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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血矛线虫体外发育过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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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描述了似血矛线虫(Haemonchus similis)的体外发育过程 在22—32"C下，从产生卵发育至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幼虫的时间分别是 l6h、3lh、2．5—3．5山 

iq
．  移 

’ 似血矛线虫寄生于牛第四胃内， 虫体前 消失，杆形食道和肠管显露出来(见图 1)。食 

端刺入胃粘膜吸血。国内尚未见其体外发育过 道球中央的括约肌一伸一缩，肠管每隔一段时 

程的详细报告。我们于 1992年7月至1994年 间出现由前往后的收缩波，肠管内容物被挤向 

7月取其虫卵培养至第三期幼虫，观察了其体 后段，肛门也一收一缩。神经环位于食道狭窄 

外发育过程。结果报告如下。 部。肠管壁为一同质结构。生殖原基位于肠管 

材料和方法 罢 毒 霎篡 
标本来源于闽南地区自然感染牛的消化 皮后发育为第二期幼虫(见图2)，第二期幼虫 

道．在无菌水中培养虫卵，将孵出的第一期幼虫 结构与第一期幼虫相似．但各部均伸长，尤以肠 

移入 1％琼脂培养基上(在培养基的中间放少 管增长明显。幼虫孵出经2—3d再蜕皮一次发 

许经高温消毒过的粪便)，定时在显微镜下观察 育为第三期幼虫(见图3)，第三期幼虫体表裹 

发育情况并进行测量和绘图仪描绘。 有一层体鞘，体鞘顶端中央有凹陷．为第二期幼 

．  虫口孔遗迹。头部结构模糊，15囊小，食道为纤 

⋯  细丝状，后端膨大，神经环处最细。排泄腺清 

虫卵分裂至幼虫形成经过见图A—L。在 楚，开15于神经环稍后的腹侧。肠管由 16个三 

22—32℃下．从产生卵(大多发育至多细胞的桑 角形细胞组成，每侧8个，可见细胞核。生殖原 

椹期．也有含3个细胞的卵)发育至幼虫期约需 基椭圆形．位于肠管腹侧的第四与第五个细胞 

llh．卵内幼虫布满颗粒状物．内部结构不清楚。 之间。直肠腺一对。尾呈锥形．尾后尾鞘稍呈 

5h后，幼虫孵出，刚孵 出的幼虫在水中不停地 波浪状．测量数字见表 1。 

摆动伸缩，积极取食，随着颗粒状物的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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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A—L；闰 1—3 似血矛线虫体外发育过程 

s 讨 论 

似血矛线虫的体外发育与捻转血矛线虫 三期幼虫的时间分别是 20h、56h及 5d。两种 

[Haemonchus C07JtortuS(Rodolphi，1803；Cob一 线虫的同期幼虫形态也相似，但捻转血矛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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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幼虫的口囊较大，尾鞘波浪状明显，尾后 

尾鞘长64．5—7l m。似血矛线虫第三期幼虫 

口囊大，尾鞘稍有点波浪状，尾后尾鞘长 47— 

48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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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螅触手对垂唇的形态发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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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移植触手于水螅胃区、同时切除水螅头的方法，仔细观察了 42十水螅的切面和胃区的 

’ ‘ 垂唇的形态发生过程。其中发现 3例有触手无12的特殊畸形水螅。实验结果表明．水螅触手对垂唇的 

形态发生具有诱导作用，对其他部位的组织进行的同样分化具有抑制作用，其抑制能力与距离成正 比． 

距离越近．抑制能力越强．反之越弱。这种抑制作用还能阻断已经开始的分化。 

关键词． 里移避堕王里查叁生抑制作用诱导作用 《≥ 红 
～ 一 一 ⋯ ⋯  一 } 

早期的实验已证实水螅的触手细胞 4—7d 

更新一遍，离体的触手无再生能力l1 。据此， 

人们在以水螅为模型系统探讨模式形成问题 

时，一般都忽视触手的作用。现已知切割方法 

制备的环外触手能诱导形成侧生头l2]。作者 

(1993，1996)对触手曾做了一些工作l3 ]。本 

文采用移植触手的方法，初步研究了触手对垂 

唇形态发生的诱导作用和对其他部位相同的形 

态发生的抑制作用。 

可。第 2组，同上述方法切下水螅头部，切取相 

邻的2条触手及其基部 1／3的垂唇组织，再将 

触手基部植入胃区中部的侧面。 

1．3 术后个体置于容量50 的干净烧杯，每 

杯放 1个水螅，注满清水，置于控温在 20± 

0．5"C范围的生化培养箱内。术后 2d开始投放 

蚤状涵，每日定时检查、记录、换水和投饵。 

1．3 鉴定垂唇是否形成是采用杆吻虫汁液刺 

激水螅的方法 J，并在 100X光镜下检查。 

1 材料与方法 2 结 果 

1．1 水螅和杆吻虫的采集、培养同作者 1991 

年工作 。 

1．2 本实验使用了42个水螅，分 2组。第 1 

组，将水螅移至载玻片上，待其伸展后，在触手 

环偏下位置处，迅速切下头部。在紧帖触手基 

部处切下 1条触手。把切取的触手和切除头的 

水螅体置于蒸发皿，注满清水，移至解剖镜下， 

先用针在水螅胃区中部的侧面插 1小孔，再用 

针尖把触手基端挑到小孔处，将其压入孔内即 

2．1 本实验中，植入触手诱导胃区已组织形成 

侧生头的个体数，第 1组少于第 2组(见表 1中 

双头个体数和仅有侧生头的个体数)。侧生头 

形成过程是 ：术后，植入触手的胃区组织逐渐隆 

起，触手位于隆起部顶尖，顶端附近周围长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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