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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吸盘圆形，大小为 44i一5l 4×46—539微 

米 。 

本种绦虫蚴的特点是无颈节，头节后即为 

由许多体节紧密相连的链体 ，长 4—8厘米，体 

1989 24(‘) 

节最多达 240节，少则 90节。每一体节均为宽 

大于长 ，越是体前部的体节 ，宽与长的比例越 

大，而链体瑶部逐渐变细 ，最后形成一小囊状 

物 。 

中国 的 淡 水 (三 肠 目)涡 虫 

刘 德 增 
(黑龙江省 自然资辣研究所) 

三肠 且淡水涡虫是一类扁形动物门 (Vhy 

lum Platyhelminthes)涡虫纲 (Class Turbe— 

llaria) 三肠目 (Order Tricladida)淡水亚 目 

(Suborder Paludicola) 涡虫。 由于它是扁形 

动物 门和涡 虫纲的代 表动物 ，是动 物学 研究的 

重要材料 ；又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实验标本 ，所 

以一直受到全世界生物学家和院校师生们的关 

注 ，一直是世界各国涡虫分类学家研究的热门。 

肯克 (Kenk l978；参见 M．Kawakatsu，1978) 

将这类淡水涡虫分为： 三角头涡虫科 (Duge— 

siidae)； 扁平涡虫科 (Planariidae)； 洞穴涡 

虫科 (Kenkiidae)和树枝肠涡虫 科 (Dendro- 

~oelidae) 四个 科。 川 胜 正 冶 (Kawakatsu 

1977)报道垒世界 淡水涡虫共有 35个属和 387 

个种 ，它们遍布于南北两半球的淡水泉溪、湖 

沼、池塘和丽穴水之中。这类 淡水涡虫种类虽 

然繁多，但是它们分布的区域很不均衡。多数 

的属和种 ，特别是几个种类繁多的属，多分布于 

北半球的温带或亚 寒带地区。其中仅仅西伯利 

亚贝加尔湖的特有种 (即只分布于该湖的种就 

有 l2个属 (占全部 淡水亚目涡虫 35个属的 l， 

3)。有一个属是里海的特有砷。而我们所在的 

亚洲东部的国家和地 区—— 中国、日本 、朝鲜和 

苏联远东的堪察加半岛、萨啥林岛(库页岛)和 

海参崴等地 ，仅仅发现六个属和少数种类。 

淡水三 肠 且涡虫一 般体长 5— 30毫米 ，体 

宽 I--5毫米。身体柔软，背腹扁平，两侧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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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大多黄褐色 、灰褐色、黑褐色和棕红色 ，腹 

面色浅；有些种类乳白色和奶油状。头部一般 

三角形 ，截顶状或弓形。头的两端往往伸出长 

短不同的外耳或触角。有些种类的头前凄侧百 

粘着器 (adhesive organ)、执握 器 (grasping 

organ)或吸盘 (sucker)o眼一般一对 (2个)， 

位 于头的背面 ；也有多眼的 (眼可达 i 00个之 

多)；多个附加眼 (additional eyes)和额外眼 

(supernumerary eyes)的种类。涡虫是肉食性 

动物 ，腹面中间稍后有 口，口内是一个长管状的 

咽，咽能伸出口外，其前端呈现一个喇叭状的 

吻，涡虫用吻来吸食食物。三肠 且涡虫的肠干 

有三 条，其 中一 条向前 ，两条向后 ，每一肠干有 

许多分枝。它们通常夜间活动寻食，以水中原 

生动物、线虫、小环虫、小 甲壳类和一些昆虫幼 

虫等小水生动物为食。它们一般有躲避光线的 

习性，白天避藏于水中背光背流的石块或物体 

F，收缩成 圊的 点片状 ，遇光 伸 展避 遣。 它们是 

雌雄同体异体受精动物，普遍能够进行有性 生 

殖。在性成熟的虫体内有两性生殖器官。性成 

熟前 没有生 殖器官 的存在 。 生殖器 官有产 生、 

发达 和退 化 的过程 。性成 熟以后 ，两虫交尾 ，相 

互受精，多个受精卵在生殖腔内包以外壳而形 

·本文承蒙北京大学生物系陈阅增教授审阅； 日奉 藤 好 

太学生物系川胜正治教授的热心帮助；省应用微 生 物 

所 日语酗译金永焕 同志的帮助，谨此一井弦 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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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卵囊，目F囊排出体外并粘于石块、水草等水 

中物承上，几周后孵化出多个幼虫来。有些种 

类 能进 行 无性横 裂生殖。 它们往 往在 同一 产地 

有性和无性生殖交替进行。在动物界所有动物 

中 ，它们的 再 生能力极 强。 

我 国的 淡水三肠 目涡 虫过去研 究较 少 ，杜 

增瑞等 (1959)曾报道我 国这类涡虫只发 现 五 

种。 现在知道，除 了其中的高山涡虫 (Arndt 

1918年报道采自中国的内蒙)已知不产j二中国 

以外 ，其它四种涡虫是：东亚三角头涡虫 (D 一 

gesla，aponica)、西 藏 多 眼 涡 虫 (Potycelis 

tibetica)、宫地 氏涡虫 (Phagoca~a miyadii) 

和上野氏涡虫 (Phagocata uenoi)。 现将我国 

泼水三肠 目研究的历史简述如 下： 斯图 尔 特 

(F．H Stewart，1907)于西藏采到一种 多 眼 

涡虫，海曼 (L_H．Hyman，1934)定名为西 

藏多眼涡虫 (Polyceli s*ibe*ica)。 林 绍 文 

(Lin Shao—Wen，l9 30) 是第一个研究涡虫的 

中国人，他首先记录 了北京的三角头涡虫。秉 

志 (Ping C．，1931)于南京动物区系的论述中， 

报告了南京市的 淡水涡虫，他记录的 Planaria 

种无疑地是三角头涡虫。 杜增瑞 (Tu Tseng- 

aui，I934)记载了北京清华园内的三角头涡虫， 

将其定名为欧洲三角头涡虫 (Plan*ria gono． 

cephala)，他 的三角头涡虫图中，不对称的 阴 

茎乳突 ，射精管开 口于腹侧的描述，曾被各国涡 

虫分类学家们引用，作为中国东亚三角头涡虫 

(Dugesia japonica)不同于欧洲三 角 头 涡 虫 

(Dugesia gonocephala)的依据。肖之的(Hsiao 

sidney—D．， 1934)报告了北京三角头涡 虫 生 

殖器官季节的变化。李汝祺和沈士璋 (Li Ju— 

Chii＆Shen Shih-Chang， 1934)报告了北京 

精华园内三角头涡虫的 生 殖 过 程。 杜 增 瑞 

41938)讨论了北京三角头涡虫生殖器官季节的 

变化。奥川一之助 (K．1．Okagawa)1936年 

于我国大连市金州大黑山的响水观和大连市黄 

泥川两处泉溪中采豺三角头涡虫，定为 Eupla— 

naria gonocCp~alo；他还于黑龙江省黑河附近 

=采到一种涡虫 Phagocata sp．；宫地传三郎 (D． 

Miyadi)1938年于黑龙江省采捌一种涡虫，被 

奥川一之助定名 为 宫 地 氏 涡 虫 (Phagocata 

miyadii)；上野益三 (M．U~no)1934年于 黑 

龙江省采到一种涡虫，被奥』il一之助定名为上 

野氏涡虫 (Phagocata uenoi)o 加藤光次郎 

(K．Kato，1944，1950)报告了 1942年他于山 

西省横水镇、横岭关、玉茅镇、铜峪 、解村和代县 
一 带采到有性和无性的三角头涡虫，定名 Du· 

gesia gonocephala，并附以对称的阴茎乳突的 

生殖器官图；井报告了他于茶铺发现一种多眼 

涡虫 Polycelis sp．；1944年他于杭州玉泉寺涌 

泉中采到一种尚未有性成熟的涡虫。 杜 增 瑞 

(1949)和黄浙、杜增瑞 (1956)报告了昆明市三 

角头涡虫的分布和生殖的情况。周本湘、江希 

明 (1950)对杭州三角头涡虫的超常数眼 进 行 

了研究。杜增瑞、朴相根 41959)报道了青岛、 

大连、沈阳、丹东、鞍山、蚊河、吉林等地的三角 

头涡虫。 王桂云 41984)报道了大连市马栏村 

的三角头涡虫。川胜正冶、金元在 (1966)；市 

川纯彦和J『】胜正活 (A．1chikawa and M．Ka． 

wakatsu，1967)；I1I胜正冶等 (1976)研究了杭 

州的三角头涡虫。川胜 正治和 吕光洋等 (19 85， 

1 986)研究了台湾岛的三角头涡虫。笔者三年 

来对我国淡水三肠 目涡虫做了分类和分布的初 

步研究，在我国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 

的山麓地域一带 ，先后又额发现了三个过去在 

中国没有发现过的种，即初次在中国采到树枝 

肠科多附加眼和额外的 眼 乳 白 树 枝 肠 涡 虫 

(Df Dc。ff叩 lactea)和头舸着生亚端粘 

着器的一种蛭形头涡虫 (B ffDf叩 4̂ sp．)； 

中国第二大种的 细 形 山地 涡 虫 (Phagocata 

vivida)，从而将我国淡水涡虫的发现，从两科 

三属 四种增加 至三科 五属 七 种。 

(一) 东亚三角 头涡 虫 Dugesia japonica 

东亚三角头涡虫属于三角头涡 虫 科 (Du． 

gesiidae)， 三角头涡虫属 (Dugesia)o 体 长 
一

般 10—15毫米 ，体宽 2—2．5毫米 ；背面黄 

褐色或棕褐色；头为三角形 ；眼一对；体前较 

钝，尾部较尖。本种是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 

和海参崴一带最常见和过去 中、外涡虫专家研 

究最多的东亚第一大种 浚永涡虫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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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gesia gonocephala是一 种 分布 于欧 洲 

和非洲的三角头涡虫 ，它不产于东亚。分布于 

东亚地区的东亚三角头涡 虫 (Dugesia iapo— 

nica)，在形态、生理和染色体组型等许多方面 

都与欧洲三角头涡虫有明显差异。可是几十年 

前 ，各国涡虫分类学家们都以为 Dugesia(即 

Planaria或 Euplanaria) gonocephala 也产 

于 东亚的 中国、日本和 远 东。 马库斯 (E．Ma一 

4 

， 

圉 1 东 亚三 角 头漏 虫 

围 3 细形山地 涡虫 

图 { 乳 白树枝肠涡虫 

圈 5 一种蛭形头涡虫 

：强 p： 田 皿 ：l2 g：生 殖 孔 

rcus，195 3)首先发现，日本和中国三角头涡虫 

的生殖器官 (根据 日本 ljima 和 Kaburaki， 

191 6和 中国杜增瑞 ，1934的涡虫图)与欧洲真 

正的 Dugesia gonocephala 的生殖器 官是不 

同的： 欧 洲涡虫阴 茎乳 突 (penis papilla)是 

对称的，它的射精营孔开 口于阴茎乳突的尖端 ； 

而东亚 涡虫阴 茎乳 突是非对称的 ，它的射 精管 

永远开口于阴茎乳突和生殖腔的隍侧。 (图 2) 

达 姆(A．G．Dahm，1958，1963)研究 了欧 洲和 

亚洲这两种三角头祸虫染色体组型的差异：欧 

洲三角头涡虫的 8对染色体 中的第三、四、五对 

染色 体的臂 距不等 长 ，即着丝 点不接近 于染色 

体的中央，其 中第 4染色体的臂距值超过 2．0； 

而东亚的涡虫 8对染色体的着丝点位置较靠近 

中央。日本涡虫分类学家市川纯彦和川胜正治 

A 

围 2 两种三 角头涡虫阴茎球示 惫图 

A-欧洲三角头祸虫交尾器官 

对称的硐茎乳突和射精营开【]于尘端 

B．东亚三角头涡虫交尾器官 ． 

不 对称的阴茎乳窭和射精管开口于瞧但I · 

Ds：背侧 Vs：腹测 sV：贮精矗 ed：射精曹 

Pp： 阴茎乳 吏 

(Ichikawa＆ Kawakatsu，1964)用 奥地 利 、丹 

麦、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三角头涡虫与 日本 、 

中围、朝鲜的三角头涡虫进行了组织解剖学比 

较；手代本涉等 (1965)对这两种涡虫的染色体 

组型做了进一步研究。马库斯 (1953)曾指出， 

欧洲涡虫咽的外肌序 (outer musculature)是 

由外层(纵肌)、中层(环肌)和内层(纵肌)三层 

排列 ；而市川和川胜发现，东亚涡虫是由两层组 

成 ，东亚涡虫缺少咽外肌序中的内纵肌。市川 

和川胜还发现 ，欧洲涡虫阴茎球的球腔 (bulbar 

cavity)，或称 做 贮精囊 (seminal vesicle) 和 

隔膜 (diaphragm)比东亚涡虫明显地宽大(表 

1)。根据以上差异，市川和川胜 (1 964)将产于 

东亚的这种三角头涡虫定为 新 种——D g i 

laponicao 

川胜正治等 (1 976)进一步又将 Dugesia 

japonica区分为两个亚种：(1>东亚三角头涡 

虫 日本 亚种 (Dugesia japonica iaponic4)，该 

亚种阴茎乳突没有发达的 瓣 膜 (valve)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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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畦部，和有一个充分发达的阴道 (vagina)。 

染色体数 n一 8，2n一 16；3n一 24。分布于 

香港、台湾、中国北部(根据杜增瑞，1 934和加 

藤光次郎 ，1 950报告中北京和山西三角头涡虫 

图为依据)、朝鲜和除了琉球以外的 日本。 (2) 

东亚三角头涡虫琉球亚种 (Dugesia ia~ niea 

ryukyuensis)：该亚种的阴茎乳寞有发达 的 瓣 

膜包围着基部，和有一个不发达的阴道。染色 

体数 n一 7， 2n一 1 4， 3n一 21。 分布于台 

湾 、中国中部(根据王幽兰和江希明两位教授提 

寰 l 畦王两种三 角头涡虫交尾器盲 、电和染色佛的不月点 

_  ～ ＼  柬亚三角头涡虫 欧州三角头涡虫 (D
． fapo．1cB) (D．gonocep~4“) 

阴茎 乳突 不对 称 对 称 

射辖臂开 口 阴茎乳究腹捌 阴茎乳突尖端 

两层：井层(纵 目『1) 三层：外层(纵驵)中层 咽外肌序排列 

内层(环肌) (环肌)内层(纵目『1) 

明茎球 的球睦和隔睦 窄小 宽大 
。

第 3，4、5对染色体若坦点不位于中央，第 染色体 (2n
一 16)组型 着丝点全 都位于中央，臂 眶等长 4染色体臂匝值^于 2

· 0 

供的杭州标本为依据)和琉球群岛。 

东亚三角头涡虫 (Dugesia aponica)在 

我国分布于香港、台湾、昆明到吉林的广大疆土 

上，是我国分布最广 ，数量最多的第一大种淡水 

涡虫。笔者三年来曾于我国多处东亚三角头涡 

虫产地进行调查 ，并 田辽宁省鞍山、大连和丹东 

三个产地的有性成熟标本，进行了组织解剖学 

鉴定，其不对称的阴茎乳突，射精管开口于阴茎 

乳突的腹侧 ，阴茎乳突基部无发达的瓣膜，同川 

胜正治等(1976)确定的东亚三角头涡虫日本亚 

种 (Dugesia iaponlc口，aponica)一致。 现将 

中国东亚三角头涡虫两个亚种已能确定的产她 

简述如下：(1)日本亚种 (D．，． ．)产于我 国 

北京 (根据杜增瑞 ，l934和肖之的，1 934的涡 

虫图)、山西(根据加藤光次郎 ，1950涡虫图中 

无发达的瓣膜，但它那对称的阴茎乳突图可能 

是因固定中强烈收缩的缘故。)、香港和台湾(JIl 

胜等，1976)、鞍山、大连和丹东 (笔者 1987)； 

(2)琉球亚种 (D．， ，．)产于我国杭 州 和 台 

湾(川胜，1976)。 我国其它地区的三角头涡虫 

尚待鉴定 。 

(=)细形山地涡虫 Phagocata vivida中 

国新纪录种 

细形山地涡虫属于 扁 平 涡 虫科 (Plana— 

rlidae)和细形 涡 虫 属 (Phagoca~a)。 该 种 

在中国首次发现。 身体细长扁平：一般 体 长 

l0一l 5毫米，体宽 2—2．5毫米；脊面浅灰色到 

黑色，腹面色浅 ；头稍微突 出，两侧有发达的外 

耳 ；一对眼 ，每眼的外围是一个椭圆的无色素的 

眼区 ；体前较钝，尾部钝尖(图 3)。 

细形山地涡虫分布于亚洲东部，是我国东 

北部四省最常见的一种淡水涡虫 ，它广泛分布 

于我国大兴安岭、小 兴安岭 和长 白山脉的山麓 

地域一带，是我国淡水涡虫中仅次于东亚三角 

头涡虫的第二大种。它滋生于终年长流水的冷 

涌 泉溪 流的 石 块下。 在我 国寒冷的 北方 ，这种 

泉 溪冬季 气温 降 至摄氏 一10一 --30~2 时也不 

会完全结冰 ，一年中有三、四个 月水温保持在 

0—2℃，而炎夏气温 30℃ 以上时，水温最高在 

16℃ 以下。 因为它严冬不冻冰断流 ，居民称这 

种冷涌泉为“暖泉子”。笔者采到细形山地涡虫 

的产地如下： (1)辽宁省：鞍山市千山的南泉 

庵 、普安 观、圆通观 、龙 泉 寺、祖 越寺 、无量 观、慈 

祥观、中会寺、大安寺、桦树淘、韩家峪附近的山 

涧泉溪中。 (2)吉林省： 二道白河(奶头河泵 

站源头)；和平营子(多处泉溪)；镖河(多处涌泉 

溪流)；红石 (林场泉溪)；小丰满(头道弯涌泉和 

多处小溪流)；辽源 (平岗涌泉)。(3)黑龙江省 ： 

玉泉(狩猎场酵翁泉，附近几处泉溪)；帽儿山 

(老道沟涌泉)；横道河子(多处涌泉)；东 宁(通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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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涌患)；镜泊湖(镜泊村东南涌泉，复兴村几处 

小涌泉)；伊春(电视塔下小泉溪)；翠峦(上永林 

“暖泉子”)。 (4)内蒙古自冶区：博克图(镇北 

大草垫涌泉 ，沟东镇边小涌泉)；扎兰屯(秀水河 

旁小涌泉)。 

(三)乳白树枝 肠 涡 虫 Dendrocoelopsis 

la~tea中国科、属、种新 纪录 

乳白树枝肠涡虫属于树枝肠涡 虫 科 (De— 

ndro~oelidae) 和树枝 肠 涡 虫 属 (Dendroco· 

elopsis) 产于中国和 El本。 体长一般 10一l5 

毫米 ，体宽 2 0— 2．5毫米。 截 顶状的前 端 ，稍 

微突出的前缘，一对较 圆的外耳突出两前侧方。 

体前端无明显的粘着器或执握器，外耳后是一 

个窄的颈 ，身体于颈后 渐宽，该宽度保持到交尾 

器官之后 ，然后渐窄，直到钝尖的尾端。身体乳 

白色或奶油状。主要眼一般两对到三对，而附 

加眼 和额外 眼 在数 目、大小 和形状 几个方 面都 

有所差异。眼的总数一般为 4一l6个 ，最多可 

达到 34个之多。 眼的排列方式与多眼涡虫属 

(Polycelis)不同，一般位于两眼涡虫左右眼区 

的附近(图 4)。 笔者近年来于我国黑龙江省孙 

吴县的龙门和辰清镇，以及吉林省秋梨沟镇的 

明川村等三地的 十余处大小涌泉溪流的石块下 

首次在中国采到了这种涡虫。 

(四)蛭形头涡虫 Bdellocephala sP．蛭形 

头属中国新纪录 

这种蛭形头涡虫属于树枝肠涡 虫 科 (De— 

ndroooelidae) 和 蛭 形 头 涡 虫 属 (Bdello· 

cephala)。 该属涡虫全世界已发现 十三种 (川 

胜正治，1977)，分布于欧洲、西伯利亚、日本、 

堪察加和库页岛。 在我国这属为笔者首 次 记 

录。该涡虫背面深褐色 ，平时附着于水底石块 

下 ，呈椭圆形的扁平的片状 ，体缘呈不规则的凹 

凸或褶皱状。 身体伸展爬行时体长 20—30毫 

米 ，体宽 4． 一6毫米。 亚截顶状的前端，中突 

的前缘 ，一对圆形短的外耳。稍窄的头后有一 

窄的颈，然后是较宽的躯体，钝尖的尾端。体前 

端隍侧有一个亚端粘着器。眼一对位于头的脊 

侧(图 5)。 笔者近年来于我国黑龙江省龙门和 

辰清镇两地的三处溪水石块下采到有性成熟的 

· ●2 ’ 

个体和十几个卵囊。 

(五)西藏多眼涡虫 Pol~zelis tibeticG 

西藏多眼涡虫属于 扁 平 涡 虫科 (Plana· 

riidae)和多眼涡虫 属 (Poly cells)o该 涡 虫 

的生活标本是 由耶鲁大学北印度探险队队长斯 

图尔特 (F．H．stewart，1907)于西藏噶大克 

山脉 (Ladak—Gebirge)东北一带采到 ，后来设 

海曼 (L．H．Hymar*，1934)定名为西藏多眼 

涡虫。该虫酒精保存标本不超过 l 5毫米长，前 

端 圆形 ，触 角显著 ，眼数可 达 80一 l00个 以上 ， 

背 面黑 褐色或 黑色 ，腹面 色稍浅。 

(六)宫地氏涡虫 Phagocafa miyadii 

宫地 氏涡虫属于扁平涡虫科和 细 形 涡 虫 

属。 该涡虫的生活标本是由宫地传 三 郎 (D． 

Miyadi)1938年于黑龙江省镜泊湖畔后渔屯称 

为“金明水”的涌泉中采到，奥』1I一之助 (K．I． 

Okugawa)定名为宫地氏涡虫。该虫生活状态 

与细形 山地涡虫相似，头两侧有伸展于侧缘的 

外耳，躯体于眼的截面较狭窄，然后渐宽 ，自咽 

后再变窄，直至稍尖的尾端。眼一对。酒精保 

存标本长 5一l2毫米，宽为 0．8—2．0毫米。 

原“金 明水”已于多年前被村民修筑成地下 

密封管道，做为饮用水源引水到户，原涌泉溪流 

已被翻填而断流，涡虫已绝灭。笔者多次于后 

渔屯旧址采集都未能得到该种标本，镜泊湖附 

近所采到的涡虫都是细形 山地涡虫(Phagocata 

vivida)。杜增瑞等 (1959)提到，他于鞍山千山 

的无量观上院、吉林以及朝鲜采到过宫地氏涡 

虫 ，这是根据奥川一之助 (】939，1940)对宫地 

氏涡虫外形描述所做的推测。笔者切片鉴定了 

千山无量观等产地的有性成熟标本 ，证实确是 

细形 山地 涡虫 (Phagocata oivida)。 

(七)上野氏涡虫 Phagocata uenoi 

上野氏涡虫属于扁平涡虫科和 细 形 涡 虫 

属。 该涡虫的生活标本是 由 上 野 益 三 (M． 

u∈no，1934)于黑龙江省孙吴县辰清镇一小川 

采到，奥』1I一之助 (K．I．O&ugawa，1939)定 

名为上 野氏涡虫。据上野氏记载，生活涡虫与 

细形 山地涡虫(Phagocata vioida)相似。前端 

亚截预状，中央稍微突出，外耳短而钝尖，不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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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的颈状挟窄，大部份身体的宽度相同，渐尖的 

尾端。 酒精保存标本 淡黑褐色，8一l 0毫米长 

和 3．5—4毫米宽。 切片中见到头的左右两 侧 

各有 4—8个眼。 笔者尚未采到过这种多额外 

眼 的 黑褐色 的涡 虫。 

疑问 种和 尚待定 种的 涡虫的 阐述 ： 

(一)高山涡虫 (Crenobia alpina，1 766) 

是一种产于欧洲和北非的淡水 涡 虫，阿 恩 特 

(Arndt，19 18)报告他于 内蒙彼得拉站(Station 

Petla)采到过这种涡虫，杜增瑞等 (1 959)引用 

了阿恩特的报告。 吕光洋和川胜正冶 (Lue， 

K．一Y ＆M Kawakatsu，1986)认为高山涡虫 

不产于东亚，阿恩特采到的无疑地是细形涡虫 

属 (Phagocata)的一种涡虫。 笔者近年来 多 

次于阿恩特采集的地区采集涡虫，只能采到细 

形山地涡虫 (Phagocata vioida)，支持了高山 

涡虫不产于中国的看法。 

(=)黄浙、杜增瑞 (1956)和杜增瑞、朴相 

根 (1959)提到，昆明金殿溪水中有一种相似于 

三角头涡虫的嶷黑色涡虫，尚待研究。 

(三)加藤光欢郎 (195o)报告了他于 山西 

省荼铺发现一种多眼 涡 虫属 (Polycelis sp )， 

尚待研 究。 

(四)奥J'I一之助 (1939)报告了他于l 986 

年在黑龙江省爱辉附近的小兴安岭中采到一种 

浅灰褐色两眼的细形涡虫属 涡 虫 (Phagocata 

sp．)，尚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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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两 CO 气体的封闭容器中，在 37％3的条件下 

培养 l3—24小时，可发育胚胎在此期间内卵裂 

球增加一倍以上，但未进入桑椹胚期。 

6．胚胎移植 将着色不同的 8一细胞期胚 

胎用外科手术法分别置人经同步处理的各个受 

体输卵管内。 l5天后剖腹观察结果，着床(胚 

胎已分化出四肢 、头躯等)与否为判别发育指 

标。 

结 果 与 讨 论 

实验过程共收集兔卵及早期胚胎 (2—8细 

胞期)239个，染色后为浅粉色(以下简称粉色) 

的 201个 ；蓝紫色(以下简称蓝色)的 1 4个；丢 

寰 1 寨兔早期雎船豢色结暴与发青关系的比较 

着色 束发 丢失数 回收发育率 组别 培葬数 发育数 
育

8 

— —  

9 68．oo％ 

状 况 

1 浅 输色 17 

2 淡 粉 色 9 1 90．o0％ 

3 蓝 、紫色 0 6 0 O．0O％ 

寰 2 素生早期雎瞌着色状况与移植后裳青关蕞的比较 

组别 l着色状况f移植数J发育数 育率 植验 l 

： s Dl p<,1．01 
是 90 00％和 68．00两。表 2的移植结果仍然如 

此。因此，可认为用双染法可以判别家兔早期 

胚胎的活力，即双染法后着为粉色的胚胎为IJ 

发育胚胎，着为蓝色者为不发育胚胎。 

关于早期胚胎活力测定，目前仅 Kardymo- 

wicz氏 用 l‰ 的中性红液测定了绵 羊 早 期 

胚 胎的活力，该法染色需 2小时才能判定结果 ， 

而采用双染法仅用 l2分钟即可判定结果。 关 

于染色机理现尚不十分清楚，着色不同可能是 

细胞膜的选择性及细胞内 pH 变化所引起的。 

细胞的着色不仅仅是单纯的扩散作用，而且还 

有主动运输的过程。关于双染法在其它动物胚 

胎中的应用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1组与 2组 = 1．g L P> ．I)5；1、2 组与 3组 = 

l●‘lB，P< 0‘0l 
【I] 

失 24个。其 回收率为 89．96两。早期胚胎染色后 

共培养 52个(见表 1)、移植 26个 (见表 2)。 

从表 1看出，着色相同胚胎的回收发育率 【2】 

经卡方检验差异不显著，而着色不同的胚胎，其 

回收发 育率差异非常显著。而且，着为蓝色者 

无一发育，着为粉色者可以发育，其发育率分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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