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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螯螯虾体表附生切头涡虫类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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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carinatus）养殖业的发展，附着于红螯螯虾体表的切头涡虫及其危

害已引起养殖业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介绍了切头涡虫的分类地位和分布，详细描述了切头涡虫外部形

态和内部构造，并对切头涡虫的共生特性、食性、生活史、运动方式等生物学特点进行了概述，对切

头涡虫的危害和防治进行了总结和讨论。本综述可为红螯螯虾的养殖、切头涡虫病的了解与防治以及

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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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Studies on the Temnocephalans Attached to the  

Body Surface of Red Claw Crayfish Cherax quadricari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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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d claw crayfish (Cherax quadricarinatus) aquaculture industry, 

Temnocephalans attached to the body surface of red claw crayfish and their hazard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dustry. In this paper, the taxonomic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of Temnocephalans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literatures. Then, their external morphology and internal structures were presented in 

detail. Additionally,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ymbiosis, feeding habits, life history and movement 

mode were described, and their harm to crayfish and their control measures were discussed. This review is 

consider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d claw crayfish aquaculture, and to understand temnocephalans, 

thei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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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carinatus）属于

软甲纲（Malacostraca）十足目（Decapoda）拟

螯 虾 总 科 （ Parastacoidea ） 拟 螯 虾 科

（Parastacidae），原产于大洋洲北部，是澳大利

亚重要的淡水养殖种类（顾志敏等 2003）。我

国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将红螯螯虾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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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舒新亚等 1989）。近年来随着我国克氏

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市场需求日增和

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慕峰等 2007），红螯螯虾

养殖规模也快速扩大，甚至其养殖发展势头将

超过克氏原螯虾，因为与克氏原螯虾相比，红

螯螯虾有个体大、生长快、出肉率高、抗逆性

强的特点。随着红螯螯虾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病害问题也随之加剧（Saoud et al. 2013），其中

切头涡虫病是 主要的寄生虫病（潘晓艺等 

2009）。切头涡虫病害严重时，大量虫体及其虫

卵附着在红螯螯虾体表或鳃室，一方面影响螯

虾的商品价值，另一方面也影响螯虾的生活与

呼吸，严重附着导致螯虾大量死亡，从而影响

养殖效益。 

自 1901年Benham将切头涡虫类列入扁形

动物门后，切头涡虫类的研究已有 100 多年的

历史（Cannon et al. 2001），许多动物学家对其

形态、分类、分布、生态、演化等各方面进行

了研究（唐仲璋 1959，Jones et al. 1992，Sewell 

et al. 1995，Damborenea 1998，Sewell et al. 

2006，Martinez-Aquino et al. 2017）。国内对于

红螯螯虾切头涡虫病的报道甚少（吴志新等 

1998），相关文献资料较为零散。本文根据前人

对切头涡虫病的研究报道，总结并概括切头涡

虫的形态学、寄生行为及致病性特点等，便于

人们对切头涡虫有全面的认识，了解其寄生行

为的规律及可控性，为我国淡水螯虾养殖业的

健康发展提供基础资料。 

1  切头涡虫的分类及其分布 

切头涡虫又称切头虫，是一类主要附着于

螯虾、溪蟹等淡水甲壳类体表的涡虫，在分类

上属于扁形动物门（Platyhelminthes）涡虫纲

（Turbellaria）切头涡虫目（Temnocephalida）

（陈广文 2001，Martínez-Aquino et al. 2014），

是切头涡虫目所有种类的统称。世界上已发现

的切头涡虫目动物有 5 科 24 属 125 种以上

（Martínez-Aquino et al. 2014，Lenis et al. 

2020）， 大的一个科为 Temnocephalidae。已

知 Temnocephala 属有 39 种以上（Zivano et al. 

2020 ）、 Temnosewellia 属有 31 种以上，

Temnohaswellia 属则有 14 种以上（Cannon et al. 

2001）。这些切头涡虫分布范围广，是扁形动物

共生种类中 多样的一个类群。 

切头涡虫在热带地区和南半球各地的淡水

水域广泛分布，大洋洲是全球切头涡虫物种多

样性的中心。近年来，随着淡水螯虾的养殖业

在全球展开，这些附着在淡水螯虾体表的切头

涡虫，也随其寄主一起被引入全球的各个淡水

水域（Edgerton et al. 2002，Tavakol et al. 2016，

Ngamniyom et al. 2019）。澳大利亚、新西兰、

中美洲、南美洲、北美洲、印度、斯里兰卡、

巴尔干半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

日本、中国以及非洲国家均有报道（Cannon 

1991，Oki et al. 1995，吴志新等 1998，Edgerton 

et al. 2002，Volonterio 2009，Ngamniyom et al. 

2014，Tavakol et al. 2016）。已发现共生或寄生

于红螯螯虾体上的切头涡虫有：辛氏切头虫

（Temnocephala semperi）（唐仲璋 1959，许友

勤等 2006）、Diceratocephala boschmai（Cannon 

1991，Volonterio 2009，Tavakol et al. 2016）、

Craspedella pedum（Tavakol et al. 2016）、

Temnosewellia sp.（Ngamniyom et al. 2019）、

Temnocephala rouxii 和 Notodactylus handschini

（Cannon 1991）、Decadidymus gulosus（Cannon 

1991，Brand 2017）及 D. valverdi（Brand   

2017）等。 

在我国研究 多的是辛氏切头涡虫。1936

年 Lee 在福建福州附近溪流中首次采集到附着

在石蟹（Potamon denticulatus）体表的辛氏切

头涡虫；唐仲璋（1959）在福建省福清当地溪

流中再次发现附着在石蟹体表的辛氏切头涡

虫；1986 年李友松在闽北、闽中及闽东多地山

区的福建华溪蟹（Sinopotamon fujianense）、武

夷华溪蟹（S. wuyiensis）和福建马来溪蟹

（Malayopotamon fukienese）身上都能采集到

共生的辛氏切头涡虫，并发现溪蟹体表的平均

附着率达 43.8%。温茹淑和刘琳（2001）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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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红螯螯虾养殖场中也采集到辛氏切头涡虫。

吴志新等（ 1998 ）在红螯螯虾身上发现

Diceratocephala sp.。2020 年我们调查发现 D. 

boschmai 在国内许多红螯螯虾养殖场流行（待

发表）。目前对我国切头涡虫类的研究仅限于

此，因此需要对我国的切头涡虫种类及其分布

进行更细致的调查研究。 

2  切头涡虫的外部形态及内部结构 

切头涡虫类形态独特，身体扁平，体表光

滑，一般无运动纤毛，背部观静止时形如小乌

贼，前端一般具有 5 个或 6 个触手，身体后端

具有一圆形吸盘，体表常具有各式各样的合胞

体板（syncytial plate），兼具涡虫类和吸虫类的

特征。 

2.1  切头涡虫的外部形态 

切头涡虫大多数卵圆形，少数呈柱状或三

角形。成体大小变化较大，有的种类长度仅几

百微米，例如 Craspedella pedum（Tavakol et al. 

2016）；有的种类长度达几毫米，例如 D. 

boschmai，体长达 5 mm 左右、体宽达 2 mm 左

右（Ngamniyom et al. 2014）。切头涡虫体半透

明、灰白色或者浅橘色，体表面覆盖大量感觉

乳突，触手及后吸盘上数量更多（Brand 2017）。

有的种类（如 T. digitata）体表具有微绒毛和散

生的纤毛（Zivano et al. 2020）。C. pedum 身体 
 

后部具有 3 个横向、4 个向后和放射的乳头状

的边裙（Tavakol et al. 2016）。大多数切头涡虫

具有 5个触手（图 1a），Scutariella和Monodiscus

属则分别具有 6 或 12 个触手（Edgerton et al. 

2002），少数只有 1 对（图 1b）或无，例如 D. 

boschmai（Tavakol et al. 2016）和 Diceratocephala 

sp.（吴志新等 1998）都只有 1 对触手。切头

涡虫身体后端或近末端腹侧具有附着器官或吸

盘，吸盘往往具有柄或肉茎且肌肉发达；成对

眼点位于触手基部（Tavakol et al. 2016，Brand 

2017）。 

2.2  切头涡虫的内部结构 

2.2.1  体壁及肌肉  切头涡虫体表层是光滑

的角质膜，皮层细胞紧贴角质膜下，为合胞体

层（syncytial plate），皮层细胞内具杆状体。杆

状体一般在触手和身体后部分布较多，特别是

附着区域（Cannon et al. 2001）。 

切头涡虫的肌肉组织十分发达，由外侧环

肌、内侧纵肌以及其间的斜肌构成。发达的肌

纤维结构使切头涡虫身体及触手伸缩自如，运

动灵活。后吸盘的肌肉也极为发达，使切头涡

虫能够牢固地附着在宿主体表（唐仲璋 1959）。 

2.2.2  消化系统  切头涡虫的消化系统由口、

咽和肠管组成。口位于身体前四分之一处，往

往具有括约肌；咽与口相连，位于咽囊中，有

的种类咽占据身体的中部，有的种类可达中后 

 
 

图 1  切头涡虫 Craspedella pedum（a）和 Diceratocephala boschmai（b）显微结构 

Fig. 1  Microscopic structure of Craspedella pedum (a) and Diceratocephala boschma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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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由强大的括约肌构成（图 2），咽在捕食时

可翻出体外。咽后部紧连肠管，肠管袋形，占

据体中段大部分。肠管由柱状上皮细胞组成（许

友勤等 2006，Zivano et al. 2020）。 

2.2.3  排泄系统  切头涡虫的排泄系统包括

焰细胞、原肾管、排泄囊和排泄孔。体前端与

口平行的两侧有一对能进行收缩的圆形或卵圆

形排泄囊，排泄管从排泄囊的后缘汇入。当排

泄囊收缩时，排泄囊两侧的体壁也同时向内缢

缩，囊内的排泄物被顺势排出体外（唐仲璋 

1959）。排泄孔 1 对，位于身体前端背部或前腹

部两侧，其周围的上皮层形成具有明显边界的

排泄合胞体板（excretory syncytia）（图 2）（De 

León and et al. 2018，Zivano et al. 2020）。 

2.2.4  生殖系统  切头涡虫雌雄同体。雌性生

殖系统包括卵巢（ovary）、输卵管（oviduct）、

卵黄腺（vitellarium）、卵黄腺管（vitelline gland 

duct）、纳精囊（vesicula resorbiens）、阴道

（vagina）和生殖腔（genital atrium）（图 2）。

卵巢一个，呈卵圆形，常位于纳精囊和阴道之

间。输卵管较短，卵细胞由输卵管进入成卵腔，

与纳精囊和卵黄腺管连接。卵黄腺极为发达，

为淡黄色，呈分支滤泡状，常广泛分布到肠的

背侧、腹侧和两侧实质组织中。2 条卵黄管合

并后汇入卵黄腔。阴道结构复杂，肌肉壁厚且

硬，常具有阴道括约肌（Amato et al. 2011，

Seixas et al. 2014）。纳精囊常常充满精子。 

雄性生殖系统包括精巢（testis）、输精管

（vasa deferentia）、储精囊（seminal vesicle）、

前列腺（prostate）、射精管（ejaculatory duct）

和阴茎（penis）（图 2）。精巢椭圆形（图 2），

一般在肠管后段左右两侧各 1 对，且前端 1 对 
 

 
 

图 2  切头涡虫内部结构图解 

Fig. 2  Diagram of Temnocephalan intern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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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相对较小，少数种类 1 对，极少数种类

（例如 Decadidymus gulosus）具有 10 对

（Cannon 1991）。前后精巢之间有输精管相通，

后一对精巢各有一条输精管与膨大的储精囊相

连（许友勤等 2006）。储精囊与前列腺相连，

前列腺连于射精管（Seixas et al. 2014）。射精

管基部膨大由几丁质环绕外周形成阴茎鞘，细

长的阴茎可在交配时伸出。射精管内具有触

毛，为种的分类依据。通常切头目的精巢比卵

巢优先发育（唐仲璋  1959，Amato et al. 

2011）。 

2.2.5  分泌腺  切头涡虫的分泌腺通常有以

下类型：杆状体生成腺（rhabditogenic glands），

呈团状或集合成束，分布于从咽部之后的身体

后部两侧（图 2）；吸盘腺（disk glands），为分

布于吸盘和生殖孔之间的身体两侧 1 或 2 团葡

萄状组织（图 2）；Haswell 腺（Haswell glands）

为 2 小团细胞，位于眼点和脑之前（Amato et al. 

2011，Lenis et al. 2020）。有的种类还具有葡萄

状 Cyanophilous 腺，位于身体前端两侧、排泄

囊泡附近（Seixas et al. 2018）。 

3  切头涡虫的生物学特性 

3.1  切头涡虫的宿主和栖息部位 

淡水螯虾类特别是拟螯虾科（Parastacidae）

动物是切头涡虫 主要的宿主（Cannon 1991），

但作为一类体外共栖动物，切头涡虫的宿主特

异性较低，其共生宿主具有一定广泛性，除了

淡水螯虾类、溪蟹类、石蟹类（许友勤等 2006）、

歪尾类（Seixas et al. 2018）等甲壳动物之外，

它们还寄生于水生昆虫如巴西的蝎蝽科

（Nepidae）、负子蝽科（Belostomatidae）、鱼

蛉科（Corydalidae）（Vianna 2002）、石蛾

（Barypenthus sp.）（Amato et al. 2011）等水生

昆虫及幼体体表及其卵囊上，腹足类如福寿螺

（Pomacea canaliculata）（Seixas et al. 2010）、

蜒螺（Neritina zebra）（Seixas et al. 2015）等身

上，甚至脊椎动物蛇颈龟（ Hydromedusa 

tectifera ）（ Volonterio 2010 ）、 南 美 彩 龟

（Trachemys dorbigni）（Seixas et al. 2014）体

表也有切头涡虫附着的记录。在很多养殖淡水

螯虾身上同时发现不同种类切头涡虫，在红螯

螯虾体表和附肢上曾发现 4 种切头涡虫一起附

着（Brand 2017）。D. boschmai 可以附着在包括

红螯螯虾在内 10 种以上淡水螯虾体表

（Edgerton et al. 2002，Tavakol et al. 2016）。正

因为切头涡虫的宿主特异性低，以至于其能广

泛地传播和分布。 

切头涡虫对宿主存在一定的选择性。许友

勤等（2006）将辛氏切头涡虫与日本绒螯蟹

（Eriochier japonica）、日本沼虾（Macrobrachium 

nipponensis ）、 福 建 华 溪 蟹 （ Sinopotamon 

fujianense）、环棱螺（Bellamya sp.）置于同一

水族箱饲养，切头涡虫可以自行移动到环棱螺

壳表，但在其上停留时间不久后，离开螺壳重

新附着在华溪蟹体表。从未观察到辛氏切头涡

虫在沼虾或绒螯蟹体表附着（许友勤等 2006）。

切头涡虫似乎不会寄生于一些淡水真虾类

（Caridia）体表，如 Jones 等（1993）在对沼

虾接种切头涡虫后，沼虾做出了迅速强烈的清

理反应将切头涡虫从体表清除。 

切头涡虫常栖息于红螯螯虾头胸部和腹部

的腹侧、触角基部、颚足以及额角区域的附着

点，在步足和游泳足上也常附着，螯足的关节

处也常见到（吴志新等 1998），也有切头涡虫

附着于螯虾鳃腔或鳃上（Tavakol et al. 2016）；

D. valverdi 则主要附着在螯虾卵块表面（Brand 

2017）。切头涡虫在红螯螯虾体表附着数量随季

节变化，初夏时节大部分螯虾开始蜕皮，此时

切头涡虫数量较少；蜕皮之后，其身上切头涡

虫开始缓慢增加，到下一次蜕皮之前数量达到

高峰，因此这种变化与螯虾的蜕皮周期有关

（吴志新等 1998）。切头涡虫的传播途径是通

过接触传播，与带切头涡虫的虾蟹类生活在一

起才会被传染。 

3.2  切头涡虫的食性 

切头涡虫在自然水域取食宿主进食过程中

产生的食物碎屑、单胞藻类、与宿主共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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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轮虫、桡足类等小型节肢动物等，还

会取食寄主体表分泌的黏液（许友勤等 2006，

Edgerton et al. 2002）。Jones 等（1993）发现切

头涡虫 D. boschmai 对处在第三、第四发育阶

段的红螯螯虾卵明显表现出取食兴趣，也会摄

食螯虾卵内含物。此外，根据 Brand（2017）

的研究结果，Decadidymus valverdi 似乎有能力

主动取食红螯螯虾卵的卵黄，而不是被动摄取

卵破裂后流出的内容物。 

3.3  切头涡虫的生活史 

切头涡虫作为一类体外共栖动物，其生活

史并不复杂，如切头涡虫 Diceratocephala sp.

的幼虫孵化后可用后吸盘吸附在红螯螯虾体

表，2 ~ 3 d 后可以凭借纤毛运动至螯虾体表的

其他部位附着。25 ℃下，刚孵化的幼虫发育到

性成熟并排卵需要 70 ~ 85 d，且不经过变态发

育。成虫直接在宿主体表排卵，产卵后仍可继

续存活 1 或 2 个月（吴志新等 1998）。 

卵囊一般长卵圆形或棒状，外包有较厚的

几丁质硬壳，常具有一短或长的轴柄或卵茎

（peduncles），卵顶部有蒴盖（operculum）和

纤毛（filament）（许友勤等 2006，Amato et al. 

2011）。蒴盖围板（opercular plate）呈方块状，

围绕蒴盖一圈（Volonterio 2010），虫卵孵化后，

蒴盖围板碎裂，蒴盖打开，幼虫逸出，残留的

外壳仍顽固地粘附螯虾的体表，且不容易去除。

因此有人认为，有些切头涡虫可进行短暂的自

由生活，例如切头涡虫 D. boschmai 可能就是

在宿主蜕皮期间借助短暂的自由生活，然后成

功地（平均 50%）迁移到宿主螯虾的新外骨骼

上（Edgerton et al. 2002）。 

3.4  切头涡虫的运动方式 

切头涡虫可在螯虾体表灵活运动。切头涡

虫通过后吸盘吸附，身体前伸变细，然后往前

蠕动，用触手和后吸盘交替吸附进行尺蠖式运

动。当宿主活动或水流扰动时，虫体延展并且

伸长触手，将身体前端仰起以吸盘柄部为轴进

行类圆周状摆动，旋转幅度可达 270°（许友勤

等 2006）。 

4  切头涡虫的危害 

4.1  切头涡虫在鳃部的寄生及致病性 

切头涡虫在红螯螯虾鳃及鳃腔内大量寄生

导致螯虾窒息或引发鳃部细菌、病毒感染，间

接性诱发死亡是其致病性的 重要表现。Jones

等（1993）认为，切头涡虫 D. boschmai 可在

红螯螯虾鳃部着生并产卵，卵囊通过一根长柄

附着在螯虾鳃腔内壁；Edgerton 等（2002）认

为，切头涡虫 Craspadella spenceri 可寄生于红

螯螯虾鳃室内并在此产卵，同时碎屑积累在卵

囊周围，为细菌和病原提供场所；Volonterio

（2009）同样在乌拉圭养殖的红螯螯虾鳃室内

和体表都发现切头涡虫 D. boschmai。Tavakol

等（2016）发现，C. pedum 和 D. boschmai 都

能在红螯螯虾鳃室内着生并产卵。因此多种切

头涡虫都可在红螯螯虾鳃部着生或产卵。 

在鳃部附着虫体较少时不影响其正常呼

吸，不会对红螯螯虾造成危害；当水体中切头

涡虫数量大时，鳃内虫体或卵附着量激增，这

时可能导致红螯螯虾呼吸困难或引发鳃部感

染，则会造成大量螯虾死亡（Edgerton et al. 

2002，Tavakol et al. 2016，Brand 2017）。目前

研究结果表明，切头涡虫种类较多，不同种的

寄生特点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种类对螯虾的危

害不同。切头涡虫在鳃部的寄生情况还需要进

行更多的采样和调查。 

4.2  切头涡虫对虾卵的危害 

切头涡虫附着在螯虾卵上，不但影响虾卵

的呼吸透气，并可带来病原，给螯虾增加致病

的风险，而且还会取食卵黄。Brand（2017）研

究发现，红螯螯虾的抱卵雌虾身上切头涡虫

Decadidymus valverdi 的寄生率 80%，远高于

未抱卵雌虾（16%），切头涡虫肠道内容物为螯

虾卵黄，证明该种切头涡虫可以红螯螯虾卵黄

为食。 

除直接取食虾卵危害育苗作业，大量切头

涡虫附着在腹甲腹侧以及卵块上，阻碍卵块的

水流交换，有可能造成虾卵孵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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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切头涡虫对螯虾的其他影响 

切头涡虫附着在螯虾身上，除了因其携带

各种病原而给螯虾增加患病风险之外，切头涡

虫病 直观的危害就是影响螯虾的外观而降低

商品质量。严重时红螯螯虾 90%的体表都会被

切头涡虫及其虫卵覆盖。幼虫孵出后，牢固粘

附在体表的卵壳残体因吸附污物呈棕黑色，使

螯虾体表呈现出污秽表观，且煮沸后虫卵壳也

难以脱落（Saoud et al. 2013），这就大大降低了

螯虾的商品价值（图 3）。 
 

 
 

图 3  螯虾表面附着的切头涡虫卵 

残余体使体表显得污秽 

Fig. 3  The body color of crayfish is stained by the 

temnocephalan egg residue attached to  

the surface of crayfish 

 

据调查，国内不少养殖户认为切头涡虫大

量寄生直接导致红螯螯虾摄食率下降、活动力

变差，甚至直接导致大批死亡。 

5  切头涡虫的防治 

目前已有若干种类切头涡虫随着淡水螯虾

被大量引进国内而带入或侵入到我国自然水

域。因切头涡虫的宿主特异性低，且几乎所有

种类都可自主离开宿主进行迁移，这些特性容

易造成切头涡虫的广泛传播。目前切头涡虫病

所造成的危害还较小，尚未发生大规模爆发，

但随着螯虾养殖业快速发展，可能有更多切头

涡虫种类侵入并扩散到养殖水域，若种群数量

发生爆发式增长，必将成为危害螯虾养殖业的

严重病害。所以在对各类淡水螯虾引进过程中，

要加强检测和监测。 

有必要对各类外来切头涡虫的危害性进行

研究和评估。首先对切头涡虫生活史进行充分

研究，明确其在什么条件下会离开宿主？自由

生活阶段在哪个时期？如何排卵？其种群数量

在螯虾养殖水域条件下如何增长？这些问题的

解决对切头涡虫病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红螯螯虾体表切头涡虫数量随季节变化，

是否仅仅随红螯螯虾蜕壳频率而变化？是否还

有其他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季节性变化？随季

节如何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切头涡虫

病的季节性防治，同时在生产上可避开在切头

涡虫大量附着的季节进行销售。 

目前切头涡虫病的控制方法主要是从源头

进行阻截。在红螯螯虾引入养殖水体之前，先

进行杀菌杀虫处理。在进行红螯螯虾人工繁育

时，及时将带虫的亲虾与虾苗分开，避免虾苗

被传染，对阻断新一代虾苗感染切头涡虫将起

到一定作用（吴志新等 1998）。 

目前尚未有杀灭切头涡虫的专用药物。在

澳大利亚，大多采用盐水浴法，先进行 30 min

盐水浴（盐度为 15），再进行 90 min 淡水浴

（Brand 2017）。在国内，也有人采用海水浸泡

方法清除切头涡虫。但若是大规模养殖，则无

法采用此方法。而另一棘手的问题是切头涡虫

卵通过粘附剂牢固地粘附于螯虾的体表，目前

对切头涡虫卵的去除是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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