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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类寄生肠袋虫一新种

冯 淑 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武汉 � � � �� ��

关键词 肠袋虫
,

新种
,

病理学

� �� , 一 �� � � 年
,

作者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忠县
、

涪陵两地收到的中华倒刺鳃 ��
� �� 口 �

� 。� 万。� �� 行 �� � � � � � � 肠道中发现一种肠袋虫
,

感染率为 �� 并
。

经仔细观察比较
,

确定为

一新种
,

命名为涪陵肠道虫 ���� 邵
, �� �“� 加“, �� � �� ��

�

��
�

�

�
,

现将其形态描述于后
。

材 料 与 方 法

寄生虫材料获自长江上游的中华倒刺鳃 �青波 �肠道
。

除显微镜下活体观察
,

甘油酒

精透明观察外
,

还用肖氏液固定
,

海氏苏木精和爱氏苏木精
、

蛋 白银染色
。

组织病理研究
,

选取肠袋虫多而又新鲜的鱼肠
,

用葡翁氏液固定
,

石蜡包埋
,

切片厚度

为 �一 �� �
,

苏木精染色
。

模式标本存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学研究室
。

结 果 与 讨 论

�
�

涪陵肠袋虫的形态及分类

�

活体观察 虫体腹面观呈椭圆形
,

背腹面均略为隆起�图 � , � �
,

青灰色
,

在鱼肠含物

中起劲地钻动
。

加人生理盐水后
,

几乎所有的个体都从肠含物中钻出来
,

螺旋式快速前

进
。

虫体柔软
,

体形多变化
,

难以区分其背腹面
。

胞口 位于腹面前端略偏左
,

呈长裂缝状
,

可见其口纤毛快速地摆动
。

整个 口区似梨被削去一刀后的一个倾斜小平面
。

�

虫体前端外

质厚而明显
,

向后延伸到虫体的前 � � � 处
,

此区胞质颗粒细腻
,

纤毛特别清晰
,

往后外质变

薄
,

约 �一� 严 � 厚
。

内质充满食物泡
,

且晶莹发亮
,

在显微镜下
,

整个虫体犹如一个滚动的

桑堪
。
伸缩泡 � 个

,

前两个位于大核后两侧
,

交替伸缩
,

速度较快
。

另一个较大
,

位于虫体

后方
,

伸缩较慢
。

由于前两个伸缩泡伸缩快
,

容易忽视
,

后一个大而伸缩慢
,

故易认为只有

一个伸缩泡
。

大核呈长椭圆形
,

常位于虫体中后部
,

但其位置可随胞质的流动和虫体运动

方向不同而有所改变
。

活体测量结果如下 � 虫体长 � ��
�

, , �� �一 ��  �环 �
,

体宽 ��
�

� �� �一

� � �严� �大核 � �
�

� ��� �一 � � �那 �
,

宽 � �
�

���一 � ��产� � 胞 口长 � �一 � , , ‘�
,

宽 �一 � 环 �
。

本文蒙导师倪达书研究员审阅
,
工作中得到李连祥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

� � � � 年 �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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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染色标本观察 虫体呈倒梨形
,

前端膨大
,

后端较小�图 � , � �
。

其测量结果明显

小于活体
,

虫体长 � �
�

� ��� �一 �� � �产 �
,

体宽 � �
�

�夕�� �一� � �户 � � 大核长 ��
�

� �

�� �一� ���尸 �
,

宽 �
,

� ���一 �� �群 � � 胞口

长 ��
�

� �� �一 � ��户 �
,

宽 �
�

� ���一 � � �那�
�

由于虫体的胞口 位于体前端
,

故在

直接用肠含物涂片的标本中
,

不易得到

完整的胞口
。

有些个体只能部分地看到

略呈
“

�
”

形或裂缝状的胞 口 。

而从肠含

物中游出来的虫子
,

固定后用蛋白银染

色
,

可见
�

胞口 呈椭圆形
,

较小
,

占虫体长

� � � 或� � � �
。

胞咽较短
,

呈漏斗状向

后下方倾斜入体内
。

胞 口外缘是致密整

齐的纤毛纹
,

每条纤毛纹由许多大小均

等的基粒组成
,

沿胞 口的边缘弯人内壁
,

没有明显的
“

栅状结构
”。

从蛋 白银染色

标本上
,

可以观察到每一纤毛基粒向外

生出一根纤毛
,

向内发出一根与纤毛等

长或更长的根丝
。

多根根丝汇合成纤维

束
,

深尹
、
胞质中

。

在胞 口周围至虫体前

� � , 处
,

根丝向体中部汇集成一大束纤

维
,
止于体长的 � � � 处

。

在虫体背面前

方
,

根丝汇集成 �一 � 小束纤维
,

止于体

图 �一� �
�

涪陵肠袋虫腹面观
,

示一般形状和内部结
构 � �

�

涪陵肠袋虫背面观
,

示尖细的体后部 � �
�

虫体

腹面观
,

示纤毛纹�蛋白银 �� �� 虫体腹面观
,

示纤维系

统和 � 个伸缩泡 的分布�蛋白银�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的 � � � 处�图 � �
。

体纤毛纹似乎都从胞 口 出发
,

向四周均匀分布(图 3)
,

除完整的纤毛

纹外
,

还有一些起自胞 口
,

止于体中部或由另一纤毛纹分出短的
、

不完整的纤毛纹
。

同许

多肠袋虫一样
,

涪陵肠袋虫没有明显的缝线
,

不完全纤毛分布亦无规则
。

表膜下是一层致密的外质
,

苏木精染色标本中
,

外质呈蓝灰色
。

在口 区附近
,

外质厚

达 17
.
36 o m

,

体区外质厚约 2一3拼m
。

虫体含很多形状
、

大小不一的颗粒状内质
,

其中充

,
.
细胞核

,
示大核形状和小核位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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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的食物泡
。

食物成分有粘液
、

细胞碎片等
,

未见到成形的血球和淋巴
。

几

食物泡内有

少量颗粒经苏木精染色时
,

即使褪得很淡
,

仍和胞核一样呈蓝色
,

但在细胞化学实验的孚

尔根反应中
,

并不着色
,

因而肯定它不是核酸物质
,

也否定了该颗粒为寄生虫吞食寄主血

球和淋巴细胞核的推测
。

经仔细观察 乡

个伸缩泡虽埋在内质中
,

但开口于外质
。

大核长椭圆形
,

也有少数肾形或哑铃形

等多种形状 (图 , )
。

染色较深时
,

核内

染色质着色均匀
,

在退色较浅的样本中
,

可看到一些较粗的染色质颗粒
。

小核卵

圆形
,

直径约 3一4拼m
,

通常紧贴大核中

部
,

但也可随大核形状的变异而变动
。

虫

体后端还有一个大而明显的肛孔
。

:

无论是涂片标本或活体
,

均未观察

图 6一9 6 ·

鳃肠袋虫腹面观
,

示一般形状和内部结构

(仿多格尔等); 补鱿肠袋虫腹面观
,

示一般形状和 3

个伸缩饱分布情形; 8
·

进囊前 的涪陵肠袋虫
, 示虫体

变 圆 ; 9. 中华倒刺纪肠横切面
,

示涪陵肠袋虫侵袭肠

粘膜层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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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胞囊
,

仅在固定标本中
,

观察到少数身

体变圆的个体
。

其大核
、

小核
、

食物泡等

结构倩晰可辨
,

唯胞口和伸缩饱末观察

到
,

推测此变圆个体为囊前阶段 (图 s)
。

肠袋虫隶属同毛目(o rd
er H ol otri

-

e。
)毛口亚目 ( S

u b order trioh osto
ma
ta)

肠袋科 (B
alantidiidae)

。

据文献记载
,

寄生在淡水鱼类肠道的肠袋虫已发现 多

种
:
即鱿肠袋虫(B

.
‘t
o oP

h o ry
灯
go do 衍

,

C h
e n

)

〔1 , ,

多泡肠袋虫(丑 p 口 ly , a c o o l 二娜
,

Li ) 和鳃肠袋虫 (B
.
bo bi)

。

作者从中

华倒刺鳃后肠收到的涪陵肠袋虫 (B
.
j二

li , 。。矛:)
,

就其身体的外形
,

胞口的形状

与大小
,

核的形状
,

伸缩泡的数目
,

与报

道的鱿肠袋虫(图 夕)
、

鲍肠袋虫(图 6)较

为接近
,

现将 3 种肠袋曳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比较(表 1)
。

通过与近似种的比较⋯
,

其异同归纳如下: 其一是涪陵肠袋虫与鳃肠袋虫比较
,

寄主属

同科同属鱼
,

体形和大核位置相近
,

但涪陵肠袋曳有 3个特征明显区别
:
l) 虫体游动时呈

椭圆形
,

明显小子鳃肠袋虫;2)口为椭圆形
,

而鳃肠袋虫口呈狭长沟形 ;力伸缩泡 3个
,

鳃

肠袋虫只有 1个伸缩泡
。

其二涪陵肠袋虫与院肠袋虫比较
,

胞口形状和伸缩泡数目相近
,

但涪陵肠袋虫口较小
,

仅 占体长的1 /5或 1 / 7
。

伸缩泡都是 3 个
,

但排列方式不同
,

前

者为中二后一
,

呈倒
“曾”

字形
,

后者为中一后二
,

成
“

品
”

字排列
。

鉴于上述主要区别
,

作

者认为此肠袋虫是尚未报道过的新种
,

定名为涪陵肠袋虫
。

根据肠组织切片
,

在肠袋虫人侵处可见到细胞或组织损伤
、

脱落
、

破碎
。

这是由于虫

子的好钻习性
,

机械钻掘进人
,

便没有分泌化学物溶解组织细胞的作用
。



期 冯淑娟: 淡水鱼类寄生肠袋虫一新种 69

表 1 三种肠袋虫形态比较

T ab
.
1 C om P arison of B 了份l in e , 5

1
: s p

.

n 0 V
。 ,

B

.

b
a r

b i

a 月
d B

.
c t 心 n o

P h
a r夕刀 g o d o 儿 f

.

P
a r a ‘

i
t e

B
.
b
a r

b i
B
.

f
u
l i
n o n :

1
5 B

.
‘ t e n o

P h
a r夕邓 g o d o

炸
云

声主
H OSt

咸水纪
稀有土库鳗纪

中华倒刺鳃
B arbod e了 s 云n e n ‘i 了

草鱼
C tenoP无a r夕n g o d o ” f d

e
l l
“ 了

体形及大小
G en eral form an d

梨形
P ear

一
s

h
a

P
e

1 4 4 一215 义 6 7一 144拼m

纺锤形或卵形

5IZe

倒梨形或 椭圆形
O b ovo id o r elliPtieal
99一136 火 4 7一77拜m

F u sif o r m o r o v o id

4 0一81 又 2 2一48拼m

胞 口 形状
F o lm o

王 ey to s to m e
长狭沟形
R ift一 l i k e

椭圆形
E lliPtieal

椭圆形
E lliPtical

胞 口 长度与体长的比例
L en g tli of cyto stom e an d
roPo rtion b etw een len g th
of ey to stom e and b od y

28一8 1拜m 2 1一25拜m
1斗
.
0 (
9一22)拜m

1

5 3 5 7 3 4

大核形状大小及位置
F o rm size an d loeatio n

o f m acronu eleu s

长卵形
E lliPtieal
多位于体中部

长棒形或肾形
5tiek or k id n ey一 s

h

a
P e

多位于体中部

肾形
K id n ey一 s h

a
P

e 1 6

.

5 义

7
.
3拌也 位于体后或中部

小核形状 圆形或卵形 圆形或椭圆形
F o rm of M ieronu cleu s R o un d 0 r o void R ou n d Or ov oid

球形
B all一 l i k e

伸缩泡数目
N um ber of eon tretile

v aeu oles
3 3

2
.
三哭于肠袋虫的分类位置

肠袋虫的分类
,

因各学者对其胞 口结构的观察结果不同
,

列人不同的分类位置
。
很久

以来
,

不少学者认为胞 口左方有集膜
,

将其归入旋唇 目 (o
rd er spir otri ch a) 异毛亚 目

(Su bo
rde r H ete rotri

oha )
。

倪达书氏认为肠袋虫胞口 的纤毛系统
,

仅仅是体纤毛比较密

集地连续延伸而已
,

没有什么特别分化和集膜结构
。

F
au

r e
‘一

Fr

e
m ie

: 氏 195 5年将肠袋虫

列人 I司毛 目 (O
rder H olotrieh a ) 毛 口亚 目 (s

ub ord er T rieh ostom ata) 肠袋科 (B
alan ti

-

d iidae)
。

此后
,

s m
a
l l 等 1985 年重新列人毛口 亚门 (s

ubelass T rieh om atia)
,

陷腔 目

(O
rde r V esti bul if erid

a
) 肠袋科不变

。

作者采用蛋白银染色对鳃肠袋虫胞口 的 形 态 观

察
,

确认倪达书和 Fau re
‘一

Fr

e
m i

e t 的见解是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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