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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头足类是海洋生态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头足类为中间宿主或终末宿主的寄生虫广泛存在于

海洋食物链的不同营养级中。由于寄生虫生活史的特殊性，其生命周期会贯穿宿主的整个或部分生活史，对

宿主的生长和生存产生极大的影响。目前针对寄生于头足类的寄生虫研究主要集中于种类组成、生活史、感

染状况等方面。因此，本文对头足类动物感染寄生虫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结果显示，感染头足类的寄生

虫类群主要有二胚虫、绦虫和线虫等。二胚虫不仅是头足类所特有的寄生虫，同时其终末宿主也均为头足

类，其成熟与繁殖都在头足类肾脏中进行。而作为中间宿主，头足类极易被绦虫和线虫的幼体所感染，且感

染率相对较高，感染部位主要是胃壁和体腔。线虫是头足类感染寄生虫物种中最丰富和最常见的种类之一，

会对宿主产生重要的病理影响。其他种类的寄生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头足类的生理特征。目前针对头

足类中的寄生虫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建议加快建立头足类中寄生虫开放数据库，扩

充并共享寄生虫的种类信息；深入探究头足类中寄生虫种类的生命过程，进一步了解其在宿主生长过程中所

产生的影响；尝试利用头足类中的寄生虫作为宿主种群划分的生物标记，为头足类的渔业可持续开发利用提

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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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足类（Cephalopod）现存约 800 余种，分布

于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等各大海域，其生物

量极为丰富，且生命周期短、生长速度快，是海洋

中最具潜力的蛋白质资源之一，并且在海洋生态

系统的营养结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头

足类幼时大多以小型甲壳动物为食，成年后凭借

着可伸缩的腕和触腕以及高超的伪装技术，可以

捕获较大的海洋生物［2-3］。因此，头足类在食物链

中既可以被大型食肉鱼类、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

等顶端食肉动物所捕食，又可以充当顶级捕食

者，成为小型自游生物和许多顶级捕食者之间的

关键联系，在食物网的能量传递和营养转移中发

挥重要作用［4-5］。此外，头足类具有重要的营养价

值和商业价值，蛋白质含量高，是人类食用的重

要海洋生物资源，年捕捞量超过 400 万 t，上岸量

占海洋渔业总上岸量的 15%，经济价值占海洋渔

业总价值的20%［6］。
近年来，头足类在渔业生态和商业价值中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也促使人们去更深入地了解

头足类的潜在威胁因素。寄生虫作为头足类健康

的威胁因素之一，理应引起重视。寄生虫的存在

会给宿主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如健康水平降低、繁

殖能力下降、生长速度减慢等，甚至会导致头足类

种群密度降低。所以，开展头足类动物中的寄生

虫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生态意义。本文主要从寄

生于头足类的寄生虫种类、寄生虫生活史过程、感

染状况等方面，对头足类动物中的寄生虫研究进

行总结，并提出后续的研究展望。此外，通过对头

足类动物感染寄生虫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淞航

号”等远洋调查船在海洋资源调查中更准确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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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头足类作为寄生虫宿主的感染状况，可为海洋

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头足类动物中的寄生虫概述

头足类是目前海洋渔业中开发潜力最大的

资源之一，也是我国远洋渔业主要的捕捞对象之

一。头足纲分为鹦鹉螺亚纲（Nautiloidea）和蛸亚

纲（Coleoidea），依据触手的形态和数量蛸亚纲分

为 十 腕 总 目（Decabrachia）和 八 腕 总 目

（Octobrachia） ，十 腕 总 目 中 的 柔 鱼 科

（Ommastrephidae）、枪乌贼科（Loliginidae）、乌贼

科（Sepiidae）和八腕总目中的蛸科（Octopodidae）
是最具代表性的种类，这 4个类群有着较高的经

济价值且资源量极为丰富，产量之和占头足类总

产量的90%以上［7］。
头足类动物受寄生虫感染的情况与其他海

洋动物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对于其他海洋动物

来说，头足类不仅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还具有

高级的感官辨别能力、学习能力和执行复杂任务

的能力［1］。头足类（除鹦鹉螺亚纲外）外壳的退化

致使头足类神经和肌肉高度发育，加快了运动速

度。随着运动能力的提高，头足类的分布范围得

以扩大，捕食和被捕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从而

增强了寄生虫传播的可能性。其次，皮肤的进化

致使头足类能够高效伪装和信号传递，但同时也

会导致皮肤容易受到损伤，提高了寄生虫的感染

率［8］。不仅如此，一些寄生虫可以影响头足类宿

主的行为或外观，使其寄生的宿主更容易被终末

宿主捕食，从而完成其生命周期［9-10］。
头 足 类 是 球 虫 纲（Coccidea）、二 胚 虫 目

（Dicyemida）、单殖吸虫纲（Monogenea）和甲壳纲

（Crustacea）物种的终末宿主，同时也是复殖吸虫

纲（Digenea）、绦 虫 纲（Cestoda）和 线 虫 纲

（Nematoda）物种的中间宿主［11］。头足类寄生的

寄生虫种类不同，寄生特征也不同。球虫纲物种

主要寄生于头足类的消化道，造成宿主消化道组

织和超微结构的损伤［12］。二胚虫目物种主要寄

生于头足类的肾组织，具有宿主特异性［13-14］。头

足类中吸虫的感染率较低，关于单殖吸虫的研究

报告较少，仅在头足类的体腔、鳃和触腕中发现

过单殖吸虫［11］。相对单殖吸虫，复殖吸虫感染头

足类的现象较为常见，但感染的寄生虫种类还不

明确。在 60余种头足类中都发现过感染绦虫的

现象，主要寄生于消化道器官，感染率和感染强

度都较高［11］。线虫也是头足类最常感染的寄生

虫，线虫的感染会破坏宿主的性腺组织，对宿主

的影响较大［15］。寄生于海洋生物中的异尖线虫

活幼虫被人类摄入后，容易引发一种人畜共患病

即异尖线虫病，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被感染的患者会出现皮疹、呕吐、腹泻和呼吸困

难等症状，严重的会造成休克性致死［16-17］。甲壳

纲动物主要寄生在头足类的皮肤和体腔中，可以

在头足类的皮肤、外套腔和鳃上移动［11，18］，但对宿

主并不会造成机械损伤。

2　头足类感染寄生虫的种类占比情况和

地理分布情况

TEDESCO 等［19］编制了全球头足类动物中的

寄生虫目录，目录中记录了从 1684—2017年间头

足类动物中的寄生虫数目和种类数量的变化趋

势以及地理分布。TEDESCO 等［19］整理了 492 篇

文献，报告了 695个头足类宿主感染寄生虫的情

况。图 1展示了目录中头足类的两个主要宿主类

群（八腕总目、十腕总目）的寄生虫感染情况，就

感染数量占比而言，感染八腕总目的寄生虫中，数

量占比最高的是二胚虫［19］。感染十腕总目的寄生

虫中，数量占比最高的是绦虫，其次是线虫。

头足类感染寄生虫的地理分布研究表明［19］，
寄生虫记录数量最多的海域是地中海，其次是东

北大西洋。西北太平洋的寄生虫种类数量与地

中海和东北大西洋相当，但是记录的总数量却只

占二者的一半左右。原因是地中海和东北大西

洋具有独特的地质历史和海域环境，使得这些海

域中头足类的物种丰富度极高［20］，而宿主的多样

性往往与寄生虫多样性之间相互关联，所以地中

海和东北大西洋记录的头足类中寄生虫数量与

种类数量也就更多。有研究表明，宿主的生态位

是决定其感染寄生虫类群的主要因素［21］，此外，

地理因素在影响宿主感染寄生虫的种类组成和

丰富度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22］。不仅如此，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会通过影响寄生虫的自由生

活阶段、宿主的迁移模式或数量，而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寄生虫的数量和分布［23-24］。

3　头足类动物中的寄生虫的主要类别

结合上述内容，二胚虫、绦虫和线虫感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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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类的感染率较高。二胚虫与宿主之间存在特

异性关联，二胚虫的宿主特异性不仅影响其与

宿主之间的进化关系，还可能影响二胚虫在宿

主间的传播。绦虫和线虫寄生在头足类体内，

消耗头足类宿主的能量储备，影响头足类宿主

的生长发育。因此，下文重点针对具有代表性

的二胚虫、绦虫和线虫的感染情况进行详细阐

述。并简要介绍寄生于头足类肾囊中的纤毛

虫［25-26］，寄生于头足类消化道中的聚合球虫［27］，

寄生于头足类肌肉但难以被鉴别的吸虫［11，28］，附

着在宿主皮肤且具有高度宿主特异性的甲壳动

物［11，29］。

3. 1　二胚虫

头足类的肾脏由肾复合体和鳃心复合体组

成，尿液储存在肾囊中。在尿液释放之前，充满

液体的肾囊腔为多种内共生体提供了生存空

间［30］。二胚虫是头足类中最常见且最具特征性

的寄生虫，广泛寄生于底栖头足类的肾囊中［31］。

到目前为止，已经在鄂霍次克海、日本海、西太平

洋和东太平洋、南太平洋、北印度洋、地中海、西

大西洋和东大西洋、墨西哥湾和南极洋等海域的

头足类肾囊中，发现了149种二胚虫［32-34］。

3. 1. 1　生命周期

为了能够适应头足类的肾器官，二胚虫在不

同的生命周期中，具有阶段性特征［34］。第一阶段

是蠕形阶段，在这一阶段，二胚虫以无性形成的

蠕形胚胎形式存在，并最终以线形或菱形存在；

第二阶段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成的营养胚胎。从

图1　八腕总目和十腕总目中宿主感染寄生虫种类的占比分布
Fig. 1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parasite-host associations in 

Octopodiformes and Decapodifor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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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生殖模式到有性生殖模式的转变可能是由

于高密度寄生现象所引起的［35］。蠕形阶段的二

胚虫仅存在于头足类的肾囊，而第二阶段的类囊

状胚胎则可以从头足类体内逃逸到海中，寻找新

的宿主。

3. 1. 2　感染情况

仅在日本海域所捕获的头足类中，就发现了

约 80 余种二胚虫。MOTOKAWA 等［36］的研究表

明，2017年在日本海域捕获的 25种头足类中，检

测出 50余种二胚虫。2018年，FURUYA［37］在日本

海域所捕获的两种头足类中发现了 11种二胚虫

新种。2022年，FURUYA等［38］在日本熊野海捕获

的 7种头足类中发现了 14种二胚虫新种，平均在

单个宿主标本中可以检测到 2-3 个二胚虫物种，

其中大多数二胚虫表现出高度的宿主特异性。

从科属来看，不同科的头足类受二胚虫的感

染情况不同。FINN等［39］调查了 8个科共 38种头

足类感染二胚虫的情况，在这 8个科中，乌贼科、

耳 乌 贼 科 （Sepiolidae） 、后 耳 乌 贼 科

（Sepiadariidae）和蛸科的头足类中均发现感染二

胚虫。大王乌贼科（Architeuthidae）、枪乌贼科和

微 鳍 乌 贼 科（Idiosepiidae）以 及 船 蛸 科

（Argonautidae）的所有个体均未检测到二胚虫的

存在，可能是二胚虫并不适应存活于这几种头足

类的肾囊中。

从纬度分布来看，头足类对二胚虫的易感性

随着纬度的降低而降低。在温带所检测的 11个

二胚虫物种中，有10种（90.9%）能感染头足类，在

亚热带所检测的 9种二胚虫中，有 6种（66.6%）能

感染头足类，在热带检测的 7种二胚虫中，只有 3
种（42.8%）能感染头足类。热带地区头足类肾脏

中的二胚虫感染密度通常低于温带，这与不同纬

度的头足类肾囊结构不同有关，宿主栖息环境纬

度越低，其肾囊越不适宜二胚虫的生存［39］。

3. 2　绦虫

头足类是绦虫的第二和第三中间宿主或转

续宿主，可以作为重要媒介将绦虫转运到其他中

间宿主或直接传递给终末宿主［40］。锥吻目

（Trypanorhyncha）和四叶目（Tetraphyllidea）的多

形类绦虫幼虫数量占比较多，通常在头足类消化

道中发现其幼虫后期阶段，主要部位为胃和肠

道，在口腔和体腔中也偶有发现［41］。

3. 2. 1　生命周期

KLOTZ 等［42］ 认 为 在 四 叶 目 叶 槽 科

（Phyllobothridae）绦虫的生命周期中，甲壳纲动物

是第一中间宿主，感染绦虫的原尾蚴阶段。硬骨

鱼、海龟或乌贼是第二中间宿主，感染绦虫的裂

头蚴阶段。海洋哺乳动物作为第三中间宿主或

转续宿主，可以同时被裂头蚴和绦虫后期幼虫所

寄生。鲨鱼是终末宿主，被绦虫成虫所寄生［42-43］。
乌贼作为第二中间宿主，感染绦虫的裂头蚴阶

段，需要不断地提供营养。裂头蚴已具成虫形，

白色，带状，伸缩活动能力很强，会对乌贼造成机

械损伤。

3. 2. 2　感染情况

LEE等［44］报道了锥吻目无囊亚目（Acystidea）
触 鸥 科（Tentaculariidae）尼 伯 绦 虫（Nybelinia 
surmenicola）对太平洋褶柔鱼（Todarodes pacificus）
的感染情况，在 39尾受检鱿鱼中，有 25尾检测到

感染尼伯绦虫，感染率为 64.1%，每只受检鱿鱼平

均感染 7条尼伯绦虫幼虫，均为裂头蚴阶段，尼伯

绦虫主要寄生在太平洋褶柔鱼的胃黏膜上、胃外

壁或者游离在体腔中。

TEDESCO等［41］在第勒尼安海域中采集了 32
尾真蛸（Octopus vulgaris）样本，在对样本解剖的

过程中，检查体腔和消化道器官中是否感染绦

虫。结果显示，44%的样本（14尾）中检测到绦虫

幼虫，受感染的真蛸平均每尾寄生 1-3 条绦虫幼

虫，主要感染部位是真蛸的消化道。TEDESCO
等［41］根据绦虫幼虫的形态进行判别，判断出样本

主要感染了两个不同目的绦虫，从 9尾真蛸的肠

道中发现了 19条原头目（Proteocephalidea）幼虫，

患病率为 28%；在 4 尾章鱼的肠道中发现了 5 条

四叶目幼虫，患病率为 13%。此外，并未检测到

不同目绦虫幼虫同时感染同一个头足类的情况。

3. 3　线虫

线虫是头足类感染寄生虫物种中最丰富和

最常见的种类之一，会对宿主产生重要的病理影

响，如生殖腺包囊化，甚至剥离生殖器官［15，45］。线

虫幼虫通常寄生于头足类的内脏和肌肉组织中，

由于线虫体型较大，易被辨别［11］。寄生于某些头

足类物种中的简单异尖线虫（Anisakis simplex）已

被确认为人畜共患病物种，人类皮肤暴露在水环

境中，可能会被异尖线虫幼虫直接感染。通过食

用生的或未煮熟的且感染线虫活幼虫的头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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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会间接感染异尖线虫活幼虫。异尖线虫

的活幼虫进入人体后，会引起人类的过敏反应或

胃肠道问题［46-47］，就线虫对人类健康引起的威胁

而言，研究头足类受寄生虫感染的情况，以及寄

生虫对宿主的影响就尤为重要。

3. 3. 1　生命周期

线虫通过食物网进行传播，具有复杂的生命

周期，涉及到多个宿主。线虫的第一中间宿主为

甲壳纲动物，第二中间宿主多为乌贼和海鱼。乌

贼通过吞食甲壳纲动物，感染线虫第三期幼虫阶

段，幼虫寄生于乌贼的肌肉或腹腔中，虫体盘曲，

包被于白色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纤维囊内。鲸鱼

和海豚等海洋哺乳动物通过捕食头足类和其他

海洋鱼类感染线虫，虫体钻入鲸鱼和海豚等的胃

壁，在胃内经过两次蜕皮，最终发育为成虫［17，48］。
3. 3. 2　感染情况

迄今为止，已报道六种异尖线虫属物种，较

为常见的是简单异尖线虫、布兰地异尖线虫（A.
berlandi）、娜氏异尖线虫（A.nascettii），其中最为常

见 的 是 简 单 异 尖 线 虫 。 宿 主 多 为 钩 乌 贼

（Ancistroteuthis lichtensteini）、帆乌贼（Histioteuthis 
bonnellii）、科氏滑柔鱼（Illex coindetii）、褶柔鱼（T. 
sagittatus）等［17］。CIPRIANI等［49］曾对大西洋北部

圣基尔达群岛中捕获的 98尾褶柔鱼进行寄生虫

检测，在样本鱼内脏和腹腔中共检测出 689条线

虫，感染率达到 90.7%，54.4% 的线虫都寄生于胃

表面，根据形态学分析，检测到的所有线虫都属

于简单异尖线虫的第三期幼虫。

MENCONI等［50］调查了科氏滑柔鱼感染线虫

的情况，在利古里亚海两个渔场中捕获了 745尾

样本，检测到 9尾感染线虫，其中感染宫脂属线虫

的有 6尾，感染率为 0.8%，感染异尖线虫属的有 3
尾，感染率为 0.4%。经过解剖实验发现，线虫幼

虫都包裹在腹腔内壁的薄膜中，并没有穿透肌

肉。不过，也有已发表的数据表明科氏滑柔鱼有

更高的线虫感染率。GESTAL等［51］发现于第勒尼

安海捕捞的科氏滑柔鱼感染宫脂属线虫的感染

率为 28%；感染异尖线虫属的感染率为 4.8%。

ANGELUCCI 等［52］在撒丁岛海采集的 4 尾科氏滑

柔鱼样本中发现，异尖线虫属的感染率为 50%。

对于同一物种感染相同寄生虫，却出现感染率不

同的情况，可能是由于不同海域的海水环境条件

不同，影响了线虫的生命周期，从而影响了寄生

虫对宿主的感染。

3. 4　其他物种

纤毛虫是感染头足类最常见的寄生虫之一，

根据在宿主中的寄生部位不同分为两种类型：一

种是体内寄生虫，寄生在头足类的消化道中；另

一种是体外寄生虫，寄生在头足类的鳃和皮肤

上 。 FORSYTHE 等［53］ 发 现 钩 毛 虫 科

（Ancistrocomidae）寄生在加利福尼亚双斑蛸（O.
bimaculoides）的皮肤和鳃上，在乌贼中未观察到

任何钩毛虫科物种。许多寄生虫物种均可以同

时 寄 生 于 头 足 类 和 鱼 类 中 ，但 寡 膜 纲

（Opalinopsidae）只感染头足类动物，不会感染鱼

类，因此，寡膜纲是头足类动物中继二胚虫之后

最具特征的寄生虫［54］。
LLEWELLYN［55］报告了头足类动物体内寄生

单殖吸虫的情况。Isancistrum subulatae寄生于锥

异尾枪乌贼（Alloteuthis subulata）的腕和触腕中，

I. loliginis 寄生于锥异尾枪乌贼外套腔和鳃上。

由于寄生于头足类组织中的单殖吸虫纤细、体积

小、组织黏液层厚，因此很难被识别到［56］。约有

20种头足类宿主感染复殖吸虫，感染率较低并且

种类难以被鉴别［11］。
小型甲壳类广泛分布在海洋中，由于体型较

小，许多甲壳类动物营寄生生活。在早期文献

中，西班牙西北部的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大西

洋的章鱼中均发现了环状桡足类成虫，它们在章

鱼的皮肤、外套腔和鳃上移动，并以黏液为食。

在东北大西洋温带水域的几种头足类鳃中，经常

发生有桡足类寄生的现象，并且它们之间的寄生

关系具有高度特异性［18］。桡足类寄生虫的时空

分布揭示了一种明显的聚集性和季节性寄生模

式，与它们在头足类鳃中的交配行为非常吻

合［56］。

4　结论与展望

感染头足类的寄生虫主要有二胚虫、绦虫和

线虫这三大类。二胚虫是头足类种群所特有的

寄生虫，成熟与繁殖都在头足类的肾脏中进行。

头足类是二胚虫的终末宿主，但由于二胚虫个体

极小，仅由 20~30 个细胞组成，所以不容易被识

别。绦虫是感染头足类物种最多的寄生虫，感染

率也相对较高。头足类作为绦虫的中间宿主，在

绦虫的裂头蚴阶段被感染，感染部位主要是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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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胃壁和体腔。由于绦虫幼虫体型较大，能够

被人类肉眼所识别，所以在实验过程中容易被发

现。感染头足类的线虫中，最常见的是简单异尖

线虫。头足类作为简单异尖线虫的中间宿主，容

易被简单异尖线虫幼虫所感染，感染部位主要是

胃外壁。在实验过程中，可观察到简单异尖线虫

第三期幼虫集中围绕着胃和盲肠表面覆盖的情

形。目前经研究鉴定，二胚虫寄生于头足类但不

会对宿主造成机械损伤，而绦虫和线虫不仅会对

宿主产生机械损伤还会汲取宿主的营养。关于

头足类动物中的寄生虫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

段，后续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4. 1　加快建立头足类中寄生虫开放数据库

现阶段开展头足类动物中的寄生虫研究，只

能通过现有的寄生虫标本和NCBI基因数据库中

的资料进行［57］，处于关键信息匮乏、资料冗杂的

局面，后续可以通过实验室网络加快建立开放数

据库，共享资料从而减少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本，

最大限度地整理和利用数据。同时，还应考虑建

立头足类动物以及头足类动物中的寄生虫的数

据库，扩展分子条形码管理数据库。目前已有团

队准备开发一个头足类动物中寄生虫和其他病

原体的在线数据库，该数据库将包括头足类受病

原体感染的临床表现、解剖病理情况以及死亡率

等信息，还涉及相关头足类病原体和疾病的图

集。这些研究可以促进病原体的评估，并能提高

头足类病原体早期诊断的准确性。

4. 2　深入探究头足类中寄生虫种类和生命过程

近年来，传统的外部形态学鉴定方法已经不

再适用于头足类动物中寄生虫的分类鉴定，分子

生物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分子遗传学标记

已经被逐渐应用到生物的种群结构研究之中。

目前较为主流的 DNA 分子标记有 DNA 指纹、限

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微卫星 DNA、线粒体 DNA
序 列 多 态 性 等 。 ANDERSON［58］运 用 CO I 和

16SrDNA 两个线粒体基因序列对枪乌贼科系统

发育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枪乌贼科分类

方法，我们可以借鉴分子生物学方法来提高头足

类动物中寄生虫种类鉴定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其次，许多头足类动物中寄生虫的生命周期

和传播途径仍不清楚。例如，二胚虫的传播方法

完全未知［59］，据统计，能够叙述其完整生命周期

的寄生虫占寄生虫总类别的 5%以下［60］。对于寄

生虫来说，寄生虫成虫的特性决定着是否可以用

传统方法来识别、检测这些寄生虫的数量，而寄

生虫成虫多出现在哺乳动物中，但是海洋哺乳动

物寄生虫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60］，所以对头足

类动物中寄生虫的成体阶段的了解甚少［42］。之

后可以使用分子生物学工具与系统发育相结合

的方法，研究海洋寄生虫完整的生命周期，同时

有助于识别寄生虫传播途径，研究寄生虫与宿主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61］。
4. 3　尝试利用头足类中的寄生虫作为划分宿主

种群组成的生物标记

已有相关研究开始利用寄生虫的宿主特异

性，帮助学者了解相关宿主的种群结构、系统地

理分布、迁移模式和一般生物学信息，还有助于

预测寄生虫感染新的种群、地理区域和宿主的可

能性。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速以及人们对海

洋生物蛋白质利用的不断增加，人畜共患病频

发，因此海洋寄生虫疾病也越来越被重视，这种

预测宿主感染寄生虫情况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

重要［62］。
特别是在小种群和有限时间尺度下，寄生虫

通常被用作渔业资源评估的标记，比如，异尖线

虫已被用作生物标记，用以识别地中海中上层和

底层鱼类的亚种群［63］。不过，在头足类中相关研

究还较少，主要是由于该分支内的分类学尚未得

到很好的解决。二胚虫与一些头足类宿主具有

高度的特异性，可以利用这一点，对某些底栖头

足类动物类群起到标记作用［64］，用以更加高效地

识别目标种群，这将成为头足类种群研究的一个

新方向。

4. 4　推进在渔业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针对头足类动物中的寄生虫研究在实际

渔业生产操作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基于对头

足类中寄生虫状况的了解，远洋渔船作业人员

可以通过观察和抽检的方式，在捕捞过程中快

速了解并加强对头足类动物寄生虫感染情况

的监测。通过定期监测和快速检测头足类样

本的寄生虫感染情况，可以及时识别和处理感

染个体，防止因寄生虫感染而影响渔获物的质

量和安全。同时，通过了解寄生虫的种类组成

和地理分布，相关渔业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优化

捕捞方案，避开高感染区域，确保渔业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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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the studies on parasites in Cephalopods

FANG Zhou1，2，3，4， SHU Y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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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phalopod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world's oceans and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species 
in the marine ecosystem due to their short life cycle， fast growth rate and extremely rich biomass.  Like other 
marine organisms， cephalopods are at risk of being infected by parasites， often acting as either intermediate 
or final hosts for different species of parasites.  Due to the unique life cycle of parasites， their life cycle can 
run through the entire or partial life cycle of the host， greatly affecting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cephalopods.  Currently， research on parasites in cephalopods mainly focuses on species composition， life 
history， infection status， and other aspec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parasitic 
infections in cephalopod marine anim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parasites infecting cephalopods are 
Dicyemida， Cestoda and Nematoda.  Dicyemida parasitize cephalopods characteristically， with maturation 
and reproduction taking place exclusively in the kidneys of cephalopods.  Availabl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re 
are 149 species of Dicyemida infecting cephalopods， mainly found within the Sea of Japan， with fewer species 
found at lower latitudes.  Cephalopods， as intermediate hosts， are also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by Cestoda 
larvae and have a high infection rate.  Cestoda mainly parasitize the digestive tract of cephalopods.  Due to the 
large size， stretching， and mobility of Cestoda larvae， they are prone to cause mechanical damage to the 
host.  Nematodes are another common parasites infecting cephalopods， and are primarily ingested as third-
stage larvae of Nematodes， which mostly parasitize the stomach and cecum.  Nematodes are among the most 
abundant and common species of cephalopod parasitic infections， and can have significant pathological 
effects on the host.  Other types of parasites can also affect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ephalopods to 
a certain extent.  Research on parasites in cephalopods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n database of parasites in cephalopods， expand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on parasite specie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deeply explore the life processes of 
parasitic species in cephalopod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ir impact on host growth. Additionally， using 
parasites in cephalopods to divid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ephalopod fisheries.
Key words: Cephalopod； parasites； species composition； life history process； infec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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