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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野外调查数据和文献资料，报道了 头槽绦虫（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ｉ）在我国感染

的鱼类宿主种类及其地理分布。 头槽绦虫是一种世界性广布鱼类寄生绦虫；它起源于亚洲地区并伴

随着宿主鱼类向外引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 在我国 头槽绦虫广泛分布于从北至南的自然水域或

养殖水体中（辽河、海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黄河、淮河、长江、闽江、珠江等流域）；感染宿主鱼类达 ３１
种，其中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２６ 种、鳢科（Ｃｈａｎｎｉｄａｅ）１ 种、塘鳢科（Ｅｌｅｏｔｒｉｄａｅ）１ 种、慈鲷科（Ｃｉｃｈｌｉｄａｅ）１ 种、
胎鳉科（ Ｐｏｅｃｉｌｉｉｄａｅ） ２ 种。 在调查的各水系野生鱼类中，马口鱼 （ 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ｉｄｅｎｓ） 和赤眼鳟

（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具有较高的感染率；各大流域池塘养殖的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ａ）几乎都

有 头槽绦虫的寄生。 作者根据 头槽绦虫的流行特征认为马口鱼和赤眼鳟可能为该绦虫在自然水体

中的主要宿主。
关键词： 头槽绦虫；鱼；宿主；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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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槽绦虫（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ｉ
Ｙａｍａｇｕｔｉ， １９３４）是一种严重危害鲤科鱼类健

康的寄生虫病原。 该绦虫由日本鱼类寄生虫学

家 Ｙａｍａｇｕｔｉ 于 １９３４ 年在日本 Ｏｇｕｒａ 湖的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ｒｈｏｍｂｅａ） 肠道中发现并命名。
由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对土著鱼类

及养殖鱼类造成的严重危害而受到国际鱼类寄

生虫学家的广泛关注。 头槽绦虫在分类上曾

经比较混乱，先后出过现 ２０ 多种同物异名

（Ｋｕｃｈ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其中，在报道中最

为常见的同物异名有： 九江头槽绦虫 （ Ｂ．
ｇｏｗ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Ｙｅｈ， １９５５） 和马口鱼头槽绦虫

（Ｂ． 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ｄｉｓ Ｙａｍａｇｕｔｉ， １９３４）。 国内，叶
亮 盛 （ １９５５ ） 曾 在 广 东 池 塘 养 殖 草 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ａ） 肠道中发现一种绦

虫，并将其命名为九江头槽绦虫。 Ｐｏｏｌ 等

（１９８５） 和 Ｓｃｈｏｌｚ（１９９７）通过对不同来源标本

的分析认为 头槽绦虫和九江头槽绦虫的形态

差异主要由于不同的样品处理方法造成，根据

命名优先原则将九江头槽绦虫视为 头槽绦虫

的同物异名。
头槽绦虫是亚洲地区鲤科鱼类土著寄生

蠕虫。 它 伴 随 该 地 区 草 鱼、 鲤 鱼 （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和观赏鱼等终末宿主向其他地区的引种

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扩散。 目前，除了南

极洲外，在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澳
大利）皆有报道。 头槽绦虫不仅可以感染引

进的鲤鱼和草鱼，还对当地土著种甚至一些濒

危鱼类产生严重的威胁。 在世界范围内已报道

头槽绦虫感染鱼类宿主种类 １００ 多种，涵盖

了鲤形目、鳉形目、银汉鱼目、鲇形目和鲈形目

等鱼类（Ｂｒｏｕ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Ｄｏｖ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Ｓａｌｇａｄｏ⁃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Ｂｅ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Ｒｅｔｉｅ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根据目前已有的报

道表明， 头槽绦虫在其流行发生过程中不具

有严格的宿主和地域特异性。 头槽绦虫在不

同地区的成功入侵和建立种群得益于其生活史

中具有两个替换宿主（鱼和蚤类）和中间宿主

蚤类（水生桡足类）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分布。
此外，Ｐｒｉｇｌｉ（１９７４， １９７５）发现水鸟在 头槽绦

虫（文中为 Ｂ． ｇｏｗ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的传播扩散过程中

也可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国内， 头槽绦虫对养殖草鱼、鲤鱼危害非

常严重。 该绦虫曾造成广东养殖草鱼死亡率

９０％以上（廖翔华等 １９５６）。 头槽绦虫的寄

生会破坏鱼类肠道组织，影响宿主生长，严重感

染会阻塞肠道，导致宿主大量死亡。 头槽绦

虫在国内不同流域和鱼类宿主的发生曾有零星

记录或报道（廖翔华等 １９９８，Ｎ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Ｘ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然

而，这些报道都未能详细系统地呈现 头槽绦

虫在我国不同地域和鱼类宿主流行病学特征。
本文作者通过文献整理和长期的鱼类寄生虫调

查后系统汇总了 头槽绦虫在我国不同水体和

鱼类宿主中的发生情况。

１　 材料与方法

实验中样品的采集地点和宿主来源详见图

１ 和表 １。 绦虫从宿主肠道取出后，用 ０ ７５％
的生理盐水冲洗虫体黏附的肠道内容物，选取

完整虫体置于已加热近沸的 ４％福尔马林中固

定，１２ ～ ２４ ｈ 后保存于 ８０％酒精中。 标本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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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明矾洋红染色#梯度酒精和丁香油脱水透
明#中性树胶封片$ 显微镜下进行形态特征观
察$  头 槽 绦 虫 的 鉴 定 特 征 依 据 &’()*+
%#$$,&的描述$

!"结"果

如表 # 所记述’头槽绦虫广泛分布于我
国各个水系’感染鱼类宿主 -# 种$ 头槽绦虫
在我国从北至南的辽河#海河#额尔齐斯河#伊
犁河#黄河#淮河#长江#闽江#珠江水系的自然
水体 或 养 殖 水 体 中 都 有 分 布( 感 染 鲤 科
%./01232456& 鱼类 7! 种# 鳢科 %.(5332456&
# 种# 塘 鳢 科 % 8*6)912456& # 种# 慈 鲷 科
%.2’(*2456&# 种#胎鳉科%:)6’2*22456& 7 种$ 在
%%%

伊犁裂腹鱼% !"#$%&’#&()*+,-./)0,)$-1,$,&#蛇
%!).(&2&3$&/)3(4$&#鲫 %5)(),,$.,;00<&#乌鳢
%5#)11) )(2.,&#鳡%67&+$"#’#4,3)83.,)&#沙塘
鳢%9/&1’&3.’$,;0<&发现的绦虫为头槽绦虫
幼虫$ 在调查的鱼类中草鱼主要来自于养殖池
塘’其 头槽 绦 虫 感 染 率 最 高 % 7=>,? @
#==?&$ 其他鱼类大多数来自于自然水体’
头槽绦虫的感染率以在鲤 %$>A? @"B>,?&#
宜昌鳅 %:&3$&3&’$) 3&.7-12-($& %!->-?&#马
口鱼%9+,)($$"#’#4,3$/-1,& %#=? @-B?&#赤眼
鳟% !;.)7$&3)(3.,".(($".7.,& %7=?&#红鳍原鲌
%5.7’($"#’#4,-(4’#(&+’-(.,& %=>"? @7->"?&的
感染率较高$

在我国从北至南各水系的鲤鱼#草鱼#马口
%%%

图 #"中国各水系头槽绦虫发生和样品采集地点
$%&’#"()*+,-.%/) 0.+1%/& !"#$%&"’()$*+,-*’$(&+"./*#$&+223445/25)/60)7*8%/& 0%950

!和"分别标示本文采样地点和文献报道中的采样地点’标注的数字编号所对应的地点见表 #$

! 463)96;9(6;5C0*23D;296;23 016;639;9E4/( " 463)96;<=)"#-$7&21)’#$)’’E1163’623 016F2)E;160)19;<

G(63ECH61365191253D*62;’)116;0)3423D9)9(6*)’5*29/23 95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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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头槽绦虫感染的鱼类宿主和地理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ｉｓｈ 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ｆｉｓｈ ｔａｐｅｗｏｒｍ，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宿主
Ｈｏｓｔ

地点 （编号）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Ｎｏ． ）

水系
Ｒｉｖｅｒ

感染率（％ ）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ａ

条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油
Ｈ．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红鳍原鲌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翘嘴红鲌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ｕｌｔｅｒ ｉｌｉｓｈ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戴氏鲌
Ｃｕｌｔｅｒ ｄａｂｒｙｉ
马口鱼
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ｉｄｅｎｓ

宽鳍
Ｚａｃｃｏ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赤眼鳟
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

宜昌鳅 ∗

Ｇｏｂｉｏｂｏｔｉａ 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
短须颌须 ∗

Ｇｎａｔｈｏｐｏｇｏｎ ｉｍｂｅｒｂｉｓ
三角鲂
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
团头鲂
Ｍ． 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长春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鲢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星云湖（１）、程海（２）、长寿湖（３） 长江 －
刘家峡水库（４） 黄河 ９ ４ ～ ８５ ７
辽宁（５）∗ 辽河 －
新疆（６）∗ 额尔齐斯河 －
广东（７） ＃ 珠江 ８０ ～ １００
福建（８） ＃ 闽江 －
江西（南昌） （９） ＃、江苏（１０）∗ ＃ 长江 ２０ ７
汤河水库（１１）∗， ＃ 辽河 －
星云湖（１）、丹江口水库（１２）∗、湖北（１３）、江西（９） 长江 ０ ４ ～ １０

星云湖（１）、程海（２）、湖北（武汉） （１３）、江西（南昌）
（９）、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

湖北（武汉） （１３） 长江 ０ ８ ～ ２３ ８
洪泽湖（１４）∗ 淮河∗ １ ／ ３
湖北（武汉） （１３） 长江 －

湖北（武汉） （１３） 长江 １ ／ ３

广西（田林、白色）（１５）∗、广东（韶关） （１６）∗ 珠江 ２５ ～ ３３
莆田水库（１７） 闽江 －
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１０ ９ ～ ３４ ６
京娘湖（１８）∗ 海河 ２０
辽宁（海城）（５）、大伙房水库（１９）∗、汤河水库（１１）∗ 辽河 ２０ ～ ３５
广东（韶关）（１６）∗ 珠江 １
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１ ５
海城（５）、大伙房水库（１９）∗ 辽河 ０ ８
广西（白色）（１５）∗ 珠江 １９
丹江口水库（１２）、鄱阳湖（９） 长江 ２０
海城（５） 辽河 １ ／ ５
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６３ ３

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０ ５

湖北（１３） 长江 －

湖北（１３）、江苏（１０）∗，＃ 长江 －

湖北（１３） 长江 －
辽宁（海城） （５） 辽河 －
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广东（韶关）（１６）∗ 珠江 －

湖北（１３） 长江 －

广东（７） 珠江 －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
本文

廖翔华等 １９９８，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Ｘ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本文

Ｎ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本文

Ｎ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本文

Ｎ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本文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陈燕新 １９８４，
廖翔华等 １９９８，
本文

陈燕新 １９８４，
本文

陈燕新 １９８４，
王溪云 １９８５，
冯伟 １９８７， 本文

本文

本文

冯伟 １９８７

冯伟 １９８７， 本文

陈燕新 １９８４，
冯伟 １９８７
本文

廖翔华等 １９５６，
冯伟 １９８７



６ 期 习丙文等：我国 头槽绦虫的鱼类宿主种类及其地理分布 ·８２１　　 ·

续表 １
宿主
Ｈｏｓｔ

地点 （Ｎｏ． ）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Ｎｏ． ）

水系
Ｒｉｖｅｒ

感染率（％ ）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鳙 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青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ｐｉｃｅｕｓ
华鲮 Ｓｉｎｉｌａｂｅｏ ｒｅｎｄａｈｌｉ

伊犁裂腹鱼∗，▲

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
ｐｓｅｕｄａｋｓａｉｅｎｓｉｓ

雅罗鱼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ｓ ｓｐ．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ｓｐｐ．
蛇 ∗，▲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 ｄａｂｒｙｉ
乌鳢∗，▲

Ｃｈａｎｎａ ａｒｇｕｓ
鳡▲

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ａｍｂｕｓａ
Ｌｕｃｉｏｂｒａｍａ

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沙塘鳢∗，▲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 ｓｐ．
七彩神仙鱼
Ｓｙｍｐｈｙｓｏｄｏｎ ｓｐ．
剑尾鱼
Ｘｉｐｈｏｐｈｏｒｕｓ ｈｅｌｌｅｒｉｉ
食蚊鱼
Ｇａｍｂｕｓｉ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湖北（１３） 长江 －

江西（９） 长江 －

广东（７） 珠江 －

伊犁（２０）∗ 伊犁河 －

刘家峡水库（４） 黄河 －

江西（９） 长江 －
高邮湖（２１）∗ 淮河 －
湖北（武汉）（１３）∗、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

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

广东（７） 珠江 －
丹江口水库（１２）∗ 长江 －
湖北（武汉）（１３） 长江 －

洪湖（２２）∗、牛山湖（２３）∗ 长江 －

－ － －

－ － －

－ － －

冯伟 １９８７

王溪云 １９８５

廖翔华等 １９５６

本文

冯伟 １９８７，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
王溪云 １９８５，
本文

本文

本文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 本文

湖北水生生物研
究所 １９７３

本文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

　 　 ∗表示鱼类宿主、分布地区为首次记录；Ｎｏ． 表示图 １ 中采样地点； 感染率，检查鱼尾数少于 ２０ 尾的感染率直接用感染尾数 ／
检查鱼总尾数表示； “ － ”表示未统计感染率；＃ 调查的鱼类来自养殖池塘；▲ 在肠道中发现的头槽绦虫没有成熟的节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Ｎｏ．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ｆｉｓｈ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２０，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ｆｉｓｈ； “ － ”， ｎｏ 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ｆｉｓｈ ｆｒｏｍ ｒｅａｒｅｄ ｐｏ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ａｐｅｗｏｒｍ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ｉｓ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鱼、宽鳍 （Ｚａｃｃｏ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赤眼鳟中都有 头

槽绦虫的感染发生。 除了在宽鳍 中检查到的

感染率较低（０ ８％ ～ １ ５％ ）外，鲤、草鱼、马口

鱼、赤眼鳟的感染率都较高。

３　 讨　 论

头槽绦虫（九江头槽绦虫）是一种淡水

鱼类比较常见的肠道寄生虫蠕虫；它不仅严重

危害我国养殖的草鱼、鲤鱼等鱼类，而且伴随着

亚洲地区鱼类苗种输出广泛扩散并成功入侵到

其他大陆水体，并威胁到当地土著鱼类种群。

有关于该绦虫的起源、感染宿主种类、地理分

布、入侵和定植机制、遗传多样性和种群分化等

问题一直受到国际鱼类寄生虫学家的普遍关注

（廖翔华等 １９９８，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
Ｂｒｉｔ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Ｚａｒｇ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通过对国内各水系 头槽绦虫流行病学调

查，廖翔华等（１９９８）和 Ｌｉａｏ（２００７）认为 头槽

绦虫主要寄生于鲤科鱼类，寄生在鲤和草鱼中

的 头槽绦虫有明显的域特异性。 寄生在草鱼

上的 头槽绦虫的分布局限于珠江水系，寄生

于鲤的 头槽绦虫分布于长江上游、黄河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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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水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鲤鱼和草鱼中不

存在 头槽绦虫的感染。 然而，Ｎｉｅ 等（２０００）
和 Ｌｕｏ 等 （２００２）的调查发现，在长江流域该绦

虫广泛寄生在 条（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红
鳍原鲌 （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和戴 氏 鲌

（Ｃｕｌｔｅｒ ｄａｂｒｙｉ） 等鱼类中；不仅如此， Ｘｉ 等

（２０１１） 和作者在鱼类寄生虫调查过程中，在江

西、江苏、辽宁的池塘养殖草鱼中都发现了 头

槽绦虫。 虽然，这不可能排除由于草鱼、鲤鱼苗

种在国内不同地区的频繁引种使得 头槽绦虫

得以广泛扩散。 但是 头槽绦虫在亚洲、非洲、
美洲、欧洲、大洋洲皆有发生，其所跨越的地域

范围远大于国内动物区系所跨越的地理纬度。
因此， 头槽绦虫在国内不同流域养殖的草鱼、
鲤鱼上都有可能发生和建立种群。 此前所报道

的寄生在草鱼、鲤宿主上的地理特异性可能与

其调查强度和调查所处的年代有直接关系。
根据本文的统计结果，在我国 头槽绦虫

可感染 ３１ 种淡水鱼类，其中鲤科鱼类是其主要

宿主，占 ２６ 种。 各大水系中鲤、草鱼、马口鱼、
赤眼鳟的感染率最高。 鲤鱼和草鱼是我国传统

的淡水养殖品种，不同地区间种苗引种较为频

繁且池塘养殖鱼体寄生虫的感染率和感染强度

通常要大于自然水体；然而，马口鱼和赤眼鳟为

小型野生鱼类，几乎没有人工化养殖，其较高的

感染率和地理分布范围表明马口鱼和赤眼鳟为

头槽绦虫在自然水体主要宿主。 习丙文等

（２００９）在丹江口水库连续两年调查发现 头

槽绦虫在马口鱼中年平均感染率达 ２０ ３１％ ，
感染强度 １ ２８ ± ０ ６１。 作者进一步根据对采

集自我国不同地点和鱼类宿主上 头槽绦虫的

种群基因型多样性分析后认为马口鱼可能为

头槽绦虫的原始宿主（数据待发表）。
在自然界中寄生虫与宿主是一对联系非常

紧密的生物组合体。 宿主为寄生虫提供了主要

的生存环境、食物来源和繁殖条件，而不同宿主

体内生理生化条件的多样性可能促使寄生虫种

群不断分化和形成遗传多样性。 头槽绦虫具

有如此多的鱼类宿主和广泛的地理分布，其不

同宿主或地理种群间是否存在分化一直是鱼类

寄生虫学家关心的重点问题（Ｎ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７）报道在同一养殖水体

中感染草鱼的 头槽绦虫不会同时感染鲤；不
同来源的 头槽绦虫存在严格的宿主特异性。
廖翔华等（１９９８）通过应用引物随机扩增多态

ＤＮＡ （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ＮＡ，
ＲＡＰＤ）分析发现，寄生于鲤的头槽绦虫与寄生

于草鱼的头槽绦虫间相似性为 ７２％ ～ ９６％ ，寄
生于马口鱼的头槽绦虫与寄生于草鱼和鲤的头

槽绦虫之间的相似性非常低，仅为 ２４％ ～
２８ ２％ 。 Ｌｕｏ 等 （２００２）运用核糖体转录间隔

区 （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 Ｄ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ｓｐａｃｅｒ，
ｒＤＮＡ ＩＴＳ）为分子标记，分析了来自中国和其

他国家共 １１ 种不同鱼类宿主的 头槽绦虫的

分子变异及种内系统发育，结果表明，来自不同

地点和宿主的 头槽绦虫属同一种，但种内存

在 ３ 种不同的基因型。 然而，在 Ｌｕｏ 等 （２００２）
的研究中并没有包含来自于马口鱼体内的头槽

绦虫。 作者应用 ｒＤＮＡ ＩＴＳ 和线粒体细胞色素

ｂ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ｂ， ｍｔＤＮＡ ｃｙｔ ｂ）为
分子标记对采自中国不同水系（珠江、长江、辽
河水系等）和不同宿主鱼类（马口鱼、鲤鱼、草
鱼、 条等）的头槽绦虫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

遗传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寄生于马口鱼的头

槽绦虫与寄生在鲤和草鱼头槽绦虫具有显著的

遗传差异以及不同的宿主特异性（数据待发

表）。 这些研究都表明，我国鱼类寄生的 头

槽绦虫具有很高的遗传多样性。 有关于 头槽

绦虫的物种分类、种群扩散、分子进化等问题有

待于更多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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