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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吸吮线虫扫描电镜的观察 

王增贤 夏秀芳 藤怀辣△廖荣中△韩锯辟 方国胜 
(安教医科太学寄生虫学教研室) 

抽要 在扫描电镜下甘肃暖吮线虫口囊呈圆形或椭圆形。 头端只有排威一环的 8个乳突，等雁排 

列·头蜡两侧于亚背侧与亚拔侧乳突_之间晷有 1个长椭目形头感晷，中闯有荤f隙状开口。颈乳突 l对， 

较大，呈圆形隆起，顶部复生出乳房扶隆起。雄虫肛前乳突为 l3对，排列成2行。本次研究发现雄虫的 

肛前正中处还有 1个较大的单乳突。雄虫肛后乳突2对，但尾端的 l对较大，其形状不同于尾邮其他乳 

突，可能是本虫的尾感晷。 

通过对安徽淮北部分地区的牛眼虫I 舟查，结果表明黄牛感染甘肃敷吮线虫较普遍。 

寄生于家畜眼内的吸吮属线虫在我署日报 

告约有 8种之多，陈结膜吸吮线虫能寄生于人 

和保虫宿主犬、猫、兔之外，寄生于牛眼内的有 

7种。甘肃吸吮线虫 (Thda*ia bn~uemi*)首 

先 由杨平等 (19~7)在甘肃省的黄牛眼内发现。 

安徽省牛眼虫除昊淑卿等 (19e5)曾在合肥查 

到甘肃吸吮线虫和 棒状 吸 吮 线 虫 (Tlielazia 

ferulata)外，未见更多的报告。至于牛跟虫的 

超馓结构尚未见报告。为了解甘肃吸吮线虫的 

超做结构和安徽牛的感染情况，故调查了安徽 

淮北五河县、泗县的部分地区黄牛眼虫并对本 

虫进行了扫描电镜的观察。 

材 料 和 方 法 

于 l9B4—1988年对五河、泗县部分地区的 

|79头黄牛，进行了感染眼虫情况的调查，共获 

虫体 340条 ，雌虫为 208条，雄虫 132条 ，经鉴 

定全部是甘肃吸吮线虫。 从中选雌雄虫各 l0 

条，经生理盐水洗涤后，用 5弗福尔马林固定。 

磷酸缓冲液 (OH 7．{)洗涤，经 1弗锇酸周定和 

双蒸水洗涤，逐级丙酮脱水后，酝酸异戊脂置 

换 ，经临界点干燥，将虫体截成小段，置真空镶 

膜仪喷镀金后进行扫描电镜的观察。 

结 果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甘肃吸吮线虫头端，口 

孔为圆形或椭圆形。其外缴周围可见 8个乳突 

(即背侧、亚背侧、腹侧、亚腹侧乳突各 1对)，排 

列成 1环，各乳突呈乳房状，大小相似，间距相 

等 ，每个乳突基部有环形沟与外界分隔 (图 l， 

图 1--8见封 z)。 于头端两侧的亚背侧与亚腹 

倒乳突之间稍外处 ，各有 1个长椭圆形的头感 

器，其边缴为数层虫体的表皮皱褶，中间有 1个 

较深的裂腺状开口 (图 1，2)。颈乳突 1对，较 

大，直径约为 28 ，星圆形隆起，其顶部复生出 

乳房状突起，因此，颈乳突由体部和顶部组成， 

在乳房状突起的周围，有环形淘形成了顶部与 

体部的分界。虫体表皮环纹有的可延伸到颈乳 

突的体部 (图 3)o雄虫尾部向腹面 呈明显的卷 

曲。其肛前乳突为 l3对 ，于腹面分左右两行排 
～ 列，乳突较小，直径约 5～ 有时可见到个g 乳 

突呈不对称择刊。乳突表面光滑，好象突起的 

注：1)△ 本较电镜宣，。五阿县卫生防疫坫． 

2)奉研究曾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赍助 谓查工 

柞得到五阿县兽氍站、五阿城郁乡政府 把县大庄区售 

医站协助，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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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状物(图 4，5)。本次还观察到在雄虫肛前正 

中处有 1个大而显著的单乳突，表面光滑，亦呈 

疣状，其直径约为 2O (图 5)。 肛后乳突 2对， 

其中在尾端的 1对较大，中央有奶头样的突起 

物 ，不同于尾部的其他乳突 (图 5，6)。雄虫交 

台刺 1对 ，短交合刺粗短，其腹面有纵形凹槽， 

长交合刺细长，从短交合刺凹槽伸出(图 ，5)。 

雌虫肛孔略呈圆形，但孔的前后缘呈弧状突起 ， 

两侧绿呈弧状凹下。尾端亦有 1对与雄虫尾端 

相似的乳房状突起物 (图 7)。虫体表皮环纹位 

于虫体前部的较宽而明显 ，向后逐渐变窄，纹的 

间距变大。有的环纹可见起始与终止处，表明 

虫体的表皮环纹不全是完整的环形排列。环纹 

后缴呈刀片状光滑锐利 (图 8)。但缺少结膜吸 

吮线虫的环纹上那样密布着屈曲纵形小脊。 

通过对 179只黄牛眼虫检查，阳性 53头 ， 

感染率为 29．6％。其中双眼感染的牛 28头，每 

头牛感染虫数多为 3—1O条，最多的达 55条。 

共获虫体 340条 ，雌虫 208条，雄虫 132条，经 

逐虫鉴定，全部为甘肃吸吮线虫。同时还检查 

水牛 11头、驴 4头 ，全部阴性。 

讨 论 

杨平等(1 957)记述甘肃吸吮线虫雄虫尾部 

乳突共为 14对，肛前 12对，在泄殖孔前后的 1 

对叉比其他各对乳突为大。我们通过扫描电镜 

观察结果 ，证明雄虫尾部的乳突数 为 肛前 13 

对+1个 ，肛后 2对 ，总数为“15对+1个”。乳 

突是一个习惯用语 ，精确讲末端’I对是尾感器。 

肛后的 1对略大，但不比末端的 1对大，而肛前 

的 1对更不比其他各对乳突大 (图4)。这些不 

一 致，可能由于以前用光镜观察分辨率较低所 

致。 本次研究发现甘肃吸吮线虫雄虫 肛 前 正 

中，于肛前第 1对与第 2对乳突之间处这个较 

大的单乳突，在光镜下亦清楚可见 ，笔者认为这 

个单乳突在虫种分类上可能具有一定意义。本 

虫尾端 1对较大的乳突上，虽未见有像结嗅吸 

吮线虫尾感器上那种新月形的尾感器开 口，但 

其中央有奶头样的突起 ，与尾部的其他乳突有 

显著差别，可能为本虫的尾感器。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感染本虫较为普遍。至 

于安徽其他地区的牛眼虫的种类及分布 情 况， 

有待进一步调查。黄牛目前仍是我省淮北平原 
·农村的主要耕畜，饲养数量较多。感染本虫后， 

牛眼分泌物增多，出现炎症 ，说明本虫对牛有一 

定危害，故在发展养牛业中 ，注意防治本寄生虫 

病，具有一定经济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科学皖动物研究所寄生虫研究组等 1979 家畜 

家禽的寄生线虫 科学出)；匣社 北京 25—31。 

【2】 昊敏孵等 1965 中国家畜寄生蟪虫韧步调查 l-华 

求地区 动物学报 l7(1)：6，一"。 

【3] 抒平等 1997 甘肃省黄牛吸吮线虫的研究包括三新 

种的描述 畜牧兽医学报 2(1)：7--i4。 

【{] 橡男南等 1965 动物寄生虫学 上册 高善教育出 

扳社 7—2； 

【5] 王增贤等 1985 结嗅吸吮线直成虫和初产蚴扫描电 
镜的j掘蔡 安敷医学院学报 加0)：l—4。 

【6】 —— 塘B5 结膜驶晚线虫生物学特 征 艮对 家 兔致 

病性的实验观寮 寄生虫学与寄生 虫 病 杂志 3(2)： 
l2B一 13O。 

【7】 Adzono N et al 1976 Thda~a c~IZipacd~from m  
4nd dog in kyoto and its Sca,n~ing Electron M icros- 

copy Jap．J．Parasiro1．29(5)：402~ 108 

【目】 Tomlta s 1977 Ultza~tructural studies of edelt male 

Tltel~ a callipaeda Scanaiag Elect~on M icroscopy 

Jap, ParasitoL 26(2supp1)：49 

(上接第 48页) 

进行实验时，各种实验条件应加以严 格 控 制。 

本文报道的检测项 目的参数大 部 分 与 文献 报 

道Utl的数值接近 ，雌雄之间无显著差别，担红、 

白细胞计数略高于文献报道值。 

鉴于毕格狗来源受限，动物数少，仅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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