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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於檢視畫灣地區丈蛇是否有徵小病原體感染時 , 發現部分發育不良之丈蛤消化腺有許多白
點 ,

直徑大約 0.5-1 mm. 將此有病變之具體經顯徵鏡術處理後發現 ,
該文蛤感染一種很小具織毛之

病原體。這些病原體被撤維質囊鞘所包圍 , 因此在寄生部位可見有白色隆起。當時由組織切 Jt 無法確
疋它的分類地位。 1977 年 12 月自鹿港採亦屬生長遲緩之丈蛤 33 隻

' 經檢視此文蛤自點發生率為 100%
。由此次鹿港丈蛤中採到許多活的白點病原體 , 經鑑定為條蟲 (Ces 吋〉乃 loe φhalum 屬之球形幼
蟲 (Coracidium) 0 1比幼蟲體表被識毛 ,

且其前部具特殊可伸縮之吸附器官 (Myzorhynchus) , 因此

緒

極易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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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l <l) 亦發現 Tylocephalum 之寄生
(5)

0 Rosenfield (1969) 在其有關牡蠣現有接病之報導中提及

美國東部沿岸
, 墨西哥灣沿岸及夏威夷等水溫較高地區之牡蠣以及自日本及臺灣進口之太平洋牡蠣

(Pacific Oys 叫都有乃 loc φhal, 仰之寄生 (6) 。因此乃locephalum 寄生在貝類體內是相當普

遍。

* 篇報導除描述寄生於丈蛤體內之 Tylocf!. ρhalum 之新鮮蟲體外 , 並應用組織學方法研究蟲體

之構造
, 寄主之反應 , 及其主要寄生之部位及可能之感染逸徑。

材料及 jj 法

丈蛤 ( 占leretrix lusori 地? 採自線西
, 新竹養殖場 ( 數目未計〉

U!I 世 !驗室後 , 依目的之不同做如下之處理 :

, 及鹿港丈蛤養殖場33 杖
, 帶

甲、斬得蟲體之構造觀察 :

將女蛤之間殼肌切斷
, 置貝體於解剖顯徵鏡下 , 取出自點放於玻片上 , 加一滴生理食鹽水 (0.75%

Nac 刀 , 以探針撕開其織維囊鞘 ' 加上蓋故斤
, 再以控合光學顯微鏡觀察。

乙、蟲體之組織構造及寄主反應之觀察 :

將感染之丈蛤以 Zenker 氏固定液固定後 , 經脫水 , 包埋及切武 5μ厚度之連續切汁 , 並以下列

三種菩提色法染色
, 以觀察蟲體及寄主之組織構造。

(1) 蘇木紫一伊紅 (Haematoxylin-Eosin , 簡寫為 H-E 染色法〉復染法
, 用以觀察一股組織構

造。

(2) 過碘酸
, 錫佛一不槌髒 (Periodic Acid-Schiff-Fast green stain' 簡寫為 PAS 染色法〉

特殊染色法 , 以觀察多醋額及醋蛋白之卦佈。
(3) 馬樂禪,三染法 (Mallory trichrome stain 簡寫為 Mallory 染色法〉

分佈與變化。染色 )于以接合光學顯徵鏡觀察並攝影。

, 用以觀察結締組織之

觀察與討論

中、新鮮蟲體之構造:

蟲體約為 0.2 毫米長 ,0.14 毫米寬。其前端有一凹陷約佔身體前端三分之一之位置
, 在此凹陷之

L 中央具有一可突出之伸縮性構造。 Cheng (1966) 稱此構造為吸附器 (Myzorhynchus) , 益體全身被

有濃密駝 , 運動時除織毛擺動外 , 蟲體之形狀亦隨運動而有所改變 ( 圖 1 a, b ‘小球形幼蟲並無
任何鉤狀構造。中責組織 (Parenchyma) 充滿空泡狀構進約佔身體後部之三分之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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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寄生之部位 i
由文蛤之整體切斤 , 發現丈蛤體內之 Tylocephalum 的球形幼蟲 (Coracidium) 多被厚辨不定

之纖維冀鞘 (Fibrous Capsule) 包圍而形成囊胞狀 (Cyst) 。玲:形幼蟲在文蛤體內寄生部位極康。由
切時可清楚地顯示出 ,

此蟲體不但侵襲蛤額之消化腺管聞組織 ,
並且在消化道與消化腺之間的疏鬆結

締組織亦時可發現賽跑 ( 圖 2
, 3) 0 Cheng 和 RifKin (1968) 會報導了yloc φhalum 侵襲日木小

頸貝 Tapes semidecussata 之主要位置是在悄化道周圍 ,
而甚少在消化腺管間組織。但在本實驗室

內所發現寄生文蛤之乃 Ilocephalum 的球形幼蟲絕大部份發生於消化腺管聞組織中。一隻丈蛤可發

現球形幼蟲寄生數目為 1 至 20 隻。

I
Fig. 2. A coracidium of Tylocephalum encapsulated in

gland (DG).
Fig. 3. A coracidium of Tylocephalum encapsulated in the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between the

digestive gland (DG) and digestive tract (DT).

(2) 蟲體之構造 :

蟲體之體表為單層之合體細胞 (Syncytial Cell) 所組成 ,
細胞層約為 20 μ高 ,

細胞質有嗜酸性
之顆粒 , 經 Mallory 染色法染色星藍色 , 對 PAS 染色法為負反應。細胞質內有許多空泡 , 圓形細
胞核排列在合體細胞層之中央部分 ( 嵐 4, 5) 。體表覆蓋無數等長纖毛 ,

唯吸附器無織毛之分佈 c 圖
:��1) 勾結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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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Photograph showing the structure of a cyst.

OL: outer layer of fibrous cyst which is comprised of rough and irregular fibers.
IL: inner layer of fibrous cyst which is comprised of homogenous fibers.

F: fibroblastlike cells with a spindle-shaped nucleus in the innermost la
γ er of the cyst.

.



Fig. 5. Photograph show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yst formation.

cells (arrow) accumulated near the parasite.

LC: Leydig cells.

6 為 )來形蟲體之縱切面
, 在其身體前晶晶有一U 形凹陷 , 部分 YJJ\" 中還可發現在U 形凹陷之兩側中央部

分有向體內形成裙梅 (Fol 也〉的現象。根據橫切面之觀察 , 共有 8 個向內之摺觸
, 並圍繞U 形凹陷成

一康彤構造 , 每一槽觸靠體內之頂端左右各有牽引肌肉 (Retractor m.) 分佈 ' 圖 7 為一稍斜橫切面
,

11 兒 5 個摺蟬 , 然而自連續切斤之觀察可以確定該區橫切面應有 8 個摺觸 , 並在每個摺觸可見有輻

射狀構造之肌肉揖列。因此由上述構造
, 可推測當牽引肌肉收縮時U 形底部當可推出而形成吸附器

([I, 司 la 和闢 6) 。緊臨凹陷乏靠體內側周圍有大型肌肉細胞成輻射狀分佈
, 其中間雜著一些腺體細胞

(Gland Cell) 。這些腺體細胞之細胞質有嗜鹼性顆粒分布
, 對 PAS 染色法為負反應

, 而 Mallory 染

位法染成深藍色
, 因此其分泌物極可能為蛋白質之物質。

叭

M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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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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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實組織 (Parenchyme) 在新鮮材料中顯示出許多宣泡之構造 ( 國峙 , lb, lc) , 該構造在 H-E

染位法和 Mallory 染色法仍為空泡
, 而 PAS 染色法則其外圍為強正反應。空泡之間即空泡之邊緣

處有核之構造 , 極 (以高等動物之脂肪細胞。目前無法確知該構造為細胞或非細胞 , 但該構造確是此蟲

體之極重要特徵
(1. 9. 10) 。中實組織內亦有一些燒杯狀之腺體細胞 (Flask shape gland cells), 不規

則地分 {布 , 數目並不多。
(劫包圍蟲體之纖維囊鞘之組織構造 :

龔胞 (Cyst) 直徑為 0.3 到 0.6 毫米 , 纖維囊鞘之厚度約為 50 μ到 70 μ厚
, 可以分成三屑。外層

(Outer layer of cyst) 為稀疏不規則之哨伊紅 t\: (Eosinophilic) 織雄所構成
, 其中有許多空泡 ,

m 哥哥!Pll 喬伊紅性白血球及細顆粒啃伊紅的
: 白血球充斥其間。除此外尚可見一些細胞質少細胞核緻價之

淋巴
)來。囊胞一般位於 1份化腺或 1ft 化過之基膜附近 , 在此區中與囊胞所接觸之寄生組織有大量粗、細

顆粒嗜伊紅性白血球聚蜓
,

11. 其周圍之組織亦時有壞死之現象。內層撤維質襄鞘較薄
, 晴伊東E性纖維

排列規則 R 緊嚮而呈均質 J吠 , 此肘細胞較少 , 較 'Fif; 見的為具
;使狀核之 1t!. 纖維母細胞 (Fibroblast like

cell), 偶而也可見一些中[1 、細顆純之 H喬伊紅白血球侵入此屑。纖維囊鞘之最內膺
, 亦部靠蟲體之一面

, 間繞著一至數肝細顆粒且有 1Jf 紅性之大細胞
, 與細顆柚之啃伊紅性白血球相似 , 但是有相關則尚無法

.1"\.. 而、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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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此大型細胞有分裂之現象 , 有時形成多核細胞 , 細胞按之形狀不定由圓形至極狀 ,
依細胞質

廷 'f申之程度而定 , 細胞質延伸愈長則其核亦較接近梭狀 , 細胞質延伸時還有J 形成許多卦枝 ( 圖 4) 與
Cheng (1966) , Cheng 和 Rifkin (1968) 及 Rifkin 和 Cheng (1968) 所發表之稜狀核體維母紅胞

極相似祠,4. 句。如國知 5 可見許多與似纖維母細胞染色性質相同的細顆粒嗜伊紅白血球聚集 , 則可能
將形成囊胞之情形 , 亦即該細胞可能為形成纖維母細胞之前期細胞。

(4) 感染之進徑及對文蛤和人類之影響

根據 Cheng (1966) 觀察被乃'locephalum 之球形幼蟲所寄生之牡蠣 (c. virginica) 時認為

此蟲感染途徑有二 : 一為經消化道而後穿過此消化道壁而達寄生之部位。另為其可穿透 C. virfinica

之總上皮肥而寄生於總 3)
0 Cheng 和 RifKin (1968) 發現日本小頸貝 (T. semidecussata) 之感染

途徑與上述不同 ,
是經由外套腔而後直接穿入體內而達消化腺之位置t 句。 Tylocephalum 對文蛤之感

染途徑以乎不經由憾 ,
因截至目前為止並未見丈蛤閥、都有任何感染現象 , 其感書長之可能控徑極可能是

經由口至胃、腸道 , 穿過臨壁、胃壁上皮細胞 ,
而後遷移至消化腺與消化道之間的疏鬆結締組織中 ,

消化腺之管間組織載緊臨消化腺之管壁位置 d 它亦可能由入水管 (Incurreht siphon) 而進入文蛤外
套睦 (Mantle cavity) , 然、後直接穿入體內而達上述寄生部位。這兩種感柴達徑可能同時發生。但
無論何種感染方式 ,

對文蛤皆有不良之影響 ,
況且球形幼蟲進入體內尚需遷移一段路程才達其寄生之

部位 , 因此在其穿越腸壁 ,
體壁及其他組織時會造成文蛤體內之傷害 ,

再則其在文蛤內寄生之部位佔

揮極大之空間而對組織產生壓迫及破壞 ,
格而造成文蛤生長遲輝。因此被寄生之丈蛤皆發育不良 ,

體輕肉薄。大多被寄生嚴重之貝體有遷移至砂面的情況。 Spark 乖1 Chew (1966) 亦發現被條蟲
Echeneibothrium sp. 寄生之蛤類亦有相同的情形的。因此使這些被寄生之貝 , 易被掠食者如鯊 , 顧
及其他肉食性魚類所捕食而完成其生活史。至於其防治法, 唯有時常除去砂面之丈蛤亦或肪止按食性
魚額侵入 ,

即可打斷償蟲之生活史而達防治之目的。

Cheng (1968) 報導寄生日本小頸貝 T. semidecussata 之 Tylocephalum 的囊胞
,
常被很厚的白

血球細胞層所包圍 ,
並漸將此蟲體消化吸 i仗 ,

而牡蠣體內較少見此現象 , 所以認為 T. semidecussata

並非乃,zocephalum 之適當寄主
,5)
。在本實驗中 , 被寄生之丈蛤內乃,loe φhalum 球形幼蟲並未見

有大量白血球細胞層包圍囊胞 ,
更未見蟲體有被吸收消化之現象 , 而且無論囊胞外之擻維賽鞘多厚 ,

其內蟲體甚為健康 ,
沒有被分解之現象。 Tylocephalum 屬於 Lecanicephaloidea 目 ,

該目之各種

類截至目前為止確定是寄生於板純類之腸道和其螺旋瓣中
(2) ,

因此對人健康之觀點而言 , 此種條蟲之
幼蟲似乎對人體無害。

要

檢視彰化地區文蛤養殖場之丈蛤嚴重地受條蟲乃,locephalum 之球形幼蟲 (Coracidium) 所感
染。被感染之丈蛤體內可發現 1 至 20 隻蟲體。幾乎每一蟲體都極擻維質囊鞘所包圍 , 而形成囊胞。

纖維質賽鞘之組織構造可分成三層 : 最內層為似纖維母細胞 , 兩層為啡列整齊之轍密嗜伊紅撤雄
,
而外層則為 � 鬆嗜伊紅纖維所構成。纖維之間常有一些白血球分怖。
由組織切 !于觀察 Tylocephalum 之球形幼蟲主要寄生於丈蛤之消化腺管聞組織以及介於消化道

和消化腺之間的疏鬆結締組織中。

至於感染之途徑可能經由消化道感染亦商直接由外套腔穿透體壁而達感染之部位。

文中亦討論了3心cψhalum 之球形劫蟲對文蛤生長之影響以及對人體健康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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