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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记述了陕西省牛羊胰脏胰管中寄生的五种阔盘吸虫
:
¹ 胰阔盘吸虫E ur yt r e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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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后一种确定为新种
。

文内对上述五种阔盘吸虫的形态 特 征

作了详细描述
,

并论述了微小阔盘吸虫新种的确定依据
。

对羊阔盘吸虫的独立性进行了

讨论
。

前
~ ‘巨J

目

阔盘吸虫 ( E ur y t r e m a ) 是一类严重危害牛
、

羊等反自动物及人体的广布性寄生虫
。

因此
,

关于它们的生物学和流行学问题早就引起了国内外蠕虫学者们的重视
。

在国内
,

自

唐仲璋教授四十年代初研究胰阔盘吸虫的生活史以来
,

又有几位学者对阔盘吸虫的生物

学和流行病学及其防治问题进 行过多次研究 ( 金大雄等
, 19 6 5 , 唐仲璋

、

唐崇惕
, 197 5 、

19 7 7 、 19 7 5 ;
唐崇惕

、

崔贵文等
, 19 7 9 ; 林统民

、

林侮卿
, 19 7 9 )

。

但是
,

陕西省牛
、

羊体的阔盘吸虫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调查研究
。

从 19 7 6年开始
,

笔者参加 (( 陕西动物

志》 ( 寄生蠕虫分志 ) 编写组
,

和编写组其它同志一起对陕西省家畜寄生蠕虫进行了比

较全面
、

系统的调查研究
。

现 就几年来从牛
、

羊体采集的阔盘吸虫的种类记述如下
。

虫种形态描述

1
.

胰阔盘吸虫 E u r 夕tr e m a P a , e , e a tfe u 。 ( Ja n s o n , 158 9 ) L o o s s , 150 7 (图z )
。

宿主 牛
、

绵羊
、

山羊
。

寄生部位 胰脏胰管
。

分布 汉中
、

安康和商洛地区
。

种的描述 本种虫体较大
,

厚而扁阔
,

外形前圆后尖
,

呈长椭圆形
。

体长 12 .

6 6一

16
. 8 7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14 .

90 士 1
.

32 毫米 )
。

最大体宽4 .

83 一 7 .

39 毫米 ( 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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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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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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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标准差为6
.

0 士 0
.

91 毫米 )
。

体长与体宽之比为2一 2
。

8 : 1 ( 2
.

5 : 1 )
。

口吸盘位于次

顶端
,

圆形
,

大小为 1
.

87 一 2
.

77 x l
.

83 一2
.

74 毫米 (平均值士 标准差为 2
.

44 士 o
.

35 x

2
.

3 9 士 0
.

3 5毫米 )
。

其横径与最大体宽之比为0
.

3 6一 0
.

4 6 : 1 ( 0
.

4 : 1 )
。

咽 小
,

大小

为 0
.

4 4 8一 0
.

6 3 0 x 0
.

4 1 3一 0
.

5 8 8毫米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0
.

4 8 3 士 0
.

0 7 x O
.

4 9 6 士 0
.

0 6毫

米 )
,

卵圆形
,

后端略小
。

食道短
,

民度为 0
.

28 一 0
.

5 6毫米 ( 0
.

4 0 9毫米 )
。

肠管盲端

达体后部六分之一处
。

腹吸盘圆形
,

位于虫体中横线或稍前
,

明显小于 口 吸盘
,

大小为

1
.

4 4一 2
.

lo K I
.

4 s一 1
.

5 8毫米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1
.

7 2 士 o
.

Zl x l
.

6 s士 0
.

1 4毫米 )
。

横

径与体宽之比为 0
.

2 5一 0
.

3 3 : 1 ( 0
.

2 8 ) 1 )
。

口
、

腹吸盘的比例
:

纵径为 1
一

1
.

5 : 1

( 1
.

4 : 1 )
,

横径为 1
.

2一 1
.

5 : 1 ( 1
.

4 : 1 )
。

两个辜丸为不正规的椭圆形
,

或有浅裂或分叶
,

左右平列于腹 吸盘后两侧
,

大小为

0
.

6 7 2一 1
.

9 5 X 0
.

3 8 5一 1
.

5 8毫米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1
.

1 9 土 o
.

4 1 X 0
.

9 2 士 0
.

4
.

2毫米 )
。

雄茎囊位于腹 吸盘前方
、

略偏于一侧
,

长度为 1
.

88 一 2
.

81 毫米 ( 2
.

27 毫米 )
,

最大宽度

为。
.

3 99 一 。
.

77 。毫米 (。
.

60 1毫米 )
。

囊底一般不达腹吸盘前缘
。

生殖孔开口在 肠 叉之

后
。

卵巢分 3 一 6 叶
,

大小为 0
.

43 4一 o
.

8 75 x 0
.

40 6一 0
.

69 3 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 为

0
.

62 2 士 0
.

14 X O
.

53 4 士 0
.

1 1毫米 )
,

其位置在雄茎囊同侧一皋丸的后内侧
、

虫体中横线

稍后方
。

卵黄腺滤泡呈树枝状排列
,

位于中横线后虫体两侧
,

前缘起始于攀丸 后 缘 稍

前
,

其长度为2
.

3 5一3
.

9 3毫米 ( 3
.

0 2毫米 )
,

宽 0
.

5 2 5一 1
.

1 9毫米 ( 0
.

7 5 7毫米 )
,

约占

虫体两侧中三分之一
。

子宫盘绕圈数多少不等
,

占虫体后半部
,

最后上行于腹 吸 盘 之

前
,

在雄茎囊的对侧形成致密的蟠曲
。

虫卵深褐色
,

椭圆形
,

两侧稍不对称
,

较钝而大

的前端具盖
,

大小为 0
.

0 4 7一 o
.

o 5 2 x o
.

o 3 1一 0
.

0 3 2毫米 ( o
.

0 4 9 x 0
.

0 3 1毫米 )
,

内含一

个椭圆形的毛坳
。

2
.

腔阔盘吸虫 E u r 夕 tr e 阴 a e o e lo 卿 a tfc u阴 ( G ia rd et B ille t
, 1 5 9 2 ) L o o ss ,

1 9 0 7 (图 2 )
。

宿主 牛
、

山羊
。

寄生部位 胰脏胰管
。

分布 汉中
、

安康和商洛地区
。

种的描述 本种较胰阔盘吸虫短小
,

呈短的椭圆形
,

虫体后端往往有一不 大 的 尾

突
。

体长 4
.

45 一 10
.

5 9毫米 ( 平均值士 标准差为 6
.

81 士 2
.

50 毫米 )
,

最大体宽 1
.

90 一

5
.

36 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3
.

35 土 1
.

45 毫米 )
。

体 长 与 体宽之比为 1
.

6一2
.

5 :
1

( 2
.

1 : 1 )
。

口 吸盘位于次顶端
,

圆形
,

大小为0
.

51 1一 1
.

33 火 0
.

5 60 一 1
.

23 毫米 ( 平均

值 士标准差为 0
.

8 13 士 0
.

24 又 0
.

7 79 士 0
.

20 毫米 )
。

其横径与最大体宽之比为0
.

15 一 0
.

33
: x ( 0

.

2 6 : i )
。

咽的大小为 0
.

2 1 0一0
.

3 4 3 又 0
.

2 9 4一 0
.

3 5 0 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 为

0
.

2 6 4 士 o
.

0 4 x 0
.

2 5 2 士 0
.

0 5毫米 )
。

食道长 0
.

1 0 5一 0
.

5 9 5毫米 ( 0
.

2 4 5毫米 )
。

肠 管 盲

端达体后六分之一处
。

腹吸盘圆形
,

位于虫体中横线之前
,

和 口 吸盘几乎等大
,

大小为

0
.

6 0 9一 1
.

0 5 X o
.

6 3 0一0
.

9 9 4毫米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0
.

7 5 4 士 0
.

15 x 0
.

7 6 7 士 o
.

r 4毫米 )
。

横径与体宽之比为0
.

15 一 0
.

33
:
1 ( 0

.

25 : 1 )
。

口
、

腹吸盘的比例
; 纵径为。

.

78 一 1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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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 1 )
,

横径为0
.

7 4一 2
.

2 3 : i ( 0
.

9 9 : z )
。

两个肇丸近似球形或椭圆形
,

不分叶
,

左右平列或略斜列于腹吸盘后部或稍后方两

侧
。

大小为0
.

1 75 一 0
.

8 82 汉 0
.

1 68 一 0
.

77 0毫米 ( 平均值 士标准差为 0
.

5 01 士 0
.

25 火 0
.

4 30

士 0
.

2 5毫米 )
。

雄茎囊长 0
.

5 0 5一 1
.

7 2毫米 ( 1
.

2 7毫米 )
,

宽 0
.

17 5一 0
.

5 3 2毫米 ( 0
.

3 4 1

毫米 )
。

位于腹吸盘之前
、

肠叉之后
,

囊底通常 书达腹吸盘前缘
。

生殖孔开 口在肠叉之

后
。

卵巢圆形或椭圆形
,

不分叶
,

大小为0
.

0 9 8一 0
.

33 5 又 0
.

1 19 一 0
.

47 6毫米 ( 平均值 士

标准差为 0
.

2 28 土 o
.

0 8 x o
.

25 3 士 0
.

13 毫米 )
。

其位置在雄茎囊同侧一翠后 内侧
、

虫休中

横线稍后 方
。

卵黄腺滤泡两束长 0
.

44 8一 2
.

24 毫米 ( 1
.

16 毫米 )
,

宽 0
.

4 27 一 1
.

16 毫米

( 0
.

54 4毫米 )
。

呈树枝状排列于虫体中部两侧
。

子宫盘绕并挤满虫体后 半 部
,

最后上

行于腹吸盘前
,

在雄茎囊的对侧形成致密的子宫蟠曲
。

虫卵深褐色
,

椭圆形
,

两侧 稍不

对称
,

一端具卵盖
,

内含一个毛坳
。

大小为 0
.

04 3一 0
.

05 2 x 0
.

02 9一 0
.

03 4 毫米 ( 0
.

0 4 7

X 0
.

0 3 2毫米 )
。

3
.

圆皇阔盘吸虫 E u r y tr e m a s Pha e rfo r e 人fs T a n g e t T a n g ,
1 9 7 8 ( 图 3 )

。

宿主 牛
。

寄生部位 胰脏胰管
。

分布 安康地区
。

种的描述 本种 虫体呈窄长条状
,

或在体前部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处稍宽大
,

并向

虫体前后端缩细
。

虫体小而较薄
,

长5
.

75 一 8
.

39 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7
.

12 士 1
.

21 毫

米 )
。

最大体宽 1
.

16 一 2
.

09 毫米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1
.

72 士 0
.

36 毫米 )
。

体长与体宽的

比例为 3
.

2一 4
.

6
: 1 ( 4

.

2 : 1 )
。

口吸盘圆形
,

位于 次 顶 端
,

大小为 。
。

4 4 1一 o
.

6 3 0 X

0
.

3 5 7一 0
.

6 0 9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0
.

5 3 5 士 o
.

o 7 x o
.

4 9 6 士 0
.

0 5毫米 )
。

其横径与体

宽的比例为 0
.

2 5一 0
.

3 6 : 1 ( 0
.

2 9 : 1 )
。

咽的大小为 0
.

1 9 6一 o
.

Z so x o
.

1 5 4一 0
.

2 9 4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0
.

2 2 5 士 0
.

0 2 欠 0
.

2 22 士 0
.

0 4 毫米 )
。

食 道 长 0
.

0 7 0一0
.

2 9 4 毫米

( 0
.

1 71 毫米 )
。

肠管盲端达体后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处
。

腹吸盘圆形
,

位于体前 部 三

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处
。

大小为。
.

42 0一 0
.

66 5 、 0
.

40 6一 0
.

69 3毫米 (平均值士 标 准 差 为

0
.

5 5 4 士 0
.

0 9 又 0
.

5 3 2 士 0
.

1毫米 )
。

其横径与体宽的比例为 0
.

2 6一 0
.

3 7 : 1 ( 0
.

3 1
: 1 )

。

口腹吸盘的比例
:

纵径为0
.

5 5一 1
.

1 : 1 ( 0
.

9 7 : 1 )
,

横径为0
.

8 8一 1
.

0 3 : 1 (0
.

9 3 : 1 )
。

两个肇丸呈圆球形或椭圆形
,

少数还有分叶
。

大小 为 0
.

3 85 一 1
.

02 x 0
.

2 52 一 0
.

93 1

毫米 ( 平均值 士标准差为0
.

57 4 士 0
.

21 x 0
.

4 88 士 0
.

23 毫米 )
。

平列或斜列于腹吸盘稍后

方两侧
。

雄茎囊长 0
.

7 5 6一 2
.

5 3毫米 ( 0
.

9 9 1毫米 )
,

宽0
.

2 7 3一 0
.

3 9 9毫米 (0
.

3 3 6毫米 )
,

位于腹吸盘与肠叉之间
,

囊底达腹吸盘前缘或下降到其中部背旁侧
。

生殖孔开 口 在肠叉

稍后方
。

卵巢圆球形或椭圆形
,

大小为 0
.

1 96 一 O
.

33 6 X O
.

1 47 一 0
.

3 85 毫米 ( 平均值 士标准差

为 0
.

29 5 土。
.

05 x o
.

27 6 士 0
.

07 毫米 )
,

位置在雄茎囊同侧一肇丸的后 内侧
。

卵黄腺滤泡

两束长0
.

9 5 9一 1
。

7 6毫米 ( 1
.

2 9毫米 )
,

宽0
.

2 1 7一 0
.

4 6 5毫米 ( 0
.

3 4 5毫米 )
。

子宫盘绕

并挤满虫体后半部
,

最后上行于腹吸盘前形成少数子宫蟠曲
。

虫卵大小为。
.

0 4 3一 0
.

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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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
.

0 2 9一 0
.

0 3 2毫米 ( 0
.

0 4 6 x o
.

0 3 1毫米 )
。

4
。

宿主

羊阔盘吸虫 E u r y tr e 二 a o v i: T u ban g u i
,

1 9 2 5 ( 图 4 )
。

山羊
。

寄生部位 胰脏胰管
。

分布 汉中
、

安康地区
。

种的描述 虫体较胰阔盘吸虫窄小
,

前端钝而后端尖
,

略似梭 形
。

一

长 5
.

n 一 1 1
.

6 6

毫米 ( 平均值土标准差为 8
.

28 士 2
.

78 毫米 )
,

最大体宽 1
.

60 一 3
.

96 毫米 (平均值 士标准

差为 2
.

75 士 1
.

0毫米 )
。

体长与体宽的比例为 2
.

8一 3
.

4 : 1 ( 3
.

1 : l )
。

口吸盘圆形
,

位

于次顶端
,

大小为。
.

67 9一 1
.

27
x o

.

60 2一 1
.

23 毫米 (平均值士标 准差 为 0
.

9 63 士 o
.

2 6 x

0
.

5 9 0 士 0
.

2 4毫米 )
,

其横径与体宽的比例为0
.

2 6一 0
.

3 8 : 1 ( 0
.

3 3 : z )
。

咽卵 圆 形
,

大小为 0
.

2 4 5一 0
.

4 9 0 又 0
.

2 1 7一 0
.

3 5 5 毫米 (平均值士标 准 差 为 0
.

3 6 9 士 0
.

1 义 0
.

2 9 1 士

。
.

06 毫米 )
。

食道长。
.

0 42 一 0
.

2 45 毫米 ( 0
.

13 6 毫米 )
。

肠管达体后六分之一处
。

腹吸

盘位于体前部五分之二处
,

大小为 0
.

6 30 一 1
.

33 又 0
.

56 7一 1
.

09 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0
.

9 6 8 土 0
.

2 9 又 0
.

7 9 6 士 0
.

1 9毫米 )
。

其横径与体宽的比例为 0
.

2 5一 0
.

3 5 : 1 (0
.

3 1 : 1 )
。

口
、

腹吸盘的比例
:

纵径为 0
.

9 5一 1
.

0 7 : z ( l : 1 )
,

横径为 1一 1
.

1 9 : 1 ( 1
.

1 : 1 )
。

两个架丸椭圆形
,

有的有浅裂
。

大小为 0
.

4 76 一 0
.

8 4 0 、 0
.

3 01 一 0
.

7 0 0 ( 平均值 士标

准差为 0
.

67 9 土 o
.

n 义 0
.

5 18 士 0
.

15 毫米 )
,

位于腹吸盘两侧
。

雄茎 囊长 0
.

70 0一 2
.

21 毫

米 ( 1
.

3 7毫米 ), 宽0
.

17 5一 0
.

5 39 毫米 ( 0
.

3 2 5毫米 )
。

位于腹吸盘与肠叉 之 问
。

囊底

达腹吸盘前缘或下降到后者前半部背旁侧
。

生殖孔开口 在肠叉之后
。

卵巢分 3 一 4 叶
,

大小为 0
.

2 8 7一 0
.

8 4 0 又 0
.

1 96 一 0
.

70 0 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 为

0
.

52 4 士 0
.

2 2 又 0
.

4 2 6 士 0
.

1 8毫米 )
,

其位置在雄茎囊同侧一攀丸的后内侧
。

卵黄腺滤饱

两束长 1
.

0 4一 3
.

2 9毫米 ( 2
.

1 0毫米 )
,

宽 0
.

2 3 1一 0
.

8 0 5 毫米 ( 0
.

4 7 3 毫米 )
。

紧连成一

纵行
,

而不呈树枝状排列
,

前缘起始于皋丸 中部或前缘
,

位于虫体中部两侧
。

子宫盘绕

并挤满 虫体后半部
,

并上行在腹吸盘前形成致密的蟠曲
。

虫卵大 小 为 。
.

04 3一 0
.

0 4 9 、

0
.

0 2 9一 0
.

0 3 4毫米 ( 0
.

0 4 6 义 0
.

0 3 1毫米 )
。

羊阔盘吸虫是 T ub
a
ng ui 于 1 9 2 5年从菲律宾绵羊体取得并加以描述的

,

其后国内外

学者对于它的独立性时有讨论
,

存在不同 意见
。

如 C 二 p o 6 o H H 3 B p a H o B a ( 1 9 5 2 )

承认其独立性
,

但 Y a m a
gu ti ( 1 9 5 9 ) 又认为它不能成立

,

将 其列为腔阔盘吸虫的 同 种

异名
。

以后 L a p a g e
在 ((V e t e r in a ry H e lm in th o lo g y a n d E n t o m o lo g y}} ( 1 9 6 2 ) 一书中

又承认它的独立性
。

国内学者金大雄等 ( 1 9 6 5 )
,

唐仲璋
、

唐崇惕 ( 1 9 7 8 ) 又认为它不

能成立
,

后二作者将其列为胰阔盘吸虫的同种异名
。

笔者通过 1 9 7 9年 1 1月和 1 9 8 0年 6 月

两次从陕西羊体采集的大量标本观察
,

发现十分成熟的羊阔盘吸虫和胰阔盘吸 虫 的 童

虫
、

成 虫在形态及 内部器官的度量数据上差异极显著
。

因此
,

不 能 认 为二者是同一虫

种
。

我们从陕西羊体不但采到过纯一的羊阔盘吸虫
,

数目多达 23 0 余条
,

说明感染强度

是相当高的
。

而且我们从同一只羊体多次采到过十分成熟的羊阔盘吸虫和胰阔盘吸虫的

成虫及童虫
,

从外形到内部器官的观察比较
,

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性是极显著的
,

现列

表比较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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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
,

羊阔盘吸虫与胰阔盘吸 虫的童虫虽虫体大小及咽的大小差异并不

显著
,

但后者的口 吸盘和腹吸盘却明显的比羊 J闪盘吸虫的为大
。

就 口
、

腹吸盘的比例来

看
,

胰阔盘吸虫童 虫的 口 吸盘大于腹吸盘
,

而羊阔盘吸虫的 口
、

腹吸盘近乎等大
。

羊阔

盘吸 虫和胰阔盘吸虫的成虫元论体形
、

虫体大小
、

口腹吸盘及咽的大小
、

口 腹吸盘的比

例
、

擎丸的大小
、

卵黄 ]j$ 的排列与起始位置等的差异均极显著
。

据此
,

说明羊阔盘吸虫

是一个独立的虫种
,

不能将其看作胰阔盘吸虫的同种异名
,

更不能将其列为腔阔盘吸虫

的同种异名
。

5
.

微 小阔盘吸虫
、

新种 E u r 夕tr e 哪 a 脚 i, : u t。哪 sp
. n o v .

( 图 5 )
。

宿主 山羊
。

寄生部位 胰脏胰管
。

发现地点 陕西省石泉县
。

种的描述 本种阔盘吸虫虫体短小
,

前端钝而后端尖
,

体长3
.

72 一 5
.

10 毫米 ( 平均

值 士标准差为4
.

20 士 0
.

4 3毫米 )
。

最大体宽 1
.

4 9一2
.

刊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1
.

81 士

0
.

19 毫米 )
。

体长与体宽的比例为2
.

1一 2
.

5 : 1 ( 2
.

3 : l )
。

口吸盘圆形
,

位于次顶端
,

大小为 0
.

4 9 7一 0
.

6 3 0 x o
.

4 5 5一 0
.

5 7 4 毫米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0
.

5 7 3 士 0
.

0 4 x 0
.

5 2 2 士

0
.

04 毫米 )
。

其横径与体宽的比例为0
.

26 一 0
.

31
: 1 ( 0

.

29
:
1 )

。

咽椭 圆 形
,

大 小 为

0
.

17 5一 0
.

2 2 4 x 0
.

1 6 1一 0
.

2 5 9 毫米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0
.

2 0 7 士 0
.

0 2 欠 0
.

1 7 7 士 0
.

0 3 毫

米 )
。

食道缺如
。

肠管盲端达体后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处
。

腹吸盘圆形
,

位于体前部五

分之二处
,

大小为 0
.

4 7 6一 o
.

6 3 o x o
.

4 o 6一 0
.

5 6 7毫米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 0
.

5 4 5 士 0
.

0 4

x 0
.

4 s4 士 0
.

0 5 毫米 )
。

其横径与体宽的比例为 0
.

2 4一 0
.

3 1 : 1 ( 0
.

2 7 : 1 )
。

口
、

腹吸

盘的比例
:

纵径为 0
.

9 7一 1
.

2 : 1 ( 2
.

0 5 : 1 )
,

横径 为 1一 1
.

3 : 1 ( 1
.

0 7
: 1 )

。

两个肇丸椭圆形或球形
,

不分叶
,

多平列于腹吸盘两旁
,

大 小 为 0
.

35 7一O
.

5 04 X

0
.

2 7 3一 0
.

3 7 1毫米 ( 平均值士标准差为0
.

4 1 4 士 o
.

0 5 x 0
.

3 0 8 士 0
.

0 3毫米 )
。

雄 茎 囊 长

0
.

5 1 8一 0
.

70 0毫米 ( 0
.

6 0 7毫米 )
,

宽 0
.

1 7 5一 0
.

2 2 4毫米 ( 0
.

1 9 7毫米 )
。

位于腹吸盘与

肠叉之间
,

囊底达腹吸盘前缘或下降到其上半部的背旁侧
。

生殖孔开 口在肠叉稍后方
。

卵巢分 3 一 6 叶
,

位置在雄茎囊同侧一擎丸的 后 内 侧
,

大 小 为 0
.

2 31 一 0
.

3 5 7 X

0
.

2 3 1一 0
.

2 87 毫米 ( 平均值士 标准差为 0
.

2 86 士 o
.

04 x o
.

2 66 士 0
.

02 毫米 )
_

。

卵黄腺滤泡

两束长 0
.

6 4 理一 0
.

9 8 0毫米 ( 0
.

8 1 5毫米 )
,

宽 0
.

2 6 6一 0
.

3 2 9毫米 ( 0
.

2 9 1毫米 )
。

位置在

体中部两侧
,

呈树枝状排列
。

子宫盘绕并占据 虫体后半部
,

最后上行开口 于生殖孔
,

在

腹吸盘前通常不形成子宫蟠曲
。

虫卵椭圆形
,

稍不对称
,

棕褐色
,

卵壳厚
,

内含一个毛

勤
,

在其较宽的一端具卵盖
。

大小为0
.

0 5咬一 o
.

0 6 5 X 0
.

0 2 9一 0
.

0 3 2毫米 ( 0
.

0 5 9 X o
.

0 3 1

毫米 )
。

在 C K p H 6 ; , H 1 9 5 2 年 所著的 《动物及人体吸虫》第七卷中记录 E
. e o e lo m a tie u m

时
,

引用了 Pa e o c : a ” H E a 江a “ 。 H ( 1 9 3 3 ) 的文字描述及卵巢分叶的绘图
。

在文内提

到这种卵巢分叶的虫体比 E
.

p anc r e a ti C u m 多几倍
,

其食道不易看到
,

虫体长度为 4
.

95 一

6
.

0 0毫米
。

1 9 6 3年
,

魏宝瑛和芦俊杰在我省陕南 山羊的胰管中也曾采到过体长 5 一 6 毫

米的阔盘吸虫
,

但文字描述简单
,

仅提到
“

此虫在陕南山羊体寄生 比较普遍
,

在一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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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胰腺内找到 6 30 个虫体
” 。

从绘图可以看出卵巢是分叶的
,

他们当时将其归于羊阔盘

吸虫
。

新种 E o r y tr e o a o in u tu m s p
.

n o v .

无疑和 Pa e B 。K a 二 IJ B a ; a H o H 及魏宝

瑛
、

芦俊杰等所描述的相同
,

但他们未能确认其独立性
。

笔者曾从一只山羊体最多采到

过 86 5 条卵巢分叶的纯一虫体
,

经过大量的玻片标本观察和仔细研究
,

并和本省其它种

类阔盘吸虫比较后
,

不 同意将它当作 E
.

co
o lo 胡at io u 二 或列入 E

. 。叮: ,

而认 为 它

是一个独立 的种
,

因形体较小而订 名为微小阔盘吸虫新种 E 。 :
yt re 阴 a

而
。。 tu 卿 : p

.

助v
. ,

并记述如前
。

新种有以下突出的特征易于同本属中其它种类区别
;
¹ 虫体短小 ; º 食道缺如

;

» 肇丸不分叶而卵巢分 3 一 6 叶
;
¼ 子宫在腹吸盘前多不形成蟠曲

多
½ 虫卵较大

。

这

些特征都是很稳定的
。

新种与E
. e o e lo o a t￡e u 。 , E

.

P a n e r e a t￡e u 二 , E
. o v ‘: 虽有相似之处

,

但 将

其各自的度量数据与 E
.

m ￡。“tu 。 间分别进行 t 测验后
,

可以看出
,

它们之间的 差异

极为显著
。

在此试将其列表比较如下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新种与 E
.

e o e lo 二 a t‘e u m , E
.

夕a n e r e a t￡e u m , E
.

o v is 在

体形大小
; 口腹吸盘的大小

; 咽的大小
;
食道的有无

; 虫卵大小等几个方面度量数据的

差异性是极显著的
,

因此认为它们是不 同的独立虫种
。

讨 论

阔盘属 E u r yt r e m a 是 L o o s s 于 19 0 7年创立的
,

据 C : P : 6 二 H ( 19 52 ) 记载
,

该属

包括有 9 个种
,

据 Y a m ag u ti ( 19 5 8 ) 记载
,

该属有 7 种
。

以后我国学者先后又发表了

四个新种
: E

. e la d o r e 人15 ( 立大雄等
, 19 6 5 ) , E

.

h夕d r o P o t e s ( 唐仲璋
、

唐崇惕
,

1 9 7 5 )
, E

.

fu k‘e n e n s ‘: ( 唐仲璋
、

唐崇惕
, 19 7 8 ) ,

首
. : 夕h a e r i o r e hi : ( 唐仲璋

、

唐

崇惕
, 19 7 8 )

。

由于本属中虫体形态有相似之处
,

且每种虫体又有一定的变异
,

因此
,

长期以来对于本属中一些种类的独立性时有讨论
。

我国学者金大雄教授于 19 6 5年提出了

区分本属各种的分类依据是
: “

口腹吸盘的比例和腹吸盘的位置 ; 咽和 口吸盘的相对体

积和肠支的情况
;
拿丸的形状及其与腹吸盘体积的比较以 及攀丸间距离的

一

长短
,

阴茎 ;

卵巢的形状和卵黄腺排列的情形以及子官蟠曲分布的情况
。

以上各点虽多少有些差异
,

但在较多的标本中自易检出其规律
” 。

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见解
。

在以往关于虫种的描述中
,

通常采用的是全距和平均数表示法
,

这似乎注意到了度

量数据的集中性
,

也注意了它的变异程度
。

然而
,

仅仅根据全距和平均数进行比较
,

仍

显得有些粗糙
,

难以看出其个体差异大小程度
。

为了从大量数据中找出其差异性
,

笔者

认为在分析数据资料特征时
,

应当运用平均值和标准差 ( 又士 S )
,

进行显著性测验
,

然后作出结论才是可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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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U D IE S O N T H E T R E M A T O D E S O F T H E G E N U S

E U R y T R E M且 F R O M B O V IN E A N D O V IN E H O S T S

O F S H A A N X I P R O V IN C E
,

W IT H D E S C R IPT IO N O F

A N E W S PE C IE S

Z h a n g Jilia n g

A bst r a e t

T h e p r e s e n t p a p e r p r e se n t s the d e s e r ip tio n o f fiv e sp e e ie s o f 刀 u r y tr e 优 a

p a r a s itie in th e b o v in e a n d o v in e p a n e r e a t ie d u e ts fr o m Sh a a n x i Pr o v in e e :

¹ E u r 夕t r e m a P a n e r e a t i e 。二 ( Ja n s o n , 18 8 9 ) L o o ss , 19 0 7 ; º E u r 少t r e o a

e o e lo o a tfe u 。 ( G fa r d e t B i lle t , 18 9 2) L o o s s , 19 0 7 ; » E o r 夕t r 。。 a o o fs

T u ba n g u i , 19 25 ;
¼ E u r 夕t r e 阴 a s夕ha e r i o r e his T a n g e t T a n g , 19 7 8 , a n d ½

E u r y t r e m a m i n u tu m s p
. n o v . 。 T h e la s t o n e 15 d e fi n e d a s a n e w s p e e i e s 。

I n th i s r e p o r t , t h e m o r p h o lo g i e al e ha r a e te r s o f t h e fi v e s p e e i e s o f th e

G e n u s E u r y tr e 脚 a a r e d e s e r ib e d i n d e t a i l , a n d t h e v a li d it y o f E u r y t r e m a

功 fn u tu 优 sP
. n o v .

15 d is e u s s e d
.

A d i s e u s s i o n o n t h e v a lid i ry o f E u r y tr e 胡 a

o v fs 15 m a d e 。

E u r y tr e 附 a o fn u t u o s p
. n o v .

15 e h a r a e t e r i z e d a s fo llo w s :

¹ T h e b o d y 15

sh o r t a n d s m a ll , a n d m e a s u r e s 3 . 7 2一 5 . 10 m m i n le n g th , t h e a v e r a g e s i z e

m e a s u r e d 4 . 20 士 0 . 43 m m , w it h a b i g g e s t w i d t h o f 1 . 4 9一2 . 14 m m , th e

a v e r a g e s iz e m e a s u r e d 1 . 8 1士 0 . 19 m m ; º B o th t h e o r a l a n d t h e v e n tr a l

。u e k e r s a r e sm a ll , n e a r ly o f e q u a l s i z e , th e r a t io o f s i z e o f t h e o r a l a n d

v e n tr al su e k e r s 15 0 . 9 7 一 1 . 20 : 又 1一 1 . 31 : 1 , t h e a v e r a g e s i z e m e a s u r e d

1 . 0 5 : 1 x 1 . 0 7 : 1 ; » T h e o e s o p ha g u s 15 a b s e n t ;
¼ T h e t e s te s a r 。 e lli p t i e a l

o r n e a r ly g lo b o s e a n d n o t lo b e d , t h e lo b a te o v a r y b e a r s 3一 6 lo b e s ,
½ T h e

p r e a e o t a b住la r p o rt io n o f t he u te r u s 15 n o t e lo s e ly e o i le d ;
¾ T he e g g s a r e

e o m p a r a t i v e ly la r g e , a b o u t 0 . 0 54一 0 . 0 6 5 又 0 . 0 29一 0 . 032 m m in s i z e , th e

a v e r a g e s i z e m e a s u r e d 0
. 0 5 9 x 0 . 0 31 m m 。

H o s t : G o a t 。

L o e a t io n i n t h e h o s t : P a n e r e a t i e d u e t 。

L o e a lit y s it e : Sh i q u a n C o u n t y , S h a a n x i , C h in a 。

D a re : 19 7 9 。

T yp e sP e e im e n s a r e d e p o s i ti d in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 n i m al Se i e n e e a n d

v e te r in a r y M e d i e i n e , th e N o r thw e s te r n e o lle g e o f A g r i e u ltu r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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