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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帆蚌钩介幼虫寄宿阶段

形态变化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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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三角帆蚌钩介幼虫不同发育阶段即排入水中未附着阶段、附着于宿

主鱼体(黄颗鱼)阶段及从宿主鱼体脱落后阶段的形态变化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三角帆蚌钩介幼虫不同

发育阶段壳高、壳长及按合部增长速度有差异。钩介幼虫未附着阶段腹面有钩，附着阶段侧面观半椭圆型，壳

腹缘无钩，有稍突出的崎和两片与腹缘相连的薄翼，崎和翼表面分布小而密的棘刺，未形成大而粗壮的钩;在

此阶段幼虫足丝消失，内部器官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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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the glochidia 
of Hyriopsis cumingii in stage of para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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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riation of morphology about the glochidia of Hyriopsis curningii which went into the water 

parasitized in the gill of fish (yellow catfish) falled off the host fish was observed through optical micr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results showe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ength and height of the shell 

and length of the intertwisting part were different. Under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 the glochidia of 

Hyriopsis cumingii had hook in the belly during the water , but the hook disappeared in the host fish: The 

glochidia had a little ridge and two thin wing which linked with the edge of belly , thick and little thornies were 

distributed over the ridge and wings. The silk of the feet of the glochidia disappeared and the interior apparatus 

formed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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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帆蚌(Hyriopsis cumingii Lea) 是我国特有种，其培育的珍珠珠质细腻、光滑、色泽鲜艳，质量佳，

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淡水育珠蚌。由于珍珠产业的快速发展，三角帆蚌被过渡利用，自然资源、日益减

少，现在主要靠人工培育的种苗供应生产所需。钩介幼虫是淡水蚌类特有的幼虫，钩介幼虫期是蚌类人

工育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 。三角帆蚌在繁殖季节，受精卵在由鲤水管特化而成的育儿囊中发育

成钩介幼虫，幼虫成熟后排出体外，并寄生在鱼的鲤或鳝上，经变态后脱离寄主成为幼蚌，开始营独立生

活[2) 。钩介幼虫的形态特征及发育过程中的许多特性是系统地研究三角帆蚌繁殖生物学的基础。前

人曾研究过三角帆蚌精子的形态及超微结构[3 -4) 并且对三角帆蚌及与其他蚌类钩介幼虫进行过形态

比较[5 -9) 但对三角帆蚌钩介幼虫的整个发育过程尚无系统的研究。本文研究了三角帆蚌钩介幼虫不

同发育阶段即排人水中未附着阶段、附着于宿主鱼体阶段及从宿主鱼体脱落后阶段的形态变化，为我国

三角帆蚌全人工繁殖、新品种培育及种质资源保护提供理论依据[10 -叫。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三角帆蚌:取自浙江省诸暨市王家井珍珠养殖场;宿主鱼:为黄颖鱼，规格 30 - 35 尾/屿，由市场购

人。

1. 2 实验方法
1. 2.1 钩介幼虫取样及观察

实验在 2006 年 4 月进行，实验期间水温 23 - 24 "c ，气温 21 -28 "c。

从池塘中取成熟三角帆蚌亲蚌 20 个，阴干 2 h ，放人大盆中，加水井搅动，20 min 后，其钩介幼虫大

量排入水中，将亲蚌取出，并捞出上层粘液。然后加人准备好的黄颖鱼，进行附着，20 min 后，将附有三

角帆蚌钩介幼虫的黄颖鱼放人培育池中进行培养。

钩介幼虫排入水中和从鱼体上脱落后，用显微镜观察活体的活动情况，测量其壳长(平行于按合部

的最大长度)、壳高(垂直于佼合部的最大高度)、佼合部长度。固定后，显微镜及扫描电镜观察并照相

(每次测量 30 个)。

钩介幼虫寄生于宿主鱼体后，每天从鱼鲸上取部分附有钩介幼虫的螺丝，显微镜下观察，测量壳长、

壳高、按合部长。固定后，显微镜及扫描电镜观察并照相(每次测量 30 个)。

钩介幼虫指数( Gin) 、最大变异率按照下式计算:

钩介幼虫指数=壳长×壳高

最大变异率=(最大值-最少值)/最少值 x100%

1.2.2 扫描电镜样晶制备

取钩介幼虫经0.65% 生理盐水冲洗，2.5%戊二醒固定，0.1 M 磷酸缓冲液清洗三次，酒精梯度脱水

(30% - 50% - 70% - 80% - 90% - 100% ， 100% 的酒精脱水 3 次) ，元水丙酬脱水 3 次，临界点干燥喷

金，JSM -300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并照相。

2 结果

三角帆蚌成熟钩介幼虫发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排入水中未附着阶段、附着于宿主鱼体阶段(共 7

d)及从宿主鱼体脱落后阶段，显微镜下观察活体的活动情况，测量其壳长、壳高、饺合部长度，测量结果

(如表1)。

2.1 排入水中未附着的钩介幼虫形态

钩介幼虫形态的模式图如图版-1 ，此阶段钩介幼虫从三角帆蚌鲍腔中排出[ 13) 平均壳长为 218.27

:!:6.4μm ，平均壳高为268.41 :!:6. 6μm ，平均佼合部长为 148. 12 :!: 8.25μm ，钩介幼虫指数为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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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而壳高/壳长是1. 230 ，壳长大于壳高(表 1 )。成熟钩介幼虫从亲蚌踞的育儿囊排人水中，显微镜下

观察，绝大部分已破膜，呈褐色，半透明，侧面观半椭圆型，左右两壳对称，背部由饺合韧带相连，饺合部

平直，两壳腹缘有棘刺，闭壳肌着生在两壳之间，壳内外套膜组织中有幼虫丝 (Larval thread) ，幼虫丝一

端紧贴左壳内表面，绕闭壳肌脏 2 -3 圈，称内幼虫丝，而后幼虫丝变细向外套腔突出成细长的丝状物，

称外幼虫丝。扫描电镜下观察，壳内侧附有外套膜组织，其表面凹凸明显，壳腹缘有稍突起的崎和两片

与腹缘相连的薄翼，崎和翼表面分布有小而密的棘刺，未形成大而粗壮的钩(图版之和图版-3 )。

附着于宿主鱼体的钩介幼虫形态

钩介幼虫附着于宿主鱼体的发育时间为 7 d，其外型变化不大，仍然是半椭圆型。钩介幼虫的大小，

从壳长、壳高、钱合部长度看，无显著变化。其中壳长从开始的 229.77 :t 7.72μm 增至 238. 46 :t 

7.62μm;壳高稍有减少，第一天为 264.00 :t 7.23μm，第七天时为 26 1. 92 :t 5.58μm;按合部长没有增

加，从开始的 150.83 :t 8.83μm 减至 146.56 :t 4. 63μm。而钩介幼虫指数稍有增加，壳高/壳长则逐渐

变小。壳颜色加深，内部颜色加深(图版-4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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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表 1 钩介幼虫形态参数

The morphology parameter of glochidium Tab.l 

附着阶段

从宿主鱼体脱落后第一天稚蚌的形态

脱落后的稚蚌的生长速度较寄宿阶段明显快，元论壳长、壳高还是佼合部均有较明显增长，其壳长

为 334.37 :t 8.83μm ，壳高为 332.30 :t 7. 92μm ，伎合部长为 159.67 :t 6. 21μm。而壳高/壳长进一步减

小。显微镜下可观察斧足伸出，并吸附底质运动，壳厚显著增加。在钩介幼虫壳的边缘生长出几圈贝

壳，壳仍是半透明状，其内脏器官可观察到(图版-11 )。

讨论

根据壳钩的有元，钩介幼虫可分为三类:元钩型，有钩型，斧头型。本研究观察到附着前的三角帆蚌

钩介幼虫腹面有齿状的钩，为有钩型;附着后侧面观为半椭圆形，无钩，属于元钩型。但不同的学者研究

结果有所不同，吴小平等曾报道三角帆蚌的钩介幼虫近椭圆形，腹缘无壳钩，和丽蚌属种类类似，而舒凤

月等报道三角帆蚌钩介幼虫侧面观为三角形，钩介幼虫具壳钩，锚形，游离端尖细，壳钩由一个坚硬的崎

和两片。从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与吴小平等的研究结果相同，舒凤月等的不同。绢丝丽蚌的钩介幼虫

呈亚三角形，有壳钩和足丝[14J 圆背角无齿蚌也有壳钩，钩具有帮助附着在寄主上的作用[15 -16J 。从本

研究看，三角帆蚌钩介幼虫在寄生前期为有钩型，主要是便于附着;附着后，钩消失，成为无钩型，这是对

寄生生活的一种适应。

以前， Davis 根据钩介幼虫指数将钩介幼虫分为 3 类:小型 (Gin < 0.036) 、中型(平均 Gin =0.047) 、

大型(平均 Gin =0.100) [17J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三角帆蚌钩介幼虫指数在 0.06 左右，应为中型，与鱼

尾模蚌的钩介幼虫指数相似。以后的研究认为，不同地理分布的同一种钩介幼虫，其大小可能存在差

异，仅凭钩介幼虫指数并不能充分说明钩介幼虫的形态参数。 Pekkannen 和 Hoggarth 将钩介幼虫壳长

壳高/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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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阶段

未附着阶段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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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后阶段

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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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壳高的比值作为钩介幼虫的一个形态参数，相对于钩介幼虫指数来说，壳长与壳高的比值在属中比较

稳定，并且，处在不同区域的同一种类，尽管钩介幼虫指数存在明显差别，但其亮长与壳高的关系是一致

的 [18 -叫。从表 1 的数据，计算出三角帆蚌寄生阶段钩介幼虫指数最大变异率为(0.0632 -0.0603)1 

0.0603 =4.8% ，壳长与壳高比值最大变异率为(l. 149 -l. 098)/ l. 098 =0.46% ，表明壳长与壳高这个

指标比较稳定。另外，从表 1 还可以看出，三角帆蚌钩介幼虫附着于宿主鱼鲍后，壳长和钱合部增加不

显著，壳高减小不明显，这与圆背角元齿蚌和刻裂丽蚌的情况类似[却]。说明其在附着过程中，可能只是

吸收鱼跑上的营养，使内脏器官发育完成，而钩介幼虫的大小元显著变化。

从本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水温 23 "c - 24 "c时，附着于黄颖鱼鱼鲤的三角帆蚌钩介幼虫只要经

7 d 发育成稚贝脱落于水中，比圆背角元齿蚌钩介幼虫发育时间 13d 要短[ 15J 这可能与培育圆背角无

齿蚌钩介幼虫的水温低(19 :t l) "C有关。钩介幼虫脱落后壳长、壳高、壳厚增加显著，内脏器官逐渐发

育完成，有斧足能伸出，使稚贝运动。作者认为钩介幼虫外壳发育为成蚌的壳顶。在钩介幼虫的外壳基

础上，继续生长形成新的贝壳。但其壳长、壳高生长很显著，钱合部生长不显著。钩介幼虫附着时间与

水温，宿主鱼健康程度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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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三角帆蚌钩介幼虫寄宿阶段形态变化情况

Plat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the glochidia of Hyriopsis cumingii 
in stage of parasiting 

1.钩介幼虫的一般形态 ;2. 未附着钩介幼虫一测扫描电镜图; 3. 三角帆蚌未附着钩介幼虫;

4 -10. 附着黄颖鱼媳 1 -7 天的钩介幼虫形态 ;11 脱落第 1 天的稚贝

16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