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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菌异小杆线虫 (86H-1品系)的研究 

(小杆耳：异小杆线虫科) 

王 国 汉 李 小 峰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摘要 1986年 5月我们从广东省阳江县海陵岛农作物土壤申分离到一种昆虫崭原线虫、编号 (8s 

H-1)，经鉴定为具菌异小杆线虫 Hcte royhabdi：h bac rcrlopho ra(86H一1品系)、是我国新记录。该品 

系与原描述种主要不同为雄虫交合牵乳突数 7—9对，多为 8对，排列顺序为 1—2～3—2，而原描述种 

正常下为 9对，罕见 8对。(86H-1)慢染期线虫携带的共生菌 6 f Ⅲ 初生型和次 

生型均无发光现象。线虫侵染昆虫后，寄主尸体变红褐色，不发光。 

1976年美国 Polnar 建立异小杆线 虫科 

Hetef0rhabditidae以来，国外对该科线虫及其 

共生细菌 Xenorhabdus luminvacens都做了许 

多研究 (Poinar l976，Khan et al 1976，Th· 

omas et al 1 979，Akhurst 1983，1 986)。国 

内，我们继 1982年在广东省阳江县海陵岛的农 

作物土壤中分离到此类与有荧光的细菌共生的 

异小杆线虫 Heterorhabditis sp．8 204(王国 

汉等 1986)之后 ，又于 1 98 6年 5月在该岛采到 

一 种携带无荧光的共生细菌的异小轩线虫 (8 6 

H一1)。我们对其形态、分类地位，共生细菌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B6H—1)线虫的形态观察 

(86H一1)线虫，采 自广东省阳江县海陵岛 

的农作物土壤 ，对照研究用的具菌异小杆线虫 

H．bacscrio舻 ora及大 蜡螟 Galleria mello r 

nella幼虫均为广东省昆虫研究所赠送。 

在垫有两层滤纸的大培养皿中，放进健康 

的大蜡螟 幼虫 (16头／皿)，每 皿 滴 进 400条 

(86H一1)侵染期线虫，放置 26~C、30~C下培养 ， 

重复三次，并用线虫 Heterorhabditis bacterio· 

phora处理怍对照。 每天解剖被线虫侵染的大 

蜡螟幼虫，取出线虫，用 O．7弗的生理盐水洗干 

净 ，在显微镜下观察其虫态，确定发育阶段。进 

一 步对其形态观察，用热的林格氏液将线虫杀 

死 ，TAF液固定，然后转至酒精甘油中逐步脱 

水，透明后封片。 

(=)(8 6H—1)线虫共生细菌的分 离与 特 

性 测定 

从 (86H一1)线虫体内分离共生菌。 作对 

照用的菌种 Xenorhabdus luminescens c．品 

系与 Fib-1品系分剐由中国农科院生防室及广 

东省昆虫研究所赠送。 

将 (86H一1)侵染期线虫经 0．1 的硫柳汞 

进行表面消毒后，用无菌研磨器将线虫磨碎，将 

研磨液涂布于 T一7+TTc培养基、26~C培养。 

以后不断分离，纯化，直至出现一致的菌落。对 

分离得到的细萤进行形态观察。 并在 NA 培 

养基、MCKA 培养基、EMB培养基和 T一7+ 

TTC 培养基上进行培养与观察其特性。 

对该种共生细菌生化特性 ，如过氧化氢酶 ， 

苯丙氨酸脱氨酶，氧化酶 ，硝酸盐还原，M．R．， 

共生菌研究得到戴冠群教授指导，唐依释同志协助 完 

戒，特此致谢。 

车工作是科学基金(B̂)生准字第 397号资助项目的一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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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还原，明胶水解 ，七叶苷水解，石蕊牛奶胨 

化 ，产酸等作铡定，方法均按 《一般细菌常用 

鉴定方法》及《昆虫病原物鉴定诊断手册》进行。 

菌落及被该线虫侵染致死的寄主在黑房无光条 

件下，多次重复观察是否发荧光、每次 30分钟 

以上。 

结 果 

(～)形态特征 成虫体表光 滑，前都 锥 

形 ，顶端钝圆，具六个唇瓣，7 个乳突(图 1)。咽 

的 垂端圆筒形，基食道球梨形，球瓣膜退化成痕 

迹状，神经环围绕在食道蛱部。雌虫大小有变 

化 ，卵巢一对，转折，弯曲，前后对称排列，阴门 

位于身体中央偏前的部位。臀区突起 ，尾弯、端 

尖。雌雄同体的母虫体形大、阴门徽突、前期卵 

生、后期卵胎生、排泄孔多位于神经环与基食道 

球底部之间 (图 3)。雌雄异体的母虫体形鞍雌 

雄同体的母虫小、卵胎生。排泄孔多位于基食 

道球底部以后。 

雄虫(图 4)身体较透明 ，体形较母虫小，有 
一

转折妁精巢。交台刺成对，分离，稍弯曲。具 

引带、交台伞打开 ，通常有 7—9对乳突支撑，前 

端第一对较小，第二、三对接近交合刺基部的水 

平位置，其余位于肛门之后。乳突的排列顺序 

多为 l一2—3—2，少数虫体的 排 列 为 I一2— 

3—3和 l～2—3⋯l(图 5、6、7)。 

侵染期三龄幼虫身体带鞘，体表具纵坟，唇 

区具骨化的背齿。尾尖(图 2、8)。 

四龄幼虫体形较三龄宽 ，生殖原基开始发 

育。一龄幼虫在卵中发育。从卵中孵出成为二 

龄 ，体形籁侵染期线虫短。 

(86H一1)线虫的形态及生活史与具菌异小 

杆线虫 日．bac~erio坤口，口 的形态及生活史基 

本一致。形态上，虫体前端具六个唇瓣，六个唇 

裹 l (8BH—1)鲩虫或虫的蔼量擅 (丑置 30单位：微米) 

一  

第一代母虫 第二代 母虫 雄 虫 

平均值 范 围 平均值 范 围 平均值 范 围 

体 长 4540 3750～525O 1689 I200—2150 977 B50— 1070 

佑 宽 i97 I64～237 i20 B5一 I6B 68 50—8B 

姻 瞻 209 192～256 i}8 130— 160 I19 105— 137 

前端至排泄孔长 200 156～233 i 55 142一l95 147 128—17， 

前端至神经环长 l68 l， ～202 l09 lO0一J2 88 ，，一lO3 

尾长 130 115～ 149 100 98一 l1B 89 站一45 

肛门位置体宽 6I 51—7I 36 2B一45 86 30一¨ 

口宽 8 2， 7．5—10 B．I 7．5—10 Z．74 2．5一S．75 

头端距弱门与体长的百舟优 42％ 39一 6％ ¨％ ，一jI％ 

交台捌长 { 45—58 

弓{带长 20 l，一2， 

裹 2 侵染 期蛀虫耐量擅比较(单位：散米) 

月 ． 4 r抽 。r．' TI置 15 B6H一1 

平 均 值 范 围 平 均 值 范 围 

散长 5 0 52O一6DO ，7B 54O—6OO(n— loo) 

傩宽 24 2I一5l 2 23—29 fn— loo) 

前端至神经环长 83 8l一8B B4 8O一9O 一 3o) 

前端至排泄孔长 1 04 94— 109 106 160--i10(n一 30) 

咀长 I25 1I9一 l30 127 I25— 13i(D一 30) 

尾长 9I B3—99 87 83—100(n置 100) 

’Poina~(1976)数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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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大蜡螟幼虫体内均分离到同一种杆菌，该 

菌株的形态 ，培养特性及生化特性等见表 3。 

将 (B6H一1)线虫自 生细菌注射大蜡螟幼 

虫 ，幼虫克后 ，仍能从其体内分离出该种细菌。 

(86H-1)线虫的共生细菌与 X．1umine， 

f 的 C-品系及 Hb一1品系的区别见表 4。 

从表 3、4说明 ，(86H一1)线虫共生菌的特 

性 与 Poinar et al(1977)描述原种 x．1ure；， 

比较，除荧光反应、水解七叶苷的反应 

不同，以及 2qA 培养基上，MCKA 培养基上菌 

落特性稍有差异外，其余特性基本一致 ，故认为 

(86H一1)线虫的共生菌与 x．1uminescens为 

同种。 

讨 论 

自 Poinar(1976)建立异小杆线虫科、异小 

杆线虫属及发表新种具菌异小杆线虫 H．bee；- 

erlophor*以来，都提到该类群线虫与荧光现象 

二 寰3(8砌一1)线虫蒜生掘蕾的哮每性 

项， 目 特 性 项 ‘ 耳 特 性 

革兰氏染色 苯丙氨酸脱氨酶 

长芽孢 精氨酸积水解酶 

菌饿形态 周生鞭毛，裤状，长 1—3-7 糖还原 
微米 ，宽 D．5—0．8微 米 硝酸盐 还原 

运 动 + M
． R． 

培井特性 V
． P． 

NA(24小时) 譬蓄晕 囊 毫米， 淀粉水解 
MCKA (24小时) 茵落橙黄色 弱腔水解 

EMB(3天) 菌落黑色或具一走黑色中心 酷蛋白水解 

T-7十 TTc (3天) 菌 落绿色 七叶苷水解 

牛肉_甚膏上生长 + 石蕊牛奶 胨化，产酸 

简单的蛋白拣上生长 + 三籀铁璩脂‘产 Hts) 

马铃薯常I面生长 十、黄色 吲跺 

在老的培养基上 产生晶体内古物 KCN 耐性 ’ 

生理生化特 性： 糖裳辟： 

兼性厌氧 + 葡萄糖 

化髓有机营养型 + 术糖 

裴光反应 山梨糖 

(在无光黑房中观察30分钟) 乳糖 

氧化酶与细胞色素 阿拉伯糖 

氧 化酶 麦芽藉 十、一 

酪氨酸酶 蔗糖 ， 

腮酶 + 海藻糖 

过氧化氢酶 十 细菌的 自然瓶地 线虫肠道 

脱卓棱格攘酸酶 瘩橐寄主的血'薛巴 

l磷脂酶 

衰 ‘ (窖叫 -1)线虫的共生蕾与 置 j口m 培帅 ·的特性 比较 

^0r d̂5 1 f 
卜、、 牛}眭、 薏椿 

(8$H-t)线虫的共生细菌 

船
＼  

、  CI H b—t 

嚣 黄白色，半遗嚼 黄色，不透明 茯黄色、不透明 橙黄色 红色 红色 
萤光反应 有 有 

七叶苷永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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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共生菌 Xenorhabdus luminescens密切相 

关 ，特别是该菌的初生型，荧光明显，线虫寄 

昆虫后、寄主尸体早期都产生 荧 光。 而 从 

Akhurst(1986)首次发现 x．1umlnescens的 

无 荧光品系以后 ，我们继 Akhurst于 1986年 

5月又在国内采到携带无荧光共生菌的具菌异 

小杆线虫，故本研究再一次证明共生菌的荧光 

现 象不宜作为一项鉴定 x．1umlnesc 的主 

要特征。 

原描述种 H．bacseriopkora Poinar 1976 

的 共生菌具有荧光，而 (86H-1)线虫经鉴定与 

日．6 f f。p 。r口为同一物种，但所携带的共生 

菌初生型与次生型均不产生荧光 ，这是共生菌 

的特性差异。 

从 (86H—1)线虫分离出来的 共 生 菌 x． 

1uminescens(86H-1)究竟和 Akhurst(1986) 

发 现的 non—luminescent strain of X．1umin- 

是否完全一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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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佳木斯地区华枝睾吸虫 

第二中间宿主的调查 

温桂芝 王国志 孙颜辉 扬 富何振芳 关新华 
(佳术斯医学院寄生 虫学教研宣) (缨宾农场防疫科) 

摘要 作者对华技睾吸虫病爆发流行区的直体囊蚴进行了现场调查。共检查 l5种 3g5尾淡承鱼， 

用鱼 肉压片法发现 9种 255尾鱼瘟染了华枝睾吸虫囊蚴，阳性鱼种的捡出率为 60％(9，l5)，阳性鱼的 

感染率为 66．2％ (255I~8 5)，其中麦穗鱼和肯锵的瘟染率为 t00％，感 染 度 分 别 为 233-57十 克 和 

106．B个／克 对严重感染的麦穗鱼、黑龙江鳍鼓 、鲈塘鳢，青鲔等 4种鱼进行了囊蚴数的测定 对 感荣 

度高的麦穗鱼、黑龙江鲭鲛 青蜡等 3种鱼做了囊蚴分布的谓查，发现鱼皮内和鱼肉内囊蚴最多，各部 

位囊蚴的数量是否与检查季节有关，须进一步睬讨o 

·丰院公共卫生教研室魏忠副教授协助绕计学处理，本院医疗系 级学生；安子森、邢国蜂、韦利 民、马丽芳等 14名同学 

当扣调查工作，特此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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