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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氏贾第鞭毛虫滋养体超微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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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实验感染的长爪沙鼠小肠内分离贾第虫滋养体，用 SEM 和 TEM 做超徽结构j耍4察。SEM 

见虫体呈纵切为半的梨形。前端钝圆，后端尖细。背部隆起，凹凸不平。体前腹面凹陷形成吸盘，边缘 

为嵴部。虫体周缘有周翼。本 虫共有前、腹、后侧和尾鞭毛各一对，直径为 200 IBm左右 ；TEM 是吸盘为 

一 不对称的强盘，由呈顺时针旋转之张管组成，并在嵴部重叠形成上 下叶。吸盘背侧有两个左右对称 

的细咆棱，棱间可见轴索。咆质内见许多空泡、纤维物质和中体。 

国外对蓝氏贾第鞭毛虫(Giardia lamblia 

简称贾第虫)的超微结构做过研究 。近年，国 

内虽也出现这方面的报道 ，但不多见。 最近， 

我们用扫描电镜 (SEM)和透射 电镜 (TEM) 

观察了本虫滋养体的超微结构 ，现将结果报 告 

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贾第虫滋养体标本分离自实验感染的长爪 

沙鼠 (Meriones unguicula~us)。 动物感染方 

法见另文“】。即，先用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法从贾 

第虫患者粪便内分离、纯化贾第虫包囊，制成包 

囊悬液，经食道灌人沙鼠胃内 (O． ml／只，含 

1× 10 个包囊)，使之受染。灌囊后第 7日，将 

动物处死。 摘取上段小肠，纵向剪开。 用生 

理盐水冲洗粘膜使虫体脱落。 将冲洗液 离 心 

(1，500 rpm，10分钟)。 取沉淀(内含滋养体) 

以 2．5形成二醛和 1％锻酸双固定， 丙酮系列 

说水，518环氧树脂包埋。 用 LKB-1型超薄 

片机切片，在 JEM 1 200型透射电镜下观察。用 

做 SEM 观察的标本，在双固定后，再经酒精系 

列脱水，临界点干燥 、喷金。用 JEM一35扫描 

电镜观察。 

结 

(一)扫描电镜观察 

果 

贾第虫滋养体 呈 纵 

切为半的梨形(图 1，图 2见封 2，下 同)。前端钝 

圆，后端尖细。背部隆起，凹凸不平(图 1)。前半 

部腹面向内凹陷形成腹吸盘 (图 2，VD)，其中 

心有凸起，其余部分光滑。吸盘边缘 为嵴部(图 

2，白色空白箭头)。虫体周缴细胞质向外突出并 

向胶面卷曲形成从前端延伸至尾部的周翼 (图 

1，图 2，白色相箭头)。滋养体共有前、腹 、后侧 

和尾鞭毛各一对。每对鞭毛发出后均渐伸向尾 

端。前鞭毛 (图 1，AF)由虫体前部两侧伸出； 

腹鞭毛(图 2，VF)由吸盘后方向腹面伸出；后 

侧鞭毛(图 2，cF)从尾部伸出。四对鞭毛虽长 

短不一，但直径几乎相同，均为 200 llm左右。 

(二)透射电镜观察 本虫滋养体吸盘(图 

3，VD)外形为一不对称的圆盘，结构较复杂。 

其腹侧由双层质膜 (图 3，右下放大部分，M) 

包绕。 吸盘由一层呈顺时针方向旋转之 微 管 

(图 3，右下放大部分，黑三角)组成，呈螺旋形 

结构。微管层嵴部有重叠，形成上叶(图 3，UI) 

和下叶(图 3，LI)。 微管直径为 40 nm。 嵴部 

(图 6，空白三角)与周翼 (图 5，LF)之间为边 

缘淘(图 6，MG)。每根微管背侧有一条电子致 

密度较高的纤维带(图 3，右下放大部分，黑细 

箭头；图 6，黑三角)，宽 15 nm，带间距为 25 

l／m。 纤维带之间有许多细丝相连 (图 4，白色 

1)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原虫室。 

2)北京市临床医学研究所电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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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 微管之间以及微管与质膜之间都有纤 

维丝相连，使吸盘成为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的 

整体。吸盘中心有一约 1平方微米微管缺如的 

裸区(图 3，BA)o 

吸盘背侧有两个左右对称的细胞核 (图 3， 

N)，略呈圆形，泡状。 胞核由双层质膜包绕。 

在两核 间可见轴索 (陶 3，A)，直径为 200 nm。 

每 根轴索 中央有一对 微管 ，直径为 35 nm，周边 

有 9对，为典型的 9+2”微管结构(图 5，A)。 

在蚰索基部有时可见一圈单层排列 的 微 管 带 

(图 5，箭头)。 在轴索的一僦或附近可见许多 

纤维样物质 (图 5，图 6，FM)和纤维带(图 7， 

FB)。 

在虫体背侧和吸盘中心质膜下 ，可见许多 

大小不等的空泡(图 3，圈 6，V)。 空泡为双层 

膜结构，泡内含微小颗拉。 在核后方可见到中 

体，由许多微管组成，微管直径为 1grim。此外， 

在腹侧拖浆中还可见到成行排列的纤维物质和 

纤维带等结构(图 6，'FM 和 FB)。 

讨 论 

SgM 观察见虫体具 4对鞭毛。 鞭毛为虫 

体的运动器。在光学显撤镜下，除个别虫体做 

直线运动外，大多以体纵蚰为蚰做翻滚 运 动。 

至于 4对鞭毛在这些运动中，究竟各自起何种 

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SEM 观察显示虫体背部和腹吸盘中 心 区 

表膜均有大小不等之向外凸出部， TEM 观察 

4表膜下拖质中有与之相对应的空泡，提示凸 

出部由空抱所致。空泡内含颗粒样物质，有作 

者认为此与虫体的胞饮作用有关。 

贾第虫在宿主体内寄生，借助腹吸盘吸附 

于小肠 绒毛上 ，进而造成微绒毛损 伤。但对虫 

体的吸附机理 ，目前尚存不同意见。 Friend 

认为，虫体的吸附是由于腹侧翼内收，“抓握”小 

肠绒毛面的结果；Mueller 等则认为，腹吸盘 

螺旋形微管结构具有卷缩功能，从而使吸盘边 

缘“抓”在绒毛面上 ；Holberton 结合虫体超擞 

结构和流体力学理论，提出虫体对绒毛面的吸 

附力来源于腹鞭毛强有力的节律性摆动所产生 

的负压。我们则认为，吸盘螺旋形微管结构的卷 

缩可使侧翼和吸盘边缘“抓握 在绒毛面上，而 

腹鞭毛运动产生的负压似又加强l了这一作用。 

中体位于蛐柱之上，但不同贾第虫虫种之 

中体，在轴柱上的位置不同，其本身的形状也不 

同，故在分类学上具重要意义。它在贾第虫细 

胞内有何生理功能，目标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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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头 蛇 

1 988年 11月 15日，陕西省长安县乾河乡 

宫子村康建斌同志，在玉米地 (海拔 41 0米)捕 

到一条畸型的由色，颈的前部分叉，并生着两个头 

即称双头蛇。头部眼、鼻和口的功能外观均正 

常。经鉴定是白条锦蛇 (Elapl~e dione)的幼 

仔，雌性。体长 220毫米，尾长 50毫米；左头长 

1 6毫米；右头长 1 5毫米。背鳞列 27—29—21，腹 

鳞 1 9 5，尾下鳞 73对。标本保存于西北濒危动 

物研究所(西安)。 

(西北葫危动舫研究所 末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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