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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头鱿血居吸虫病的病原及其防治的研究
`

— 包括一种新的描述

李 连 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提 要

团头妨血居吸虫病是 196 5 年和 197 3 年先后在湖北省烯水县鱼池发现
。

1
.

0一 1
,

5 寸大的

鱼种往往因患此病而死亡
。

其病原体是文献中朱报导过的两种血居吸虫
,

并一种命名为舫 血

居吸虫新种 名叭夕嘛哺 eo 协 哪匆成
。
b ,

, 翻 印
,

no v
.

另一种暂列为血居吸虫未定种战
,
四云耐沁 aI

印
4

较详细地观察和记述 了妨血居吸虫成虫的形态
、

生态
,

以及卵
、

毛坳
、

尾坳等的形态和发育

情况
。

查清了纺血居吸虫的中间宿主是一种扁卷螺— 白旋螺 甸
,恻 2讹 ` b琳 撇 l l e :

,

还进

行了尾坳对鱼苗的感染试验
。

解剖材料表明 : 妨血居吸虫在排卵季节 ( 当年 7一 9 月 ; 翌年 住一 5 月 )
,

成虫绝大多数寄生

在心脏的动脉球内
,

其卵可随血液流至身体各部
,

但主要是到达鳃和肾
。

通过组织病理观察
,

了解到由于大量虫卵充塞鳃小片造成机械损伤
,

阻碍鱼的气体交换
,

致使鱼苗或夏花鱼种窒息致死
。

每当鱼池中有大量尾拗
,

在同一时间内有 6一 8个尾 坳侵入
,

鱼苗就出现漪形或死亡
。

经过防治试验
,

提出消除中间宿主— 白旋螺和杀灭鱼池中的尾坳等方法和措施
。

前 目

淡水鱼类寄生的血居吸虫
,

都属于血居科 (肠叼枷感。 肠`韶 )
。

早在 i , 。 5年 lP
eh n 在

鲤鱼负胭催恻 : 二州
。 的循环系统中首先发现哪

, , , 1
。

随后
,

O dh n e r
、

E j“咖 nt
、

R a s i n
、

V a n

C I饥 v 。 和 M该e l l e : 、

F拍。ht ilal
、

S幼 da 七以及 eS 城U 等曾先后描述了若干新种
,

并对部分种

类进行了生活史的研究 〔呱 ` , , s

一月
。

在我国
,

亦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报导
。

1 9 5 6 年在长江的乌鳗 O卿翎夕肠乙二
a
勺讹 鳃

上找到虫卵 ; 1 9 6 3一 1 9 6 5 年在湖北地区的黄颧鱼 多恤 }二召ob 叩州。 f 以杯 j姗
口 体内找到了成

虫 〔 1含〕 。

郎所等 ( x g 5 9一 1 9 6 0 年 ) 以及胡振渊等 ( 1 9 6 0一 1 0 6 1 年 )先后从太湖的草 鱼自
e on

-

尹从护夕” 夕次肠怜 感康石她 : 青鱼 批 , 沁尹阮勺呵耐田、
州 , 。 鲤鱼和太湖地区池塘养殖的草

、

青
、

缝

丑夕夕叩无咖了. 该咖妙 。 。硫而。 鳃 通护店名而 c阮勺: 。 阮疵 以及鲤鱼等的循环系统内普 遍发现

本文组织切片系洪雪峰同志协助
,

照片系何楚华同志所摄
,

均在此致谢
。

1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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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居吸虫卵和成虫
「,

,

切
。

龙祖培和沈一平 ( 19 6 5 年 )在娜鱼 氏忆韶`椒
a ” 忆`哪 循环系统中

发现山村血居吸虫 S
甲

名
阮

” ts 二、 众 并进行了生活史的研究
。
〔 : , 习19 72 年 11 月

,

我所从浙江

菱湖地区运回一批体长 3一 4 寸的维
、

缩鱼种
,

其中感染血居吸虫的鳍达 70 %
、

链达 30 %
。

197 3 年 1 1 月和 19 7 4 年 7
,

月
,

先后从武双市东西湖养殖场运回体长 2一 3
一

寸的草鱼种
,

分

别有 30 环 和 的% 的草鱼鳃上发现血居吸虫卵
,

并找到了成虫
。 19 7 4 年 8 月在我所南大

堤外一 口鱼池的草鱼
,

亦找到血居吸虫
,

个别的鱼还出现鳃肿症状
。

关于血居吸虫病对养鱼业的危害
,

W al es 曾报导
,
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地方

,

由于代

氏血居吸虫 尽
.

da 而而 的侵袭
,

大约 3 0 0。。 尾虹鲜 由l、 口 `浦山讹 遭受损 失 ; 在另一 处

K h 功 a伍
、

n a ct he yr 也因为克地血居 吸虫 5
.

希la 、 苗触璐耘 的感 染
,

使 5。。o 尾 克 氏鱿

山乙饥。 。玩畅够鱼种死亡匕B o」
。

在国内
,

伍惠生等 ( 1 9 7 3 年 )了解江苏
、

浙江等地
,

近年来血居吸虫病出现率不断增

多
,

对墉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
。

唐仲璋和林秀敏 ( 1 9 6 5 )报导福建省龙海县角美公社鱼苗

场在 1 9 6 5年曾因龙江血居吸虫病的爆发
,

使 30 万尾链鱼苗死亡
。

又 1 9 7 4 年夏
,

海澄县

养殖场
,

也因这虫的侵袭使 40 万尾琏鱼苗死亡
。

本文根据 1 9 6 5 年在稀水县望天湖国营养殖场和 19 72 年在本所试验鱼 池 的 团头纺

万
己夕“ 杨

~ 。 那夕况缈肠阮 循环系统和鳃组织中分别找到的血居 吸虫卵和成虫 进行 了

研究
,

主要目的是弄清此病的发病规律和危害情况
,

找出控制此病的有效方法和措施
。

同

时
,

由于在同一宿主的循环系统内发现有两种血居吸虫
,

都是文献中尚未报导过的物种
,

故分别命名为舫血居吸虫新种 尽“叼成叨
.

坛亡。玩 翰昭夕“ 如b。 , 二 s p
.

即 v
.

和血居吸虫未定 种

& 叩
。佩翻口协 s P

.

在此一并加以描述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标本的制备和保存

血居吸虫的成虫寄生在鱼的循环系统内
,

虫体比较小
。

当发现鳃上有较多虫卵时
,

先

将入鳃血管切断
,

取出鳃弧
,

剖开鱼的颊部
,

使心腔露出
,

滴入 0
.

8环的生理盐水 3一 4 滴
,

随即吸取血水置于预先准备的组织培养皿 内
,

以待检查
。

然后去掉心腔外围的围心膜
,

小

心地将整个心脏连同动脉球和腹大动脉州取出放入器皿内
,

移去污 浊的血水
,

再加入适量

的生理盐水
。

如果心腔内有血居吸虫
,

它能随着心脏的节奏跳动而蠕动出来
,

可用 。
.

2一

0
.

4 毫米口径的吸管吸取活虫置于玻片上进行活体观察
。

为了研究虫体内部构造
,

特 别

是排泄系统和焰细胞
,

要特别注意调节适当的水份和虫体的伸缩
〔. 3。 在虫体伸展达最大

程度而又不致破裂的情况下
,

焰细胞最易观察清楚
。

在虫体的形状和内部构造都比较清

晰时
,

用吸水纸从盖玻片的一边吸去多余的水份
,

从另一边加入固定液 (4 筋福尔马林 )
,

然

后再用 10 %甘油酒精浸透阁
。

必须指出
:

虫体的消化
、

排泄系统以及体表的纤 毛
,

表皮突

起和小刺等只有在活体时较易看清
,

虫体一经死亡
,

特别是压片固定的标本
,

这些构造往

往看不清楚
。

血居吸虫卵的形状
、

大小
,

对于种的鉴定十分重要
。

为了便于观察和测量
,

可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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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鳃组织用葡翁氏液仕的
1 石 n,s 朋 lut io )n 固定

,

作为组织切片之用 ; 一部分放入盛有 自来水

的小盘中浸泡 3一 4 小时
,

让鳃自然腐烂
,

虫卵便很易分离出来
。

病鱼组织和虫体的切片标本
,

均采用石腊包埋法
,

切片厚度 8一 10 微米薄片
,

用海氏

苏木精或台氏苏木精染色
。

对尾坳 c( e r c公 ir 幻活动情况的观察
,

采用悬滴法
。

成虫的 测

量 , 系压片固定的标本
,

尾坳和毛勤 (。 iaer 至id u m )的测量
,

则采用甘油酒精法进行
。

2
.

生活史的研究

1 9 7 2 年 4 月间
,

在本所 16 号鱼池中发现体长 2 寸左右的团头妨鱼种有鳃肿症状
,

采

集了该池中所有的螺类
,

在室 内暂养
,

并将得到的尾坳进行感染试验
。

结果只有从扁卷

螺

—
白旋螺 G夕你“ Z姗 心乙解 M ul ler 所得的尾坳

,

才能在团头鱿体内发育为成虫
。

将采回的白旋螺置于 2 5 0 0 毫升的玻璃缸内暂养
,

每缸放 2一 4 个
。

在解剖镜下看到

有尾坳逸出 时
,

再挑选出阳性螺 (即带尾蟠的白旋螺 )单独培养
,

观察尾勤 自螺体内逸出的

情形和进行对鱼苗感染试验
。

试验用的材料鱼
,

均是本所养殖场人工繁殖和饲养 5一 6 天的团头纺以及草
、

青
、

琏
、

墉
、

鲤等鱼苗
。

为了在短时间内观察尾勤进入鱼体的反应
,

探讨尾坳使鱼苗致死的原因
,

还进行了尾

勤的不同密度
,

鱼苗孵化后的 日龄以及不同时间等感染试验
。

3
.

中间宿主的药物杀灭试验

试验用的中间宿主— 白旋螺
,

全部采自本所养殖场各鱼池
。

为了验证各种药物对螺类的杀灭作用
,

在试验过程中
,

还分别放入适当数量的椎实

螺 L娜~
即

. 、

湖螺 V初店邺才讹 g似诩二椒
a 和另一种扁螺 & 夕、 喊;烟 娜环山乙协 以 及数

尾鱼苗
,

找出能杀死螺类
,

而又对鱼苗安全的药物浓度
。

病原体的形态
、

生态和生活史

(一 ) 纺血居吸虫 (新种 ) s a o g u 名” ￡C O艺a m e g a 不o b r a附 a e sP
·

n o v.

宿主
: 团头纺 卫匆坏孙脚尽们协“

。 乙l夕OC印阮协

寄生部位
: 主要在心脏动脉球

分布地区
:

湖北省稀水县望天湖国营养殖场
、

水生生物研究所官桥鱼池和所本部鱼

池
。

模式或副模标本
,
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第三室

。

1
.

鱿血居吸虫的生态和形态

成熟的虫体
,

绝大多数寄生在团头舫的动脉球内
,

在眼框周围的空隙中有时也能找

到
。

虫体在鱼体内运动并不活泼
,

故不大移动其位置
。

但把它移置生理盐水中以后
,

就较

为活泼
,

时而作鳝鱼状游动
,

时而作尺蟆状葡旬
,

有时向背面或腹面弯曲
,

有时充分伸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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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长形
,

有时则缩成一团
。

当虫体伸展时
,
可明显地看到身体两侧具有排列整齐的刺和位

于背面后方的雄性生殖突起
,

有时还见到丝状的精虫从此逸出
。

成虫对渗透压较为敏感
,

在低于 0
.

8终的生理盐水中
,

二小时以后
,

虫体周围开始出

现许多小泡
,

继之小泡逐渐增多和变大
,

身体随之缩短
、

膨大
,

最后破裂死亡 , 对 70 形酒精

敏感度较差
,

往往不易将其立即杀死 , 对 4绍 福尔马林和葡翁氏液
,

反应较敏感 扩对光和

黑
、

白色没有特别反应 ;在 0
.

8%生理盐水
,

p H 6
.

5一7
.

0
,

水温 Z r C左右
,

可生活 的 小时
,

最长可达 7 0 小时
。

如果虫体连同动脉球一起浸在生理盐水中
,

水温在 2宁 O左右
,

可维持

生活 4一 5 天
。

鱼体死亡后 1一 2 小时内解剖
,

还可得到活的虫体
。

活的虫体
,

形状变化很大
,

通常呈柳叶形
,

两端较尖细
。

侧面观
,

背面稍隆起
,

腹面稍

向内凹陷
。

吻可 自由伸缩
,

伸长时可见到 4一 5 圈皱纹〔图版 n
甲

2
,
3〕

。

口近似圆形
,

位于吻

的腹面
。

腹面的表皮上有由许多小突起组成的细致条纹
,

体侧有稀疏的小刺
,

背面后方
,

有数根粗直的尾毛
,

但在固定或将死的标本
,

则不易看到〔图版 11
.

1〕
。

根据 8 个压片染色

标本的测量
,

体长 1
.

2 3一 1
.

7 4 ( 1
.

5 4 )毫米
,

宽 0
.

2 3一 0
.

4 2 ( 0
.

3 1 )毫米
。

消化系统
:
口内有棒状的小体

,

紧接着是一段 口管
,

下接具有较丰富的肌纤维咽
。

甘

油酒精浸制的标本
,

在咽部前端可见到 8 个梭形腺体细胞
,

作环状排列 〔图版 兀
,

3〕
,

但其

功能未确定
。

咽后为一细长的食道
,

其末端为不规则的圆球形或梨形的肠盲囊 〔图版 1
.

3 ,

图版 互
.

2〕。

在肠盲囊的前方
,

又有一圈排列整齐的腺细胞
。

活体观察
,

有时可见其吞食

血球和其它食物粒的情形
。
口管长 44 一 58 微米

,

咽长 74
.

4一 89
.

2 微米
,

宽 18
.

2 微米 ,食

道长 260
.

5微米
,

宽 了
.

2 微米
。

从口到肠管末端总长 37 2一 43 1
.

5 微米
,

约占体长的 1/ 4
。

肠盲囊膨大部长 3 7
.

4 微米
,

宽 3 5
。

5 微米
。

排泄系统
:

活体观察
,

在身体两侧可见到肠管膨大部位
,

可见到分枝的管道
。

妨血居

吸虫的排泄囊
,

一般呈
“

Y
”

形
,

分成二室 〔图版 几 幻
,

生活时颇明显
,

但固定后形状变化很

大
,

有时甚至无法辨认
。

焰细胞共四个
,

一个在咽的下方
,

一个在肠盲囊的前方右侧
,

一个

在卵巢与成卵腔之间
,

一个在成卵腔与排泄囊之间〔图版 江
.

1〕
。

关于血居吸虫焰细胞的数目和排列方式
,

E j二
e且 t 〔”

·

悯只简单地提到血居吸虫的焰

细胞数目不多
,

但他未作详细叙述
。

龙祖培和沈一平在山村血居吸虫的尾蝴上见到四个

焰细胞〔川
。

唐仲璋和林秀敏报导龙江血居吸虫尾坳焰细胞的公式是
: 2 ( 2 十 1 ) 二 6

。

氏he u

报导 及 店血触娜血 的焰细胞也是四个
,

并认为它 的排列公式是 2 十 2彭弋

纺血居吸虫成虫及尾坳的焰细胞都是四个
,

其排列方式
,

成虫是在虫体腹面中线〔图

版 n
.

1〕 ; 尾勤则两个对称地排列在排泄囊附近
,

另两个在虫体中部
,

一前一后〔图版攻
.

9〕
。

肌肉系统
:

成虫肌肉系统比较发达
,

具有较强的伸缩能力
。

在显微镜下
,

看到有两种

肌纤维系统
:

一是环状肌纤维
,

紧贴在皮层下方
,

通常是 5一 7 根纤维紧密地排列 在 一

起
,

也杂有 2一 3 根不规则而又交叉排列的
。

环状肌纤维在身体前方或中部较多
,

身体后

部
,

特别是卵巢之后
,

比较稀少
。

位于环状肌纤维之下
,

是另一组纵走的肌纤维
,

一般排列

较稀疏
,

亦有 2一 3 根与环状肌纤维交错排列的
。

这些纵走的肌纤维与体内各器官互相连

系
,

尤以生殖
、

排泄系统的肌纤维更为丰富
。

身体左右两侧的刺
,

其基部也有肌纤维牵引
。

生殖系统
:
纺血居吸虫与其它复殖类吸虫一样

,

是雌雄同体
。

雌雄生殖系统都较发

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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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生殖系统— 占体内较大部分
:
由精巢

、

输精小管
、

输精管
、

赊精囊和阴茎等组

成
。

精巢由 18一 2 2 对精细胞团组成
,

其总长 5 58一 7 87
。

2 ( 6 5 3
.

5 )微米
,

宽 6 6
。

9一 2 8 2
.

7

( 1 7 8
.

2) 微米
,

起于肠盲囊末端
,

终于卵巢之前
,

在虫体中央作对称排列〔图版 1
.

3 ; 11
.

1 ,
2〕

。

输精管位于中央
,

较粗大 。每条输精小管连着一团精细胞 ,每团精细胞又分若干小区
,

它们

是先后顺序成熟的
。

通常在顶端的先成熟
,

基部的较原始 ,成熟的精虫沿着输精小管进入

总管
。

输精管在卵巢前略作膨大
,

随后缩小
,

并向左方弯曲
,

往后增粗成棒状的贮精囊
,

为

褐色或咖啡色
。

在固定染色 的标本
,

可见到其外围被一个网状组织所包围
。

贮精囊末端

直通背面体表圆锥状的雄性生殖突起
,

它没有小刺
,

从正面观为圆形
,

光滑
,

其直径约

1 7
.

。 微米
,

周围有排列整齐的细胞
。

在切片标本上
,

可看到 8 根着色较深
,

并作环状排列

的杆状细胞
。

这些结构与 卫挽h u 曾描述 s
.

a

,
a句 的乳状 突起 (孙扭 l1e )位置和 数 目相

同
,

但本虫是 杆状的细胞
,

而前者是圆形的细胞
。

雌性生殖系统—
包括卵黄腺

、

卵黄管
、

卵巢
、

输卵管
、

成卵腔
、

子宫和受精囊
。

卵黄

腺较多
,

位于精巢两侧
,

前至食道末端附近
,

后至卵巢后方
。

活体时能清楚地看到它位于

腹面两侧
,

呈青灰色
,

切片染色的标本
,

卵黄腺所在的位置就更明确
。

在肠管下方不远的

地方
,

身体左右两侧 的卵黄粒由一小管彼此连接
,

并从中央往后发出一根直而细长的卵黄

管
,

通过卵巢的背面向后延伸
,

末端通达成卵腔
。

卵巢为蝴蝶形
,

紧接在精巢的后方
,

左右

两翼由一小管连接〔图版 11
.

2〕
。

输卵管从卵巢后中央发出
,

在卵巢左方扭曲
,

往后延伸
,

其中一段高度膨大
,

里面有许多精虫
,

起到受精囊的作用
,

其末端在近成卵腔处与卵黄管

连接
。

成卵腔圆形
,

显著
,

肌肉质
,

视切面细胞呈有规则地左右密集排列
。

成卵腔前方有

一长袋形或椭圆形的袋子
,

即子宫
,

内含 3一 5 个卵子
。

子宫末端
,

在背面雄性生殖孔的斜

对面开孔
,

即雌性生殖孔 〔图版 弧 1 ,

幻
,

其顶面观为圆形
。

雌雄两生殖孔之间的距离约 24

微米
。

成卵腔的直径 36
.

7 微米
。

雌性生殖孔的直径 13
.

6 微米
。

神经系统
:

活的虫体
,

在显微镜下可以见到身体两侧各有一条极为透明的神经干 ( la 卜

拟1倪记 )前方到达口附近
,

后方则达到生殖腺和排泄囊之前
。

约在食道腺细胞后方
,

有

一根较粗的横索 ( t犯卫v e

准
c o
lm eC t i ve )与左右纵走的神经干相连

,

在食道腺细胞前方
,

也

可以看到一条横索〔图版 .II 幻
。

在整体固定或切片染色标本中可看到在吻的背下方有两

个对称的神经节
,

可能是所谓的脑神经节 ( ee er b犯 1 g U心 11。 )
,

节间有一根连丝
。

体刺
:
自吻的基部起到雌性生殖孔之间身体两侧

,

各有一行硬刺或棘 9 4一 96 个
。

刺

的轮廓象小刀
,

其基部插入皮层内
,

远端较宽 ,在一般情况下
,

它是藏在皮层内
,

伸展时可

露出体外〔图版 n
.

1 ,

幻
。

身体中部的刺长 2 5
.

2 微米
,

宽 3
.

。 微米 , 近吻的刺短而小
,

排

列紧密 ,靠近肠管的刺
,

有的呈
“
S

,

状弯曲
。

在个别标本上
,

可见到新长出的刺
,

这表明它

有去旧更新的机能
。

在虫体背面和腹面的表皮上
,

还有细致的小刺
。

2
.

鱿血居吸虫卵和毛均的形态

刚产出的卵很小
,

长 18 微米
,

宽 12 微米
,

透明
,

长椭圆形
。

当受精卵到达宿主的一定

部位后
,

即逐渐发育
。

进入鳃小片中的卵
,

刺激了鳃小片的方柱细胞
,

形成一层透明的包

膜将卵子包围
。

包膜逐渐增厚
,

卵在包膜内经过分裂
、

发育
,

到幼胚快形成时
,

出现 3一 5

个圆形
、

褐色的色素颗粒 t’3
。

随着胚体的发育
,

色素粒增多密集
,

最后形成一团由 30 一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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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颗粒组成的色素体或称眼点亡川
,

其正面观为圆形
,

侧面观像菜碟
,

一面 凹入
,
一面稍

为突出
。

当色素体出现时
,

幼胚的前圆出现 10 根短棒状
、

反光较强的小杆
。

这些小杆最

初排列较乱
,

以后逐渐聚集在幼胚的前方〔图版 111
.

9〕
。

这时幼胚体表出现纤毛
,

身体后部

有一团具有细胞核较明显的细胞
,

它是以后发育成胞坳的原始胚核〔图版 111
,

9〕
。

成熟的

卵呈椭圆形
,

表面光滑
,

无突起或小钩和卵 盖 , :’ 州
。

卵 长 2 9
.

5一 35
.

7( 30
.

0) 微米
,

宽

18
.

7一 20
.

4( 19
.

5 )微米
。

文献中报导血居吸虫卵 在鳃 丝 内出 现所 谓
“

胞 囊 (c y o )t 的 结

构脚
,

叫
,

这与舫血居吸虫在鳃丝里所出现的情形基本上是一致
,

所不 同的是纺血居吸 虫

卵虽有好几个充塞在一片鳃小片内
,

但各自分开
,

先后发育成熟
。

毛勤体表披有长短一致的纤毛
。

纤毛纹规则而明显
。

纤毛板共四列
,

第一第四列分

别 由 4 小板镶嵌在一起
,

二
、

三两列较宽
,

但每裂镶嵌的板数不易辨清〔图版 111
,

8〕。 眼点

通常在身体中部一侧
。

前方除 10 根短棒状物体外
,

还有一根大约比短棒长三倍的小棒
,

其一端通到前方
,

一端倾斜在体内
,

约占体长的 1 / 3
。

其作用可能与将来发育成消化管有

关
。

其后为一团大而明显的胚细胞
,

最末是排泄囊 〔图版 正
.

的
。

毛勤 自卵内出来以后游

动活泼
,

作螺旋状前进
。

身体长椭圆形
,

长 3 8
.

7 微米
,

宽 2 2 微米
,

纤毛管 8
.

0 微米
。

毛坳

最前端有一个锥形的小突起 (
a
砰。 1 PO P i l饭 )

,

其作用与原生动物多子小爪虫幼虫的钻孔器

相似叫
。

在室内水温 2 1a 0 的水中
,

毛坳可生存 48 小时左右
。

3
.

鱿血居吸 虫的生活史

舫血居吸虫的生活史比较简单
,

只有一个中间宿主和终宿主两个环节〔 ,
T]

。

通过在本

所发病的 16 号鱼池收集的各种螺蜘进行解剖
,

只在一种白旋螺的肝组织中发现大量成熟

的尾坳
,

其余儿种螺蜘如推实螺
、

湖螺
、

沼螺 八
护啊而名二哪。 sP

,

和另一种扁螺 冼夕,
。呀

加二 而杯讹 l必 都没有发现此种尾勤
。

白旋螺很小
,

体形较扁平
,

两面向内凹入了直径最大

的达 。
,

5一。
.

6 厘米
,

通常为黑色或暗茶色
,

个体越大
,

体色越深
。

根据当时采集的白旋

螺标本
,

有尾坳的占 2%
,

并发现凡有尾勤的白旋螺
,

其肝 区呈淡红色
,

与没有尾勤的螺有

明显的不同
。

根据这一迹象
,

此后 ( 1 9 72 年和 1 9 73 年 )找到较多的尾蝴标本
。

将螺体轻

轻压破
,

滴入数滴普通水
,

成熟的尾勤就自动地游出来
。

未成熟的尾勤在螺的肝脏中有不同发育时期的胞锄
,

最小的为圆形
,

其内只有几个细

胞 〔图版叹
.

1〕
。

随着胞勤的发育
,

胞囊也增大
。

成熟的胞囊为 圆形或椭圆形
,

长 24 5
.

5微

米
,

宽 20 。 微米
。

每个胞囊内有 6一 8 个尾坳
,

多数为 8 个
。

在胞囊内的尾坳通常作
“
O

”

形弯曲〔图版 Iv. l 〕
。

唐仲璋和林秀敏报导龙江血居吸虫的胞坳有尾勤 20 多个
,

氏妞 I 报

导 习
.

云而助毗命的胞勤内含有的尾坳在 6 个左右
。

因此
,

作者认为尾勤的种
,

从外形上是

难以区别的
,

而胞勤期所产生的尾勤数目和胞勤形状
,

可作为种间区别的特征之一
。

关于成熟尾勤逸出螺体的过程
,

根据潘金培和王伟俊对复 口吸虫尾拗的报导
,

是离开

抱坳的尾坳先至螺的外套膜内
,

然后很快从出水孔逸至水中
。

鱿血居吸虫的尾坳成熟后
,

从肝脏钻出
,

进入螺的外套膜组织内
,

最后达到外套膜边缘
,

左右
“

试探
” ,

当一个尾坳钻出

后
,

其余尾勒即跟踪而出
。

从观察到的情况表明
:

在一个螺体中尾勤的出 口有多处〔图版

班
.

幻
。

在水温 2 2a C时
,

每个尾坳完成钻出螺体所需时间
,

一般为 17 一 20 秒
。

自白旋螺出来的尾勒
,

通常是悬浮在水中
,

时而急速游动
,

时而静止
。

静止时为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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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体部在上歪在一边
,

尾杆作 C 形弯曲
,

尾叉微开与体部在同一水平
。

当运动时
,

先

拉长身体
,

尾叉一分一合地推动前进 〔图版 1
.
’

2 ,
.

理
.

8〕
。

静止时的体部仅占身体 全长
、

的

1 / 8一 1/ 6
,

但在拉长时可超过其原长的 2一 3 倍
。

在室温 似
。

C时
,

一般能生活 48 小时
,

最

长可达 6 4 小时
。

强光通过玻璃皿
,

尾勤有趋光反应
。

将尾勤移至 1沼一 1
.

5 厘米口径和

盛有 15 毫升水的试管中
,

对着光线
,

在上层 8厘米 的水中
,

可见到它成许多小白点在跳

动
。

这表明尾勤是喜欢在表层水中生活
。

尾勤的体部为圆锥形或指形
,

背部稍微隆起
,

有一条像鸡冠状的透明膜
,

常因伸缩而

呈现 6一7 个摺皱
。

腹面平直或稍微内陷
。

体部长 88
.

3一 122
.

8( l0 2
.

2) 微米
,

宽 16
.

9一

舫
.

8( 21
.

2) 微米
。

活体时能伸得很细长
,

其前方的吻部
,

收缩时有 4一 5 圈皮皱
。

吻的腹

面是未打通的口
,

其后紧接原始的食道和肠管〔图版 W
.

们
。

在肠管背方左右两侧各有一

团细胞
,

即钻腺细胞
。

在身体中部中央
,

有几团位置一定和排列整齐的原始生殖细胞
。

近

本体的后部有一透明区
,

即原始排泄囊
。

有四个焰细胞
,

两个在排泄囊前方附近
,

另两个

在肠管的末端附近
。

鸡冠状的薄膜长 9。
。

2 微米
,

宽 1 4
.

3一 17
.

。 微米
,

用伊红或苏木精染

色不易着色
。

尾杆长筒形
,

伸缩性较大
,

长 180 一 2 1 2 ( 2 0 6) 微米
,

宽 1 6
.

2一26
.

8 ( 2 0
.

4) 微

米 ,肌肉纤维较发达
,

前段的肌纤维由腹面斜向背面
,

故腹面观呈
“
V

”

形排列〔图版 且
.

5〕 ,

靠近尾叉的一段
,

是与尾杆平行的纵走纤维
。

尾杆的背
、

腹表皮上着生针状刚毛
,

其数目

和位置不定
,

通常前段较短而密
,

中段的较长
,

有的可达 20 微米
。

尾杆内部中央有一条明

显的管道
,

其左右两侧各有一行圆形
、

折光较强的颗粒
,

前稀而后密
,

这是相 当于 E ir c地叨

在 5
.

10夕彻夕h 。衍 的尾坳中所描述的尾杆核〔.l]
。

尾叉分左右两叶
,

每叶由二段组成
,

前段

长 浏
.

6微米
,

宽 8
.

5微米
,

后段长 1 8
.

2微米
,

宽 了
.

0 微米 ,在前段末端腹面有一根较长的

刚毛
,

其长度大致与尾叉的第二段相等
。

活体或固定的标本
,

尾叉上都有明显的褶皱〔图

版 n
甲

5〕
。

尾拗的感染试验 刚从白旋螺出来的尾蜘
,

对鱼体的感染力较强
,

随着在水中停留时

间的延长
,

其感染力则逐渐减弱
。

为了确定白旋螺寄生的尾坳的终宿主
,

利用身体透明的

几种鱼苗
,

以及自分开或混合一起方法进行感染试验
,

给果如表 1
一

:

试验结果表明
:
从白旋螺出来的尾勤

,

对链
、

墉和草鱼没有感染力
,

对鲤鱼苗
,

尾蜘虽

能钻进去
,

但进入皮肤后
,
只局限在一处蠕动

,

一天后
,

形状
、

大小都没有多大变化
,

第二夭

即死亡
,

脱落
,

而且对饲养 4一 6天后的鲤苗
,

尾勤就无法钻入 〔见表 1 (6 ) 〕
。

对团头鱿鱼

苗则颇为敏感
,

如 1 9 7 2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 时进行的 10 尾鱼苗感染试验
,

经二小时后
,

将

鱼苗取出检查
,

全部感染上尾拗
,

每尾鱼苗有 6一 8 个
,

最多达 12 个〔见表 1 ( 1 ) 〕
。

在混合鱼苗感染试验中
,

白旋螺寄生的尾勤对终 宿 主具有 明确 的选择 性〔见表 1

( 5 ) 〕
。

尾蝴钻进鱼体时
,

鱼苗有跳跃
、

挣扎
、

急游等不安的表现
。

尾坳与鱼体接触时
,

它的尾

杆和尾叉起劲地摆动
,

当它的体部钻着而尚未完全进入鱼体前
,

尾杆即自行脱落
。

进入鱼

体的尾坳体部 (幼虫 )
,

利用其吻部的钻进作用和身体的伸缩活动
,

将鱼的皮肤挤开而进入

鱼体
。

尾坳进入鱼体后
,

通常在进入部位旋转活动
,

约半小时后
,

即进入其它部位
,

但在感

染试验过程中
,

未发现幼虫进入鱼的血管
。

从切片标本上看
,

幼虫是在皮层与肌肉之间的

结缔组织中
。

幼虫吸取了鱼体的营养
,

身体逐渐拉长
、

变粗
,

到第三天
,

幼虫已经发育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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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舫血居吸虫尾蝴对鱼苗的感染试验

序序序 鱼 苗苗 鱼苗苗 水温温 试 验 时 间间 4毋 砚今街街 检查时间间 感染鱼鱼 感染率率
钱弩驴驴

备 注注
号号号 种 类类 规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黄数数 (万 )))个数 )))))苗苗苗苗苗苗苗数数数 戈尾 )))))))))

(((((((((((((尾 )))))))))))))

(((1 )))团头舫舫 孵化后后 2 1七七 1价 2年与月 2 9日日 222同日日 222 1oooo2一 666虫体从鱼体背部
、

两两
4444444一石天天天 下午 4 :3 00000下午 4 :

4 000000000侧及头部进入
。。

工工工工工工盯 2年石月 O 3日日 1000同 日日 000 1 1oooo8一 222 1有的吸虫已经达到围围
上上上上上上午字 oooooo上午 1: 10000000000心腔

。。

(((2 )))草鱼鱼
砂砂 J ,,

19 7 2年巧月3 1日日 777 同 日日 000 000 000 6 月1 日晚 S 时检查来来
下下下下下下午2 : 3 0

-----

下午 4 :

即即即即即 找到吸虫
。。

((( 8 ))) 白缝缝
创创 井井 1 97 2年石月 4 日日 1 000 同日日 222 幼幼 222 5月10 日晚检查

,

虫子子
上上上上上上午1尔oooooo 下午 8 :

oooooooooo 变化不大
,

11 日检查一一
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已经脱落

,

12 日检查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条均未找到
。。

((( 4 ))) 团头妨妨
冲冲 ”” 工钟 2年 5月即日日 777 5月3 1 日日 777 1oooo 444 虫子在鱼体内活动正正

草草草缩杂杂杂杂 晚:6 000000 下午 :4 1000000000 常
。。

交交交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888888888888888

甘甘 888 000 000 5月 a l 日上午9时整体体
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片未找到吸虫虫

((( 6 ))) 团头妨妨
刀刀 ”” 1昨2年5月81 目目 1444 6月1 日日 1444 1oooo 4一 666 虫子在鱼体内活动正正

草草草鱼鱼鱼鱼 下午 2 : 300000 下午 8 : 8 。。。。。 常
,

明显长大
。。

端端端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 场场场场场场场场
刀刀 000 000 000 经压片检查

,

均未找到到
虫虫虫虫虫虫虫虫虫虫虫虫子

。。

1111111111111石石 井井 000 000 000 同 上上

((( 6 ))) 鲤鱼鱼 刚孵化化 2 1
.

8℃℃ 扮湘年6月盈日日 444 石月3日日 444 1 oooo 4一OOO 吸虫进入 鱼 的 皮 肤肤
上上上上上上午尔000000 下午 3 :

加加加加加 后
,

不再发展
,

在原处转转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

第二天死亡
,

脱落
。。

孵孵孵孵化后后 2 1
.

8 ℃℃ 1盯 2年 5月 4 日日 肠肠 5月公日日 000 666 000 经压片检查
,

均未找找
2222222天天天 上干 1。 :

田田田 上午 11 :
oooooooooo 到虫子

。。

成虫的轮廓
。

从鱼体各部进入的幼虫
,

经过 3一 4 天
,

除中途死去外
,

活 下来的幼虫
,

到达

前肠
、

缥
、

或围心腔
。

有一尾感染尾勤的鱼苗
,

第一天在其尾柄
、

背鳍
、

脑部
、

腹腔
、

眼窝等

处都发现 ,第二天
,

它们都集中到鱼的腹腔内 ,第三天
,

最多是在前肠壁和围心腔 ,第五天
,

大多数幼虫进入围心腔 ,第七天
,
除在眼窝尚有两个幼虫外

,

其它部位都无幼虫发现
,

而心

腔周围则有 6 个虫体 ,到第十天
,

虫体虽已长大
,

但都未进入心腔
。
以后虫体的动向如何 ?

由于鱼苗死去
,

未能进一步观察
。

1 9 7 2 年 5 月 3 1 日
,

曾将刚从白旋螺出来的尾输投入饲着 10 。 尾团头纺鱼苗的水体

中
,

经一小时后
,

发现大多数鱼体内都有幼虫
,

多的达 6 个
、

后再将感染有幼虫的鱼苗移入

半立方水中饲养
,

定期进行检查
。

8 月 6 日检查一尾鱼苗
,

发现其鳃丝上有血居吸虫卵
,

经鉴定是纺血居吸虫卵 , 10 13 日和 11 月 4 日先后共检查三尾
,

都在鳃上找到虫卵
,

而且

鳃丝有膨大
、

变形现象
。

从先后三次检查的结果
,

可见自旋螺出来的尾坳侵入团头舫鱼苗

后
,

可在体内长成成虫
,

并产生卵子
,

因此相信
,

白旋螺是纺血居吸虫的中间宿主
。

(二 ) 血居吸虫未定种 s a 摊 g城瓜 c o 派a 印
·

寄生部位
:

主要在心脏动脉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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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地区
:

湖北省稀水县望天湖国营养殖场及水生生物研究所官桥和所本部鱼池
。

模式和副模标本
:

存水生生物研究所第三室
。

血居吸虫未定种
,

比纺血居吸虫稍小
,

长 1
.

0一 1
.

2 毫米
,

宽 O
,

2一 0
.

4 毫米
。

虫体为

梭形
,

两头稍尖细
,

个别标本后部稍微膨大
。

背
、

腹的条纹和突起都不大明显
。

身体两侧

的硬刺或棘短而宽
。

有三种类型
。

在体前方的呈棒状
,

中部的长而宽
,

近体后 的基部削

细
,

细长
。

硬刺的数目为 91 一 9 3 个
。

消化系统
:
口

、

咽和食道总长 3 12
.

4一 334
.

8 微米
,

约 占体长的 l 4/
。

肠盲囊分四叶
,

呈
“

X
”

形〔图版 1
.

6 ; 11
,

4 〕
。

在个别标本可看到四个大的和一个小的盲囊
。

生殖系统
:

精巢较发达
,

共 2 2 对
,

对生或交互排列
,

中部有 1一2 对 较短小
。

长

4 83
.

6一 5 1 3
,

3 微米
,

宽 1 7 1
.

。一 2 00 微米
,

约占体长的 1 / 2
。

输精总管和输精管一般不大

明显
。

贮精囊棒状
,

显著
,

亦有网状结构
。

卵巢两瓣
,

接近园形
,

对称地位于精巢之后 , 输

卵管的中段亦作棒状膨大
,

内含许多精虫
。

成卵腔圆形
,

直径 3。
。

6 微米 ;子宫袋形
,

明显
,

含卵多个 ,卵黄腺在腹面左右两侧
,

较少
,

卵巢之后则更少
。

卵
,

正面观为长椭圆形
,

两端

钝圆
,

侧面观为三角形
,

壳面光滑
,

无突起或小钩
,

成熟卵长 40 一 52
.

7 ( 43
.

0) 微米
,

宽

1 5
.

3一即
.

4 微米
,

最大的高度为 2 5
.

5 微米
。

根据四尾病鱼鳃上两种虫卵的统计
,

纺血居

吸虫与此血居吸虫之比为 20 一40 , l 。

毛勤的形态与鱿血居吸虫的毛坳基本上相似
,

所不同的
,

此血居吸虫的毛蝴
:
( 1) 体前

方的杆状物 8根
,

大小一致
,

作环状排列 , ( 2) 身体中央有两团褐色色素体
,

前大后小
,

紧密

靠在一起 I ( 3) 比鱿血居吸虫的毛坳小
。

排泄系统
:

由于未观察活体标本
,
其焰细胞的数目和排列方式不清

。

神经系统
:
基本上与纺血居吸虫相同

,

所不同之处
,

此虫的食道前方只有一根较粗的

横索〔图版 乙 4〕
。

(三 ) 与已知物种的比较

自从 19 0 5 年 lP e h n 发现无刺血居吸虫 幽叼
。伽布co 协俪 ,

:̀ 和 有刺 血 居 吸 虫 S

。昨的礴协
,

并创立血居吸虫属 孔
钻夕幼`。俪协 以后

,

七十多年来
,

在淡水鱼类中的 血居 吸

虫
, 已见诸文献的共有 15 种和一个未定种

。

本文描述的两个物种
,

其成虫
、

卵
、

尾坳等的

形态
,

与文献中的有关种类比较如下 (见表幻
:

由表 2 比较可见
,

纺血居吸虫的形态
、

大小
、

硬刺的数目
,

特别是肠盲囊呈简单的不规

则梨形或球形
,

而不作
“

X
”

形
,

以反卵巢的形状与 <5
.

。从阮时对 O肚坦 e r ,

1 9 24) 相似〔ss]
。

但纺血居吸虫肠盲囊为梨形或球形
,

光滑无突起
,

卵巢占的体积较大
,

精巢 18 一22 对
,

超

过 习j 人你 Z们召

俪 的 3一 4 倍
。

而且两者的终宿主和中间宿主都不同
。

纺血居吸虫的成虫体形
、

排泄系统
、

焰细胞的数 目和位置
、

蝴蝶状的卵巢
,

椭圆形的卵

以及胞坳产生多个尾勤等方面与 召
.

感血~
s幼 s0 灿n 较为接近

。

但后者的肠盲囊为
“
X

”

形
,

成卵腔呈长管形
,

精巢只有 14se 18 对
,

同样终宿主和中间宿主不同
。

妨血居吸虫卵的形状与大血居吸虫 (胡振渊
、

郎所等
,
1 9 6 5 )颇相似

。

但纺血居吸虫卵

小
,

壳厚
,

成虫形态也较特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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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居吸虫未定种的体形
、

精巢数 目和肠盲囊为
“

X
”

形
,

以及卵呈三角形
,

与文献中的

S
,

。

伽
穿at 习

.

感喻饥毗裕
、

泞
.

落哪愧耘 和 s
.

has
。

姗
e

蒯
: 、

5
.

沁叼
e哪血 等很相似

。

但此 血

居吸虫的卵巢小
,

圆形
,

精巢的数目多达 2 2 对
,

卵的侧面突起不高等
,

与上述五种有明显

的区别
。

但缺乏中间宿主和完整的生活史
,

有待今后研究解决
,

故未定种
。

团头鱿血居吸虫病的症状和病理

1
.

一般症状 1 9 6 5 年 6 月 26 日稀水县望天湖国营养殖场从我所官桥试验场 运去 团

头舫夏花鱼种 (5 一 8分长 )
,

询养在两 口鱼池中
,
7 月初出现个别死鱼和少数在水面急游

、

打转
、

或悬浮在水面
“

昵水
” ,

检查将死的病鱼
,

发现鳃丝里有不少虫卵 〔图版 1
.

6 ,皿 1〕
。

虫卵较多的鳃丝表现肥大
,

鳃盖张开
,

群众称它为鳃肿或炸鳃
,

所以又叫鳃肿病
。

将鳃盖

除去
,

可见淡红色的鳃丝 比正常的明显地增厚
。

据当时的统计
,
约 60 绍的夏花鱼种感染

血居吸 虫
。

刚死的病鱼
,

口略张开
,

鳃及体表粘液增多
。

肝
、

脾
、

肾
、

肠系膜
、

肌肉
、

心脏以

及脑
、

脊髓等器官和组织中均有虫卵
,

尤以肾脏为最多
。

在心脏和动脉球内还找到成虫
,

少则 3一 5个
,

最多者达 10 个以上
。

19 7 2 年 4 月间
,

在本所 16 号鱼池饲养的团头助 (2 寸

左右 )发生鳃肿病死亡
,

每天约 20 余尾
,

有时达 3 0多尾
。

病鱼在池中的表现
,

与在望天湖

养殖场观察到的情况相似
。

据统计
,

16 号池有 40 多的团头纺鱼种感染血居吸虫
。

虫卵对苗种的影响
: 当虫卵在鳃丝内大量存在时

,

整个鳃丝
,

甚至各鳃小片都被虫卵

充塞
。

虫卵在那里发育长大
,

使鳃小片浮肿膨大
、

弯曲
,

产生扁圆形
、

球形
、

葫芦状等畸形

〔图版 111
.

1〕
。

继而整个鳃丝体积大大增加
、

迫使外鳃盖及鳃盖膜向外张开
,

发生鳃肿症

状
。

肾脏是虫卵最多的地方
。

由于虫卵的发育
、

长大和孵出的毛勤在组织内不停地钻穿
、

转移等活动
,

破坏肾组织的嗜铬细胞
,

使分泌机能失调
“ 2月 , 肾的外表也随之发生变异

,

呈

现肥大和水肿
。

组织切片中可看到细胞松疏
、

不规则
,

或蜂窝状和局部坏死等情形
。

在新

鲜压片上
,

往往可以看到肾组织里有许多小团
,

其外表包围着多层的结缔组织
,

内含一个

或多个虫卵的胞囊〔 , , 习,

其中有些虫卵已发育到毛勤阶段
,

有些则已死亡
。

作者认为被多

层组织包裹着的虫卵
,

虽然可发育到一定阶段
,

甚至可形成毛勤
,

但能钻出鱼体的机会可

能不多
。

尾坳对鱼苗的影响
:

尾蜘钻进鱼体后
,

沿着血管附近的皮下组织钻穿移动
,

扰乱皮层

与肌肉之间的联系
,
阻碍皮层营养的流通

。

当侵入缥
、

前肠周围或未被吸收的卵黄囊内而

频繁活动时
,

使肠管的分化
、

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

引起肠管膨胀
,

使鱼苗死亡
。

如幼虫在眼

框周围活动
,

发育成长
,

则通入眼球的血管产生血栓
。

如侵入背鳍和臀鳍之间
,

则引起组

织增生而产生畸形
,

甚至使鱼苗尾柄发生向上弯曲
。

幼虫如在心脏外围来回蠕动
,

虽未进

入心脏和动脉球内
,

但由于虫体贴在心脏外表
,

占据了一定的位置
,

直接影响心脏的跳动
,

终使鱼苗死亡
。

乞 成再对 鱼苗的影响 舫血居吸虫幼虫在鱼体内发育到什么时候才进入心脏或动 脉

球
,

进入这些器官后产生的病理变化如何
,

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材料
,

还未弄清
。

但从病鱼

解剖中所观察到的情况表明
,

成虫不是在动脉球的内壁组织里面
,

而是悬浮在动脉球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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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
.

1〕
,

动脉球的组织没有明显的病灶
。

成虫数量多时
,

在腔内纵横交错地悬浮着
,

严重地堵塞了动脉球喷射血液的流量
。

从解剖的标本看
,

凡有成虫存在的动脉球
,

其体积

一般呈现膨大
,

有些病鱼
,

使这一器官形成葫芦形
。

文献中有认为血居吸虫一类是循环系统的寄生虫
,

它们的消化系统不发达
,

其生活主

要靠渗透方式摄取营养
。

但作者在观察活的标本时
,

发现成虫或进入鱼体内的幼虫都能

直接吞食血球的现象
。

3
.

流行情况 到 目为止
,

团头鱿的鳃肿病
,

只出现在夏花至 2 寸左右的鱼种
,

一龄以上

的成鱼
,

还未发现此病
。

每年 5一 6 且伺
,

饲养鱼苗阶段
,

是血居吸虫尾坳侵入幼鱼的季

节
,

因而往往出现幼鱼大批死亡
。

用尾蝴感染鱼苗的试验表明
:

鱼苗孵化后 3一4 天下池
,

如池中有大量妨血居吸虫尾蜘存在
,

则鱼苗被急性感染而死亡
。

根据 1 9 7 2 年 6月 1 7 日

在室内进行的两组试验结果 (见表三 ( l )
、

( 2 ” 来看
,

当数量较多的尾勤同时进入鱼体时
,

可使鱼苗在 l ee Z 天内死亡
。

另一次试验 (见表三 ( 3 ” 在 20 毫升的水中
,

将大约 1 00 个

刚孵化出来的尾勤放入盛有三尾孵化四天的鱼苗
,

一小时后
,

就有 2 尾鱼苗死亡
。

通过检

查
,

其中一尾鱼体内有幼虫 2 1个
,

另一尾有幼虫 2 3个
。

表 3 妨血居吸虫尾蜘对鱼苗致死试验

组组组 试验时间间 水温温 水 的的 尾坳数目目 团头妨妨 鱼苗死亡亡 死亡亡 备 注注
次次次次 ( C ))) 体 尹尹 (个 ))) 鱼苗数数 时 间间 尾数数数

弋弋弋弋弋刀 J i 夕夕夕 (尾 ))) (小时 )))))))

lllll 1 9湘年6月月 2 0一 2 111 2 OOO 印 O一7 0000 巧巧 0 :
印印 222 尾拗进人鱼休

,

鱼苗挣扎扎
11111 7 日上午午午午午午 2 : 0 000 333 尾勤进入筋个以上上
99999 ,仅〕〕〕〕〕〕〕〕〕

2222222 ”” 2 6 000 ”” 1 222 1 6言(旧旧 222 体内吸虫达 1 5个左右右

222222222222222 3 :
oooo 444 一尾鱼苗发生畸形形

222222222222222 9 :
oooo 888 大多数尾蜘 进入围心腔腔

333333333333333 6 :
oooo 22222

4444444444444448
:

oooo 11111

3333333 分分 2 000 1 0 0一 12 000 333 1 1 二(卫 ))) 222 一尾体内有 跳个
,

另一尾有 2 3 个吸虫虫

1111111111111114
: 0 000 互互 体内有吸虫

,

进入围心腔后
,

固定
。。

关于血居吸虫对鱼的危害
,

文献中有各种描述 :[, ” , 吕 1, ’ , , 。

va
n D iu j n 〔 ls] 认为少数的

成虫
,

对鱼危害不大
,

但当有大量毛黝时
,

能使
.

鱼致死
。

大量的卵在鱼体内随血液循环
,

能

引起血栓
,

特别是在鳃丝微血管内有大量虫卵时
,

能引起鱼死亡
。

唐仲璋
、

林秀敏认为
,

血

居吸虫对鱼类宿主的致病作用
,

主要是由于它们对循环系统的影响
,

虫卵在鳃部产生阻塞

作用 ; 更严重的是由于毛勤的孵出
,

使血管破裂
,

引起大量出血而死亡
。

p le hn 曾指出
:

次

级鳃瓣 (即鳃小片 )是呼吸交换气体的主要部位哪
〕 。

本文认为当鳃丝内有大量虫卵时
,

卵

不断发育长大
,

直接堵塞了鳃组织
,

使血液运行受阻
,

造成鱼的呼吸困难而窒息死亡
。

从

组织切片观察表明
,

鳃小片只有三层细胞
,

两层表皮细胞夹着一层体积大而疏松的方柱细

胞 〔 ,
,
工, “ ,

其间为红血球与气体交换的场所
。

当虫卵多时
,

通路被阻塞
,

方柱细胞被迫挤在一

边
,

卵的数量越多
,

堵塞现象越严重
,

血球就难进去
。

因此
,

被虫卵严重充塞的鳃小片
,

红

血球数量是极少的
。

至于卵在鳃丝 内发育成毛勤
,

除对鳃丝引起的机械损伤外
,

是否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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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某种毒素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防 治 方 法

(一 ) 预 防 方 法

从前面所述的鳃聆病发病原因和血居吸虫的生活史
,

可清楚地看出
,

发生鳃肿病的主

要条件为
:
( 1) 有血居吸虫的终宿主团头纺和 ( 2) 鱼池中有它的中间宿 主—

白旋 螺
。

因

此
,

采用杀灭中间宿主和隔离带病者的办法
,

可防止此病发生
。

1
.

中间宿主—
白旋螺杀灭法

白旋螺是团头舫血居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
,

它喜欢在沼泽和浅水池内生活
,

常聚集在

水草和腐物上
,

或悬浮在池水的表层
。

春夏之间
,

是它适宜生长
、

繁殖的季节
。

在阳光太

强或水温太高时
,

则多藏在池边的小石块下面
,

或阴凉的裂缝里
,

或沉落池底
,

至傍晚才逐

渐浮 出水或飘到池边
。

故在清晨在池边的斜坡和草渣浮屑 中容易找到它
。

它除爱附着水

草的特性外
,

还具有飘浮在水表面觅食或寻找配偶的习性
。

因此
,

要杀灭白旋螺和水中的

尾勤可采用如下方法
:

( l) 清塘消毒 为了避免白旋螺随水流进鱼池
,

应采用带水清塘法 〔1, 协 ,

113
。

清塘前
,

首先

尽可能除去池底淤泥和鱼池四周杂草
,

特别是能被池水淹没的水草
、

杂物等应彻底清除
。

鱼池边坡上如有裂缝或漏洞
,

要堵塞填平
。

关于清塘药物
,

国内有不少报导 ll[ 〕。

按水深

0
.

67 一 1
.

00 米
。

每亩用生石灰 2 50 一 300 斤带水清塘
,

能有效地杀灭鱼池中的白旋螺
。

在

下药时
,

要特别注意池边水草多的地方
。

茶粕对杀灭白旋螺效果也比较好
,

但它的缺点是

对水生植物没有杀伤作用
,

甚至能促使水绵
、

水网藻等的生长〔llJ
。

此外
,

每立方水用 。
.

5

克 ( 即 o
.

s p p m )的五氯酚钠
,

亦能有效地杀灭白旋螺
。

( 2) 诱拐法 在没有清塘的鱼池而急于要放养团头鱿鱼苗或夏花时
,

可用窝首叶
、

小白

菜
、

竹叶菜
、

聚草
、

苦草等诱捕白旋螺
。

方法是将菜叶或水草扎成小束作为
“

诱把
” ,

在傍晚

投放在鱼池的下风或较阴凉的池水表层
,

次 日清晨将
“

诱把
”

捞起
。

每一池内应投放多少
“

诱把
” ,

则根据鱼池面积大小和 白旋螺的密度高低而适当掌握
。

捞起的
“

诱把
” ,

应放在阳

光下晒死
,

不要将它放在池边
。

这样经过 3一 5 次的诱捕
,

能除去池内 70 % 左右的白旋螺

和其它螺类
。

2
.

池水中尾蜘杀灭法

5一 6 月间
,

是鱿血居吸虫尾坳从白旋螺体内大量逸出的时期
,

也正是鱼苗培育的季

节
。

池水中如有大量尾坳时
,

放入刚孵化的团头纺鱼苗
,

会造成严重死亡
。

因此
,

在鱼苗

进池前一天
,

用麻布网拖空网一次
,

将池水中飘浮的 白旋螺及杂质去掉
,

或采取上面投放
“

诱把
”

的方法
。

也可用 0
.

s p p。 的敌百虫进行全池遍洒
。

如果鱼池急于 周转使用
,

可改

放鱼苗品种
,

因纺血居吸虫尾坳对其终宿主是专一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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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 治 疗 方 法

关于血居吸虫病的治疗方法
,

国内还未有这方面的报导
。

现根据室内试验的初步结

果
,

提出一些方法和措施供参考和试用
:

’

1
.

杀灭尾幼

当发现鱼池内有白旋螺存在时
,

通过镜检确定水中有尾勤
,

应依照前面所述的诱捕

法
,

清除中间宿主
。

同时
,

可用 0
.

s p p m 敌百虫全池遍洒
。

但此浓度对池水中浮游生物

也有杀灭作用
,

所以在下药后 2一 3 天内可适当增加人工饲料
。

2
.

充叙或分养

在夏花和鱼种鳃上发现有大量血居吸虫卵时
,

应注意池水的含氧量
,

适当加深池水
,

或充氧和稀琉分养
,

能减轻病鱼的负担
。

3
.

饲喂敌百虫

根据左文功等曾用晶体敌百虫治疗草鱼体内的一种棘头虫病
,

取得一定效果的报导
。

作者于 19 7 5 年 4 月间采用 9 5%晶体敌百卑做成含 2终的颗粒药饵
,

饲养有血居吸虫和毛

细线虫山州乙协再
。 sP

甲

的草鱼试验
,

观察亦有效某(见表 4)
。

因此
,

当池鱼发生血居吸虫

病时
,

可按每万尾鱼的饲料拌喂晶体敌百虫 15 一 20 克
,

每天一次
,

连续五天
。

方法是
。
将

15 一 2。克的晶体敌百虫加入少量的水使其融化
,

然后与 2一3 斤米糠或鼓皮
、

豆饼等拌

和
,

做成适 口的小颗粒投喂
。

表 4 2男敌百虫药饵对草鱼体内寄生虫的杀灭试验

组 1鱼种 规格 }鱼 {投 喂 !
} 长

又 嗽 ! !
_

} 检 查 时 l司

期止兰一{竺1里̀ 巴1

—
, 二 }9

.

0一1 0
,

3 } 4 }7石年 4 月{ 7 5年4月 1 2 日
下八 } 、 } 」丁八口 卜 占己 l

卜 八 1 4上廿 目 曰一 1 1 月 R f 口 二〕
. , 止 ,

门 1 1 内
.

八八
J

. 性
J

门 上 , 扫
1 1

,
任
一

1
二

石 } }石
.

切 J

一 , l

验 } 【1是些之g !
盛月 ` 7日

{
1

)
} } }露一八~ } 咚 )

组 1 { 1
, `

} ( 3 )

对 1同上
照 }

( i )

(幻

结 果

” 止
’

二 决 、 l 石 。
“ ’

t’’, 心
、

动 l
。二 ,

一
…一…~ …一毛细线虫 ” 条 , 其中1条活的 } } }

毛细线虫 1 条
}血居吸

虫卵
十

} }

_
!矍燮…!一…—1血居吸虫

卵
`

…成虫
2 条}毛细线

虫 ” 条

{血居吸虫卵
+

}成虫 石条【毛细线虫 1 条

另外用枫杨树叶或苦掠树叶 以及根皮口 , 1 ,

按每百斤鱼种
,

用上述药物干粉一斤 (鲜品

四斤 )与戴皮
、

米糠
、

豆饼混和做成顾粒药饵
,

或煎汁浸泡饵料投喂
。

讨 论

1
.

唐仲璋
、

林秀敏报导龙江血居吸虫尾勤自椎实螺体内逸出
,

在水中游动
,

被鱼苗吞

食后从口腔粘膜侵入体内
。

本试验表明
:

用刚自白旋螺出来的尾勤
,

感染 10 尾团头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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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

经二小时后将鱼取出检查
,

在鱼苗头部
、

背部
、

尾柄以及身体两侧都发现幼虫
,

感染强

度每尾鱼苗有 6一8 个
,

最多达 劲 多个
。

因此
,

作者认为尾坳被鱼苗吞食而从口腔粘膜侵

入体内
,

不是唯一的途径
,

而且有主动钻入鱼苗皮肤各处的能力
。

2
.

血居吸虫焰细胞的数 目和排列方式
,

jE
。功。 nt 曾简要地提到血居吸虫的焰细胞数

目不多
,

但他未作具体描述
。

龙祖培
、

沈一平在山村血居吸虫的尾坳上见到四个焰细胞
。

跳五e ll 报导 召
.

落面入召
。二钻 的焰细胞也只有四个

,

并认为它的公式是 2 +
r

Z
。

唐仲璋
、

林秀

敏报导龙江血居吸虫的成虫及其尾勤的焰细胞公式是 2 (2 十 1 ) = 6
。

作者在舫血 居 吸 虫

及其尾坳
,

·

以及对寄生在草鱼的三种血居吸虫成虫和尾蜘的观察中
,

发现焰细胞都只有四

个
,

因此
,

认为血居吸虫和尾坳的焰细胆多数是由
“
2 + 2

”

公式组成的
。

3
.

鱿血居吸虫的输卵管自卵巢中央发出一根细管
,

往左方扭曲向后伸延
,

其中部增

粗呈棒状或纺锤形
,

内有许多精虫
。

因此
,

相信血居吸虫的输卵 管除了榆卵之外
,
还有起

到储藏精子 (受精囊 )的作用
。

4
.

lP
e h n 19 0 5 年根据血居吸虫肠管末端为 X 型的肠盲囊为主要特征而创 立 肠叼

。 -

玄倪崛帕玩 以后许多学者都加以认定
,

报导不少的物种
。

我们分析文献中已经报导的种类中

有两种
,

即 万
.

c
玩乙卿作苏O由迈e r 1 92 4 和 召

.

无玩饥时肠 , 骊: W
a l韶 的肠管末端不为 X 型肠

盲囊
,

而是圆形或多角形的膨大
。

本文记述的妨血居吸虫的肠盲囊也不是呈X 型
,

而是梨

形或圆形
。

这三个种与血居吸虫属 习“ 倪彝佩初。协 的主要特征有显著区别
,

因此
,

我们认为

至少可以另立一个新亚属
,

把它们与肠育囊 X 型的种类区分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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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样
:

团头纷血居吸虫病的病原及其防洽的研究
图版江

图 版 汀
1

,

鱿血居吸虫背而观
。

的消化道 ( 腹面观 )
。

4
, 朴二斡血居吸虫的神经系统

、

消化系统
、

生殖系统
。

过神背面观
。

示排泄系统
、

消化系统
、

生殖系统
。

6
.

虫体后部
占5 习络砚式了尼 月李召律由 川 : 书台 多 艺咨么



李连祥
:

团头断血居吸虫病的病原及其防治的研究 图版肛

100琴

勺l
七

i
i

J
二̀

图 版 皿

1
.

病鱼鳃 丝
。

2
.

示尾黝从 白旋螺体内逸 出来 的情形
。

3
.

鱿血居吸虫尾黝 的中问宿主一一

白旋螺
。

4
.

鱿血居吸虫受精卵细胞分裂期
。

5
,

6
甲

示受精卵发身到色素体颖 粒 出 现 劫
。

7
.

示毛蝴发肩
一

眼点期
。

8
.

发育成熟的毛蜘
。

。
,

发向
一

成熟的毛 坳
,

示胚 细胞引1前方 j() 条短

杆状 和一 条长杆状物
。



李连祥
:

团头纷血居吸虫病的病原及其防治的研究 图版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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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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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图 版 1v

1
.

由旋螺肝脏内具多核的胚析团
。

2
,
3

,

4
,
6

,
6

,

示尾坳 发肖的各阶段
。

7
.

示发育成两个尾坳的胞质休
。

8
`

不尼坳在水 中活动的正常情况
。

9
.

示成熟尾坳体部 }rrlJ 扫部结构和表皮的到惊l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