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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记述了在甘南高原沼泽湿地中鉴定到的 * 种土壤纤毛虫! 这些种类分别为$ 野生假膜虫
"1(4("06%$+ &%,=+4#3+#)布若雷亚尼瓦拉虫"P+,,+3L#+ 8)O(*%+$##)水藓宽口虫" :4%#$#+ &2"+/$#3(,+#)埃托

拟突口虫"!($>0,(&4(6#>%&%4(&3"%$&#&#)粘游仆虫"K)2,(4%&6)&3#3(,+#和斯坦赭虫"I,%2"+*#&6+ &4%#$##! 其

中!野生假膜虫)布若雷亚尼瓦拉虫和水藓宽口虫这 ) 种为中国土壤纤毛虫新纪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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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纤毛虫作为土壤生态系统微型生物群
落"-/>@9Y/93.>9--:4/3?#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
其他土壤微型生物一样! 在土壤生态系统的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甘肃
甘南高原沼泽湿地作为青藏高原海拔最高)范
围最大的湿地! 是黄河上游至源头的重要水源
涵养和补给区( 为了深入了解沼泽湿地的生物
物种多样性! 为自然保护区的持续发展提供科
学资料! "##& 年 % 月至 "#$" 年 % 月! 通过对
该地区的土壤纤毛虫进行分类及物种多样性研
究! 共鉴定到纤毛虫 "&% 种! 本文对其中 * 种
"包括 ) 种国内新纪录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材料与方法

虫体采自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高原沼泽湿
地! 采样方法为 +梅花五点法 , "宁应之等
$&&A! 沈韫芬 $&&&#( 土样带回实验室后! 经
过培养)分离)活体观察及蛋白银染色法对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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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鉴定( 本文分类系统采用 0?44 ""##A#的
分类系统(

A?物种描述

A@> ? 野 生 假 膜 虫 " !#,#%72"(’ )"-A’,*&’
W%F9%#6%#$ >E^K # " 图 $ # ! 属 旋 毛 纲
"GW/@93@/>8<.#排毛亚纲 " G3/>893@/>8/.#散毛目
"GW9@.=93@/>8/=.#尖毛科 "F_?3@/>8/=.<#假膜虫
属"1(4("06%$+#( 鉴定参考 f<@5<@"$&&&#(

虫体基本为背腹扁平! 体右侧呈圆弧状!
前端 逐 渐 尖 细( 活 体 大 小 为 " $)#\## (
$*B\’##’-d"’#\## (B’\###’-! 身体长宽
比约为 "w$( 身体较柔软! 可弯曲( 中和高倍
镜下! 体中有少量黑灰色颗粒! 为色素颗粒的
非匀质分布! 但背部未见有明显颗粒存在’ 胞
质无色! 活体透明! 胞内含大量食物颗粒)油
滴)细菌和结晶体! 螺旋式向前游动! 腹部棘

毛附着于固体物表面+行走,(
口 围 带 " .=9@.0X94< 9V-<-Y@.4<00<7!

DOK#长度达体长的 "Bv! 由 )$ ()A 片小膜组

成! 口内膜与口侧膜呈镰刀状 +A,字型相交!

为+假膜虫型口器,( 口后腹棘毛呈近直线排

列’ 横棘毛长约 "# ’-! ) 根位于左侧呈一直

线状排布! 另 $ 根位于体右侧! 与左侧 ) 根构

成+-,形! 但 % 根横棘毛排列方式在不同个体

间有所不同! 有些个体的左侧靠体中部的 " 根

与靠近尾部的 $ 根相距较远! 而与右侧的一根

相接近! 总体看呈两组排布( 野生假膜虫的形

态学统计特征见表 $(

该种 于 $&A’ 年 由 P<-Y<@5<@命 名 为
;E04*#3"#>+ &%,=+4#3+! 但是观察不详细! 后来
f0.33<@<@等 " $&AA # 根 据 特 征 将 其 归 于
1(4("06%$+ 属( 本种的鉴定特征为$ 体长椭圆

表 >?野生假膜虫的形态学统计特征"数据来自蛋白银制片#

C,9+%>?N.’F%-#.:,+:3,#,:-%#./,-.’(’0!#,#%72"(’ )"-A’,*&’ "M+7*209A-0,+-;0/4@A-*;9+,*27A*.4@*97#

特征
!(+-+.,*-

最大值
=+K4@1@

最小值
=494@1@

平均值
=*+9

标准差
>,+92+-2
2*64+,409

变异系数"Q#
!0*::4.4*9,0:
6+-4+,409

个体数
’9246421+/
91@<*-

体长
M023/*9;,("’@#

$*) $"’ !$)*\& ! $’\% $# &

体宽
M023842,("’@#

B’ ’# ! *)\) !!&\& "# &

口围带长
R20-+/509*0:@*@<-+9*//*7
/*9;,("’@#

A) %) ! ’B\" ! $%\A )# &

大核数
=+.-091./*+-7*;@*9,791@<*-

" " !!"\# !!#\# # &

小核数
=4.-091./*491@<*-

" " !!"\# !!#\# # &

左缘棘毛数
N*:,@+-;49+/.4--491@<*-

"" $* ! "#\B !!$\& $# &

右缘棘毛数
H4;(,@+-;49+/.4--491@<*-

"* "# ! ""\& !!"\) $# &

口棘毛数
M1..+/.4--491@<*-

$ $ !!$\# !!#\# # &

横棘毛数
?-+976*-7*.4--491@<*-

% %# !!%\# !!#\# # &

尾棘毛数
!+12+/.4--491@<*-

" "# !!"\# !!#\# # &

背触毛列数
#0-7+/P49*,4*79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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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野生假膜虫
1.6@>?L’#*3’+’6& ’0!#,#%72"(’ )"-A’,*&’

.)Y;活体腹面观’ >;蛋白银染色腹面观’ =;蛋白银染色背面观! 示大)小核’ <;腹面纤毛图式’ V;口内膜)口侧

膜及尾触毛(

.! Y;p<43@.0[/<1#$ =#=(’ >;p<43@.0[/<1.V3<@W@93.@590/-W@<54.3/94’ =;U9@7.0[/<1.V3<@W@93.@590/-W@<54.3/94!

7891/45-.>@94:>0<.@7<5-<437.4= -/>@94:>0</’ <;p<43@.0[/<17891/45/4V@.>/0/.3:@<’ V;+4=9@.0-<-Y@.4<! W.@9@.0

-<-Y@.4<.4= >.:=.0>/@@/;

形! 前 端 钝 圆! 后 端 窄 圆! 波 动 膜 为
1(4("06%$+ 型( 此种为我国新纪录种(
A@A?布若雷亚尼瓦拉虫 "B’--’&C*’ 0/8#+"’(*
X%*2.$ >EK># "图 "#!属旋毛纲" GW/@93@/>8<.#

排毛亚纲" G3/>893@/>8/.#排毛目" G3/>893@/>8/=.#
卡尔科"r.]0/<00/=.<#瓦拉虫属"P+,,+3L#+#( 鉴
定参考 I9/774<@等""##"#(

虫体在活体下大小约"*B\’# ($""\’##’-



*"*%!!* 动物学杂志 !"#$%&%’()*$+,(-.((,(/0 %& 卷

d""’\’# (*)\’##’-! 长椭圆形! 前端窄圆!
后端拓宽)浑圆( 身体背腹扁平! 腹面在前 $b)
处明显凹陷! 背面在口围带拐弯处显著凸起(
左缘略平直! 在口围带拐弯处微凹! 右缘呈均
匀弧形( 大核 " 个! 椭圆形! 染色后第一枚大
小约 "$"\’# ’-d*\AA ’-# (" ""\’# ’-d
$$\"’ ’-#! 距虫体前端 $’\## ()$\"’ ’-! 第
二 枚 大 小 约 " $#\## ’- dA\$) ’-# (
""$\"’ ’-dB\’# ’-#! 距 后 端 $$\"’ (
)$\"’ ’-! 两大核间距约 $#\## ( )"\’ ’-(
在部分个体中观察到其大核具有复制带! 宽约
$\"’ ’-! 将大核分为不等的两部分( 小核 "
个! 椭 圆 形 到 圆 形! 大 小 为 " )\B’ ’- d
)\B’ ’-# ("A\B’ ’-dB\’# ’-#! 分别紧贴
于大核左侧! 间距约 "’\## (%A\B’ ’- "表
"#( 伸缩泡 $ 个! 位于体中部靠左侧( 胞质无

色! 体内含有许多食物泡和摄入的藻类及结晶
体等物质(

虫体具有前腹触毛 ’ 列! 位于虫体前端!
紧贴于口围带右侧’ 第 ")) 列前腹触毛分别有
% 根)’ 根触毛! 每一列最前端的触毛与第一列
相似! 较其他前腹触毛粗壮! 其中第 " 列最后
一根触毛位于口旁膜之右侧( 虫体口器为典型
的殖口虫型! 即口围带从体前端沿左缘之下!
大约到虫体中部或 "b) 处突然向右拐入’ 口旁
膜位于口围带右侧! 由 $" ($% 根不连续的纤
毛组成! 口后膜纤毛排列浓密! 顶端位置明显
低于口旁膜前端! 口旁膜和口后膜近平行(

该种首次在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被发
现! 但仅观察到活体! $&A" 年! P<-Y<@5<@分
析了 I9/774<@在 $&B* 年的研究成果后! 将其归
入 P+,,+3L#+ 属( 本观察中的种群个体口围带发

表 A?布若雷亚尼瓦拉虫的形态学统计特征"数据来自蛋白银制片#

C,9+%A?N.’F%-#.:,+:3,#,:-%#./,-.’(’0B’--’&C*’ 0/8#+"’(*"M+7*209A-0,+-;0/4@A-*;9+,*27A*.4@*97#

特征
!(+-+.,*-

最大值
=+K4@1@

最小值
=494@1@

平均值
=*+9

标准差
>,+92+-2
2*64+,409

变异系数"Q#
!0*::4.4*9,0:
6+-4+,409

个体数
’9246421+/
91@<*-

体长
M023/*9;,("’@#

$") *A !$##\$ ! $)\& ! $)\& $*

体宽
M023842,("’@#

*) "’ ! %*\& ! $#\" ! "$\B $*

口围带长
R20-+/509*0:@*@<-+9*//*7
/*9;,("’@#

*& %$ ! ’A\$ !!B\) ! $"\* $B

大核数
=+.-091./*+-7*;@*9,791@<*-

" " !!"\# !!#\# !!#\# ""

小核数
=4.-091./*491@<*-

" $ !!"\# !!#\% ! "#\# "$

左缘棘毛数
N*:,@+-;49+/.4--491@<*-

$’ $# ! $)\# !!$\% ! $#\% $’

右缘棘毛数
H4;(,@+-;49+/.4--491@<*-

$* $# ! $"\# !!$\’ ! $"\* $*

口棘毛数
M1..+/.4--491@<*-

$ $ !!$\# !!#\# !!#\# "$

横棘毛数
?-+976*-7*.4--491@<*-

" " !!"\# !!#\# !!#\# $A

尾棘毛数
!+12+/.4--491@<*-

% ) !!)\# !!#\" !!A\# $A

背触毛列数
#0-7+/P49*,4*79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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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布若雷亚尼瓦拉虫
1.6@A?L’#*3’+’6& ’0B’--’&C*’ 0/8#+"’(*

.)>;活体腹面观’ Y)=;蛋白银染色腹面观’ <;前大核和小核(

.! >;p<43@.0[/<1#$ =#=(’ Y! =;p<43@.0[/<1.V3<@W@93.@590/-W@<54.3/94’ <;K.>@94:>0<.@7<5-<437.4= -/>@94:>0</;

达! 有 )$ ()’ 片小膜! 长度约 %$ (*& ’-! 约
占虫体长的 "b)! 拐入后其最末端距右侧
"$\"’ ())\B’ ’-( 口 侧 膜 长 约 $#\’# (
$B\’# ’-! 有纤毛 $" ($% 根! 多为 $" 根( 口
内膜长约 $’\## ()$\"’ ’-( 该种在法国)纳
米比亚和非洲均被发现过"f<@5<@"#$$#! 在国
内为新纪录种! 再次证明了其全球普遍性的

特征(
A@G ? 水 藓 宽 口 虫 " =,"*(*’ )$%’:(*&#-’
1’.22(%#$ >E^E # " 图 ) # ! 属 旋 毛 纲
" GW/@93@/>8<.#排毛亚纲 " G3/>893@/>8/.#散毛目
"GW9@.=93@/>8/=.#尖毛科 "F_?3@/>8/=.<#宽口虫
属":4%#$#+#( 鉴定参考 f<@5<@"$&&&#(

虫体前端平坦透明! 口区深而薄! 甚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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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水藓宽口虫
1.6@G?L’#*3’+’6& ’0=,"*(*’ )$%’:(*&#-’

.;活体腹面观’ Y;示+漩涡, ’ >;口围带’ =;示+行走,态’ <;示左侧横棘毛"LH0#及右侧横棘毛"LH@# ’ V;示大

核"K.#及尾棘毛(

.;p<43@.0[/<1#$ =#=(’ Y;p/<19V38<+71/@0W990, ’ >;D=9@.0X94<9V-<-Y@.4<00<7’ =;L8<73.3:79V+1.0]/45, ’ <;

p/<19V3@.47[<@7<>/@@/9V0<V3"LH0# .4= @/583"LH@# ’ V;p/<19V-.>@94:>0<.@7<5-<437"K.# .4= >.:=70>/@@/;

到体背面表皮( 腹面平坦! 背腹压扁! 背部中
间明显隆起! 并向左侧有明显的凸出! 后端窄
圆! 但尾部亦平直( 虫体活体大小为 "$*B\’#
(")#\###’-d"B’\## ($"#\###’-! 虫体前
端! 口围带区较中部薄而透明! 尾部亦透明(
虫体内含有较多的食物颗粒和淡绿色的结晶体
及脂肪体等( 口围带约占体长的 ’#v! 由 )%
()A 片小膜组成! 口区宽大! 波动膜为典型的
+宽口型口器,! 由口内膜和口侧膜 " 部分组
成! 长椭圆形大核 " 个! 位于体中左侧! 前后

排列于体中线略右侧! 球形小核 " 个 "表 )#!
直径多为 ’ ’-! 紧贴于大核左侧或下方(

该种活体同小型棘尾虫的形态及运动方式
相似! 难以区分( 但是在高倍镜下! 该种波动
膜前端有一圆形小窝特别明显! 以区别棘尾虫
及其他种( 该种显著的特征有$ 口器为宽口
型! 横棘毛明显分为 " 组! 前后排列’ 口侧膜
的凹陷状+漩涡,是该种的一个主要特征! 染色
后可见其旋入到体内( 此种在国内为新纪录
种! 也证明了其分布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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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水藓宽口虫的形态学统计特征"数据来自蛋白银制片#

C,9+%G?N.’F%-#.:,+:3,#,:-%#./,-.’(’0=,"*(*’ )$%’:(*&#-’ "M+7*209A-0,+-;0/4@A-*;9+,*27A*.4@*97#

特征
!(+-+.,*-

最大值
=+K4@1@

最小值
=494@1@

平均值
=*+9

标准差
>,+92+-2
2*64+,409

变异系数"Q#
!0*::4.4*9,0:
6+-4+,409

个体数
’9246421+/7

体长
M023/*9;,("’@#

""’ $*) !$A&\A ! "%\# $# $$

体宽
M023842,("’@#

$)A A’ !$#)\% ! $*\’ "# $$

口围带长
R20-+/509*0:@*@<-+9*//*7
/*9;,("’@#

&) B’ ! A)\& !!*\" $# $$

大核数
=+.-091./*+-7*;@*9,791@<*-

" $ !!$\A !!#\% "# $$

小核数
=4.-091./*491@<*-

" " !!"\# !!#\# # $$

左缘棘毛数
N*:,@+-;49+/.4--491@<*-

") $* ! $&\$ !!"\$ $# $$

右缘棘毛数
H4;(,@+-;49+/.4--491@<*-

") $A ! $&\& !!$\’ $# $$

口棘毛数
M1..+/.4--491@<*-

$ $ !!$\# !!#\# # $$

横棘毛数
?-+976*-7*.4--491@<*-

’ ’ !!’\# !!#\# # $$

尾棘毛数
!+12+/.4--491@<*-

" $ !!$\% !!#\$ $# $$

背触毛列数
#0-7+/P49*,4*7-0891@<*-

) ) !!)\# !!#\$ # $$

A@J ? 埃 托 拟 突 口 虫 " .#(37-#),#2*3")
",#)&%"()*)1’.22(%#%-,+U$ AIIA # "图 %#!属
异毛纲 "P<3<@93@/>8<.#异毛目 "P<3<@93@/>8/=.#
突 口 科 " H94=?09739-.3/=.<# 突 口 虫 属
"!($>0,(&4(6+#( 鉴定参考 I9/774<@等""##"#(

虫体呈草鞋形! 柔软! 上部较为宽! 体背
腹扁平! 身体被覆纵列纤毛列( 口区宽阔呈大
+S,字形! 活体大小为""A’\## (’#’\### ’-
d"$%#\## ("’#\### ’-! 口围带占体长近一
半! 含小膜 ’’ (B% 片! 小膜长 "# (%# ’-’ 口
侧膜丰富且长( 口围带小膜进入胞口咽部为体
的最宽部位! 而口后部逐渐变窄( 全身纤毛列
多在 %# (B# 列! 纤毛排列紧密! 长 "" ’-"表
%#(

虫体内有少量食物颗粒)细菌和结晶体’
红绿蓝藻较为多见’ 有少许油滴!在不同个体

内所处位置不同’ 球形大核 * ($# 个! 常为 A
个! 位于体右侧! 呈链状排布! 且两端两个较
大’ 小核数个! 分布于大核附近( 部分个体呈
不规则性长卵形( 行动缓慢! 常无规则游动(

该种首次由 I9/774<@等""##"#发现! 广泛
存在于非洲纳米比亚的高盐分土壤中! 典型特
征是口区宽大并且口围带较长! 后在贝宁也发
现该种群! 口围带长度约占个体 )*v! 比纳米
比亚 种 群 略 小( 本 观 察 中 的 种 群 个 体 比
I9/774<@等""##"#报道的个体要大! 后者报道
的个体平均大小为 "%#\## ’-d$$#\## ’-!
而本文作者观察到的个体长度平均大小在
)&#\## ’-d"%#\## ’-左右(
A@K ? 粘 游 仆 虫 "?/$-#,")2/)&*&#-’ ;,3+$
>EGA# "图 ’!表 ’#!属旋毛纲" GW/@93@/>8<.#腹
毛亚纲"P?W93@/>8/.#游仆虫目"+:W093/=.#游仆



*"*A!!* 动物学杂志 !"#$%&%’()*$+,(-.((,(/0 %& 卷

图 J?埃托拟突口虫
1.6@J?L’#*3’+’6& ’0.#(37-#),#2*3")",#)&%"()*)

.)Y;活体腹面观’ >;示刚毛列’ =)V;口围带’ <;示大核(

.! Y;p<43@.0[/<1#$ =#=(’ >;p/<19V79-.3/>]/4<3/<7’ =! V;D=9@.0X94<9V-<-Y@.4<00<7’ <;p/<19V-.>@94:>0<.@

7<5-<437;

表 J?埃托拟突口虫形态学统计特征"统计数据来自蛋白银制片#

C,9+%J?N.’F%-#.:,+:3,#,:-%#./,-.’(’0.#(37-#),#2*3")",#)&%"()*)

"M+7*209A-0,+-;0/4@A-*;9+,*27A*.4@*97#

特征
!(+-+.,*-

最大值
=+K4@1@

最小值
=494@1@

平均值
=*+9

标准差
>,+92+-2
2*64+,409

变异系数"Q#
!0*::4.4*9,0:
6+-4+,409

个体数
’9246421+/7

体长
M023/*9;,("’@#

’## "A# !)&)\" ! *%\B "# $%

体宽
M023842,("’@#

)*) $B’ !"%*\) ! *)\& )# $%

口围带长
R20-+/509*0:@*@<-+9*//*7
/*9;,("’@#

"’# $## !$*$\) ! )A\B "# $%

大核数
=+.-091./*+-7*;@*9,791@<*-

$# * !!A\’ !!$\) "# $%



" 期 宁应之等$甘肃甘南高原沼泽湿地 * 种土壤纤毛虫记述 *"*&!!*

图 K?粘游仆虫
1.6@K?L’#*3’+’6& ’0?/$-#,")2/)&*&#-’

.)Y;活体腹面观’ =)<;示大核及小核’ >)V;示背触毛列(

.! Y;p<43@.0[/<1#$ =#=(’ =! <;p/<19V38<-.>@94:>0<.@.4= -/>@94:>0</’ >! V;p/<19V38<=9@7.0]/4<3/<7;

表 K?粘游仆虫形态学统计特征"统计数据来自蛋白银制片#

C,9+%K?N.’F%-#.:,+:3,#,:-%#./,-.’(’0?/$-#,")2/)&*&#-’ "M+7*209A-0,+-;0/4@A-*;9+,*27A*.4@*97#

特征
!(+-+.,*-

最大值
=+K4@1@

最小值
=494@1@

平均值
=*+9

标准差
>,+92+-2
2*64+,409

变异系数"Q#
!0*::4.4*9,0:
6+-4+,409

个体数
’9246421+/7

体长
M023/*9;,("’@#

AA ’A ! *&\% &\B $# $"

体宽
M023842,("’@#

*) %’ ! ’%\# ’\& $# $"

口围带长
R20-+/509*0:@*@<-+9*//*7
/*9;,("’@#

’’ %# ! %*\B ’\% $# $"

大核数
=+.-091./*+-7*;@*9,791@<*-

$ $ !!$\# #\# # $"

小核数
=4.-091./*491@<*-

$ $ !!$\# #\# # $"

横棘毛数
?-+976*-7*.4--491@<*-

’ ’ !!’\# #\# # $"

尾棘毛数
!+12+/.4--491@<*-

% % !!%\# #\# # $"

背触毛列数
#0-7+/P49*,4*7-0891@<*-

B * !!*\A #\% $# $"



*"B#!!* 动物学杂志 !"#$%&%’()*$+,(-.((,(/0 %& 卷

虫亚目"+:W093/4.#游仆虫科 "+:W093/=.<#游仆
虫属"K)2,(4%&#( 鉴定参考 r.80"$&)"# (

体坚实而不弯曲! 背腹扁平! 口缘区非常
宽阔! 达虫体的 )b%’ 活体大小为 " *#\## (
&#\###’- d"%"\## (’’\###’-! 长宽比约为
$\%)w$( 口围带在体腹面呈+ ,̂字型! 含有 "&
()) 片小膜! 小膜长约 "# ’-( 银染后波动膜
较为明显! 体纤毛较长( 大核 $ 个! 长带形!
呈+H,字状! 长约 &#\## ($"#\## ’-! 球形小
核 $ 个! 位于口围带后方! 紧贴于大核左侧方!
直径为 %\## (*\## ’- "表 ’#( 伸缩泡 $ 个!
位于体后部( 活体虫体含较多大球形颗粒! 螺

旋式向前运动! 速度较为缓慢! 或附着于固体
物表面! 腹部触毛+行走,态’ 常与苔藓生物生
活在一起(

该种于 $&)" 年首次被 r.80发现! 并归于
K)2,(4%&属! 本种的典型特征为口围带发达!
常持续右旋达身体后 $b) 处! 口区宽阔! 大核
单一并呈+H,型(
A@B ? 斯 坦 赭 虫 "6-"$%’+*)2’ ),"*(*;,3+$
>EGA# "图 *!表 *#!属异毛纲"P<3<@93@/>8<.#
异 毛 目 " P<3<@93@/>8/=.# 赭 虫 科
"f0<W8.@/7-/=.<#赭虫属 "I,%2"+*#&6+#( 鉴定
参考 r.80"$&)"#(

图 B?斯坦赭虫
1.6@B?L’#*3’+’6& ’06-"$%’+*)2’ ),"*(*

.;活体腹面观’ Y;蛋白银染色左侧观’ =;蛋白银染色右侧观’ >)<;示大小核;

.;p<43@.0[/<1#$ =#=(’ Y;Q<V37/=<[/<1.V3<@W@93.590/-W@<54.3/94’ =;Z/5837/=<[/<1.V3<@W@93.590

/-W@<54.3/94’ >! <;p/<19V38<-.>@94:>0<.@7<5-<437.4= -/>@94:>0</;



" 期 宁应之等$甘肃甘南高原沼泽湿地 * 种土壤纤毛虫记述 *"B$!!*

表 B?斯坦赭虫形态学统计特征"数据来自蛋白银制片#

C,9+%B?N.’F%-#.:,+:3,#,:-%#./,-.’(’06-"$%’+*)2’ ),"*(*

"M+7*209A-0,+-;0/4@A-*;9+,*27A*.4@*97#

特征
!(+-+.,*-

最大值
=+K4@1@

最小值
=494@1@

平均值
=*+9

标准差
>,+92+-2
2*64+,409

变异系数"Q#
!0*::4.4*9,0:
6+-4+,409

个体数
’9246421+/7

体长
M023/*9;,("’@#

$A) $"# !$%B\& ! $A\" ! $"\) $%

体宽
M023842,("’@#

B# )A ! ’"\’ !!&\" ! $B\% $%

口围带长
R20-+/509*0:@*@<-+9*//*7
/*9;,("’@#

B& *# ! B#\’ !!’\% !!B\B $%

大核数
=+.-091./*+-7*;@*9,791@<*-

$ $ !!$\# !!#\# !!#\# $%

小核数
=4.-091./*491@<*-

" $ !!$\# !!#\% ! %"\* $%

! 虫 体 经 染 色 后 大 小 约 " $"#\## (
$A"\’##’-d")B\’# (B#\###’- "表 *#( 长
卵圆形至纺锤形! 前端缩窄! 后端浑圆( 虫体
无色! 内含较多的油球和食物颗粒( 大核 $
个! 长椭圆形! 位于虫体腹面靠左侧’ 小核 $
个! 圆形! 位于大核背面后部! 伸缩泡 $ 个!
位于末端位! 直径约 $$\"’ ($B\’# ’-! 无明
显的收集管( 运动缓慢(

该种于 $&)" 年由 r.80首次报道! 其典型
特征为$ 体纤毛发达! 有 $B ($& 列! 左侧纤毛
几乎全从口前开始! 纵列于体表! 右侧纤毛均
沿口围带左侧排列! 呈弧形( 口围带起始于体
前端! 向后延伸至虫体 $b" 处时! 向左侧呈钩
状弯曲! 小膜有 )B (%’ 片( 口区位于口围带
的钩状弯曲内! 呈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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