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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氏切头涡虫在福建的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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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福建省闽清县安仁溪上游尚德村附近溪流中的石蟹体表发现辛氏切头涡虫（ 1%2$(3%4"+,+
&%24%*#），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三次在我国的自然界采获该种涡虫，并首次在切头涡虫体内发现寄生

线虫。对生活在闽清山区溪流中的辛氏切头涡虫的生境、形态结构、生活习性、食性、地理分布等做了记

述，对辛氏切头涡虫的栖主、超寄生现象和分布等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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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头涡虫最早于 %’$# 年发现于南美洲智

利的圣地亚哥，该物种在动物学上的地位曾有

过长时间的争议。发现之初，由于虫体的后端

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吸盘，能做尺蠼式运动，且附

生在甲壳动物的体表而被当作环节动物门的蛭

类。L2M45.U85I25 为该虫取名为：=*+$3"#(>?%,,+
3"#,%$&#&（即智利冠蛭蚓，现属蛭纲的蛭蚓科）［%］。

YG85B:8JI 的进一步观察研究发现切头虫体表光

滑，不分节，没有体腔，消化道不完全，应属于扁形

动物门。为此，他创立了切头属（1%2$(3%4"+,+ ），

并改智利冠蛭蚓（ =*+$3"#(>?%,,+ 3"#,%$&#&）为智

利 切 头 虫（ 1%2$(3%4"+,+ 3"#,%$&#& ）。 Z;V;J
（%’’,）和 YJ835（%’), ( %,,*）等认为切头虫属

于吸虫纲，而 =8DF;GG（%’,*）和 Y;5:8C（%,"%）

等认为切头虫兼有涡虫和吸虫的特征，其分类

地位应介于涡虫纲和吸虫纲之间，并创立了切

头纲（U;C52B;A:8G24I;8）。小小的蠕虫引起了

分类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从 %’)" ( %,*% 年的 #"
年 间 R:4G4AA4、@;CA;J、Z22I.L8D25、=8DF;GG、
Z8[;; 和 Y8;J 等动物学家先后从形态学、生态

学、组织学、解剖学、地理学等领域，由宏观到微

观对切头虫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现在多数

学者均同意将切头虫归在扁形动物门涡虫纲的

切头虫目之下。

切头虫是一类在动物分类学上具有独特地

位的、有趣的扁形动物，它为认识从自由生活的

涡虫.体外共栖的切头涡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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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寄生的吸虫类



型的发展过程、探讨扁形动物的系统进化提供

了极好的素材。

!"#$ 年 %&& 报道在福州附近溪流的石蟹体

表采到辛氏切头涡虫［’］，但具体地点无考，这是

切头涡虫在我国的最早记录。’( 年后唐仲璋

在福建省福清市灵石寺附近溪流的石蟹体表再

次发现辛氏切头涡虫，他从形态学、胚胎发育以

及组织学等方面对辛氏切头涡虫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 年温茹淑报道在广州嘉禾水产

养殖场的淡水螯虾 体 表 发 现 该 种 切 头 虫［#］。

’((’ 年作者在福建省闽清县进行水生动物野

外考察，于安仁溪上游桔林乡尚德村附近山溪

的石蟹体表采获切头虫，经详细地比较确定为

辛氏切头涡虫（ !"#$%&"’()*) +"#’",-），这是 $$
年来第三次在我国的自然界中发现该种涡虫。

与福清的标本相比，两地的切头虫除了形态和

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外，首次在切头虫体内

发现寄生线虫。

辛氏切头涡虫在我国自然界的地理分布区

域窄，见 者 不 多，国 内 相 关 的 参 考 资 料 很

少［# ) *］，现有的动物学教科书中有关涡虫纲的

分类章节亦未提及，我国至今未见切头属涡虫

外部形态及内部结构的实物照片，作者认为有

必要对辛氏切头涡虫———闽清标本的形态构

造、生活习性、栖主以及超寄生现象作一介绍。

! 材料与方法

标本采自福建闽清县桔林乡尚德村附近的

溪流中，活体标本附生在石蟹的体表，将石蟹连

同切头虫一并带回实验室内饲养、观察；在体视

显微镜下对虫体进行解剖观察；用洋红及台拉

菲尔氏+伊红（,+-+.）两种染色方法对切头虫的

整体和组织进行染色并制成永久性玻片标本。

" 结果与分析

"#! 外部形态 虫体小，生活时体呈白色，半

透明（图 !）。静止时成虫全长 ’/(* ) #/$* 00
（不含触手长），最大体宽 !/(( ) !/1* 00。虫

体腹面扁平，背面微拱，静伏在石蟹的体表时外

形略似小乌贼。体表具角质膜，光滑而无纤毛。

身体前端有 * 条指状触手，中央的 # 条较宽长，

静止时最长的触手为 !/2 00，最短的触手为

(/* 00。虫体伸缩自如，完全伸长时体长可达

*/* 00，触手长度可达 * 00。在采获的切头虫

标本中作者还观察到触手末缘开裂成二叉的畸

形个体。后吸盘大，圆形，有极短的柄，虫体可

绕吸盘柄旋转，旋转角度近 ’3(4。
"#" 内部结构

"#"#! 消化系统 口位于身体前端的腹面，口

腔之后有一肌肉质发达的咽，捕食时咽可翻出

体外。肠道紧接着咽，受肠道前缘中部腹面的

咽囊和后缘中部腹面的排精囊的挤压，多数虫

体的肠腔在外观上略呈‘-’型，腔体很大，呈囊

状，常有分叶现象，营胞内消化，虫体没有肛门，

消化道不完全。

"#"#" 体壁及皮肤肌肉囊 辛氏切头涡虫的

体表被有一层光滑的角质膜，膜下有皮层细胞，

胞内具杆状体。切头虫的肌肉纤维非常发达，

体壁的肌肉可分为表面的环肌、中间的斜肌和

内面的纵肌三层。触手基部的肌纤维横向成束

排列，其分支向前一直延伸至触手的末端，在用

硼砂洋红染色的标本中这一结构显示的非常清

楚（图 ’）。正是由于体内有发达的肌纤维，所

以切头虫的身体和触手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灵

活性。切头虫的后吸盘的肌纤维也极为发达，

表层的环肌绕吸盘中心呈同心圆状排列。

"#"#$ 排泄系统 辛氏切头涡虫的排泄系统

属于原肾系统，在虫体的前端，口的两侧有一

对可收缩的圆形或卵圆形排泄囊，排泄管开口

在排泄囊的中央。排泄管和焰细胞在活体时很

容易观察到。据 -567&88 等的研究，排泄囊内有

纤毛存在，但是，唐仲璋在活体及组织切片标本

中均未见到有纤毛［!］，作者亦未看到有纤毛的

存在。排泄管自排泄囊的后缘伸出，分为横管

和纵管，横管共有 $ 条，一条在触手的基部，一

条与眼部平行，一条在咽与肠管之间，还有 # 条

在肠管与后吸盘之间。此外，排泄管还惯穿到

* 条触手之中，除中央一条触手内的排泄管为

单条外，其他 2 条触手内的排泄管均为两条。

排泄管在触手内的分布呈屈曲状，一直延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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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也同时向内缢缩，此时囊内的废液被排出体

外。

!"!"# 生殖系统（图 ! 上） 辛氏切头涡虫为

雌雄同体。雄性生殖系统通常有两对卵圆形的

精巢、分列在肠管中、后部的左右两侧，前一对

精巢略小于后一对。但是，精巢的数目有变化，

作者在采获的 "" 只切头虫中观察到 ! 只仅有 #
对或 ! 个精巢的虫体。前后精巢之间有输精管

相通，后一对精巢各有一条输精管与膨大的储

精囊相连接，储精囊又与位在其右侧的前列腺

相连结，前列腺通往射精管。虫体有一细长的

阴茎，全长 #$" % &’(!)，阴茎外面被有一具网

状花纹的几丁质阴茎鞘（ 图 ! 下），交配时阴茎

可从生殖腔中伸出体外。雌性系统包括卵巢、

输卵管、受精囊、卵黄腺和排精囊。卵巢单个，

输卵管极短，卵黄腺数量很多，呈分支状排列在

虫体的左右两侧。据唐仲璋记载，福清标本的

卵黄腺分布在肠管的背面及两侧的组织中［#］。

而闽清标本的卵黄腺仅分布在肠管两侧的组织

中，肠管的背面少有分布，这可能与性腺所处的

不同发育期有关。排精囊较大，略呈三角形，位

在肠管后缘的中部，其主要功能是排除体内多

余的精子和卵黄细胞［#］。切头虫的卵囊呈椭圆

形，无柄，直接黏附在石蟹头胸甲及足的背面，

卵囊的长度为 *!+" % $*+’!)，宽为 !’+# % &!+,

!)。

!"!"$ 神经系统及感觉器官 脑位在咽部前

方的背面，呈较宽阔的带状，并有许多神经纤维

伸入触手中，据 -./012 等的研究，辛氏切头涡

虫的神经系统与涡虫纲的其他种类为同一模

式，具有两层神经网，第一层位在表皮之下，第

二层位在纵走的肌纤维的内面，由 ! 对纵走的

神经索，即背神经索、侧神经索和腹神经索组

成，这些神经索之间通过横向及斜向行走的神

经联系成一个神经网［#］。

辛氏切头虫有一对黑色的眼点，位在脑部

前侧的背方，两眼间距 (+#’ % (+"’ ))，眼点通

常呈弯月形，弯月面向外，但亦发现有些个体的

眼点的色素体呈菱形或短杆状排列。

!"% 生活环境、栖主及运动方式 标本采自福

建省闽清县安仁溪上游的桔林乡尚德村附近的

一条支流中，水流不大，溪中的鹅卵石只部分浸

没在水中。溪流两岸多为灌木丛，环境阴湿。

切头虫附生在石蟹头胸甲的表面，着生位置为

头胸甲的侧鳃区、螯足的腹侧、步足腹缘的内侧

面及腹部第 " % ’ 节等处。蟹体静止不动时，切

头虫也静伏于蟹体表面。虫体通常栖居在蟹体

表面，但亦能主动离开蟹体附在鹅卵石上。在

实验室中，作者将切头虫与福建华溪蟹、日本绒

螯蟹、沼虾和环棱螺等放在同一水族箱中，切头

虫除了很快就能重新附在华溪蟹体表外，也能

自动攀附到环棱螺的壳表，但是，在环棱螺的体

表时间不长即又离开螺壳，始终未见虫体攀附

到日本绒螯蟹和沼虾的体表，实验显示虫体对

福建华溪蟹有很强的识别和亲和力。

切头虫的运动方式有二种：（#）当蟹体运

动，或是当周围的水体受到扰动时，切头虫即延

展身体，伸长触手并仰起身体前部，身体以吸盘

柄为轴左右旋摆，旋转幅度可达到 "$(3，同时触

手上下交替摆动，作捕食状运动；（"）移位时虫

体即以触手和后吸盘交替吸着，做尺蠖式运动。

!"# 食性 辛氏切头涡虫以单细胞藻类、原生

动物、轮虫、蠕虫和小型甲壳动物等为食［#］。在

实验室中用活体枝角类对切头虫进行投饵试

验，无捕食反应，虫体对活体桡足类饵料反应积

极。在切头虫的饲养过程中还发现虫体除了取

食桡足类外，也能主动取食田螺体表分泌的粘

液。

!"$ 超寄生现象 作者对 , 只切头虫进行解

剖，在切开其中 " 只虫体的体壁时发现有许多

的活体小线虫自组织间散出。

% 讨 论

%"& 栖主 据唐仲璋记录，生活在福清市灵石

寺附近山溪中的辛氏切头涡虫的栖主为溪蟹科

的锯齿溪蟹（ !"#$%"& ’(&#)*+,$#+-）［#］。#4*$ 年

5100 以雄性第一和第二腹肢的构造全面系统地

修订了淡水蟹类的分类系统，并创立了华溪蟹

科（67218109)7:9.）和华溪蟹属（ .)&"/"#$%"&）［*］。

据此，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长期以来被认作溪

·’,·’ 期 许友勤等：辛氏切头涡虫在福建的新分布



蟹科（!"#$%&’$(）溪蟹属（ !"#$%"&）的锯齿溪蟹

（! ) ’(&#)*+,$#+-）应移归华溪蟹科的华溪蟹属。

按照这一分类系统，福清灵石寺附近溪流中的

辛氏 切 头 涡 虫 的 栖 主 应 为 锯 齿 华 溪 蟹（ . )
’(&#)*+,$#+-）。但是，戴爱云的研究表明，锯齿

华溪蟹在我国的分布区域只限于长江中、上游

及其附近地区，如四川、湖南、河南、湖北、陕西、

贵州、广西等，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没有发

现；并在对福建的淡水蟹类作了较全面深入的

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分布在福建的华溪蟹与锯

齿华溪蟹之间有明显的不同，并将广泛分布在

福建各地溪流中的华溪蟹鉴定为一新种，即：福

建华溪蟹（ . ) /+0)$&(&-)-）［*］。由于未能看到唐

氏的标本，无法确认分布在福清灵石寺附近山

溪中的辛氏切头涡虫的栖主究竟是锯齿华溪蟹

还是福建华溪蟹。作者对发现在闽清山区的辛

氏切头涡虫的栖主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其

雄性附肢属于外指组，明显不同于锯齿华溪蟹

的内指组模式，其他形态构造也与福建华溪蟹

相同，故确定为福建华溪蟹（. ) /+0)$&(&-)）。

!"# 准超寄生现象 扁形动物门的吸虫纲和

绦虫纲均为典型的寄生类型，涡虫纲的多数种

类营自由生活，少数营寄生生活，切头虫是介于

寄生与自由生活之间的体外共栖类型。作者在

对部分切头虫进行解剖时发现，虫体的前端及

两侧的组织间存在有许多的小型线虫，对部分

虫体进行整体染色装片证实了在辛氏切头涡虫

身体的前部、两侧以及触手的组织间生活着数

量可观的小型线虫（图 +）。作者注意到这种线

虫在虫体的胃腔中并未存在，表明线虫与切头

虫之间为寄生虫与寄主的关系，而非食饵与食

主的关系。生物学上一种生物寄生在另一种寄

生 物 体 内 的 现 象 称 为 超 寄 生 现 象

（,-.(/.$/$,&#&,% .0(1"%(1"1）。然 而，辛 氏 切 头

涡虫 与 福 建 华 溪 蟹 乃 共 栖 性 的 负 带 关 系

（.0"/(,&,）［2］，尚不属真正的寄生与被寄生关系，

那么线虫与辛氏切头涡虫之间也只能算是准超

寄生关系。有关切头涡虫和线虫之间的准超寄

生现象此前尚未见有报道，至于线虫的分类学

地位，以及线虫对涡虫的感染或侵入的方式尚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切 头 虫 在 我 国 的 分 布 切 头 目 涡 虫

（3(%1"4(.0$5&’$）目前已知有 6 科 72 属，主要分

布区域为澳洲、新西兰、印尼、马来亚、印度、南

太平洋群岛、马达加斯加、南美洲和欧洲的巴尔

干半岛等地。切头属涡虫的多数种类都分布在

南半球，北半球只发现辛氏切头虫和墨西哥切

头虫（1 ) %$2)*$&$）7 种。辛氏切头涡虫分布于

澳洲、苏门达腊、西里伯、爪哇、马来亚和中国。

7882 年温茹淑等报道在广州嘉禾养殖场的四

脊粗螯虾（34(5$2 6+$’5)*$5)&$#+-）体表采获辛氏

切头涡虫，这是国内有关辛氏切头涡虫与淡水

螯虾共生的首次报道［9］，同样 2::; 年吴志新等

报 道 在 武 汉 一 个 养 殖 场 发 现 切 头 虫

（7)*(5$#"*(84$,$ ,.)）［<］，栖主也是四脊粗螯虾，

据记载该属切头虫主要分布在南半球、澳大利

亚、新西兰、印度、锡兰、马达加斯加、南美洲和

中美洲等地，北半球没有分布。众所周知，四脊

粗螯虾的原产地为大洋洲，我国最初于 2::7 年

从澳大利亚引入广东和湖北进行人工养殖［;］，

显然，广州嘉禾养殖场中发现的辛氏切头涡虫

是在引进四脊粗螯虾时由于对进口动物消毒和

检疫工作的疏漏使其随寄主一起进入我国，因

此，养殖场内发现的辛氏切头涡虫不能作为该

涡虫在我国自然界的分布记录，就目前所知辛

氏切头涡虫在我国的自然界中仅福建省福州地

区的福清市和闽清县有发现。

在南半球及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辛氏切头

虫的主要栖主是溪蟹科溪蟹属的种类，我国是

辛氏切头涡虫的分布北界，闽清县山区的这次

发现，使该种在我国境内的地理分布又向北推

进了一些。福清市与闽清县虽然同属福州地

区，但是前者位于沿海山区，后者位于内陆山

区，两地溪流分属于不同流域，水体间亦无联

系，辛氏切头涡虫在闽清的栖主为华溪蟹，这表

明辛氏切头涡虫在从南半球的热带地区向北半

球亚热带地区的扩布过程不仅成功地适应了环

境气候的变化，而且找到了新的栖主，并从沿海

地区开始向内陆地区扩展。华溪蟹广泛分布在

长江以南各省山区的溪流中，是我国特有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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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蟹类［!］，闽江是福建省第一大河流，福建华溪

蟹在福建省的南北各地均有分布，闽清县安仁

溪属于闽江下游的一条支流，因此有理由推测

辛氏切头涡虫在我国的分布当不会仅局限于福

州地区，至少在福建省会有更广泛的分布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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