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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轮凹口虫新种及其生活史的研究
*

李 连 样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武汉 4 3 0 0 7 2 )

提要 于 19 7 9 年 7 月在武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湖汉采集水草
,

经研究发现须

根上栖息的轮虫体内有一种专门攻击警花臂尾轮虫和双棘臂尾轮虫的凹口虫
,

经鉴定系一新

种
,

其主要特征为
,
传布子长椭圆形

,

两端较尖小
,

中间稍微凹 ;体前方有锥形的钻孔器
,

后端有

3一 , 根长尾毛 ; 大核香肠状
,
小核一个

,

椭圆形
,

伸缩泡一个
,
居中偏后

。

营养子圆球形
,

直径

78 一 14 1拼m ,

大核肾形
,
小核和伸缩泡各一个

,

亦具尾毛 ;裂子数为 2一 32 个
。

寄生
。

致死轮

虫
,

并在轮虫躯壳内完成其生活史
。

能形成次级包囊和抵抗性包囊
。

关键词 纤毛虫 臂轮凹 口虫新种 生活史

关于凹 口 亚 目 (O p h r y o g l e n i n a ,

H y m e n o s t o m a t i d a ) 纤毛虫的形态
、

分类和生活史
,

已有不少学者报道了一些种类
。

其中有少数种类营寄生生活
,

危害鱼类
。

但纤毛虫危害

其它动物的情况尚未见报道
。

本文报告一种专门攻击和吞食曹花 臂尾轮 虫 B ; 。 。 h io 。 :

c a l y c i f l o r u :
和双棘臂尾轮虫 B r a c h i o n o s b i d e n t a t a 内部组织的纤毛虫新种— 臂轮凹

口虫
。

除新种的形态特征外
,

对其生活史也予以报道
。

1 材料和方法

于 1 9 7 9 年 7 月在本所湖汉沿岸的喜旱莲子草 ( A l t
e r a n , h e r a Ph i l o x e r o i d e :

)
、

凤眼

莲 ( E i
c h h o r i n a c r a s : i户 e s

)
、

浮萍 ( L
e m n a m i , o r

) 和聚草 (M y r i o户h y l l“ m s户i c a r u m )

等水草须根以及它们的碎屑上
,

收集到被纤毛虫侵袭的轮虫
,

共 5 3 个
。

取水草须根一段放人凹玻片内
,

滴加 1一 2 滴清水
,

使粘附物松散开
,

在解剖镜下检

查
,

将轮虫躯壳内圆形
、

黑色转动的纤毛虫分离出
,

同时吸移到另一块凹玻片内
,

并置人潮

湿的培养皿中暂养
,

继续观察
。

将刚孵化的传布子移至盛有轮虫的凹玻片内进行感染试验
,

观察它对臂尾轮虫和其

它轮虫的侵袭
,

是怎样钻进轮虫体内的
,

致死轮虫的时间和在轮虫躯壳内吞食
、

长大
、

繁殖

以及生活史中发育不同时期等
。

涂片标本用饿酸气薰死
,

晾干后采用吉姆萨染色和 K le in ( 19 8 , ) 干法银线技 术 制

片 ;或经肖氏液固定
,

海氏苏木精染色
。
另外部分标本还采用 5多的福尔马林固定

,

再用

10 多甘油酒精透明观察
。

1

* 自筹基金
。

倪达书研究员热忱指导
, 特此志谢

。

曾在原生动物学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中定名为绒毛 凹口虫 0夕hr y口 9 1。 , 。 f u : : i口 la , 现更正为臂轮

凹 口虫新种 o P人r 夕0 9 1。。 a b r a c h f o n 滚 s p
·

n o v
·

收稿 日期 : 1 9 9 1 年 3 月 21 日 ;接受 日期 : 1 991 年 7 月 l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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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学研究室
。

2 形态描述

臂轮凹 口 虫
,

新种 O 户h r夕o g l e o a b r a c h i o , 1 s p
.

n o v
.

(图 l a一 i)

根据 A l b a r e t ( 1 96 8 )
,

S a v o i e ( 19 6 1 ) 等学者的报道
,

凹 口纤毛虫生活史中的传布

子 ( t h
e r o n t )

、

营养子 ( t
r o p h o n t ) 和 裂子 ( t

o m o n t ) 的形态特征作为鉴定种的 依 据
。

2
.

1 传布子 传布子是指从轮虫躯壳内孵化出来
,

在水中游动寻找寄主的时 期
。

本新

种呈中间微凹的黄瓜状
,

后方较前端尖小
。

虫体前腹面 l / 4 处有一淡蓝色
、

新月形的反

光体或称李氏体
。 “

C
”

形胞 口区右下方有一个大而明显的伸缩泡
。

大核香肠状
。

小核一

个
,

椭圆形
,

通常贴在大核的一侧 (图 a1 一 b )
。

无论是 活体还是固定的标本
,

在其后端

有 3一 5 根比体纤毛长而不波动的尾毛 (图 1a 一 f )
,

有时其远端彼此粘合成一根粗毛 (图

1。 )
。

固定标本长 1 3 2一 1 6 5拼 m
,

宽 4 2一 5 9户 m ; 大核长 4 4一 4 7拜 m
,

宽 1 3
一 5那 m

。

.2 2 营养子 是指传布子钻进轮虫体内吸取大量营养长大为成熟的个 体
。

本 新种的

传布子进人轮虫体内后即开始吞食寄主的组织细胞 (图 1 1)
,

将组织形成大小不 等 的球

形食物粒
。

随着吞食寄主的营养
,

虫体不断增大
,

由原来比较透明
、

长椭圆形逐渐变成

圆球形
,

颜色较深 (图 l e )
。

虫体直径 78 一 1 4 1拼 m
。

大核肾状
,

位于中部偏后
,

长 42 一 46

拼 m
,

宽 13 一 1 8产 m
。
小核椭圆形

,

一般贴在大核一侧
,

长 5拼 m
,

宽 2一 3产 m
。

胞质中除球

形食物粒外
,

还有数个大小不等的轮虫眼点红色破碎粒
。

伸缩泡 l 个
,

在水温 20 ℃ 时
,

15 一 2 5: 伸缩一次
。

外质透明
,

无大的颗粒
,

在虫体前沿处分布较宽阔 (图 1 9 )
。

胞口 区周

围的毛基粒长出根丝状的纤维
,

并且 3一 5 根的末端拼在一起
,

包围在胞咽的 周 围 (图

1 9 )
。

胞 口 右外方有 2一 3 条纤毛纹环绕胞 口之后向体后延伸
。

胞口 下方的纤毛纹多行
,

其中靠近缝线的一行
,

近胞 口处有间断现象 (图 l h )
。

缝线两边的纤毛纹作人字形排列
,

从顶端弧行地绕至后端 (图 I f
,

h )
。

胞 口区的纤毛纹排列如图 l h
。

虫体前方表膜下有许

多排列整齐
、

呈栅栏状的毛基板 (
c i l i a r y b a s a l p l a t e )

。

.2 3 前裂子 营养子在轮 虫体内吸取营养长大后
,

运动放慢
,

作圆点转动
,

并分泌包膜

或粘液将自身包围起来进行胞器调整
,

准备细胞分裂 (图 1 1)
,

此即谓前裂子
。

这时虫体

变得更圆
,

外部形态没有明显的变化
。

.2 4 裂子 前裂子在环境适宜时
,

虫体在包囊内不停地转动
,

开始分裂
。

随着 分 裂

沟的紧溢
,

胞质和胞核分裂完成
,

形成两个虫体 (图 2a ), 即谓裂子
。

稍待休整后即进行

第二
,

第三…… 次分裂 (图 2b
, 。
)
。

裂子分裂的速度较快
。

当虫体分裂最多 , 次后不再分

裂
。

约经 1
.

h5 休整后
,

在将形成胞 口的一端
,

纤毛基部的毛基板不但越来越明显
,

加粗
,

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变得长和密集
,

这在钻孔器基部周围处更为显著 (图 Z d一 f )
。

当毛基

板形成后
,

虫体活动加快
,

在包囊内来回穿移
,

四处寻找出 口
,

新的一代的第一个传布子从

轮虫前方钻出
,

此后其余的也陆续鱼贯而出 (图 2 9 )
。
此谓新一代纤毛虫

。

连续观察表明
,

一个纤毛虫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各只产生两个传布子
,

第三代始产生四

个传布子
,

第四代产生八个传布子
,

可见其子代繁殖的数 目也是有变动的
。

2 生活史

对生活史的连续观察结果表明
, 2 , 4 , 8 胞的传布子均能钻进轮虫体内

,
长大 ; 16 和

32 胞的传布子
,

尽管在多种轮虫并数量很多的情况下也不侵袭
,

只有两种臂尾轮虫成 为



图 1 臂轮凹口虫新种的形态

F i乡 1Mr o P b o l o g y o f O户人 , y 口 9 1亡移 a b , a c五了。 件 f o P
.

n o v
.

a
一 .d 传布子 : e

一 9
.

营养子 ; 瓦胞 日区纤毛纹 ; i. 早期的营养子 ; j
.

前裂子
。

被侵袭的对象
,

其它如晶囊轮虫 ( A
, 户l a o c h o a s p

.

)
、

龟甲轮虫 ( K
o r a ` 君 l l a s P

.

)
、

椎轮 虫

( N
o , 。 m , a , a o p

.

) 和旋轮虫 (尸人11
0` i u , s p

.

) 等
,

均不被侵袭
。

当传布子钻进轮虫体内
,

吸取营养长大成营养子时
,

如外界环境不适宜
,

营养子在轮

虫躯壳内形成抵抗性包囊 (图 Z h )
。

此包囊在水温 ” 一巧℃ 下
,

历经 2 。一 Z ld 才破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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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鹦

图 2 臂轮凹口虫新种的发育

F 1 9
.

2

a 一。
.

不同时期的裂子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O P h r y o g l ` ” a b r a c h i o 称 1 s P
.

n o v
.

d一 9
.

发育不同时期的传布子 ; h
.

抵抗性包囊 ; 1
.

在水中形成的

包囊及分裂 ; i
,

传布子侵袭轮虫的 情形
。

出
,

寻找寄主或在水中形成次级包囊
。
当环境条件适宜时

,

虫体进行分裂
,

产生下一代的

传布子
。

其中 2 , 4 , 8 胞的传布子能侵袭轮虫
,

或因条件不利
,

在水中形成次级包囊 ; 而

1 6或 32 胞的传布子
,

则无力进人轮虫体内
。

整个生活史如图 3a 一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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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臂轮凹 口虫新种的生活史示意图

Fi g
.

3 A s k e t e h pi e t u r e s ho wi ng t he li f e e y e le o f o 户人尹夕。 君 le 俘a b r a c人10 刀i 台P
.

no v
.

a 一 b
.

营养子 ; 。
.

前裂 子 ; d 一f
.

裂子 ; 9
.

传布子 ; h
.

次级包囊 ; 1
.

抵抗性包囊
。

刚孵化出来的传布子活动力很强
,

在水中横冲直撞
,

寻找攻击 目标
,

一旦附着到臂尾

轮虫就停下来
,

在其周围来回寻找人口 ,

有时缠住轮虫的尾柄
,

不要多久就从轮虫的排泄

孔钻人体内 (图 Z )j
。

观察还表明
,

传布子在水中自由生活 36 h 之后
,

游动放慢
,

但对臂尾

轮虫仍有攻击力
,

约 4 h0 后
,

就没有进人轮虫体内的能力了
。

未成熟的传布子或正在分裂的 4 胞或 8 胞体
,

人为地将它们从轮虫躯壳内取出
,

放人

水中暂养
,

这时虫体拉长
,

游泳一段时间后停下来
,

变圆
,

分泌粘液
,

与水中杂质一道形成

包囊
,

不久再继续进行分裂 (图 i2 )
,

产生新的传布子
。

成熟的传布子
,

因一时找不到寄

主
,

也形成包囊
,

但不再进行分裂
,

且不久即死亡
。

同样将成熟的营养子从轮虫躯壳内取

出暂养
,

约 1 / h2 后
,

形成包囊
,

能进行分裂
,

产生新的传布子
。

感染试验表明
,

从传布子进人轮虫体内开始
,

吞食组织细胞
,

到轮虫死亡只需 25 一 30

m i n ,

经 8一 1h2 后产生 2一咒 个传布子
,

表明此纤毛虫在自然条件下
,

增殖速度是相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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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根据臂轮凹 口虫的形态
、

大小
,

大小核的形状
、

数 目
,

伸缩泡的数 目和所在位置
,

尾

O
L

.卜曰曰.二
ó
六日几J勺」

毛的有无和多少
,

生活方式等
,

以及与文献中已知种类相比较
,

此纤毛虫与自由生活的斜

刺凹 口 虫 ( O 户h
, y o g l 。。 a o b l i守“ i s e , a e W a n g & N i e

,

1 9 3 5 )
、

马氏凹 口虫 ( 0
.

m u g a r d `

S a v o i e
,

1 9 6 2 ) 和吉列凹 口虫 ( 0
.

g e l i f e r a R o q u e e t a l
. ,

19 6 6 ) 相近似
,

但本种 个 体

小得多
,

属寄生
,

传布子多达 咒 个 ;另外与营寄生的种类相比较
,

此纤毛虫很近似肠凹 口

虫 ( 0
.

1 , ,。 : ` i , a zi : R 。 5 5。 l im o ,

1 9 2 6 )
,

但本种个体小得多
,

具有 3一 5 根长尾毛
,

寄主

很不 同
,

故认为是新种
,

定名为臂轮凹 口 虫 o p h ,

yo g l 。 , 。 b ; 。味 io in sP
.

on v
.

,

见表
。

.3 2 关于自由生活向寄生过渡的问题
。

凹 口虫属的纤毛虫至今已报道 2 6 种
,

其中属寄生

的有 4 种
。

因为传布子在水中自由生活的时间仅 36 一 4 o ;h 只能在轮虫体内才能 分 裂

繁殖 ; 只对两种臂尾轮虫有攻击力
,

具有明显地选择性
:
所以臂轮凹 口 虫属 寄 生 的 范

畴
。

co ilr
s s
( 19 7 2 ) 指出

,

专性寄生起源于第三种可能方式
,

即是严格自由生活和内寄生

型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

根据对臂轮凹 口 虫生活史的观察
,

作者认为臂轮凹 口 虫属此情

况
。
另外也根据此纤毛虫具有形成次级包囊的特性

,

推测它是自由生活向寄生生活过渡

的物种
。

.3 3 自传布子钻进轮虫体内开始
,

到轮虫死亡
,

只需 25 一 30 m in
,

经 8一 1h2 后 产 生 2一

32 个传布子
。

而一个臂尾轮虫卵在水温 20 ℃ 孵化出小轮虫
,

需 1 h8
,

到其成熟产卵则需

24 一 3h0
。

当鱼池内有大量臂轮凹口 虫存在时
,

它对臂尾轮虫的产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抑

制因素
。

从这点来看
,

在饲养夏花鱼种期间
,

为提供鱼苗可 口的天然饵料
,

应注意此纤毛

虫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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