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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乳突状附属器粘在玻璃皿或碎螺壳上，体 

部缩成圆形，不断伸缩和旋转运动，表皮下的成 

囊细胞分泌物质形成囊壁，约经半小时便形成 

为 囊蚴 ，同时 尾部急剧摆动 ，不久脱落 ，也有尾 

部不脱落的，附着于囊壁上。尾蚴具有趋光性 ， 

在 对光 的培 养皿壁上形成的囊蚴 密度较大。 

囊蚴的侧面观为半球形，顶面观为圆形，直 

径 0．12—0．167m．m，囊壁分三层，外层为明胶 

层，具有纽颗粒，厚 0．O075—0．0 15mm；第二层 

为环纹层，厚 0 005—0 0l25mm；内层较致密， 

坚韧 ，具 有折光性 ，厚 0 0025—0．005ram；内囊 

直径 0 095— 0．1 42ram，初形成的囊蚴可 见 口吸 

盘，眼点和排池管。 

2．4 童虫 用囊蚴感染试验动物 后 第 2、3和 

4天进行剖检，都没有检得虫体，直至剖检到第 

5天 ，才在试验动物盲肠粘膜层找到虫体。剖 

检同时进行粪检，直至感染后第 9天才在试验 

动物粪便内发现虫卵 ，表明囊蚴感染试验动物 

第 9天后，虫体才开始成熟并产卵。第 5天龄 

的虫体腹面左右两列腹腺 尚未 出现，但可见中 

间列腹腺索，呈现一条粗大的连续的纵嵴；第 6 

天至 8天的虫体开始出现左右两列腹腺。生殖 

腺也逐渐形成，但子宫不明显和未见虫卵。 

2．s 成虫 感染后第 9天虫体成熟，其腹面有 

三列腹腺，两侧列腺体排列对称或稍不对称，数 

目相等或不相等，各有 9—13个 ，但多数为 l 2 

个，起自雄茎囊中下部水平，后至睾丸内侧 ，两 

肠吏末端，各个腺体呈球形，突出于体表，每纵 

列的最前一个和最后的一个较小 ，中部的腺体 

较大。中间一列腺体联合形成一条粗壮连续不 

断的龙骨样纵嵴，其前端超过雄茎囊基部 ，起自 

内贮精囊的末端，而其后端越过卵巢延伸至体 

末端不远处 (图 1)。成虫体表具覆瓦状小棘，体 

前半部的多而明显。口吸盘近圆形 ，端位，富肌 

肉质，食道细小。两肠支稍弯曲沿体侧向后平 

行延伸，至睾丸前缘处突然弯向内铡，然后从两 

睾与卵巢之间穿过，结束于体末端。睾丸两个 

长形，匀称地位于体末端两侧盲肠外侧，不成熟 

的虫体的睾丸边缘分许多浅瓣；成熟后的睾丸 

外缘有 4—5个深分瓣，与盲肠接触的内缴则分 

成许多浅瓣。卵巢形状变化很大，一般呈倒梯 

形，或倒 Y 形，或分叶呈不规则形，位于虫体 

后部中央，两睾丸之间。卵巢前端为卵模，卵模 

位于卵巢和子宫之间。卵黄腺由许多较大的滤 

泡组成，位于肠支外侧，前缴达虫体中部，后缘 

至睾丸前缘，从后部通出左右两根卵黄管，并于 

中线处汇合，通人卵模内。子宫末端富肌肉质 

与烧瓶样雄茎囊并行等长，开口于雄孔下面的 

口吸盘直后水平上。成虫的子宫盘曲于雄茎囊 

后至卵模前面的两盲肠之间地区。子宫内充满 

虫卵。排泄孔开口于卵巢与体末端之间中线上o 

(图 2)。虫卵呈椭 圆形 ，大小为 15—20×7．5— 

10,um，两端各有一根卵丝 ，短的卵丝长 l85— 

275 m，长的卵丝为 212．5—28 7．5t~mo(图 3)。 

3 讨论与结论 

3．1 目前已知世界上共有 l6种 下 弯 吸 虫。 

Skrjabin(1953)依据其生殖孔开 口的位 置 是 

在肠分支前或后分为两类。生殖孔开口在肠分 

支前的下弯吸虫共有 5种：即中华下弯吸虫，印 

度下弯吸虫 (c．indica)，哈氏下弯吸虫 (c． 

harwood1)，浦莱斯下弯吸虫 (c．pricei)劳氏 

下弯吸虫 (c．raushi)。本试验所检得的下弯吸 

虫，其生殖孔开 口也在肠分支前，和上述 5种下 

弯吸虫比较 ，我们检得的标本与哈氏下弯吸虫， 

浦莱新下弯吸虫和劳氏下弯吸虫均明显不 同； 

与印度下弯吸虫近似 ，但后者体形较大，中间列 

腹腺索起始于雄茎囊中部 ，止于卵巢前缘，腹腺 

不突出于体表，此外 ，在生活史研究中，据蒋学 

良等(1985)及 Rohde et al(19~7)报道，印度 

下弯吸虫的成熟雷蚴体内只含 1—2个有 眼 点 

的尾蚴 ，5—6个胚球，而我们发现的雷蚴体内 

含 l一3个有眼点的尾蚴 ，4—10个胚球，且所 

获得的雷蚴、尾蚴、囊蚴都比印度下弯吸虫的 

小 ，故它们之间亦存在明显的区别；与赖从龙等 

(1984)报道的中华下弯吸虫新种的形态构造一 

致 ，虽然他们观察该虫的两侧列经腺均为 l2个 

和排列对称，我们观察的为 9—13个，多为 12 

个 (观察了 77条虫体，9—11个侧腹腺的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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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砂质潮间带内固着动物群落的优势种为：黄 

海葵、鸭嘴海豆芽、海仙人掌、凸壳肌蛤等。海 

水养殖场则在不同的养殖场内有很大变化，海 

带养殖场内以玻璃海鞘为优势种，玻璃海鞘固 

着于海带叶面及海带养殖筏上；栉孔扇贝与嵌 

条扇贝养殖场内以内刺盘管虫、有孔右旋虫、玻 

璃海鞘为优势种，主要固着于扇贝壳表面。潮 

下带由于受条件限制，未能作优势种调查。 

1．5 烟台沿海固着动物中有一些是重 要 的 海 

水养殖对象，如长牡蛎、贻贝、栉孔扇贝、大连湾 

牡蛎等，在进行人工与半人工养殖及增殖时，可 

以根据其固着生活的特性，创造适宜的固着基 

底，如投放岩石及其它固体废料，以增加其固着 

机会，达到增产 目的。多毛类，海鞘类、水螅虫 

类、苔藓虫类、东方缝栖蛤等则可固着于海水养 

殖设施及养殖对象身体表面，对海水养殖业造 

成损害。茗荷及藤壶类在码头、浮标水下仪表、 

海底电缆、海底管道等水工建筑与水下设施上 

固着，可造成相当严重危害；另外，茗荷及藤壶 

类也大量固着于舰船底部，使航速下降，船身表 

面油漆剥落，大大降低舰船使用率。因此 要根 

据这些固着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生物学特性 ，找 

出减少或防止危害发生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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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为 11．6％；1 2个侧腹腺的占 63条为 81．B2徭； 

13个侧腹腺的 占5条为 6．49徭)，排列对称或 

不对称，这种差异可能为个体差异，园我们观察 

的标本数量大 ，且虫龄各异，但无论虫龄如何， 

其中间列腹腺索的起止部位，腹腺突出于体表 

的特征都与中华下弯吸虫相一致。我们这次研 

究结果丰富了中华下弯吸虫生活史中幼虫阶段 

的资料，进一步肯定了该种的独立性。 

3．2 在本次试验中我们共 压 片 检 查 赤 豆 螺 

1957个，其中阳性螺 118个 ，感染率为 6．03，刍， 

另外 ，在同一地区还检查了小土蠕，琥珀螺和耳 

萝 螺，但均未找到 3个眼点的尾蚴，说明赤豆 

螺才是中华下弯吸虫的适宜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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