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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劳。当仔蝎在母蝇背上完成一次脱皮后爬下 

时 ，就可以自行通过铁纱踊而爬入集仔槽，顺光 

滑的粜仔植壁爬至出口处，掉入另置的盆、罐等 

收集物内。这样就不J必担心母蝎取食仔蝎，减 

少了逐个分离的烦琐工作。 

这种器具大部分为木质结构、用乳胶等粘 

台。只有水槽和集仔槽为铁片结构。养殖箱正 

面小格口用薄玻片或透明胶片插入，便于观察 

和取放孕蝎。 整个器具加工简易、适于自制。 

且体积小、重量轻，可长期使用。还可以层层叠 

放和顺墙壁挂放，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其具体 

结构和装配组合见图 2。 

原 生 动 物 分 类 的 修 正 

史 新 柏 
(啥尔试师范大学生物学系，l50oBo) 

原生动物是单细胞真核生物 ，身体 微 小， 

结构比一般细胞复杂。因此对它们的观察和新 

种新类的发现并非如对后生动物那样客易。随 

着新技术的发展 ，对原生动物的结构和亲缴关 

系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对旧 

分类的修正。 自 60年代至今 ，除一些权威作者 

个人的专著也在修正外(如 Kudo 1 966，Corliss 

1 979)，国际性的集体参与的修正 已 有 三 次。 

至最近一次 (1985)的修正，使现行的分 类 与 

60年代的相比，已面貌垒非。 动物学工作者对 

原生动物的新系统和新类群应当有所了解。本 

文为此目的概略地介绍新的分类体系，但为了 

明了新旧分类的来龙去脉三次分类修正 须一 

并介绍才可达此目的。 本文对 60年代以前已 

设的分类阶元一般不做特征叙述，对 6O年代以 

后新设的阶元简要说明其特征及其设立 傲 据。 

分类最低单元一般到纲，重要者到目。目以下 

即不做介绍，逸不仅 由于篇幅限，而且是越是低 

的阶元变动越小。本文每一最低阶元下面列出 

少量最常见的属名或科名为例，以利查考。定 

名人及定名年份前后两次修正无改换者后一次 

的即省略。原始文献 60年代以后的尽量列出。 

(一)1964年的修正 

由以 B．M．Honigberg为首的原生 动 物 

学家协会分类学及分类学问题委员 会 的 1 1名 

委员进行的修正。 发表于 1964年原生动物学 

报 (Journal of Protozoology)第 1 1卷 1期。 

这一修正案仍视原生动物为动物界的一门，下 

分 4个亚门，门下分若干总纲及纲。其梗概如 

下 ： 

原生动物 ['~(Phylum Protozoa，Goldfuss 1 810 

亚门 I 肉足鞭毛亚门 (Subphylum Sarco- 

mastigophora．Honigberg ＆ Bala· 

muth 1 963)。 因大量研究证明 晦 

足和鞭毛常同时存在于一种动物体 

一 上 ，过去的质走亚门还包容孢子虫， 

其含意也不确切 ，故改设此亚门。 

总纲 (I>鞭毛总纲 (Superclass Mastigop— 

hora，Diesing 1 866) 

纲 1 植鞭纲 (Class Phytomastigopho— 

rea，Calkins 1 909)有载色体 可 

营 自养的鞭毛虫类及少量异养型 

的种类属之。 

纲 2 动鞭纲(Class zoomastigophorea， 

Calkins 1 909)无色营异养(包括 

腐生和寄生)的鞭毛虫类属之。 

总纲(11)蛋白总纲 (Superclass Opalinata， 

Corliss＆Balamuth 1 963)o 过 

去认为属于低等纤毛虫。以后发 

现它们无大小核分化 ，无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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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吸纤 虫 (Spirophrya)屠 

之 。 

目 5 无口目 (Order Astomatida 

Schewiakoff 1896)o大部寄 

生于多种无脊椎动物，无胞 

口。 辐根虫 (Radiophrya) 

属之。 

目6 嗅口目 (Order Hymenosto- 

rr~tida．Delage & H~rouard 

1 896)腹面有口腔，口纤毛器 

基本上由口腔右面的一个波 

动嗔和左面的三个小嗔所构 

成 ，四膜虫 (Tetrahymena) 

和革履 虫属 (Poromeci．m) 

之 。 

目7 触毛目 (Order Thigmotri· 

chida． Chatton & Lwoff 

1922)，多寄生于瓣鳃纲软体 

动物的_本内或体表。体表有 

触纤毛，用以附着于 寄 主。 

胞口位于赤道附近或右端的 

腹面。各种触毛虫 (Thigmo— 

phryidae)属之。 

亚纲(2)缴毛亚纲 (Subclas s Peritri· 

chin，Calkins l 933)o 各种 

钟 虫 (Vor；icella)，独缩虫 

(~orchesium)，聚缩虫 (Zo- 

othemnlum)，盖纤虫 (ot,e· 

rcularia)，累技虫(Epistylis)， 

车轮虫 (T richodina)属之。 

亚纲(3)吸管亚纲(Subclass Suetoria， 

Haeckel 1 866)。 各种吸管 

虫属之。 

亚纲(4)旋毛 亚 纲 (Subclass Spiro— 

triehia，Btitschli l689)o具 

口旁小嗔带，自外端以顺时 

针方向旋转至胞口为本亚纲 

的主要特征。 

目 1 异 毛 目 (Order Heterotrl- 

cbida，Stein l 859)喇叭虫 

(Sten；or)，赭纤虫 (Blepha- 

risma)， 旋口虫 (Spirosto- 

mum)属之。 

目 2 少 毛 目 (Order Oligotri- 

chida， Biitschli l 887)，弹 

眺虫 (Halteria)属之。 

目3 铃壳 目 (Order Tintinnida。 

Kofoid＆Compbell 1 929)， 

海洋生活，各种铃壳虫 (ri· 

ntinnidium)属之。 

目4 内毛目 (Order Entodinio~ 

morphida， Reiehenow ia 

Doflein ＆ Reichenoow 

l 929)，牛羊胃中的各种内毛 

虫 (Entodinium)及头毛虫 

(0 yo fo )属之。 

目5 齿 口目 (Order Odontosto— 

matida．Sawaya l 940)，表 

嗔具棘 ，侧扁，小膜带少至 8 

个小膜。淡水厌气型。髓日 

虫 (Myelostoma)属之。 

目6 下毛 目(Order Hypotrichina， 

Stein 1859)背腹扁，腹面具 

棘毛 。 

亚 目(1)排 毛 亚 目 (Suborder 

Stichotrichina， Faur~一 

Fremiet 1 961)腹面 棘 

毛细 ，成排分布。尾柱 

虫 (Urostyla)属之。 

亚 目(2)散 毛 亚 目 (Suborder 

Sp0rad0trichina，Faur~一 

Fremie c 1961)，腹面棘 

毛小而粗，散在，棘尾虫 

(Stylonychis)，尖毛虫 

(Oxytrichia)， 游仆虫 

(Euplo~es)属之。 

(=)1980年的恪正 基 于 1 964年 以 后 

的研究及发现，由以 N-D．Levine为首的原 

生动物学家协会进化分类学委员会 的 1 6名 委 

员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发表于 1 980年原生动物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学报，2'7卷 1期。这次的修正视原生动物为一 

亚界，按生物三界学说应属于动物界中的一亚 

界；按五界学说应属于原生 生 物 界 (Protista) 

中的一亚界。由于新特征和新类群的发现 ，在 

门纲水平有较大变动。各阶元拉丁字尾也有所 

变动。 

原生动物亚界 (Subkingdom Protozoa) 

门 I 肉足鞭毛门 (Phylum Sarcomastigo 

phora) 

亚门(I)鞭毛亚门 (Subphylum Mastigo— 

phora)，由 1964年的总纲 上 升 

为亚门。 

纲 1 植鞭纲 (Class Phytomastigo— 

phorea)，同 1964。 

纲 2 动鞭纲 (Class Zoomastigopho— 

rea)，同 1964 

亚门(II)蛋 白亚 门 (Subphylum Opali— 

Rata)，由 1964年的总纲上升 为 

亚门。 

亚门(m)肉足亚 门 (Sub9hylain Sar~o- 

总纲 1 

纲(1) 

纲(2) 

纲(3) 

纲(●) 

diaa)，由 1 964年的总纲上升 为 

亚 门。 

根 足 总 纲 (Superclass ghizo， 

poda)，由 1964年的纲上升为总 

纲。 

叶足纲 (Class Lobosea) 

无果粘菌纲(Class Acarpomyxea， 

Page i976)新设的纲。 多为多 

核的变形体 ，无孢子亚果 实 体 ， 

生活于土壤或淡海水。 细 腔 虫 

(Lepsomyxa)属之。 

无 柄 菌 虫 纲 (Class Acrasea， 

Schr6ter l 886)单核变形虫 状， 

具叶状伪足 ，可集合形成伪变形 

体 ，产生无柄果实体。1985年的 

修正仍归人菌虫纲中。 

真菌虫纲 (Class Eumycetozoea， 

Zopt 1 884)为粘变形体，具丝状 

伪足 ，能形成中空的果实体 ，但 

1985年的修正仍归入菌虫纲中。 

纲(5) 

纲(6) 

纲 (7) 

纲(8) 

总纲 2 

纲(i) 

纲(2) 

原质纲 (Class Plasmodiophovea， 

Cook 1 928)寄生于甘篮 或 其 它 

十字花科植物的根中，为小变形 

体 ，可形成具双鞭毛的游动孢子， 

原质虫 (Plasmodiophora)属之。 

丝足纲 (Chss Filosea) 即 1 964 

年的丝足亚 纲。 

粒网纲 (Chss Granulorreticulo． 

sea)即 1 964年的粒网亚纲。 

丸壳纲 (Class xen0phy0phorea， 

Schulze 1 904)，多核变形体包在 

分枝的管系中生活，管系由有机 

物构成。海产。(1964年的分类， 

视为粒网纲中的一 目，1985年的 

分类只列出名称未做特征描述) 

辐足总纲(Superclass Actinopoda) 

即 1964年的辐足纲。 

等辐骨纲 (Class Acantharea) 

多 孔 纲 (Class Polycystlnea． 

Ehrenherg 1888)由 1964年的放 

射亚纲中分出。 

纲(3)稀孔纲 (Class Phaeodarea，Ha— 

eckel 1 879)，由 i964年的放 射 

亚纲中分出。 

纲(4)太阳纲 (Class Heliozoea) 

门 II 盘蜷门 (Phylum Labyrinth0m0rpha， 

Levine et a1．1 980)为新设的 一 门， 

1964年的分类为一亚纲。包括早已发 

现的盘蜷虫 属 (L r  ̈ )和近 

代发现的类盘 蜷 属 (L口6yr ¨ D 

des)， 因其运动和亚显微结 构 特 殊， 

故上升为门，虫体为长纺锤形 ，细胞由 
一 屡特殊的外质，名粘路 (~limeway)， 

互相联合成网状群体，细胞具三层膜， 

‘外膜和中膜之间是粘咯，细胞在粘路 

中可滑动，腐生或寄生在藻类上，生活 

亍海水或淡水。 

门 IIl 顶 复 体 门 (Phylure Apicomplexa 

Levine 1 v70)为新设的I'q，全部寄生。 

此门主要包括过去的晓孢子纲和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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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以及近期发现的波禽类，但弓形纲 

已下降为科，棣属于球虫目。这⋯门 

动 物在生活史一定时期都有顶复体这 

一 亚显微结构，预复体由极环 (polar 

dngs)，锥形体(conoid)，棒状体 (rho— 

ptries)，和微纤丝 (mlcronemes)组 

成。这一共有结构使 它们 区别于过 去 

广义的孢子虫中的其它类群，而且其 

它类群也有新发现的特点，它们之间 

的区别之大被认为已达到门的 水 平 ， 

故各立新门。本门下属二纲。 

纲 1 渡禽纲 (Class Perkinsea，Levine 

1978)翌发现一种即寄生于牡蛎 

的波禽虫 (Per~insus marinu s)， 

其子孢子既有类似顶复体的结橡 

又有鞭毛。 它把顶复体类和鞭毛 

虫联系起来。 

纲 2 孢子纲 (Chss Sporozoea) 

亚纲(1)簇虫亚 纲 (Subclass Grega— 

rinia)。 

亚纲(2)球 虫 亚 纲 (Subclass Co— 

ccidia)弓形虫，疟原虫都归 

属 此亚 纲 

亚纲(3)焦虫亚纲(Subclass Piropla． 

smia)由 1 964年的 肉 足 总 

纲中划出，仍属孢子虫类。 

门 lV 微孢子门(Phylum Microspora，Spra- 

gue 1977)，即 1964年的微孢 子 纲。 

上升为门是由于新发现的亚微结构和 

发育周期的独特性。孢子起源于一个 

细胞，孢子壁不穿孔，管状极丝自一特 

殊高尔基体产生，孢原体由射出的极 

丝管中逸出。无线粒体。 

门 V 精 细 孢 子 门 (Phylum Ascetospora， 

Sprague 1978)，新设的门。 孢子 为 

多细胞起源，具一或多个胞原体 (spo 

roblasm)，无极囊或极丝，寄生。此门 

下属的类群的归属一直有争论 ，1 985 

年的修正案中未披纳入。 

门 Vl技 虫门 (Phylure Myxozoa．Grass~ 

1 970)新设的一门。孢子为多细胞起 

源，一至多个极囊和孢原体，孢子具二 

至多个壳瓣。 

纲(I)粘孢子纲 (Class Myxosporea) 

纲(II)放 射 孢 子 纲 (Class Actino 

sporea。Levine et a1．1 980)，原 

为 1 964年粘孢子纲中的一 目，现 

上升为纲。孢子具三个极囊和三 

个壳瓣，具多个孢原体，寄生于无 

脊椎动物。主要是环节动物的寄 

生虫。 三角粘孢虫 (Triactino 

myxon)属之。 

门VII纤毛门 (Phylum Cilophora)，即 1 964 

年的纤毛亚门。下属的阶元依据口器 

分化的程塞重新编排和命名。 

纲(I) 动基片纲 (Class Kinetofragm~ 

nophorea， de Puytorac et a1． 

1 974)，此纲的口纤毛器只轻度与 

体纤毛器相区分。动基片 (kine． 

tofragments)是从体动胞器列的 

前部分化出的口动体群。它们呈 

片状或短的行列分布 在 胞 口 周 

围，常只其中一部分动体生出纤 

毛 ，属于最简单的口器，具这种口 

结构的都属动基片纲。 

亚纲 1 裸口亚纲 (Subclass Gymno 

stomatia)，即过 去 的 裸 口 

目，但其中的篮咽亚 目移出， 

其它类群也重新 划 分 和 立 

名。 

目(1)前口耳(Order Prostomatida， 

Schewlakoff 1 896)，即 1 964 

年的棒咽亚目的大部分，胞 

口在前端或近前端。板壳虫 

(coiees)，前 管 虫 (Proro． 

don)，栉毛虫 (Didinium)， 

长颈虫 (Dileptus)，刀 口虫 

(Spashidium)等属之。 

目(2)侧 口 目 (Order Pleurosto— 

matida。Schewiakoff 1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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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 964年的棒咽亚 目的 一 

部分。胞口裂缝状，在侧面。 

慢游虫 (Li o 。； )， 弯叶 

虫 (Loxophylum)等属之。 

原纤目 (Orde r Primocilia— 

tida，Corliss 1 974／原为棒 

咽类的一个属。 具厨型核， 

每个棱部有核仁，口在前端， 

裂缝状，无伸缩胞，生活于海 

沙中，由于其原始性上升为 

目。 冠 须 虫 (Stephanopo— 

gon)属之。 

核残迹目 (Order Karyore— 

fictida，Corllss 1 974)，原为 

捧咽类中的一科。后发现此 

类纤毛虫大核为二倍体无分 

裂能力。胞口在前端或在向 

内凹的腹面，裂缝状。另立 

新 目。 弯 口 虫 (Loxodes) 

属之。 

亚纲 2 前庭亚纲 (Subclass Vesti— 

buliferia de Puytorac et a1． 

1 974)新设的亚纲。有一由 

体动 胞 器 列 (kineties)构 

成的前庭，导入胞口。 

目01毛 口目 (Order Trichosto- 

matida／，即 1964年的同名 

目，但肾形虫类被移出。 

目(2)内毛 目 (Order Entodinio． 

morphid 1964年将 此目归 

人旋毛亚纲是误认它们有口 

旁小膜带．以后才知此类纤 

毛虫只有口纤毛和体纤毛构 

成的台纤毛 (syncifi ， 属 

于较低级的口纤毛器。因此 

重新划归前庭亚纲。 

目(31肾形 目 (Order Colpodida， 

de Puytorac et a1 1974)， 

为 1 964年毛口目中的一科， 

因以后发现它的前庭纤毛器 

有高度复杂的组织．这次的 

分类将其单独成立一 目。肾 

形虫 (Colpod~l，蒂林纳虫 

(Tillina)属之。 

亚纲 3 下口亚纲(Subclass FIyposto- 

maria，Schewiakoff l 896)， 

1964年以前的分类曾 在 裸 

口类下设立下口族，现提升 

为亚纲。 1964年的篮咽亚 

目归入此亚纲。胞口位于腹 

面 ，有下口纤毛缝 (frange／。 

体背腹扁或圆柱状 ，胞咽为 

典型的篮咽(cyrtos)型(1 985 

年证明此亚纲代表了一个大 

的新类群即篮咽亚门)。 

总目(11篮 口 总 目 (Superoider 

Na ssulidea， Jankowski 

1 967／下口纤毛缝分成几 

部分。 篮口虫 (Nassuta) 

小胸虫(Miarothorx)等属 

之。 

总目(21叶 咽 总 目 (Superorder 

Pbyl10phary“gidea， de 

Puytorac et a1． 1 9741， 

篮咽复杂，埋于叶状吞噬 

细胞质中。 包括篮 咽 且 

(Cyrtophorida)的斜管虫 

(ChilodonellaI。 和齿管 

虫 (ĉ f椰 y o 。 )， 等 

属。还包括漏斗目 (ĉ o— 

notrichlda)的旋漏斗 虫 

属 (Spiroohona)o 

总 目(31吻 毛 总 目 (Superorder 

Rhynchodea Chatton ＆ 

Lwoff 1 939)，1964年为 

触毛 目中的一亚 目。楔形 

虫 (Sphenophrya)属之。 

总目(41后 口 总 目 (Superorder 

Apostomatidea，Chatton& 

Lwoff 1 928)即 l96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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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口目。 

亚纲 4 吸管亚纲 (Suctoria) 

钢(Ⅱ)寡膜 纲 (Class Ollgohymeno— 

phorea，de Puylorac et a1．1 974)o 

为新设的纲。口纤毛器与体纤毛 

器明显有区分，都有口腔，内有少 

数 口膜，一般由一个口旁膜(有各 

种不同名种)位于右侧，三个小膜 

(也有不同名称)位于左侧组成。 

亚纲 1 膜 口亚 纲 (Subclass Hyme． 

nostomatia)，为新设的高层 

阶元 ，包括： 

目(1)膜口目 (Order Hymenosto— 

matida)，同 1 964。 

目(2)膜纤 目 (Order Scuti~ocl· 

liatida，Small l 967)为新设 

的目。皆为小形膜口类。 口 

纤毛器常分成三段，口器发 

生 中 有 纤 楣 (Scutica)出 

现，线粒体长形，位于每二纤 

毛列之间，常配合成线粒体 

系 (chondriome)。 尾丝虫 

(Uroncma) 口帆 虫 (Pleu— 

r。 fm4)，急 纤 虫 (Cydi— 

alum)等属之。过去的触毛 

目也做为亚目属于此目中。 

目(3)无口目 (Order Astomatlda) 

同 1964。银线系似膜口目。 

亚纲 2 缘毛亚 纲 (Subclass Peri． 

trichia)同 1 964。因缘毛类 

口盘周围的纤毛膜不属于小 

膜结构 ，却在口漏斗内有口 

旁膜和咽膜，故也归属于寡 

膜纲。 

纲(III)多膜纲 (Class Polyhymenopho． 

rea，,IaJakowski 1967)为新设的 

纲。有发达的口旁小膜带，因小 

膜多而得名。 

亚纲 1 旋毛亚纲 (Subclass Spiro— 

trichla) 

目(1)异毛 目 (Order Heterotri— 

chida) 

目(2)齿 口目 (Order Odontosto 

raatida) 

目(3)少毛 目 (Order Oligotti— 

chida)，1 964年的铃壳 目降 

为亚目隶属此 目。 

目(4)下毛 目(Order Hypotrichida) 

亚 目 1 排 毛 亚 目 (Suborder 

stichotrichina)， 同 

1 964。 

亚 目 2 散 毛 亚 目 (Suborder 

sp0radotrichina)， 同 

1964。 

(三)1985年的修正 ．由于数年继续深 入 

的研究，特别是超微结构和分子分类方面的深 

入，认为许多旧分类依据已不足以正确反映原 

生动物系统发生关系，特别是纤毛虫的 分 类。 

因此由 Lee等三人任主编共由5个国家 23名 

原生动物学家台著 《原生动物分类图解指导》， 

( “f ilr4l Guide Io the Protozoa)一 

书于 1 985年 由原生动物学家协会 出版问世，它 

虽多处保留了 1 980年的系统，但它也反映了第 

三次的分类修正。 

原生动物亚界 (Subkingdom Protozoa) 

门 I 肉足鞭毛门 同 1 980。 

亚门 (I)鞭毛亚门 同 1980。 

纲 1 植鞭纲 同 1980。 

目(1)隐鞭 目 (Order Cryptomo— 

nadida，Senn 1 900) 

目(2)腰鞭 目 (Order Dinoflage— 

llida，Biitschli 1 885) 

目(3)眼虫目 (Order Euglenida， 

B~tschli 1 884) 

目(4)金滴目 (Order Chrysomo— 

nadida，Eugler 1898) 

目(5)异滴目 (Order Heteromo 

nadida， Leedale 1 983 ia 

Lee et a1．1 985)为由藻 类 

中新台并成的一 目具不等鞭 

· 4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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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和黄绿 叶 绿 体 (yellow— 

green chloroplasts)储存 物 

为油滴。 异绿滴虫 (日el 

rochlorlr)绿变形虫 (~Mo- 

raraoeba)等属之。 

目(6)刺滴虫 (Raphidom0nadida， 

Heywood ＆ Leedale 1983 

in Lee et a1．1 985)，即过 

去的绿滴 目 (Order Chloro． 

monadida)， 但已证明其代 

表属绿滴虫属(chlpromonas) 

已不属于植鞭纲，故 目的名 

称也应改换。 

目(7)缚鞭目(Order Prymnesiida， 

Hibberd 1 976)~等长鞭毛， 

无鞭毛茸，另有一缚系用的 

长鞭毛。 绰鞭虫 (Prymn~ 

slum)， 金 颜 虫 (Chryso． 

chromuline)等属之。 

目(8)团藻虫目(Order Volvocida， 

Fran~ 1 894) 

目(9)葱绿滴目(Order P~'asinomo- 

nadida，Christensen 1 962)， 

2，4或 8根鞭毛，具成排的 

鳞片和草绿色叶绿体。葱绿 

滴虫 (PrasinomonaS)属之。 

目(1 0)硅鞭目 (Order Silicoflag~． 

1lida。Borgrt 1 891) 

锕 2 动鞭纲 

目(1)领鞭目 (Order Choanofla- 

gelllda，Kent 1 880) 原绵 

虫 ro roj，o g 口)属之。 

目(2)尾滴 目 (Order Cereomona． 

dida， Viekerman in Honi- 

gberg 1 983)，由于深人研究 

了尾滴 虫 属 (Cercomonas) 

其核的前后有特殊的超徽结 

构 ，此类才上升为目。有变 

形运动 ，具二端茸鞭毛一根 

向前，～根向后。 

目(3)原 滴目 (Order Proteromo． 

nadida，Grass~ 1 952)原滴 

虫 (P，o ，D，，lD舢j) 属之。 

目(_)曲滴 目 (Order Retortamo 

nadida，Grass~1 952)，曲滴 

虫 (Retortamanas) 属之。 

目(5)毛滴 目 (Order Triehomona— 

dida，Kirby 1947)毛 滴 虫 

(r，f“omo 口f)属之。 

目(6)锐滴目(Order Oxymonadida， 

Wenyon 1926) 锐 滴 虫 

(Oxymonas)属之。 

目(7)双 滴 目 (Order Diplomo 

nadida， Wenyon l 926)锥 

滴 虫 (Trepomonas)，贾 第 

虫 (Giardia)属之。 

目(8)根足鞭毛 目 (Order Rhizo 

mastigida，Doflein 1 91 6)， 
。  

鞭毛变形虫(Mastigamoeba) 

属 之 

目(9)超 鞭 目 (Order Hyperma- 

stiglda，Grassi＆Foa 1 911)， 

披发虫 (rr D̂ ym d)属 

之。 

目(10)伊布里 目 (Order Ebrlida， 

Poehe)，只发现三属，但化 

石种在白垩纪至第三纪很丰 

富。 全部海产。 皆为小型 

10— 15微米 ，具二鞭毛和特 

有的硅质细胞骨髂，吞食硅 

藻。 

目(1 1)动基体 目 (Order KineXo— 

plastida，Honigbe rg 1963)， 

具一或二根鞭毛，鞭毛内除 

轴丝外还有吾 轴棒(paraxial 

rod)。 体内具一大线粒体贯 

通细胞全长 ，其前部台有一 

孚尔根阳性的动基体 (kine． 

toplast)又名 动 核 或 拟 核 

(nueleoid)。 寄生或自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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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波豆虫 0 。)锥体虫 

( ， 4 。j0m4)利什 曼 原 

虫 (Leishmania)属之。 

亚门(ID 蛋白亚门 (同 1980) 

亚门(III)肉足亚门 (同 1 980) 

总纲 1 根足总纲(同 1 98o) 

纲(1)叶足纲(同 1 980) 

亚纲 1 裸 变 形 亚 纲 (Subclass 

Gymnam oebia，Ehrenberg 

1830) 

目(I)变形目 (order Amoebida， 

Ehrenberg 1830)变形 虫 

( mo 6口)属之 

目(2)裂果 目 (Order Schizo、 

pyrenida， Singh 1952)， 

单一圆柱状伪足，单核 ，多 

数种有鞭毛时期。纳葛变 

形虫 (Naegleria)属之。 

目(3)多核目 (Order Pelobio- 

ntida，Page 1976)，单一 

伪足，多核 ，无线粒体 ，有 

共生细菌，多 核 变 形 虫 

(Pelomyxa)属之。 

亚纲 2 壳叶 亚 纲 (Subclass Te． 

stacea1obosia de Saedeleer 

1 934) 

且(1)表壳目(Order Arcellinida 

Kent 1 880)o 

目(2)毛壳目 (Ordo~Trlchsida， 

M6bias 1889)o 

纲(2)无果 粘 菌 纲 (Olass Acarpo． 

myxea)同 1980。 

纲(3) 菌虫纲 (Class Mycetozoea，de 

Bary i859)包括 1 980年的无 

柄菌虫纲和真菌虫纲。 

纲“)丝虫纲 (Class Hlosea)， 同 

1980o 

纲(5)粒 网 纲 (Class Granulored- 

culosea)同 1 980o 

目 1 无室 目 (Order Athala． 

mida，Haekel 1 862)，根 

质虫(Rhizoplasma)属之 

目 2 单室目 (Order Monotha- 

!amida，Haeckel 1 862)， 

敞 捶 虫 (Microcomeles) 

属之。 

目 3 有孔目 (Order Foramini- 

ferida，D’orbigny 1 820 ， 

各种有孔虫属之。 

总纲 2 辐足总纲(同 1 98o) 

纲(1)等辐骨纲(同 1 980) 

纲(2)多孔纲(同 198o) 

纲(3)稀孔纲(同 1 980) 

纲(4)太阳纲(同 1980) 

门 ll 盘蜷门(同 1 980) 

门 III顶复体门(同 1 980) 

门 IV 镦孢子门(同 1 980) 

门v 睦虫门(同 1 980) 

门 VI纤毛门 (Phylum Ciliophora)，近年对 

此门动物的超徽结构研究较细 ，电镜 

证实各类纤毛虫体纤毛毛基体(动体) 

以三种形式存在，一为单动胞 器 (mo· 

nokinetid)即毛基体单个分布；二为 

双动胞器 (dikinetid)，即毛 基 体 成 

双存在；三为复动胞器 (polykinetid)， 

即毛基体以多个紧密联合存在，毛基 

体向外生出纤毛，内端有相联的纤维 

微管及其它结构 ，共同称为动 胞 器。 

大量研究证明，动胞器的类型及其徽 

管带的类型是 分 类 的 依 据。 Lynn 

(1976)提 出超微结构保守假说 ，即超 

微结构对大体结掏而言，比较不易改 

变 ，因此超徽结构的相似最能反映亲 

缎关系较近；反之 ，超微结构不相似只 

太体结构相似并不能反映它们亲缘较 

近。据此观点对纤毛虫的系统发生关 

系有了全新的看法，以大体结构相似 

与否而做出的旧分类，许多已不被接 

受，这次修正在亚门水平有较大变动。 

亚门(I) 纤毛 后 纤 丝 亚 门 (Subphy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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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ilio—desmatophora， Gera— 

ssimova＆Seravin 1976)，属于 

此亚门的类群其体纤毛系中都具 

有双动胞器列 ，而且每一个双动 

胞器的后一个毛基体都联有重叠 

的纤毛后微管带。 

钢 1 核残迹纲 (clas s Karyorelictea) 

即 1980年的裸 口亚纲中的 核 残 

迹 目，上升为纲。体动胞器的纤 

毛后微管带，与旋毛纲的相似，但 

大核为二詹体 ，无性繁殖时无分 

裂能力，由小棱分裂而来。 

钢 2 旋毛纲 (Class Spirotrichea)即 

1 980年的多膜纲中旋毛亚 纲 中 

的大部分(非全部)。属此纲者皆 

有体双动胞器 ，并具发达而重复 

的纤毛后徽管带。有的有口复动 

胞器列(即口旁小膜带)，以顺时 

针方 向到达胞口。 

亚纲 (1)异毛亚纲 (Subclass Hete一 
‘ 

rotrichia)l~p 1 964年和 1 980 

年 的异毛 耳。 

亚纲42)分毛亚纲 (Subclass Chore． 

otrichia Small ＆ Lynn 

19 8 )，体锥形或铃形 ，宽端 

有整圈的复动胞器列，体表 

纤毛稀少，l980年的少毛目 

．  也 属此亚纲。 

亚纲(3)排毛亚纲 (Subclass Sticho 

trichia，Small＆Lynn 198~) 

使用了 I 980年下毛目 中 排 

毛亚 目的目名，新设一亚纲。 

它包括了排毛亚目和散毛亚 

耳，因为无论二者中何者在 

形态发生时出现的棘毛都是 

排毛式的。此类的体形多为 

背腹扁，腹面有复动胞器构 

成的棘毛。 

目(I)排 毛 目 (Order Stichotri— 

chida) 

亚目 l 尾 柱 亚 目 (Suborder 

Urostylina， Jankowski 

1 979)尾柱虫(Uros~yta) 

属之。 

亚且2 排 毛 亚 目 (suborder 

Stichotrichina)， 拟 尾 

柱虫 (Parauros~yla)属 

之。 

亚 目3 散 毛 亚 目 (Suborder 

(Sporadotrichina)， 棘 

尾虫 (S~ylonyehia)，尖 

毛 虫 40xytricha) 属 

之。 

亚门41I)棒咽亚门 (Subphylum Rhabdo— 

ph0ra，Small 1976)属于此亚门 

的类群身体上都只有 单 动 胞 器 

列。 口胞器具捧 咽 (rhabdos)， 

其超微结构与 篮 咽 (cyrtos)不 

同。口周有双动胞器列，其横微 

管带伸出支持胞咽。 

纲 1 前口纲 (Class Prostomatea)即 

1980年裸口亚纲中前口目的一部 

分。 

纲 2 简 口 纲 (Class Litostomatea， 

Small Lynn I 981)， I 980年 

前口目中一部分被分出成立的新 

纲。口纤毛简单，体单动胞器具 

正切横馓管带。 

亚纲(1)刺钩亚纲 (Subclass Ha- 

ptoria，Corliss 1974)，胞 

口位于顶端或前端 一 侧， 

卵形或裂缝状。口双动胞 

器的横徽管带之间有毒刺 

胞 (toxicysts) 

耳 1 刺钩目(Order Haptorida， 

Corlis s 1974)具亚 纲 特 

征。 栉毛 虫 (Didinum) 

刀口虫 (Spa*hidium)属 

之。 

耳2 侧口目 (Order Pleuro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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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da)即 1980年的侧口 

目。 

目3 有咽目(Order Pharyngo． 

phorida， Small ＆ Lynn 

1985)，l980年前 口 目 中 

的二科和新建的一科归属 

此目。胞咽显著，为典型 

棒咽。 射纤虫 (Acrino．． 

bolina J，长颈虫(Dileprus) 

属之。 

亚纲 (2)毛口亚 纲 (Subclass Tri- 

chostomatia) 1 980年 的 

毛口目名被改 为 此 亚 纲 

名，而前庭亚纲降为其中 

的一 目。 口区密生纤毛， 

体动胞器符合本纲 特 征。 

大部为脊椎动物的内共生 

纤毛虫。 

目 1 前庭目 (Order Vestibuli． 

ferida， de Puytorac et 

a1．1974)口区为一凹陷， 

密生纤毛。 肠袋虫 (Ba． 

1anlidium)属之。 

目2 内毛目 (Order Entodin~ 

omorphida)， 即 1964年 

和 1 980年的同名目。 

亚门(1II)篮咽亚 门 (Subphylum Cyrto． 

phora，Small 197 6)体动胞器变 

化多，双动胞器常见，但都不具有 

象纤毛后纤丝亚门中那样的重叠 

的纤毛后微管带，相反 ，有的类群 

横微管带却有重叠现象。具胞咽 

者为篮咽 (cyrtos)其亚微 结 构 

不同于棒咽。 

纲 1 叶 咽 纲 (Class Phyllophary- 

ngea，de Puytorac et a1．1 974)， 

身体具单动胞器，与毛基体相 

联的横馓管带缩小或缺。如有 

胞口口区有放射排 列 的 微 营 

带 ，名叶 (phyllae)。 

亚纲(1)叶咽亚纲 (Subclass Phy- 

． 1topharyngia，de Puytorac 

et a1．1974)，即 1 980年 

的叶咽总目，戎装 科 的齿 

管虫 (Chlamydodon)斜管 

科的斜管虫(Chilodonella) 

属之。 

诬纲(2)漏斗亚纲 (Subclass Cho． 

notrichia) 即 1964年 的 

漏斗 目。 

亚纲(3)吸管 亚 纲 (Subclass Su- 

ctoria)同 l 980。 

纲 2 篮口 纲 (Class Nassophorea。 

Small＆Lynn 1 981)体具单、 

双或复动胞器。如为单动胞器 

其动体前面具正切横微 管带， 

后面具发放型纤毛后馓 管 带； 

如为双动胞器只有前一个动体 

具横馓管带，后一个动体具纤 

毛后馓管带和动纤丝；如为复 

动胞器则是棘毛型。 

亚纲(1)篮口 亚 纲 (Subclass Na． 

ssophoria)身体具单动胞 

器或双动胞器。很少具复 

动胞器 ，如果有，则左侧的 

口的复动胞器就很少或不 

明显。 

目 1 合膜 目 (Order Synhymeo 

niida de Puytorac et al 

197 4)口区有 4个动体梅 

成的合膜 (。ynhymenium) 

或有长纤毛环自口后左侧 

绕至背部左删。 合 膜 虫 

(Synhymenia)属之。 

目2 篮口目(Order Nassulida。 

3ankowski 1967)，篮咽大 

而明显。篮口虫 (Nassula) 
·属之 。 

目3 小胸目 (Order Microtho． 

racida，Jankowski 1967)，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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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动胞嚣列稀。常有三个 

属于口的复动胞器位于口 

的左但4。 篮咽小而明显。 

小胸虫 (Microthorax)和 

拟小 胸 虫 (Pseudomicro 

thorax)属之。 

目 4 前溷膜目 (Order Prope— 

niculid~， Small ＆ Lynn 

l9ss)，有一长管状篮咽在 

身体前三分之一之凼。口 

区的左缘有属于身体的双 

动胞器列。薄咽虫 (Lap— 

topharyn 属之。 

目 5 晒膜 目(Order Penioulida， 

Faur∈一Fremiet in亡0tliss 

l 956) 有 口 腔 (buccal 

cavity)，其左侧有三个 口 

复动胞器，名咽膜 (peni． 

culus)无篮咽，但有与篮 

咽可能同源的纤丝线 (ne一 

一 matodesmata)o 草 履 虫 

(Paramecium)， 额 口 虫 

(Frontonia)属之。 

亚纲(2)下毛 亚 纲 (Subclass Hy— 

potrichia)即 19gO年 的 

多膜纲中的下毛目，上升 

为亚纲 ，但大部 已移 出属 

于纤毛后纤丝亚门，只余 

游仆科一科 ，诬微结构保 

有篮咽亚门的特征。上升 

为 目。 

目 1 游仆目 (Order Euplotes， 

Small＆Lynn l 985)，游 

仆虫 (Euplotes)楣 纤 虫 

(Aspidisca)属之。 

纲 3 寡膜纲 (Class Oligohymeno— 

phorea)此新阶元为 l980年设 

立 ，但其下属的类群有变动。 

亚纲(1)膜口 亚 纲 (Subclass Hy． 

menostomatla) 咽膜类已 

移出归属篮口亚纲，l 980 

年躜口目中之一部和膜纤 

目属于此亚纲，特点除亚 

微结构符合篮口纲 的 外 ， 

口胞器 的右倾0具双动胞器 

列，常分成三段；左侧具三 

个口复动胞器(小膜) 尾 

丝虫 (Uronema)，口帆虫 

(Pleuronema)稻 1 980年 

的 四膜亚 目包 括 四 膜 虫 

(Tetrahymena)部属此亚 

纲。 

亚纲(2)缘毛亚纲 (Subclass Peri 

trichia)同 l 980。 

亚纲(3)无口亚纲 (Subclass Asto— 

matia)为 l980年的无 口 

目上 升为 纲。 

亚纲(4)后口亚纲 (Subclass Apo— 

stomatia)由 1980年的后 

口总目改称亚纲。 

亚纲(5)斜孔亚纲(Subclass Plagi 

opylla． Small ＆ Lynn 

l 985)，为新设的亚纲。体 

动胞器 的亚 微结 构 特 殊 ， 

口营由陷入的口腔衬以口 

纤毛和其基部 的 胞 口 构 

成。斜孔虫 (Plagiopyla) 

属之。 

纲 4 肾形纲 (Class Co Ipodea，de 

Puytorac et a1．1 974)，主要包 

含 1980年前庭亚纲中的 肾 形 

且，也加入一些经电镜鉴别并 

被承认的近缘类群。 由于 它 

们体和口的动胞器都有复杂性 

和特殊性 ，使此纲居纤毛 虫各 

类群之后。此纲动物身体具双 

动胞器 ，前后两个毛基体皆生 

出纤毛 ，与后毛基体相联的横 

微管带有重叠。 口器中有两个 

或一系列的复动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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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1)篮 环 目 (Order Cyrtolo— 

phosidida．Folssner 1 978)， 

口右侧只有一个口旁双动 

胞器列。 篮环虫 (Cyr~o— 

lophosis)属之。 

目(2)苔 肾 目 (Order Bryop。 

hryida， de Puytorac et 

a1 1 97 9)，口右侧至少有 
一 个复动胞器。 苔 肾 虫 

(Bryophrya)一属之。 

目(3)肾形 目(Order Colpodida， 

de Puytorac et a1．1 974)， 

口区左右具两 个 接 近 等 

大的复动胞器。 肾 形 虫 

(Colpoda)属之。 

目t4)袋形 目 (Order Bursario— 

m 0rphida， Fernandez- 

Gallano 1 978)，原为旋毛 

亚纲异毛 目中的一科 ，经 

深入研究证明它是肾形纲 

的最高级的一 目。主要特 

点是在口腔的两壁有一个 

复动胞器的系列 ，很象口 

旁小膜带。 袋形虫 (B 一 

rsaria)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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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相同，广布种有环棱螺斟的种类和方格短 

沟蜷、耳萝 螺、 顶珠蚌、椭圆背角无齿蚌等； 

陆生的有灰巴蜗牛、野蛞蝓等；有些种类只见于 

平原地区，如中国尖嵴蚌、射线裂脊蚌、短褶矛 

蚌 、剑状矛蚌等。 

从表中还可看出，不同永体中的软体动物 

种类亦不同，河流水库中大多栖息喜流水和深 

水的 种类 ，如 尖脊 蚌类和 蚬类；而小溪池沼中栖 

息着适宜静水生活的种类，如各种无齿蚌类和 

各种螺类；这与它们的生活习性不同有密切关 

系。该地区的两条主要河流——沂河和沭河，都 

发源于丘陵地区，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下游平原， 

上游河床窄且水流急，底质为砾石或粗沙，有 

机物少，河水有时干涸 ，因此软体动物种类和数 

量少。下游河床宽阔，水流缓慢、底质为泥沙或 

沙，从上游冲流下来的有机物沉积于水底，大大 

增加了软体动物的饵料，因此其种类和数量多。 

(兰)经济剩用价值 

1 生物量 该地区内河流纵横、库塘墒布， 

水资源丰富，因此软体动物数量多分布广。如苍 

山费县等地有些小溪中环棱螺达200多个／米 ； 

临沂、郯城等地有些池塘中无齿蚌达 50多个 ／ 

米 ，田螺达 7O多个，米 ；临沂市郊沂河段蚌类 

分布达 6O多个 ，米 o我们曾就河蚌类作过 粗略 

估计：．按每村一个他塘，每个池塘有 10公斤河 

蚌，加之河流、水库、小溪等水体市的分布 ，每县 

至少有 3500~公斤的资源可供书翼，垒地区十 

三个县(市)可有 4o多万公斤的资源可文利用。 

2．开发利用途径： 

(i)食用 某些较大个体的螺类、蚌娄可 

供人们食用。如1田螺、环棱螺、蚌类、蚬类。但 

该地区人们以前无食用习惯，致使这些资源 自 

生自息。近来已有人从外地学习烹饪环棱螺技 

术，开始销售熟食环棱螺 ，销售额可观。 

(2)做畜禽饲料 螺、蚌含丰富的蛋白质 

及钙质，有助于家禽 、家畜的生长发育，并能提 

高家禽的产卵率。 目前该地区饲料加工业蓬勃 

兴起 ，动物性 蛋 白来源 日感不足 ，可考虑开发 

螺、蚌类予以解决。 

(3)药用 李时珍 “本草纲 目”中记 载： 

“蚌、蛤、蛳、蚬的肉大同小异，“昧甘、威、冷、无 

毒”， 主治消温除热、解酒毒、去眼赤，明目除 

湿”，还能治“妇人劳损下血、痔瘘、疔疮等”；蚌 

类的壳也可做药用，名为珍珠母，有镇静、安神、 

平肝的效能。 

(4)制作工艺美术品 如贝雕、螺钿、镶嵌 

等。目前有些工艺美术部门已开始制作贝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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