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 卷 第 3 期

1哭3 年 9月

水 产 学 报
J O UR N A LO F F I S H匕R IE SO F C H工N A

肠1
一

7
,

No
.

3

S e P t
, ,

1哭 3

两种鸽形吸虫的后期生活史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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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金 培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用寄生在史氏黄黝鱼体腔 内的 A脚`。 , o , 夕e z了诚 d二
5 Y a二 a g u t i

,

19 3 3 ( S行 i
-

g 。诫龄 )囊坳和寄生在岐尾斗鱼
、

麦穗鱼和线细编肌肉内的 C鲜成亡
:
二沉叨。 赫 , 。 韶 : .P ~

·

( Cy
-

就 ho 耐 y il 叱 e
)囊蜘对家鸭作人工感染试验的结果

。

描述了两种鸦形吸虫的发育
,

并用组织学

和组织化学方法研究了其囊坳壁的构造和成分
。

另外
,

还对两种囊黝壁的起源作了探讨
。

试验

结果表明
,

囊坳壁的内壁属胶元纤维结构
,

外壁为网状纤维结构 ; 囊壁的组织化学成分主要为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复合物 (包括粘蛋白
、

糖蛋白和中性粘多糖 )
,

囊坳壁外壁的 D N人 含量不多
,

R NA 含量较丰富
。

外壁含酸性脂肪 ; 内壁不含脂肪
。

作者认为两种囊拗的外壁可能来源于寄

主的网状内皮系统 ; 内壁可能为幼虫本身分泌物形成
。

关于蠕虫囊坳壁组织学和组织化学的 研究
,

H u
爪 er & aD lt 皿 ( 1 939 ) 和 H u

成
e : &

H
u n et r ( 1 9 4 0) 等人曾进行过研究

。

他们报告了 眺认 os 如二肠 . o a

仰叙 a 栩 , 和 0P 对 h诫奋

州。 ` ,
舫二 , 抓落, “ 二 囊瑜的组织学结构

,

并首先提出了构成囊勤的二层囊壁的起源 不

同
。

但此后这方面的文献则不多见
。

五十年代中期
,

应用组织化学在吸虫方面的研究逐

渐开始
。

5 11啥五左 L e w a r d ( 1 9 5 9 )对体外成囊的 N0
`。 o勿不。 。 犷乙a o e o s落s 的囊壁 作了 较 为

详细的研究
。

肠g i t止 ( 19 6 1
, 1 9 6 2 )

、

L ” 。 h 击 BOgJ 七由 ( 1 9 6 2 )报告了 尸“ ht o d幼 l喇
。
, 二 ,

饥佩落哪。 。 和 肠阳叭认时入洲助无
以 : 卿瓦。 `灿沁 s 囊壁的组织学和化 学特性

。

到 x on ( 19 7 5)

报告了 眺 o哪心州。 a

叨犷娜酥
e、 舫耘 囊壁的化学组成

。
A ld er s

曲 ( 1 9 75) 用电子显微镜和

组织化学方法对 刀卿如弓
~

比 。初 ol 瓦 的囊壁进行了研究
,

并提出囊壁 由四层组织结构 和

化学特性不同的囊膜组成
。

此外
,
L e w ar d 击 毛ee ( 1 9 5 4

, 1 9 6 5 )报告了若干种蠕虫幼虫在

寄主内转移和成囊过程的机制
。

巧那甄” 丑 G盆 a只 ( 1 9 6工
, 1 9 62) 曾对几种吸虫发育过程中脂

肪和糖元含量的变动现象作了报道
。

我国应用组织化学方法对吸虫的研究
,

开始于 60 年

代
。

李树华 ( , 9 6 4 )和 ( 1 96 5 ) 分别对怡乐村并殖吸虫 ( aP
二“ g o n店。 “ s 坛乙。触劲 “ 。 。、 s落。 e h叨

,

此项工作是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寄生虫教研组陈心陶教授指导下完成的
,

并得到徐秉馄教授的鼓励和 帮 助
,

谨致以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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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0) 和斯氏狸殖吸虫 (Pa 卯饥
a g口耐 , 。 s加了

。 乙茗耐 c h e n ,
1 9的 ) 的囊壁组织化学进行了

研究
。

何毅勋 ( 1 962
、

1 9 6 3
、
1 9 6 4) 对 日本血吸虫 。头无么吻 s0 , a )’a 夕 , ha 。 ) 组织化学的成

分研究得 比较详细
。

由于通过对囊壁组织化学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虫体组织内各种主要化

学成分的性质和分布
、

所以
,

可为寄生虫的离体培养和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生活史试验

用人工胃液消化鱼肉或直接用压碎法取出囊蝴
,

用吸管将其注入刚孵出小鸭的食道

中
。

定期解剖
,

观察虫体的发育情况
。

囊坳及成虫标本
,

均用 乙醉福尔马林固定
,

酸性洋

红或台氏苏木精染色
。

2
.

组织学和组织化学试验

囊坳取出后
,

立即进行固定
。

部分囊坳连同寄主组织一起固定
,

以作组织学的观察
。

吻喇人倪
。勿介 对。 二 , 囊坳采用双重包埋法

,

先将囊蝴包埋于 1
.

2% 的琼脂中
,

然后脱水
、

透

蜡
,

石蜡切片
。

( l) 组织 学试验 囊勤固定于 C ar 助了,。 液或 10 邓中性福尔马林
。

用 C韶 on y
, ` 液固定

的标本
,

可保存于 80 % 酒精中备用
。

石蜡包埋中
,

切片厚度为 8 微米
,

采用
: M习 l二 y 氏

阿尼林蓝胶元纤维染色法
、

V an G i粥on 氏胶元纤维染色法及 G or m or i 氏嗜银纤维 染色

法
。

(2 ) 组织 化学试验
, ,

蛋白质
:

囊坳固定于 10 那中性福尔马林液
,

切片厚度为 8 及 16 微米
,

按 B on h吧

氏澳酚蓝 ( B
,

P
.

B )法染色
,

并分升汞澳酚蓝和不含升汞嗅酚蓝二种
,

测定其总蛋白质和碱

性蛋白质
。

按 M j l fo n 氏法 ( B e n红 e了 左 G er hs 氏变法 ) 测定含酪氨酸的蛋白质
。

A d
~

氏二甲氨基苯甲醛—
亚硝酸盐 ( D M A B 一 n 此r

iet ) 法及 R o m i呱 法测定含色氨酸的蛋白

质
。

M ay er 氏粘洋红 (M
l l s i卜C ar m in e) 法及 L e时五 氏傅斯麦褐法 ( B拍m二 k b r o w助 测

定其类粘蛋白
。

b
,

己糖类
:

囊坳固定于 C时 n oy 勺 液 4一 8 小时
,

用 96 终 乙醇洗涤除去固定液
,

保存

于 96 % 乙醇中
,

或用乙醇福尔马林固定 24 小时
,

用 80 拓 乙醇洗涤
,

并保存于 80 终 乙醇

中
。

如上法制片
,

切片厚度 8 微米
,

采用 M oM ,

~ ( 1 9 4 6) 法用高碘酸一 Sh if f 氏反 应

( P A S 反应 )
,

同时进行 4 组对照染色反应
:

( a) 不经 高碘酸氧化
,

直接用 S h 汀f 氏试剂染

色
,

证明切片是否含有游离醛存在 ; ( b) 用 G e r北 法乙酿化来阻止 P A S 反应 ( P o r 。 ,

1 9 6 0 )
,

证明 P A s 阳性反应是否由于 1 : 2 乙二醇基的存在 ; ( e
) 人工唾液或淀粉酶消化糖

元
。

取唾液 10 毫升
,

用蒸溜水稀释 10 倍并过滤
,

切片在 3 7吧滤过唾液内 置 10 一 2 0 分

钟
,

或用磷酸缓冲液配制 1%淀粉酶 (P H : 7)
,

在 37
0

0 消化 巧一 30 分钟
,

然后进行 曲 i ff 氏

试剂染色
,

以区别 P A 3 阳性反应是否因含糖元之故 , ( d) 提取脂肪
。

置切片于等量的氯

仿和 甲醇中 1一 2 小时
,

再经 hS iff 氏试剂染色
,

以排除因脂类所呈的 P A S 反应
。

异染法

( M e t : e h r o二 a “ ia ) 系采用甲苯胺蓝 ( T o ih d加 e b ih
e ) 法 (标准法 和 H 嵘粥 古 H o l l a n d 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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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7) 测定其粘多糖物质
。

用 且a l e氏渗析铁和 P AS 结合法 ( R i tt韶 0 &1仪刃n ,

1 9 5 0) 进

一步区分酸性粘多糖和粘蛋白的存在
。

B呱 氏胭脂红染色法测定糖元的含量
,

并可作为

P A S 法的参考
。

c ,

核糖核酸类
:
囊坳固定于 C a r n o y怡 液数小时

,

并如上法保存于 96 环乙醇中
,

切片

厚度 8 微米
,

采用 F eu lg e u 氏反应 ( F e u l g e n & 卫汤息S e n b e c h
, 1 9 2 4 变法 )

,

测定去氧核糖核

酸 ( D N A )
,

对照试验不经盐酸水解
。

用 B r聪h e七氏的甲绿二苯氧芭氨及核糖核酸酶 (M -e

七h y l嗜
r ee l l - p尹on in & R ib

~
d二

。
)法测定核糖核酸 〔R N A )

,

对照试验在加 R N A 试剂

前加入 10 形过氯酸
,

4 oC 经 24 小时
,

将 R N A 分解
。

d
,

脂类
:

囊蝴用 10 %中性福尔马林固定
,

经三次丙酮脱水
,

切片厚度 16 微米
。

用

M o M an u 。 氏苏丹黑 B ( so d叨七 b] 助 k B ) 染色测定脂类
。

K盯 & w ih 切址碱 氏苏 丹 VI
法测定含中性脂肪及 C a j n 氏的 N i le 蓝方法显示中性及酸性脂类

。

上述各试验的具体操作
,

主要参考 P毗
。 ( 1 9 6 0 )

、
D va

e l l p o r t ( 1 9 6 0 ) 、
G u r r ( 1 9 5 8 )

和 L jl l i e ( 1 9 5 4 )各专著
。

囊 坳 发 育 观 察

(一 ) A p a 才e m o 凡 p e不乙u e f d u s

aY m a g u t i 囊坳的发育

囊蜘
:

包囊很大
,

卵圆形
,

长为 。
·

69 1一0
·

9 9 8m m
,

宽为 。
.

530 一 0
.

772 二m
。

囊膜分

二层
,

外层很薄
,

透明
,

紧附于内层之上 ; 内层则十分厚而坚硬
,

呈乳白色
,

厚度为 0
.

0拐一
0

.

1l6 m ln
。

包囊一端常增厚
,

可达 o
.

29 o m ( 图 1 )
。

0
.

3功 m

图 I A脚 r 。挑。 ” p e Z忑“ 。 id “ 5 Y a

哪 g u t i 的囊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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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囊后后尾坳不活泼
,

体分前后两部
,

前体宽大
,

后体细小
。

口吸盘在顶端
,

无假吸盘
。

口吸盘两侧有二个很大的侧吸袋 (l a .et r a l o u o t o r 饭 I OP 砍
e t )

,

其后端延伸至前体的前 ]/ 3

处
。

前咽不见
,

食管短
,

肠支到达后体末端
,

腹吸盘在前体后部
。

粘器二个
,

叶形
,

几乎 占

满前体的后半部
。

腹吸盘后还有一块长形的粘腺结构
。

后体很短
,

有两个开始发育的翠

丸 (图 2 )
。

感染 2 天 : 虫体稍见增大
,

各器官除略为增大外
, 和囊勤期无大变化 (图 3 )

。

图 Z A
.

护抓 l协面d匆“ 后尾坳的腹面观 图 3 A
.

粥湘
沁么d琳 感染 2 天时的腹面观

感染 4 天 : 虫体形状已似成虫
,

前体大小变化不大
,

后体却显著增大
,

二粘器已变为

长形
,

生殖器官除卵未出现外
,

皆已形成 ( 图 4 )
。

感染 6天
: 虫体 已完全成熟

。

前体杯状
,
口吸盘圆形或椭圆形

,

前咽不见
,

食管短
,

肠

支到达后体末端
,

二侧吸袋仍然存在
,

腹吸盘位于前体中部稍后
,

其后有二个粘器
,

能从体

前端伸出体外
,

粘器后为一块粘腺结构
。

后体很长
,

全部充满生殖器官
。

翠丸 2 个
,

呈不

规则的方形
,

前后排列在后体中部
。

肇丸下方为一个大的贮精囊
,

末端通入生殖腔内
。

卵

巢卵圆形
,

位于前皋的上方
。

子宫内含卵不多
,

一般为数个至十多个
,

子宫末端亦通入生

殖腔内
。

生殖腔位于体的底部
,

呈丁字形
,

最末端为生殖孔
,

通于体外
。

卵黄腺由无数滤

泡小体组成
,

集中于后体的背面和中部
,

前部从后体顶端开始
,

后部截止于体末端稍前处

(图 5 )
。

囊坳及成虫发育的测量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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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
,

夕改枷咖粥 感染 么天时的侧面观

图 5 刀
.

哪现琳记哪 成虫的侧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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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 A洲加。
。。 娜趾二` d侧 , 囊蜘发育的测里 单位

;
毫米

囊囊囊 坳坳 公天天

前前 体体 O
,

3如
一 0

.

石3 0 x o
。

昨6 一 0
.

4加加 0
.

拐 2 一 0
.

5朋
x 0

.

3 5 3 一 0
`

4阳阳
((((( o

`

铭3 欠 0
.

3峡8 ))) ( 0
.

5炸
义 0

.

叨 3 )))

后后 体体 O
甲

10 4 一 0
.

22 5 又 0
.

1 0 8 一 0
.

2 4 111 0
.

井 6 一 0
.

2 5 7 又 0
.

1 6 0 一 0
,

20 111

((((( 0
.

二4 9 x 0
.

1 6 0 ))) ( 0
.

即石 x 0
.

i 8 3 )))

口口吸盘盘 0
.

0 60 一 0
.

的 6 x 0
.

济2 ~ 0
.

0蛇蛇 0
甲

0 8 4 一 0
.

1 1 6 x 0
.

09 2 一 0
.

1健健
((((( 0

.

叮 8 x o
.

O8 4 ))) ( 0
.

0 9 9 火 0
.

09 7 )))

咽咽咽 0
.

璐2 一 O
`

04 8 x o
,

0 3 0 一 0
`

0 4 888 O
`

以 4 一 0
.

弱 0 x 0
.

0 3 4 一 O
`

0 4000
(((((。

.

哪8 火 0
.

0 36〕〕 ( o
甲

0 4 6 K o
,

峪9 )))

腹腹吸盘盘 0
。

0 9 6 一 0
甲

12 4 x 0
.

I O4 一 0
.

12 888 0
.

1 1 2 一 0
.

1艇 片 0
,

1 12 一 0
.

拐888

((((( 0
.

1叱 x 0
.

1 1 4 ))) ( 0
.

1 1 6 只 。
,

1 2 6 )))

前前 皋皋 0
,

0 2 4 一 O
。

O6 O x O
。

0 44 一 0
.

0 8 444 0
.

0 3 2 一 0
`

O3 6 X O
.

以4 一 0
.

0 6 000

((((( 0
.

阳2 x 0
.

0 5 0 ))) ( 0 泪a 4 x o
甲

肠2 )))

后后 皋皋 O
,

昭4 一 O
,

肠8 x 0
.

以4 一 0
.

1仓〕〕 0
.

0 2 8 一 0
。

0 3 2 X 0
。

0 4 0 一 O
,

05 222

〔〔〔0
.

0 3 4 、 0
.

0 48 ))) ( 0
.

03 0 、 o
,

`城名)))

卵卵 巢巢 0
.

0 2日一 0
`

改 2 又 0
.

璐6 一 0
.

的222 0
.

0胜 一 0
甲

03 2 义 0
.

0 3 2 一 0
.

03 666

((((( 0
.

03 2 x o
.

04 0 ))) ( 0
.

0韶
x 0

.

。沮 )))

梦梦日日日日

一一
J

{
4 天

1
6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44444 天天 6 天天

前前 体体 0
甲

6 0 6 一 0
。

6 6 7 x 0
.

4功
一 0

`

5 7 888 0
.

邸 O一 O
,

7 6 3 义 0
.

442 一 0
.

6 2 777

((((( o
,

石花
x 0

.

48 3 ))) ( 0
.

6 6 o x o
`

石2 8 )))

后后 体体 0
.

7 7 9 一 1
,

肠3 x 0
.

3叱 一 0
.

4 2 666 0
`

卯 8 一 1
.

7 3 8 义 0
。

3 5 4 一 0
、

4 8333
((((( 0

.

驯) 〕 x 0
.

3 6 7 ))) ( 1
.

3幼 x 0
.

蛇9 )))

口口吸盘盘 0
`

1 08
一 0

.

场2 火 0
。

I O
J

失一 0
,

1 4 000 0
,

的 2 一 0
.

1生0 义 0
.

0眨
一 0

.

14 000

((((( 0
.

1盯 x o
.

12 1 ))) 吸0
.

12 1 、 0
.

王1 4 )))

咽咽咽 0
.

昨 6 一 O
,

的6 义 0
.

0肋
一 0

.

昨666 0
,

叱 4 一 0
.

09 2 义 0
.

肠 6 一 0
`

呢 000

((((( o 刀剐
、 0

.

0 6 6 ))) ( 0
.

07 8 x o
.

06 5 )))

腹腹吸盘盘 0
.

1 3 2 一 0
甲

2 0 0 K 0
.

1 28 一 0
.

1 9 666 0
.

1触 一 0
.

了8 8 x o
.

1加
一 O

,

18 000

((((( 0
.

场9 K 0
.

1 6 1 ))) ( 0
.

1 6 2 K 0
.

1 5 5 )))

前前 肇肇 0
.

1 7 6 一 0
.

邓9 x 0
.

2 1 7 一 0
.

3 3 777 O
,

加 O一 O
`

37 7 火 0
.

招O一 0
.

3 7777

((((( 0
.

2 2 4 大 0
.

2印 ))) ( 0
.

2 6 5 x 0
.

2砚 )))

后后 肇肇 0
`

2 17 一 0
`

3 3 7 父 0
`

2感1 一 0
,

3 1333 0
`

以踢 一 0
.

40 2 又 0
.

1 9 1 一 0
.

3 2 999

((((( 0
.

2 5 9 x 0
.

2涎 ))) (0
.

3 17 x o
.

2 6 4 )))

卵卵 巢巢 0
`

昨 2 一 O
`

0 9 6 x o
`

J 3 2 一 0
.

1 6 000 0
,

0 7 6 一 0
.

14 4 又 0
.

卫0 一 0
,

艇 OOO

((((( o
甲

O8 生
x o

.

i生生))) ( 0
一

1 1 1 、 0
.

弃8 )))

梦梦国国国 0
。

0 7 6 一 O
`

的 8 x 0
.

肠 2 一 O
。

O自〕〕

((((((( o
,

09 1 义 0
.

肠 6 )))

Y二
a g u it ( 1 9 3 3) 描述本种囊坳只有一层囊膜

,

作者观察实应具二层
,

由于外层甚薄
,

且紧附于 内层之上
,

从外形是不易区分的
,

但在切片标本中
,

则可明显地看到分为内外二

层
。

此外
,

我们感染获得的成虫标本
,

前体的宽度和卵巢亦显著的较 Y
a
m

a g u t j 的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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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但其它形态特征
,

基本和 A
.

少 12姗`血 s 相符
。

从囊坳的发育过程中
,

可以看出在感染第 4 天时变化最为显著
,

后体比第 2 天时增长

通
.

5 倍
,

生殖器官亦已出现
,

第 5 天卵已形成
,

第 6 天虫体完全成熟
。

因此
,

囊坳的发育
,

几

乎主要在后体部分进行
,

成熟虫体的前体大小
,

只不过为刚脱囊虫体前体的 1
.

5 倍
,

而后

体却差不多增大 10 倍
。

(二 ) 中华杯叶吸虫 (新种 ) c 夕
a 艺孔o e o t夕不e s讯 e n s e s p

.

n o v
.

囊坳的发育

囊坳
:

包囊象柠檬形
,

大小为 0
.

2 6 4一 0
.

3 6 1 x o
·

240 一 0
.

27 6m m
。

囊膜二层
,

外层为

寄主组织形成的纤维层
,

呈深棕 色
,

厚度 为 。
.

0 18 一 0
.

0舫 m ln
,

二端 增厚部 分 可达

O
,

0 4 4一。
.

0 8 0刃。 1 。
。

内层为蝴虫分泌
,

圆形
,

透明
,

厚而坚硬
,

厚度为 o
·

028 一 O
.

O52 nI 川
。

幼虫在囊内不大活动
,

排泄系统占虫体大部分体积
,

呈
“

W
”

形状 《图 6 )
。

脱囊后后 尾蝴不 大活泼
,

呈椭 圆 形
,

前端 稍尖
,

后 端 钝 圆
,

大小 为 。
.

1 8 4 一

0
.

2 4 0 x o
,

1 3 6 一 0
.

1 8 0功址
。

口吸盘大小为 o
·

0 2 8 一 0
.

0 4 0 x 0
.

0 3 6 一 0
.

0 4 8功J刀 。

前 咽 不

见
,

咽大小为 O
·

0 2 0 一 0
·

024 只 O
·

01 8 一 O
·

022 翅m
。

食管短
,

肠支到达近体末端
。

腹吸 盘

在肠分支处
,

大小为 o
·

0 1 8 一 o
.

O24 x o
.

O1 8 一 0
·

O28 m坦
。

虫体腹面有一个很大呈圆形的粘

附器
,

占虫体中间大部分
,

大小为 0
.

1 2 0 一 。
4

1 5 2 又 0
.

1 0 8 一 0
·

14 0功 nI
。

生殖系统未见发

育
,

排泄系统很发达
,

呈
“

W
”

形
,

占后体大部分 (图 7 )
。

众 3犯 m

图 6 c卯 t加。 o勺份 s沁。 , 。。 。p
.

加 v
.

的囊拗 图 7 `
.

5茗, 。 , 。。 。 p
.

on v
·

后尾拗的背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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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2 天
:

虫体比后尾坳增大很多
,

呈梨形
,

除卵未形成外
,

攀丸
、

阴袋
、

卵巢
、

卵黄腺

均已出现
。

各器官的大小测量 如下
:
虫 体 0

.

6 38 一 0
.

788 x 0
.

4 82 一 0
.

6 11 功 m , 口 吸盘

0
.

0 6 6一 o
。

0 7 6 只 0
.

0 8 0一 o
.

o 8 4m m ; 咽 0
.

0 5 4 一 o
.

0 6 8 x o
.

0 5 2 一 0
.

0 6 0

~
, 腹吸盘 直 径

0
.

0理4 一 0
.

0 4 8m m ;左皋 0
.

2 9 7一 0
.

3 6 8 只 0
.

1 4 0 一 0
.

1 8 0班m ;右辜 0
.

2 4 8 一 0
.

3 0 0 冰 0
.

1 4 4 一

0
·

1 8 8 o m ;卵巢 0
.

0 4 0 一 0
.

0 64 只 0
.

0 7 2 一 0
·

0 8 4 m二 (图 8 )
。

感染 4 天 : 虫体已完全成熟
,

形状和 2 天时稍有不同
,

体前半较宽
,

后半稍微收狭
。

口

吸盘端位
,

椭圆形
,

前咽不见
,

咽发达
,

食管不 明显
,

肠支到达体末端
。

腹吸盘未看见
。

攀丸

位于体后半部
,

平列或稍作斜列
,

椭圆形
,

二皋大小不等
,

左肇较大
,

右攀较小
,

位置比左翠

略高
。

阴袋棒状
,

稍弯曲
,

前半重叠于右辜背面
,

其前部包含分成二段的贮精囊
、

射精管和

前列腺细胞
,

最后通入末端的生殖腔
。

卵巢椭圆形
,

在左辜的前方
。

子官很短
,

仅在卵巢

周围稍弯曲
,

即向下和阴袋乎行下行
,

通入生殖腔
。

卵很大
,

数目最多可达 20 个
。

卵黄腺

十分发达
,

呈不规则的滤泡状
,

几布满全身
,

前部自咽二侧开始
,

并可伸延至体中央
,

后部

仅在二皋的外侧或部分重叠于翠丸
,

末端终止于左肇后缘
。

根据 5 个整体封片标本的测

量 如 下
:

虫 体 0
.

7 4 0 一 0
.

9 9 6 火 0
.

6 2 0 一 0
.

8 0 5m翔 , 口 吸 盘 0
.

0 6 4 一 0
.

0 8 4 义 0
.

0 8 0 一

0
.

0 9 6 o m , 咽 0
.

o 6 D 一 0
.

0 6 8 x 0
.

0 6 0 一 0
.

0 8 0 m m , 左 牟 0
.

3 2 8 一 0
.

4 2 0 、 0
.

1 2 0 一

0
.

2 0 0功。 , 右翠 0
.

2 1 6 一 0
.

2 6 5 火 0
.

1 2 4 一 0
.

1 7 2 o m ; 阴 袋 0
.

2 12 一 0
.

2 9 6 只 0
.

0 6 0 一

0
·

0 7 6二 m
;卵巢 0

.

0 7 2 一 0
,

0 9 6 x o
.

0 9 2 一 0
.

14 0功 m ,卵 0
.

0 9 6 一 0
.

12 0 试 0
.

0 5 6 一 0
.

0 6理m m

(图 9 )
。

图 S C
·

s认
e、 韶 s P

、

~ 感染 2天时的腹面观 图 g .C 成” 叭韶 s .P 公 o v. 成虫的背面观

讨论 本属在国内除 F a u叶 (1 9 22) 报道了 .C

压
, a n g ( 19 3 8 ) 和 T汕 g ( 1 9 4 1 )还记录了其它 4 种

。

衅曲叽匆玩: 及其生 活 史 外
,

F 压u 夙 也

本种和 C
甲

。犷落。耐娜介 颇相似
,

囊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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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除本种包囊比其略小外
,

咽的大小和肠的长度均有不同
,

且 0
.

二介耐赫介 的囊勤是寄

生在田螺 (丙诉夕a , a 玩州乙l、 二。 )内
。

成虫则有如下的区别
:

( 1) 已 。二命 、 概 乙耘 的 口吸盘

直径为 0
.

l l m 。 ,

咽为 。
.

0 4 5 o m
,

口吸盘 比咽大二倍多
。

本种口吸盘比其小
,

而咽却比其

大
,
口吸盘仅比咽稍微大一点

。

( 2) 0
.

, 命舫成翻 的皋丸在体中部
,

且明显比本种大
,

本种

的翠丸是在体后半部
。

( 3) F a 1s[ 七 ( 19 2幻 描述 0
.

0犷奋 , 匆瓦s 的子宫 内只 有虫 卵 2 个
,

D ub 血 ( 19 3 6) 认为可达 4 个
,

本种成熟标本虫卵一般在 10 个以上
,

最多可达 20 个
,

而虫

体和器官的大小均比他们所描述者为小
,

因而不能认为是成熟程度不 同的关系
。

根据这

些不同
,

似应与 已
.

、 女耐成殆 为一不同的种
,

故而确定为新种
,

并定名为 伪
。认。 。匆肠对

-

” 君” 韶 s P
.

n O V
· 。

关于腹吸盘是否存在于成虫
,

亦见争论于 0
.

。而。。 `赫钻
,

至今仍有两种不同意见
。

本

种在囊锄时期
,

腹吸盘能明显地看见
,

但在感染 2 天的未成熟童体
,

腹吸盘已不甚明晰
,

但

其痕迹仍隐约可见
,

至感染 4 天的成熟虫体
,

则没有观察到腹吸盘存在
。

当然
,

由于本种

的卵黄腺特别发达
,

有些标本在腹吸盘部位为很多卵黄腺所布满
,

以致腹吸盘不易看到
,

但在腹吸盘部位没有卵黄腺分布的标本
,

同样未能看到腹吸盘的存在
。

从囊坳发育的过

程中
,

童体的腹吸盘已不如后尾坳时期明显
,

这表明已有退化迹象
,

至成虫时
,

腹吸盘可能

已完全退化
,

故我们未能观察到
。

组织学和组织化学试验结果

对于 M叔 I、 y 氏和 v 二 G

~
氏二种胶元纤维染色法

,

两种囊坳的外壁及其囊外寄

主组织均呈阴性反应
,

内壁则呈阳性反应
。

用 G or m or i 氏嗜银纤维染色法
,

两种囊坳的外

壁和囊外寄主组织呈现阳性反应
,

内壁则呈阴性反应
。

试验结果表明
,

囊坳的内壁属胶元

纤维
,

外壁则为网状纤维结构 (见表 2 )
。

在蛋白质试验中
,

含升汞和不含升汞二种滨酚蓝法的反应结果是
,

两种囊勤的内外壁

均呈阳性反应
,

但二者内壁的蓝色阳性反应
,

均较其外壁稍弱
,

这表明其内外壁均含有总

蛋白质和碱性蛋白质
,

但外壁的含量较内壁稍多
。

M ill on 氏反应时两种囊坳的内外壁均

呈阳性
,

但外壁反应较强
,

说明外壁酪氨酸的含量较内壁丰富
。

二 甲氨基苯 甲醛— 亚硝

酸盐法和 R Om ieu 法反应时
,

两种囊坳的内外壁同呈阴性
,

说明囊壁不含有可察量的色氨

酸蛋白质存在
。

M a y e r 氏粘洋红和傅斯麦褐法反应
,

对两种囊坳内外壁均为阳性
,

但内壁

较外壁为弱
,

说明外壁含粘蛋白量较内壁为多
。

P A S 反应中
,

A
.

少 Z石哪感而 s 囊坳的外壁呈弱阳性
,

而内壁则呈强阳性
。

C
.

丽、 姗 囊

勤的内外壁均呈同样的强阳性反应
。

P o rS ( 1 9 6 0 )指出
,

P A S 阳性物质
,

实包括多糖
、

酷

醋及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复合物三大类
,

而后者更包括中性粘多糖
、

粘蛋 白及糖蛋白
。

为了证明 P A S 阳性反应显示的物质
,

必须用不同的对照
,

以排除其它阳性反应的可能性
,

才能确定此阳性反应属何类物质
。

对照试验 (时不经高碘酸氧化
,

直接用 吐 i仃 氏试剂染

色
,

两种囊勤内外壁均为阴性
,

说明切片不含有游离醛存在
。

对照试验 ( b) 用 乙醛化阻止

P A S 反应
,

切片分三组进行
:

第 1 组按原来 P A S 方法染色
,

结果与上述反应相同
。

第 2

组经 乙随化后
,

两种囊坳内外壁均为阴性
。

第 3 组经 乙酿化后再用 K O H 处理
,

又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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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 A
·

那之加 d d “ :

和 .c
:
认 。。 。 囊黝壁组织学和组织化学试验结果

试试 验 方 法法 反 应 结 果果

AAAAA
.

少艺Zu c i血
匀匀 C

,

召翻君凡 s `̀

外外外 壁壁 内 壁壁 外 壁壁 内 壁壁

结结缔组织织 M 九1 1o r y 苯胺蓝胶元纤维染色法法 一 (紫色 )))
+
(蓝色 )))

一 <紫色 ))) 十 (蓝色 )))

VVVVV姐 G i o s o n 染色法法 一 (棕色 ))) + (橙黄色 ))) 一 (棣色 ))) 士 (浅蓝色 )))

CCCCC o m o ir 嗜银纤维染色法法 + (黑色 )))
一
(棕色 )))

十
(黑色 ))) 一 〔棕色 )))

蛋蛋白质类类 , 酚蓝反应

鬓
汞汞 + (蓝色 )))

+ 〔蓝色 )))
+ ;

(深蓝色 ))) + (蓝色 )))

米米米伦反应应 + (蓝色 ))) + (蓝色 )))
+ +

(深艺色 ))) + (蓝色 )))

二二二甲氨基苯甲醛— 亚硝酸盐法法
` +

(深橙色 ))) 、 (浅橙色 )))
+ +

(深橙色 ))) 十 (浅橙色 )))

RRRRR o功 i e u 反应应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MMMMM a y e r 粘洋红反应应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律律律斯麦褐法法 十 〔粉红色 ))) + 〔浅粉红色 )))
+

(浅红色 ))) + (粉红色 )))
十十十十
(棕色 ))) 十 〔浅棕色 ))) + (棕色 ))) + (浅棕色 )))

含含己糖类类 r A S反应应 + (浅紧红色 )))
+ +

(紫红色 )))
十十 〔紫红色 )))

+ 、
(紫红色 )))

卫卫卫人 S不经高碘酸酸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rrrrr 人 S经唾液或淀粉酶消化化 + (钱紫红色 )))
, 、

(紫红色 ))) + (浅紫色 )))
、 、

(紫红色 )))

rrrrr A S 经甲醇氯仿提脂脂 +
(浅紫红色 )))

+ +

(紫红色 ))) 十 (紫红色 ))) ++ (紫红色 )))

厂厂厂( 1 ) 组组 十 (钱紫红色 )))
+ +

(萦红色 )))
+ +

(紫红色 )))
+ + 〔紫红色 )))

乙乙乙酿化阻止 P 人日 反应丈( 2 ) 组组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一
(无色 )))

LLLLL( 3少组组 + 〔浅紫红色 )))
+ +

(紫红色 )))
+ ;

(紫红色 ))) ++ (紫红色 )))

甲甲甲苯胺蓝异染法法 君异染 (浅紫色 ))) 尽异染 (紫色 ))) 月异染 (紫色 ))) 尹异染 (蓝染色)))

HHHHH al
。
渗析铁法法 一 <红色 ))) 一 (粉红色 ))) 一 (红色 ))) 一 (红色 )))

HHHHH a 拍 十 P A S 结合法法 一 (紫红色 ))) 一 〔紫红色 ))) 一 (紫红色 ))) 一 (紧红色 )))

BBBBB e s七胭脂红法法 + (红色 ))) 土 (淡粉红色 ))) + (红色 ))) 士 (淡粉红色 )))

脂脂 类类 苏丹黑 B 反应应 士 (蓝绿色 )))
一
(无色 ))) 千 (蓝色 ))) 一 (无色 )))

苏苏苏丹 I V 反应应 + 〔橙红色 ))) 一 〔无色 ))) + (橙红色 ))) 一 (无色 )))

NNNNN i le 蓝反应应 + 〔蓝色 ))) 一 (无色 ))) + (蓝色 ))) 一 (无色 )))

核核糖核酸酸 刃 N 人 反应应
+ +〔紫红色 ))) 一 (无色 )))

+ 〔浅红色 ))) 一 〔无色 )))

RRRRR N人 反应应
+
+( 深红色 ))) 一 〔无色 )))

+ +

(深红色 ))) 一 (无色 )))

注
: “ + ’ “

++
”

表示阳性反应强度 ;
“
士

,

表示不明显阳性反应 ;
“ 一 万

表示阴性反应
。

性反应
。

据 P ea 玲 ( 1 9 6。 ) 所述
: “

任何能用 卫 A S 反应产生颜色的物质
,

经 乙酿化而反应

消失
,

再用碱处理反应 又能恢复
,

说明含有多数 1 : 2 乙二醇基
,

且多半为碳水化合物
” 。

对

照试验 (。 )用人工唾液或淀粉酶消化糖元
,

A
.

卿 Z乙咐落而
s
囊坳的内外壁仍为阳性反应

,

且

颜色的深度与未经唾液消化者很难辨别有差异
,

证明囊壁糖元的含量极微
,

以致被构成囊

壁的主要成分的颜色反应所遮盖
,

甚至经酶消化后
,

亦不影响阳性颜色的深度
。
口

.

5

俪
。 se

囊坳的内外壁经消化糖元后亦呈阳性
,

与未经消化的颜色相比
,

外壁似稍变浅
,

而内壁则

无明显区别
。

B。 七氏法反应
,

外壁红色
,

内壁浅红色
,

其外壁糖元含量似较 A
.

少“ 脚落如
s

的外壁略为丰富
。

对照试验 ( d) 提取脂肪后再经 吐群 氏试剂染色
,

两种囊坳的内外壁仍

呈阳性反应
,

但外壁颜色稍变浅
,

内壁则无变化
,

说明外壁含有少量的脂肪存在
。

甲苯胺蓝法异染性反应
,

两种囊坳结果相同
,

外壁呈弱的尽异染
,

内壁则呈较强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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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染
。

H al六 渗析铁法及 孤.el 。 渗析铁和 卫A 3 结合法反应
,

内外壁均为阴性
,

说明囊壁

所含者为非酸性粘多糖
,

而属中性粘多糖类
。

试验表明
,

囊壁的组织化学成分主要为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复合物
,

如前述此物质实包

括粘蛋白
、

糖蛋白及中性粘多糖
,

而此三种物质在目前组织化学技术中尚无法区分
。

D N A
、

R N A 试验中
,

卫 e u l g叨 氏反应结果
,

A
.

卿犯助`面 。 囊勤外壁为强阳性
,

细胞核

清晰
,

呈紫红色
。

内壁则为阴性
,

无色而透明
,

或呈十分淡的红色
,

明显为非细胞结构
。

a 对。贴 。
囊坳的外壁为弱阳性

,

细胞核仅呈浅红色
,

说明含去氧核糖核酸量不多
。

内壁亦

为阴性
,

无核结构
。

不经盐酸水解的对照
,

皆为阴性
。

甲绿二苯氧芭氨及核糖核酸酶测定

R N A
,

两种囊坳外壁均呈深红色的强阳性反应
,

内壁则为阴性
,

经过氯酸的对照
,

均不显

颜色
,

说明囊勤外壁 的核糖核酸量较为丰富
。

苏丹黑 B 及苏丹 VI 脂类染色反应
,

A
.

哪乙交落咖 : 囊勤外壁呈微弱阳性
,

.0 5

~囊坳外壁为弱阳性
。

N j le 蓝法反应
,

囊坳外壁均为阳性
,

内壁为阴性
。

说明囊勤的内壁不

含有脂肪
,

而外壁有酸性脂肪存在
。

讨论 关于吸虫囊勤壁的起源问题
,

应用组织学和组织化学的方法已进行了一些探

索
,

并得出一定的结论
。

但由于吸虫 的种类不同
,

它的囊壁构造也不 同
。

不同的寄主和寄

生部位
,

亦能形成囊壁构造的差异
。

因而对囊壁起源的探讨
,

带来一定的困难
。

试验所得

结果
,

恐暂时不能推论到所有吸虫囊壁的结构
,

而只能对该试 验虫 种 的推 断或 结 论
。

ll u
机 er & D a n on ( 1 9 3 9) 曾最先提出囊壁可分为两种类型

,

一种是具二层囊壁
,

内壁是由

寄生虫形成的透明层
,

外壁则为寄主形成的结缔组织层 , 另一种为囊壁仅一层
,

由寄主的

结缔组织所形成
。

但据目前已知的资料
,

具有体外成囊能力的囊坳
,

其囊壁 皆起源于虫

体
。

如 茹 n施 & le w ar 七 ( 1 9 59 )观察 肠 ot 印勿芯哪 舫玛二
。哪翻 的囊壁具三层

,

皆由寄生虫本

身腺体分泌物形成
。

李树华 ( 1 9 6 4) 研究怡乐村并殖吸虫囊壁的形成过程
,

同样证明是由

于尾蝴腺体分泌的结果
。

可见 , H u n t e r
等将囊壁分成上述二种类型是不够恰当的

。

然而
,

体内成囊的吸虫囊坳
,

其外壁起源于宿主
,

似乎已逐渐被证实
。

最早提出的亦为 H叨 t曰

等 ( 1 9 39 )
,

他们用 眺佩漏。二哪。 。 a
叨伽 a 如仍 尾勤感染 4 种淡水鱼的比较观察

,

证明囊

坳的单一囊壁起源于宿主
。

此后
,

E r朗m us ( 1 962 )
、

B og 湘 h ( 1 9 6 2) 分别说 明 H a 州。
砂枷哪 坛触落和 子b sht od 落哪。甜姗

二。 。 `丽饥二。 的囊坳外壁皆为 寄 主 起 源
。

陈 心 陶等

( 1 9 6 5) 在研究斯氏狸殖吸虫中也提出同样的结论
。

本文所用二种囊蜘
,

从组织化学试验

结果
,

与上述学者所报道的基本相同
。

首先
,

在囊坳和寄主组织连附一起的组织切片
,

经

M al lor y
、 v 拢n G i e s o n 、

G or 功 or i 三种方法染色
,

寄主组织和外壁总显示同样的颜色反应
,

试验结果不仅表明了外壁属网状结缔组织结构
,

而且表明了和寄主组织的密切关系
。

其

次
,

从 D N A
、

R N A 反应中
,

亦充分证明外壁为细胞结构
。

因此
,

我们有理由认为
,

这二种

囊蜘的外壁皆起源于宿主
。

至于囊坳外壁形成的机制
,

以往学者有各种解释
。

且u n t e r 等

( 1 9 4 0) 曾认为 P
.

二店戒。 ” 饥 的外囊壁乃 由寄主的肝细胞变化而来
。

B。梦t血 ( 1 9 6 2) 不同

意此论点
,

认为外囊壁乃 为典型的成纤维细胞结构
,

而从内胚或外胚起源的细胞是不可能

变成成纤维细胞的
。

他并提出外囊壁是由寄主的网状内皮系统分化而来
。

玫 g允北 ( 1 9 6 1)

在研究棘头虫 (从* 。从助杭笋呱脚 c尹叙d二名二 )的胞囊亦指出
,

脊稚动物的肝细胞不含有

碱性磷脂酶
,

而胞囊外壁却含有这种酶存在
,

这完全不 可能由不含有酶的肝细胞能产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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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酶的外囊壁
,

因而提出外囊壁是由寄主的间质细胞变化而来
。

作者认为 oB 醚 isl 所述的

吸虫囊坳外壁的来源为寄主的网状内皮系统的论点比较合理
,

从而推断本试验之囊坳外

壁也可能属于这样的来源
,

成囊过程则相似于异物侵入脊椎动物的炎症反应
。

关于囊坳内壁的起源问题
,

目前众说纷云
。

丑山 l t e r 等 ( 1 9 4 0 )首先提出内壁是由虫体

本身角皮的脱落而形成
。

砌 9 1怕h ( 19 6 2) 证明 P
.

。 佩落灿 , 内壁的化学成分和 伽
r
hs &

aC忱 h OP l e ( 1 94 9) 报告的脊椎动物组织的基底膜和基质十分相似
,

主要不同是内壁为碳水

化合物蛋白质复合物成分
。

并指出内壁中围绕虫体的液体内的颗粒
,

亦属同样的化学物

质
,

因而他提出内壁起源有二方面
: 1

.

由寄生虫分泌于囊内的 P A日阳性颗粒
,

浓缩而成

透明的内壁 ; 2
.

囊勤 的整个囊壁乃由寄主对寄生虫如外来蛋白的反应形成
。

毛。 w 时七& L ee

( 1 9 5 4 )亦说明旋毛虫 (少
宁龙叭感、 “ 。 s杯二乙耘 )和粗头绦虫 (凡

。
丽

a at 。
丽

a

efo
: 。 血 ) 的囊膜

由寄主起源
。

加g j t血 ( 1 9 6 1) 研究 N
,

州认浮
r 4栩 : 的报告中

,

也提到相近的论点
,

认为由

寄主 irrJ 质细胞变化而成的外囊壁的成纤维细胞
,

再分泌形成囊的内层
。

据本文试验结果
,

首先可以肯定囊坳的内壁为非细胞结构
,

并属胶元纤维组织
,

其化学组成物质主要为碳水

化合物蛋 白质复合物
,

主要有酩氨酸
、

粘蛋白和中性粘多糖等
,

还有少量的糖元
。

虽然内

壁的组织化学成分与外壁基本相同
,

但二者含量有差异
,

且内壁不含有脂类物质
。

在组织

学方面
,

二层囊壁完全属不同的组织结构
,

如果说内壁是由寄主反应形成
,

那就是寄生虫

在寄主的同一寄生部位
,

而为寄主反应产生二层组织结构完全不同的囊壁
,

是很难理解

的
。

至于 内壁是由外壁细胞分泌而来
,

更属不可能
。

因而可以认为内外壁并非同一来源
,

内壁可能为幼虫本身分泌物形成
。

据李树华 ( 1 9 6妇对怡乐村并殖吸虫囊坳壁的研究
,

认

为囊壁的形成与尾坳的粘腺有关
。

可惜本试验囊勒的尾坳尚未找到
,

故未能加以证实
,

但

作者认为李氏的推论可能性是较大的
。

小 结

本文对 A夕哪。
, 。、 卿“ 。 记哪 囊勤和 吻时无优哪尹

。 对、 、 貂 印
.

n o v
.

囊坳的发 育 及 其

成虫形态作了描述
,

前者在感染家鸭 6 天后成熟
,

后者为 4 天
。

用组织学和组织化学方法
,

对两种囊坳壁的组织结构及其化学成分进行了探讨
,

证明

两种囊勤的外壁均为细胞结构
,

并均属寄主的网状结缔组织构造
。

组织化学成分除含有

少量的糖元和脂类外
,

主要为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复合物
,

包括酪氨酸
、

粘蛋自
、

中性粘

多糖及糖蛋白等
。

两种囊坳的内壁则为非细胞结构
,

属于胶元纤维构造
,

其主要组织化学

成分
,

除不含脂类外
,

大致和外壁相同
,

但含量有区别
。

对二层囊壁的可能来源进行了讨

论
,

外壁可能起源于寄主组织的网状内皮系统
,

其形成过程如寄主对异物的炎症反应
。

内

壁可能由寄生虫本身分泌而来
,

其形成可能与尾坳的粘腺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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