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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日本人寺岛 良安 ”将之收入《倭漠三才图 

会》并加按认为“度古，形似笄，故俗名算蛭” 。 

吕光洋和川膀正治 认为“度古”就是一种陆生 

涡虫 (Bipalium)。 栖息于我国南方热而潮湿 

的地域。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涡虫的记载， 

早于欧洲人一千年。在宋朝编撰的几种本草如 

《本草演义》中均有类似的记载． 

李时珍 在 《本草纲目》卷 43中引沈存中 

笔谈，记述了一种称为“天蛇”的动物。 “天蛇， 

生幽阴之地，遇雨后则出。其大如箸而扁，长三 

四尺，色黄赤。浇之以醋则消，或以石灰糁之， 

亦死”。《本草纲目》传人 日本后，寺岛良安认为 

“天蛇 属于蛭类。 在《和汉三才图会》卷 45中 

有如下描述，“天蛇，非蛇种类，而蛭之属也。深 

山溪明，四时不见。夏 日霖雨 ，湿热而生蛭”。其 

实，“天蛇 既非蛇类，也非蛭类。 Read(1934) 

将之鉴定归为陆生涡虫 Bipalium 属，并将“天 

蛇”篇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 杜增瑞引用 了 

Read的文章，也认为“天蛇 是一种 Bipalium 

属的陆生涡虫 。川膀正治和吕光洋 也同意 

这一观点。 

杜增瑞 在其 《扁虫及其生殖》一文中 写 

道：“南洋一带住在潮湿地方的 (扁虫)，就是 

笄蛭 (Bipalium)或土虫，长可达 1m。 昆明附 

近的稻田溪岸间，或其它石瓦下面的笄蛭，亦很 

容易看到，不过比南洋一带的笄蛭小得多，普通 

只有几个公分 。因而，《酉阳杂俎》中的“度古 

(土虫) ，《本草纲目》中的 “天蛇”即为陆生涡 

虫。 

2 西方学者对我国涡虫的研究 

17世纪中叶，随着大量西方游人的涌人， 

西方动物学家开始对我国及远东各国的动物群 

落进行系统研究。 Cantor(1842)报道了舟山 

群岛的动物类群，描述了一种他称之为 “Hiru— 

do? 的动物。后来，Wright(1 860)将这种动 

物定名为 Dunlopea grayia 即 为 陆 生 涡 虫 

Bipalium greyia。 

Stimpson(1857)报道了产于香港的 4种 

多肠类涡虫 ，即 Stylochus~ornieulatus、Le． 

ptoplana acu~a、 L． obscura、 L． trullae／o— 

rmiSo l 857年，他又报道了 9种香港的 多 肠 

类： Cryptocoelum opacum、Elasmodes口f J 

Lep；oplana hf 4、L．trullaeformis、 L．de· 

li 4fⅣ Prosthiostomum obseurara、P．a#i- 

、  ． tenebrosura 和 ．Stylochus COrnicula· 

mm。 由于 Stimpson的描述极为简略 ，又无 

图示，重新鉴定他所报道的种类是不可能的 。 

杜增瑞“ 只列出 Stimpson 的 10种中国多肠 

目涡虫，下面 3种未被列入 Leptoplana obscu— 

r口 Prosthiostomum ob$~urum 和 P·lenebro一 

~urao 

Stimpson(1857)在香港采到 1种他定名 

为 Fovia graciliceps的海产三肠类，现定名 

为 Procerodes graciliceps于 l 86i年，又采到 

1种陆生涡虫，并创立一个新属 Bipalium。由 

于标本丢失，只对其外部形态作了描述，并未给 

出种名 。后来 Diesing(1862)将这种涡虫定 

名为 Bipalium stimpsonio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几位西方学者 

对我国的涡虫作了报道。 Plehn(1896)在香 

港海岸发现 1种多肠目涡虫，定名为 Plagio；a． 

promisca。 瑞典人 Bock(1913)报道 2种 

多肠类涡虫：香港的 Stylochus pus~la和台湾 

的 Stylochus orientaliso von Graft (1899)在 

香港采到世界性分 布 的 陆 生 涡 虫 Bipalium 

~ewe．se Mosely，1878。 

l 922年 ，日本人镝木外歧雄(K．Kabaraki) 

在台北附近发现 3种陆生涡虫 Bipalium TUge． 

olulvum、B．virgatum 和 B．trilineatum ． 

并对苏州的 B．~antori的外部形态和内部 结 

构作了报道 】。1950年，加藤光次郎“ 在山西 

省的横水镇和横岭关也采得 B．cantori的有性 

个体，并作了鉴定。 尽管加藤的标本与镝木的 

标本在生殖器官解剖方面有所差异，但加藤认 

为是由于地域差异造成的。 

1925年，苏联涡虫专家 Sabussowa在我国 

西北地区发现 2种艋 生涡虫。一种是Bipalium 

longicanale采自甘肃戈壁，另一种为采自青海 

的 B．uaivittatum subborealeo 

l 943年，加藤报道了 6种台湾台北县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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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我国巳记载和研究的涡虫种类(至 19 90年) 

种 名 发 现 者 产 埔 

捧 西 目 Rh do~oel 

两 性旋 口涡 虫蓐 

G r4fri ⋯̂  r̂o fr卅 P̂ ，o Ehrenberg．183I Tu．I 934 北 京祷华 园 

太 口涡 虫属 

㈣ Fo o m i f tdi m Tu．1934 Tu．1934 北京清华冠 

撒 口靖虫属 

MicrosI om 蝌 tin~lrf(Mfille r．I 774) Tu．I934 北京请华园 

直 口据虫唇 

fBO“0⋯  reoiphar， I蚋 Kepeer et Cartef，l931 Tu．19 北京清华屋 

s． _ ops(Duges．1828) Tu I 934 北 京清华 园 

S．f si Ⅲ̂ nsls Tu．I934 T11．1934 北京清华园 

三醑 目 T ricladida 

歆 水 亚 目 PsludicoL* 

Dcfcsi4 4P0 4 Ichikawa e c Kawakatsu，I984 剃簿增，l989 仝冒 2 十省、区均 

D． 4P0̂ i 4 japo i 口 lchikawa et Kawakat*u，1964 有 分布 

口．j port 4 ry { 期f is Kawaka csu．1976 

Phafocasa olvlda(Ijima et Ksburski，1918) 刘锚增，1989 东北三省受内蒙 

Phaf。 dfa蝌 ，4 Okugaws．1939 Okugawa．1939 黑龙 江 

Phaf口 口f4 0i Okugswa．1939 Okugawa，I939 黑龙 江 

Po1y~~1il Ii ica H m4n 1934 刘德增，I989 我国西部备省 

Df r0 口 f。P 4 d lchikawa et Kswakat‘u．1998 刘德增，I989 黑龙江、吉林 

l|t}lOtfph4l口 gP． 

陆栖亚耳 Terficola 刘德蹭，1989 黑龙江 

Bipa~ium ~~fo ri(Wright．188o) Kaburaki 1922 苏州 

Kato．I好0 山西 

B．&ravia(Wright．I880) Cantor 1̈ 2 舟山岛 

且 {f f f Mo seley，1878 Ⅷ Graf ．1899 番 港 

B，lon&ican~$~S bu 8 sowa．1878 Sabu s洲 a．1929 甘肃戈壁 

丑．“impso (Die sing．I882) Stimp s0n．1861 香港 

且 r~teofugvwm Kaburaki．1922 K~buraki．1922 台湾 

且 vlr&atum StimP solt．1B57 Kaburaki．1922 台湾 

且 i “ 4I m j_ 州  Sabu~$owa 1929 Sabu ssO 1929 青海 

0．"ilinf口 m Stimpm  1897 Ksburaki．1922 台湾 

海栖亚 目 Marieola 

Pro fr口 ·j ftacilicsps(stimpson．1897) Stimp soD．，1897 香港 

多眄目 Pol cladida 

C ryplo~o~1um opa~~m ’ ·Stjmp~0Ⅱ．1897 香港 

Elasmodcs 4 l Stimp~on．1897 香港 

_ ̂ irid m aponicum Kato．1943 Kato，1943 台湾 

Leptoplan~ _I4 Stimp son．1855 香档 

L．d~li 4 j4 Stimpm ．1897 香港 

L． _，f4 Stimp s口nlo 1897 香 港 

L． rutla~]ormis Stimps0Ⅱ．1855 香港 

Paraplano rd olifoflcna (schmarda，18J9) K4t0．I943 台 湾 

PIafiotata promlsca Pieph，1896 Piehn，1896 香港 

Pros~hiostom~tm 4，，}" Stimpson．1857 香港 

P．foymo“r卅 Kato，1943 Kat0．1943 台湾 

f6 ro， m StimpⅢ
， 18" 香港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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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裘 1 

种 名 发 现 者 产 地 

lylof̂ m  f_j4， m Sdrop 8on，l855 StimP s0n．1B卯 香港 

． f口r f f口l Sti p son．18郛 香港 

． orich：alis Buck．191， Bock，19t， 台湾 

． p-5 ”口 Bock．19l3 Bock．19l3 香 港 

S．SNOG JiJ Kato，1943 K4to l943 台 湾 

S．1aiwa．i“，Kato，1943 KatO．1943 台 湾 

， 
f o i a'Kzto。1943 K8to l943 、台 湾 

切头目 TemnocephMod4 

Temnovephala"擀 fr Weber，1890 Lee 1936 福建 

唐伸 璋 ，l959 

岸的多肠类涡虫，它们是： Stylochus taiu,a一 

．ica、 S． D i 、 S． utunoraii、 Paraplano— 

ccra oligogl 4、Pros；hios；oraura如rftto$~im 和 

E．chirldlum japonicumo 

3 襞胃学者对涡虫的研究 

自本世纪 3O年代 ，我国动物学家开始对涡 

虫进行研究。秉志 (Ping，c．1 931) 研究了 

南京地区的动物群落 ，记录了 1种 陆 生 涡 虫 

Placocephalus”，长约 30公分，头宽扁，虫体 

扁形，背中线的前 1／3黑而明显，后面部分不明 

显”。 这 种涡虫后来被认为是 BipaLium 属的 
一 种 Ⅲ。 、 

I 936年，Lee“ 在福州附近，首次采到 1 

种切头 目涡虫 Teranocephala seperi，并 对 其 

外部形态和组织学作了研究。这种涡虫与石蟹 

成共生关系。唐仲璋 于福建福清灵石寺附近 

的山溪的石蟹体上再次采得这种涡虫。切头类 

涡虫多栖息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切头属(Te— 

mnocephala)在南半球广泛分布 ，澳洲、新西 

兰、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及南太平洋群岛均有 

记载。唯有北半球甚少。它在我国的发现，说 

明福建沿海的动物区系具有印度马来的 特 点。 

除对其外部形态 、内部结构、生态与生活习性等 

作了详细的系统阐述外，唐伸璋l还系统地研究 

了该种切头涡虫的胚胎发育过程，这是我国学 

者对涡虫类胚胎发育的首次报道。另外，对切 

头类的系统发生及其在动物进化和分类中的重 

要地位作了讨论。 

1934年，杜增瑞 报道了北京清华园内采 

到的 7种淡水涡虫。其中 6种为棒肠 目，分别 

为： 狭口涡虫属的 S；e~ostorttgm leucops、s． 

；slnghuQen$i$、s．brevipharynglum；微口涡虫 

属的 Micros；omum lineare；大 口涡虫属 的 

Macros；oraum intermedium 和两性旋口涡虫 

属的 Gyra；rix fr卅口 打D j hermaphrodi． 

f 另外 1种为三肠目的 Dugesia japonlcao 

杜增瑞是我自第一位涡虫分类专家，3O年 

代初主要研究了北京地区的淡水涡虫。以后留 

学德国，在柏林发表了 他 最 重 要 的 系 列 文 

章 ‘ 。 首次总结和研究了远东及东南亚各 

国的涡虫 。五六十年代，对昆明附近0， ，我 

国东北及朝鲜 的三角头涡虫作了报道。 

自杜增瑞之后，几十年来再无人从事有关 

涡虫的研究，致使这一学科近乎空白。 近几年 

来，刘德增对全国 27个省和 自治区进行了淡水 

三肠亚目涡虫的资源调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使我国淡水涡虫的研究有所突破 ”。 但有 

关陆栖和海栖种类 尚无人问津。 

表 1列出了我国至 1 990年已记载和 研 究 

的涡虫种类、发现者及其产地。见表 1。 

4 结柬语 

同其它各纲无脊椎动物一样，涡虫纲动物 

的分类和生态分布，半个世纪 以来，国外已基本 

研究清楚，目前正进行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的 

重新鉴定和分类。然而，我国的涡虫学研究，大 

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我们亟需弥补过去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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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的空 白，弄清我 国的涡 虫资源。 

目前世界上的涡虫共分 l1个目，其中大部 

舟生活于海洋，少数栖息于漱水和砧地。 我国 

有广阔的海岸线 ，自然地 理环境也多种多样 ，而 

我们的邻国；日本、原苏联和东南亚各国均有种 

类繁多的涡虫分布。因而，可以推断，我国的涡 

虫资源，尤其是海栖种类，有着巨大的开发潜 

力。需要我国更多的动物学工作者开展对这一 

领域的研究。 

致谢 本文承蒙刘德增先生审阅，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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