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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淡水涡虫眼点结构简单，特别是多目涡虫，每个眼点仅有一个视神经细胞和一个色素细胞构成，是研 

究眼点起源和进化的好材料．本文以采 自秦岭山脉和太行山脉的多目涡虫为研究材料，利用统计学方法探讨了多 目 

涡虫眼点数 目和体长以及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多 目涡虫体长与相应眼点个数呈显著正相关；同一山脉 

多目涡虫随着采集地海拔高度增加，相似体长的涡虫眼点数也相应增多．本研究以期为研究眼点的起源和进化提供 

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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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涡虫隶属于扁形动物门(Platyhelminthes)，涡虫纲(Turbellaria)，是动物界最早 出现两侧对称、三 

胚层、营 自由爬行生活的动物类群 ，对研究动物起源与进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国内外主要 以三角涡虫如 日 

本三角涡虫(Dugesiajaponica)，地 中海涡虫 (Schmidtea mediterranea)和 Girardia tigrina为实验材料研 

究其再生 】̈ ]、发育 、进化口卜 等．其主要特点是再生速度快，头部具有两个明显的眼点，主要由 40～ 

50个视神经细胞和 6～12个色素细胞l_】 ” 构成．和三角涡虫相比较，多目涡虫眼点数 目一般为 2O～180只 

不等，每只眼点仅有 1个视神经细胞和 1个色素细胞构成n ．两种涡虫的眼点尽管在数 目以及两种类型的 

细胞数量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的超微结构相似，眼点的功能及作用机制相同[13--14,16--173．涡虫的眼点由于 

不含有晶状体等一些复杂的光折射系统，因此，其功能只能感受到光的方向和明暗而不能成像．尽管如此，它 

们也和其它高等动物的眼一样 ，能吸收光能并转化成化学能再一步转化成 电能，最后形成各种神经信号进而 

调节其生理活动．涡虫的眼点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它接近于达尔文所提出的“原始眼”Ë ，加上其特 

殊的分类地位 ，涡虫已成为研究眼点起源和进化的好材料口 ． 

多目涡虫主要生活于海拔较高和水温偏低的泉溪源头附近，为冷水型窄温动物，分布于北半球的温带和 

亚寒带地区，关于多目涡虫国内外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对其分类的研究，全世界有 37种，我国已知有 9种， 

主要分布于我国中西部_2 ．目前关于多 目涡虫眼点结构及功能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24,17]． 

秦岭山脉地理条件独特，是我国南北地理、气候和生物地理的分界线和交汇过渡地带，是物种分化的活 

跃地带，是研究资源及进化问题的关键地区之一．太行山脉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属暖 

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虽四季分明，但冬长夏短．本研究所用多目涡虫主要采 自于陕西省中南部与四 

川I省交界处的秦岭山脉主体以及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脉，利用统计学方法探讨不同产地多 

目涡虫眼点数与海拔高度及体长的关系，以期为研究该区淡水涡虫分类及眼点的进化提供基础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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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实验材料采自秦岭山脉和太行山脉，详细采集信息见表 1，带回实验室后在 4。C冰箱培养，每天换水 

1次，每周喂食鱼脾脏 1次． 

1．2 方法 

选取秦岭山脉和太行山脉 8个产地的多目涡虫，每个产地随机挑选 15条健康的涡虫，分别放入 8个盛 

有蒸馏水的无菌培养皿中培养．将消毒好的直径为 20 cm的大培养皿盛 1／3的蒸馏水放在冰上，待涡虫伸展 

时用电子数显卡尺来测量涡虫的体长，做好标记；并随即在 5倍的体视显微镜下用相机对涡虫的头部进行拍 

照，通过计算机做图软件 Adobe Photoshop记数来统计涡虫的眼点数． 

2 结果 

为了探讨不同产地多目涡虫体长与眼点数目的关系，分别对秦岭山脉 5产地及太行山脉 3产地所采集 

的多目涡虫的眼点数目与体长及海拔高度进行测量(表 1，2)；同时，利用生物学软件 SPSS 13．0对不同产地 

多目涡虫的体长与眼点数进行了 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多目涡虫体长与相应眼点个数呈显著正相 

关，它们组成的散点图基本呈直线型(图1)；另外，同一山脉多目涡虫随着采集地海拔高度增加，相似体长的 

涡虫眼点数也相应增多(表 1，2，3)． 

表 1 多目涡虫 8产地采集信息 

表 2 秦岭 山脉 5产地 多目涡 虫体 长、眼点数 目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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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太行 山脉 3产地 多目涡 虫体 长与眼点数 目及 海拔的关系 

3 讨 论 

多目涡虫的眼点数目因产地和种类不同存在很大差别 ，即使同一个物种也因个体大小的差异而有 

所不同口 ．关于多目涡虫与眼点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多目涡虫眼点的数目与体长存 

在对应关系 ；另一种认为多目涡虫眼点数 目和体长没有对应关系l_2 ．本研究对采自秦岭山脉和太行山 

脉 8个产地的多目涡虫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产地多目涡虫眼点数目差别较大，同一产地多目涡虫眼点数目和 

体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这和 Kawakatsu，Aikawa的研究结果相一致_2“鹅]．另外，Aikawa在研究两种多目 

涡虫 Polycelis sapporo和Polycelis auriculata发现：在对其持续饥饿的过程中，随着体长的缩短，眼点数目 

也随之减少；而切割再生时，较大的片段再生眼点数 目较多__2 ．另外，在统计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同一山脉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相似体长的涡虫眼点数也相应的增多．TeshirogiL2卜 等认为涡虫的体积 

和眼点数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而变化，并且眼点数的变化是稳定的．而我们的统计结果并没有发现涡虫体长 

与海拔高度存在明显的关系．本实验研究结果以期为研究该区淡水涡虫分类及眼点的进化提供基础实验数 

据．目前，关于多目涡虫眼点数 目与体长及海拔高度存在正相关的机制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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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Eyespots Number and Body Length of Polycelis sp． 

CHEN Jing，DONG Zimei，LI Xiaoyan，SIMA Yingxu，JIN Nan， 

FANG Jiajia。CHEN Guangwe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The structure of the freshwater planarian eyespots is simple，especially the eye of Polycelis sp．，which is 

composed of a pigment cell and a photoreceptor cel1．Planarians are becoming the suitable model system for studying the origin 

of eyespots and evolution．In this paper，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yespots number，the length of the Polycelis sp．and ahi— 

tude was analyzed from Qinling Mountains and the Taihang Mountains by statistical metho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length and the eyespots number of Polycelis sp．；the eyespots number increases 

with the collecting elevation height increase of same mountains．This work provides basic data to elucidate the ey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Qinling；Polycelis sp．；eyespots number；body length；altitu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