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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次睾吸虫尾蚴初逸出螺体时，很活 跃， 

遥动形式为弹眺式，依靠长尾剧烈摆动与体部 

的收缩产生动力，一般间隔 l一5秒弹跳一次， 

有时可连续弹跳。尾蚴静止时呈烟斗状弯曲，体 

部向下 ，尾部朝上。微波可刺激尾蚴运动。 

(三)东方次睾吸虫尾蚴的趋光 性 将 盛 

有东方次睾吸虫尾蚴的培养皿置于 日光 灯 下， 

尾蚴即朝灯光强的一侧运动 ；若用黑纸遮住大 

部分培养皿 ，尾蚴亦朝未遮住的一侧运动。从 

直径为 6厘米的培养皿的一侧运动至另一侧约 

需 5分钟。 

(四)东方次晕暇虫尾蚴逸出的日周 期 变 

化 

1．尾蚴逸出数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的分布 

在 自然变温(22--25~)条件下连续观察统计了 

尾蚴在一天中的逸 出数 ，重复 4天，结果显示尾 

蚴逸出的主要时间在白天的 8— 14时，12一 l4 

时达到高峰，呈明显的日周期变化 (图 1)。尾 

蚴逸出的 S型累积曲线斜率在一 天 中 的 0--6 

时与 ¨一24时范围内较小，而在 8一 l4时范围 

内较大，说朋此时累积率上升快(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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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东方次睾吸虫尾蚴一天中逸出数分布图 

2．东方次睾吸虫尾蚴一天中的逸出速度变 

化 在上述自然变温条件下，东方次睾吸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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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求方次睾吸虫尾耨0一天巾平均选出散累积百舟串 

蚴在一天中的逸出速度变化血线呈单峰型，以 

12时为最高(圈 3)。 

圈 3 茉方 次罩 吸虫 尾蝣一 天 中的遗 出速 匿变化 曲线 

(五)光照、温度对京方次睾吸虫尾蚴逸出 

的影响 

1．夜间施加光照的影响 在夜间将有阳性 

螺的培养皿置于4O瓦日光灯下，距离 20厘米， 

照射 4小时(20—24时)，尾蚴出螺数达 150只， 

对照组则无尾蚴逸出，差异极显著。 

2．恒温的影响 尾蚴在 28℃ 水温恒 定 条 

件下的逸出情况，与同时间 自然 变 温 (18— 

24qc)条件下相比。夜间至凌晨这段时间内尾蚴 

逸出数极显著地增加 (表 1)。说明在水温较低 

的夜间尾蚴几乎不逸出，只要适当升温可刺激 

尾蚴逸出。 

3．夜间升温的影响 全 日自然变温条件与 

白天自然变温及夜晚升温条件下尾蚴逸出的比 

衰 1 自然壹重与缸沮囊件下束方敬●暖虫尾蚴 B盎出数的比较 

逸 出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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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夜间并沮对束方坎睾吸虫尾蚴选出的影响 条件下，尾蚴进入鱼体臀鳍基部附近肌肉较多。 

尾蚴逸出数(只) 

温 度 x 值 P值 昼间 夜间
． 

(6—18时) (18—6时) 

生 口 自然立 温 6l6 
(2 2— 25屯 ) 

49．64 P< O．O 

白天 自熟变 温 ， I4O 
瘦间 升温(32屯 ) 1 1 O 

较试验显示后者的尾蚴出螺数极显著地高于前 

者(表 2)。当夜间温度升高到 3 7~C时尾蚴停止 

逸出．说明水温若过高将抑制东方次睾吸虫尾 

蚴的逸出。 

(六)东方次睾吸虫 尾 蚴 的 生 活 力 在 

20--~0~C 范围内对尾蚴的生活力进行了观察， 

发现尾蚴在水温 22--27~2间生活力较强，个别 

生命力强的尾蚴可存活 58小时，水温过低或过 

高都将降低尾蚴的生活力。在上述范围内，尾 

蚴生活力与水温呈曲线相关 (r一 0．7765，P< 

o．05)，回归方程为指数函数(图 4)。 

(七)京方敬睾吸虫尾蚴进人鱼体情况 

将阴性麦穗鱼放入有东方敬睾吸虫 尾 蚴 的 培 

养皿内，置解剖镜下观察。发现尾蚴并不主动 

侵袭鱼体，只是自由“跳跃 ，当鱼游近时，可 

诱使尾蚴更积极地眺跃。若尾蚴接触到鱼体即 

以口吸盘吸附之，紧接着腹吸盘也吸附住鱼体 ， 

长尾随即脱落，体部则不断蠕动，钻入鱼鳞之下 

的皮肤、肌肉内分泌成囊物质形成囊蚴。尾蚴 

从吸附到完全钻入鱼体约需 5分钟。吸附在鱼 

鳍的尾蚴不能结囊。若尾蚴尚未吸牢鱼体 ，又 

遇鱼体剧烈摆动时，会导致尾蚴脱落。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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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次睾吸虫尾鳓生话力与水温的关系 

讨 论 

从调查结果看，东方次睾吸虫第一中间宿 

主纹沼螺阳性率明显低于第二中间宿主与终宿 

主的阳性率，这主要是由于各种宿主接触惑染 

源的机会不同。纹沼螺感染是靠吞食虫卵，机 

会极小，而一旦感染成功经无性增殖产生大量 

尾蚴。尾蚴数量多，又具活动性，接触第二中间 

宿主鲤科小鱼的机会增加。终宿主水禽吞食鲤 

科小鱼的机会也多，故感染率也较高。因此，随 

着东方次睾吸虫生活史的延伸，各种宿主感染 

率也随之升高。 

东方次睾吸虫尾蚴具眼点，有较强的趋光 

性，在 自然环境中生活于水体表层，接触较大个 

体鱼的桃会不多 ，长期适应的结果 ，使鲤科小鱼 

成为其第二中间宿主。已有报道麦穗鱼、棒花 

鱼、山东细鲫 、花斑刺鲐等鲤科小鱼可作为东方 

敬睾吸虫第二中间宿主 。 

有人观察东方次睾吸虫尾蚴逢 出 高 峰 为 

9--12时∞，作者观 察的结果也基本相同，但范 

围较前者大，l2—14时逸出数最多，而用瞬间 

观察法得到尾蚴逸出速度高峰在 12时左右。夜 

间升温、提供光照、低温时全 日提高水温等措施 

均可增加尾蚴逸出，但升温不可超过 37~C。在 

自然界水温降至 1 8~C左右时尾蚴即停止逸出。 

可见东方次睾吸虫尾蚴的逸出周期变化显然与 

水温 、光照等因素有关。尾蚴在一定时间段内 

逸出的数量并不是简单的平均速度乘时间的关 

系，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与环境变 

化 ．尾蚴回归螺体 、螺体受惊动缩回肛孔使尾蚴 

停止逸出等有关。 

曾有报道 7月份该种尾蚴在水中的生活力 

为 1 2—36小时 ，作者在 20--30~C水温范围内 

研究尾蚴生活力，条件适宜时平均 存 活 48小 

时，且活力与水温呈曲线相关。尾蚴进入鱼体 

的部位以臀鳍基部较多 ，检查自然感染的麦穗 

鱼，结果与试验的相同，而与有关华粳睾吸虫尾 

蚴进入鱼体尾鳍基部及其前区居多的报道略有 

不同 。 东方次睾吸虫尾蚴进入鱼体的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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