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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对淡水环境的适应和江湖阻隔! 部分洄游型刀鲚"!(#,#+ $+&)&#分化成淡水型和陆封型! 为

寻找区分洄游型)淡水型和陆封型这 ) 种生态型刀鲚的寄生虫标志! 并分析其寄生蠕虫群落结构特征!

本文调查了 ) 种生态型刀鲚鳃部)胃)肠和幽门盲囊中寄生蠕虫的种类和感染情况( 共发现 $# 种寄生

虫! 包括鳃上 ) 种单殖吸虫$ 林氏异钩铗虫"J%4%*(6+G(3*+%&,#$/6)%$##)细长嗜鳀虫"J%,3#-%*)&4%$)#&#和

长江中华钩铗虫":#$(6+G(3*+%&3"+$/O#+$/%$&#&#’ 胃部 $ 种复殖吸虫$ 鲚套茎吸虫"K,04*(2"+,,)&3(#,#+%#’

肠道 ) 种线虫$ 简 单 异 尖 线 虫 "?$#&+L#&&#62,%E#) 对 盲 囊 线 虫 "!($4*+3+%3)6 7W;# 和 胃 瘤 线 虫

"K)&4*($/0,#>%&7W;#! 以及肠和幽门盲囊的 ) 种棘头虫$ 陈氏刺棘虫"?3+$4"(&%$4#&3"%$##)鲇异吻钩棘头

虫"?*"04"6+3+$4")&2+*+&#,)*##)长江傲刺棘头虫"I*%$4#&%$4#&0+$/4G%$&#&#( 林氏异钩铗虫和陈氏刺棘虫

在 ) 种生态型的刀鲚中都有较高的感染率和平均丰度’ 海水性寄生虫细长嗜鳀虫)鲚套茎吸虫和对盲

囊线虫只感染洄游型刀鲚! 可作为区分洄游型刀鲚的寄生虫标志’ 淡水性寄生虫长江中华钩铗虫)鲇异

吻钩棘头虫和长江傲刺棘头虫只在淡水型刀鲚中发现! 可作为淡水型刀鲚的寄生虫标志( 洄游型刀鲚

的物种丰富度和 f@/009:/4 多样性最高! 分别在 $\"’ 和 #\$& 以上! 淡水型刀鲚的较低! 分别为 #\B& (

$\$" 和 #\$# (#\$"! 陆封型刀鲚的最低! 分别在 #\** 和 #\#" 以下! 这主要是由于淡水型和陆封型刀

鲚中海水性寄生虫大部分丢失! 以及淡水性寄生虫感染率和平均丰度都较低造成的( 盐度降低和中间

宿主缺乏是导致淡水型和陆封型刀鲚中海水性寄生虫丢失的主要原因’ 而淡水性寄生虫较低的感染水

平可能是由于其对新宿主的适应时间较短’ 地理隔离可能是陆封型刀鲚中寄生虫群落多样性最低的另

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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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感染寄生虫的种类和数量与水体的理
化参数)生物组成和季节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
此不同环境中鱼类的寄生虫组成和数量存在一
定的差异! 这是寄生虫作为鱼类生物标志的基
础( 寄生虫标志可用于鱼类生物学各方面的研
究! 如鱼类的种群区分"739>] 7<W.@.3/94#)种群
补 充 " @<>@:/3-<43#) 季 节 洄 游 " 7<.794.0
-/5@.3/94#)食性和摄食行为 " =/<3.4= V<<=/45
Y<8.[/9@# "K.>r<4X/<$&AB! N/00/.-7<3.0;
$&&"#( 迄今为止! 大多数研究集中在鱼类种
群鉴定! 如不同海域 "Q.@7<4 <3.0;$&&B!
K.>r<4X/<<3.0;"##A! F0/[.<3.0;"##A! L/-/
<3.0;"##&#)海域与河口"K.@2:<7<3.0;"##’#

以及不同湖泊间"f./0<?<3.0;$&AB#(
刀鲚"!(#,#+ $+&)&#是一种溯河产卵的洄游

型鱼类! 主要分布在太平洋西北沿岸! 在此摄
食和越冬! 在繁殖季节! 成年刀鲚洄游到长江
中下游及与其相连的湖泊中产卵! 产卵完成后
返回到海域"袁传宓等 $&B*#( 由于对淡水的
适应! 有一些刀鲚定居在长江和湖泊中! 这部

分刀鲚的下颌骨较短! 不及胸鳍基部! 曾被称
为短颌鲚"!58*+3"0/$+4")&#( 另外! 由于修坝
建闸! 还有一部分刀鲚被陆封至湖泊等水体
中! 如太湖中的湖鲚"!5$+&)&4+#")%$&#&#( 湖
鲚曾被认为是刀鲚的亚种 "袁传宓等 $&B*#!

由于有关形态分类特征的不稳定性以及较小的
遗传差异! 短颌鲚和湖鲚被认为只是刀鲚的不
同生态型"张世义 "##$! 唐文乔等 "##B#( 因
此! 长江流域的刀鲚有 ) 种生态型! 即长江和
大海之间洄游的刀鲚为洄游型! 生活在长江及
与其连通湖泊中的刀鲚为淡水型! 在与长江隔
绝水体中的刀鲚为陆封型"张世义 "##$#(

徐南等 "$&BA#在研究刀鲚的生殖洄游
时! 发现刀鲚寄生有 ") 种寄生虫! 并认为简单
异尖线虫 "?$#&+L#&&#62,%E#)中国上斧颚虱
"K2#3,+=%,,+ 3"#$%$&#&# 和 园 背 角 无 齿 蚌
"?$(>($4+ F((>#+$+ 2+3#-#3+#的钩介幼虫可作
为生物标志! 来判定刀鲚是否进行咸)淡水的
生殖洄游! 但一直没有后续详细的研究报道(
直到近期! Q/等 ""#$$#调查了舟山和崇明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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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型刀鲚鳃及消化道寄生蠕虫的种类与季节动
态! 只发现 * 种海水性寄生虫! 根据各寄生虫
感染丰度的变化和生活史! 认为有 % 种寄生虫
可指示刀鲚上溯洄游和降海洄游的时间’ 但刀
鲚在沿着长江进行生殖洄游时! 未发现淡水性
寄生虫! 而且随着洄游距离的增加! 海水性寄
生虫的种类和数量无明显变化 "Q/<3.0;
"#$"#( 以上研究都是有关洄游型刀鲚的寄生
虫! 而对于已经适应淡水环境并定居的刀鲚!
其感染的寄生虫会有怎样的变化0 能否找到区
分 ) 种生态型刀鲚的标志寄生虫呢0

洄游型刀鲚主要生活在海水中! 而淡水型
和陆封型刀鲚都生活在淡水中! 两种不同盐度
的水体会造成渗透压差异! 这会直接影响到寄
生虫的存活"K{00<@$&BA#! 从而影响寄生虫的
种类’ 而且这 ) 种生态型刀鲚在沿海)长江)通
江湖泊和封闭水体中所摄取的食物差异较大!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刀鲚感染寄生虫种类和
数量的不同( 因此! 本文通过调查 ) 种生态型

刀鲚的寄生蠕虫种类和感染情况! 寻找区分这
) 种生态型刀鲚的标志寄生虫! 同时分析 ) 种
生态型刀鲚的寄生蠕虫群落结构特征(

>?材料与方法

>@>?采样点的选择和刀鲚样品的采集?江海
洄游型刀鲚采集于浙江省的舟山)上海崇明和
安徽省的安庆江段’ 淡水型刀鲚采集于安庆江
段)湖北省的鄂州江段和通江湖泊鄱阳湖’ 陆
封型刀鲚采集于太湖)湖北省的沉湖和长江天
鹅洲故道! 太湖)沉湖和在 "# 世纪 ’# 年代后
逐渐与长江隔离的天鹅洲故道"图 $#( 淡水型
和洄游型刀鲚除了根据下颌骨的长短区分外
"淡水型刀鲚的下颌骨刚达或不及胸鳍基部!
而洄游型刀鲚的下颌骨超过胸鳍基部#! 主要
根据它们在长江中出现的季节不同( 在冬季!
洄游型刀鲚都已产完卵! 并返回到海域或河
口! 长江及其通江湖泊中只有淡水型刀鲚! 所
以冬季是最好的采样季节( 但是洄游型刀鲚一

图 >?刀鲚采样点的地理位置
1.6@>?X’:,-.’(’02,F*+.(6 2.-%2’0.#*-*’ (’)/)

.;采样点在中国的地理位置’ Y;& 个刀鲚种群的地理位置( 洄游型$ 舟山)崇明)安庆’ 淡水型$ 鄱阳湖)安庆"与

洄游型刀鲚采样点相同# )鄂州’ 陆封型$ 太湖)沉湖)天鹅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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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 % 月出现在安庆江段! 这个季节安庆江段
还会有淡水型刀鲚! 它们的区分主要根据下颌
骨的长短( 因此! 为了尽量保证采样时间的统
一! 除了安庆的洄游型刀鲚在 % 月采集! 其他
采样点的刀鲚都在 "##& 年的 $$)$" 月采集(
所有刀鲚都用刺网捕捞! 每个采样点至少采集
%# 尾用于寄生虫的检查(
>@A?寄生虫样品的收集和鉴定?新鲜的刀鲚
在 "% 8 内完成体长测量和寄生虫的检查( 剪
取刀鲚的鳃)胃)肠道和幽门盲囊! 鳃上寄生虫
在解剖镜下! 用解剖针拨开每片鳃丝检查’ 胃
和肠道内的寄生虫通过刮取内容物! 用两片玻
片挤压后在解剖镜下观察’ 幽门盲囊里面的寄
生虫直接用玻片挤压后检查( 收集并统计寄生
虫的数量! 寄生虫种类的鉴定在实验室压片)
染色或直接透明后! 根据形态特征来确定(
>@G?参数的统计?寄生虫的感染情况包括感
染率和平均丰度"f:78 <3.0;$&&B#! 寄生虫的
群落结构是在组分群落和内群落水平上进行分
析( 组分群 落参数有物种 丰富度 "7W<>/<7
@/>84<77#! 内群落参数包括平均物种丰富度
"-<.4 @/>84<77#)寄生虫的平均个体数)f<@5<@,
‘.@]<@优势度指数"> e1-._b1! 1-._是最丰富
物种的个体数! 1为群落中所有的个体数#和
f@/009:/4 多 样 性 指 数 . I e
"0414 g#04$/4# b1! $/为第 #种寄生虫的个
体数/! 群落间的相似性用百分相似性指数表
示.@ e,-/4 "@_/! @?/#! @_/和 @?/为第 #种寄
生虫分别在宿主 _)?中的百分率/ "P:@0Y<@3
$&BA#(

A?结?果

A@>?寄生虫的种类?在 & 个采样点共调查了
%%& 尾刀鲚! 发现 $# 种寄生蠕虫! 包括 ) 种单
殖 吸 虫! 林 氏 异 钩 铗 虫 " J%4%*(6+G(3*+%&
,#$/6)%$##)细长嗜鳀虫"J%,3#-%*)&4%$)#&#)长江
中华钩铗虫":#$(6+G(3*+%&3"+$/O#+$/%$&#&#! 它
们都寄生于鳃’ $ 种复殖吸虫! 鲚套茎吸虫
"K,04*(2"+,,)&3(#,#+%#! 寄生于胃’ ) 种线虫!
简单异尖线虫 "?$#&+L#&&#62,%E#)对盲囊线虫

"!($4*+3+%3)6 7W;#)胃瘤线虫 "K)&4*($/0,#>%&
7W;#! 寄生于肠道’ ) 种棘头虫! 陈氏刺棘虫
" ?3+$4"(&%$4#&3"%$##) 鲇 异 吻 钩 棘 头 虫
"?*"04"6+3+$4")&2+*+&#,)*##)长江傲刺棘头虫
"I*%$4#&%$4#&0+$/4G%$&#&#! 都寄生于肠和幽门盲
囊( 除了 ) 种线虫幼虫外! 其他 B 种寄生蠕虫
的形态特征见图 "(
A@A?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上述 $# 种寄生虫在
各采样点的感染率和平均感染丰度见表 $( 林
氏异钩铗虫和陈氏刺棘虫在 ) 种生态型的刀鲚
中都有较高的感染率和平均丰度’ 细长嗜鳀
虫)鲚套茎吸虫和对盲囊线虫只在洄游型刀鲚
中发现! 其中细长嗜鳀虫感染水平较低! 鲚套
茎吸虫和对盲囊线虫有较高的感染率和平均丰
度’ 长江中华钩铗虫)鲇异吻钩棘头虫和长江
傲刺棘头虫只在淡水型刀鲚中发现! 但是感染
水平较低(
A@G?寄生虫的群落结构?) 种生态型刀鲚的
寄生蠕虫群落特征见表 "( & 个采样点的寄生
蠕虫物种丰富度差异较大! 洄游型的最多! 为
* 种! 陆封型的最少! 为 " 种( 平均物种丰富
度也是洄游型刀鲚的最高! 在 $\"’ 以上! 陆封
型的最低! 在 #\** 以下! 淡水型刀鲚的在
#\B& ($\$" 之间( 洄游型刀鲚的 f@/009:/4 多
样性指数最高! 高于 #\$&! 而优势度指数最
低! 在 #\*" 以下! 优势物种是鲚套茎吸虫和对
盲囊线虫’ 陆封型刀鲚的 f@/009:/4 多样性指数
最低! 在 #\#" 以下! 而 f<@5<@,‘.@]<@指数最
高! 在 #\&$ 以上! ) 个采样点的优势种都不
同’ 淡水型刀鲚的 f@/009:/4 多样性指数在 #\$#
(#\$" 之间! 优势度指数在 #\** (#\&%! 优势
种都是林氏异钩铗虫(

通过对 & 种生态型刀鲚蠕虫群落间相似性
的聚类分析"图 )#! 发现除了陆封型种群! )
个采样点的淡水型种群聚集在一起! ) 个采样
点的洄游型种群也聚为一支(

G?讨?论

G@>?寄生虫标志?寄生虫按照生活的环境不
同通常可以分为淡水) 海水和咸水性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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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刀鲚鳃和消化道内寄生蠕虫的形态特征
1.6@A?R3,#,:-%#.2-.:2’03%+F.(-32’(-3%6.++2,(=.(-3%,+.F%(-,#& :,(,+’0.#*-*’ (’)/)

.;林氏异钩铗虫’ Y;长江中华钩铗虫’ >;细长嗜鳀虫’ =;鲚套茎吸虫’ <;陈氏刺棘虫’ V;鲇异吻钩棘头虫’ 5;

长江傲刺棘头虫(

.;J%4%*(6+G(3*+%&,#$/6)%$#’ Y; :#$(6+G(3*+%&3"+$/O#+$/%$&#&’ >;J%,3#-%*)&4%$)#&’ =;K,04*(2"+,,)&3(#,#+%’ <;

?3+$4"(&%$4#&3"%$#’ V;?*"04"6+3+$4")&2+*+&#,)*#’ 5;I*%$4#&%$4#&0+$/4G%$&#&;

生境中鱼类的寄生虫类型不同! 因此! 寄生虫
种类可作为鱼类生境的生物标志 "f9:/0094 <3
.0;$&A&#( 徐南等 "$&BA#在洄游型刀鲚上
曾发现 ") 种寄生虫! 其中寄生蠕虫 $’ 种! 并
认为海水性的体外寄生虫中国上斧颚虱可作为
刀鲚在长江下游进行生殖洄游的生物标志! 而
体内寄生虫简单异尖线虫在长江干流及其支流

的洄游型刀鲚中都能找到! 是较理想的生物标
志! 淡水河蚌的钩介幼虫可推测刀鲚的产卵
场( 但是本次调查和 Q/等""#$$! "#$"#在洄
游型刀鲚鳃及体内只发现 * 种寄生蠕虫! 并没
有发现中国上斧颚虱和河蚌的钩介幼虫(

本研究还发现! 细长嗜鳀虫)鲚套茎吸虫
和对盲囊线虫只感染洄游型刀鲚! 长江中华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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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基于加权平均数的蠕虫群落间百分相似性的聚类分析
1.6@G?W.%#,#:3.:,+:+"2-%#,(,+&2.2"2.(6 "(<%.63-%=*,.#Y6#’"*,$%#,6%9,2%=’(

-3%*%#:%(-,6%2.F.+,#.-& .(=%P ’03%+F.(-3:’FF"(.-.%29%-<%%(2,F*+.(6 2.-%2
!!!标尺表示群落间的差异性( G>.0</4=/>.3<738<=/77/-/0.@/3?Y<31<<4 8<0-/438 >9--:4/3/<7;

铗虫)鲇异吻钩棘头虫和长江傲刺棘头虫仅在
淡水型刀鲚中发现! 它们都可作为刀鲚种群区
分的寄生虫标志( I@/-<38 "$&AB#调查了淡水
中洄 游 和 非 洄 游 的 溪 红 点 鲑 " :+,=%,#$)&
-($4#$+,#&#鳃和体内的寄生虫! 共发现了 $A 种
海水性和 $A 种淡水性的寄生虫! 非洄游的红
点鲑一般不会感染海水性寄生虫! 肠胃中海水
性寄生虫可作为淡水中洄游鲑的生物标志(
f9:/0094 等"$&A&#调查了淡水中陆封的和洄游
的北极红点鲑":5+,2#$)&#的寄生虫感染情况!
陆封的红点鲑只感染淡水性寄生虫! 而洄游的
则感染淡水性和海水性两类寄生虫! 另外! 还
没有进行降海洄游的 $ 龄红点鲑也感染有海水
性或咸水性寄生虫! 认为一些幼鱼也可在海水
中进行短期的摄食巡游( 以上研究结果显示!
生活在淡水中洄游鱼类可感染海水性和淡水性
寄生虫! 而非洄游鱼类只感染淡水性寄生虫(
Q/等""#$$#通过对海域和河口的洄游型刀鲚
寄生蠕虫的周年调查! 并没有发现淡水性寄生
虫! 林氏异钩铗虫)细长嗜鳀虫)鲚套茎吸虫)

陈氏刺棘虫和对盲囊线虫都为海水性寄生虫(

本研究也发现细长嗜鳀虫)鲚套茎吸虫和对盲

囊线虫只感染洄游型刀鲚! 而生活在淡水中的
淡水型和陆封型刀鲚都没有感染! 这 ) 种寄生
虫可作为区分洄游型刀鲚的标志寄生虫! 也可
作为刀鲚在淡水中进行生殖洄游的生物标志(

另外! 长江中华钩铗虫)鲇异吻钩棘头虫
和长江傲刺棘头虫只感染淡水型刀鲚! 而在另
外 " 种生态型刀鲚中都没有发现( 长江中华钩
铗虫是在长江中的淡水型刀鲚 "短颌鲚#中被
首次发现和命名"O8.45<3.0;"##)#’ 长江傲
刺棘头虫"长江丽棘虫的同物异名#! 在长江的
很多鱼类中都有发现"余仪等 $&A&#’ 鲇异吻
钩棘头虫首先是在辽河的大口鲇 " :#,)*)&
6%*#>#($+,#&#)长吻 " 7%#(3+&&#&,($/#*(&4*#&#等
鱼类中发现"尹文英等 $&A%#! 后来在长江的
黄颡鱼"@%,4%(8+/*)&-),=#>*+3(#中也有发现"方
建平 $&&&#( 这 ) 种寄生虫都是淡水性寄生
虫! 而且都是在河流鱼类中发现! 它们可作为
区分淡水型刀鲚的标志寄生虫(

虽然林氏异钩铗虫和陈氏刺棘虫都是海水
性寄生虫"Q/<3.0;"#$$#! 但是在淡水型和陆
封型的刀鲚中都有感染! 而且都有较高的感染
水平! 可能陈氏刺棘虫随着宿主在淡水中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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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适应了淡水环境"宋锐 "#$$#! 而林氏异钩
铗虫是一种广盐性体外寄生虫 "Q/<3.0;
"#$"#! 这 " 种寄生虫不宜作为区分刀鲚生态
型的生物标志(
G@A?G 种生态型刀鲚的寄生虫群落结构特征
?本研究发现洄游型刀鲚寄生蠕虫群落的物种
丰富度和多样性最高! 而生活在淡水中的淡水
型和陆封型刀鲚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都较
低( 虽然淡水型和陆封型刀鲚感染了海水性和
淡水性寄生虫! 但是海水性寄生虫只有 " 种!
而 % 种淡水性寄生虫的感染率和平均丰度也都
较低"表 $#(

尽管鱼体胃和肠内的渗透压相对较稳定!
但盐度仍然影响着其中寄生虫的存活 "K{00<@
$&BA#( 体外寄生虫对盐度尤其敏感! 大西洋
鲑三代虫"N0*(>+340,)&&+,+*#&#在盐度 B\’�的
情况下可以存活 ’* =! 随着盐度的提高! 存活
时间逐渐缩短! 在 ))�的海水中! 虫体很快死
亡"G90<45<3.0;$&&B#( 体内寄生虫也会受到
盐度变化的影响! r/@] 等""####对寄生于鳗鲡
"?$/)#,,+ +$/)#,,+ # 的一种线虫 "?$/)#,,#3(,+
3*+&&)&#研究发现! 该线虫的第二期幼虫在淡
水中可以存活 $## =! 在 ’#v的海水中存活 B#
=! 而在海水中仅能存活 %# =! 与之对应的是感
染能力也会随之降低( 不同寄生部位的寄生虫
对盐 度 变 化 的 反 应 不 同! 当 淡 水 的 红 鲑
";$3(*"0$3")&$%*L+#在海水中饲养 )" (%# 周
时! ) 种淡水性寄生虫! 如肾的一种粘孢子虫
"C0E#>#)6 &+,=%,#$##) 膀 胱 的 复 殖 吸 虫
"@"0,,(>#&4(6)6 )68,+%# 和 鳃 上 的 桡 足 类
":+,6#$3(,+ 3+,#-(*$#%$&#&#的存活明显降低! 而
另外 ) 种肠道寄生的绦虫和棘头虫的存活没有
明显差异"f./0<?<3.0;$&A&#( 因此! 盐度也
影响着寄生虫的群落多样性 " .̂]9Y <3.0;
"##A#( 但是! 在洄游型刀鲚沿着长江上溯洄
游的过程中! 体内寄生蠕虫的物种丰富度和多
样性都没有明显的降低! 表明海水性寄生虫对
盐度变化有较强的耐受性! 短期淡水生活"$ (
" 个月#不会明显影响海水性寄生虫的存活"Q/
<3.0;"#$"#( 而对于已经适应淡水环境! 并长

期生活在淡水中的淡水型和陆封型刀鲚! 其体
内的海水性寄生虫一定会受到盐度变化的影
响! 其中的 % 种海水性寄生虫消失了( 可见!
盐度降低是导致淡水型和陆封型刀鲚寄生蠕虫
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

除了盐度! 生活史也会影响海水性寄生虫
在淡水中的生存! 鱼类寄生蠕虫"除了单殖吸
虫#的繁殖一般需要经历中间宿主阶段! 寿命
不超过 $ 年! 由于中间宿主的缺乏! 海水性寄
生虫很难在淡水中完成其生活史! 也无法建立
种群( 因此! 淡水型和陆封型刀鲚中的大部分
海水性寄生虫都已丢失(

另外! 淡水型和陆封型刀鲚的淡水性寄生
种类和数量都比较低! 可能是淡水性寄生虫还
没有完全适应刀鲚的内环境( 当鱼类宿主被引
入到另一个环境中后! 宿主固有的专性寄生虫
会丢失! 但是又会从当地感染一些广谱性寄生
虫 "r<44<=?<3.0;$&&% #( 如! 当 石 斑 鱼
"!%2"+,(2"(,#&+*/)&#引种到夏威夷之后! 很多
寄生虫种类消失! 感染率和平均丰度也有所下
降! 而且也没有新的寄生虫种类感染 "p/5494
<3.0;"##&#( 虽然刀鲚适应了淡水环境并建
立了种群! 但它们在淡水中生活的时间并不
长! 特别是陆封型刀鲚! 很多湖泊与长江隔离
发生在 "# 世纪 B# 年代! 寄生虫在 %# (’# 年
的短时间内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宿主( 淡水型
刀鲚中的长江中华钩铗虫)鲇异吻钩棘头虫和
长江傲刺棘头虫在很多长江鱼类中都有发现
"尹文英等 $&A%! 余仪等 $&A&! 方建平 $&&&#!
是广谱性寄生虫! 淡水型刀鲚可能通过摄食中
间宿主或者这些鱼类而感染! 由于这几种寄生
虫还未完全适应新的宿主! 感染率和感染丰度
都较低(

在 ) 种生态型刀鲚中! 陆封型刀鲚的寄生
蠕虫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最低! 除了上
述原因外! 可能还与地理阻隔有关 "r.@[94<4
<3.0;"##&#( 鱼类寄生虫的迁移能力有限! 其
扩散主要借助于宿主鱼类的迁移! 鱼类的迁移
能力决定着寄生虫种群交流 "+7>8 <3.0;
$&AA#! 天鹅洲)沉湖和太湖都与长江失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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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阻碍了陆封型刀鲚与淡水型和洄游型刀鲚
的交流! 从而也影响了寄生虫的交流( 因此!
地理隔离影响了陆封型刀鲚中寄生虫的种类和
数量(

根据寄生蠕虫群落间相似性的聚类分析发
现! 除太湖外! ) 种生态型刀鲚的寄生虫基本
分开! 而且洄游型刀鲚的优势物种都是鲚套茎
吸虫和对盲囊线虫! 淡水型和陆封型刀鲚的优
势种基本都是林氏异钩铗虫( 可见! 寄生虫群
落的相似性与宿主刀鲚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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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乐亭发现短尾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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