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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

重庆地区黑眶蟾蜍 !"#$ %&’()$*+,-+"* 肠道

B 种寄生鞭毛虫的研究
!

李! 颖，赵元莙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动物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学院，重庆 %###%C）

摘! 要：采用活体观察及 D6;8</ 染色方法，对重庆北碚地区黑眶蟾蜍（!"#$ %&’()$*+,-+"*）肠道内的 B 种寄生鞭毛虫，

即：肠六鞭毛虫（.&/(%,+( ,)+&*+,)(’,*，E-F/(G6.，H$%H），巨大唇鞭虫（01,’$%(*+,/ 2,2()+(，76;，HI%$）和堂皇三毛滴虫

（34,+4,-1$%$)(* ("2"*+(，&0;J;6;11，HIHH）进行了形态学研究，其中巨大唇鞭虫（05 2,2()+(）为中国新记录种。文章对

所获 B 种鞭毛虫还进行了种的清理和修定。

关键词：寄生鞭毛虫；黑眶蟾蜍；重庆

中图分类号：KI*I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HLC"M LLIB（"##$）#"M ##H"M #%

! ! 鞭毛虫种类繁多，形态复杂多样且分布极为广

泛（N/(6/.=;，"##%）［H］。迄今为止，国内相关研究

较少，尤其关于寄生或共栖生于两栖类的鞭毛虫则

鲜有报道（陈启鎏，HI%I，HI*L；李连祥，倪达书，

HII*）［"M%］。作为系列研究之一，本文记述了采自重

庆地区之黑眶蟾蜍（!"#$ 6&’()$*+,-+"*）肠道内的 B
种寄生鞭毛虫，它们分别为肠六鞭毛虫（.&/(%,+(
,)+&*+,)(’,*），巨大唇鞭虫（01,’$%(*+,/ 2,2()+(）和堂

皇三毛滴虫（34,+4,-1$%$)(* ("2"*+(），现描述如下。

H 材料与方法

寄主黑眶蟾蜍（!"#$ %&’()$*+,-+"*）采自重庆北

碚区，取其肠道内容物稀释后直接涂片并立即镜检

观察；然后将涂片按以下流程进行依次处理：甲醇固

定（B O *86.），D6;8</ 染液染色（B* O *#86.），中性

水冲洗（#) * O H86.），I*P 的酒精溶液脱水（H86.）。

活体及染色标本的观察拍照均在 7QRS7 TML## 显

微镜完成，线条图通过计算机软件 2,(;0EU&V HH) #
和 W3,=,<3,’ C) # 完成。

" 结果与讨论

") H 肠 六 鞭 毛 虫（ .&/(%,+( ,)+&*+,)(’,* E-F/(G6.，

H$%H）

肉足鞭毛门 ?/(@,8/<=64,’3,(/，X,.6Y;(4 Z [/0M

/8-=3，HILB
鞭毛亚门 N/<=64,’3,(/ E6;<6.4，H$LL
动鞭虫纲 \,,8/<=64,’3,(/ 2/0]6.<，HI#I
双滴虫目 E6’0,8,./G6G/ V;.>,.，HI"L
六鞭毛科 X;J/86=6G/; R;.=，H$$#
六鞭毛虫属 .&/(%,+( E-F/(G6.，H$B$
寄主及部位：黑眶蟾蜍（!"#$ %&’()$*+,-+"*）的

肠道

采集地：重庆北碚区

采集时间："##C 年 " 月

形态学重描述（ 图 H&M[，D 见封二彩图；图

"&）：活体呈梨形或卵形，尾部有短的胞质突起，运

动迅速。D6;8</ 染色标本显示虫体呈卵圆形，少数

长形。具两个卵形或长卵形胞核，约呈“ 八”字形位

于虫体前方。虫体表面光滑无条纹，后端有两个直

径约 H!8 的黑色球体结构。鞭毛 % 对，其中前鞭毛

B 对，游离。另 H 对向后延伸，末端游离成为后鞭

毛，并形成轴索；两条轴索沿胞核外侧通向后端，不

相互交叉。前后鞭毛粗细均匀，长度几乎相等。

虫体量度（) ^ %%）：虫体长约 I) #!8（$) # O
HH) #），虫体宽约 L) #!8（B) * O C) *），胞核长约

") #!8（H) * O B) #），胞核宽约 H) #!8（#) * O H) *），

虫体前鞭毛长约 H%) *!8（$) # O H$) #），后鞭毛长约

HB) #!8（$) # O 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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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肠六鞭毛虫（!"#$%&’$ &(’")’&($*&)）最先

由 !"#$%&’(（)*+)）在青蛙肠道里发现。在欧洲的

褐色斑鳟（+,-’’$ .$,&/）、0/’"**$ ’,&1&,,$’$ 和 02 0-)3
’"*$ 等鱼类以及美洲豹蛙（4$($ 5&5"()）、林蛙（ ,$($
’"%5/,$,&$）的肠道里有该种的寄生［,3-］。另外，在绿

池蛙（4$($ 1*$%&’$()）和牛蛙（4$($ 1$’")6"&$($）的

血液中也有该种的报道［.］。对于六鞭毛虫属 !"#3
$%&’$ 的不同的种类，一般可依据虫体的形态及核的

形态、大小，两核相互间的位置，轴索的粗细，体表和

体内的特殊结构等特征来区分开 ［*］。其中肠六鞭

毛虫（!2 &(’")’&($*&)）区别于其他种的最典型特征就

是虫体尾部有突起［/］。本研究中的六鞭毛虫，除寄

主不同，体后端有两个功能不详、直径约 )!0 的黑

色球形的结构外，其余形态学特征及统计数据与

1"2&$ 3 4567(8$9$ 报道过的肠六鞭毛虫极为相似

（虫体长：*: ; < )): ;!0 与 , < );!0；虫体宽：=: , <
.: ,!0 与 = < .!0）［/］，同时本研究种群具有典型

的虫体尾部突起，鉴于上述特征，故将本种置于肠六

鞭毛虫（!2 &(’")’&($*&)）。黑眶蟾蜍（7-./ %"*$(/)’&13
’-)）为该种的新寄主。本研究描述的虫体后端的两

个直径约 ) !0 的黑色球体的结构，是以往所不曾

报道过的特征，但功能不详，有待进一步研究。

>: > 巨大唇鞭虫（89&*/%$)’&# :&:$(’$，4’?，)/+* ）

曲滴虫目 @?A5%A$05($&’&$ B%$CC? ，)/,>；

曲滴虫科 @?A5%A$05($&’&$? D?(%’E6，)/=>；

唇鞭虫属 89&*/%$)’&# F2?G?’?HH ，)/)>；

寄主及部位：黑眶蟾蜍（7-./ %"*$(/)’&1’-)）的

肠道；

采集地：重庆北碚区；

采集时间：>;;- 年 * 月。

形态学重描述（ 图 )IJ!，K 见封二彩图；图

>L）：活体时，虫体呈长卵形，螺旋形运动。B’?0C$
染色标本显示虫体呈梨形或长卵形，前端略微突出，

而后端突出并形成穗状的尾。胞核圆形或卵圆形，

位于虫体前端略 ) M = 处。虫体前端具鞭毛 + 条，其

中 = 条向前延伸，) 条向后延伸且向后延伸的一条

较前 = 条短，并位于胞口边缘。

虫体量度（( N >+）：虫体长（ 不包括穗状的尾

突）约 >=: ;!0（)*: ; < >*: ,），虫体全长（包括穗状

的尾 突）约 ==: ;!0（ >.: ; < +=: ;），虫 体 宽 约

)+: ;!0（*: ; < )*: ;），胞核长约 ,: ;!0（=: ; <
,: ;），胞核宽约 +: ;!0（>: ; < ,: ;），虫体 = 条前鞭

毛均长约 )-: ;!0（)=: ; < )/: ;）。

讨论：该属已报道种类约 >/ 种［);］，广泛寄生于

无脊 椎 动 物 或 脊 椎 动 物 寄 主 体 内。巨 大 唇 鞭 虫

（89&*/%$)’&# :&:$(’$）是由 4’?（)/+*）［))］根据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 K: D?(%’E6 教授提供的红

蝾螈肠道内的寄生虫标本而描述的。本种群除虫体

的宽度稍大于 4’?（)/+*）的原始描述种群（ 虫体

长：)*: ; < >*: ,!0 与 ).: - < >.: ,!0；虫体宽：*: ;
< )*: ;!0 与 .: ) < )+: ;!0）外，其它形态学特征与

后者表现出高度一致，故认为是同种。黑眶蟾蜍

（7-./ %"*$(/)’&1’-)）是该种新寄主，此为中国新记录

种。1"2&$ 3 4567(8$9$［/］曾认为 4’?（)/+*）描述

的巨大唇鞭虫（82 :&:$(’$）可能是卡氏唇鞭虫（82
1$-**",;&），但就虫体的量度来看，4’?（)/+*）描述的

巨大唇鞭虫（82 :&:$(’$）大于 F2?G?’?HH（)/;/）［)>］

首次在产婆蟾（<*;’") /6)’"’,&1$(）肠道中报道的卡氏

唇鞭虫（82 1$-**",;&）大（虫体长：).: - < >.: ,!0 与

>; < >,!0；虫体宽：.: ) < )+: ;!0 与 *!0），尤其是

虫体宽度，两者表现明显差异。根据本研究结果，作

者认为巨大唇鞭虫（82 :&:$(’$）应为一独立虫种。

>: = 堂皇三毛滴虫（+,&’,&19/%/($) $-:-)’$，F2?G?’?HH，
)/))）

该种 的 同 物 异 名（ O7( ）：+,&19/%/($) $-:-)’$
F2?G?’?HH，)/))；

毛滴虫目 P%’E6505(&’&$ 1’%Q7，)/+.；

三毛滴虫属 +,&’,&19/%/($) 15H5’&，)/>;；

寄主及部位：黑眶蟾蜍（7-./ %"*$(/)’&1’-)）的

肠道；

采集地：重庆北碚区；

采集时间：>;;. 年 > 月。

形态学重描述（图 )RJS，T 见封二彩图；图 >IJ
!）：活体呈梨形、卵形或梭形，一般可见伸出体外的

非收缩性轴杆，常作翻转式运动且运动较为迅速。

B’?0C$ 染色标本显示虫体呈梨形或卵形，自前方的

生毛体长出 + 根鞭毛，其中 = 根为不等长的自由前

鞭毛，另一根向后延伸并与虫体质膜形成波动膜，且

可观察到 + < - 个明显呈横栏状的波状结构；其鞭毛

末端通常延伸出体外呈游离状态。肋较明显，呈细

棒状。非收缩性轴杆呈较粗壮的管状，并纵穿虫体

中央，其末端常伸出体外且急剧变细呈尖锥状；靠近

轴杆基部通常可见外轴周环。副基体呈棒状或香肠

形。细胞核着色较深，呈圆形或卵形，位于虫体前端

) M = 处。

虫体量度（( N >*）：虫体长约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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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体宽约 %&# $!’（%%# $ ( %)# $），胞核长约

*# $!’（+# $ ( )# $），胞核宽约 +# $!’（&# $ ( *# $），

虫体 & 根前鞭毛均长约 !$# $!’（%%# $ ( !&# $），后

鞭毛长约 %*# $!’（%$# $ ( %)# $）。

讨论：目前已报道的三毛滴虫属种类约 !$ 余

种［%&］。,-./.0.11（%2%%）首先从法国无尾目两栖类

动物中发现并描述了堂皇毛滴虫（!"#$%&’&()* )+,
-+*.)），341405（%2!$）又重新研究了该虫，建立了三

毛滴虫属 !"#."#$%&’&()*，将其重组合为堂皇三毛滴

虫（!"#."#$%&’&()* )+-+*.)）［%+］。67.8（%2+2）从中

国的蟾蜍（/+0& 1+2-)"#*）的直肠获得该种，但仍鉴

别为堂皇毛滴虫（!3 )+-+*.)），并对其进行了重描

述［!］。而后，9:;;<.=（%2*+）分别从美国、墨西哥和

巴拿马的青蛙、蟾蜍和蝾螈的肠道内发现该种并对

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同时指出该种不仅在种群间

存在量度差异，而且在种群内也有较大的量度变

化［%+］。3:-5>（%2*)）从捷克的蜥蜴肠道内获得过

此种［*］。在本研究中，除本种群的虫体大小量度变

化幅度稍小外，其它形态学特征及量度均与先前报

道过的堂皇三毛滴虫（!3 )+-+*.)）极为一致（ 表

%），故认为是同种。

? ? ? 图 !? 鞭毛虫形态线条图

,，肠六鞭毛虫；9，巨大唇鞭虫；

6@A，堂皇三毛滴虫；比例尺：%$!’#

B0C# !? A0>C<>’>;0D 5<>E08C 41 1->C.-->;.F
,，456)’#.) #(.5*.#()2#* A:G><508，%H+%；

9，7%#2&’)*.#6 -#-)(.)，I0.，%2+H；

6@A，!"#."#$%&’&()* )+-+*.)（,-./.0.11，%2%%）；

JD>-. K><：%$!’#

表 %? 堂皇三毛滴虫（!"#."#$%&’&()* )+-+*.)）不同种群的形态学特征比较

L>K-. %? M4<N74’.;<0D D4’N><0F48 41 F0/ N4N:->;048F 41 !"#."#$%&’&()* )+-+*.)

堂皇三毛滴虫

!"#."#$%&’&()*

)+-+*.)

（,-./.0.11，%2%%）

种群 % 种群 ! 种群 & 种群 + 种群 * 种群 "

虫体形态 梨形或卵形 梨形、卵形或管形 梨形、卵形或管形 梨形、卵形或管形 长梭形 梨形、梭形或圆形

虫体长 O !’ %&# $ ( !"# $ H#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虫体宽 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胞核长 O !’ +# $ ( )# $ !# H ( "# $ !# H ( "# $ !# H ( "# $ P +# $ ( *# $

胞核宽 O !’ &# $ ( *# $ %# " ( +# + %# " ( +# + %# " ( +# + P !# * ( &# $

寄主 蟾蜍 蟾蜍 青蛙 蝾螈 蜥蜴 蟾蜍

分布 中国 美国、墨西哥和巴拿马 美国、墨西哥和巴拿马 美国、墨西哥和巴拿马 捷克 中国

资料来源 本研究 9:;;<.=，%2*+ 9:;;<.=，%2*+ 9:;;<.=，%2*+ 3:54，%2)% 6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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