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氏毛毕血吸虫成虫的扫描电镜观察．

摘要 本文报告广西南宁的包氏毛毕血吸虫成虫的扫描电镜观察结果。成虫体壁海绵状，具纡

曲的皮嵴、凹窝和大小不等的感觉球 ，没有圆凸和小棘。 感觉球除睾丸部有少许具纤毛外，其余不具纤

毛。 口吸盘、腹吸衙及抱雌沟分 开亍有棘，缝虫腹吸盘的圆边结构明显并朝头端一侧增厚成唇瓣形。

在我国，包氏毛毕血吸虫 (丁r，f五06i，．il口r=抽

?aoi)主要分布于四川、江苏、福建、吉林、广东、

黑龙江、江西、广西等省区，其尾蚴是我国稻农

稻田性皮炎的主要病原体郾’。为了探 讨 本 虫

的超微结构，我们自 1985一l989年，用扫描电

镜方法对发现于广西南宁的成虫标本先后进行

了 5批 6次观察，其中雄虫25条，雌虫 8条。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从流行区南宁市郊心圩乡稻田采回阳性小

土蜗 (Galbaperuia)和截口土蜗 (G．trunca．

tula)，收集逸出的尾蚴，感染实验室饲养的家

鸭，经 20—40天解剖，从门脉系统血管取出成

虫。

取出的雄虫和雌虫新鲜标本分别以生理盐

水清洗数次后，2．5％戊二醛固定，0．1mol／L磷

酸缓冲液清洗后经各级酒精脱水，按常规方法

制成样品，以日产 Jsm-300型扫描电镜观察。、

观 察 结 果

雄虫的全虫呈细圆筒状，口吸盘在体前端，

腹吸盘为半球形凸起，抱雌沟段显著扩大，睾丸

如念珠状凸起，尾端钝截状。雄虫体壁上布满

皱褶程度不同、纡曲的皮嵴和无数凹窝，呈海绵

状，嵴上突出大小不等的感觉球(图 I、2)。球

体较大者为 I．7／．z，较小者 0．7／．z。此外，在所有

雄虫标本上，可见无数颗粒状、大小为 0．4p的

小球点缀于这些大小球体之间(图 1．2)。睾丸

部体壁上有少数感觉球的顶上可见纤毛，纤毛

长 1．1Jc‘(图 2)o 雌虫较雄虫短小，体壁亦具皮

嵴和凹窝，但不及雄虫明显，缀以许多呈颗粒状

的小感觉球(图3)，球体大小为 0．4Jc‘。无论雄

虫，还是雌虫，体壁上均没有象曼 氏 血 吸 虫

(Schistosomamansoni)、埃及血吸虫 (s．hat—

matobium)那样隆起的圆凸或棘口．a】。

雄虫口吸盘，可见棘丛隆起如鸡冠状或平

铺于口腔(图 4、5)，其周边尚有少许小棘及大

小为 0．4Jc‘的小感觉球(图 5)。口吸盘 的 棘 约

16排，前后排交错排列，棘尖指向口孔。 棘基

宽 0．7Jc‘，棘长 1．5Jc‘。腹吸盘具明显的 圆 边 结

构，并在朝头端侧增厚成唇瓣形，延伸至吸盘底

部，腹吸盘上的棘丛隆起如小土丘(图 6)；棘约

8排，较整齐，亦前后交错排列，棘尖指向圆边，

棘基宽 1．1Jc‘，棘长 3．8Jc‘。

雌虫口吸盘上覆盖着细小的、向内指的小

棘，周边也分布有颗粒状感觉球。腹吸盘的圆

边结构不及雄虫明显，内壁覆盖着棘尖向外的

小棘(图 7)。

雄虫的抱雌沟(图 8)为一短沟状，沟口开

阔，沟底自上而下由浅渐深。抱雌沟起始部未

见如日本血吸虫 (s．iaponicum)、土耳其斯坦

东毕吸 虫 (0rif打106i坛口rg妇 turl~estanica)的

唇状生殖乳突‰帕。沟内密布大小基本一致、针

叶状的棘，大多数棘尖朝内向沟底(图8、9)。棘

基宽 o．6Jc‘，棘长 3．8Jc‘o抱雌沟边缘密 布 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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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7 的感觉球(图 lO)。 

讨 论 

本文报告的包氏毛毕血吸虫成虫的扫描电 

镜观察图象表明，虫体体壁海绵状，布满纡曲的 

皮嵴和大小不等的感觉球，无圆凸和 棘，这 与 

裂体吸虫中的 日本血吸虫、湄公血吸虫 ( ．mf． 

1~ongi)及土耳其斯坦东毕吸虫的扫描 电镜 观 

察结果较相似 圳。 我们的观察与游仕湘等 

所报告的广东中山标本雄虫的扫描电镜观察也 

基本一致四。Sakamoto认为 日本血吸 虫 的 表 

皮是一种保护性 鞘膜 ，而这 种海绵状结构则增 

加其皮表的面积，使之有利于物质的吸收和排 

泄p o 推测包氏毛毕血吸虫的体壁也有近似的 

生理功能。 至于那些 遍布全身的不具纤毛或具 

纤毛的大小感觉球，可能担负着触觉接受器、流 

变接受器和化学接受器的作用，但具体效应有 

待研究。雌虫体壁上的感觉球不及雄虫 发 达 ， 

可能与其平时习惯停留于抱雌沟内，过着依附 

性寄居生活而使之日渐蜕变有关。分布在口吸 

盘．腹吸盘上的体棘，可能与虫体在终宿主血管 

内寄居时的吸附、固定及粗锉等作用有关 ，而抱 

雌沟的体棘则利于两性交配时雄虫稳握雌虫于 

短沟内及平时利于雌虫停息沟内等作用。 

毛毕属血吸虫的虫种繁多，迄今全世界报 

道的已达 4O多种，国内记载的也有近 lO种u．n。 

但在生活史各期的形态学资料，唯有光学显微 

镜下描述较为完整的只有包氏毛毕血吸虫、集 

安毛毕血吸虫 (丁．jionensis)、澳大利亚毛 毕 

血吸虫 ( ．australis)、眼点毛毕血吸 虫 (丁． 

ocellata)、类眼点毛毕血吸虫 (丁．parocellata)、 

短毛毕血吸虫 (丁．brevis)、俄勒冈毛毕 血 吸 

虫 (丁．oregonensis)等 I7种【司。由于缺乏 充 

足的形态学资料，加上观察手段的单一局限性， 

至今诸多虫种的独立性 尚难确定，乃至长期 以 

来存在着 “复杂群”(speG~C$tomplex)问题。 

我们认为，结合应用扫描电镜方法进行观察研 

究，今后将揭示诸多虫种体壁上超微结构的特 

征，从而为分类提供可靠的依据，有助于克服目 

前在虫种鉴别上存在的某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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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蟥侵入黑熊鼻腔内 

1991年 4月，在昆明野生动物繁殖区饲养 

的一只半岁黑熊因烦躁不安，呼吸困难，鼻塞， 

饮食尚可，经检查发现鼻腔内有一蚂蟥后经取 

出而痊愈．经鉴定属鼻蛭 Dinobdella．／erox。 

蚂蟥是热带沼泽地里的一种常见水生嗜血 

动物，常侵入水牛、马、骆驼和狗的鼻腔，引起受 

侵袭动物的鼻腔出血，混有血液，凝血块的浆液 

性脓样鼻涕，吞咽和呼吸困难，但侵入黑熊鼻腔 

内尚属罕见。 

(李树荣 彭和灵 云南农业大学，昆明 650ZOt)t 

(李世宗 云南省森林自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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