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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2 鞲腰 吸吮 线 虫 1日龄置 虫的前 段 

1·示 口囊、神经环匣食营燕系 2．示生殖原基 

察虫体在实验动物眼内生长发育中变化 ，每次 

观察虫数 5—1 0条。2—4日龄童虫较前变粗，食 

营长度增加，脑管发育较快，有时见有波状弯 

曲，虫体长度增加不显，在虫体的食管后段腹侧 

或远离食管末端的腹侧，仍有～并较前增长的 

生殖原基 ，其位置有明显的前后之分，可能是雌 

雄虫体性别的标志。此时(约在 4日龄)有的虫 

体表皮环纹变浅，口囊壁变得模糊，其内壁表面 

和头端表面不光滑似在进行蜕皮。5—7日龄童 

虫大 小为 3 50O一 5．340×0．135一O．162ram，生 

殖 哽基较前粗大。l0日龄虫体除继续增大外，生 

殖器官有部分开始形成管状结构。15日龄虫体 

性别已明显可辨 ，生殖器官基本形成。在雌雄 

性的生殖管内出现细小颗粒物，多数的雄虫尾 

部向腹面卷曲，长短交合刺均已形成。有的虫 

体表皮环纹再次出现变浅，虫体表面和 口囊内 

有破碎的膜样物粘附。此时雌虫平 均 大 小 为 

7 96D×0．22 2mm．雄虫为 7．72l×0．227mmo20 

日龄虫体的生殖管内颗粒物增 多 变 大，经 解 

剖后涂片镜检证明，雄虫体内的颗粒物为精细 

胞，呈短椭圆形，大小为 1【．2-- l4．9×9 3--11．2 

m，其后部有 1锥形短尾。在雌虫的 2根细长 

生殖管内，存在较多的椭圜形颗粒物，大小约为 

26 0×i8 6 m．在以后渐粗的生殖管内台有大 

量的长椭圆形卵细胞和包有薄膜样卵壳 的 卵， 

大小为 33．5--37．2×14．9--22．3 mo第 35--36 

日齿夸雌虫，有的开始产出初产蚴。表明虫体雌雄 

性已完全成熟，口囊似碗盂状，壁较厚呈透明 

状 ，头端的内、外环乳突在光镜下隐约可见。表 

皮环纹后缴锐利，前后呈叠瓦状排列。雌虫明孔 

开 口于神经与食营末端之间的腹侧。其尾部钝 

直，末端亚腹侧有一对丘状突起尾感器。雄虫 

尾部向腹侧强度卷曲，肛前乳突 8一lO对，肛后 

寰 l 蛙宿主匣内鲁日醯虫俸增长发育的瑰寨 

虫体与食营增长比较 虫体
龄 虫 体 的 特 征 

虫长 (置±SD) 食管长(置士SD) 责管：虫长 

1日龄童虫 辫 詈誓尔 撙鬈餐 2．584+0．273 0．367+0．032 l：7．0 

l0日龄童虫 锯 最 龌 簖谣是有部 5．69B十0．o9l 0．477+0．024 1：11．9 

15日卺争?童虫 爱；2 fl 妻形成’虫体经弟 次蜕魇后’。囊、体袁 7．960土D．15O 0．555+0．195 1：H．3 

童虫 2冀 亮 面明显卷曲’长短变合耕均已形戚，Ⅱ前’后 7．72．1+0．179 0．465土0．022 l：16．6 
36日龄 成虫 口囊最碗盂状，其壁角化明显，体表环纹后缘锐利，阴 14．73O土0．566 0．708+0．02● 1 z20．B 

孔开 口于神经环与食臂末端之间虫体暖面，有的开始 
产蚴 ，生殖道内充满太量虫卵、胚蚴和幼虫。 

成虫 口囊、体表环纹同雌虫，肛前后乳寞和长短交台捌发 l0．860土0．574 0．6I6+0．035 I：17．6 
育 完生 ，尾 部向腹 面强 度卷曲。 

1年龄 虫 除虫体较前增大外 ，其余特征同 36日詈争?戒虫。 0．740+0．07● 1：23．1 

虫 同 36 日曹争。一戚 虫特 征。 14．0l7土0．77， O．694+0．04B 1：2O．2 

注 ： 为几 何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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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在尾端亚腹侧也有一对较大的与畦虫相 

同的尾感器。虫体较前又有增大，以后随存活 

时间延长仍逐渐增长，而唯有食管长度增加缓 

慢，故食管与虫体长度比值不断缩小 (见表 1)。 

虫体在发育中，随体长的增加体表环纹数 

量也随之增多，环纹的后缘逐渐变得锐利。经 

计数测定 ，感染期蚴和 1日龄童虫的体表环纹 

数为 ‘5O一530个。发育到 40天的成虫环纹数 

可达 1 745—21 73个。 

(：)雌虫产幼虫的能力 

1．产幼虫的数量 选实验兔眼内由同批虫 

体发育成虫开始产蚴的雌虫和雄虫各 5条，雌、 

雄虫配对分别转植入 2只兔双眼和 1只犬左眼 

毫 2 S条砖虫产瓣经 ∞ 秀观察结果 

日产蚴 间歇最 虫体号 产蚴总数 间歇次数 
(置士SD) 多天数 

I l447 l6-I士3-5 I 

l l l 6-8士3-7 I 

l604 14．I-E4．1 

lI74 l3．7士3-3 

762 6．3士4．4 8 

总 土SD l26O．I-E1．4 12．74-_4．0 2．6士2-l 2．0+2．3 

注：置 为几何均数。 

内，每天早中晚定时检查产于兔、犬强分泌物内 

的幼 虫，经 50天连 续观察 ，各 虫产 蚴情 况见 表 

2。 

2．雌虫产幼虫的间歇性 将同批由童虫刚 

发育成的雌雄虫 3对，分别植人 3只兔左眼内， 

自产幼虫开始 日起，从其中 2只兔左眼取出雄 

虫，使成单性雌虫寄生，进行产蚴观察。观察时 

间分别为 186天和 236天。其中前者在产蚴的 

93天过程中，间歇 4次。以后的 93天一直未再 

见产蚴。后者产蚴 97天后，间歇 日天，此时再 

配上同龄雄虫 1条，于配雄虫后的第 24天又继 

续大量产蚴长达 107天之久。第 3条雌虫一直 

有雄虫伴随 ，经 92天观察在产蚴过程中 间 歇 

13扶，其中一次间歇长达 15天。这些结果结台 

表 2中的观察 ，一致表明本虫产幼 虫 存 在 间 

歇性。间歇天数不等，在接近长间 歇 期 之 前 

13—3O天中，产幼虫明显减少，间隔天数逐渐 

增多。 

(三)结膜吸吮线虫寿命的进一步现察 

1 985年 6月用经证明为近 日感染 的 小 童 

虫移植实验兔眼内，定期观察本虫的寿命，进一 

步证实了本虫约有半数的寿命为一年，最长者 

可达 2年半以上(见表 3)。 

衰 3 绮曩嗄赡线虫寿命的宴驻琨察 

不 两 时 间 虫 体 存 活 数 及 占 百 分 比 

动物犏号 植人虫数 

6个月 l2个月 l8十月 2‘个月 30个月 

虫熬 ％ 虫数 ％ 虫数 ％ 虫数 ％ 虫数 ％ 

I号兔 左眼 35 30 85．7 20 57．1 15 42．9 l0 28-6 6 17．1 

右眼 35 28 80．O l5 42．9 l3 37．1 o 1 i i 

2号兔 左眼 35 3O 85．7 l9 54．3 lo 28．6 5 14．3 2● 

右眼 40 32 B0．o 20 5O．O 8 2o．o O ／ { { 

，号兔 左眼 32 25 78．1 2O 62．5 l4 43．8 0 ／ i | 

右眼 40 32 B0．o 22 55．o l7 42．5 2 5．O 2(1周后消失) 5·O 

小 计 2l7 177 81．6 ll6 53．， 77 35．5 l7 7．B 8 3．7 

l 

‘ 于 2，十月实验兔死亡，取出 2条堆虫固定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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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结膜吸吮线虫在终宿主眼内发育过程中的 

形态学变化和虫体增长速度，以往缺乏系统研 

究。经本次研究了解到该虫感染期蚴进人终宿 

主后发育至成虫产蚴全过程以及虫体形态学变 

化，同时观察到感染期蚴的形态特征与 i日龄 

小童虫相比较除略细长外 ，其他均相似。 1日 

龄童虫食管占虫体长度平均约为 1／7。其后 食 

管增长缓慢，至 i 5日龄时约 占体长 i／i 5。36日 

龄成虫后，食管仅约 占虫体长的 I，I9。食营长 

度较 1日龄时只增长约 2倍。但是虫体在发育 

中增长较速 ，增加幅度大 ，1年龄的成虫较感染 

期蚴的长度增长 5--7倍 (见表 1)o根据本虫食 

管与体长的比值，随发育时间而逐渐变小的观 

察结果，我们认为以此为依据，结合其他形态特 

征，可以作为对本虫寄生时间长短的估测指标。 

应甩该指标对病人眼内本虫鉴定和分析病史病 

程都具一定的实际意义。 

本虫在感染终宿主后第 2—4天 ，大 小 为 

3．I80—3．740× 0．13I-- 0．i 40mm 和第 l5天 左 

右，雌童虫大小平均为7．960×0．222mm，雄童虫 

平均为 7．72I×0．2 27ram，童虫先后出现 2次体 

表环纹变浅，表皮成管状或片状脱落，口囊表面 

附有破碎样膜哇物。从收集到的童虫蜕下表皮 

碎片进行观察，但 其环纹难于察见。可能是蜕 

皮过程中表皮环纹被蜕皮液溶解等作用所致。 

综上所述，初步认为这是本虫在终宿主眼内蜕 

皮过程的一些表现。值得指出的在大量童虫中 

仅观察到极少虫体有此表现，由此说明本虫蜕 

皮过程较为短暂。据此推测本虫自感染期至成 

虫期有 2次蜕皮。这与永田良胤(i 959)报告中 

提到的成虫 2次蜕皮时的雌虫体长为 4一qmm， 

雄虫长为 3—6mm 比较接近。 

至于本虫的感染期蚴侵入终宿主眼部发育 

至成虫产蚴所需时间，经多次的感染实验进一 

步证明感染后所需最短时间为 35—36天，与作 

者以前的观察一致。 

本次研究我们经用5条产蚴期的雌虫，分勋 

与雄虫配对植入犬、兔眼内，经 50天连续观察， 

各虫之间产幼虫能力有差别 (见表 2)。 日产蚴 

最少为 1条，最多为 202条。同时对 3条由童 

虫刚发育为产蚴雌贾，经 92—236天的连续观 

察 ，发现每虫在产蚴过程中都有 4— 13次的天 

数不等的间歇。有 I雌虫间歇 8天后，再配上 

I雄虫又继续经24天间歇后，再次开始大量产 

出幼虫。结果尼示本虫雌虫产幼虫存在着间歇 

的特点。 

本虫产幼虫，在 1年内不管何种季节，也不 

分白昼和夜间都可进行。在 I天中可以继续多 

次排蚴。我们通过动物模型观察，有的雌虫生 

活 2年时仍能产出幼虫 ，只是产蚴数量较前减 

少。 2年半时的雌虫不再具有产蚴能力。我们 

还观察到从实验犬或兔眼的一块很 小 分 泌 物 

内，常见有大量幼虫密布其中。表明雌虫在较 

短时间内一次可连续产出较多幼虫。如此集中 

在眼分泌物中的幼虫，当被其中间宿主——变 

色纵眼果蝇食人，易于盛染甚至造成重度感染， 

这在本寄生虫的流行病学和传播上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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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3 
动物学杂志 Chine~e Joarnat ot Zoology 

EXPERIMENTAL 0BSERVAT10N 0N DEVEL0PM ENT AND 

REPRoDUCT王oN oF ELA A C^上L ￡nA 王N 

DEFINITIVE HoST 

W A NG Zengxian YA NG Zhaoxin 

<D印口，l f of ParaMtology．A  ̂ Med~#al Uniucrsity．Helel 230032) 

ABSTRACT The infective larvae of Thelazia callipaeda collected from naturally infected 

~4miota variegata were inoculated into lhe conjunctiva sac of laboratory rabbits and puppies． 

The infective larvae were 2．5 t0 3．0 mm long and mofph0l0gicaIly similar to 1 st day old 

larvae gotten from eyes of naturally infected dogs．All worms observed had grown to se— 

xual m aturity，the females were about 14 mm and male about 10 mm in length．The second 

geDeration of larvae were found alter 35抽 day Inoculation．The mRximum number of ne— 

wborn laFvae laid were amounted to 202 per d ay The longest life—span of the T．~allipaeda 

was mofe than 30 mont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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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涵闸灌溉拦网防止钉螺扩散试验 

． 笙茎壅 天起杨先祥 字传华 
’ (蝴北省fin吸虫痛骑治研究所，武汉 430D7O) 

． 量垒、制发祥 鲍志才 
(傲蝴市血暧虫病防冶站) 

R1 ，38 

摘要 为了探索江河涵闸引洪灌溉防止钉螺扩散的方法和措施，我们对全省巳造成钉螺扩散的 ，0 

座涵闸之一的老湾闸进行了拦网防止钉螺扩散试验 。结果，该闸在引洪灌i既时，所设的两哥 角钢架闸门 

式拦网均在短时间内被冲坏。 

试验结果表明江河涵阐 内外汛期水位差大，引洪灌溉啻}c速快，江水中混沙和漂浮物多在这类地区不 

宜采用拦网的方式防止钉螺扩散 ，而应考虑在闸内、外增设一些缓冲设施，以减缓啻}c速井配合其他措施 

控制钉螺扩散。 

汛期江河涵闸引洪灌溉钉螺可以随永输入 

到垸内渠道 ，这是近些年我省垸 内螺 情 呈 回 

升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全省疫区江河 

涵闸灌溉与钉螺扩散情况调查的结果证实，在 

14条主要江河水系干堤上的涵闸，有 5O座由 

于引洪灌溉已造成钉螺扩散 。 在防止钉螺扩 

散方面，目前有的地方在垸内沟渠的小型涵漏 

‘ 车研究得到 湖北省科学技求叠员会 ，蝴北省血吸虫病研 

究委员会和 中共湖北省委地方病胁冶领导小组办 公 室 

的大力支持，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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