。 r。

(F
a u s t a n d T a n g , 1 9 38)〕

,
认

为是存疑的种
。
本文还报道了盖前冠吸虫 p r叮口‘r eP人。 :

盯 T “ b“ n g u , 1 9 2 2 的终末宿主河獭
:
从而 作者

(T 知 g , 1 9斗l) 完成了其生活史的研究
。
本文比较了从河獭所得的标本与从猫

、

犬所获标本各器官的侧最

数据
,
发现由最佳的终来宿住所得标本

,

其个体及各器官和卵子的测量数据均较大
,

关键词 鹊形目 杯叶科 新属 新种 福建省

依据 Su d a riko v

(1 9 6 1)的杯叶吸虫类的专著
、

杯叶亚日 (Cy
a zho e o tyla ta Su d ariko v ,

1 9 , 9)隶属于鸦形目 [St
r ig e id id a

(L
a R u e ,

1 9 2 6) Su d a r iko v ,
1 9 591

。

杯叶科与鸽形科

(st
r ig e id a 。

〕比较
,

较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阴茎囊和卵黄腺作扇状排列并环绕在虫

体腹面的附着器的基部
。

本类吸虫主要是食鱼鸟类的寄生虫
,

但亦能寄生哺乳类和爬行类
、

偶然能侵人人体产

生严重病害
。

它们寄生在肠管内
、

附着在粘膜上
。

由于腹吸盘退化
,

腹面体壁承担此作用

而转变成附着器
。

本科各属显示出不同程度这方面变化
。

我们多年来收集的标本
,

有一些由已故的 E
.

C
.

Fa us t 教授发表
。

有些还未加以描

述
。

数十年来由于分类知识的增进
,

有关本科的某些论述必须修订
。

有数种杯叶属吸虫

其模式标本系来自福建为本文讨论的重点
,

其名称列下 : Cya :无o c o , yle 户r u s: ic 。 M ohlin g
,

一59 6 : e
.

o ri。。 , 。115 Fa u st 1922 ; C
,

占a , 占“; ic o la (F
au st 君t T a n g

,

193 8): C
.

, z fd a , ia , a

F au st 。t T an g
,

19 38 ; C
.

l“tz i (F
a u st e , T a n g

,
19 3 8) ; C

.

c hu , g及
e e T an g

,
1 9斗1 ; H o -

1 0 , toPha , 。5 r a ll。: : p
.

n o v
.

: G ola : o c o , yl。 二110 1 (Y
a m a g u ti

,

1939) S u dar iko v ,

19 6 1 ;

Fu r ‘o c o r c a r ia 少环n g a n g o n si; s P
.

o o v
.

; Fo n g ‘o ‘y了e ho 君P夕lfa n a g e n e t sP n o v
.

: T a -

。g ie lla Pa , 。。, iPa ; a

(F
a u st e : T a n g

,

1 93 8) Su da riko v ,

19 62 ; P r o so s ; ePha , 。 s f。扩￡卜

s , ri, ,

(T
u ba n g u i

,

19 2 2) L u rz ,

19 3 ,
.

所有标本均保存在厦门大学寄生动物研究室
。
不

文除新种新属描述外对杯叶科主要一些属的分类特征亦略加讨论
。

本文测量单位以 m m

计
。

本文于 1 9 8 7 年 1 月 2 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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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种 叙 述

1
.

普鲁士杯叶吸虫 C y a tho co ty le p r 。: : 定e a M往h U飞
,

1896

本种吸虫最早发现于欧洲
、

寄生于各种野鸭
、

鸽鹏等鸟类
。

我们的标本系得自角鹏鹏

Cel夕m 去,‘: a u石t u : L in n e 。
虫体圆形

,

1
.

16。一 1
.

斗4 0 x 0
.

9 13一 1
.

0 6 5
。

口吸盘 0
.

111一

。
.

250 x 0
.

1斗2一。
.

1 8斗。 咽 0
.

09 0一0
.

11一 x 0
.

1(l4一。
.

12 9
。

食道短
,

肠管延至体后端
。

具

腹吸盘
。

前辜丸 0
.

2 83一。
.

3 3 , X 0
.

15斗一0 219
,

后覃丸0
.

266一。
.

344 x 0
.

172一0
.

150
。

卵

巢 0
.

129一 0
.

15。 火 0
.

111一0
.

150
,

位于体赤道线前
。

阴茎囊长 0
.

765一 1
.

1 1 5
,

宽0
.

1 20一

0
.

1 5 5
。

卵 0
.

0 , 4一 0
.

20 7 x 0
.

0 6 4一0 0 73。 本种杯叶吸虫生活史在欧洲曾经从青娃 R a , a

e: c、 le , ta 得到囊蝴
,

用它感染家鸭及 红准 Fa lc o tin , 。 。 c“ l, , 得到成虫 (v
o ] tk o 、a ,

1 9 6 3)
。

我系汪彦惜同学曾对本吸虫进行生活史探讨
。
从家鸭得到成虫

,

实验证实漳州市郊

池塘中的纹沼螺 P a r a
f
o : : s a r o l、 : s trfa z“l“ s 及麦穗鱼 p , 。、d o r a : b o r o Pa r o a

是本吸虫

的第一及第二中间宿主
,

其感染率分别是 0
.

62 外和 10 0外
。

用成熟尾拗感染金鱼亦获得

囊黝
,

用囊黝喂饲雏鸡 3 天后从其小肠解剖出成虫
。

2
.

东方杯a+ 吸虫 C 夕a th 0 0 0 tyle o r亡e n t a lio Fa u o t
,

1922

本吸虫多寄生于家鸭家鸡等禽类
。 F a u : t (1 9 2 2 ) 曾进行其生活史的探讨

、

误把鹦形

科四叶吸虫拗 (T
e tr ac o tyle laT va ) 认为它的幼虫期

。

本吸虫生活史经研究阐明其第二

中间宿主为麦穗鱼
、

螂
、

龋 A c人。110 : 。a t人。 5 la o c o o la ; 。, 及眠 Z a cc o 。。, , ￡。c

及11 等
。

实

验终宿主为莺 M il。。, ‘i。犷a n‘ lin ‘a ; “‘o

3
.

竹鸡杯叶吸虫 C 少a th o e o 亡少le b a m b u ‘e o la Fa u , t e t T a

飞
,

19 38 ; D u b o is
,

1944

本吸虫曾经被归为 Li, 5 2 0翻ie lla

属发表
。

M eh ra

(19斗3 )把它移人 月0 10 , , e户人a , 。:

Sz id a t ,
19 3 6 属

。

最后 D u bo i: (1 9 4斗) 将其归人 Cy a : h o c o : ylo M公11: g 属
,
1 8 9 6 。

本

虫种有较小的圆形辜丸
。

宿主为竹鸡 Ba 二吞“ :‘c oz。 r人。r a cir。 。

4
.

绩达杯叶吸虫 C夕a *ho co t夕le “ida tia n a Fa u st e亡 T a飞
,

193 3

本吸虫寄生于家鸭 A o as 户la t夕r h夕, c五口:
及 A n a s b o , c h a ,

(北京)
。

虫体有突出为

巨大附着器
。

辜丸圆形甚大
、

卵亦较大
,
仪 1 4 3 X o

·

。86
。

5
.

洛氏杯U+ 吸虫 C夕a th
~

fy le l。红谊F
a tt , t e t Ta 叮

,

1 , 38
、

Ts e h e r t ko v a 195 ,
r

本吸虫是寄生家鸡的种类
。

有长椭圆形塞丸
,

阴茎囊位辜丸前方
。

6
.

黑海番鸭杯叶吸虫 C y a t入。 , ty le m e la n 定tt a e Ya m a g u t笼
,

1 934

此虫种为山口左仲在日本所发现
。

宿主为黑海番鸭 M o l。,
讯

。
下
、: 。口

(L ) 及家鸡

汉” a‘ 户la 不yr hyn c人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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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夔杯叶吸虫 C y a t入o co ty l
e o ho n g 盖e。 T a呀

,

194 0

宿主
:

鹊鹏 P el。‘。, 。: 。, o ‘; 。t 。l、 : , o , 。,‘,

8
.

秧鸡全冠吸虫
,

新种Ho lo s *e p 入a 。。
: r a ll。

sp
.

n o v
.

(图 1)

图 1 映鸡全冠吸虫
,

新种
片0 1 0 了tePh口几 “了 r a ll即‘ sP

.
n o v

·

本种吸虫寄生于苦恶鸟 A 二。“ ro r , 行 p如
-

。: ic。 , 。 , 。五i。。 , 了i,

(B
o d d a er t) 的肠管

。

共采集

得 3 个标本(正模 1
,

副模 2 )
,

地点为福州
。

经研

究认为系一新种
。

虫体梭形
,

后端较尖
,
2

.

0 9 9一2
.

1 4 7 米 1 0 4 ;一

1
.

29 2 。 口吸盘位顶端
,

0
.

2斗6一0
.

173 x 0
.

1 8 2一

0
.

2 13
。

咽横椭圆形
,

。
.

111一 0
.

219 x 0
.

125一

。137
。

食道极短
,

肠管在咽直后分支
。

沿体二

侧至休长后 1邝处
。

体腹面有三尖细胞附着器

(T
ribo e ytic o rg an

)
,

具圆形的空隙
。

辜丸长椭圆

形
,

前后斜fIJ
,
。

.

4 5 3一 0
.

5。。X 0
.

0 2 1一 0
.

0 2 3 。 卵

巢圆形
,
。

.

1 3 3一0
.

1 51 火 0
.

14 6一0
.

1 52
,

位丁体中

段左侧
。

具梭形受精囊及一短劳氏管
。

卵黄腺丛

体分布在体两侧和中部
,

每个腺体颗粒长椭圆形
。

阴茎囊橄榄状
,

内含贮精囊
、

射精管及细长的阴

茎 ;囊长。
.

4 9 2一 0
.

87 4
,

基部宽0
.

1 7 7一。
.

2 0 4
。

子

宫盘旋至虫体末端
。

卵 0
.

099一0
.

106 火 0
.

053一

0
.

0 59
0

讨论: 全冠属 H o lo slep人a , u s S z idat ,
1 93 6

具较深腹凹腔
,

这一空隙是由附着器发达而成的
。

杯叶属虫体腹面虽也有附着器但较浅
。
凹腔的深

浅常不易分别
,

特别是经过压力的一些制片不易

看出空腔
。

全冠属吸虫宿主有鸥
、

鹤
、

乌鸦及蛇鸦

等
。

本属在世界各地经记载的约有 13 种
。

其中

与我们标本近似的有 月
.

J‘人
: ￡

,

H
.

i占i, i
,

H
·

c o r o i
,
H

·

m e‘o r c 五i, ,

及 月
·

c u r o ”e ”“,

5 种
。

它们不仅在体形
、

附着器形状
、

大小或肠管长度及虫卵大小与福建的标本有差别
,

而

且它们均具有腹吸盘
,

有的还很发达
,

而我们的标本其腹吸盘退化不能见
。

此外除 H.

站 isi 外其他斗种均无受精囊
。 H

.

ib 沉 虽和我们的标本同样具有梭形受精囊
,

但它附着

器很小
,

虫卵较小 (7‘一7 8 又 4 8一5 7严m ) 而有显著差别
。

全冠属和杯叶属内脏器官以卵模
、

受精囊
、

劳氏管这一部分的构造最缺乏了解
。

据

M ehr a
观察受精囊通于子宫

,

称它为子宫受精囊 ;关于这一点未能证实
,

从我们的标本观

察这器官与子宫无关联
。

本属吸虫具有发达的阴茎囊
,

显然是异体受精为主
。

但很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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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缺乏受精囊和劳氏管
。

在输卵管和受精囊或卵膜连接处常见有一小孔
,

其是否精子进

人的孔道还须进一步考察
。

杯叶类交配的行为须研究
。

9
.

莺平叶吸虫 G e la o co t少le m il口1 Y a m a g诵
,

l, 3 9
,

S u d a ri k o v ,

宿主 : 黑耳莺 M了l。。: 畏
o r , c人“ , 21, 亡a , 。 , 。

福建标本体大 1
.

1 0 3一 1
.

3 32 义 0 53 2一

0
.

6 8 5
。

腹凹腔很浅
,

有似 G o g a ; 。a
属

。

口

吸盘 顶位 0
.

0 5 2一 0
.

0 73 x 0
.

064一0
.

077
。

咽 0
.

062 x 0
.

0 5 1一 0
,

06 9 。 食道长。。30一

0
.

0 73 。 腹吸盘 0
.

0 73一0
.

086 x 0
.

0 73一

。
.

0 8 1 。 前后辜丸 0
.

1 2。一0
.

3 0 1 火 。
一

x 3 7一

0
.

2 15 及 0
.

2 15一O
.

29 6 K 0
.

129一 0
.

193
。

阴

茎囊长0
.

3 7 4一 。
.

55 9
,

基部宽0
.

3 7斗一。
.

5 5 9
。

阴 茎 0
.

3 74一 0
.

559 x o
.

0 73一0
.

0 9 8
。

卵巢

0
.

0 8 6一 0
.

0 9 8 x 0
.

0 8 6一 0
.

107
。

卵 0
.

086一

0
.

10 7X 0
.

06斗一 0 0 73
0

从福州本种鸟肠管采到

196 1 (图 2 )

, 个标本
。

冯叶吸虫
、

新属Fe
n g e o ty l。 g e n

.

n o v
.

新属特征
:

杯叶科 (C ya th o eo tylida e

)
。

体腹面不具腹凹腔
、

附着器圆碟状凸出
。

腹吸盘退化
。二翠丸斜列于体中部

。
卵巢在

后辜丸前方
。

卵黄腺在附着器基部并延到

体末端
。

阴茎囊横列于体后 1/ 3 处
。
生殖

孔在体右侧后 1 / 3一 2 / 5 处一圆锥状的突

起上
。
子宫分布在体后半部

。

代表种: 何氏冯叶吸虫
,

新属新种

F。 , g e o t夕10 h oePPliao a g en
.

口t sp
.

n o v
.

1 0
.

何氏冯叶吸虫
,

新属新种 凡
n g c o tyle

入o e p p l‘。n a g e二 e t o p
.

n o ,
.

(图 3 )
图 2 蕊平叶吸虫

c 亡la ” o 厂。; 夕l巴 州亩i

模式标本一个
。

宿主: 白腰构鹉 N u m e o f“ : a r。, a t。 口: i, 。t。z苦, 。

寄生部位: 小肠
。

发现地点: 福州
。

本新种主要形态如新属特征
。

其测量数据为: 体大 1
.

9 38 x 1
.

795 。 口吸盘次顶端

。
·

20 9 X O
·

199 ; 咽 0
.

114 火 。
.

152 ; 食道长 0
.

1。; 肠管盲端达体长后 1 / 3 水平
。

前后拿丸

大小分别为 0
.

5 1 3 火 。
.

25 0
、

0
.

3 2 3 x 0
.

3 16 ; 卵巢直径 0
.

17 1
。

卵黄腺丛体分布在虫体两

侧肠弯内外
,

并延至体后端; 横走的卵黄管从左右至卵巢旁汇集成总管
,

伸向卵巢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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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囊作倒置的横列
,

通于在体右侧的圆锥状尾部上
。

阴茎囊内有重叠的贮精囊
、

射精管

及阴茎
。

虫卵大 0
.

1 1 1一0
.

1 1 9 X 0
.

0 6 6一0
.

0 8 8 。

表1 冯叶吸虫新属与其近似属的比较

属
G e n e r a

乙少u ‘人口 匕0 zy le “
r 户c ”; 。J t‘户孟a 刀 “‘ H o l口了z 亡Pha n “, .

F尸”了c oz y]尸 g e n
·

n 0 V 卜

宿主
H O S t

爬 行 类 鸟 类 鸟 类

附着器
ll o

ld f
孟 st o r g a n

无腹间腔

附着器凸出
无腹凹腔

附着器凸出
具腹凹腔

附着器在凹腔内
无腹凹腔

附着器很大
,

凸出

腹吸盘
A c e ta b u lu m 具 有 具 有 具 有 退化不见

朋茎囊
C ir r u s Po u e h 纵列在体后部 纵列在体后部

粗短
,

横列在
体后 l/3 部分中央

细长
,

横列在
体后 l/ 3 部分

生殖孔
G e n it

a l Po r e 在体末端中央 在体末端中央 石体后 123部分中央
在体右侧后2 2; 处
一尾锥状突起上

讨论: 在杯叶科中共有 16 属
。

冯叶

新属以其特别大而突出的附着器
、

腹吸盘

付缺
、

横列的阴茎囊生殖孔开口在体右侧

尾锥状突起上等重要特征不同于所有已记

载的属
。

兹列数个与它略有近似点的属列

表比较于后(表 1)
。

为纪念对我国寄生虫

科学有贡献的何博礼教授和冯兰洲教授
,

给本虫种定名为何氏冯叶吸虫
,

新属新种
。

图 3 何氏冯叶吸虫
,

断属新种
厂e 阶g co z夕l尸 五。 云户户l扩

a 刃a g e n .

亡之 s p
.

n o v .

11
.

小巢前寇吸虫 Ta
o g ie lla p a r o o i

-

p a r a Fa u st e亡T a

略 l, 3 8
、

S u d a -

r玉k o v 1962 (图 4)

同物异名: p r o : o , : e户、a n 、, 户a r o , i-

户a r a Fa u s t et T a n g
,
19 38

、
D u 占o is ia Pa-

r o “i尸a r a (F
au st , ; T a n g

,

19 35)
,

u u bo i,
,

1 9 5 1

宿主: 猪耀 M el。‘ l刃户, o r人, 。 c人。 s。

发现地点: 福州
。

本种吸虫的分类位置屡经讨论
,

并为其建立新属 (D
u bo is

,

19 51 ; 1955 ; su da r ik o v ,

19 6 2)
。

由于原文叙述简单
,

现根据当年的标本补充叙述如次: 虫体椭圆形
,

1 96一2
.

os x

0
.

, 1一 1
.

0 0。 口吸盘 。
.

0 8 4一。
.

llg x o
.

14 0一 0
.

1 54 ; 咽 0 0 9 8 X 0
.

126一0
.

133 ; 腹吸盘直径

0. 肠 3一〕
.

07 7
。

腹凹腔发达
,

1
.

33 X 0
.

60 9。 底部突出的部分不发达
,

不逾越腹吸盘
。

前后列

二辜丸 。
.

4 , 一0
·

6 3 X o
·

3多一o
·

朽
,

0
·

4 9一 0
·

, 6 x 0
.

3 1一 0
.

49。 卵巢圆形
,

位于二翠丸间
,

0
.

1 4 x 0
.

1 4 。 阴茎囊圆筒状
,

长 1
.

30
,

基部宽0
.

14
,

其前方达前皋丸之半或达其前缘
。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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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小巢前冠吸虫腹面和侧面
v e n tr a

l
a n d Ia te r a l v e

iw
s o f T a 俘窟f‘il

a 户a r 口 ‘夕a r a g 巴n u s a n
d s pee ie s in q

·

成熟卵大 0
.

0 9 7 义 。
·

。”
。

正模有卵二个
,

副模无卵
。

本虫种标本由于均是未发育完全状

态
,

是存疑的种类
。

12
.

盖状前冠吸虫 Pr os os t o p ha n o s in d 。: tr 亩。。 T ub a n g ul
,

192 2
,

L u t z ,

1935(图 s)

宿主: 犬
、

猫
。

正常宿主: 河獭 L、 , r a lu t ra c 人in e , , , , 。

分布地点: 南京
、

杭州
、

上海及福州市
。

本种吸虫最早经 T ub an gu i (1 92 2) 叙述
,

成虫从我国南京家犬肠内采到
。

)嗣后

A nd
r ew s (1937) 在杭州

,

吴光(19 37) 在上海均采得本虫
。

作者之一在福州阐明了其生

活史(唐仲璋
, 19 4 1)

。

作者之一于 19 35 年在福州发现数种哺乳类在冬季很接近的时间内感染有本虫
,

它们

包括有家犬
、

家猫
、

狐 V u l户e‘ , 。l户“
、

蟹檬 H e
印e : ‘e : 。 , , 。 及格 N 夕c , 。r 。。; e s 户r o c yo

-

, 。“。s。 19 39 年在完成其生活史后曾得出结论
,

认为犬猫不是其正常终宿主
,

推测真正终

宿主必定是食鱼的哺乳类
。

25 年之后
,

于 1964 年我们偶然剖检一只水獭
,

在其肠内发现

很多盖前冠吸虫
。

在河獭体内发育的成虫其体形及体内各器官都比在非正常宿主 (犬
、

猫)所得之标本大(表 2)
。

但其形态及虫卵大小仍相似
,

说明河獭应是其正常宿主
。

本吸虫的贝类宿主是纹沼螺 p a ra
f
o : s a 。“l“: e : 滚m i。 : ,

p
.

, , r滋a t: 20 5 。

第二中间宿

主是各种淡水鱼如鳃
、

鲤
、

鱿
、

链等
。

囊拗散布在鱼肉中
。

本吸虫对非正常终宿主引起的



图 5 盖状前冠吸虫 p r 。, o , , 。p ha 。。, 泣。d , , , r云“,

A
·

生活史示念图 (d i
a g r a , o f :h e 11丘 eye le ) B

·

尾勤 (th
e ee r e a r

ia

农2 盖状前冠吸虫在不同终末宿主体内发育程度的比较

宿 主
H o st

河 獭
L u t r a j份zr a c为f” 口月 ‘了

了

(本文作者)

家 猫
F巴 Zf‘ 己

口切口了ti‘“ J

(据 T a n g
,

19 4 1)

家 犬
Ca o f,

f
。 , 11云

a r行

(据 T u b a n g u i
, 1 , 2 2)

体 长
B o d y le n g t卜

4
.

4 1一6
.

5 1〔平均5
.

2 4) 1
.

5一 2
·

8 (平均 2
.

0〕 1
.

5一 1 9

之
·

09一 4
·

5(2
·

95) 1
·

0一 2
.

0(1
.

, ) 1
.

0一 l
,

2
宽i0t体

B o d y w

。

兄
1吸 盘

s u e k e r

0
.

1夕一 0
.

2 1 火0
.

1夕一0
.

3 5

(0
.

139伏 0
.

2 63)
0

.

11一0
.

1 8火 0
.

1了一0
.

2 ,

(。
·

1斗, x 0
.

2咚0)
0 10一0

,

1 3 丫0 18一0
.

19

咽
Pha r yn x

0
.

16一0
.

21火 0
.

14一0
.

24

(0
.

18 , K O
.

IS牛)

0 10一O
.

1 7X 0
.

1 2一 0
.

17

(0
,

132 火 0
.

1 4 1)
0

.

10一 0
.

13 K 0 IJ一0
.

1呼

卵 巢
O v a r y

0
.

2 2一 0
.

32只 0
.

2 4一 0
.

32

(0
,

2吕, X o
.

27 6)

0
.

17一0
.

25 义 0
.

1 7一0
.

2 1

(0
.

1, , 又 0
.

1 7斗)
0

.

15一 0
.

19 火0
.

15一0
.

19

前 皋 丸
A n te r io r te s〔1 5

0
.

74 一 l
.

2 3 X O
.

56 一 1
.

2 6

(0
.

8 , ; 火。
.

77 0 )
0

.

5 6一 0
.

83 只0
.

绪2一0
.

6斗

(0
.

7 2 2 X o
.

5 2 2)
0

.

4 9一D 52 X 0
.

33一0
.

今5

后 皋 丸
Po 习te rl o r te stis

0
.

9 1一1
.

08 义0
.

56一 0
.

7 0

(1
.

00 8 火 0
.

6 1, )
0

.

4 2一 0
.

91 又0
.

斗2 一0
.

7 1

(0 7 1 3 火。
.

5 6 4)
0

.

65一 0
.

8 1又 0
.

3 6一0
.

38

阴 茎 囊
C i

r r u s Po u c h
2

.

10 一 2
.

1斗义0
.

21一 0
.

3 1 1
.

0 5X 0
.

04 0
.

7 9一 0
.

9 0 丫口
.

0 8一0
.

13

虫 邹
五9 9 5

0
.

1 33一0
.

1 4 0丫

0
.

0牙7一0
.

1 0多

0
.

11 5一J
.

1 68 火

0
.

0了3 一 0
.

0 9 8

0
.

1 3一0
.

1碑6 火

0
.

0吕, 一 0
.

0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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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作用甚为严重
。

猫犬如感染虫数多时引致死亡
。

解剖时可见肠粘膜广泛出血
,

采下

的虫体其肠内充满血液
。

在有吃生鱼和半生鱼习惯的地区
,

本吸虫是人体潜在病原
。

13
.

永安叉尾哟
,

新种 Fa
r

coc
e , 。a r宕a y u n g a n尹 , i: s p. n o v

.

(图 6 )

贝类宿主: 纹沼螺 p a r o
f
a , : a r , z。: : ; r ia ; “z。: 。

本种杯叶类吸虫的尾坳在本省永安郊外获得
。

其成熟子胞蝴大 2
.

的 x 0
.

25 左右
。

尾

蝴叉尾型
。
我们推想它可能是中冠属M e ‘0 5 , 。户人a , u ,

吸虫或寄生于水蛇 N a ‘rix 户‘, c a to r

等爬行类的吸虫幼虫
,

但尚无实验证实
,

兹哲定名为永安叉尾蜘新种
。

模式标本多个
。

图‘ 永安又尾姗
,

新种
厂“ r e o c 巴r ra r‘口 夕“ 界了口 ”窟君”“犷 ‘p

. n o , ·

A
.

尾黝 (c
e re a r ia ) B

·

囊拗 (c y“t
o
f m e ta c e rc a r i

a

) c
·

子胞坳 (d a u g五t
e r s p o r o e y: t)

本种吸虫的成熟子胞蝴约大 2
.

的 x 0
.

2 5
。

尾蝴叉尾型
。

体部椭圆或梨形
,
。

.

12 6一

0
.

1朽 x 0
.

069一 0
.

08 0 ; 尾干0
.

1 9 7一 0
.

24 1 X 0
.

0 2 7一 0
.

0 3 4 ; 尾叉 0
.

16 1一 0
.

1 84 火 0
.

0 1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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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7。 体部表面披有小棘
,

口孔周围小棘 6一 7 圈
。

口吸盘 0
.

0 3 8 又 0 0 25 ; 前咽短: 咽

0
.

0 13 x 0
.

似 ; 食道长 。
.

0 12
。

退化的腹吸盘位于体后部排泄囊之间
。

焰细胞公式为

2 [(2 十 2) 十 2 十 (2) 〕一 1 6
。

用成熟尾蝴感染金鱼 、天后从其肌肉中找到囊坳
、

直径约

0
.

1
。

经过多天的囊坳的囊壁增厚
,

它外面还包裹一层由宿主组织形成的囊壁
。
尾锄排泄

囊很发达
。

讨论: 杯叶科中经闻述的尾蜘神类不多
,

永安叉尾坳的形态是符合本科尾蝴的特点
,

具标准的此类的排泄系统
。

排泄囊前方有两个侧收集管和两个中央收集管
。

侧管斜向肠

管外方在虫体后 123 水平处分为内外两支
,

内支横向体中央和中央收集管相愈合;外支分

前后两管
,

各接受两组的排泄细管
,

各组均有两个焰细胞
。

此排泄系统是本科尾拗最简单

的
。

如

1
.

p ; r a 0 0 0 7; 。9 0 , i阴 。了 o o a , !l : 2((3
一
3
一

3 )一(3
一
3
一
3 ))一3 6 (K

o m lya ,
1 9 3 8 )

2
.

p a r a c o e o o g o o i。 ,
·
s , : 云d ati Z((3

一

3
一

3 )一 (3
一

3
一

3))一 36 (A n de r o o n ,
1 9斗斗)

3 Pr o 方e幼 ; s , o 。。、 c 人a o dle r i Z((3
一

3
一

3)一(3
一
3
一
3))一3 6 (V

e r n 飞〕er g
,

1, 5 2)

斗
.

刀0 10 5, ePha : 。: c “, o : e , , i: 2((5一 (2))
一

14 (S
z id a t ,

19 33)

5
.

c , a : 人o c o , 夕ze b : : h ‘e、 ; ; : 2((2
一
2)一(2

一
2))一 1 6 (K ha n : 19 6 2)

6
.

C夕a :人o c o ; yle o r‘e 。: a li; 2 ((3
一
3)一(3

一3))一 24 (Y
am ag u t i

,
19呼0 )

7
.

尸; o : o : , 。夕ha 。“ , in d 。 、, ; ; 。, 2 ((3
一
3
一
3)一(3

一

3
一

3))一36 (T an g
,

19魂2 )

比较上述各个虫种的焰细胞公式
,

SZ ida t 所观察的 H
.

‘“ r口, 亡: 了it 尾拗焰细胞公式似

不够详细
,

因而我们认为永安义尾黝是代表较原始的杯叶类幼虫
。

‘

讨 论

杯叶科吸虫主要寄生在食鱼鸟类的肠管内
,

部分寄生于爬行类和哺乳类
。

本科各属

以其体腹面附着器的发展程度以区别种类的低级与高级
。

例如寄生于食鱼爬行类的璧
属 G 口宕。“ 。

其附着器较小
,

腹面凹陷及边缘几乎无改变
,

堪称较低级的种类
。

寄生十

鸟类的中冠属及杯叶属 Cyat 人。‘口, yle 比较其系统发生可能在较原始的位置
。

前冠属

p , 口卯。 ep h 。 , : ,
显然是具有最发达的附着器 ; 从宿主的分类位置及虫种生活史各期构造

亦显示该属可能是杯叶科中最高级的种类
。

‘

翩

M e hr a

(1 9 45) 曾记述寄生于野鸭的 c夕a幼 o c o t夕le f
r a t。 , , a

也是尼罗河既鱼 c h a -

, 郊。 。lga ri :

为寄生虫
。

S: ida t 等学者对此记载有怀疑
,

认为杯叶吸虫是鸟类的寄生

虫
。

这一点看来不能作芳定论
。

根据 Ya m a g u ti (1 97的 的体系
,

杯叶科分斗个亚科: 1
.

杯

叶亚科 (Cy合th o eo tylln ae M u h lin g
,

1 89 2) ; 2
.

原半口亚 科 (p
r o he m isto m in a e I u t z ,

1 9 3 5) ; 3
.

假半口亚科 (P
so u d o he m ist o m in ae S : id a t ,

19 3 6) : 4
.

绩达亚科 (S
z ida tiin ae

D u bo is
,

19 35) 共 1 3 属
。

内爬虫类 6 属 5 8 种
、

鸟类 9 属 68 种
、

哺乳类 7 属 12 种
。

各宿

主均系食鱼动物
。

杯叶类是可以寄生很多宿主的
、

在异常宿主体内发育其形态常有改变
。

也因为本类吸虫有较广泛的宿主特异性
,

需多加研究以避免种类的混淆
。

考_

(S
o n , i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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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 i口 , A
,

M
.

19 3 3 O n p ro五e 从i了止。叨 “邢 即‘岁a : 1892)
a n d its d 。、elo pm e ot fr om C即ca r坛 ,矛, ax s on : i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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