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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多钩槽绦虫和隐藏新棘虫单独在黄鳝肠道内分布时，其分布位置十分相似，相似性系数 ! > "2 8!!9（ " ? "2 ":）。

当两种寄生蠕虫在黄鳝中共同感染时，随着大型多钩槽绦虫的生长，其分布位置明显前移而隐藏新棘虫的分布位置则显著

后退，生态位重叠明显下降。两种寄生蠕虫种间正关联显著，它们在宿主肠道内共存并不改变它们的感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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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蠕虫种间关系的研究以种间竞争排斥作用的报道较多［: = 9］，引起种间竞争的原因，寄生蠕虫种间竞

争对构成寄生蠕虫群落的重要性仍然是当今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之一［!］。相对说来，海洋鱼类寄生蠕虫种间

竞争的研究工作较多［6］。大型多钩槽绦虫 8)-/)(:);)&3!,1’ ’%.(1’（ <’$$=，:869）和隐藏新棘虫 8 6（ 9 6）
:$>%&14（?%( :>$%($，:8!7）是寄生在黄鳝小肠内的两种常见寄生蠕虫［$］，这两种寄生蠕虫寄生在同一宿主体

内有着什么样的种间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本研究的目的。

6 材料和方法

:88$ 年 9 = 7 月间，共检查了采自湖北省团风县新河乡的田间，河沟的黄鳝 9"" 尾。所检出的隐藏新棘

虫标本和大型多钩槽绦虫标本的处理方法见文献［:、$］。

考虑到绦虫的头节、颈节和未成熟节片是绦虫吸收营养、物质交换、生长最活跃的部分，在量化生态位宽

度时是以大型多钩槽绦虫的头节在宿主肠道上附着的部份为准，而隐藏新棘虫则是以吻附着的部位为准。

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的计算是先将检获的两种寄生蠕虫按其在肠道内附着的部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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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鳝的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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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划分为 !" 段）［!，#，$］。数量换算为在一维资源（肠道）上所占的百分比，然后按下式计算［%］：

生态位宽度 ! & ! "!
#

$ & !
%#

$·（ #）；生态位重叠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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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第 $
和第 ’ 个物种在资源集第 ) 个单元中的比例。

采用相关检验的方法来比较不同长度的大型多钩槽绦虫与隐藏新棘虫共同感染时它们分布位置的变

化［’］。用统计学中 # ( # 列联表求出种间关联系数以明确种间协调关系，并用 -# 检验其显著性程度［!"］。两

种寄生蠕虫各自单独感染和共同感染的感染强度差异显著性经 . 检验确定［’］。

表 ! 两种寄生蠕虫在黄鳝中的感染强度

"#$%& ! ’()&*+,-( ,(+&(.,+/ -) +0- 1&%2,(+1 .3&*,&. ,( 4,*&),&%5 &&%

寄生虫

)*+*,-./
,0/1-/,

寄生虫总数

2*.34 5678/+
39 :3+7,

感染强度

;59/1.-35
-5./5,-.<

单独感染

=-5>4/?
-59/1.-35

共同感染

@3?
-59/1.-35

单独感染

=-5>4/?
-59/1.-35

共同感染

@3?
-5 9/1.-35

检验（ .）
/ ./,.

隐藏新棘虫

% ,（0 ,）
123&.4#

A!%’ A$B !!C’ !!CB . & " ,"%%B
( & D

大型多钩槽

绦虫

% C 5&6(45
#$ E% AF" # FG . & ! ,GBA’

( & AG

6 结果

67! 两种寄生蠕虫在宿主中的感染强度及种

间关连程度

在所检查的 G"" 尾黄鳝中，共有 #’% 尾黄

鳝染有隐藏新棘虫，% 尾黄鳝体内只染有大型

多钩槽绦虫，A" 尾黄鳝染有这两种寄生蠕虫。

黄鳝的染虫情况及感染强度见表 !。

从表 ! 中可知，隐藏新棘虫的感染强度较

高。两种寄生蠕虫共存于同一宿主体内与否，

对其感染强度的影响不大。

经计算，在宿主种群中这两种寄生蠕虫的

关连系数 7 & "F!B#A、-#
1 & !#FG’ H GFG$ & -#

"F"!，

证明这两种寄生蠕虫在黄鳝中种间正关联非常

显著。

676 两种寄生蠕虫在宿主肠道中的位置分布及其变化

根据检查的结果，将两种寄生蠕虫单独和共同在宿主肠道内的不同部位出现的频率绘制成图 ! I $。

从图 ! 可知，这两种寄生蠕虫单独在宿主肠内分布时都是吸附在宿主肠道的前段。可见宿主的小肠前

段是这两种寄生蠕虫的最适小生境。

从图 # 可以看出，大型多钩槽绦虫基本上还保持着单独在宿主肠内寄生的分布格局，但隐藏新棘虫在宿

主肠内的分布改变较大，表现在分布范围增大和分布在肠前端的虫体减少。

图 A 和图 $ 则反映了两种寄生蠕虫在宿主肠内共存时绦虫的大小与位置分布的动态关系，即，全长小于

A"77 的大型多钩槽绦虫与隐藏新棘虫共同在宿主肠道内分布时分布格局几乎无异；随着大型多钩槽绦虫的

生长，分布逐渐前移，至大型多钩槽绦虫的长度大于 A"77 后则全部移到宿主小肠的最前端分布。相应地，

隐藏新棘虫的分布则逐渐后移，分布范围扩大，在肠道最前端的分布比例下降甚多。

678 两种寄生蠕虫在黄鳝肠道内分布位置的相似性

分别将两种寄生蠕虫单独和共同在宿主肠道内的分布频率进行相关检验，其结果见表 #。

表 # 显示，两种寄生蠕虫单独在宿主肠内的位置分布高度相似，说明它们在宿主体内的空间需要高度一

致。随着大型多钩槽绦虫的生长，相似性程度降低，至长度大于 A"77 后，两种寄生蠕虫在宿主体内的分布

相差极显著。

679 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的变化

将宿主的肠道视为一维资源系列，依两种寄生蠕虫在宿主肠内的位置分布计算它们在不同感染情况下

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值，结果见表 A、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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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两种寄生蠕虫单独在黄鳝肠中的分布

"#$%! &’( )#*$+(,#*-(./#0* 1#)/2#34/#0* 0- /50
’(+6#*/’ )7(.#() #* /’( #*/()/#*( 0- 2#.(-#(+1 ((+

图 8 两种寄生蠕虫共同在黄鳝肠内的分布

"#$%8 &’( .0*.422(*/ 1#)/2#34/#0* 0- /50 ’(+6#*/’ )7(.#() #*
/’( #*/()/#*( 0- 2#.(-#(+1 ((+

图 9 两种寄生蠕虫共同在黄鳝肠内的分布

（绦虫的长度小于 9:66）

"#$%9 &’( .0*.422(*/ 1#)/2#34/#0* 0- ! " #$%&’# +()) /’;*
9:66 #* +(*$/’ ;*1 ! "（( "）)*+$,’- #* /’( #*/()/#*( 0- 2#.(,
-#(+1 ((+

图 < 两种寄生蠕虫共同在黄鳝肠内的分布

（绦虫的长度大于 9:66）

"#$%< &’( .0*.422(*/ 1#)/2#34/#0* 0- ! " #$%&’# 602( /’;*
9:66 #* +(*$/’ ;*1 ! "（( "）)*+$,’- #* /’( #*/()/#*( 0- 2#.(,
-#(+1 ((+

表 9 显示，当两种寄生蠕虫在黄鳝肠内共存后，大型多钩槽绦虫随着体长增长，其生态位宽度逐渐变窄，

而隐藏新棘虫的生态位逐渐增宽，达单独感染时的 !=>? 倍。

表 < 证明，大型多钩槽绦虫随着虫体长度的增加，生态位重叠值大幅度减小，隐藏新棘虫的生态位重叠

值改变不大。

!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大型多钩槽绦虫和隐藏新棘虫都能在黄鳝肠内的大部分范围内分布，但是，它们的最适

小生境都是在黄鳝小肠的前端，而且它们的营养方式，附着方式亦很相似，是这两个物种正关连显著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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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表 ! 两种寄生蠕虫在黄鳝肠道内分布位置的相似性

"#$%& ! "’& ()*)%#+),- ./ 0)(,+)$1,).2( ./ ,3. ’&%*)2,’ (4&5)&( )2 ,’& )2,&(,)2& ./ +)5&/)&%0 &&%

感染类型

#$%& ’( )*(&+,)’*
寄生虫

-./.0),& 0%&+1&0
相似性系数（ !）

2)3)1./),$ +’&(()+)&*,
检验（ "）
# ,&0,

单独感染

2)*41&5)*(&+,)’*
大型多钩槽绦虫

$ % &’()*&
! 6 "7899: $ ; "7"!

隐藏新棘虫

#+"’, $ %（- %）./,’"*0

共同感染

<’5)*(&+,)’*
大型多钩槽绦虫（全部）

#’,.1 $ % &’()*&
! 6 "7=:>? $ ; "7"!

隐藏新棘虫（全部）

$ %（- %）./,’"*0
$ @ "A"B

共同感染

<’5)*(&+,)’*
大型多钩槽绦虫

$ &’()*&（ @ >"33）
! 6 "7>=8:

隐藏新棘虫

$ %（- %）./,’"*0

共同感染

<’5)*(&+,)’*
大型多钩槽绦虫

$ A &’()*&（ ; >"33）
! 6 "78::" $ ; "7"!

隐藏新棘虫

$ %（- %）./,’"*0

表 6 两种寄生蠕虫在黄膳肠道内的生态位宽度

"#$%& 6 "’& 2)5’& 3)0,’ ./ ,3. ’&%*)2,’ (4&5)&( )2 ,’& )2,&(,)2& ./ +)5&/)&%0 &&%

感染类型

#$%& ’( )*(&+,)’*
寄生虫

-./.0),& 0%&+)&0
生态位宽度

C)+D& E)F,D

单独感染

2)*41&5)*(&+,)’*
大型多钩槽绦虫

$ A &’()*&
"7!"=

隐藏新棘虫

$ %（- %）./,’"*0
"79??

共同感染

<’5)*(&+,)’*
大型多钩槽绦虫（全部）

#’,.1 $ A &’()*&
"7!::

隐藏新棘虫（全部）

#’,.1 $ %（- %）./,’"*0
"7>98

共同感染

<’5)*(&+,)’*
大型多钩槽绦虫

#’,.1 $ A &’()*&（ @ >"33）
"7!""

隐藏新棘虫

$ %（- %）./,’"*0
"7?B:

共同感染

<’5)*(&+,)’*
大型多钩槽绦虫（ ; >"33）

$ A &’()*&
"79B!

隐藏新棘虫

$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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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种寄生蠕虫在黄鳝肠内的生态位重叠

"#$%& ! "’& ()*’& +,&-%#. +/ 01+ ’&%2)(0’ 3.&*)&3 )( 0’& )(0&30)(& +/ -)*&/)&%4 &&%

寄生虫

!"#"$%&’ $(’)%’$
寄生虫数

*+, +- ("#"$%&’$
重叠指数

*%).’ +/’#0"( %12’3

大型多钩槽绦虫

! 4 "#$%&"
’ 5 678 7,7989

隐藏新棘虫

! (（’ (）)*+#,&-
’ 5 :;:< 7,68<7

大型多钩槽绦虫（ = :7>>）

! 4 "#$%&"
’ 5 8? 7,78:@

隐藏新棘虫

! (（’ (）)*+#,&-
’ 5 6@7 7,67?6

大型多钩槽绦虫（ A :7>>）

! 4 "#$%&"
’ 5 ;7 7,66<@

隐藏新棘虫

! (（’ (）)*+#,&-
’ 5 6@; 7,7?8:

关于鱼类肠道寄生蠕虫种间竞争的发生 B+0>’$ 认为，当关系很近的种类，如同类或同属动物（’, C, )+1D
C’1’#$）同在一宿主体内时，它们要么在时间或空间上分离以避免竞争，要么使生态位分离［8］, E%00’# 则认为，

种间竞争的发生是处于同一营养级的寄生蠕虫由于共同的资源和需求受到限制所致［;］。本研究所涉及的两

种寄生蠕虫属不同动物门，但是它们在黄鳝肠内的位置分布极相似，营养方式，营养物需求相同，当两种寄生

蠕虫在黄鳝肠道内共存时，有明显的位置分离。这一结果支持了 E%00’# 的观点。

这两种寄生蠕虫种间竞争的结果只是产生了空间分离，而无种间竞争排斥现象出现，可能与隐藏新棘虫

的“让步”有关。F#’G H B"GI1C" 认为，有的寄生蠕虫是“多面手”（F’1’#"0%$&），当发生种间竞争后，它以改变位

置选择作为应答，有在毗连处栖居的能力，从而避免了空间竞争和过分拥挤，使竞争降至最低点，对竞争双方

的生长，发育都无阻碍［9］。隐藏新棘虫就具有这种能力。

本工作不仅研究了共同寄生在黄鳝肠内的两种寄生蠕虫位置分布的整体情况，还分别比较研究了不同

长度的大型多钩槽绦虫与隐藏新棘虫共同寄生后位置分布的动态变化情况，这样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两

个物种间竞争的变化趋势，引起生态位分离的主要因子等，较之只对相互竞争的种群作出整体分析更准确，

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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