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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颡鱼肠道内寄生棘头虫位置分布的研究!

方建平 戴必胜
（黄冈师范学院生物学系 湖北黄州 &(*)))）

摘要：长江丽棘虫和黄颡异钩棘头虫单独在黄颡鱼肠中分布的相似性比例12K)L+*&。它们共同寄生

在黄颡鱼肠道内，长江丽棘虫的寄生部位向前移，黄颡异钩棘头虫的寄生部位明显向后移，生态位宽度

变窄，生态位重叠值下降。但是，它们的平均感染强度并未降低，种间正关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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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丽棘虫（!"#$%&’#$%&’()$*%+#$’&’）和黄

颡异钩棘头虫（,"-(%-.)/)$%-0’1’#0234)*"&）

是寄生在长江中的黄颡鱼肠内的两种常见寄生

棘头虫［-］。这两种棘头虫单独或共同寄生在

同一条黄颡鱼的肠内。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在

两种寄生状况下，两种棘头虫的分布变化及种

间关系。

) 材料与方法

-../年0月至1月中旬，在湖北黄州长江

段渔民船上购得黄颡鱼10尾，其中最大个体全

长达2345(,，体 重2206，最 小 个 体 全 长 仅

-745(,，体重--476。在实验室内测量每尾黄

颡鱼的全长、体长，称体重、剖腹，完整地取出鱼

的内脏，称鱼的空壳重。将鱼的肠平均分为-7
段，纵剖，分别检查、记录各段内棘头虫的种类

和数量。检获的棘头虫标本的处理和保藏方法

见文献［8］。

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以及分布相似性

比例的计算是在一维资源（黄颡鱼的肠）上标出

各物种所占比例，然后按下式计算［2］。

生态位宽度：!9- !
:

&9-
58&（:）

生态位重叠：)&;9!
$

$9-
5&-5;-（!&）

分布相似性比例：5:9!
$

&9-
5.&

5&：在一个资源集合中，在第&单元中该物

种所 占 的 比 例；:：资 源 集 合 中 的 总 单 元 数；

5&-、5;-：分别是第&和第;个物种在资源集合

第-个单元中的比例；5.&：在$单元的资源集

合中，数量较少的物种在第&单元中所占的比

例。两种棘头虫单独和共同在黄颡鱼中的感染

强度差异显著性，经%8检验确定［3］。用8:8
列联表算出种间关联系数，并用!8检验其显

著性程度［5］。

* 结 果

*+) 二种棘头虫在黄颡鱼中的种间关联程度

和平均感染强度

检查得知，感染棘头虫的黄颡鱼共8/尾，

其感染率为204/<。其中单独感染黄颡异钩

棘头虫的黄颡鱼5尾，单独感染长江丽棘虫的

黄颡鱼.尾，共同感染两种棘头虫的黄颡鱼-3
尾。经计算，两种棘头虫间的关联系数=9
745351，!8988402"04039!8747-，$9-。证

明，两种棘头虫种间正关联十分显著。

两种棘头虫在黄颡鱼中单独和共同感染的

平均感染强度见表-。

表) 二种棘头虫在黄颡鱼中的平均感染强度

寄生虫
平均感染强度

单独感染 共同感染
%8检验

长江丽棘虫 8543（-7!53）.143（-3!-15）%9245-8
$98-

黄颡异钩棘头虫 /40（3!-8） -143（-!00） %974.5-
$9-1

检验结果表明，两种棘头虫单独或共同在

黄颡鱼中寄生，黄颡异钩棘头虫的平均感染强

度没有显著差异，而长江丽棘虫单独感染时的

平均感染强度显著较低。

*+* 二种棘头虫在黄颡鱼肠中的位置分布

图) 二种棘头虫单独在黄颡鱼肠中的分布

长江丽棘虫和黄颡异钩棘头虫单独和共同

在黄颡鱼肠中的位置分布（频率）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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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种棘头虫共同在黄颡鱼肠中的分布

图!表明，长江丽棘虫和黄颡异钩棘头虫

单独在黄颡鱼肠中的位置分布很相似，分布范

围大，占肠全长的"#!!$#!，但是，虫体的大

部分是分布在肠的中部。

图%显示，长江丽棘虫和黄颡异钩棘头虫

共同在黄颡鱼肠内寄生，前者主要分布在宿主

肠的前部，而后者则主要分布在宿主肠的中部，

二者的分布有部分重叠。

经计算，这两种棘头虫单独在黄颡鱼肠内

分布的相似性比例"#&#’(")，它们共同在黄

颡鱼肠内分布的相似性比例"#&#’*#)，相似

程度下降了!’%!倍。

!"# 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的变化

将黄颡鱼的肠道视为一维资源系列，根据

长江丽棘虫、黄颡异钩棘头虫，单独和共同在黄

颡鱼肠内的位置分布，分别计算它们的生态位

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值，其结果见表%。

表%显示，长江丽棘虫、黄颡异钩棘头虫单

独在宿主肠中分布时，生态位宽度都较大；共同

分布后，其生态位宽度都有减小，长江丽棘虫的

生态位宽度是单独分布时的)$!。黄颡异钩

棘头虫对长江丽棘虫的生态位重叠总是较大。

这两种棘头虫在宿主中共同寄生后，生态位重

叠值都大幅度地减小，分别是单独寄生时的

**’+!和))’*!。

表! 二种棘头虫在黄颡鱼肠道中的生态位宽度

及生态位重叠

寄生蠕虫
生态位宽度

单独感染 共同感染

生态位重叠

单独分布 共同分布

长江丽棘虫 #’,, #’%+ #’#(+( #’#%%"
黄颡异钩棘头虫 #’(+ #’)* #’#"%) #’#*()

# 讨 论

有关寄生蠕虫在宿主肠道内的位置分布及

其意义，-.//.01认为［(］，单独寄生的寄生虫有

在宿主肠道大部分范围内生活的能力，但它们

会优先占领一个特别适应的部分，当几种寄生

虫共存于同一宿主的同一器官、系统内时，每种

寄生虫都会占领一个特殊部位（可能有重叠），

出现位置分离、分布范围和生态位重叠的减少

是种间竞争的标志。据此可知，共同寄生在黄

颡鱼肠道中的长江丽棘虫和黄颡异钩棘头虫之

间存在着种间竞争现象。

检查中发现，长江丽棘虫的虫体（%’#!(’#
22）从总体上要大于黄颡异钩棘头虫（!’+!
)’#22），平均感染强度（(#），亦大于黄颡异钩

棘头虫的平均感染强度（!,）。所以，当两种棘

头虫共同寄生时，长江丽棘虫的分布稍前移，仍

然占领着最有利的部位，而黄颡异钩棘头虫的

分布有较大的后移，生态位重叠减少。在实际

重叠部分，两种棘头虫的虫体并不互相接触，这

种分布方式应该是种间长期相互作用，逐步发

展建立起来的，作出适当让步，避免进一步竞

争，保持物种生存和繁衍的适应性方式。

检查时还发现，体内只寄生一种棘头虫的

黄颡鱼个体都较小；体长在!#’,!%*’#32之

间的黄颡鱼，感染棘头虫的平均感染强度是随

着体长的增长而增大的。这一现象应该是黄颡

鱼在不同的生长阶段饵料对象发生变化的结

果，与这两种棘头虫共同感染宿主无关。

长江丽棘虫和黄颡异钩棘头虫种间正关联

显著，可能是因为它们对生存环境、条件的需求

相同，黄颡鱼是它们的共同终末宿主。在自然

状态下，鱼类经常处在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所

以，处在同一营养级的寄生蠕虫，由于共同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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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需求受到限制就会发生种间竞争［!］。

量化分析证明，这两种棘头虫共同寄生在

黄颡鱼肠中，它们的平均感染强度并不减少，加

之种间正关联显著，说明，共同感染终末宿主的

两种棘头虫之间有竞争作用而无排斥现象。至

于两种棘头虫由于种间竞争而使各自的位置分

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会给终末宿主造成什

么影响，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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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鲫雌核发育的细胞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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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彭泽鲫"O彭泽鲫# 、彭泽鲫"O尖鳍鲤#“杂交”后代的细胞学观察发现，同源与异源精

子在彭泽鲫卵中的发育情况基本一致。精子入卵后一般呈固缩状态，不解凝，不形成雄性原核，但都能

看到未解凝精核与雌性原核接触（未融合）的现象。刚产出的成熟卵子没有看到极体，但受精"%分钟有

极体排出，是卵子发育排出的惟一极体。根据观察结果，彭泽鲫在细胞学上表现出典型的雌核发育行为

特征，是以雌核发育方式繁殖的种群。

关键词：彭泽鲫；雌核发育；细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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