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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乌鳢（!"#$$# #%&’(）鳃上获得一外寄生原生动物，经鉴定为一缘毛类目纤毛虫———重寄生车轮虫（)%*"+,-$#
"./0%/#%#(-1-( 9:28 ; <3/3:，=>*!）。按照国际上对车轮虫形态学特征鉴定的标准，本工作用齿体定位描述对该虫进行

了研究，补充并完善了重寄生车轮虫的形态描述，如缘膜宽、大核内外径、齿长及齿棘长等数据，同时提供了显微照

片（图 =）及齿体定位描述图（图 ?）。

图 ! 重寄生车轮虫的附着盘（"）及口围绕度（#） 图 $ 重寄生车轮虫的齿体定位图

@：寄生于乌鳢鳃上的标本；A：寄生于蚤体上的标本

本文采用 B’- 统一特定方法及 C.8 @3 ; A.33’8 提出的齿体各鉴定特征的定位描述法，对从乌鳢鳃上获得的重

寄生车轮虫进行重描述。

活体呈帽状，口面和反口面均为圆形，其高度约等于直径，附着于鳃丝上。当游离于鳃丝时，作顺时针旋转缓

慢地游动。

硝酸银染色的标本显示：附着盘中央暗淡，无颗粒。齿钩呈宽镰刀形，前后缘弯度平缓，钩突不明显。齿锥圆

钝，顶点接近或略过 D,= 轴，嵌合紧密。齿棘细长，略偏 D 轴前端，棘突不明显。

统计模式为平均值 E 标准差（最小值 F 最大值），标本数为 =)。虫体直径 !>G" E =G#（!"G" F %$G$）#-，附着盘直

径 )#G> E =G?（)*G$ F !$G)）#-，缘膜宽 !G" E "G>（)G% F !G#）#-，齿环直径 ?!G% E =G?（?"G! F ))G)）#-，齿体数 ?) E
"G%（??G" F ?!G"）#-，辐线数 # F *，齿体纵长 =?G? E ?G%（="G* F =!G=）#-，齿长 !G$ E =G"（)G% F %G>）#-，齿钩长 !G> E
=G"（!G) F %G!）#-，齿锥宽 ?G% E "G%（?G? F )G!）#-，齿棘长 !G$ E "G>（!G= F %G$）#-。口围绕度 )#"H F !="H。大核马

蹄形，外径 ))G*#-，内径 =*G>#-，臂间距约 %G"#-，椭圆形，长 I 宽约为 >G*#-I *G?#-，位置不定。

重寄生车轮虫是陈启鎏、谢杏人（=>*!）首先发现并报道寄生于乌鳢鳃上的寄生中华狭腹蚤（ 2#3/%#&40$#
*"-$0$(-(）的身体各部，原描述认为该虫一般集中于蚤体腹部。而本研究所获得的重寄生车轮虫则均直接寄生于乌

鳢鳃上，在乌鳢鳃上未检获到中华狭腹蚤。因此，本工作表明，重寄生车轮虫并非一定营重寄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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