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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河南省不同洞穴蝙蝠的调查，发现有 l属 3种绦虫寄生于2种蝙蝠消化道内．商城县和桐柏县 

普通长翼蝠消化道内寄生的是台湾蝙蝠绦虫，济源市和桐柏县马铁菊头蝠消化道内寄生的分别是蝙垦丁蝠绦虫和 

东北蝙蝠绦虫．该 3种蝙蝠绦虫是河南省的首次报道，其中东北蝙蝠绦虫为我国新纪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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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绦虫属于圆叶目，成虫虫体白色或乳白色，体长因虫种不同可从数毫米至十几厘米不等，节片数 目 

因虫种而异．其种类除裸头科的圆斯氏属(c czos a6 ” n)和代凡科的瑞列属(Raillietina)外，其他种类都 

归入了膜壳科(Schmidt，1986)~ ．早期发现的膜壳科蝙蝠消化道内绦虫根据其特征基本上都归入膜壳属 

(Hymenolepis Weinland，1858)_2 ]．1954年，Spassky在膜壳科中建立一新属 Vampirolepis属，将原属于 

膜壳属中的翼手类、一些食虫类等消化道内的绦虫种类移入该属中l8]．1959年，Yamaguti认为 Vampirole— 

pis属成立，并将 10种蝙蝠膜壳绦虫列入该属[9]．1986年，Schmidt_】 在专著中对膜壳属和 Vampirolepis属 

的定义特征中指出，膜壳属顶突缺失或退化 ，顶 突没有小钩存在 ，而 Vampirolepis属顶突发达 ，顶突有“y” 

形小钩存在，并列出了他收集到的膜壳属和Vampirolepis属文献中的种类，其中Vampirolepis属中有31种 

蝙蝠绦虫，膜壳属中的13种蝙蝠绦虫被作为该属的疑问种列出．Sawada在 1990年统计 Vampirolepis属中 

蝙蝠消化道内绦虫为 73种 ． 

我国蝙蝠消化道绦虫的研究相对滞后，林宇光 1962年首次在福建省普氏蹄蝠消化道内发现圆叶蹄蝠膜 

壳绦虫l2]，Sawada于 1988年根据顶突及小钩特征将该种移入 Vampirolepis属_1 ．从 8o年代开始 Sawada 

等对我国台湾省蝙蝠消化道内绦虫进行研究，共发现台湾省蝙蝠绦虫 2属 8种_】 朝；1997年，曾丽等对云 

南省蝙蝠绦虫进行调查 ，共 发现 1属 7种[1。 ；1998年，Sawada报道 了我 国四JIi省蝙蝠消化道 内绦 虫 2属 

3种口 ．目前，我国已报道蝙蝠绦虫 2属 18种．本文在研究河南省蝙蝠资源的基础上对其消化道内绦虫的种 

类进行了鉴定，共发现蝙蝠绦虫 3种，其中 1种为我国新纪录种类． 

1 材料和方法 

1．1 宿主 

研究调查了河南省济源市 、商城县、桐柏县、新县和卢氏县等 17个产地 3科 8属 19种蝙蝠 ，种类主要有 

马铁菊头蝠(Rhinolophus ferrumequinum)、普通长翼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和毛腿鼠耳蝠(Myotis 

fimbriatus)等，寄生蝙蝠绦虫的种类主要为马铁菊头蝠和普通长翼蝠． 

1．2 方法 

1．2．1 绦虫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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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的宿主带回实验室，初步鉴定种类，辨别雌雄，做好记录．乙醚麻醉后解剖，取出消化管于 0．9％的 

生理盐水中，蝙蝠躯体冻存于一80℃或制作成标本保存于标本馆．消化管解剖后反复冲洗，检查肠道等内容 

物，大的绦虫为白色或乳白色带状，用吸管直接转移到盛有 0．9 生理盐水的干净培养皿中，在解剖镜下检 

查剩余物，将小的和尚未发育的绦虫头节转移到另一小培养皿中．虫体反复冲洗干净后备用． 

1．2．2 绦虫固定 

将冲洗干净的绦虫立即转移到大的玻璃板上，加上合适的生理盐水，慢慢盖上小玻璃板，从一侧加入 

10 的中性福尔马林，固定 6～12 h，固定后将玻璃板放入清水中，慢慢移去小玻璃板，冲洗固定后的虫体， 

转移到5 的福尔马林中保存． 

1．2．3 绦虫整体装片 

(1)10 中性福尔马林．甲醛固定好的虫体用自来水洗 3--6 h，每 30 rain换水 1次． 

(2)蒸馏水洗 2次，转移到 5O 酒精中．脱水 1 h后移去酒精 ，加入硼砂洋红染色 12～24 h，吸去染液．用 

蒸馏水洗去多余染液． 

(3)加入 7O 酸性酒精分色，显微镜下观察到分色合适时停止．蒸馏水洗 2次． 

(4)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每级 30~60 rain． 

(5)中性树胶封片，干燥 ，观察． 

染色的标本经过初步鉴定，归类，然后观察、测量、绘图与种类鉴定． 

1．2．4 头节小钩制片 

将冲洗过的小的头节用 70 酒精固定，蒸馏水洗 2次后转移到载玻片上，加上一滴布氏胶(厦门大学生 

科院刘升发教授赠送)，盖上盖玻片，轻轻敲打，使头节上的小钩完全分开，显微镜下对小钩计数和测量大小． 

2 结果 

2．1 台湾蝙蝠绦虫 "Campirolepis taiwanensis Sawada，1984 

中型虫体，长 26~54 mlTl，最大宽 1．04～1．61 mm．分节明显，边缘稍微锯齿状，所有节片宽度明显大于 

长度．生殖孔开口于体同一侧，位于节片边缘中间稍后方．头节0．277~0．383 mm×0．275～O．284 mm；顶突 

囊 0．081～o．104 mm×0．058～0．071 mm，可延伸到吸盘后；顶突 0．059～0．071 mm×0．047～0．053 mm 

(图 1A)；带有一圈 22～24个“Y”字形小钩 ，三角形排列 ，钩长 0．0185～0．0204 mm，钩柄长 0．091～0．098 

mm，钩护末端钝 圆，长 0．0071～0．093 mm，稍短于和等于钩刃 ，钩刃末端尖锐，长 0．0091t0．0106 ram(图 

1B)．头节具 4个吸盘，呈圆形或椭圆形，大小为 0．071～0．078 mm×0．070～0．084 mm(图 1A)．颈节不明 

显．睾丸 3枚 ，呈卵圆形 ，大小为 0．061～0．73 mm×0．072～0．078 mm，三角形排列．外贮精囊长椭圆形 ， 

0．067~0．083 mm×0．014~0．025 mm，位于受精囊侧背面，大部分与受精囊重叠；内贮精囊膨大充满整个 

阴茎囊，大小为0．075NO．113 mm×0．16～0．021 mm，横过排泄管．受精囊位于贮茎囊的侧后方，大小为 

0．038~0．043 mm×0．016~0．020 mm．卵巢长形，位于节片的中前端，长为 0．152~0．183 mm．卵黄腺近球 

形，位于卵巢的后面，0．023~0．035 mm×0．017～O．025 ram(图 1C)．成熟子宫呈囊状，虫卵似球形，外层卵 

壳厚 ，大小为 0．0275～0．0310 mm×0．0216～0．0271 mm；六 钩蚴近球形 ，胚钩长 0．0121～0．0143 mm 

(图 1D)． 

宿主：普通长翼蝠 (M．schreibersi)． 

寄生部位 ：小肠 

采集地点：信阳市商城县三里坪乡(N 31。94 E儿5。41 214 m)；南阳市桐柏县回龙乡(N 32。62 E 113。 

68 301 m) 

感染率和强度：从商城县 2只普通长翼蝠消化道内查到该绦虫，感染率是 12．5O (2／16)，感染强度为 

1～4条，平均感染强度 2．5条(5／2)；桐柏县 2只普通长翼蝠感染该绦虫，感染率是 10．OO (2／20)，感染强 

度为 1～3条 ，平均感染强度 2．0条 (4／2)． 

讨论：台湾蝙蝠绦虫是 Sawada等[】 于 1984年首次报道于台湾省普通长翼蝠的消化道内，后又陆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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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于我国台湾省和云南省 。 ．本次发现的绦虫比最初报道的台湾蝙蝠绦虫虫体稍大，完全成熟虫体后端 

2／3长度为妊娠节片，虫体的头节大小、小钩数目的多少、小钩的形态和大小、虫卵的大小和成熟节片的形态 

及内部结构与台湾蝙蝠绦虫基本一致，宿主也相同，因此认为本次发现的绦虫是台湾蝙蝠绦虫． 

A 

⑧◎ 
,
20 1~ 

D 

B 

C 

A．头节 (顶突未伸出)，B．顶突上的小钩形态及数目，C．成熟节片，D．虫卵 

图i台湾蝙蝠绦虫 (普通长翼蝠体内) 

2．2 垦丁蝙蝠绦虫 Vampirolepis kengtingensis Sawada et al。1996 

小型虫体，长 19~27，最大宽 0．75～0．79 mm，分节明显，边缘呈锯齿状，所有节片宽度明显大于长度． 

生殖孔开口于体同一侧，位于节片边缘中间稍后方．头节 0．185～O．212 mm×0．170~0．207 mm，似球形，起 

源于后面较细 的颈节 ；顶 突囊 0．93～0．102 mm×0．062～0．073 mm，顶 突 0．061～0．067 mmx 0．050～ 

0．056 ram(图 2A)；带有一圈 26～27个“Y”字形小钩，“一”字形或三角形排列 ，钩长 0．0163～0．0175 mm， 

钩柄长 0．0089～0．0113 l-rim，钩护 末端钝 圆，长 0．0075～0．0089 mm，明显长 于钩刃 ，钩刃末端尖 锐 ，长 

0．0053~0．0067 ram(图 2B)．头节具 4个吸盘 ，呈 圆形 ，大小为 0，080～0．085 mm×0．071～ 0．078 mm 

(图2A)．睾丸 3枚，似球形，大小为 0．045～O．068 mm×0．031～0．040 mm，三角形排列．外贮精囊长椭圆 

形，0．046～O．052 mm×0．030～0．036 mm，位于受精囊背面；阴茎囊椭圆形，大小为 0．046～0．062 miD．× 

0．024~0．031 mm，横过排泄管；内贮精囊膨大几乎充满整个阴茎囊，大小为 0．036～0．052 mmx 0．019～ 

0．026 mm．受精囊位于贮茎囊的后面，大小为 0．052n0．063 mm×0．026～0．036 mm．卵巢横列，分为两叶 

叶，位于节片的中部，长为0．087～O．123 mm．卵黄腺近球形，位于卵巢的后面，0．034~0．043 mm×0．O17～ 

0．021 ram(图 2C)．所有虫体未发育到有妊娠节片． 

宿主：马铁菊头蝠(R．ferrumequinum)． 

寄生部位 ：小肠 

采集地点：济源市太行山国家猕猴 自然保护区(N 35。15 E l12。06 545 m)；南阳市桐柏县回龙乡(N 32。 

62 E 113。68 301 m)． 

感染率和感染强度：从济源市 22只马铁菊头蝠中查到有 4只感染了该绦虫，感染率是 18．18 (4／22)， 

感染强度为 2～8条(大多数是有未成熟节片虫体)，平均感染强度 4．75条(19／4)；桐柏县有 3只马铁菊头蝠 

感染该绦虫，感染率是 12．5 o,4(3／24)，感染强度为 1～3条(未成熟虫体)，平均感染强度为 2．33条(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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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垦丁蝙蝠绦虫是 Sawada等于 1996年在台湾省屏东县垦丁的台湾菊头蝠(Rhinolophus fo~mo— 

sae)消化道内发现并命名的 ．本次发现的绦虫与 Sawada报道的垦丁蝙蝠绦虫在虫体大小、头节及小钩数 

目、小钩大小与形态、成熟节片的形态和结构等基本一致．与台湾蝙蝠绦虫在小钩数 目和大小、虫体大小、成 

熟节片的结构与形态等特征方面不一致，不同于我国已报道的其他蝙蝠绦虫，因此认为本次发现的绦虫是垦 

丁蝙蝠绦虫． 

A 

B 

A．头节，B．顶突上的小钩形态及数目，C．成熟节片 

图2垦丁蝙蝠绦虫 (马铁菊头蝠体内) 

2．3 东北蝙蝠绦虫 Vampirolepis toohokuensis Sawada。1988 

虫体未成熟．体长 16～17 mm，最大宽 0．49～o．51 mm，分节明显，边缘稍微锯齿状，所有节片宽度明显 

大于长度．生殖孔开口于体同一侧，位于节片边缘中间后方．头节 0．255～0．296 mm×0．294~0．325 mm；顶 

突囊 0．162~0．175 mm×0．091～0．097 mm，顶突 0．087～0．097 mIi1×0．084～0．091 mm；头节具 4个 吸 

盘，似圆形，大小为 0．089tO．097 mm×0．086～0．099 ram(图 3A)．带有一圈 32个“Y”字形小钩，“一”字形 

排列，钩长 0．0165～0．0181 mm，钩柄长 0．0100～0．0106 mm，钩护末端钝圆，长 0．0083 mm，明显长于钩 

刃，钩刃末端尖锐，长 0．0057~0．0068 ram(图 3C)．睾丸 3枚，似球形，大小为 0．035～0．048 mm×0．021～ 

0．033 mm，横列于节片的后端(图 3B)．其他结构尚未发育． 

宿主 ：马铁菊头蝠(R．ferrumequinum)． 

寄生部位 ：小肠 

采集地点：济源市太行山国家猕猴自然保护区(N 35。15 E 112。06 545 m)；南阳市桐柏县回龙乡(N 32。 

62 E 113。68 301 m)． 

感染率和强度：济源市有 2只马铁菊头蝠感染了该绦虫，感染率是 9．09％(2／22)，感染强度为 3～ 

10条，平均感染强度为 6．5条(13／2)；桐柏县 24只马铁菊头蝠中查到 1只感染了该绦虫，感染率是 4．17 

(1／24)，感染强度为 2条． 

讨论：东北蝙蝠绦虫是 Sawada于 1988年口8_在日本本州岛的东北地区的山蝠属(Nyctalus)蝙蝠消化道 

内发现并命名的．由于本次发现的绦虫没有成熟节片，只能通过头节的结构与已报道的种类相比．本次发现 

的绦虫与 Sawada报道的东北蝙蝠绦虫在头节大小及相关形态结构、小钩数 目、小钩大小与形态等一致．与 

其他小钩数目和大小相近的种进行比较，头节大小和相关形态特征不一致．与发现于我国四川省的四川蝙蝠 

绦虫虽然小钩数 目接近，但二者的大小和头节形态不一样，四川蝙蝠绦虫头节及相关结构小于本次发现的绦 

虫头节．故根据头节结构特征认为本次发现的绦虫是东北蝙蝠绦虫 ，为我国新纪录种． 

3 讨 论 

蝙蝠消化道绦虫是哺乳动物绦虫的重要类群．早期发现 的蝙蝠绦虫被列入膜壳属．1954年 ，Spassky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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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壳科绦虫中建立一新属 Vampirolepis属，将翼手类、一些食虫类等原属于膜壳属中的绦虫种类移入该属 

中 8J．1961年，Stunkard认为Vampirolepis属特征不是十分明确，该属不能成立l_1 ．1986年，Schmidt在其 

专著中记录蝙蝠绦虫种类隶属于圆叶 目中 3科 12属，除裸头科 圆斯 氏属 (Cycloskjabinia)和代凡科 的瑞列 

属(Raillietina)各 1属中有蝙蝠绦虫种类外，膜壳科共有 10属中有蝙蝠绦虫列出，即 Pseudodiorchis属、 

Gopalaia属 、Myotolepis属、 ”5ef￡ nr0ZP s属、Hymenolepis属、T 0 0 0ZP s属 、S 口 ̂  Z0c 5 s属、 

Vampirolepis属 、P P“ Dz堙。，．f 属和Oligorchis属，种类最多的是 Vampirolepis属 ，计 31种l】]．1992年， 

Vaucher认为膜壳科中一些属的定义只是适合典型种，属中的有些种与属的特征不一致，需要修订属的特征 

以包括几乎所有种，其中修订的就有蝙蝠绦虫的Vampirolepis属，将Vampirolepis属的种类限定到仅寄生 

于蝙蝠体内绦虫l2 ．1994年，Khalil等在专著中列出膜壳科 4个属中有蝙蝠绦虫[2 ，即P “ 0z or 属、 

Vampirolepis属、Rodentolepis属和 Milgna属．其中，Sawada在 1990年统计 Vampirolepis属共有 73 

种l1 ，属的特征也进一步明确 ，近几年补充 4个新种_1 后 Vampirolepis属共有 77种．而寄生于我国蝙 

蝠体内的Vampirolepis属绦虫有 17种，我国蝙蝠体内的绦虫资源需要进一步查明． 

致谢 ：感谢厦 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唐崇惕院士对论 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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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Cestode Species from Bat in Henan Province 

YU Yah ，W U Shixiu ，LIU Xiaoxiao ，TAO Huan ，NIU Hongxing 。M A Jinyou 

(1·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nxiang 453003 

2．College of Life Sciences，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Three species of Cestode belonging to the genus Vampirolepis were obtained in the intestina1 tracts of Rhi oZ— 

ophus ferrumequinum and Miniopterus schreibersi through examination of bats from the different caves in Henan Province． 

Vampirolepis taiwanensis parasitizing in the alimentary tract of M．schreibersi was recovered from Shangcheng County and 

Tongbai County，and Vampirolepis toohokuensis and Vampirolepis kengtingensis parasitizing in R． ferrumequinum from 

Jiyuan City and Tongbai Cour／ty．All three species were first recorded in Henan Province，and V．toohokuensis is a new record 

in china． 

Keywords：Cestode；Rhinolophus ferrumequinum；Miniopterus schreibersi；Henan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