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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有睦套状隆起 基部花边 }l芒(图 4)。除附 

着器外 。腹面布满尖刀形单生棘。长 1．5 m，棘 

底宽 1．2／；m，棘尖稍吲指向体 ，棘基部常有 

指状突起和小孔 (图 6) 附着器表皮特化为微 

毛，散乱交错分布成网状 (图 7)。 

背面观 (图8)：虫体背面体被变化明显 。未 

见乳突 叮分为背前区、背中区和背后医。背 

前区 (图 9)表皮呈髓阿褶嵴 ，蝽上有许多单生 

棘，瘤状 ，直径 1．o n ，还有小孔和指状突起 ， 

长 1 3I 。背中蛭 (图 10)被有尖刀形单生棘， 

与腹面相比棘稀疏 ，棘尖钝圆，指 向体后，体 

壁上也散布许多小孔和指状突起 。背后 区 (图 

a．图 a—h见封 3，下同)表皮皱褶成横向板层 ， 

具单生棘 ，小孔、指状突起和鳞片就皮层裂隙， 

这种裂隙排泄孔周围尤多。 

(三)成虫 腹面观 (图b)t虫体卵圆形． 

前有口吸盘 ，最明显的特征是占腹面近三分之 

的附着器(【)-235×o．254)，其中央有一纵凹， 

将附着器分成几乎等大的两半 ，还有放射状条 

纹，高倍放火附着器表皮与后尾蚴一样也特化 

为微毛 ，无体棘 附着器局缘有大量簇生棘。一 

般由 1卜一13个尖刀形体觫组成 (图c)，其它部 

分的簇生棘为 12 15个尖刀形体棘。困棘尖相 

互紧贴使簇棘呈 贝壳状 (图d) 后尾蚴的具纤 

毛乳突依然存在，基部有 4 5层花边 ，但无纤 

毛圊丘形乳突由无纤毛窝状乳突取代 ，口吸盘 

周围尤为明显 (圈 e) 

衰 1 后鼍■和成虫体被的主要特征比较 

后尾 蚴 成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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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观：从体前到体后，体棘由密变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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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 1】个棘组成的簇生棘，间有单生棘 、 

生棘等。乳 突少．为具纤毛乳突‘ f 泄殖孔 

为一纵裂 ，周围表皮隆起呈绳索状 ，无体棘，孔 

周围有具纤毛乳突 (图 g) 有的样品 可见伸出 

的仙人柱状阴茎，大小 24．0×11．0 m。表面有 

短的突起和颗粒(图h) 

后尾蚴和或虫体被的主要特征 比较(见表 

。 一  

讨 论 

囊蚴按成囊部位不同可分为体外和体内戚 

囊两类 ，前者一般在着生处形成腹栓，此处囊壁 

不 完 整，如 大 拟 片 形 吸 虫 (Foscioloides 

Magna)R 。过类囊蚴的囊壁结构和皖分也较复 

杂．如肝片形吸虫(Fasciola hepatica)。 J。相反， 

东方杯叶吸虫在鱼体 内成囊。囊蚴壁光滑完整， 

仅有 内外两层囊壁 ，这与其它体 内成囊的种类 

相似 ]。东方杯叶吸虫囊蚴经人工胃液消化后， 

仍有一些残留的宿主组织附着于囊壁外。且它 

们与外囊壁之间联系密切 。结构相似 ，提示外囊 

壁来源于宿 主，成囊过程与异物进入脊椎动物 

后发生的炎症反应相似，这在其它囊蚴也有证 

明0一。至于内囊壁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由虫体本 

身的分 泌物形成 ，，和不少吸虫一样东方杯叶 

吸虫内囊壁似胶原纤维 ，不同区域密度不一。可 

能与成囊过程中虫体分泌物量和囊壁所受压力 

不同有关 所以脱囊时虫体可由囊壁薄弱处首 

先钻出。囊壁内倒还具有一层连续的薄膜，这在 

其它囊蚴中未见报道 。它可以保护囊 中虫体免 

受外界 因素的不利影响，同时有利于后尾蚴的 

伸缩活动 

扫描电镜主要揭示体棘和乳突等的形态和 

分布，不少后尾蚴口吸盘 、腹吸盘和排泄孔等部 

位无体棘，体棘数由前到后逐渐减少 ，东方杯 

叶吸虫后尾蚴腹面 ，除附着器外均被有尖 刀形 

单生棘，其大小、形状和数 目在腹面各部分大致 

相同。背面体棘少于腹面 ，整个背面无感觉乳 

突，这与虫体的生活习性有关 ，因虫体是靠腹面 

吸附于宿主肠壁。腹面密集的体棘有助于虫体 

蠕动时口吸盘和附着器交替吸附和放松。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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蚴腹面和背面体被上的小孔和指状突起可能与 

虫体的分泌和吸收功能有关 从后尾蚴到成 虫 

体棘的显著变化是由单生棘变为棘数较多的簇 

生棘，残留的单生棘因数 目极少，不是成虫的特 

征体棘 ，含 2—3个棘的过渡类型体棘正说明了 

这 一点。从单 生到簇生是体棘强化的表 现，这在 

肝片形吸虫发育过程中同样存在 ]。从功能上 

看．这种变化确利于虫体刮破肠壁 ，有效地吸收 

宿主营养物质 ，这 可从成虫体棘上常 附有肠壁 

组织得到证明，同时密生和指向均 一的体棘有 

助于虫体沿肠壁移行和固定于某一部位。和某 

些鹗形类吸虫一样 J，东方杯叶吸虫附着器表 

皮特化为微毛，这无疑增加了虫体和肠 壁的接 

触面，由于附着器含有大量消化酶等物质，说明 

附着器兼有梢化和吸收功能，这是鹗形类吸虫 

所特有的。 

东方杯叶吸虫后 尾蚴和成虫都具有纤毛乳 

突，但前者还有无纤毛 圆丘形乳突，后者则有无 

纤毛窝状乳突，透射电镜揭示无纤毛窝状乳突 

为腺乳突(另文发表) Bennett(1975a) 报道 

肝 片形吸虫后尾坳和成虫都有三种乳突 ，并推 

测凹陷形乳突为化学感受器，感受宿主环境的 

化学性质，纤毛形乳突为压力感受器，感受作用 

于体表压力的方 向和程度 ；圆丘形乳突为压力 

和／或张力感受器，感受吸盘与界面的接触 东 

方杯叶吸虫的具纤毛乳突和无纤毛圆丘形乳突 

可能也具有上述相应乳尖的功能。但无纤毛窝 

状乳突是腺乳突，均分布于 [1吸盘周围，可能与 

虫体的分泌消化功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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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SCANNING ELECTRoN M ICROSCOpE 

0F THE CYST W ALL．BoDY W ALLS oF M ETACERCARIAE AND 

ADULTS Cl，A 日DCD y D置，占Ⅳ A S 

REN Peifeng，LANG Suo 

(Dept．of Bio1．East China Normal U．iv 岛 a gh 200062) 

ABSTRACT The cyst wall of Cyathocotyle orientali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ayers：the out— 

er layer with fibrillar structure．the inner one with noncellular structure and formed by dense 

granules and bodies．The surfaces of both metacereariae and the adhesive organ in adults are spe— 

eialized into microvilli and with body spines and eiliated papillae．The morphology and topogra— 

phy of the body spines and sense papillae are carefully described，further more the possible func— 

tion of these structures mentioned above and their signieanee in development of the fluke are also 

d；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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