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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陕西省寄生蠕虫志》的一个分册。其内容为吸虫纲与绦虫纲。书中记述陕

西省已发现的人体、家畜及部分野生动物的寄生蠕虫共29科、63属、104种。其中，吸

虫2l科40属68种，绦虫8科23属36种。每纲都包括总论与各论两大部分。在总论中，扼

要叙述该纲动物的形态学、生活史和简要分类。各论以科为单位进行编写。在各科中，

先介绍科，属鉴别特征，然后根据本省标本和资料，详细描述各个种的形态特征、宿

主、寄生部位及地理分布等。重要虫种还增加生活史和流行概况的内容。书中共有图

104幅。绝大部分图是根据本省的标本绘制而成。

本书可供广大医学和兽医工作者、医农院校、综合大学与师范院校生物系师生及其

他从事寄生虫研究的有关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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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陕西动物志编委会和陕西省畜牧兽医总站的领导与资助下，由省畜牧兽医

总站、西北大学、陕西动物研究所、西北农业大学、陕西畜牧兽医研究所、西安医科大

学及陕西卫生防疫站等七个单位的专业人员组成编写组，撰写而成。在动笔前，从1976

年起，历时6年，对全省8个地(市)的30多个县进行了寄生虫普查。共剖检家畜、

家禽、野生珍贵动物和观赏动物3，000多头(只)。在搜集大量标本和第一手资料的基

础上，通过标本鉴定、图版绘制及资料整理等，而后编写成册。

本书系《陕西省寄生蠕虫志》的一个分册，其内容为吸虫纲与绦虫纲。每纲都包括

总论与各论两大部分。在总论中，扼要叙述该纲动物的形态学、生活史和简要分类。各

论以科为单位进行编写。在各科中，先介绍科、属鉴别特征，然后根据本省标本和资

料，详细描述各个种的形态特征、宿主、寄生部位和地理分布。重要虫种，还编有生活

史和流行概况的内容。本书共记载陕西省已发现的吸虫2l科40属68种，绦虫8科23属36

种，合计104种。书中还附图104幅。绝大多数图系根据笔者自己的标本绘制而成。在普

查和编写过程中，技术由何承德教授筹划、把关并主持审定。本书可供广大医学与兽医

工作者、医农院校、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师生以及其他从事寄生虫研究工作的同志参

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陕西省畜牧兽医总站副站长总兽医师杜春发同志，陕西动物志

编委会秘书长罗时有同志，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深表感谢!此外，在野外调查和标本采

集过程中，各地(市)畜牧兽医中心站、农校和县站的有关同志，亦曾给予很大帮助。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牛勇同志协助绘制部分插图。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在脱稿前，虽经几度审校修订，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恐所难

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o

《陕西省寄生蠕虫志》编写组

1989年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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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虫纲T r ema toda)

。总 论，凹 J，匕

、一0．吸虫是扁形动物门的一个纲。所有的吸虫都营寄生生活，它们广泛地寄生在人体、

家畜和其他脊椎动物(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的体内和体表，少数种

_类寄生于某墼无脊椎动物(如软体动物等)，一因此无论从医学、兽医学或其他某些经济

意义上来看，吸虫类都是值得重视的。
弧魏嚣拳巍融曩一。j 7

j ，

吸虫的形态学
，

薯p’i唆虫绗趋捂室呋荑≯耐簟氆盘纲，(Monogenea Van Beneden，1858)、盾腹亚纲

i(A‘spidogast菇舻Fa《stet。鬻ang,。19她)蠖复殖亚纲(Digenea Van beneden，

11898)℃图“。1)：卣芋映茜暂色记馘酌谖虽都属孚复殖盈纲，所苡在这里主要叙述复殖

安圾虫的形态构造。 。；
‘ 一。-譬 1‘_¨’‘。‘+～。

。7

外部形态大多数吸虫体呈扁’苹薛j：：li髫舌状-’椭圆形或瓜子状，但也有一些种类呈
圆锥形、圆硅形或细长如线。鹗形类曲虫律常被二译横缢分为前、后两部。虫体大小变

化很大，最小者体长只有几毫米甚至还不到一毫米，最大者可达150毫米，但一般不超

过30毫米。

吸虫的体色一般为灰白色或灰黄色，但某些种类由于从宿主吸取带色食物而获得一

些颜色。例如由于吸血而呈棕赤色或粉红色。当大量虫卵在体内集聚时，虫体的一部分

可显淡黄色或金黄色。某些吸虫，在幼虫时期，可含有色素，因而这些幼虫常显现为绿

色、黄色或棕色。但大多数幼虫透明无色。

’一i吸盘是吸虫的吸着器官，富于肌肉，通常有两个，前端的一个(也有一对或数对

者)为口吸盘(oral S1／Cker)，腹面的一个称腹吸盘(acetahulum)，但也有缺腹吸

盘或口、腹吸盘全缺者。腹吸盘一般位于虫体前半部的腹面。有些种类腹吸盘在腹面中

部，也有在虫体末端者称为“后吸盘(器)"。后吸盘通常一个，也有几个者。有些吸

／，虫后吸盘上还带有角质小钩。盾腹亚纲吸虫的腹吸盘系由肌肉质隔膜形成的许多小腔广

布腹面而成，是一个很强大的吸附器。

吸虫的口孔通常在前端口吸盘的底部，少数种类口在腹面。排泄孔一般在后端，但

也有在前面者。除极少数种类外，吸虫一般没有肛门。有的吸虫尚有一个劳氏管孔，位

于背面。吸虫的生殖孔大多数在口吸盘与腹吸盘之间，但也有在体之背面，侧旁或口吸

盘的一侧者。(图2)

皮肤(integument) 为吸虫体外的包被物，其内包藏各种脏器，各脏器之间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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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组织(又称实质)，因此吸虫没有体腔。

皮肤系由外角皮层(epicuticle)、基底膜及肌肉层组成。外角皮层是虫体最外的

一层防护线，并能从宿主吸收养料。有些吸虫外角皮层较光滑，但另外一些吸虫外角皮

层上生有或大或小、或疏或密的棘刺。外角皮层下为一层极薄的基底膜，再下为一层上

皮细胞。此层细胞常下陷至肌肉层甚至在肌肉层之下。肌肉层由外环肌、中斜肌及内纵

肌三层构成，此外还有连接背、腹两面的背腹肌肉束，由于肌肉的伸缩，使吸虫改变体

形和进行蠕动。

包裹在皮之内并充填在各脏器之间的柔软组织(实质)，“是由许多细胞和纤维组成的

网状体。其中细胞的界限有时消失成为多核体。在实质中还有一些游走性细胞，有的颇

似淋巴球，可能有运送养料的作用。此外，有些吸虫在实质中还埋有腺细胞，尤以虫体

前端藏口的附近最常见。

柔软组织、肌肉层及一些脏器等，是由胚胎时期的中胚层形成，上皮细胞与角质层

等来源于外胚层。内胚层形成肠壁细胞。所以吸虫是三胚层无体腔动物。

消化系统包括口，前咽，咽、食道、肠管等部分。口位于口吸盘底部，通常在前

端或略偏腹面。前咽短，常付缺。咽呈球形，富有肌肉细胞，周围常有许多单细胞腺并

开口其审。食道细长，上接咽，下连肠管，少数吸虫缺咽或食道。肠管一般分左、右两

支，并向后延伸，肠管的末端通常盲闭，故又称盲肠。有些吸虫左、右两肠支在后端连

通，成为一个“环肠’’。另有一些吸虫，两肠支联合后形成一个单干。吸虫的肠管有的

长，有的短，有的平直，有的弯曲。肠管一般不分支·少数种类有简单的侧支，而肝片

吸虫的肠管则有复杂的分支。绝大多数种类没有肛f-／，但少数吸虫，两肠管合而为一，

并由肛门通外界。棘口科，某些吸虫的肠管可与排泄囊相通，它们的排泄孔兼有I豇门的作

用。吸虫的食物包括宿主的血液、粘液、胆粘膜分泌物、肠腔或其他腔隙内容物等等。

由手大多数吸虫没有肛门，所以不能被肠管吸收的残余物质，一般都是经口排出体外。

(图3)

排泄系统吸虫的排泄系统由排泄孔、排泄囊、收集管、毛细管及焰细胞等五个部

分组成。排泄孔通常只有一个，位于虫体后端，但单殖类吸虫却有两个排泄孔，位于虫

体前端背面的两侧。吸虫在前几个幼虫期[毛蚴(miracidium)、胞坳(sporocy st)、雷

蚴(redia)]，排泄孔均为两个，但在尾部生出后(即尾蚴cercaria)两孔合而为一。

排泄孔向内通排泄囊(excretory bladdle)，其形状各式各样，有圆形、管状、Y

形，V形等等。由排泄囊向前分出两条收集管，每管又分为前后两支，每支再几经分

歧，最后成为许多毛细管。毛细管的末端为一个有凹窝的细胞称为焰细胞(flame

cell)。此种细胞在凹窝中生出一撮纤毛，生活时纤毛不时摆动，状如烛焰，故以“焰

细胞"命名之。在焰细胞的外缘，生有若干条突起，伸入组织中，借此收集新陈代谢的

废物并渗入凹窝中，由于凹窝内纤毛的摆动，使液体废物流入毛细管，再经各收集管汇

入排泄囊，最后从排泄孔排出体外。

吸虫排泄囊的形状及焰细胞的数目与位置，在分类上极关重要。复殖目吸虫的毛蚴

大多数只有一对焰细胞，但鹗形类有二对，日本血吸虫的毛蚴为四对。焰细胞的数目及

2



镭副秘可用一定的公式来表示。例如日本血吸虫尾蚴焰细胞的公式为2((1+1)+(1+
1)]。8 o其中2表示虫体的两侧，前面的(1+1)表示体前端的焰细胞数，后面的(1+1)

蓑示体后部的焰细胞数。亦即日本血吸虫的尾蚴每侧各有四个焰细胞，分为前后两组，

每组各两个，两侧总共8个。又如双腔科吸虫焰细胞公式是2[(2+2+2)+(2+2+2)]=
24 o成虫的焰细胞不易观察，但在幼虫期很明晰。(图4)

神经系统吸虫的神经系统较退化，在咽的两侧各有一个神经节，并有横索相联，

癌左右两神经节向前向后各发出三对神经干，一对在背面，一对在侧面，还有一对在腹

面。向后发出的三对神经千，彼此间有横神经连接之。各条神经最后的神经末稍通至吸

盘、咽等器官及身体各部。吸虫的成虫几乎没有感觉器官，但自由生活的幼虫，如毛蚴
相尾蚴常具眼点。(图3)

生殖系统绝大多数种类吸虫是雌雄同体动物，只有少数种类(裂体科Schisto—

somatidae)为雌雄异体，它们的生殖系统非常复杂，雌、雄生殖器官均高度发育。

雄性生殖器官有睾丸(testeS)、输出管(vasa efferentia)、输精管(vasa

deferen S)、贮精囊(ViSicula seminali s)、阴茎(CirruS)、射精管(ductus

屯jaeulatoriuS)、阴茎囊(pouch CirruS)、前列腺(gland Prostate)等。睾丸的

形状、位置、数目在分类上很重要。很多种类有两个睾丸，但也有·个(如独皋科MOnO一

：rchiidae、单门科Haploporidae及重盘属Diplodi SCUS的吸虫等)或多个(如裂体

科Schistosomatidae吸虫)者。睾丸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分叶或分枝状等等。睾

丸的位置通常在腹吸盘水平的后方并在卵巢之后，少数在卵巢之前或卵巢两侧。每个睾

丸连有一个输出管，各输出管联合成一条输精管，后者在远端部分膨大而成贮精囊。贮

祷囊末端接阴茎。阴茎与贮精囊周围常有一簇单细胞腺体，称为前列腺。贮精囊、阴

．茎和前列腺常包在一个袋囊中，称为阴茎囊。有的种类缺阴茎囊。贮精囊包在阴茎囊内

的称为内贮精囊；在阴茎囊外时，称为外贮精囊。由于阴茎壁上有肌纤维，所以在交配

时可以伸出体外而与雌性生殖器官的远端相交接。

雌性生殖器官有卵巢(Ovary)、输卵管(oviductu s)、受精囊(reC eptacla

seminal)、卵模(ootype)、梅氏腺(gland Mehlis)、卵黄腺(gland Vitelline)、

子宫(uterus)、劳氏管(canal Laureris)等。卵巢的形状各式各样，很多种类为圆

形i椭圆形或不规则的块状，表面光滑，但也有呈长形或分叶状或分支状者。卵巢的位

置或前或后，通常偏在一侧。由卵巢通出输卵管i管的远端与受精囊管、劳氏管及总卵

黄管相汇合。受精囊是暂时贮存精子之所，劳氏管的远端或盲闭或开口于背面，其作用

不明，有人认为是退化的阴道，也有人认为．-IN于排出多余的精子或卵黄球。个别吸虫

(女[／polystoma属)通过劳氏管进行交配，其劳氏管确有阴道的作用。有些种类缺劳氏

管。卵黄腺的形状和位置，也是分类的依据之一，通常是在虫体的两侧，由许多卵黄滤

泡组憾。卵黄滤泡中产生的卵黄球(又称卵黄细胞)经小管、上下纵管、左右横管汇入

卵黄囊，再由卵黄总管与输卵管等相汇合。总卵黄管与输卵管的汇合处为子宫的起始

点，其周围包有一群单纽胞腺体称为梅氏腺。被包围的腔窦叫做卵模。卵巢排出的卵由

输卵管运送与受精囊中的精子相遇而受精。受精卵与卵黄总管运来的卵黄球一同进入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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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受精卵与一部分卵黄球在卵模中被梅氏腺的分泌物包裹而形成卵壳(有人认为卵壳

系由卵黄球分泌的壳滴所形成)，卵壳形成后一个个进入子宫。

吸虫的子宫有的长、有的短，一般来说藏卵多者子宫长，藏卵少者子宫短(如旋睾

科SPirorchiidae和血居科Sanguinicolidae的子宫短，其中只含一个或少数卵)。长形

子宫有的先盘旋向后(称下降支)再折转向前(称上升支)，但也有一些种类只有上升

支而无下降支，子宫的末端(metraterm)常为肌肉质的结构，通常具有阴道的作用，

故暂命名为阴道。阴茎与阴道经常开口于公共的生殖窦或生殖腔，并以公共的生殖孔通

向外界。生殖腔的变化很大，有的结构简单，生殖腔小而短(如华枝睾吸虫)；有的

细长呈管状成为两性管(如很多半尾科(Heminuridae)吸虫]；也有一些种类生殖腔

孔变细，周围有生殖肉或生殖吸盘，或二者兼有之，还有一些吸虫生殖腔构成一个宽大
的腹袋。

趿虫可同体(自体)受精，也可异体受精。异体受精时，彼此以阴茎插入对方的子

宫末端或劳氏管(如该管与外界相通时)中以输入精子，然后到达受精囊，缺受精囊的

吸虫，子宫的近端可作暂时贮存精子之用。(图4)

。

吸虫的生活史

寄生于体表的吸，虫(单殖类)发育过程很简单(通常只有毛蚴、且无宿主的转

换)，而寄生在体内的吸虫(盾腹类与复殖类)发育过程比较复杂或者很复杂，不但有

世代交替，也要更换寄主。很多种类在全部生活史中要经过虫卵、毛蚴、胞蚴、雷蚴、

尾蚴、囊蚴等阶段，才能发育为成虫。

虫卵吸虫的卵在形状、大小、结构、颜色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这在分类上和病原诊

断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很多吸虫的虫卵为椭圆形或纺锤形，卵的一端有盖，但也有些虫

卵无盖，一端或两端有短的棘刺(裂体科的一些种类)或极丝(如单殖类的一些吸

虫)。也有既具卵盖也生极丝者(如背孔科吸虫)。虫卵的大小差别悬殊，有的很大

(如波兰毕哈吸虫Bilharziella Polonica的卵长可达0．4毫米，肝片吸虫与姜片虫的

卵也有0．14毫米)，有的很小(如华枝睾吸虫的卵长只有0．028毫米、矛形双腔吸虫的

卵长也不超过O．045毫米)。随宿主排泄物排出的虫卵，有的是单个细胞、数个细胞或更多

的细胞，但也有卵内包着未孵化的毛蚴者，绝大多数种的虫卵要排出体外，落入水中(或潮

湿处)，经过发育才能孵出毛蚴。但也有极少数种类(如嗜眼科中的平睾吸虫Parorchis

acanthus)的虫卵在子宫内即行孵化，这实际上叫做卵胎生。更有少数种(如华枝睾吸

虫)的虫卵，要被中间宿主——螺蛳摄人体内后才能孵出毛蚴。(图5)

毛蚴常呈圆锥状、椭圆形或圆筒状，全身或一部生有纤毛，背面前方常具眼点

一对，前端生有一顶突或锥剌(又称为喙)，并有分泌腺或头腺(Cephalic gland)

开口其上。锥剌和头腺都是毛蚴钻入中间宿主的利器。毛蚴的内部结构有胚细胞团、简

单的肠管以及神经系统和排泄器官等。毛蚴不进食，但很活泼，能在水中游泳一、两天

之久，当遇到中间宿主(通常是软体动物)时，即主动或被动地进人体内，脱去被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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