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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鄱阳湖地区鲈形目鱼类外寄生车轮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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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活体观察及干银法染色，运用国际间统一特定方法及齿体定位描述法对采自江西鄱阳湖地区淡水鲈形目（Ｐｅｒ
ｃｉｆｏｒｍｅｓ）鱼类如大口黑鲈（犕犻犮狉狅狆狋犲狉狌狊狊犪犾犿狅犻犱犲狊）、乌鳢（犆犺犪狀狀犪犪狉犵狌狊）、鳜（犛犻狀犻狆犲狉犮犪犮犺狌犪狋狊犻）等的外寄生车轮虫进行
详细的形态学描述。本调查研究结果共计获得４种车轮虫和１种小车轮虫，它们分别是：易变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狌狋犪
犫犻犾犻狊Ｋａｚｕｂｓｋｉ＆Ｍｉｇａｌａ，１９６８）、异齿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犺犲狋犲狉狅犱犲狀狋犪狋犪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７７）、重寄生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犺狔狆犲狉
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狊Ｃｈｅｎ＆Ｈｓｉｓｈ，１９８４）、马丁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犪狉犻狋犻狀犽犪犲Ｂａｓｓｏｎ＆ＶａｎＡｓ，１９９１）和纤细小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
犻狀犲犾犾犪狊狌犫狋犻犾犻狊Ｌｏｍ＆Ｈａｌｄａｒ，１９７７）。该５种外寄生车轮虫均为中国鄱阳湖地区新记录，其中马丁车轮虫为中国大陆新
记录。本文还进一步对鄱阳湖地区的鱼类寄主和外寄生车轮虫的感染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外寄生车轮
虫的感染与寄主、寄生部位以及环境等因素有关，易变车轮虫对大口黑鲈具有潜在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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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Ｃｏｒｌｉｓｓ原生动物纤毛虫的分类系统，车轮虫
隶属于纤毛门（ＣｉｌｉｏｐｈｏｒａＤｏｆｌｅｉｎ，１９０１）、寡膜纲
（ＯｌｉｇｏｈｙｍｅｎｏｐｈｏｒｅａｄｅＰｕｙｔｏｒａｃｅｔａｌ．，１９７４）、缘毛
目（Ｐ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ｄａＳｔｅｉｎ，１８５９）、车轮虫科（Ｔｒｉｃｈｏｄｉｎｉ
ｄａｅＣｌａｕｓ，１８７４）［１］；广义的车轮虫是指一大类具有附
着盘结构，且附着盘由为数众多的齿体所构成的病害
性纤毛虫；而车轮虫的种类鉴定则主要依据附着盘的
形态学结构，尤其附着盘中央的齿体形态结构是车轮
虫种属间鉴定的主要特征。在水产养殖中，车轮虫为
鱼类、甲壳类等养殖动物常见的外寄生或共栖生游走
类纤毛虫；当车轮虫大量寄生于鱼类鳃部时，可导致鳃
丝缺损、组织增生、分泌大量粘液等情况发生，导致鱼
类呼吸困难，影响鱼类正常生命活动；车轮虫病是鱼类
疾病中最常见疾病之一，故常在鱼类养殖中造成较大
的危害［２７］。

鄱阳湖湖体面积３５８３ｋｍ２，位于长江中游的江
西省，为世界第二大、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渔业
资源丰富，累计记录鱼类１３６种［８９］，故渔业、养殖业繁
荣，成为中国淡水渔业养殖主要基地之一。近年来，该
地区鱼类养殖中车轮虫病的爆发持续不断，给该地区

的水产养殖业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１０１１］。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鱼类是鄱阳湖地区主要经济养殖鱼类
的一部分，常见的鲈形目鱼类有鳜（犛犻狀犻狆犲狉犮犪犮犺狌犪狋狊犻
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１８５５）、大眼鳜（犛犻狀犻狆犲狉犮犪犽狀犲狉犻Ｇａｒ
ｍａｎ，１９１２）、斑鳜（犛犻狀犻狆犲狉犮犪狊犮犺犲狉狕犲狉犻Ｓｔｅｉｎｄａｃｈｎｅｒ，
１９２８）、暗鳜（犛犻狀犻狆犲狉犮犪狅犫狊犮狌狉犪（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９３０））、波
纹鳜（犛犻狀犻狆犲狉犮犪狌狀犱狌犾犪狋犪（ＦａｎｇｅｔＣｈｏｎｇ，１９３２））、
长身鳜（犆狅狉犲狅狊犻狀犻狆犲狉犮犪狉狅狌犾犲犻（Ｗｕ，１９３０））、日本少
鳞鳜（犆狅狉犲狅狆犲狉犮犪犽犪狑犪犿犲犫犪狉犻（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
ｇｅｌ，１８４３））、漓江少鳞鳜（犆狅狉犲狅狆犲狉犮犪犾狅狅狀犪（Ｗｕ，
１９３９））、乌鳢（犆犺犪狀狀犪犪狉犵狌狊Ｃａｎｔｏｒ，１８４２）、月鳢
（犆犺犪狀狀犪犪狊犻犪狋犻犮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８５）、子陵吻!

虎鱼
（犚犺犻狀狅犵狅犫犻狌狊犵犻狌狉犻狀狌狊（Ｒｕｔｔｅｒ，１８９７））、波氏吻!

虎
鱼（犚犺犻狀狅犵狅犫犻狌狊犮犾犻犳犳狅狉犱狆狅狆犲犻（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９２５））、粘
皮鲻

!

虎鱼（犕狌犵犻犾狅犵狅犫犻狌狊犿狔狓狅犱犲狉犿狌狊Ｈｅｒｒｅ，
１９３５）、暗色沙塘鳢（犗犱狅狀狋狅犫狌狋犻狊狅犫狊犮狌狉犪（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７））、小黄黝鱼（犕犻犮狉狅狆犲狉犮狅狆狊狊狑犻狀犺狅
狀犻狊（Ｇüｎｔｈｅｒ，１８７３））、圆尾斗鱼（犕犪犮狉狅狆狅犱狌狊狅犮犲犾
犾犪狋狌狊（Ｃａｎｔｏｒ，１８４２））和大口黑鲈（（犕犻犮狉狅狆狋犲狉狌狊狊犪犾
犿狅犻犱犲狊（Ｌａｃéｐèｄｅ，１８０２））等１０余种［８９］，其中大口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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鲈是作为良好的养殖种类而被引入。以往，该地区的
车轮虫研究大都在病害学方面，对车轮虫的种类及分
布均未见有系统报道［８９，１２］。鉴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对
该地区进行了鱼类寄生虫的调查，检获了一批车轮虫
标本，报道于后。本研究为长江中下游鱼类外寄生游
走类纤毛虫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为该地区鱼类寄
生虫研究和当地水产养殖疾病防控提供参考资料。

１材料和方法
从２０１０年８月到２０１１年８月期间对鄱阳湖及其

鄱阳湖地区的养殖鱼类、湖泊内鱼类、周边湿地鱼类等

５种鲈形目鱼类即乌鳢、大口黑鲈、子陵吻!

虎鱼、鳜
和暗鳜进行了外寄生车轮虫的调查（表１）。车轮虫标
本采集的具体方法为：取鱼类鳃片或体表粘液等涂片，
采用甲基绿派咯宁活体染色以显示核器［１３］；涂片空
干后带回实验室，采用干银法染色以显示附着盘结
构［１４］。通过ＮｉｋｏｎＥ６００显微镜和数码ＣＣＤ１２００观
察和拍摄显微照片。线条图的绘制及数据测量分别使
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ＣＳ软件和ＬｅｉｃａＬＡＳＶ３．８软件完成。
车轮虫的形态特征鉴定根据Ｌｏｍ的方法、ＶａｎＡｓ和
Ｂａｓｓｏｎ所倡导的方法、唐发辉等人补充的方法进
行［１５１７］。

表１　鄱阳湖地区鲈形目鱼类及其感染车轮虫一览表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ｆｉｓｈｅｓｈ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ｉｃｈｏｄｉｎｉｄ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ａｒｅａ

寄主鱼 寄生部位 感染车轮虫的种类 采集地点 感染率 平均感
染强度

乌鳢犆．犪狉犵狌狊 鳃

异齿车轮虫犜．犺犲狋犲狉狅犱犲狀狋犪狋犪
易变车轮虫犜．犿狌狋犪犫犻犾犻狊

重寄生车轮虫犜．犺狔狆犲狉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狊
纤细小车轮虫犜．狊狌犫狋犻犾犻狊

都昌县、永修
县、九江县、湖
口县、新建县

解剖７６条感染６条（７．９％） ★
解剖７６条感染３条（４％） ★
解剖７６条感染１９条（２５％）★★★
解剖７６条感染１条（１．３％） ★

大口黑鲈犕．狊犪犾犿狅犻犱犲狊鳃、体表 易变车轮虫犜．犿狌狋犪犫犻犾犻狊 九江县、永修县解剖１３条感染５条（３８．４％） ★
子陵吻

!

虎鱼犆．犵犻狌狉犻狀狌狊 鳃 － 进贤县、余干县 解剖１７条，未见感染（－） －

鳜犛．犮犺狌犪狋狊犻 鳃 异齿车轮虫犜．犺犲狋犲狉狅犱犲狀狋犪狋犪
马丁车轮虫犜．犿犪狉犻狋犻狀犽犪犲

进贤县、永修县解剖２３条感染４条（１７．４％）★★
解剖２３条感染４条（１７．４％）★★

暗鳜犛．狅犫狊犮狌狉犪 鳃 － 湖口县 解剖２条，未见感染（－） －
　　注：表中★表示在显微镜１０倍视野中车轮虫平均个数为５个虫体以下，★★表示平均５～１０个虫体之间，★★★平均多于１０个虫体。

２结果和讨论
２．１多样性调查研究

据文献记载，江西鄱阳湖地区鲈形目鱼类的主要
种类有鳜、大眼鳜、斑鳜、暗鳜、波纹鳜、长身鳜、日本少
鳞鳜、漓江少鳞鳜、乌鳢、月鳢、子陵吻

!

虎鱼、波氏吻
!

虎鱼、粘皮鲻
!

虎鱼、暗色沙塘鳢、小黄黝鱼、圆尾斗
鱼、大口黑鲈等１０余种［８９］；此次研究调查的５种鱼类
中乌鳢、鳜、大口黑鲈为大型鱼类，暗鳜、子陵吻

!

虎鱼
为中小型鱼类。大口黑鲈为该地区的主要湖泊网箱养
殖和水田池塘养殖鱼类。通过本次调查研究，从鄱阳
湖地区５种鲈形目鱼类检获了５种外寄生车轮虫（表
１），它们分别是：易变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狌狋犪犫犻犾犻狊
Ｋａｚｕｂｓｋｉ＆Ｍｉｇａｌａ，１９６８）、异齿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
犺犲狋犲狉狅犱犲狀狋犪狋犪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７７）、重寄生车轮虫（犜狉犻
犮犺狅犱犻狀犪犺狔狆犲狉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狊Ｃｈｅｎ＆Ｈｓｉｓｈ，１９８４）、马丁车
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犪狉犻狋犻狀犽犪犲Ｂａｓｓｏｎ＆ＶａｎＡｓ，
１９９１）和纤细小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犲犾犾犪狊狌犫狋犻犾犻狊Ｌｏｍ＆

Ｈａｌｄａｒ，１９７７），这与陈道印等２０００年曾报道江西鄱
阳湖地区非鲈形目鱼类上感染的车轮虫截然不同。在
该地区已报道的非鲈形目鱼类外寄生车轮虫主要有：
显著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狀狅犫犻犾犾犻狊Ｃｈｅｎ１９６３）、杜氏车
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犱狅犿犲狉犵狌犲犻（Ｗａｌｌｅｎｇｒｅｎ，１８９７））、
东方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Ｃｈｅｎ＆Ｈｓｉｅｈ
１９６４）、鲶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狆犪狉犪狊犻犾狌狉犻Ｃｈｅｎ１９６４）
与鲢车轮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犾犻犲狀犻Ｃｈｅｎ１９５６）［９］。

本研究所涉及到的５种鲈形目鱼类中，仅有乌鳢、
鳜和大口黑鲈感染了车轮虫。其中乌鳢为自然湖泊和
周边湿地野生种类，鳜为湖泊内网箱养殖种类，大口黑
鲈亦为湖泊网箱养殖种类。在样本采集过程中发现，
乌鳢外寄生车轮虫主要为鳃寄生车轮虫，在该地区分
布较广、感染率高且感染强度较大，但寄主鱼未表现出
较明显的发病特征。鳜外寄生车轮虫也为鳃寄生车轮
虫，感染率和感染强度都明显高于自然水体鱼类。而
大口黑鲈感染的车轮虫不仅鳃寄生，而且也是本研究
中唯一表现体表寄生。大口黑鲈之车轮虫的感染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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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较其他鲈形目鱼类较高。其中，从江西省永修县获
得的大口黑鲈大多数处于发病状态，并陆续有部分鱼
类死亡。病鱼通常表现出明显的病征，如鱼体与鳃丝
泛白、体表及鳃丝粘液分泌旺盛等。镜检后发现其中
有易变车轮虫感染。从本次研究的感染车轮虫的鱼类
种类分析还可发现，乌鳢是感染车轮虫种类最多的寄
主鱼，异齿车轮虫、易变车轮虫、重寄生车轮虫与纤细
小车轮虫均有发现，感染率与感染强度不定，且乌鳢感
染易变车轮虫后，不表现明显的病症。相较而言，鳜感
染车轮虫的种类仅发现２种，即异齿车轮虫与马丁车
轮虫感染，都具相对较高的感染率与感染强度。大口
黑鲈是３种鱼类中感染车轮虫种类最少的寄主，仅有
易变车轮虫感染寄生，感染率达３８．４％，且感染强度
也不高。李连祥曾在湖北的

!

虎鱼检获２种车轮
虫［１８］，但本研究则未从子陵吻

!

虎鱼检获车轮虫，可
能与解剖寄主鱼样本数较少以及采集时间不同等因素
相关。综上所述，该地区鲈形目鱼类外寄生车轮虫的多
样性还表现在它们寄主与寄生部位的多样性上；研究还
表明易变车轮虫对大口黑鲈而言可能是致病种类。
２．２形态分类学研究
２．２．１易变车轮虫

拉丁学名：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狌狋犪犫犻犾犻狊Ｋａｚｕｂｓｋｉ＆
Ｍｉｇａｌａ，１９６８（封二彩图１Ａ、Ｂ，图３Ａ、Ｂ）。

寄主和寄生部位：大口黑鲈鳃和体表、乌鳢鳃。
寄生大口黑鲈的种群形态描述（封二彩图１Ａ，标

本测量数狀＝１５）：大型淡水车轮虫；干银法处理样本：
虫体直径６１～７２μｍ（６３．７±３．３）μｍ，附着盘直径
５０～６６μｍ（５７．２±３．５）μｍ，缘膜宽３～５μｍ（３．５±
０．４）μｍ；齿环直径３７～４３μｍ（４０．４±２．０）μｍ；齿
体纵长１３～２３μｍ（１６．９±３．０）μｍ；齿体数２６～２８
个，辐线数８～１０条，附着盘中间暗淡无明显颗粒存
在；齿钩长５～７μｍ（６．０±０．７）μｍ，齿钩前后平行宽

注：Ａ和Ｂ：易变车轮虫犜．犿狌狋犪犫犻犾犻狊；Ｃ和Ｄ：异齿车轮虫犜．犺犲狋犲狉狅犱犲狀狋犪狋犪；Ｅ：重寄生车轮虫
犜．犺狔狆犲狉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狊；Ｆ：马丁车轮虫犜．犿犪狉犻狋犻狀犽犪犲；Ｇ：纤细小车轮虫犜．狊狌犫狋犻犾犻狊。

　图３　车轮虫齿体定位线条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ｅｎ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ｔｒｉｃｈｏｄｉｎｉｄｓ

大，占据犢及犢＋１轴间
大部分空间，不超过犢＋
１轴，外切缘平直，齿钩
骨突略钝微高于外切
缘，齿钩前后缘光滑相
对平行，无明显钩突和
后突起；齿钩连接较粗
壮，齿锥发达，圆滑的齿
锥顶点嵌合下个齿体，
齿锥顶点一般超过１／２犢犢－１；齿棘长６～１１μｍ（８．６
±１．８）μｍ，齿棘粗长。

寄生乌鳢的种群形态描述（封二彩图１Ｂ，标本测

量数狀＝１５）：大型淡水车轮虫；干银法处理样本：虫体
直径５８～７４μｍ（６３．２±３．４）μｍ，附着盘直径５２～
６６μｍ（５７．２±３．５）μｍ，缘膜宽３～５μｍ（３．６±０．５）
μｍ；齿环直径３７～４３μｍ（４０．４±２．０）μｍ；齿体纵长
１２～２１μｍ（１６．３±３．２）μｍ；齿体数２５～２８个，辐线
数８～１０条，附着盘中间无明显颗粒存在；齿钩宽大近
矩形，充满了犢轴间的大半部空间，齿钩长５～７μｍ
（６．２±０．５）μｍ，齿钩外切缘光滑圆润，与缘膜平行，
骨突较尖锐略高于外切缘，齿钩前后缘光滑，平直且相
互平行，齿钩前缘接触或超过犢＋１轴，无钩突及后突
起，齿钩连接粗壮；齿锥发达，具圆润的齿锥顶点和下
一个齿体紧密相连，且其齿锥顶点一般未超过１／２犢犢－
１，齿锥宽１～３μｍ（２．２±０．３）μｍ；齿锥在齿体定位线
条中，犡轴下半部分少于上半部分；齿棘长６～１１μｍ
（８．４±１．５）μｍ，棘连接不明显，齿棘总体稍向后倾斜。

讨论：易变车轮虫首先是１９６８年由Ｋａｚｕｂｓｋｉ和
Ｍｉｇａｌａ于鲤（犆狔狆狉犻狀狌狊犮犪狉狆犻狅）上发现［１９］，后来在草
鱼（犆狋犲狀狅狆犺犪狉狔狀狅犱狅狀犻犱犲犾犾狌狊）、鲢（犎狔狆狅狆犺狋犺犪犾
犿犻犮犺狋犺狔狊犿狅犾犻狋狉犻狓）、小赤鞘鱼（犔犲狌犮犪狆狊犻狌狊犱犲犾犻狀犲
犪狋犲狊）、鳙（犃狉犻狊狋犻犮犺狋犺狔狊狀狅犫犻犾犻狊）、丝" #

（犚犺狅犱犲狌狊．
犛犲狉犻犮犲狌狊）、银鲫（犆犪狉犪狊狊犻狌狊犪狌狉犪狋狌狊）、拟鲤（犚狌狋犻犾狌狊狉狌
狋犻犾狌狊）等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鱼类中多次被报道，且寄主
鱼鳃表、皮肤以及粘液都可以作为该车轮虫寄生部
位［１９２２］；除鲤科鱼类外，印度有报道隶属于鲈形目的
南鲈（犖犪狀犱狌狊狀犪狀犱狌狊）也发现了该车轮虫的寄生［２３］。
本研究在鲈形目的乌鳢和大口黑鲈鳃部、体表都发现
了该车轮虫的寄生，可见易变车轮虫的寄主专一性不
强且寄生部位广泛，故不再是单纯的鲤科鱼类专性寄
生虫。本研究中寄生大口黑鲈鳃和体表以及乌鳢鳃的
异变车轮虫的２种群形态学和统计学数据均无明显差
异，故鉴定为同种。本研究中的２种群除齿棘倾斜度
略有不同之外，与已报道的种群均未表现出明显的差

异。易变车轮虫为鄱阳湖地区新记录，且本研究中的
乌鳢和大口黑鲈为易变车轮虫的寄主新记录。
２．２．２异齿车轮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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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学名：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犺犲狋犲狉狅犱犲狀狋犪狋犪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７７（封二彩图１Ｃ、Ｄ，图３Ｃ、Ｄ）。

寄主和寄生部位：乌鳢鳃、鳜鳃。
寄生乌鳢的种群形态描述（封二彩图１Ｃ，标本测

量数狀＝１５）：中型淡水车轮虫；干银法处理样本：虫体
直径３２～５８μｍ（４５．１±３．９）μｍ，附着盘直径２５～
５１μｍ（３９．５±３．８）μｍ，缘膜宽２～４μｍ（３．３±０．５）
μｍ，齿环直径２２～３４μｍ（２６．２±２．６）μｍ；齿体纵长
９～１４μｍ（１１．８±１．３）μｍ，齿体数２２～２６个，辐线
数１０～１３条，附着盘中央无颗粒；齿钩宽阔圆滑呈镰
刀状，齿钩长３～５μｍ（４．６±０．５）μｍ，齿钩外切缘圆
滑与齿钩前缘形成轻微的幅度，齿钩前后缘光滑皆不
同程度的弯曲，具明显的钩突，偶见后突起；齿锥发达，
圆滑的齿锥顶点超过１／２犢犢－１并紧密相嵌于下一齿
体；齿棘细长略向后倾斜，具尖锐的齿棘顶点，棘突较
明显。

寄生鳜的种群形态描述（封二彩图１Ｄ，标本测量
数狀＝１２）：中型淡水车轮虫；干银法处理样本：虫体直
径３９～４７μｍ（４２．１±２．０）μｍ，附着盘直径３０～３７
μｍ（３２．２±１．６）μｍ，缘膜宽１～３μｍ（２．１±０．５）
μｍ，齿环直径２３～２７μｍ（２４．７±１．０）μｍ；齿体纵长
９～１２μｍ（１０．４±０．４）μｍ，齿体数２２～２５个，辐线
数１０～１２条，附着盘中央无颗粒；齿钩宽阔圆滑呈镰
刀状，齿钩长３～５μｍ（４．０±０．３）μｍ，齿钩外切缘圆
滑与齿钩前缘形成一定的幅度，齿钩前后缘皆弯曲成
一弓形但彼此并不平行，具明显的钩突，偶见后突起；
齿锥较发达，圆滑的齿锥顶点紧密相嵌于下一齿体；齿
棘发达且与犢轴平行，具尖锐的齿棘顶点，棘突明显。

讨论：就齿体形态和统计特征而言，本研究中的２
种群与Ｄｕｎｃａｎ描述的原始种群、Ｂａｓｓｏｎ等人以及唐
发辉等人描述的种群形态学基本一致［２，２４２９］，故确认
为异齿车轮虫。该虫在不同寄主上都发现且存在较大
的种群变异，如在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的莫桑比克罗非
鱼（犜犻犾犪狆犻犪犿狅狊狊犪犿犫犻犮犪）、中国重庆和以色列的鲫
（犆犪狉犪狊狊犻狌狊犪狌狉犪狋狌狊）、南非的大眼异吻象鼻鱼（犕犪犮
狉狌狊犲狀犻狌狊犿犪犮狉狅犾犲狆犻犱狅狋狌狊）和岩头长颌鱼（犘犲狋狉狅犮犲狆犺犪
犾狌狊犮犪狋狅狊狋狅犿犪）等寄主鱼鳃获得的异齿车轮虫种群均
有不同的变异，但均具备无中央颗粒附着盘、发育完全
且发达的齿体、宽阔且具明显前钩突的镰刀状齿钩、发
达的齿锥和齿棘等鉴别形的特征。Ｄｕｎｃａｎ早先就该
虫种的不同种群作了详细描述，后续的报道进一步证
实了这一特点［２，２４２９］。本研究中，寄生鳜鳃和乌鳢鳃
的异齿车轮虫的２种群形态学无明显差异，寄生乌鳢
的种群的统计学数据在寄生鳜的统计学数据范围内，

故鉴定为同种。本种在鳜鳃的感染强度比在乌鳢鳃的
高（表１）。感染乌鳢和鳜的异齿车轮虫形态略有差
异：寄生乌鳢的种群与Ｄｕｎｃａｎ的原始描述种群很相
近［２４］，齿体粗壮；寄生鳜的种群齿钩稍显纤细（封二彩
图１Ｃ、Ｄ）。与以往报道中寄生于重庆地区的鲫鳃中
的异齿车轮虫种群相比，本研究中的种群除了虫体稍
小（后者直径３７～６２μｍ）［２］，齿体的形态结构并无其
他差异，故鉴定为同种。异齿车轮虫为鄱阳湖地区新
记录。
２．２．３重寄生车轮虫

拉丁学名：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犺狔狆犲狉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狊Ｃｈｅｎ＆
Ｈｓｉｓｈ，１９８４（封二彩图２Ａ、Ｂ，图３Ｅ）。

寄主和寄生部位：乌鳢的鳃。
形态描述（标本测量数狀＝１５）：大中型淡水车轮

虫；干银法处理样本：虫体直径３８～５６μｍ（４５．３±
４．０）μｍ，附着盘直径２７～４１μｍ（３５．２±３．９）μｍ，
齿环直径１８～２７μｍ（２２．５±１．９）μｍ，缘膜宽３～５
μｍ（４．４±０．３）μｍ，齿体纵长９～１６μｍ（１３．４±１．７）
μｍ，齿体数２０～２４个，辐线数７～１０条，附着盘中央
银染未显示颗粒存在；齿钩发达呈镰刀状，占犢轴间
大部分空间，齿钩外切缘与缘膜不平行及齿钩前缘平
滑，齿钩外切缘一般略高于骨突，齿钩前缘弯曲过犢＋
１轴，齿钩后缘稍轻度弯曲，无后突起，齿钩连接粗壮；
齿锥发达，齿锥顶点钝圆且相互紧密连接，齿锥在犡
轴上下相似；齿棘光滑较纤细，通常略偏犢轴前端，棘
突不明显，齿棘顶点较尖锐，齿体在犡轴上下相似。

讨论：重寄生车轮虫是陈启鴙最先于乌鳢鳃寄生
的中华狭腹蚤体表发现并描述，因其双重寄生的特点
而得名［３０］；后来在中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且发现
该虫种可直接寄生于鱼体上［２８２９，３１］。与原始种群相
比，本研究中的种群齿钩前缘和外切缘呈自然弯曲，齿
钩和齿锥连接较原始种群粗壮，此外无其他明显差异，
而且该种群寄主与韩小燕等人在四川岷江地区报道的
种群在形态学特征和统计数据方面皆吻合一致［２７］，故
应为重寄生车轮虫。重寄生车轮虫为鄱阳湖地区新记
录。
２．２．４马丁车轮虫

拉丁学名：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犪狉犻狋犻狀犽犪犲Ｂａｓｓｏｎ＆Ｖａｎ
Ａｓ，１９９１（封二彩图２Ｃ，图３Ｆ）。

寄主和寄生部位：鳜鳃。
形态描述（标本测量数狀＝１５）：中型淡水车轮虫；

干银法处理样本：虫体直径３３～４７μｍ（４０．４±３．８）
μｍ，附着盘直径２１～３９μｍ（３２．８±２．７）μｍ，齿环直
径１５～２０μｍ（１７．２±１．１）μｍ，缘膜宽３～４μｍ（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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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μｍ，齿体纵长８～１３μｍ（１０．４±０．５）μｍ，齿
体数２２～２４个，辐线数８～１０条，附着盘中央无明显
颗粒；齿钩镰刀状不发达，齿钩前后缘上部都弯曲，齿
钩外切缘弯曲与缘膜不平行，外切缘和前缘弯曲成半
月状，齿突和后突起不明显，骨突一般较钝圆，齿钩连
接较为纤细，可以清楚与齿钩和齿锥相区分；齿锥较发
达，齿锥成三角状，齿锥间相互嵌合紧密，齿棘细长。

讨论：马丁车轮虫由Ｂａｓｓｏｎ和ＶａｎＡｓ首先报道
在南非奥伦治河流域尖齿胡鲶（犆犾犪狉犻犪狊犌犪狉犻犲狆犻狀狌狊）
的鳃部有该车轮虫寄生，此后多次在南非赞比河流域
斑胡鲶（犆犾犪狉犻犪狊狊狋犪狆狆犲狉狊犻犻）、蛇胡鲶（犆犾犪狉犻犪狊狋犺犲狅犱狅狉
犪犲）和中国台湾胡子鲶（犆犾犪狉犻犪狊犳狌狊犮狌狊）等鲶形目（Ｓｉｌｕ
ｒｉｆｏｒｍｅｓ）鱼类发现了该车轮虫的寄生［３２３４］。该车轮
虫种群系首次从鲈形目的鳜之鳃丝获得，且表明马丁
车轮虫的寄主专一性不强。本研究检获的种群与原始
种群比较，除虫体大小稍微偏小外，齿体结构高度相
似，虫体大小与在中国台湾报道的种群相近［３２３４］，这
有可能是地区分布和寄主差异造成，可认为是同种。
马丁车轮虫为中国大陆新记录，鳜为该寄生虫的寄主
新记录。
２．２．５纤细小车轮虫

拉丁学名：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犲犾犾犪狊狌犫狋犻犾犻狊Ｌｏｍ＆Ｈａｌ
ｄａｒ，１９７７（封二彩图２Ｄ，图３Ｇ）。

寄主和寄生部位：乌鳢的鳃。
形态描述（标本测量数狀＝１５）：小型淡水车轮虫；

干银法处理样本：虫体直径２４～２８μｍ（２６．４±１．８）
μｍ，附着盘直径１９～２４μｍ（２２．０±１．７）μｍ，齿环直
径１０～１３μｍ（１２．２±０．８）μｍ，缘膜宽１～２μｍ（１．８
±０．３）μｍ，齿体纵长５～７μｍ（６．５±０．７）μｍ，齿体
数２０～２２个，辐线数５～７条，附着盘中央无明显颗
粒；齿钩粗壮，齿钩前后缘上部都较平直稍成角度，齿
钩外切缘平直除个别齿体成一定幅度，具后突起和向
前的两个突起，钩突较齿锥前突起微不发达，齿锥前突
起一般超过犢＋１轴；齿钩连接较为粗短，不易于与齿
钩和齿锥相区分；齿锥较发达，齿棘缺失，整个齿钩与
齿锥略成９０°夹角。

讨论：纤细小车轮虫首次由Ｌｏｍ和Ｈａｌｄａｒ于鲫
鳃表报道并描述［３５］，之后间歇性有该虫的相关报道，
鲤、鲫为常见寄主，且为近几年在中国重庆和四川地区
报道最多的寄主［２９，３６３７］，但鲈形目鱼类寄主至今未见
有纤细小车轮虫报道。本研究首次从乌鳢鳃发现了纤
细小车轮虫的寄生，故乌鳢为该车轮虫的新寄主。本
种群除齿钩上前突起更加明显外，其他形态特征和数
据统计与原始数据表现很高的一致性。纤细小车轮虫

为鄱阳湖地区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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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４７，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ｙｗａｙ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ｙｓｉｌｖｅｒ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ｖｅｔｒｉｃｈｏｄｉｎｉｎｄｓｏｆ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ｆｉｓｈｅｓ，犕犻犮狉狅狆狋犲狉狌狊狊犪犾犿狅犻犱犲狊，犆犺犪狀狀犪犪狉犵狌狊ａｎｄ犛犻狀犻狆犲狉犮犪犮犺狌犪狋狊犻，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Ｌｏｍ
（１９５８）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ｎｔｉｃｌ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ｂｙＶａｎＡｓ＆Ｂａｓｓｏｎ（１９８９）．Ｔｈｅｓｅｆｉｖｅｔｒｉｃｈｏｄｉｎｉｄｓａｒｅｂｅｌｏｗ：犜狉犻
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狌狋犪犫犻犾犻狊Ｋａｚｕｂｓｋｉ＆Ｍｉｇａｌａ，１９６８，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犺犲狋犲狉狅犱犲狀狋犪狋犪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７７，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犺狔狆犲狉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狊Ｃｈｅｎ＆Ｈｓｉｓｈ，
１９８４，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犲犾犾犪狊狌犫狋犻犾犻狊Ｌｏｍ＆Ｈａｌｄａｒ，１９７７，ａｎｄ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犪狉犻狋犻狀犽犪犲Ｂａｓｓｏｎ＆ＶａｎＡｓ，１９９１．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ｆｉｒｓｔｒｅ
ｃｏｒｄ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犪狉犻狋犻狀犽犪犲Ｂａｓｓｏｎ＆ＶａｎＡｓ，１９９１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ｒｅｓ
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ｈａ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ｉｃｈｏｄｉｎｉｄ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ｔｒｉｃｈｏｄｉｎｉｄ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ｕ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ｔｈｅｈｏｓｔ，ｔｈ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犜狉犻犮犺狅犱犻狀犪犿狌狋犪犫犻犾犻狊ｍｉｇｈｔｂ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ｏｆ犕犻犮狉狅狆狋犲狉狌狊狊犪犾犿狅犻犱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ｔｒｉｃｈｏｄｉｎｉ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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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Ｖｏｌ．３０Ｎｏ．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ｎｕｊ．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