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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嚣木蟹娄的囊蛐感豢率 

箍查 数 阳性数 阳性 率 诵查 时间 淡水蟹 名称 
(％) f只) (只) 

若水小石 蟹 14．21 19 82 19 84 

宽腹小 石蟹 262 7 I 21O0 79 9 3 19 77 19 5 

张睦小 石蟹 25．1 9 

锯齿华溪蟹 81．0 

锯齿华淫蟹工琏亚种 1 5． ̂ 

圆珂华翟蟹 391 2 5 7 2． 9 

圆顶华 溪蟹方 眭亚种 ‘．2 

无刺非拟溪蟹 2 e．9l 

个 (351,／2 5 只)；强 肢 小 石蟹 为 25．19％ 

(32／i 27)，感染度为 1．8 2个(78 5／429只)；无刺 

非拟溪蟹为20 91％(96／459)，感染度为 3．67个 

(213／58只)；锯齿华溪蟹叉肢亚种为 1 5．86癌 

(17 5／1t 03)，感染度为 1．51个(458／3o4只)；若 

水小石蟹为 14 21％ (29／204)，感染度为 2．1 5 

个(125／58只)；圆顶华溪蟹方肢亚种为 6．26％ 

(65／1038)，感染度为 2 23个 (505／226只)；溪 

蟹感染情况见表 2。 

为了了解在我州分布较广的宽腹小石蟹各 

部位携带寰蚴情况，因此，将宽腹小石蟹的各个 

部位分别切下置于乳钵中捣碎，经用水洗沉淀 

后，然后倒人平皿中寻找肺吸虫囊蚴，对各个部 

位的囊蚴进行分别计数 ，结果显示解剖的 64只 

蟹。 步足、胸肌、螯足、瘦内脏、鳃叶各部 所 获 

得囊蚴率为 40．45％、35．6 、21．68％、1．6弼、 

O 6％，以步足含囊蚴最高。 

(三)囊蚴爰成虫形态 用宽腹小石 蟹体 

内所台的囊蚴，经显馓镜观察鉴定为斯氏狸殖 

吸虫囊蚴。 囊蚴呈球形，乳白色，两层壁，外鸯 

较薄 ，内壁较厚 ，囊蚴可见蚴体，具有弯曲形扬 

管，肠管之间为排泄囊，其内充满折光性球形颗 

粒。 测量囊蚴 1 O0个 ，平均大小为 41 0 27× 

402 88微米。 外壁厚 2．67微米，内壁厚 1 0．26 

微米。测量 3O个脱囊后尾蚴，蚴体平均大小为 

7 62．08×361．99微米 ，口吸盘为 19．5× 1 8．37 

微米，腹吸盘大小为 33 8×32．63微米。 

并用囊呦感染动物 ，将获得的虫体进行压 

片 、脱水 、染色 、封固怍形杰观察和测量。 旦 

体呈竣形，最宽处在腹吸盘水平 ，宽长比够 为 

1：2．5。 体表密布体棘，多为单生 ，也可见到丛 

生和混生。腹吸盘大于口吸盘，位于虫体前 1／3 

处 ，卵巢 由圆锥状 或不 规则的中心体分 出细而 

多的分枝。睾丸形态有的状如树枝，有的形如 

珊瑚，与陈心陶、钟惠澜所描述的斯氏狸殖吸虫 

(Pagumogonlmm skrtabini 1959)或四川并殖 

吸虫 (Paragonimus$z~c~anensis 1962)的形 

态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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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动物园灵长类动物的肠道寄生虫调查 

魏兰英 姜昌富 韩家俊 杨敦敬 廖先官 
(同济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寄生虫学教研室) (武汉市动物匿兽医院) 

摘要 本文报道了武汉市动物园 7种 3 6只灵长娄动物的肠道寄生虫及其感染情况的调查结果
。 获 

得被检动物肠道寄生虫l ，即努氏内阿誊巴、皮氏内阿米巴，恰氏内阿米巴，哈门氏内阿米巴 库氏嗜 
碘阿米巴、希氏内蜒阿米巴，艾美尔球虫、脑毛滴虫、唇i匣毛虫、强食道口线虫

、钩 口线虫、粪娄圆线虫、毛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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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及 方 法 

(一)粪柱 取被检动物新鲜 粪 便约 l克 

(群养动物随机抽样数次份)，同时分别以生理 

盐水 直接 涂片 法 、碘液着色法、铁苏木素 染色 

洼、饱和盐水漂浮法和水洗 自然沉淀集卵法进 

行肠道寄生虫学检查。 

(=)剖拴 对死亡动物或试验用动物 进 

行寄生虫学剖检 ，将所获虫体制威标本 ，行虫种 

鉴定。 

结 果 

(一)动物寄生虫种殛宿 主 在 被检 7种 

36只灵长类动物体内 ，获得寄生虫 17种。其中， 

原虫 l0种、线虫 7种(见表 1)。 

寰 2 武汉市动袖矗曼长类动物庙遗寄生虫赢枭情况 

检 查 阳 性 阳性北 寄生虫种 寄生虫数 
宿主种类 (只)数 (且)数 (其f具) (种) 

环尾狐猴 2 2 2／2 恰氏内阿米巴、皮氏内同米巴 2 

(L r 口“4) 

熊强 2 2 2，2 恰氏内阿米巴、皮氏内阿米巴、鞭虫、龚类圊 4 

(Macaca as：amenslt) 线虫 

黑猩程 2 2 2／z 恰氏内阿米巴、皮氏内阿米巴、蛲虫、鞭虫、蛔 

(P lr口 J。 yrf1) 虫 

自眉长臂猿 5／5 努氏内何米巴、皮氏内阿 米巴、恰氏内阿米 6 

(H 64；口l o4h ＆) 巴、毛漓虫、粪类圆钱虫、着鲁氏线虫 

黑叶臻 3 3 ， 恰氏内阿米巴、皮氏内舸米巴、库氏嗜碘阿米 B 

(Presbytit fⅢ  口i ) 巴、希氏内蜒阿米巴、钩虫、箍食道 口线虫、鞭 

虫、粪娄凰缝虫 

猕强 12 I2 12，I2 努氏内舸来巴、皮氏内阿米巴、恰氏内阿米 12 

( Ⅱ 口㈣  rl4) 巴、喑门氏内阿米巴 库氏嗜碘回来巴、希氏内 

蜓阿米巴、艾美尔球虫、毛墒虫、鞭虫、钩虫、猴 

食道 口线虫、龚粪蹰线虫 

金丝猴 10 10 lO／10 努氏内阿米巴、皮氏内阿米巴、恰 氏内阿米 l{ 

(R̂ i 。Pl̂ ro~~Hana~) 巴、哈门氏内阿米巴、库氏唯碘嗣米巴、希氏内 

蜒阿米巴、艾美尔球虫、毛齑虫、贾第鞭毛虫、唇 

鞭毛虫、狠食道口线虫、钩虫、龚羹圆线虫、毛首 

线l虫 

合 计 36 36 36，36 

衰 3 膏生虫种的赣袖宿主分布 

＼  寄生虫 原 虫 钱 虫 合计 
E 

桂 ＼  只数 (％) I 2 3 4 5 6 7 B 9 1o I 2 3 4 5 6 7 1， _ 
环尾 狐猴 2 100 △ △ 2 

熊辗 2 1oo △ △ 0 o } 

黑猩猩 2 Ioo △ △ o 0 0 ， 

白 眉猿 5 lo0 △ △ △ + o + 6 

黑叶碾 3 1O0 △ 0 + + △ o 0 0 8 

猕搓 12 1oo + 十 + 0 + + + o 0 o o 0 2 

盎丝报 lq IOO △ △ △ △ △ △ △ + △ +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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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阳性检出牢 被检动物的肠 道 寄 生 

虫阳性检出率为 1 O0弼 (36／36)。 不同动物受 

其感染情况有所不荷(见表 2)。 

(三)各类寄生虫种的动物宿 主分 布 此 

次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类型寄生虫种的动物宿主 

分布见表 3。 

讨 论 

灵长类动物 ，多属我国重点保护动物资源。 

如金丝猴等稀有动物是我国的宝贵财富 ，也为 

世界人民所珍惜。但是 ，寄生虫的感染及其危 

害，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国内外研究的还不够 

深入。尤其是我国特产的金丝猴的研究领域更 

少。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1)武汉市动物园灵 

长类动物的肠道寄生虫感染极为普遍 ，阳性检 

出率 1 O0薅； 普遍每只动物感染有 1种以上的 

寄生虫，多者 l4种厨时寄生(如金丝猴)；其中 

有 6种系人兽共患寄生虫。(2)此次调查 ，不少 

为国内外新记录，为寄生虫病的防冶研究提供 

了科学依据。(3)该园的金丝强来 自湖北省神 

农架林区，属野外感染。 其它动物虽然来 自其 

它动物西，据了解也是来自野外。说明，动物在 

^园展出之前 ，应进行检疫治疗 ，以防园内传 

播。(4)此类动物来自全国不同地区 ，对研究 

动物寄生虫的区系分布提供了基础。(5)如何 

防治此类动物寄生虫感染 ，除了调至了解其感 

染情况外 ，必需研究探讨有效、低毒、价廉的驱 

虫药物；更重要的是加强饲养管理、严格执行兜 

检疫、后展出、定期检查及治疗的原则。保持笼 

舍清洁卫生 ，防止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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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点石斑鱼仔、稚、幼鱼的发育 

马荣和 丁彦文 李加儿 周宏团 
(南 海水 产舅f竞所) 

囊要 本文舟绍了以人工繁殖所获的赤点石斑鱼受精卵进行孵化培育的结果，对谊种鱼的后期仔 

鱼、稚．幼鱼的发育作了描述。驮孵化 仔鱼发育至完成变态的稚鱼，共需时j2天。 赤点石斑鱼仔鱼 

的发育具有很长的背棘和腹棘，第二背棘的最大长度比率约为总体长的jo％。仔鱼从8．75毫米长到 

3●·10毫米期间，平均每天可增长 1．69毫米的长度·初孵仔鱼全长为 1．50毫米，长到 1 44天的幼鱼 垒 

长选 114．50毫米 。 

赤点石斑鱼 Epi~zephelus akaara，广东俗 

称红斑 ，是栖于热带、亚热带海洋岩礁区的鱼 

类。 分布于耳本、朝鲜和我国东海及南海n---。 

关于赤点石斑鱼人工繁殖厦种苗培育的报道仍 

本文承陆穗芬付研究员审阅并提出宝贲意见，张 丹 室 

主任审查了全文，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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