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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盘并殖吸虫后尾蚴的扫描电镜观察 

胡 文 茨 周 世 祜 
(广西医学院寄生虫学 教研室) 

摘要 异盘并殖吸虫后尾蚴在扫描电镜下，体表布满单生体棘，其形状、大小、排列在各部位均有差 

异。口、瞧吸盘上及体末端均具感觉乳突 口、腹 吸盘上均可见 2圈感觉乳麦，前者外圈 8一i0个，内圈 

4—6个；后者外圈、内圈各 6个 腹吸盘周边体壁上无感觉乳麦 虫体的晦觉乳突上常有 l一3个小突 

起 。 

异 盘 并殖 吸 虫 (Paragonimus heterotreo 

mus)是并殖吸虫中的重要致病虫种，分布于广 

西、云南、老挝、泰国等地B“ 。 目前国内对各种 

并殖吸虫成虫的扫描电镜观察报道日渐增 多， 

但对后尾蚴的扫描电镜观察至今仅有卫氏并殖 

吸虫 、三平正并殖吸虫m、大平并殖吸虫 及 

怡乐村并殖吸虫 ；国外也仅有卫氏并殖吸虫、 

宫崎并殖吸虫 ，秘鲁并殖吸虫 及墨西哥并殖 

吸虫“ o我们已经对异盘并殖吸虫的成虫作了 

扫描电镜观察 ，但其后尾蚴的扫描电镜观 察 

未见报道，为了进一步了解后尾蚴的超微结构 

特点，我们对其进行了扫描电镜观察。 

材 料 和 方 法 

异盘并殖吸虫囊蚴是从那坡县百南乡的弯 

肢溪蟹 (Potamort llexum)分离出，经猪胆汁脱 

囊后，将所获的后尾蚴以 0．2弼胰蛋白酶、生理 

盐水先后清洗数次 ，然后置 2．5％ 戊二醛固定， 

0．1 M磷酸缓冲液清洗，各级酒精脱水，再经醋 

酸异戊酯置换 ，=氧化碳临界点干燥，于真空涂 

嗅仪内喷金，最后送入 曰立 JSM一300型扫描电 

镜进行观察。 

结 果 

虫体呈椭圆形或长椭圆形，背腹扁平，两端 

钝圆。测量 2条，平均大小为 l 52×90,am。体 

表具横行皱摺，全身背面及腹面布满单生体棘。 

踱吸盘大于口吸盘 ，口吸盘平均大小为 1 8．3× 

20．1／．~ln，腹吸盘为 22×25．1 m (图 1)。 

体棘 体棘由皮层伸出，尖端朝虫体后部 

方向倾斜。口吸盘上及附近的体棘较短小 ，呈 

短锥形(图 2、6)o体前部、口腹吸盘之问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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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较大而密集，较整齐，呈长尖刀形(图 3)；测 

量 2O个体棘，平均大小为 1．5×o．5 amo握吸 

盘后及腹吸盘两侧的体棘较细小，疏密不一，呈 

尖细三角形(图 4)，平均太小为 0．9×0．4 mo 

而体后端的体壁上仅见少量尖刀形体棘及许多 

大小不等的指状突起(图 5)。 

感觉乳突 突出于体表 ，可见于背腹面，但 

主要分布于口腹吸盘上及两吸盘问的外侧。 

在口吸盘上可见 2圈乳突 ，呈蓓营状，排 

列不甚规贴，外侧缴者 8—10个，平均大小为 

1 4× t,6 pm；内恻绿者 4—6个(图 2)。 另外 

在口吸盘恩围的体壁上尚围绕 2圈乳突。在腹 

吸盘上可见 2圈乳突，外圈者较大、扁平，数 

目6个 ，位于腹吸盘的唇部，星对称性；内圈者 

较小，半球形，数目 6个，位于腹吸盘内孔周围。 

突出于孔腔(图 7、8)。也在腹吸盘周围的体壁 

上未见感觉乳突。 

在虫体尾端正中可见一圆形的排泄孔，周 

围体壁上可见尖了丁昧体l5lc及大小不等的指状突 

起，并可见少数癌觉乳獒(图 9)。 

值得提及的是，在所见的感觉乳突上，其常 

有 l一3个小突起，这点为其特征(图 6、9)o 

讨 论 

在扫描电镜下，异盘并殖吸虫后尾鳓的表 

面布满单生体棘 ，前密后疏，大部分呈尖刀形a 

我们的观察结果进一步证明：迄今所观察的各 

种并殖吸虫后尾蚴的体裨均呈单生型，而随着 

后尾蚴逐渐发育为成虫后，异盘并殖吸虫、大 

平并殖吸虫、三平正并殖吸虫、怡乐村并殖吸 

虫等虫种的体棘则逐渐由单生 型 演 变 为 簇生 

型 ’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后尾蚴期的体l5lc 

结构是作为某种生理需要而存在，特别是窜扰 

移行时的特殊需要。其尖力状的单生型体棘则 

更锐利，其前密后巯则更利于挤身蹿道，扑朔前 

进 同时，由此也表明此时期的体棘在虫种鉴 

别上不具意义。 

异盘井殖吸虫后尾蚴在口、腹吸盘上及来 

端均有感觉乳突分布。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腹 

吸盘上及其周国体壁上感觉乳突的数量。在各 

种并殖吸虫启尾蚴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比如卫 

氏并殖吸虫、宫崎并殖吸虫、秘鲁并殖吸虫、墨 

西哥并殖吸虫、怡乐村并殖吸虫、大平并殖吸 

虫等后尾蚴的扫描电镜观察，在疆吸盘上均发 

现 6个感觉乳突 -，’“ ，并认为这是并殖吸虫 

启尾蚴所共有，乃至复殖吸虫后尾鳓所具有 。 

但腹吸盘周围体壁上感觉乳突的数 目，却困虫 

种而异，如卫氏并殖暖虫 12个或 7—11个 ， 

宫畸并殖吸虫 l4—21个 ，秘鲁并殖吸虫 22— 

25个 ，墨西哥并殖吸虫 30— 35个 ，而太平 

并殖吸虫及怡乐村并殖吸虫则没有0 o 本文 

所观察的异盘并殖吸虫后尾蚴其腹吸盘周围体 

壁上无感觉乳突，再者腹吸盘上可见 2圈感觉 

乳突，每圈 6个，这些与太平并殖吸虫致恰乐村 

并殖吸虫相似。但是异盘并殖吸虫后尾蚴懿排 

袒孔周基也具感觉乳突，而且在所见的感觉乳 

突上常可见 l一3个小突起，这些乃是本虫后尾 

蚴所特有。 

根据异盘并殖吸虫及上述提及的几种并殖 

吸虫后尾鳓的扫描电镜观察，它们的腹吸盘均 

大于口吸盘。此特点在其他吸虫中来见报道， 

无疑也是并殖吸虫后尾蚴的又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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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园蛛血细胞相差显微镜的初步研究 

李 代 芹 赵 欲 钊 
(潮北大学生物系昆虫天敌研究室) 

摘要 本文应用相差显微镜技术研究了大腹园蛛 (血 r 。 )的血细胞 结果发现太腹 

目蛛血赫巴中存在五种类型的血细狍：原始血细胞、浆细胞 、颗粒细j}量，类绎色细胞和脂血胞 每种类 

型的血细胞的发生与大腹园蛛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首次发理娄缘色细胞具有脱校现象。 

有关节胰动物血细胞研究的文献很多，主 

要来 自于昆虫纲 。然而，非昆虫的节肢动 

物血细胞研究却报少。更奇怪的是，构成节肢动 

物第二大纲而仅次于昆虫纲的蛛形纲动物血细 

胞研究也很少 。关于蜘蛛血细胞形态和分类 

Foelix(1 982)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将蜘蛛 血 

细胞分为四种类型： 颗粒细胞 (Granular he 

mocytes)、 利伯氏特异血细胞 (Leberid{ocyt- 

es)、吞噬细胞 (Phagocytes)和贮存细胞 (s~o- 

rage ceils) ．】 。利用相差显微镜对犬腹园蛛血 

细胞进行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本文以相差 

显微镜对大腹园蛛血细胞进行了研究，以此作 

为系统了解蜘蛛血细胞的形态、分类、个体发育 

各期的组成 变化及进一步探讨有关血细跑生理 

机制的基础资料。 

材 料 和 方 法 

斌验用大腹园蛛系临时采集于湖北大学校 

蜀内，其幼蛛、亚成蛛和成蛛即翔观察，并将其 

中一部分幼蛛单只放在 4× 2 cm 的指管内 饲 

养以各后用。饲养时指管底部用一圆形吸水泡 

抹以供蜘蛛饮用。以果蛀、野蝇及蚊等食料喂至 

成蛛，定期取血淋巴液，用相差显微镜进行观 

察。在大量样品、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定出分类 

标准。观察时，记述其血细胞种类，太小及形态 

特征和组成变化等。 

(一)取血方法 取血用蜘蛛不杀死。 蜘 

蛛腹面朝上，首先用两根昆虫针在腹柄处交叉， 

将蜘蛛固定在泡沫平板上，然后用一枚订书针 

骑卡在头胸部前端。取血时，用草酸钠处理或冰 

冻后的洁净毛细管触及井刺破步足基转 关 节， 

同时用手指轻压蜘蛛腹部，蜘蛛的受伤部位立 

即渗出血淋巴液入毛细管中。因为足关节的伸 

展是由一种液压机制 引起的。 

(=)观察方法 用相差显傲镜进 行 蕊 察 

井拍照记录。 先在载玻片上滴一滴液体石蜡， 

将血液滴于液体石蜡上，盖上盖玻片，然后用 

相差油镜观察。镜检在血淋巴离体 5分钟后进 

行 。 

结 果 

在大腹园蛛幼蛛、亚成蛛和成蝾各期血淋 

巴中共发现有下列五种主要血细胞类型，现描 

述 如下 ： 

(一)原始血细胞 (Prohemoey~es)(图 l， 

圈l_-8见封 2下)小型的圆形细胞(约 4．24 )。 

边缘完整，轮廓清晰，核的比例很大(约 3，l8 )。 

棱深质浅，核内颗粒细密均匀。并可见原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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