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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不同俸长的黄■感染强蛔独孤吸虫的EE较 

寰2 不同俸长的黄●-感染强度差异丑着性幢鼍 

表2显示，除 36．1～40cm段与 4O．1～ 

44cm段有显著性差异外，余均无显著性差异。 

2．3 鳗算独孤吸虫的种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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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吸虫标本经固定后测得体长在1．38 
～ 9．82ram之间，按其体长以lmm间距分别统 

计，鳗鲡独孤吸虫种群组成的频率分布见图1。 

从图l可见鳗鲡独孤吸虫种群主要由2-- 

6ram的个体组成．占总数的78％；8mm以上的 

个体较少，只占总数的2．7％。 

2．4 鳗簟独孤吸虫在宿主种群中的频率分布 

及拟台 

衡量寄生虫在宿主种群中的分布的一个简 

便的方法是看 s2 的比值。经统计得 s2／x= 

5．66>1，说明鳗鲡独孤吸虫在黄鳝种群内呈聚 

集分布。负二项分布拟台能更详细地直观这种 
= 2 

分布。负二项分布参数k=孚．_ =0．157，P= 
S-一 X 

亭 4．65[ ，拟舍结果见表3。 
E 

拟合值与实值间经检验 =7．73< j．| 

=12．02( =7)，证明聚集分布能成立。 

2．5 鳗簟独孤吸虫的寄生与黄鳢的肥满度 

寄生虫都会对宿主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 

宿主肥满度的变化是衡量宿主受害程度的指标 

之一。依宿主体内的吸虫数量和宿主的体长分 

别比较其肥满度。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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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1 强囊独孤嗳虫种群组成的额率分布 

寰3 强■独孤嚷虫在黄■种群畔l的分布置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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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蛆簟独孤吸虫的寄生与黄鳢的肥满度 

检验结果表明：除感染 6条吸虫的黄鳝以 

外鳗鲡独孤吸虫的寄生对黄螬的肥满度影响不 

甚明显。所剖检的黄鳝中感染6条吸虫的黄鳝 

仅有一尾，因此其肥满度数据代表性不强。 
j 

讨 论 

从鳗鲡独孤吸虫在黄鳝的胃、肠中检出的 

数量比和虫体大小比可以认为：黄鳝的胃是该 

种吸虫的适宜小生境。吸虫多吸咐在胃内两端 

的皱沟内应是一种避免被黄鳍吞食饵料——甲 

壳动物、小鱼小虾的骨骼所伤害的一种保护性 

适应。 

唐仲璋等的研究表 明，鳗鲡独孤吸虫尾蚴 

的活动方式极易引起小鱼的注意而将其吞 

食⋯，黄螬感染鳗鲡独孤吸虫很可能是由于捕 

食了体内带有独孤吸虫的童虫的小鱼、蝌蚪引 

起的。这与黄鳝属肉食性鱼类、蝌蚪、幼蛙、小 

鱼、小虾为其食料成分是相吻合的。 

体长在 32cm以下的黄培体内没有检出鳗 

鲡独孤吸虫、32em以上的黄鳍的感染率上升应 

与其捕食能力相关。蝌蚪、小鱼的活动能力较 

之有些浮游动物、昆虫幼虫等要大得多，捕食它 

们自然要具备相应的能力- 。至于 32cm以下 

的黄螬是否具有“年龄免疫”的特性尚未研究。 

感染强度差异不甚明显，说明小鱼、蝌蚪不是黄 

鳝的主要食料，黄鳝感染鳗鲡独孤吸虫是一个 

随机过程。 

寄生虫对宿主的危害是否明显地表现为宿 

主肥满度有显著性差异，要受到宿主和寄生虫 

之间相互关系的制约 ]。寄生虫和宿主的共 

同进化程度、宿主的承受能力及宿主当时所处 

的环境、营养条件等都是重要因素。鳗螭独孤 

吸虫的寄生没有引起黄螬肥满度的显著变化， 

可能与吸虫的个体较小。虫数较少。而且8～10 

月份黄螬的食料丰富有关。在食料不甚丰富的 

季节的情况尚待研究。 

鳗鲡独孤吸虫在黄螬种群 内为聚集分布。 

43％的寄生虫集中分布在 3．5％的宿主体内． 

89．5％的宿主体内的寄生虫在两条和两条以 

下．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鳗鲡独孤吸虫的寄生对 

黄鳝种群的负面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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