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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我国内陆水体单殖吸虫的宿主特异性的研究。研究表明单殖吸虫有很强的宿主特异性，但不同种类的特异性有

很大的差别。从目前已有的记录来看，9">以上的单殖吸虫只有 8 种宿主，约 $;>的单殖吸虫的宿主仅为 8 属，超过 7$>
的单殖吸虫的宿主在 8 科之内。没有 8 种单殖吸虫可寄生于超过 6 个科的宿主中，但大钩指环虫可在 !6 属 66 种宿主中寄

生。在科和属特异性水平上，以锚首虫科和指环虫科单殖吸虫的特异性较强，三代虫科次之，双身虫科最弱；而在种特异性

水平上，这四科单殖吸虫的宿主特异性并无显著的差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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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都具有一定的宿主范围，单殖吸虫（Y0E0PGEGC）的宿主特异性可能是鱼类寄生虫中最突出的［8］，

ZS0JK［!］甚至认为如果其中指环虫属（XCMK510P5S4J）的某个种类能寄生于几种宿主中，那么这几种宿主很可能可

以产生可育性的杂交后代。单殖吸虫的宿主特异性虽然引人注目，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其研究尚远不充

分，不仅对特异性的化学本质一无所知［6］，定量的研究工作也很少，仅 [0IQG［#，;］和 Z041BE［8］涉及过这方面的

内容。锚首虫科（%EM5S0MGLIC1BQCG）、指环虫科（XCM1510P5SBQCG）、双身虫科（XBL10W0BQCG）和三代虫科（+5S0QCMK51B<
QCG）是我国内陆水体中单殖吸虫的典型类群。本文对这 # 科单殖吸虫的宿主特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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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全部数据来源于我国单殖吸虫调查记录［! " ##］以及笔者博士学位论文!。

!"# 特异性的度量 $%&’(［)］曾提出过一个计算特异性的公式。但由于寄生虫和宿主均存在各种分类级

别，所以寄生虫的宿主特异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每一种寄生虫有自己的宿主特异性，而对每一科、每一

属的寄生虫，也可以进行特异性分析。有的寄生虫可以寄生于很多种的宿主中，而有的寄生虫仅有一种宿

主，这就是种特异性；有的寄生虫可以寄生于亲缘关系较远的多个科或属的宿主中，而另外一些寄生虫的宿

主虽多，但均属于同一个科或属，这就存在一个科或属特异性的问题。为便于进行特异性的比较，对特异指

数作如下定义：

#）某种单殖吸虫的种、属或科特异指数分别是该种单殖吸虫所能寄生宿主的种数、属数或科数的倒数。

*）某科或属的单殖吸虫的种、属或科特异指数分别是该科或属的所有单殖吸虫所能寄生的宿主的种数、

属数或科数的平均数的倒数。

特异指数越高，则表明特异性越强。

!"$ 差异检验 根据各科单殖吸虫中每个种的宿主的科数、属数或种数，作 +,-./01230114. 分析（非参数的方

差分析）。

# 结果

#"! 各科单殖吸虫在宿主科水平上的特异性 各种单殖吸虫的宿主数及特异指数见表 !。

在已报道的 565 种单殖吸虫中，经大多数（76895:以上）的单殖吸虫的宿主谱局限在 # 科的范围内，仅有

* 种可寄生在 ; 科的宿主中。锚首虫科 ### 种单殖吸虫中，中棘似鲶盘虫（!"#$%&’"()&"’*( +*’",),-./$(）可寄生

在 ; 科的宿主上，7;8!7:以上的锚首虫科单殖吸虫只在 # 科的宿主上发现。指环虫科的种类虽多，但目前

还只发现长臀 <=>*指环虫（0,).1#&21%$( )%,-&2#,-"(）和茹茎指环虫（0 3 2&.&"）可寄生于 * 科的宿主上。其余每种

指环虫均寄生于 # 科的宿主中。双身虫科 ;; 个种中，768!6: 的种的宿主谱在 # 科之内，奇异副双身虫

（4,%,’"5#&6&&- 5,%,’&7$+）则可寄生在 ; 科宿主中。三代虫科中仅侧三代虫（81%&’,).1#$( #,.$(）、大刺三代虫

（8 3 +,)%,),-./$(）和史若兰三代虫（8 3 (5%&(.&-,*）可寄生在 * 科的宿主上，而另外 ;! 种（7*8?#:）的三代虫只

寄生于 # 科宿主中。

+,-./01230114. 检验表明，我国内陆水体单殖吸虫种类最多的 ) 科在宿主科水平上的特异性有极显著的

差异（4 @ 989#）。从表 # 中的科特异指数来看，以指环虫科单殖吸虫的科特异性最强，其次为锚首虫，三代虫

又次之，而双身虫科的科特异性最弱。

图 # 我国内陆水体中所有已发现的单殖吸虫种类在

宿主各属中的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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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单殖吸虫在宿主属水平上的特异性 各种单

殖吸虫的属特异性相差极为悬殊，约 65:的单殖吸虫只

能寄生在 # 属的宿主上，而某些种类的宿主达 *; 属（图

#）。?98#?:的锚首虫科单殖吸虫仅寄生于 # 属的宿主

中，其余 ** 个种可在 * 属以上的宿主中寄生，其中奇异

似鲶盘虫（! 3 *7"+,）的宿主分布在 5 个属中。*!6 种指环

虫科单殖吸虫仅寄生于 # 个属的宿主中，占本科单殖吸

虫总数的 6)8*):，锚钩指环虫（0 3 ,-)/&%,.$(）可寄生于 5
属宿主，而大钩指环虫则可寄生于 *; 个属的宿主鱼。

6*8**:的双身虫科单殖吸虫的宿主谱为 # 个属，768**:
的双身虫宿主不超过 5 属，但奇异副双身虫的宿主达 #?
属。*; 种（5?876:）三代虫科单殖吸虫的宿主仅 # 属，

7)8?:的三代虫的宿主在 ; 属以内，只有史若兰三代虫

和 <==;三代虫（8 3 2&9"&-"-$+）的宿主有 ! 个属。

锚首虫科、指环虫科、双身虫科和三代虫科的属特异性有显著的差异（+,-./01230114. 检验，4 @ 9895）。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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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特异指数来看（表 !），以锚首虫科的属特异性最高，指环虫次之，三代虫又次之，双身虫最低。

图 " 我国内陆水体中所有已发现的单殖吸虫种类在

各种宿主中的频率分布

#$%&" ’() *+),-)./0 1$23+$4-3$5. 5* 677 85.5%).)6.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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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单殖吸虫在宿主种水平上的特异性 各种单

殖吸虫的种特异性也有很大的不同，<=>?@A的单殖吸虫

只有 ! 种宿主，@@>!BA的单殖吸虫的宿主不超过 C 种，

但个别种类可能有多达 BB 种宿主（图 "）。<D>E<A的锚

首虫科单殖吸虫仅 ! 种宿主，@E>"=A的锚首虫的宿主不

超过 < 种，只有粗钩伪似盘钩虫（!"#$%&’()*+%,"(+,%#" -,./
"0)/0+-"&0+1,）和黄颡贝氏虫（ 2)(3+1"0)#**& 4"#$%+5&6-,）的

宿主分别达到 !! 种和 !" 种。?E>!CA的指环虫科单殖吸

虫的宿主仅 ! 种，@@>C"A的指环虫的宿主不超过 E 种，

大钩指环虫很特别，其宿主有 BB 种。"" 种（<!>!!A）双

身虫科单殖吸虫仅有 ! 种宿主，@C>""A的双身虫宿主不

超过 ? 种，奇异副双身虫的宿主有 "! 种。?B>E?A的三代

虫只有 ! 种宿主，没有 ! 种三代虫的宿主多于 C 种。D 科

单殖吸虫之间的种特异性无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F+-2G67HI677$2 检验，! J =>=?）。

!"$ 各属单殖吸虫的特异性初探

种类较多的 ? 属单殖吸虫宿主种类数与特异指数见表 "。种和属特异性以锚首虫科的锚首虫属 K8/0+5H
/)9(67-2 和似鲶盘虫属 L$7-+51$2/5$1)2 最高，指环虫属 M6+61$975N55. 次之，三代虫属 O0+516/707-2 又次之，副双身

虫属最低。而科的特异性以指环虫属最高，依次为锚首虫属、似鲶盘虫属、三代虫属和副双身虫属。结果与

各科单殖吸虫的特异性顺序一致，因这几个属是所属科中的主要类群所致。

表 % 各科单殖吸虫的宿主数及特异指数
&’()* % &+* +,-. /01(*2 ’/3 .+* +,-.4-5*678767.9 7/3*: ,8 *’6+ 8’17)9 ,8 1,/,;*/*’/

虫科名
#68$7$)2 5*
85.5%).)6.

虫种数
P5& 5*
29)/$)2

平均宿主
种数

Q)6. P5&
5* (523
29)/$)2

种特异指数
R.1)S 5*
29)/$*$/$30
35 (523
29)/$)2

属特异指数
R.1)S 5*
29)/$*$/$30
35 (523
%).-2

科特异指数
R.1)S 5*
29)/$*$/$30
35 (523
*68$70

宿主种数
P5& 5*
(523

29)/$)2

宿主属数
P5& 5*
(523
%).)+6

宿主科数
P5& 5*
(523

*68$7$)2

锚首虫科 !!! !>E=@ =>??"E =>C?BD =>@B"" E= D" !@
K./0+5/)9(67$16)

指环虫科 B<= !>@!B =>?""< =>C=DC =>@@DD !<B E= E
T6/3075%0+$16)

八铗虫科 " !>=== !>==== !>==== !>==== " " "
T$/7$159(5+$16)
双沟盘虫科 " ">?== =>D=== =>?=== !>==== B " !
T$/70453(+$$16)

双身虫科 B< ">"CE =>DB@= =>DE<? =>@=== DC B? ?
T$975N5$16)
三代虫科 B@ !>@CD =>?=<? =>?<?" =>@"E< ?= B@ !!

O0+516/307$16)
钩铗虫科 ? !>"== =>EBBB !>==== =>EBBB ? B "
Q6N5/+6)$16)
多盘虫科 !! !>=== !>==== !>==== !>==== C D D

M570235863$16)
四钩虫科 @ !>""" =>E!E" =>@=== =>@=== < ? B

’)3+65./($16)

# 讨论

寄生虫在与宿主长期的共同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适应于寄生的特点，由于这些适应性特点是寄生虫

寄生于具体种类的宿主上时产生的，因此寄生虫的适应能力很自然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宿主特异性。单殖

吸虫的宿主特异性是特别突出的，U7):)770.［!"］认为大多数单殖吸虫对宿主的选择是种特异性的，它们一般不

能在非正常宿主上生存［!B］，这种严格的宿主特异性甚至被用于研究宿主的系谱分类［!D，!?］。

从我国目前已有的记录来看，<=A以上的单殖吸虫还只在 ! 种宿主上发现，约 C?A的单殖吸虫的宿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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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同一属内，超过 !"#的单殖吸虫的宿主局限在 $ 科之中，与 %&’(’&&)*［$+］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通常认

为指环虫的宿主特异性是特别明显的［+］，但统计检验表明其特异性并不比锚首虫科的单殖吸虫强，当然这两

科单殖吸虫同属于多钩亚纲的指环虫目，它们的宿主特异性均强于行“胎生”的三代虫科和寡钩亚纲的双身

虫科。一般认为以成虫或幼虫直接在宿主个体间传播的寄生虫种类更容易发生宿主转换（,-./0.(1/231*4）而

感染新种宿主［$，$5］，这可能是三代虫特异性较低的原因。从总的趋势来看，特异性的强弱似乎与寄生虫的分

类地位和进化程度有一定关系，即越是原始古老的种类，由于与宿主共同进化的时间长，其适应的特化程度

越高，宿主特异性也越强；而进化层次较高的寄生虫则具有相对较弱的宿主特异性。因此双身虫作为单殖吸

虫中进化地位较高的类群［$"］，其宿主特异性也较弱。这也许是单殖吸虫的宿主特异性比其它分类地位更高

的蠕虫（如复殖吸虫、线虫、甲壳类等）更强的原因。

表 ! 各属单殖吸虫的宿主数及特异指数
"#$%& ! "’& ’()* +,-$&. #+/ *’& ’()*0)1&234323*5 3+/&6 (4 &#2’ 7&+,) (4 -(+3(7&+&#+

虫科名
6781&1’. -9
8-*-4’*’7*

虫种数
:-; -9
.<’21’.

平均宿主
种数

=’7* :-;
-9 3-./
.<’21’.

种特异指数
>*?’@ -9
.<’219121/)
/- 3-./
.<’21’.

属特异指数
>*?’@ -9
.<’219121/)
/- 3-./
4’*A.

科特异指数
>*?’@ -9
.<’219121/)
/- 3-./
9781&)

宿主种数
:-; -9
3-./

.<’21’.

宿主属数
:-; -9
3-./
4’*’B7

宿主科数
:-; -9
3-./

9781&1’.

锚首虫属 C! $D5$E FD5$!F FD"GFF FD!"EF C! ++ "
!"#$%&#’()*+,-
似鲶盘虫属 CG $DE5G FD5C"! FDG+++ FD!F+H $+ ! H
./+,%&0/-#&/0’-

指环虫属 CH$ $D!H$ FDE$E+ FD"FFH FD!!H$ $5F "! "
1*#2$+&3$%,-
副双身虫属 +" +DHHH FDHF!$ FDHE"5 FD!FFF HC C+ H
4*%*0/(+&5&&"

三代虫属 CG +DFFF FDEFFF FDEEGG FD!+5G H! C! $$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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