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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主要涉及厦门沿岸 (240 26 / N, 1180 04 ~ E) 海水鱼类(养殖水体及 自然

水体)的 14 种寄生粘抱子虫的分类学研究，此类寄生虫隶属于粘体门、粘子包子纲、

双壳目中的儿个属，即 : 两极虫属 λ今xidium Bütschü, 1882 ， 楚克拉虫属 Zschokkella

Auerbach , 1910 ， 角 形虫属 Cerαtomyxα Thelohan， 1892 ， 豆子包虫属 Fabe.spora

Naidenova & Zaika , 1969 和单囊尾虫属，新属 UnicαrpsuLocaudum gen. nov. 。其中

两极虫属 2 种， 含 2 新手中， 石斑鱼两极虫均Jxidium epinepheLum sp. nov. 和 厦门

两极虫场Jxidium xiamenense sp. nov. ; 楚克拉虫属 1 种， 含 1 新种， 海鱼占楚克拉

虫 ZschokkeLla ariusi sp. nov.; 豆抱虫属 1 种， 含 1 新种，鳞鱼豆抱虫 Fabe.spora

mugila sp. nov.; 角形虫属 9 种，含 4 新种， 它们是:集美角形虫 Ceratomyxαjimeiense

sp. nov. ，小冀角形虫 Ceratomyxa pal刀capsνla sp. nov. ，鱼雷鱼角形虫 Ceratomyxa

mugila sp. nov. ，东海角形虫 Ceratomyxa donghαiense sp. nov. ，陈氏角形虫

Ceratomyxa cheni Wu et α1.， 1993 ， 石斑角形虫 Ceratomyxa epinephela Wu et α1. ， 

1 993 ，肾形角形虫 Ceratomyxa renifòrmαWu et al., 1993 ，斯普氏角形虫 Cerαtomyxa

sparenti Moser et al., 1989 和星蝶角形虫 Ceratomyxα toitai F叮ita ， 1923 ; 单囊尾虫

属 1 新属 ， 1 新种，鳞鱼单装尾虫 Unicαrpsulocαudum mugilum gen. nov. sp. nov 。 本

工作所采取的实验方法和参照的分类系统均参照赵元若 (2000)所提出的方法和

提倡的分类安排，描述方法参照 Lom & Arthur (1989)以及 Lom & Dyková (1992) 

提出的方法进行描述。

以上研究旨在于为鱼类寄生虫学增添新内容，为海水养殖与病原检疫检测提

供一份基础性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 : 粘袍子虫， 厦门沿岸， 海洋鱼类，分类



Taxonomic study on Myxosporean (Myxozoa: Myxosporea) 
from marine fishes of the coastal water of Xiamen, China 

ABSTRACT 

This work mainly deals with 14 species ofmyxosporeans from marine fishes ofthe 

coastal water of Xiamen (24° 26 ' N, 118° 04 'E), China. The parasite subject to 

several gena ofMyxosporea, namely: Myxidium Butschii, 1882; Zschokkella Auerbach, 

1910; Fabespora Naidenova & Zaika, 1969: Ceratomyxa Thelohan, 1892 and 

Unicapsulocaudum gen. nov .. Among these parasites, we have identified some new and 

described species as follow: Myxidium epinephelum sp. nov. ,Myxidium xiamenense sp. 

nov., Zschokkella ariusi sp. nov., Fabespora mugila sp. nov., Ceratomyxa jimeiense sp. 

nov., Ceratomyxa parvicapsula sp. nov., Ceratomyxa mugila sp. nov., Ceratomyxa 

donghaienes sp. nov., Ceratomyxa cheni Wu eta!., 1993, Ceratomyxa epinephela Wu 

et al. , 1993, Ceratomyxa reniforma Wu et al. , 1993, Ceratomyxa sprenti Moser eta!., 

1989, Ceratomyxa toitai Fujita, 1923, and Unicapsulocaudum mugilum gen. nov. sp. 

nov.. The descriptions of these myxosporea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of 

Lorn & Arthur (1989) and Lorn & Dykova (1992), whi le the taxology and experimental 

ways followed the compendious classified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s presented by 

Yunjun Zhao (2000). 

Keywords: Myxosporean, Coastal water of Xi amen, Marine fishes,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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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前 言

粘T包子虫 (Myxosporea) 是一大类鱼类专性寄生原生动物，在系统关系上隶属

于原生动物亚界的粘体门 Myxozoa。除极少数寄生于两栖类、爬行类动物体内外，

绝大多数种类专性寄生在海淡水鱼类的体内外组织或腔隙器官中。

有关粘子包子虫的研究，早在 19 世纪初便已开展。 200 年来，对粘子包子虫的研

究大体经历了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三个重要阶段(赵元著 ， 2004)。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杰出代表人物，

对本时期内粘抱子虫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粘子包子虫各方面的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现代显微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粘子包子虫的经典分类学工

作得到进一步完善， 澄清了一些有争议的种类， 同时在描述特征和方法也得到不

断的改进和完善。迄今为止，全世界己发表的粘子包子虫共计约 62 属 2180 种 (Lom ，

2006)。学者们也根据不同分类特征，各自也提出了不同的分类系统安排 CLom&

Dykova, 1992; 陈启婆、马成伦， 1998; 赵元著， 2000) 。

相比国外而言 ， 国内对粘J包子虫的研究起步较晚 ， 直到上世纪30 年代后期，

才仅有极个别外国人对其进行过零星调查和报道。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在倪达

书、陈启器等前辈学者的倡导与推动下，国内在淡水粘袍子虫的分类学、形态学、

生活史以及病害学方面己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规模， 至今全国范围 内共发

表该类原生动物的研究论文100 多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我国淡水鱼类寄生粘炮

子虫志(陈启臻、马成伦， 1998) 的编写。至此，国内的工作基本限于该类动物

在淡水水域的研究。

有关该类动物的海洋类群研究，已有谢杏人、陈启攘 ( 1988) 报道的寄生兰

圆修之肌肉的修库道虫: 吴灶和等 0991 ， 1993, 1994) 记述的尖吻妒、赤点石斑

鱼、 青石斑鱼、 黄鳝棘鱼周等 6 种鱼的 5 种角形虫、 l 种拟单囊虫、 1 种两极虫和

1 种尾泡虫;赵元若 (2000) 记述的黄渤海的大洗六线鱼、 绿鳝马面蝇、 自姑鱼、

牙僻、印度踊、 等 47 种海水鱼类 36 种粘抱子虫， 其中弧形虫属 2 种、戴维虫属 l

种、弯缝虫属 4 种、粘原虫属 2 种、 直缝虫属 1 种、球;包虫属 1 种、角形虫属 16

种、薄壳虫属 6 种、小冀虫属 2 种以及单极虫属 1 种。海洋粘抱子虫系统性工

作迄今依然十分缺乏。上述对海洋鱼类的研究工作也主要集中在我国北方的黄渤

海海域， 只有极少数涉及东南沿海以及南海海域。而这些海域处于热带海洋区域，

相对北方海域而言，鱼类的多样性更丰富。显然这种寄主的物种多样性与对该类寄

生虫研究的现状是极不协调的 。 而我国当今的状况是，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

展，作为一大类病原生物，其基础资料的严重匮乏给生产实践中的病原调查研究带



来限制性的困难。尤其关于海洋鱼类寄生粘子包子虫的研究，无论是对系统寄生虫学，

还是对鱼类病害检疫、 检测 、 预报以及防治都亟待进行。

专性寄生的粘子包子虫是海淡水鱼类水产养殖的一大类病原生物。关于其病害

方面的研究， 一直以来就是各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国际间，尤其是海水

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品种引进时病害监测，对粘J包子虫病害的研究就显得更

为重要了。然而海洋粘袍子虫引起的病害及系统性病理研究资料仍然匮乏。 仍需

从事此方面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继续努力。

因此，本论文的意义在于 : 1 )对东南沿海厦门沿岸海洋鱼类寄生粘子包子虫的

研究可为该地区对该种类的鱼病防治提供基础性资料 j 2 )在理论上将为该大类

寄生动物形态学、分类学的研究补充新的内容; 3) 在应用领域， 将为这类海水鱼

类及新品引进养殖生产中该类病害原虫的调查防治、健康养殖提供直接的理论指

导 ， 为建立我国原生动物病原防治的信息库提供必须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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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材料与方法

1 、 材料 :

材料鱼主要于 2005 年 7 月至 9 月来自厦门市各大农贸市场、海水鱼网箱养殖

场或自然水休。所获寄主鱼均带回实验室进行解削、镜检、观察和描述。

2、 方法 :

2.1 肉眼检查

检查每一条鱼，首先用肉眼仔细观察鱼的体表和口腔，如发现寄生虫或异样

以及明显的病象时，除仔细纪录外 ， 还作进一步检查。

2.2 镜检、 标本保存和特征鉴别

镜检、标本保存和特征鉴别等处理步骤均参照文献(赵元著， 2000) 进行。

2.3 测量与统计处理
虫体的测量主要以新鲜材料完成，在新鲜标本缺失的情况下，以 GAF 固定保

存的标本代替。标本的统计模式为: Mean 土 SD 仙1in ~ Max)， 即算术平均值±方

差 (最小值~最大值)，检查 15 个及以上的标本以减少误差。

子包子的测量统计主要包括子包子的长 (L )、宽 CW ) ， 厚 (T)、壳瓣数目 、 壳瓣

两极端之间的距离 (D )、极袋数目 、 极柴长 (PCL )、宽 (PCW)、极丝长、极裳

问距、子包子核大小 、 I噎腆泡大小等。

2.4 形态学描述
对于粘炮子虫的形态学描述，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 采集地点、日期与寄主的拉丁学名 :

2) 营养期(包括营养体、包囊)矛日子包子形状、大小，伪足的发生和性质;

3) 营养体的结构(包括内外质的区分、运动以及袍子发生是否为同步);

4) 产生炮子的数量(单产抱体、 双产子包体或多产于包体)及子包子发生是否在泛

子包子母细胞内:

5) f包子的大小、形态和结构(包括极装在于包子内的位置、缝脊和缝线是弯或

直等) ;

6) 极婆的形状、特征，极囊间的分布关系、极丝释放出的长度:

7) 炮子的突起或尾突， 突起是否与袍子壳瓣同质、 是否有尾棘的存在:

3 



8) 袍子表面特征、袍子腔内抱质的位置、数 目和抱核的数目;

9) 嗜~tU~泡的有无及形状等。

B 

支部二!
AL 

D 

因 2-1 各类袍子的形态学及测垃方法

TL 

A. B. flJII!泡虫Jir. A今Jxobolus: C, D. J主抱虫届 Hennegllya: E. F. 两极虫属 J\llyxidiunI: G. H. 四极虫l司

ChlromyxunI: I， .r. 阵道虫Jir. Kudoa: K, L. f(J形虫~ Ceralon叭'α:M， N. 小囊，虫阴 Parvicapsllla: AL. 足突长:

D. 瓷瓣两极端之间的距离: H. r包子高 ; L f包子长:1'. 1'包子fJl. : TL 袍子~.t夭 :w. f包子宽。 (自赵元若〉

3 、 分类系统

本研究主要参照赵元着等(2000)提出的分类系统。 在此分类基础上， 增加近

儿年所报道的儿个新阶元，如下 :

4 



粘抱子虫纲 Myxospora

原生动物亚界 PROTOZOA

粘体门 MYXOZOA

双壳目 Bivalvulida Schulman , 1959 

弧形亚忖 Sphaeromyxina Lom & Noble, 1984 

弧形虫科 Sphaeromyxidae Lom & Noble , 1984 

弧形虫属 Sphaeromyxa Thélohan, 1892 

两极亚 rl Bipalarina Tripathi , 1948 

两极虫科 Myxidiidae Thélohan , 1892 

两极虫属均Ixidium Thélohan , 1892 

楚克拉虫属 Zschokkella Auerbach , 1910 

肠粘虫属 Enteromyxum Palenzuela el al., 2002 

直缝虫科 Ortholineidae Lom & Noble , 1984 

直缝虫属 Ortholinea Schulman, 1962 

肯莫虫属 Kentmoseria Lom & Dykova, 1995 

三角粘虫属 Trianglllamyxa Azevedo el a l., 2005 

变他亚忖 Variisporina Lom & Noble, 1984 

小摸虫科 Parvicapsuli dae Schulman, 1953 

小冀虫属 Parvicapsula Schulman , 1953 

新小囊虫属 Neopαrvicαrpsula Gaevskaya et a1., 1982 

拟小袋虫属 Paraparvicapsula Zhao & Song , 2003 

奥巴虫科 Auerbachiidae Evdokimova , 1973 

奥巴虫属 Auerbachia Meglitsch , 1960 

圆抱虫属 Globospora Lom, Noble & Laird , 1975 

豆抱虫科 Fabesporidae Naidenova & Zaika , 1969 

豆抱虫属 Fαbespora Naidenova & Zaika, 1969 

角形虫科 Ceratomyxidae Doflein , 1899 

角形虫属 Ceralomyxa Thél ohan , 1892 

薄壳虫属 Leptolheca Thélohan , 1895 

梅氏虫属 Meglitschia Kovaleva , 1988 

单挺尾虫属 Unicapsulocaudum gen. nov. 

姐子也虫科 Alatasporidae Schulman et a1., 1979 

翅抱虫属 AlalosporαSchulman et α1.， 1979 

伪翅泡虫属 Pseudoalaψora Kovaleva & Gaevskaya , 1983 

5 



肾泡虫属 Reni伊ora Kalavati , Longshaw & Mackenzie , 1996 

单极亚目 Unipolarina Tripatlù , 1948 

球粘虫科 Coccomyxidae Leger & Hesse , 1907 

球粘虫属 Coccomyxa Leger & Hesse , 1907 

四极虫科 Ch1oromyxidae Théloh矶， 1892 

四极虫属 Chloromyxum Mingazzi巾， 1890 

弯缝虫科 Sinuolineidae Schulman , 1959 

戴维虫属 Davisia Laird , 1953 

弯缝虫属 SinuoleneαDavis ， 1917 

粘原虫属 A今'xoproteus Dot1ein, 1898 

双翼虫属 B伊teria Kovaleva et al., 1983 

舒氏虫属 Shulmαnia Kovaleva et α1. ， 1983 

新双翼虫属 NωbψteriαKovaleva et al. , 1983 

诺氏虫属 NobleαKovaleva， 1989 

球子包虫科Sphaerosporidae Davis , 1917 

球抱虫属 Sphα'erospora Thélohan , 1892 

多抱质属 PolyporoplasmαSitjà-Bobadilla & Alvarez-Pellitero , 

1995 

月莫础虫属 PaUiatus Kovaleva & Dubina, 1979 

粘体虫科 Myxosomidae Poche , 1913 

粘体虫属 λ今'xosomα Thélohan ， 1892 

腆泡虫科 Myxobolidae Thélohan, 1892 

腆泡虫属儿今'xobolus Bütschli , 1882 

尾抱虫科 Caudasporidae Zhao & Ma , 1998 

尾拖虫属 HenneguyαThélohan ， 1892 

拟尾抱虫科 Myxobilatidae Schulman , 1953 

拟尾抱虫属协lxobilaω Davis ， 1944 

单极虫科 Thelohanellidae Tripathi , 1948 

单极虫唐ð Thelohαnellus Kudo , 1933 

多壳目 Multivalvulida Schulman, 1959 

三拖虫科 Trilosporidae Schulman, 1959 

三抱虫属开ilo再por，αNoble ， 1939 

单囊虫属 Unicαrpsula Dacis , 1924 

库道虫科 kudoidae Meglits饨， 1960 

6 



库道虫属 Kudoa Meglítsch , 1947 

五挺虫科 Pentacapsulídae Naídjenova & Zail饵， 1970 

五架虫属 PenlacapslIla Naidjenova & Zail俑， 1970 

六挺虫科 Hexacapsuli dae Schulman , 1959 

六装虫属 Hexacapsula Arai & Matsumoto , 1953 

七主运虫科 Septemcapsulidae Xie & Hsieh , 1984 

七囊虫属 Septemcapsula Xie & Hsieh , 1984 

7 



第 3 章厦门沿岸海洋鱼类寄生粘J包子虫的分类学研究

本研究所涉及的粘炮子虫，均为从东南沿海厦门沿岸海水鱼内所检获。已经

过鉴定的种类共计 14 种，在隶属关系上为粘体门之双壳目 Bivalvulida ， 共涉及两

极亚目 Bipalarina Tripathi , 1948 的两极虫科 Myxidiidae Thélohan, 1892 和变抱亚

目 Varii sporina Lom & Noble, 1984 的豆子包虫科 Fabesporidae Naidenova & Zaike, 

1 969 和角形虫科 Ceratomyxidae Doflein, 1899 的其中 5 个属。新种的模式标本均

保存于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重庆市动物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标本收践中心。

两极虫科 Myxidiidae Tbéloban , 1892 

抱子长纺锤形， 有时很弯曲; 2 个极聚在相对的两端， 有时近极端， 或稍中

间靠近;无嗜腆泡; 大多数腔寄生， 营养体为变形虫状，少数组织寄生， 营养体

为f包囊型。

两极虫属 A勾lxidium Bütschii, 1892 

泡子纺锤形或近纺锤形， 有时新月形; 2 个极冀位于两极端。胚质位于 2 个极

梁之间 ， 只少数情况下靠近极冀的侧边。大多数种类为胆囊和膀脱的腔寄生:少

数为组织寄生。

石斑鱼两极虫场lxidium ψinephelum sp. nov. (图 3-1 ， A-E 图 : 图版 3寸 ， F， G 图)

寄主 : 青石斑鱼 Epinephelus awoara Temminck & Schlegel, 1843 0 

寄生部位:胆囊。

采集日期 : 2005 年 7 月 10 日 ， 7 月 31 日 ， 8 月 10 日和 9 月 2 日。

采集地点: 厦门市集美市场购买。

感染率:解剖 35 条鱼 9 条鱼感染 (25.7%)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未见 。 晚期营养体外层包裹一层透明状的外质，内质呈

颗粒状， 其中包含 1 至 2 个发育中的袍子。营养体为单产抱体或双产抱体。

子包子 : 成熟的抱子缝面及壳面观呈纺锤形，中部变得很宽，两端圆滑。 〕页面

观抱子呈圆形或椭圆形， 两端稍微突出。于包子长 10. 3 + O. 5 (9. 0 - 11. 0)μm，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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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 0.3 (7.0 - 8.0)μm 厚 7.4 + 0.3 (7.0 - 8.0)μm。壳瓣大小相等并

且对称。在壳瓣的表面有 5 - 6 条纵向走行的条纹，越靠近中央越明显， 但条纹与

袍子的纵轴不平行。缝线直而明显。2 个极囊大小相等，直径为 3.2+0.2 (3.0 -4.0) 

μnl ， 呈球形或梨形，各位于抱子的两端，并开口于相对的两端。单核的抱质几乎

充满了整个子包子腔。

比较与讨论

本种与拟大囊两极虫M pseudomacrocapsulare Gwosdew, 1950，大囊两极虫

M macrocapsulare Auerbach, 1910 及纹状两极虫M striatum Cunha & F onseca, 

1 917 较为相似。 本种与伪大囊两极虫的区别在于 : 1) 本种寄生于胆囊内 ， 而后

者寄生在输尿管内; 2) 本科的缝线直而明显， 而后者的缝线呈明显的 "S" 形 ;

3) 营养体的形式也不一样， 前者为单产或双产抱体， 后者为多产抱体。

G H 

|主I 3- } A-E: 石斑鱼两极虫，新和II -~今!xidillm epinephelllm sp. nov. A. ff.'.j也抱你: B. 双产~体: C. 成熟袍

子的究面观 : D . 成，1\甩子的缝而X.!Ál : E . 成熟袍子的顶ïJIi观: F-I: I旦门两极虫， 新导中 A今'xidillnl xiamenense sp. 

n. F. .!fl.j胡营养你 : G. 成熟袍子的缝而观: H. 成她袍子的究而观:1.释放出极丝的成熟袍子的究而观。

比例尺 : 1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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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与大裳两极虫相比， 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的炮子宽度 (7 . 0 - 8.0μmvs 5.3 

- 6. 8μm) 要大于后者， 而极囊直径 (3.0- 4.0μmvs 3. 8 X 4.6 J.l.m ) 要小于后

者。在极丝圈数上， 前者要少于后者 (3时 5 - 6)。除此之外，两者来自不同的寄

主和不同的水域(东海厦门沿岸的青石斑鱼 Epinephelus awoara vs Scardinius 

efythrophthalmus 飞 Aplodinotus grunniens) 。

与纹状两极虫相比较， 本种的缝脊与J包子的纵轴相平行， 而后者的缝脊与抱

子的纵轴!我一定的夹角 ， 在抱子大小上， 前者要稍小于后者(9.0-1 1. 0μmX 7.0 

-8. 0μm vs 10.0-14.0μm X 6.0-8.0μm) ， 另外两者削寄主也不一样〈青石斑鱼

Epinephelus αwoarα vs Menticirrhus americαnus飞 BairdieUα ronchus ) 。

此种常与石斑角形虫 Ceratomyxa epinephela Wu et a l. , 1993 共存于同一寄主胆

囊内， 但对寄主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清楚。

厦门两极虫均lxidium xiαmenense sp. nov. (图 3寸， F-I 图 ; 因版 3-1， H， I 图)

寄主 : 褐篮子鱼 Sig，αnαs卢scescens Houttuyn, 1782 。

寄生部位:胆囊。

采集日期: 2005 年 8 月 2 日。

采集地点: 厦门市集美市场购买。

感染率: 检查 38 条鱼 3 条鱼感染 (7.9%)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的营养体形状常不规则， 可伸出多个伪足。 晚期营养体常为单

产抱体， 内含一个接近发育成熟的袍子。

抱子: 成熟的炮子缝面观稍呈梨形， 壳面观呈椭圆形， 两端较圆滑。抱子的

表面没有条纹。缝线稍微有点弯曲。于包子长为 12.0+ 1. 2 (9. 5-13.5)μm ， 宽 7.9

+ O. 9 (6. 0-9. 0)μm 。 两个圆形或稍呈梨形的极袋位于泡子的两端， 开口于相

对方向，其大小为 3.2 + O. 3 (3.0-4.0)μm 。两极袋间的距离为 3.3 + 0. 3 

(3.0-4.0)μm 。 极丝在极冀内的圈数不明显， 释放出的极丝长约 1 1. 5 - 23.5μm 。

双核的抱质几乎充满了整个袍子腔， 并可见位于极囊附近的极提核。

比较与讨论

本种在形态上与卵形两极虫M oviforme Parisi , 1912 比较相似， 但是后者具有较

小的、阿米巴样的、球形的营养体，在于包子的表面有许多细小的纵形的条纹，并

且极装的开口处在袍子的表面形成指状的突起。这些都与本种具有明显的差别。

另外，从寄主的角度考虑，卵形两极虫可以寄生在海淡水鱼类，如海水鱼类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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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天笠钢 Apogon rex mollarum (syn. A. imberbis Linnaeus, 1758)，杂斑盔鱼 Coris

julis (syn . Labius julis Linnaeus, 1758) ， 美洲拟鳞 Pseudopleuronectes amerÌcanus 

Walbaum, 1792 ， 美洲大绵制Macrozoarces americanus Schneider & Bloch, 1801, 

绒壮父鱼 Hemitripterus americanus Pallas, 1811 ， 大西洋鲤 Gαdus morhuαLinnaeus， 

1 758 ， 硬头海侧 Hypsuruscαηi Agassiz, 1853 等，淡水鱼类鱼尊 Sαlmo trutta Linnaeus, 

1 758 ， 虹鳞 Oncorhynchus mykiss Walbaum, 1792，北极红点蛙 Salvelinus alpinus 

Linnaeus, 1758 和红点蛙S. maima 等。而在地理分布上，卵形两极虫分布于地中

海，大西洋挪威和纽芬兰沿岸， 巳伦支海， 白海， 白令海，北诲，太平洋力[1利佛

尼亚沿岸，波罗的海和西伯利亚。而本种寄生在中国东海的褐篮子鱼 S;ganas

fitscescens Houttuyn, 1782 0 

本种在形态、大小方面与篮子鱼两极虫M siganum Wu et 悦， 1994 极为相似，

旦两者采集白相邻的海域(东海 时 南海)， 寄主均为篮子鱼属 Siganω， 但后者

?包子表面具有 6 条纵行的条纹， 缝脊呈 "S" 形弯曲，均有别于前者。另外， 前

者的?包质充满了整个袍子腔，而后者的抱质主要位于两极囊之间。

楚克拉虫属 ZscllOkkella Auerbach, 1910 

抱子稍呈长形，通常向一边稍弯 ， 缝线呈 "S" 形弯曲:极冀球形， 一般位

于稍离子包子极端。 营养体为变形体: 寄生在海水和淡水鱼的胆囊和膀脱。目前己

报道海水种类有 20 余种。

海鱼占楚克拉虫 Zschokkella ariusi sp. nov. (图 3-2 ， G-J 图 : 因版 3-1， D， E 图)

寄主:硬头海鱼占 Arius leiotetocephαlus Bleeke, 1846 。

寄生部位:胆囊。

采集日期 : 2005 年 7 月 22 日和 8 月 5 日。

采集地点:厦门市集美市场购买。

感染率:检查 11 条鱼 5 条鱼感染 (45.5%)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较规则，为圆形或椭圆形， 其大小约为 9.5 x 9.5μm-

18.0 x 19. 加m 。 外质层较透明 ， J享约 0.6μm 。 内质呈具折光性颗粒状，并且

可见儿个清晰的抱核。在新鲜涂片上，还可观察到含有发育中的子包子的晚期营养

体， 晚期营养体为双产抱体， 大小约为 19.0 (15.0 - 28.0)μm X 17. 5 (14. 0 -

20.5)μ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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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子: 成熟的子包子里长椭圆形，大小为 12 . 8 + 0.5 ( 11. 0 - 12. 5 )μmX 7. 2 

+ 0. 3 (6.5 一 7.5)μm 。缝线呈 US" 形，从于包子的一侧缠绕至另一侧，没有到

达抱子的两末端。 2 个球形的极黎， 大小几乎相等， 极囊在向极丝释放的末端逐

渐变小， 其直径约 3. 1 +0.3 (2.0 - 3.5)μm。极囊释放出极丝处在于包子的表面

形成一个小的突起。两极囊相隔一定的距离排列 ， 其距离大致为 2. 6 +0.6 (2.0 

- 3 . 5) μm。极丝在极囊内缠绕约 3 至 4 圈 。于包质核 1 个 ， 较大，且明显。极袋

核位于极挠的周围。袍子质几乎充满了除极裳外的整个袍子腔。

比较与讨论

与文献中记录的己知种相比较， 本种与新楚克拉虫Z. nova Klokacewa , 1914, 

鳞鱼楚克拉虫Z. mugilis Sitja-Bobadilla & Alvarez-Pellitero, 1993 以及河川创楚克

拉虫 Z. tetrq斤'uvi Lom & Dykova, 1995 在抱子大小或形态上较为相似。新楚克拉

虫袍子表面明显的条纹， 较大的子包子宽度 (6.5-7.5μmvs5.8 -6.2μm) ， f包核

数目(双核 vs 单核)的不一致和粗而明显的极丝也可以区别于本种。

鳞鱼楚克拉虫因两个极囊开口于相对方向且接近于包子两极末端的表面以及双

核的胞质都不同于本种。另外 ， 两者的寄主和分布海域也不同(中国东海的硬头

海姑 Arius leiotetocephalus Bleeke, 1846 时地中海的跳锻 Liza sabens Risso, 1810 

(syn. Mugil saliens .R.j sso, 181 0) , y.等唇鳞鱼 Mugil capiωCurier， 1829 和鳞鱼 Mugil

cephαlus Linnaeus, 1758 ) 。

本种与河川钝楚克拉虫的差异在于后者在于包子的发育过程中为单产或双产抱

体的发育模式， 在于包子的表面具有很明显的宽阔而扁平的突起，以及没有完全缠

绕抱子两端的缝线的走向都不同于前者。 从寄主和分布的海域来看， 前者寄生在

中国东海海域的硬头海姑 Arius leio削ocψhalus ， 而后者寄生在东南亚的河川钝

Te衍α'odonfluviαrtilis 。

豆子包虫科 Fabesporidae Naidenova & Zaika, 1969 

抱子壳瓣以与位于中央缝线垂直的方向向两侧延长， 2 个极冀靠近于包子的两

端并开口于相对方向。子包子能依靠以附着于壳瓣上的收缩性纤维运动。腔寄生海

洋鱼类和扁形动物的实质组织。

豆J包虫属 Fabespora Naidenova & Zaika, 1969 
Syn. 椭粘虫属 Ellipsomyxll Marianne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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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科的特征。抱质为双核。外形类似角形虫属的T包子，袍子的长度小于宽

度。但它与后者的区别在于: 豆子包虫属中子包子的球形极囊位于延伸的壳瓣内的两

极端。

本属现有 2 种 ， 1 种寄生海洋鱼类， 1 种寄生扁形动物。

鳞鱼豆泡虫 Fabe司pora mugila sp. nov. (图 3-2 ， A-F 图;图版 3- 1， A-C 图)

寄主 : 鳞鱼Mugil cephαlus Linnaeus, 1758 。

寄生部位: 胆囊。

采集 日期 : 2005 年 8 月 1 日。

采集地点: 厦门市集美市场购买。

感染率: 检查 75 条鱼 l 条感染(1. 3%) 。

倒 3-2 A-F : 鱼llf宜1豆泡虫，新科I Fabesporα fIlllgila sp. 11. A . 早期营养体: B . 双产抱体: c . 成熟炮子的缝

泪纵\ : D， E . 成熟f包子的3'1: TIii双\ : F. 释放出极丝的成熟袍子的究[伯i)(J\l : G-J: it础I'i楚克拉虫，新和l' Zschokke/la 

ariusi sp. 11. G . 早到1营养体; H. 双产旭体;1. 成熟甩子的缝阳观: J. 成熟池子的壳面观。比例尺 : 5 微米.

形态描述

营养体:早期营养体较规则，常为圆形 ， 直径约 20. 5- 37 . 5μm。细胞质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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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粗大的颗粒， 并且可见几个清晰的抱核。在新鲜涂片上， 还可观察到含有发育

中的抱子的晚期营养体，晚期营养体为双产于包体，大小约为 1 1. 0 - 15.0μmX 

13.0 - 18. 0μm 。

袍子:成熟的抱子里椭圆形， 长 14. 7+ 1. 8 (1 2.5 - 19.0)μm ， 宽 22.3+ 1. 4

(20. 5 - 25. 5)μm。壳瓣壁薄且光滑， 呈半球形，在缝线相蒙古合，且与之相垂直。

缝线较明显，且较直。两个球形的极袋， 开口于相对方向，直径约为 5. 3 + 0.3 

(4. 5 - 5. 5)μm，位于缝线的两侧，且相隔一定的距离 ， 其距离大约为 7.4 + 1. 2 

(6. 0 - 10.0)μm。极丝在极囊内约缠绕 2-3 圈，其轴与缝线相垂直。释放出的

极丝长约 24. 0μm。抱质几乎充满了整个袍子腔， 且可见其中的双核。

比较与讨论

本种明显具有豆泡虫属 Fabe句porαNaidenova & Zaika, 1969 的分类学特征。本

属自建立以来，迄今只报道过 2 种，即寄生扁头假虎鱼 Gobius bαtrachocephαlus 

Pallas, 1814 和石灿 Scorpaena porcus Linnaeus, 1758 胆囊内的矮小豆抱虫

Fabe伊ora nαnαNaidenova & Zaika, 1969 和寄生扁形动物实质组织的虫居豆子包虫

Fabe伊ora vermicola Overstreet, 1976。而 Marianne (2003) 所建立的新属一一椭

粘虫属 Ell伊'somyx，α，其分类学特征与豆子包虫属相吻合， Ellipsomyxa 为 Fαbespora

的同物异名 ， Marianne 报道的模式种假虎鱼椭粘虫 Ellipsomyxa gobii 应为假虎鱼

豆泡虫 Fabesporα gobii (Marianne, 2003) com. nov. 。

本种与矮小豆子包虫和虫居豆子包虫相比较，它们在于包子的形态上具有明显的差

别。本描述种的抱子呈椭圆形， 两端困饨，而后两者呈橄榄形， 两端略显尖削 ，

因而易区别开来。

在形态上，本描述种与假虎鱼椭粘虫较为相似， 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 ) 

前者的抱子大小明显要大于后者(12. 5 - 19.0μm X 20. 5 - 25. 5μmvs 8.0 -

9.0μm X 6.6 -7. 5μm ) ; 2 ) 前者的极裳直径大于后者 (4. 5- 5. 5μmvs3.0- 3. 2μ 

m)，但极丝圈数小于后者 (2 - 3 vs 6 - 7 ) ; 3) 两个种类分别来自不同的海域和

不同的寄主 (东海厦门沿岸的鳞鱼 Mugil cephalus Linnaeus , 1758 时· 大西洋丹麦

沿岸的 Pomαtoschistus microps Kr吗rer， 1838 ) 。

本种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

角形虫科 Ceratomyxidae Dof1ein, 1899 

子包子壳瓣在缝面观的两侧极度延长， 有时两壳瓣不对称， 2 个极囊球形或梨

形 ， 极瑛位于缝线的两侧。营养体为单产子包体、双产于包体或多产子包体。腔寄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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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鱼类，极少数寄生于淡水鱼类。

角形虫属 Ceratomyxa Thelohan, 1892 

子包子肾形、新月形或弓形， f包子的宽大于于包子长的 2 倍。 2 个极裳球形或梨

形，极提位于缝线的两侧。腔寄生海洋或淡水胆lPi、肾脏及输尿管系统。

本属为一常见属，种类较多，海洋鱼类中目前己知者 150 余种。

陈氏角形虫 Ceratomyxa cheni Wu et a人 1993 (图 3-3; 图版 3-2 ， A-C 图)

寄主 : 黄鳝惆 Acanthopαgrus latus Houttuyn, 1782 。

寄生部位: 胆囊。

采集日期: 2005 年 8 月 16 日 和 8 月 3 1 日。

采集地点:厦门沿岸水体。

感染率: 解音。 30 条鱼 3 条鱼感染 (10.0%) 。

B 

F 

H 

阁 3-3 陈氏角形虫 Ce/'alomyxa cheniWu el al., 1993 的线条阁 A. 双产抱你: B.D. 发育l晚期的单产础体:

C， E， G， H， J. 成熟袍子的缝面观: F. 早期营养你:1. 未成熟池子的缝[的观。 比例尺: 5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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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为圆形，外质透明，内分布有为数众多的具折光性的均匀

颗粒， 其大小约为 8.4 士 1. 7 (6. 0 - 11. 5)μmXIO.O + 2.0(8.5-14. 0)μm 。

晚期营养体为含有 1 个或 2 个发育中的子包子的单产抱体或双产抱体，其大小为 6. 7 

+ 1. 3 (5. 0 - 8. 5)μm X 10.5 + 2.5 (8.0 - 15.0)μm 。

抱子:发育成熟的抱子体较小， 前端平滑，微拱， 后端稍凹陷， 整体呈拱形。

袍子大小为 6.6 + 0.9 (4.0 - 8.5)μm X 13.9 + 3. 1 (8. 0 - 18. 5)μm ， 111高高

为 7.3 士1. 2(5. 5 - 10.5)μm。壳瓣表面光滑， 基本对称，向两端逐渐缩小，

末端稍尖而圆滑。缝线较直，细小， 但较清晰。两个球形极裳位于甩子的前端，

大小几乎相等，分列于缝线的两侧 ， 极挺直径 2.4 + 0.3 (2.0 - 3.0)μm，极

囊内极丝缠绕的圈数及缠绕的方向不甚明了 。 于包质颗粒均匀细致， 未完全充满整

个袍子腔， 有时可见明显的的双核。

比较与讨论

本种群的形态学特征与 Wu et al. (1993)在珠海桂山黄鳝惆胆囊内所描述的

陈氏角形虫表现为一致。除来 自于不同的海外，子包子的形态和大小均与原始描述种

相符， 因此认为当属同种。本研究同时也对在于包子发育过程中除了双产础体外，

也有单产抱体的发育做了补充描述。 除此之外，本种群采自于厦门沿岸，本地区

为其新的分布区域。

本种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斯普氏角形虫 Ceratomyxα sprenti Moser et al., 1989 (图 3-4; 图版 3-2 ， D-F 图)

寄主 : 长棘银伊 Gerres卢lαmentosus Cuvier, 1829 。

寄生部位: 胆囊。

采集日期 : 2005 年 8 月 29 日。

采集地点 : 厦门沿岸水休。

感染率 : 解剖 8 条鱼有 5 条鱼感染 (62.5%)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形状不规则 ， 为疏松团块状或分支状， 漂浮在胆汁中，

其大小为 15.2 + 4.0 (11. 0 - 21. 0)μm X 10. 6 + 4.4 (5.4 - 18.0)μm 。 中

期营养体在散在漂浮的物质中含有发育中的很明显的核有时可见与周围物质具

有较明显的界限。 晚期营养体为含有 2 个接近发育成熟于包子的双产子包体， 其大小

为 3 1. 5 土 19. 1 (12. 5 - 69.5)μm X 22. 3 + 5. 7 (10.5 - 31. 5)μ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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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子 : 成熟的抱子体前端稍微隆起，表面光滑， 后端微凹陷，整个甩子状如

微弯曲的腊肠。袍子的缝面直径 4. 8 + 0. 4 (4. 0 - 6 . 0) μm，宽 20. 9 + 2. 4(15. 5 

- 24. 5) μm ，幅高 6. 4 + 1. 7 (4.0 - 10.5) μm 。 左右壳瓣呈光滑的困筒状，

左右对称， 向两端逐渐延长 ， 末端圆滑， 共同薪合于缝线处。缝线稍弯曲 ， 较明

显。两个球形的极囊，分列于缝线的两侧，大小几乎相等， 直径为 1. 9 + O. 2 (1. 5 

- 2 . 5) μm，但极囊内极丝缠绕的圈数及缠绕的方向不甚明了。于包质颗粒均匀细

致， 几乎充满了整个抱子腔，泡质核 1 个不甚明显 ， 在新鲜涂片上还可见为数较

少的空泡状物。

比较与讨论

与己描述种类相比较，本科I群在于包子的形态、大小以及子包子发育的某阶段与

Moser (1 989) 等原始描述相一致， 前者仅在极冀与缝面直径之比 (0.39νs 0.42 ) 

略大于后者，故应属同种。

F 

E 

阁 3-4 斯世氏fYJ形虫 Ceratomyxa sprenti Moser el al. , 1989 的线条阁 A. 早中期营养你: B. 接近发.f:j'成熟

的|觅到j双产抱你; C , E , F . 成熟袍子的缝面: 观 D.G. H. I. 未发育成熟的炮子. 比例尺: 10 微米.

长棘银在户是本种的新寄主。此为国内首次报道。本种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

害不明。

石斑角形虫 Ceralomyxα epinephela Wu et al. , 1993 (图 3-5 ; 因版 3-2 ， G-I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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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 青石斑鱼 Epinephelus awoarαTemminck & Schlegel, 1843 。

寄生部位: 胆囊。

采集 日期 : 2005 年 7 月 5 日 ， 7 月 10 日 ， 8 月 10 日和 9 月 2 日。

采集地点 : 厦门沿岸水体。

感染率 : 解剖 35 条鱼 7条感染 (20.0% )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呈困球形，内分布有许多颗粒状物质，大小为 10. 1 士

2. 3 (6. 0 - 13. 0)μmX9.5 + 2.1(5.5 - 13.0)μm 。晚期营养体为含有两个接

近发育成熟抱子的双产抱体， 其大小为 3 1. 4 + 12. 8 (l O. 5 - 46. 0)μm X 11. 8 

+ 1. 8 (8.0 - 15. 0)μm 。

F 

B 

G 
C 

H 

民1 3-5 石斑角形虫 Ceratonψ'xa epinephela Wu et al. , 1993 A . 早期营养你; B . 处于发育中册的双产炮体:

C， D， G. 未成熟袍子: E. li!三角形的异常袍子 : F. 接近成熟的双产抱你 ; G， H. 成~}.\袍子的缝面观。比

例尺: 10 微米 .

子包子 : 成熟于包子体的前端稍微隆起， 后端浅凹，两壳瓣较长且左右较为对称，

向两端逐渐延长变细， 于缝线处勃合， 但向后弯曲不明显。子包子缝面直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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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4 (5. 0 - 6. 5) μm ， 宽 39.4 + 4. 3 (33.0 - 46.0)μm，幅高 6. 1 + 1. 1 (5. 0 -

8.5)μm。两个球形的极囊， 直径 3 . 2 + O. 2 (3. 0 - 3. 5) μm ， 大小几乎相等，

分列于极裂的两侧。相对于甩子本身 ， 极囊显得较大。 极丝缠绕的圈数及缠绕的

方向不甚明显。抱质颗粒均匀细致， 未完全充满整个子包子腔。除了正常的具 2 个

壳瓣的成熟于包子外， 在新鲜涂片上还可见到呈三角形的异型子包子 ， 但未见到有明

显的壳瓣分界线。

比较与讨论

本种群与在深圳大亚湾赤点石斑鱼 Epinψhelus αkaara Temminck & 

Schlegel， 1842 胆巍内所发现的石斑角形虫在J包子的形态、 大小以及炮子发育的某

些阶段表现出一致。除寄主不同外， 本种群的营养体和甩子形态以及大小均与原

始描述相符， 故为同种。本研究对在于包子发育过程中有三角形异常子包子的发育作

了补充描述。

Wu et al. ( 1993) 曾报道采自珠海桂山青石斑鱼胆囊内的桂山角形虫 c

guishαnensis Wu et al., 1993 。 两者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在早期营养体

的发育形式(圆形 vs 圆形或变形虫状〉和炮子宽度(33.0 - 46.0μm vs 20. 0 - 33. 0 

μm) 方面具有较明显的差别，因而很容易鉴别开来。

青石斑鱼为石斑角形虫的新寄主。 本种常与石斑两极虫一起寄生于同一寄主

的胆囊内，但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星鳞角形虫 Ceratomyxa ωiωi Fujita, 1923 (图 3-6; 图版 3-2 ， J-L 图)

宿主 : 牙解Pαralichthys olivaceus Temminck & Schlegel, 1846 。

寄生部位: 胆囊。

采集日期 : 2005 年 7 月 24 日 ， 8 月 1 日和 8 月 20 日。

采集地点: 厦门沿岸水体。

感染率:检查 4 条鱼 3 条鱼感染 (75.0%)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大多数为圆形， 内分布有为数众多的具折光性的均匀颗

粒， 其大小约为 9.5- 17.0μm X 9.5 - 18.0μm ， 但也可以见到少量伸出 1 条或

2 条很长伪足变形虫状的营养体。晚期营养体常为含有 2 个发育中的子包子的双产

袍子体。

抱子 : 发育成熟的抱子体较大，前端平滑 ， 微拱，后端凹陷，整体呈新月形。

抱子缝面直径 1 1. 0 + 1. 4 (8.5 - 1 4.0)μm ， 宽 35.9 + 6.4(26.5 - 50 . 0)μ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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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高 2 1. 1 + 4. 8 (15. 5 - 29. 0)μffi " 左右壳瓣呈圆桶状， 表面光滑，基本对称，

向两端逐渐缩小，末端圆滑。缝线较细小， 直而清晰。两个球形极囊，大小几乎

相等，分列于缝线的两侧，直径为 4. 1 + O. 3 (3. 5 - 4. 5) μm 。极丝在极裳内

缠绕约 2 - 3 圈。双核的子包质颗粒均匀细致， 集中在极囊周围。

B 

C D 

阁 3-6 星鱼1l!角形虫 Ceratolll}时 toitai Fujita. 1923 线条圈 。人 E. 早期营养体; B. 成熟抱子的缝面观; C， D . 未

完全成熟袍子的缝而观: F. 发育中期的双产的体: G. 成熟袍子的究而观: H. 发育|民期的双产抱你。比{SíIJ

尺 : 10 微米。

比较与讨论

迄今为止，寄生在比目鱼体内的角形虫己有 10 余种。本科1群与 F叮ita(1923)

的原始描述种相比， I珠子包子略大外 ， 其余形态表现出一致的特征。

本种群与来自中国黄渤海的牙衅和困斑星鳞陆rasper variegates Temminck & 

Schlegel. 1846 胆囊内寄生的种群(赵元著， 2000) 相比，除极装直径 (3.5 - 4. 5J.l. 

m vs 2. 2 - 3.2μm) 和极裳直径与袍子直径之比 (0. 37νs 0.24) 略大外 ， 其

余形态特征表现一致。

本种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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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角形虫 Cerαωmyxa jimeiense sp. nov. (图 3-7; 医|版 3一3 ， J-L 图)

寄主 : 金钱鱼 Scatophagus argus Lirmaeus, 17660 

寄生部位:胆囊。

采集日期: 2005 年 1 月 29 日和 7 月 29 日。

采集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市场和开禾路口农贸市场。

感染率: 检查 12 条鱼 1 条鱼感染 (8.3%)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未见。

抱子:成熟的抱子在缝面观较为平直或略微有些弯曲，缝线直而明显。 |幅高

9. 0 + 1. 7 ( 6. 3 - 13. 0) μm ， 宽为 37.3 士 4. 1 (30. 5 - 45. 0)μm，子包子缝

面直径 6.6 土 O. 7 (5. 5 - 8. 0)μm; 炮子的两端圆钝。壳瓣'对称 ， 在袍子两侧

分别延伸形成两端困钝且略微变细的筒形，在缝线处敬合。两个大小相似的球形

极囊背腹排列于炮子的前端;极囊直径 3.0 士 O. 2 (2. 5 - 3. 5)μm。双核的抱

质往往未充满抱子腔。

比较与讨论

与文献中记载的己知种相比较，本种与来自北海的大西洋倒~ Clupea harengus 

Linnaeus, 1758 胆囊内寄生的奥氏角形虫c. αuerbαchi Kabata, 1962 较为相似，且

两者的极冀直径与缝面直径之比也较接近 (0.45 vs O. 50)。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包

子的大小，本科I明显要小于后者 (30.5 - 45.0μmX5.5 -8.0μmvs 57.0 -92.0μ 

m X7. 0 -13.0μm) 。 此外， 前者的极冀直径也明显小于后者 (2.5 - 3.5μmvs 3.0 

-6. 。μm) 。

在形态上，本种与多枝角形虫C. ramosa Awerinzew. 1907 也较为相似， 主要

区别在于 : 1 ) 从于包子对称性的角度考虑 ， 前者两个壳瓣通常是对称的，而后者的

两个壳瓣通常里不对称性; 2)从袍子大小的角度考虑，本种明显要小于后者 (30.5

- 45.0μmX5.5 - 8 . 0μmvs50.0-80.0μm X 12.0 - 20.0μm)。另外，两者来

自不同的寄主(金钱鱼 Scαtophα~gus argus Linnaeus , 1766 vs 庸鳞 Hipoglossus

h伊']Joglossus h伊']Joglossus Linaeus , 1758) 和分布在不同的海域(中国东海 时' 大

西洋挪威沿岸， 巳伦支海)。

本种与另外一种密集角形虫 Cαggregaω Davis， 1917 在形状和大小上也表现

出一定的相似性。两者的抱子大小 (30. 5-45.0μm X5. 5 - 8.0μmvs 50.0 μ 

mX6.0 一 7.0μm) 和极装直径与缝面直径之比( O. 岳阳 0.50) 差异都不甚明显，

但本种袍子的两个壳瓣的末端较圆滑些，而后者炮子的两个壳瓣相对要扁平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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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尖削。此外，两者来自不同的寄主和海域(中国东海的金钱鱼 Scαtψhα!gusargus

Linnaeus, 1766 vs 大西洋美国北卡罗来纳和弗洛里达沿岸以及太平洋惠灵顿沿岸

的黄尾平口石首鱼 Leiosωnus xanthurus Lac é p è de, 1802 ， 波纹细须石首鱼

Micropogon undulates Linaeus , 1766 ， 怅鳝线指鱼翁 Nemαdactylus macropterus 

Forster, 1801 和横带下嫩鱼妙porhαmphus un~βαciatus Ranzani , 1842 ) 也可以将

两者区别。

A 

E 

C 

D 

阁 3-7 集荣ffJ形虫，新种 Ceralomyxajimeiense sp. nov. A. B, C. D. 成熟袍子的缝1到现; E. 经确液染色的

米成熟袍子: F . 米成熟的异常袍子. 比例尺: 10 微米。

本种与来自同寄主胆囊内寄生的金钱鱼角形虫c. scαtophagi Chakrava时， 1943

相比，两者在于包子的形态(平茧， 时弓形)和大小 (30.5 - 45.0 队m X5. 5 -8.0μ 

mvs 16. 0 - 26. 0μm X4. 2 -7.2 μm ) 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 且来自于不同的海域

(中国东海 vs 孟加拉湾)，这些很容易将两者区别开来。

本军I:þ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

肾形角形虫 Ceratomyxa renijòrma Wu et a l. , 1993 (图 3-8 ; 图版 3汀 ， A一C 图)

寄主:褐篮子鱼 Siganus卢lscescens Houttuyn, 1782 。

寄生部位: 胆囊。

采集日期 : 2005 年 7 月 23 日。

采集地点: 厦门沿岸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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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检查 38 条鱼 2 条感染 (5.3%)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不规则，可伸出多个伪足，内含有均匀 、 细致的颗粒状

物质，其大小为 13.5 - 23.0μm X 8. 5- 11. 0μm。晚期营养体为含有一个或两个

接近发育成熟抱子的单产抱体或双产抱体，其大小为 13. 5 - 21. 5μm X 10.5 -

12. 0μm 。

于包子 : 成熟的抱子前端平滑，做拱，后端稍凹陷，整体呈拱形。于包子缝面直

径 6. 3 + 0.9(4. 5 - 7.5) μm ， 宽 22. 5 + 1. 4 (20. 5 - 24. 5) μm ， 111画高 6.6

土 O. 8 (5. 0 - 7. 5)μm。左右壳瓣表面光滑， 基本对称， 向两端逐渐缩小 ， 来端

较圆滑。缝线直而清晰。两个球形极囊，大小儿乎相等， 直径 3. 0 + O. 2 (2. 5 -

3 . 5)μm ， 分列于缝线的两侧 ， 极丝在极囊内缠绕的方向及圈数不明显。于包质颗

粒均匀细致，未完全充满整个袍子腔。未发育成熟的抱子休壳瓣发育不完善， 左

右壳瓣常不对称，常表现为一端大一端小。

B 

图 3-8 肾形角形.1!. Ceratomyxa reniformαWu et al. , 1993 A. 具有伪足的早期营养你; B， C， E. 成熟炮子的

缝面观: D. 未成熟炮子的顶丽观 : F . 接近发育成熟的单产1包休 。 比例尺 : 10 微米 。

比较与讨论

与文献中记录的已知种相比较，本种群在于包子的形态、 大小以及抱子发育的

某些阶段与肾形角形虫C. reniforma Wu et al., 1993 表现一致，故两者应为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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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研究对在袍子发育中具有尖锐伪足的早期营养体和单产泪体的发育过程

作了补充描述。此外，两个种群分别来自不同的海域和不同的寄主(南海大亚湾

的赤点石斑鱼 Epinψhelus akaarαTemminck & Schlegel, 1846 vs 东海厦门沿岸的

褐篮子鱼 Siganus卢scescens Houttuyn, 1782 ) 。

褐篮子鱼为本种的新寄主。本种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小梁角形虫 Ceratomyxa pαrvic句JSIÛa sp. nov. (图 3-9; 图版 3-4 ， F-H 图)

寄主 : 巨石斑鱼 Epinephelus [，ωIvina Forskål, 1775 。

寄生部位:胆囊。

采集日期: 2005 年 7 月 22 日 。

采集地点: 厦门沿岸水体。

感染率:解剖 1 条鱼 1 条鱼感染。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呈圆形或近椭圆形， 内含颗粒状物质， 其大小为 8.5 + 

1. 5(7.0 - 11. 0)μmX7.8 + 2.2(5.0 -10.0)μm。晚期营养体为含有两个接

阁 3-9 小戴1(J形虫，新利1 Ceralomyxa parvicasllla sp. nov. A. 早期营养你; B. 双产抱体; C， D. 成熟袍

子的缝而观; E. 1)'.1.产'f包体 ; f . 未成熟池子的缝而观。 比例尺， 10 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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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发育成熟袍子的双产子包体，大小为 22. 8 + 4.0(16.0 - 26. 0)μm X8. 5 + 
1. 4(6. 0 - 10.0)μm o 

子包子:成熟于包子的前端隆起 ， 后端平直， 缝线直而明显。于包子宽为 21. 8 + 
3.6 (16.0 - 29.5)μm，缝面直径 4. 2 + 1. 2 (3. 5 - 5. 0)μm ， 1幅高 5. 6 + 1. 9 (3. 5 

- 8.0)μm o 2 个光滑而对称的壳瓣在池子两侧分别形成尖锐的细角锥形 ， 2 个角

锥状壳瓣在缝线处勃合。 两个球形极褒大小相似， 背腹排列于于包子的前端 ， 直径

1. 7 + O. 1 (1. 5 - 2. 0)μm。抱质充满了整个袍子腔。

比较与讨论

本种与寄生花自卢 Lateolabrωjaponicus Cuvier & Valenciennes , 1828 胆囊内的

急尖角形虫C. acuta schulman , 1966 在形态上比较相似且两者在袍子的发育过程

中也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于包子的

大小看，本种明显小于后者 (3 . 5 - 5.0μm X 16.0 - 29.5μm时 5.0 - 6.0μmX 

39.0 - 52. O~lm); 2) 本手中的极囊直径也明显小于后者( 1. 5 - 2.0μmvs 2.9 - 3.3μ 

m) 3 ) 从寄主及分布的区域的角度考虑 ， 前者来自东海厦 门沿岸的巨石斑鱼

Epinψ'helus tauvina F orskål ， 后者来自日本海的花费卢 Lαteolabrax japonicus Cuvier & 

Valenciennes , 1828 。

在形态上，本种与来自日本海的直孔角形虫 C.porrecω Dogiel ， 1948 也较为

相似， 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 从于包子的大小来看，本种明显要

小于后者 ( 3.5 - 5.0μm X 16. 0 - 29. 5μmvs 4.0 - 5.0μm X 50. 0 - 64. 0μm); 

2) 本种的极冀直径也明显小于后者( 1. 5 - 2.0μmvs 3.0μm) 3) 从寄主及分布

的区域的角度考虑 ， 前者来自东海厦门沿岸的 巨石斑鱼 Epin巳phelus 1，αuvinα 

Forskål ， 后者来自日本海的凹尾裸棘杜父鱼 Gymnocαnthus herzensteini Jordan & 

Starks, 1904; 箱斑床杜父鱼 A今oxocephalus brandei Steindachner, 1867; 穗瓣杜父

鱼 Bero elegans Steindachner, 1881 。另外，两者的极囊直径与缝面直径之比也存

在差异 (0. 40 vs 0.60) ， 因而很容易将两者区别开来。

本种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

东海角形虫 Ceralomyxa donghaiense sp. nov. (图 3-10 ， G-J ; 图版 3-3， G-I 图)

寄主:鳞鱼 Mugil cephαlus Linnaeus~ ] 758 0 

寄生部位:胆囊

采集日期 : 2005 年 7 月 29 日和 8 月 18 日 。

采集地点: 厦门沿岸水体。

感染率:检查 75 条鱼 2 条感染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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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描述

营养体: 营养体未见。

子包子:成熟的子包子个体较小，子包子宽 12.1 + 1. 5 (9.0 - 14.0)μm ， 缝面

直径 4. 2 士 o. 4 (3. 5 - 4. 5)μm ， r幅高 7. 0 + 1. 0 (5. 5 - 9. 0)μm 。成熟的子包

子在缝面观为拱形，子包子在前缘为弧形，后缘深凹。于包子的缝线直而明显，壳瓣

光滑对称:于包子沿两侧延伸形成两端较尖的角形，在缝线处勃合。 2 个球形极袋

背腹排列于袍子的前端，大小相似。极提直径1. 8 + O. 2 (1. 5 - 2. 0)μm。子包

子腔内有一双核的抱质。

比较与讨论

本种与里海角形虫 C. Cαspia Dogiel , 1938 在形态上较为相似，且两者极装直

径与缝面直径之比非常接近，两者主要的差异在于 : 1) 寄生的部位不一样(胆囊

m 肾脏输尿管，胆囊); 2) 前者的抱子大小 (9.0 - 14.0μm X3. 5 - 4.5μmνs 

19.5 X 1 1. 5μm) 和极囊直径( 1. 5 - 2. O~lm vs 5. 0μm) 明显要小于后者。 此

外，分布的区域(中国东海 时 里海南部)和寄主 (鳞鱼 Mugil cephαlus Linnaeus, 

1758 时 乳新假虎鱼 Neogobitω jh川αtilis Pallas, 1811; 大头新假虎鱼 N Kessleri 

Gunther , 1861; 大头瘤假虎鱼 Bentophylus mαcrocephαlus Pallas , 1788; 假虎鱼

M白ogobiusmαcrophthαlmus) 也不一样。

本种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鳞鱼角形虫 Cerαtomyxa mugila sp. nov. (图 3-10 ， A-F; 图版 3-3， D-F 图)

寄主:蹈鱼Mugil cephαlus Linnaeus,. 1758 。

寄生部位: 胆囊。

采集日期: 2005 年 7 月 29 日和 8 月 18 日。

采集地点:厦门沿岸水体。

感染率: 检查 75 条鱼 2 条感染 (2.7%) 。

形态描述

营养体: 早期营养体形状一般较规则，呈圆球形， 其大小为 9.9 + 3.9 (7.5 

- 17.0)μmX9.3 土 4. 3 (6. 5 - 16. 5)μm。晚期营养体包含 2 个发育中的袍子。

营养体为双产抱体。

子包子:成熟的子包子在缝丽观弯曲成浅凹的弓形，缝线直而明显。于包子宽 25. 2 

+5.7(12.0 - 30.0)μm，缝面直径 5.9 + 0.9 (4.5 一 7.5)μm，幅高 1 1. 0 + 

4.9(6.0 - 21. 0)μm。袍子的两端困饨， 2 个光滑、不对称的壳瓣在于包子两侧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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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并形成两端困钝的角(在缝线处黠合) 0 2 个球形极袋大小相似，背腹排列于于包

子的前端，极囊直径 2. 7 士 O. 6 (1. 5 - 3. 5)μmo 单核的子包质常不充满整个子包

子腔。

比较与讨论

本种与具膜角形虫C. truncαωThelohan， 1895 ， 日 本角形虫C. japonica Fuj i钮，

1 923 和钩角形虫 C. hαma Meglitsch , 1960 在形态或大小方面较为相似。具膜角形

虫与本种在形态和大小方面都较相似，但前者子包子很少具有两个壳瓣，大多数为

三个壳瓣和四个壳瓣。 除此之外，两者来自不同的寄主 〈俑鱼 Mugil cephalus vs 鲸

鱼 Clupea pilchardus) 和分布在不同的海城(中国东海 vs 地中海沿岸)。

在形态上，本种与来自日本海的日本角形虫也较为相似，两者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营养体的发育过程看， 前者为双产于包体，而后者为单产

抱体或双产抱体; 2) 从袍子和极冀直径大小来看， 前者的袍子大小 (4.5-7. 5μ

m X 12. 0 - 30. 0μmvs37.0- 49.0μm X 11. 0 - 13. 0μm) 和极囊直径( 1. 5 - 3.ω 

mvs 5.0μm) 明显要小于后者。 3) 从于包质在抱腔内的分布情况来看，前者单核

的抱质成对称性分布 ， 而后者的抱质集中在于包子中部的前端部分， 双核位于于包质

中央，并靠近缝线 ; 4) 从寄主考虑，两寄主关系相差甚远， 本种寄主为贵卢形日 ，

后若则为比 自鱼类 ，如 Limandα yokohαmαe; Microstomus stelleri; Limandα 

αngustirostris; Hippoglossoides hαmiltoni; Microstomus higeguro; Protopsettα 

herzensleini; Xystrias grigorjewi 笃号。

在形态上与本种相似的还有寄生在 Cαulopsettjα scαrpha F orster 胆囊内的钩角

形虫，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 1) 抱子的发生模式不同(双产抱休 时 单产或双产

抱体) ; 2) 前者的炮子缝面直径要稍小于后者 (4.5 - 7.5μmvs7.0 - 8.3 I-lm); 

3) 分布海域不一样(中国东海 w 太平洋新西兰沿岸)。

本种常与上述的东海角形虫共寄生于同一寄主的胆囊内。本种对寄主所造成

的病理伤害不明 。

单菜尾虫属，新属 Unicapsulocaudum gen. nov. 

子包子前端较粗大 ， 向末端逐渐变细延伸成尾;前端具有呈冠状的顶戴结构 ，

尾端具有与壳瓣同质的延伸的单尾， 并常向一侧折弯:极裴 1 个， 位于于包子的前

端， 呈梨形;极丝纵向缠绕，与子包子的纵轴相垂直; 多产子包体 。

模式种:鳞鱼单装尾虫 Unicapsulocaudum mugilum sp. n 

词源:属名源于袍子具单一的极冀及由于包质和|壳瓣同时延长的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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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地位: 本属暂时放在角形虫科 Ceratomyxidae Dof1 ein ， 1899 。

鳞鱼单囊尾虫 ω'licαrpsulocaudum mugilum sp. nov. (图 3-10， K-M; 因版 3-4， A-E 图)

寄主 : 鳞鱼 Mugil cψ加lus Linnaeus, 17580 

寄生部位: 胆囊。

采集日期 : 2005 年 7 月 28 日和 8 月 11 日。

采集地点: 厦门市沿岸水体(240 26 " N, 1180 04 " E) 。

感染率:检查 75 条鱼 2 条鱼感染 (2. 7% ) 。

模式标本: 模式标本(No. xm-20050801)保存于重庆师范大学动物学重点实验

室标本收藏中心。

词源 : 种名来源于寄主鱼的拉丁名。

F 

K 

因 3- 10 A-F : 蚓鱼角形虫，新科 Ceralollly:xa nlllgila sp. nov. A . 发育早知](1甘双1"f包体 : B. 成熟袍子的缝

而观: C. 发育晚期的双(r.t包体 : D-F . 未成熟袍子的缝面观: G-J: 东海角形虫，新革中 Ceratomy:xa donghaiense 

sp. nov. G. 11, 1, J. 成熟炮子的缝面观 K-M : 鳞鱼!f'.挺昆虫，新属新利I Unicaps/llocaudll川 11111♂111m gcn. nov. sp. 

nov. K, M, L . 成熟甩子 . 比例尺 : 1 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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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发育期的抱子常集聚在一起，形成团状或长片状物，漂浮在胆汁中。而

发育成熟的子包子常游离于胆汁中或附着在胆囊脱落的上皮组织物上。成熟的T包子

体前端较粗大， 向后逐渐变细延伸成末端尖细的尾， 并常向一侧折曲。顶端常有

一冠状结构，长短不一。袍子体从顶端至末端的量度为 63.0 + 5.4(53.0 -74. 5) 

μm，于包子宽 4.8 + 0. 4 (4.5 - 5. 5)μm。极囊 1 个，呈梨形，位于甩子体的前

端，长约 5. 9 + O. 4 (5. 5 - 6. 5)μm，宽约 4. 1 + O. 2 (3. 5 - 4. 5)μm。极

丝明显，较粗大 ， 纵形缠绕约 2 圈左右 ， 与炮子体纵轴垂直。泡质颗粒均匀细致，

几乎充满整个子包子腔，可见不止一个细胞核，有时还可以见到一些小的空泡。

本种对寄主所造成的病理伤害不明。

比较与讨论

本种在形态和结构上均不同于己报道过的种类。

从其具延长的单一的尾突这一结构而言，和双壳目的单尾虫属 Unicαuaα

Davis, 1 944 相类似， 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本质的差别，单尾虫的突起与子包质是不

同质的。而此种的尾突是壳瓣向后延伸所形成的 ， 与壳瓣是同质的。另外从于包子

的形态而言 ， 单尾虫的?包子里椭圆或亚椭圆形， 具有两个梨形的极袋。而本种在

抱子的前端具有特征性的冠状结构，只有 l 个位于前端的梨形极囊。

而就极冀的个数而言，本种又和多壳目的单囊虫属 Unicαrpsula Dacis, 1924 相

类似。但两者在结构上具有很大的差异 ， 单冀虫属的子包子圭亚球形， 且具有两大

一小 3 个不等大的壳瓣， 这些都有别于本种头部具有冠状结构，壳瓣延伸形成尾

突的形态结构。

有鉴于此，特建立一个新属，即单裳尾虫属。在分类系统上， 参照 Zhao & Song 

(2000) 提出的分类系统，暂时放在角形虫科 Ceratomyxidae Doflein , 1899 内，但根

据本属的特征 ， 其归属问题显然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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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主|版 3-J A-C : 鳞鱼豆抱虫，新利1 Fabespora mugila sp. nov. A. 成熟抱子的缝面怒双观1\ : B. J成或熟f炮包子的壳i丽

观 : C . 释放出极丝的成;熟;~祟~~于抱包子的先面观 : D-毛ε : 悔自贴占楚克拉虫， 新牵利种1I Zsc吵hokk仰ellaα0衍r川'11ωωi s印p. 110>10V. D. 成

熟T抱包子t仔的H白]究丽观 ; E. 双产泡体; l~-G : 石石.斑t鱼鱼陶闽.极虫， 新种 I吟'xi耐f叫咄dill川删m e叩'P川i

G. 成熟于{豆子 ((.J顶丽观:H二1 : 厦门两极虫， 新中1I AI/yxidium xiamenense sp. nov. H 成熟袍子的咒面貌:1.成

熟袍子的缝而观。 比例尺: 10 微米。

30 



倒版 3-2 A-C : 陈氏角形虫 Ceratomy.λacheniWuetal.， 1 993 A， C : 成熟袍子的缝而现: B: 发育期营养你:

D-F: 斯普氏角形虫 Ceratom)州 sprenti Moser el al., 1989 D: 发育.!l!期和晚期营养你 : E， F : 成熟袍子的缝

陌观: G-1: 石斑角形虫 Ceratomy.λI'a epinephela Wu el al. , 1993 G : 成熟炮子的缝面观:旺发育晚期的营

养体: 1: 成熟甩子的顶部观: J-L : ß.跺角形虫 Ceralomyxa toitai Fujita, 1923 J : 未完全成熟池子的缝面观:

K: 成熟炮子邮J缝而Jl!.Îl : L: 具有较长伪足的早期营养体。比例尺: 1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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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因版 3-3 A-C: 肾J~ffjj~虫 Ceratomy.λa reniformαWu et al. , 1993 A. 成熟炮子的缝而观: B. 成熟于包子的1页

阳观 : C. 双产饱体: D-F : 街ii鱼角形虫， 新革中 Ceralomy.且ra 1II11gla sp. nov. D, E. 成熟炮子的缝而现: F. 米

完全发育'成熟的炮子 ; G-1: 尔沟。角形虫，新和l' Ceralomyxa donghaiense sp. no飞 G， H. 成熟袍子的缝面观， 1. 未

完全发育成熟的袍子 : J-L : 集美角形虫、新利， Ceratomyxajimeiense sp. nov λK. 成熟袍子的缝面观; L. 未

完全发育成熟的袍子 (腆液染色， 示双核于包质〉 。 比例尺 : 1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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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版 3-4 A-E: ijj鱼岛主骥屁虫，新民新科I UnicapsulocGudunI /1lllgilll/1l geJl. 110V. sp. 110V. A. 111期营养你: B. 粘

附在胆幸运碎屑上的发育成熟个体: C. 发育后期营养体; D, E. 成熟泪 : F-H: 小'!M角 f~虫，新利I Ceralomyxa 

pa川capslIla sp. 110\1. F， 日.成熟炮子的缝ïEi观; G. 早J!JJ营养体和双产抱你。 比例尺 : 1 0 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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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小结

本工作主要涉及东海厦门沿岸海水鱼类 14 种寄生粘抱子虫的分类学研究。在

分类上，这些粘抱子虫隶属两极虫科 Myxidiidae Thélohan, 1892 的两极虫属

问lxidium Bütschii, 1882 和楚克拉虫属 Zschokkella Auerbach, 1910; 豆子包虫科

Fabesporidae Naidenova & Zaika, 1969 的豆抱虫属 Fabe伊ora Naidenova & Zail饵，

1 969; 角形虫科 Ceratomyxidae Doflein, 1899 的角形虫属 Cerαtomyxa Thelohan, 

1892 和单囊尾虫属，新属 Unícapsulocaudum gen. n. ， 其中 :

l 、 两极虫属 : 2 新种

石斑鱼两极虫问lxidium epínephelum sp. nov. 

厦门两极虫 Myxidium xiamenense sp. nov 

2、楚克拉虫属 : 1 新种

海鱼占楚克拉虫 Zschokkella ariusi sp . nov. 

3 、 豆T包虫属 : 1 新手中

鳞鱼豆抱虫 Fabeðpora mugila sp. nov. 

4 、 角形虫属 : 9 种， 其中 4 新种

集美角形虫 Ceralomyxαjimeiense sp. nov 

小冀角形虫 Ceratomyxa parvicapsula sp. nov. 

倔鱼角形虫 Celαtomyxa mugila sp. nov 

东海角形虫 Cerαtomyxa donghaiense sp. nov 

星鳞角形虫 Ceralomyxa toitai Fujita, 1923 

斯普氏角形虫 Ceratomyxα sprenti Moser et al. 1989 

肾形角形虫 Ceratomyxa reniforma Wu et al. 1993 

陈氏角形虫 Ceratomyxα cheni Wu et a l., 1993 

石斑角形虫 Ceratomyxa epinephela Wu et a l., 1993 

5 、 单囊单尾虫属 : 1 新种

鳞鱼单裳尾虫，新属新种 Unicapsulocaudum mugi阳m gen. nov.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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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粘T包子虫对寄主选择的广泛性及其对寄主的危害
(文献综述)

粘抱子虫在分类上隶属于原生动物亚界、 粘体门。除少数种类寄生在扁形动

物[1]、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外，绝大多数种类寄生于海淡水鱼类儿乎所有的

器官或组织中 ， 可以说粘袍子虫是鱼类所特有的一类寄生虫。 根据国际问现有的

报道，其鱼类寄生种类就约有 62 属 2 180 种l2i ， 其中不少种类可形成胞囊，对鱼

类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甚至造成寄主鱼死亡，给鱼类养殖生产带来一定的经济

损失。由此可见， 对于粘袍子虫病的防治及其免疫学的研究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1. 粘f包子虫对寄主的选择及对寄主的危害

1.1 粘子包子虫对鱼类寄主与寄生部位的选择

粘T包子虫对其寄主是具有一定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通常表现在海水或淡水

寄生或而两者兼之。 从已有的报道看来，弧形虫属、 直缝虫属 、 弯缝虫属、戴维

虫属等的种类只寄生于海洋鱼类，而新腆泡虫属、 三角虫属、有尾虫属、冠泡虫

属等的种类只寄生于淡水鱼类。只有不多的属的种类既可以寄生于海水鱼类，也

可以寄生在淡水鱼类 ， 常见的如两极虫属、尾抱虫属、腆泡虫属以及楚克拉虫属

的种类。不仅如此，粘袍子虫在其寄主内的寄生部位也是具有一定选择性的。 一

般说来，淡水鱼类寄生的粘炮子虫大部分寄生于宿主的惚、肠、肝脏及肾脏等实

质性组织，而海水鱼类寄生的种类大都寄生于胆囊、膀脱等腔隙性组织。有资料

显示， 占海洋粘抱子虫近二分之一的角形虫和薄壳虫的种类几乎全部寄生在鱼类

的胆囊中[3]; 迄今所报道的近 50 种库道虫绝大多数寄生在海洋鱼类的肌肉，只有

极少数儿种寄生在其它部位[41 ; 目前种类最多的腆泡虫属的绝大多数的种类就寄生

在淡水鱼类的魄、肠、肝脏及肾脏等组织器官。而且，不同寄主的组织内有不同

种类的粘炮子虫存在，同一种类的粘炮子虫也可生活在不同寄主体内，这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粘抱子虫对寄主及寄生部位的选择也存在积极的适应现象。不同种类

的粘抱子虫到达靶器官定居可能是在某些因子的剌激下按恒定途径进行的，这些

剌激协助虫体决定其准确无误的移行形式， 最终到达所定居的靶寄生部位[3] 。

1.2 粘子包子虫对寄主的危害
粘T包子虫种类繁多，儿乎每年都有新的种类发现，其中每一种都会对它的宿

主鱼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水产养殖业带来很大的损失。 作为典型的粘子包子虫

病，蜒腆泡虫可引起髓鱼的疯狂病;饼形腆泡虫可引起草鱼肠道、鲍等器官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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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宜宾腆泡虫可引起鲤鱼肌肉的肿瘤病，并成为鲤鱼幼鱼重要的致死原因之一。

脑帧泡虫可引起蛙鳞鱼类的旋转病，感染严重时，可以引起幼鱼大量死亡:广泛

分布在北美的沙斯塔弧形虫可引起蛙鳞鱼类疾病:罗塞尔楚克拉虫可引起鲤鱼肝

脏功能损害;蛇铺库道虫可引起其寄主鱼的肌液化; 在北美银大麻哈鱼肾脏内的

一种小囊虫可引起寄主鱼的慢性肾脏增生病，并可导致较高的死亡率。 近几年也不

断有新的致病粘袍子虫的报道，如在大菱衅肠内发现一种菱僻肠粘虫，可引起寄

主鱼急性肠炎，严重时可导致死亡l5]: 在花筋动脉球内发现的一种花费卢尾抱虫，使

病鱼饵丝贫血， ï;JJ脉球扩大， 引起花费卢心肌性尾J包虫病[6]。值得注意的是 : 新近日

本报道光滑单极虫可引起鲤鱼严重的出血性单极虫病，说明过去被认为是不致病

或低致病性的种类，也可能引起严重的病害问。

2. 粘炮子虫在人体的机会性寄生

2.1 报道病例报告研究

上述所述的是粘泡子虫对专性寄主鱼的损害及免疫学的情况。自首例在人体

粪便中检见粘子包子虫报道以来{71 ， 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已报道多例{呐。通过对

这些病例进行研究和分析，所报道病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患者多以无血性腹泻[7， 9)、腹痛[8]起病 ， 并伴随有呕吐、 厌食等其他胃肠

道症状。从现有的报道来看，其寄生的种类不同 ， 可能引发的症状也不完全一样，

感染尾抱虫的患者多表现为腹泻，而感染腆泡虫的多以腹痛伴腹泻为主。 二、大

便镜检，除检见粘袍子虫的子包子外， 有时还伴有其他细菌或原虫。血常规检查有

时可发现白细胞稍偏高， 多以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升高为主。三、追问病史，

患者在发病前因食用了含有粘甩子虫胞冀的生鱼片或未完全熟透的鱼而起病， 一

旦停止食用后 ， 无需治疗， 症状也可慢慢消失181。四、发病者年龄广泛， 但对于同

一食用人群 ， 发病者中老人、小孩、孕妇等免疫力较弱者为多数。

从现有的报道资料来看，在粘J包子虫是否能引起人体疾病这个问题上，报道

者一致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粘抱子虫在人体能够引起疾病 ， 临床症

状的出现并不能归因于粘袍子虫的存在。并将其理由归因于这几方面: 一方面子包

子本身外面有一层几丁质的壳瓣，很难被消化液所破坏(10] 。 加上这类病人有腹泻

症状，粘袍子虫很容易随粪便排出体外，因而袍子能完整的出现在粪便中 ; 另一

方面在对粪便标本进行常规检查|时 ， 除了找到粘甩子虫外， 还发现有其他的病原

菌或致病原虫， 而这些病原菌或致病原虫某些本身就可以引起上述胃肠道症状的

出现(7θ]; 第三方面的原因，病人本身可能就有自身限制性的疾病， 有肠道致病原

的存在，只是在收集粪便标本时没有检测到而己[7] 。 鉴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报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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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粪便中检见粘袍子虫只是意外发现而已， 并非真正感染，临床症状的出

现与粪便中检见粘炮子虫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2.2 在|临床检测和鉴别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虽然从己有的报道看来，粘抱子虫是否能造成人体损害目前还不确切，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但从所报道的病例来看，有一些问题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却是值得

注意的。 一些医生曾误把粪便中检见的尾抱虫 Henneguya sp . 当作是人的精子，

从而作出错误的诊断[7]。虽然粗略一看，两者在外形上很相似， 但是只要检查者对

两者之间的形态学特征和大小进一步做比较，很容易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再者

用铁苏木精进行染色观察时， 精子能够被染色，而尾抱虫是不会被染色的。

2.3 进一步的思考
虽然报道者一致认为 ， 在粪便中检见粘袍子虫只是意外发现而己 ， 并非真正

感染。但是从所报道的一些实例来看， 有些问题却值得进行深入的思考。比如，

在 Boreham 等[8]报道的几个病例中，患者都是在食用含有粘泡子虫包冀的鱼肉后

才出现临床症状的， 并且这些鱼肉吃起来令人有点恶心。粪便镜检除了发现粘抱

子虫的抱子外，也发现了其它的细菌和原虫， 但为何这些病人都是在食用含有包

冀的鱼肉后才发病呢?为何有些病人也会引起血象的改变， 是否已引起免疫系统

应答?这些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诱发因素昵? 如果这能够作为一个诱发的因素存在

的话，那么是否粘子包子虫也可以机会性寄生人体? 其致病的机制又如何呢 ?

粘袍子虫的外面有一层几丁质的壳 ， 很难被消化液破坏。李连祥1111、陈佩素

等(12， 1 3) 对自暨豚消化道内检出粘袍子虫的研究也证实了粘子包子虫是不易被胃肠

消化液所消化。 这也就更加表明在粪便中检见完整的手包子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看

来， 一方面，粘袍子虫能完整通过哺乳动物的消化道而未被消化 ， 说明其对环境

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另一方面，粘袍子虫虽然是鱼类的专性寄生虫， 但极少数

种类也可在扁形动物、两栖类和爬行类寄生，却说明其寄主比较广泛。而一直以

来，学者们把粘泡子虫当作是单细胞的原生动物，但是近来却有证据显示它们是

多细胞的后生动物1.14-16] 。 既然如此，那么从生物进化的观点出发 ， 粘抱子虫与宿

主的寄生关系是否也在不断协同进化之中?或许有一天也成为人类以及哺乳动物

的一类真寄生虫?

3. 粘炮子虫病的防治及粘炮子虫免疫学研究
由于于包子具几丁质壳片，药物很难杀灭它，以致于粘子包子虫病的防治成了一

个难题。关于粘乎包子虫病的防治，主要存在两种意见[17]. 一种以采用有效药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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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法防治为主; 另一种以免疫预防为主。在80年代以前人们主要是寻求药物

治疗的途径， 但效果不佳。近年来，关于粘子包子虫免疫防治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在粘袍子虫的免疫诊断方面， 80年代初期，人们主要用病鱼抗血清作为探针用于

判断粘抱子虫的感染。 Bat1holomew等[18， 19 1以自然感染沙斯塔角形虫的虹鲍腹水为

抗原制备了4 株单抗， 以子包子为抗原制备了多抗，采用IFAT、 ELISA 和Western-blot

试验表明， 单抗只与营养体抗原起反应， 而不与该虫成熟袍子抗原起反应， 表明营

养体抗原与成熟袍子抗原不同，说明了该虫具有其特异性抗原， 该抗原在某一特定

的生活周期中，具有特异性。在免疫防病方面， Da1mo[20J用微球体作为抗原的携带

者 ， 让饥饿的蛙鱼吞食，效果要比浸泡和腹腔注射好的多 ， 这种免疫方法既实用

又安全 ， 且副作用小。

在国 内， 吴英松等[20]运用间接红细胞血凝试验检测自然感染圆形腆泡虫娜鱼

血清中的循环抗体。结果表明，在 16 尾感染圆形腆泡虫的侧鱼血清中能检出抗体

的有 14 尾，效价在 1 : 16 到 1 : 128 之间 : 而 9 尾未感染圆形腆泡虫的自即鱼中仅

1 尾检出抗体，效价为 1 : 8 ，说明自然感染圆形腆泡虫的例鱼血清中存在循环抗体，

并且感染强度与抗体水平不相关。谢杏人等(22J 以鲤为材料对 "未名血液生物体

000" 进行研究后发现， UBO 的入侵可使宿主的自细胞数目增长 3 1. 86 倍 ， 这是

一种典型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

目前，主要采用镜检法检查鱼体是否感染粘袍子虫的情况， 但在轻微感染或

虫休处于发育早期，用传统的方法很难检测出来 ， 而运用免疫学的方法即可在脑

粘体虫感染早期作出诊断[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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