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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B 种鲶形目鱼类：光泽黄颡鱼（!"#$"%&’()*+ ,-$-.*+）、鲶（/-#*)*+ ’+%$*+）、大口鲶（/-#*)*+ 0")-.-%,’#-+）进行了外

寄生车轮虫多样性的调查研究，旨在澄清鱼类寄生车轮虫分类学的混乱，并为水产养殖中该类疾病病原的调查提供

基础资料。借助 43H*’ IFD## 显微镜，采用活体观察以及干银染色法，运用国际间“ 统一特定描述”及“ 齿体定位描

述”方法，对车轮虫的形态学特征、附着盘结构以及统计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获得了 G 种隶属车轮虫属的寄生车

轮虫即适度车轮虫（1)-23%.-,’ 0%."+$’ J*5，$C)#）、易变车轮虫（1)-23%.-,’ 0*$’&-#-+ K&L+M9H3NO31&-&，$CDP）、喙状车

轮虫（1)-23%.-,’ )%+$)’$’ K+-853’&，$CDP）和蛙车轮虫（1)-23%.-,’ )’,’" ?& /+’0&，$CQ#）。蛙车轮虫为中国新纪录种，

且首次从鱼体检获，大口鲶是蛙车轮虫的新寄主记录；光泽黄颡鱼、鲶和大口鲶分别为适度车轮虫、易变车轮虫和喙

状车轮虫的新寄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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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病原纤毛虫，车轮虫常引起鱼类生理和行

为的异常反应，严重时可致其死亡；在水产养殖中，

对病原体的正确认识以及对致病机理的了解有助于

预防及控制此类疾病的发生及其发展［$F"］。迄今为

止，国际间对车轮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形态分类学

方面。国内对车轮虫的研究起步较晚，"# 世纪 Q#
P# 年代，陈启瑬、李连祥等对辽河和湖北等地淡水

水系的车轮虫有过部分报道［BFQ］；"### 年以来，赵元

莙、唐发辉、陶燕飞、周杨等人对重庆地区的鲫（4’)5
’++-*+ ’*)’$*+）、鲢（ 678%83$’#0-23$37+ 0%#-$)-9）、鳙

（:)-+$-23$37+ ,%&-#-+）和草鱼（4$",%83’)7,(%.%, -."#5
#*+）的寄生车轮虫也有研究［$F"，DF$B］。在此基础上，本

研究进一步对重庆地区其他经济鱼类的车轮虫进行

了调查研究，获得了一批车轮虫标本，并提供了其中

G 种淡水车轮虫的形态学研究数据。

$ 材料与方法

采用国际间统一使用的干银染色法以显示车轮

虫的附着盘结构；应用 U*399’8,［$G］提出的甲基绿F派
咯宁染色法显示车轮虫核器的形态结构。车轮虫数

据统计模式及种类鉴定依据 J*5［$Q］提供的方法进

行；车轮虫附着盘中的齿体定位描述则依据 >&’ 和

V&993*’［$D］倡导的、W&’1 等［)］补充的方法进行。显微

照片借助 43H*’ IFD## 显微镜和 //?F$"## 数码照相

机拍摄完成，齿体定位图借助 /*,8-?XTY $$( #［$)］软

件绘制。

" 结果与讨论

车轮虫在分类学上属于纤毛门（/3-3*Z0*,& ?*F
.-83’，$C#$）、寡膜纲（@-31*0;58’*Z0*,8& [8 \+;:*,&=
8: &-( ，$C)G）、缘毛目（\8,3:,3=03[& <:83’，$PQC）、车轮

虫科（W,3=0*[3’3[&8 /-&+9，$P)G）、车轮虫属（1)-23%.5
-,’ I0,8’M8,1，$PBP）。

"( $ 适度车轮虫

拉丁学名：1)-23%.-,’ 0%."+$’ J*5，$C)#
寄主及寄生部位：光泽黄颡鱼（!"#$"%&’()*+ ,-$-5

.*+）的鳃

采集地：重庆市沙坪坝区

采集时间："##P 年 $# 月 "G 日

形态学描述（图 $T，封三彩图 "T V）：适度车

轮虫是一种中型的淡水车轮虫，其附着盘中央暗淡，

无颗粒存在；齿钩略呈半月形；其外切缘圆滑；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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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缘均光滑；齿钩凸点接触或略过 ! ! " 轴，与齿钩

凹点几乎在同一水平上；无钩突及后突起；齿钩连接

较纤细；齿锥发达，齿锥间嵌合较为紧密，齿锥顶点

超过 " # $!!%"；无棘突；齿棘较粗短，齿棘连接较粗

壮，齿棘顶点钝圆且向前倾斜，略过 ! 轴。以甲基

绿%派咯宁活体染色显示其核器：大核“&”形，小核

椭圆形；口围绕度约 ’() * ’+),。

本种测量标本为干银法标本，测量标本数 " -
"$。其附着盘结构的形态学统计数据为：其虫体直

径范围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1 2 0
’1 "）!/；附着盘直径范围 $$ ’$ !/，平均值 0 标

准差为（$(1 ’ 0 $1 +）!/；齿环直径范围 "$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31 4 0 "1 .）!/；缘膜宽范围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1 . 0 )1 ’）!/；齿体数

范围 "+ $$ 个；齿体纵长范围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1 2 0 )1 4）!/，齿长范围 2 3 !/，平均

值 0 标 准 差 为（21 3 0 )1 ’）!/，齿 钩 长 范 围 ’
2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1 3 0 )1 2）!/，齿锥宽范

围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1 ) 0 )1 $）!/，齿

棘长范围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 0 )1 2）

!/；辐线数范围 4 ( 条。

讨论：本种具有的鉴别性特征为虫体个体较小

（一般为 ’) !/ 左右）、齿体较圆滑、齿钩略呈半月

形、齿锥发达、齿棘较粗。适度车轮虫被 56/ 描述以

来，陆续再被 789:;8 和 56/、<=>>6? 和 @=? 7>、A:=6
和 B=?C、B=6 等在世界各地发现并描述［4，")，".%$)］。本

种群是在光泽黄颡鱼上发现的，其齿体的形态特征

和统计数据都与 56/ 的原始描述之一（ 封三彩图

$<）吻合［".］，故为适度车轮虫。本种群与同样采自

重庆地区的 A:=6 和 B=?C 的种群相比而言，仅齿钩

略有差异———本种群的齿钩较粗壮圆滑，A:=6 和

B=?C 的种群的齿钩较纤细［4］；此外，两个种群齿体

的形态特征和统计数据没有明显差异。光泽黄颡鱼

是适度车轮虫的新寄主记录。

$1 $ 易变车轮虫

拉丁 学 名：#$%&’()%"* +,-*.%/%0 D=E;F>GHIJHC%
=K=，"+4.

寄主及寄生部位：鲶（1%/,$,0 *0(-,0）的鳃

采集地：重庆市渝中区

采集时间：$))+ 年 ’ 月 ") 日

形态学描述（图 "<，封三彩图 $L M）：易变车

轮虫是一种大型的淡水车轮虫，其附着盘中央暗淡，

无明显颗粒存在。齿钩宽大略呈矩形，齿钩外切缘

近平直，齿钩前缘接触或不及 ! ! " 轴；齿钩连接较

为发达，无钩突及后突起；齿锥发达，齿锥间嵌合较

为紧密，齿锥顶点超过 " # $!!%"；棘突不明显；齿棘

粗大，较长，齿棘连接较粗壮；2 轴上部分与 2 轴下

部分比例接近 "N $，齿棘顶点钝圆且向前倾斜，接近

! 轴。以甲基绿%派咯宁活体染色显示其核器：大核

“&”形，小核椭圆形；口围绕度为 ’.) 2)),。

形态学统计数据如下。测量标本数 " - "2。虫

体直径范围 3. ("1 3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4. 0
’1 +）!/；附着盘直径范围 2. 4)1 3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3( 0 ’1 2）!/；缘膜宽范围 2 31 3 !/，平

均值 0 标准差为（21 . 0 )1 ’）!/；辐线数范围 +
") 条；齿环直径范围 ’2 2"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

（’. 0 $1 "）!/；齿体数范围 $3 $. 个；齿体纵长范

围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 0 "1 ’）!/，齿

长范围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 0 )1 ’）!/，

齿钩长范围 4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31 ’ 0
)1 3）!/，齿锥宽范围 $ ’ !/，平均值 0 标准差为

（’ 0 )1 $）!/，齿棘长范围 . "$ !/，平均值 0 标准

差为（") 0 "1 $）!/。

讨论：易变车轮虫最早是由 D=E;F>GH 和 JHC=K=
于 "+4. 年在鲤鱼（345$%",0 &*$5%(）上发现并描述，

随后在在欧洲、西非、澳大利亚、亚洲等各地的不同

寄主上都有发现，并且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变异

性［+%")，$"%$’］。先前报道的感染易变车轮虫的寄主有

小赤鞘鱼（67,&*50%,0 )7/%"7*-,0）、草鱼（3-7"(5’*$4"8
9()(" %)7//,0）、鲢、鳙、银鲫（3*$*00%,0 *,$*-,0 9%.78
/%(）、拟 鲤（ :,-%/,0 $,-%/,0）、丝!"（ :’()7,0 07$%8
&7,0）、鲤等，且鱼体鳃表、皮肤及粘液都可作为其寄

生的部位［+%")，"4，".，$"%$’］。由此可见，易变车轮虫是一

类分布较为广泛的淡水车轮虫。本研究中，此虫是

在鲶鳃上获得，其形态学特征与 <=>>6? 和 @=? 7> 在

以色列的鲤上发现的该虫尤为相似［"4，$$］。易变车

轮虫主要寄生在鲤科鱼类上，这是首次在鲶科鱼类

身上发现的，鲶是易变车轮虫的新寄主记录。

$1 ’ 喙状车轮虫

拉丁学名：#$%&’()%"* $(0-$*-*，D;KO/H?=，"+4.
寄主及寄生部位：大口鲶（1%/,$,0 +7$%)%("*/%0）

的鳃

采集地：重庆市潼南县

采集时间：$)). 年 ") 月 $2 日

形态学描述（图 "L，封三彩图 $P Q）：喙状车

轮虫是一种大型的呈圆盘状的车轮虫。齿钩比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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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骨突钝圆；齿钩前缘以及齿钩外切缘均光滑，齿

钩前缘接触或超过 ! ! " 轴；" 轴上部分与 " 轴下部

分形状相似、比例接近；齿锥嵌合紧密；齿棘粗短且

顶点钝圆，与 ! 轴基本平行，具后突起。以甲基绿#
派咯宁活体染色显示其核器：大核“$”形，小核椭圆

形；口围绕度约 %&’ (’’ )。

形态学统计数据如下。测量标本数 # * "+。虫

体直径范围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0 & /
(0 ,）!.；附着盘直径范围 (" ,, !.，平均值 / 标

准差为（(1 / (0 ,）!.；缘膜宽范围 - 1 !.，平均值

/ 标准差为（-0 ’ / ’0 (）!.；齿环直径范围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2 / %0 +）!.；齿体数范

围 ++ +, 个；齿体纵长范围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0 ’ / ’0 2）!.，齿长范围 - 2 !.，平均

值 / 标准差为（1 / ’0 ,）!.，齿钩长范围 ,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 / ’0 %）!.，齿锥宽范围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 / ’0 (）!.，齿棘长 (
1 !.，平均值 / 标准差为（, / ’0 1）!.。

讨论：喙状车轮虫首先由 3456.789 在前苏联的

拟鲤、鲤、东方欧鳊（$%&’()* %&’(’ +&),#-’.)*）的鳃上

发现［+(］，随后，:;. 在匈牙利的丝!鲏的皮肤及鳍

条上发现［"2］，后来，:;. 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拟鲤

上也发现该虫［"&］。本次在大口鲶上获得的种群，无

论是附着盘结构还是形态学统计数据均与 "&1’ 年

:;. 采的种群极为吻合———:;. 的种群中个体直径

为 ,( -1 !.；本种群为 ,% -- !.［"2］，故鉴定为喙

状车轮虫。陶燕飞等曾在鲢、鳙上发现该种车轮虫，

作为中国国内新纪录［""］。本种群与陶燕飞等在鲢鱼

及鳙鱼上采集的种群相比较而言，除本种群的虫体大

小略小于后者（陶等获得的种群中个体直径为 -,
2( !.），齿钩略为纤细（而陶等的种群齿钩略为粗

壮 ）之外，两个种群齿体的形态特征和统计数据没有

明显差异［""］。大口鲶是喙状车轮虫的新寄主记录。

+0 ( 蛙车轮虫

拉丁学名：/&)01+2)#’ &’#’, <9 =48>9，"&,’
寄主及寄生部位：大口鲶的鳃

采集地：重庆市合川区

采集时间：+’’2 年 , 月 "2 日

形态学描述（图 "<，封三彩图 +? @）：蛙车轮

虫属大型的淡水车轮虫，侧面观呈帽状，附着盘中央

无颗粒；齿钩圆滑较宽大、呈镰刀状；骨突尖锐，齿钩

外切缘圆滑；不具钩突；齿锥发达，圆滑的齿锥顶点

紧密相嵌于下一齿体，通常超过 !#" 轴一半；齿棘纤

细较长略弯曲、光滑，具尖锐的齿棘顶点；棘突明显。

以甲基绿#派咯宁活体染色显示其核器：大核“$”

形，小核椭圆形；口围绕度约 %2’ ("’)。

形态学统计数据如下。测量标本数 # * "(。其

虫体直径范围 (- -, !.（,(0 & / -0 ’）!.；附着盘

直径范 围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0 2 /
%0 2）!.；缘膜宽范围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

（%0 ( / ’0 (）!.；齿环直径范围 +’ +, !.，平均值

/ 标 准 差 为（+"0 2 / "0 &）!.；齿 体 数 范 围 +"
+, 个；齿体纵长范围 20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

（""0 1 /"0 %）!.，齿长范围 , 1 !.，平均值 / 标准

差为（,0 & / ’0 -）!.，齿钩长范围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0 2 / ’0 -）!.，齿锥宽范围 " +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0 - / ’0 %）!.，齿棘长范围

%0 ’ -0 ’ !.，平均值 / 标准差为（,0 ( / "）!.。

讨论：寄生在蛙类膀胱内的车轮虫的报道较少，

"&%, 年 AB6CDE>867F6B 最早发现蛙类寄生车轮虫，然

而没有任何的信息记录［+,］，"&(- 年 G9C4B6#GB6.76C
在法国的蛙类中也发现了车轮虫的寄生，但仍没有

定种［+-］。"&,’ 年 <9 =48>9 在葡萄牙的湖蛙（3’#’
&)2)%4#2’）膀胱内发现并描述了一种车轮虫，且将其

H：适度车轮虫（/5 (+2,*-’）；A：易变车轮虫（/5 (4-’%).)*）；=：喙状车轮虫（/5 &+*-&’-’）；<：蛙车轮虫（/5 &’#’,）

图 "I 车轮虫齿体定位线条图

G7J0 "I <79JB9..9C7E FB9K78JD ;L C>6F68C7E56D ;L CB7E>;F787FD

定名为蛙车轮虫［+1］。随

后 =986559（"&,(）在意大

利的食用蛙（3’#’ ,*6
04.,#-’）、?97F6B（"&-(）

在德国南部地区的食

用蛙中也都相继发现

了 蛙 车 轮 虫［+2#+&］。在

先前的报道中，蛙车轮

虫都是寄生在两栖类

体内，且种内变异性较

大 。针 对 此 种 车 轮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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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内变异，!"#$%&’( 于 )*+, 年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

究［-,］。本研究于大口鲶鳃上采集的种群，其附着盘结构

以及统计学特征都与 !"#$%&’( 在保加利亚食用蛙膀胱

内采集的种群表现一致（表 )，封三彩图 ./ 0），故认为

本种群为蛙车轮虫。蛙车轮虫是中国新记录种，且首次

在鱼体内发现，大口鲶是蛙车轮虫的新寄主记录。

表 )1 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寄主的蛙车轮虫不同种群统计学特征比较

2"%3 )1 4567859:;6(< <597"6(&5= 5> ?(>>:6:=; 757$@";(5=& 5> !"#$%&’#() ")()* >659 ?(>>:6:=; 85&;& "=? "6:"

种群编号 寄主 采样地 寄生部位 虫体直径 A !9 齿环直径 A !9 齿体数 A 个 齿体长 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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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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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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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

（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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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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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湖蛙 +, "#’#1.(’) 葡萄牙 膀胱 D, E, L .- -) ), ).
+ 食用蛙 +, *-$./*(0) 意大利 膀胱 L L .+ -D L
* 食用蛙 +, *-$./*(0) 德国 L D+ EG )* .E .+ -- ), ).
), 大口鲶 2#/.".- 3*"#’#&()/#- 重庆 鳃 DJ JE ., .E .) .E +3 E )-

1 1 注：上述资料分别来源于 !"#$%&’(［-,］（种群 ) J）、M" N$=8"［.G］（种群 G）、N"=:@@"［.+］（种群 +）、/"(?:6［.*］（种群 *）和本研究（种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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