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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卵，表明虫体开始成熟，并能产卵。成虫呈柳 

计状，其腹面左右两侧列腺体各有 17个 ，排列 

匀称，中间一列腺体为 15十，其排列比两侧列 

腺 体 稍前移 ，第 9天 龄的虫体 大 小为 1．838— 

2．15 2×0．3l‘ 1 5ram， 但虫体的子宫内还 

没有看到虫 第 15天龄的虫体 已成熟，大小 

为 3 45一{55× 0 85— 1 0Omm (3．38× 0 93 

mm Ba~epao，1935)，口吸盘亚顶位，直径为 

0．15m0 225mm，食道长 0 1 25一o 1 75ram，食 

道下分两肠支，肠支沿体侧向后平行延伸，在睾 

丸前缘处突然弯向内侧，然后从两睾丸与卵巢 

之间穿过，并以盲端结束于体末端。缺腹吸盘。 

睾丸 2个，长椭圆形 ，边缘分叶明显，匀称 

地位于体末端两肠支的外侧， 左睾丸 大 小 为 

0．575—0．75 × O．20—0．263mm， 右 睾 丸 为 

0．55— 0 0× O．20— 0．275mm (0．535— 0．545× 

O．24--0．2 75mm Ba~epao， 1935)， 阴茎囊较 

发达，长 1 0O-- 1．375mm (1|09ram Bm~epao， 

1935)，约为虫体长的 1／3倍，阴茎囊内有阴茎 

和内贮精囊，雄性生殖孔开口于肠分叉处。卵巢 

分叶，位于两睾丸之间，大小为 0．225一o．25× 

O．20—0．275 mm， (0 3—0．31 mm 6a~epao。 

1935)，卵膜及梅氏腺位于卵巢正前方，大小为 

0 175一O．275×O．125一O．175mm，子宫始于卵 

模，向前在肠管间较规则地来回盘曲形成 17— 

21个横圈，至阴茎囊侧与子宫末段相接，子宫 

末段长 O．}75一O．875mm (0．56ram 15a~epao， 

1935)，富有子宫颈腺，子宫末段长度约为阴茎 

囊长度的一半，雌性生殖孔和雄性生殖孔一起 

开 口在肠支分叉处。卵黄腺 由许多较大的滤泡 

组成，分布在虫体两侧，肠管之外，其前缘达虫 

体中线稍后方，后缘与睾丸前缘相接，从后端伸 

出卵黄横管通人卵横。虫卵椭圆形，壳厚 (图 

2)，大小为 15 2— 25 3× 7．6m 1 2．6 m，两端 

各有一根卵丝，短的卵丝为 1 69．2—265 2pm， 

长 的卵丝为 189．4— 287．9 m。 

(四) 巴氏背 孔吸 虫寄生于 一 种猛 禽 一 

黑鸢 (Milvus migrans govinda)的盲肠内，有 

关其生话史的研究也 尚未见报告，奉实验结果 

表明：家鸭和鸡可以作为巴氏背孔吸虫的适宜 

终末宿主，这是巴氏背孔吸虫的新宿主记录，另 

外我们还初步观察和测量了由寄生在中间宿主 

赤豆螺内的尾蚴所形成的囊蚴的形态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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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温室野蛞蝓的发生规律与化学防治 

关 文 刚 
‘大 庆 师 专 生化 系) 

摘要 野蛞喻是一种世界广分布种类，我国各地均有分布，亦是一种农业上的间歇性害虫。笔者自 

1984年 6月至今，对野蛞蝓在大庆温室中的数量变动、食性 、繁殖等进行了连续观察。 蕾 主要报道野 

蛞蝓在大庆温室中的发生与危害；发生规律(生播史、习性)；化学防治· 

野 蛞喻 ima agtes~is)属于软体 

动物门 (Mollusca)、腹足钢 (Ga stropoda)、蛞 

糠科 (Limacidae)，是一种世界广分布种，我 

’ ’ 

国各地均有分布。据笔者初步调查，在黑龙江 

车文荣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阵德牛先生审阅并鉴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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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水分等。在上述因子中，水分起主要作用。笔 

者在 同一时期 同一结构的 全 光温 室和 花房 中进 

行了对照观察，盛夏的7、8月和严寒季节 ，高温 

严寒虽对野蛞蝓生长繁殖不利 ，但若有潮湿的 

环境 ，如常浇水的花盆底部土壤，温室中水龙头 

滴水的地面 ，仍可找到崩贝、幼贝及卵，活动也 

较为正常。 由此可见 ，如在温室中有野蛞蝓发 

生，除药物防治外，也可在栽培管理上通过适时 

灌水、松土等抑制野蛞喻的发生。 

在温室审因截培的作物茬 口不『司 其数量 

多 少有别 ，如不换茬的葡萄园地 ，其数量大可=常 

换茬的小 白菜、菠菜、油菜等地 ，在常换茬的蔬 

菜中，油菜、白菜、甘蓝等地其数量大子西红柿 

茄子、辣椒、黄瓜、哈密瓜地蛾。 

在药物防治野蛞喻方面，可结 合温室中常 

用药剂兼杀野蛞蝓，只是要注葸向地 面喷洒。除 

此，也可通过换茬 、合理淫水、除草等进行综合 

肪治 ，也可 减少野蛞蝓对温 室作物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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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灵江流域的淡水贝类调查 

王 字 黄 
(浙江宜然博物馆) 

惟 濑 李 章 来 
(浙江淡水研究所) 

摘要 本文报道了灵江流域淡水 贝类：腹足类有 28种、瓣鳃娄有 9种、主要分布在河流、水田、沟 

渠 、永 厍和溪疏。以及它的经济利 用和开发意 见。 

我们从 1986年 4月起曾先后在临海 、仙居 

县、黄岩县、温蛉县、玉环县 、天台县、三门县 6 

个点(见图 1)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调查情况 

报告如下。 

一 、 种 类 组 成 

我们在调查_申采到许多软体动物标本，经 

鉴定共 37种：其 中瞳足类 28种 瓣鳃类 9种 

(见表 1)。调查地区的软体动物以田螺科为鹾 

多，有 8种，占总数的 21．6％，腊螺科 6种， 占 

16 2％；龠蜷螺 6种，占 1 6．2弼；桂实螺 4种， 

占 1 0．8％；黑螺科 2种 ，占 5．4，刍；拟沼螺科 1 

种 ，占 2 7％；琥珀螺科 1种，占2．7，刍；蚌科 5 

种 ，占 t3-5％；蚬科 j种 ，占 8：1移；贻贝科 1 

种 ，占 2 7％ 

二 、分 布 特 点 

(一)不同的生态环境 从表 2可以看出 

江河中采到 28种，占总数昀第一位 ；池塘中采 

到 20种 ，占总数的 54，刍；’沟渠中采到 18种 ，占 

总 数 的 48．6％； 溪流 中采到 9种 ， 占总数 

24．3簿；水 田中采到 9种，卣总数 24．3％；外荡 

中采到 2种 ，占总数 5 4弦；水域贝类多寡悬殊 

较天。现从地理、地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分析 

产生种类多寡的原因。 

1．河流(江河)，该地区的江河分布在灵江 

水系的河口平原。如分布在椒江两岸的椒黄平 

中暑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刘司英 张文珍、王旺先同志对 

末工作太力支持 ，谨此致谢 

断征求产学院榜斌同学爹加调查工作漕 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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