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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亚目的系统研究概况以及我国寄生亚目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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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寄生亚目简介

1. 1  在动物界的分类地位

寄生亚目 ( Epcaridea) 隶属于节肢动物门 ( A r-

thr opoda)甲壳动物亚门( Crustacea)软甲纲( Malaco s-

t raca) 等足目( Isopoda) , 成体是甲壳类的专性外寄生

动物,多附生于十足目的鳃室或腹肢间的腹甲表面。

本亚目多为海生种类,极少数为淡水生活。大多数种

在找到宿主前, 先经历 浮游期。据 Kensley 和

Schott e[ 1]统计寄生亚目有近 800 种, 隶属于 2 总科

11 科约 304 属。关于寄生亚目的分类系统, 学者们

的争议较大。Bonnier[ 2] 主要根据寄主的不同, 将寄

生亚目分为 2部分 Bopyr inae和 Cryptoniscinae,前者

包含 4 科, 分别为楯虱科 Dajidae G iard & Bonnier ,

1887, 软虱科 Phryx idae Bonnier, 1900, 鳃虱科

Bopy ridae Rafinesque, 1815, 内虱科 Ent oniscidae

Kossmann, 1881; 后者包含 8 科, 分别为微虱科 M-i

cr oniscidae Bonnier, 1900, 半虱科 Hemioniscidae

Bonnier , 1900, Cyproniscidae Bonnier , 1900, L iriop-

sidae Bonnier, 1900, 囊虱科 Asconiscidae Bonnier ,

1900, 毛虱科 Cr inoniscidae Bonnier, 1900, 足虱科

Podasconidae Bonnier, 1900, Cabiropsidae Giard &

Bonnier, 1887。Bowman 和 Abele[ 3]认为寄生亚目包

括 4个科, 分别为鳃虱科、楯虱科、内虱科与 Liriops-i

dae。他们根据 Bonnier 的看法, 认为 Cryp toniscus

为L ir iop s is 的同物异名, 而用 L ir iopsidae 代替了

Cryptoniscinae。Schram[ 4]认同并接受了 Bowman 等

的看法。T rilles[ 5]将寄生亚目分为两派( section) , 分

别为 Bopy rina 和 Cryptoniscina, 通常将之作为两个

总科对待(鳃虱总科 Bopy ro idea 和隐虱总科 Crypto-

niscoidea) , 鳃虱总科包括 3 个科, 分别为鳃虱科、楯

虱科和内虱科 ,隐虱总科包括 8 个科, 分别为囊虱科、

Cabir opsidae、毛虱科、隐虱科、Cyproniscidae、豆虱科

Fabidae Danfor th, 1963, 半虱科和足虱科。自 Bow-

man 和 Abele后增加的科并非新描述的科, 而是以前

描述的科重新组合并将部分属提升到科。Mar tin 和

Dav is [6]的系统与 T r illes 基本相同,因此, 目前大多数

学者认同 T r illes 的观点,认为寄生亚目共包括 11 个

科。

Dreyer [7]应用新的分子学证据证明寄生在甲壳

动物体上的寄生种类与缩头水虱科(寄生在鱼体身

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因此寄生亚目应该归于扇

肢亚目( F labellifera )中, 更确切地说, 寄生亚目应作

为缩头水虱科( Cymo tho idea)的一个亚科。

1. 2  生活史及形态特征

寄生亚目的种雌雄异型,具有两个生活阶段, 并

有变态现象。在整个生活史中,寄生亚目大多要经历

3 种幼体型, 寄生幼体( Epica rdium ) , 微虱幼体( M-i

croniscium) , 隐虱幼体( Cryptoniscum)。雌性长 2~

45 mm, 身体不对称或根本没有一定的形状,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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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生殖器官发达, 其余器官均退化。复眼退化或缺

失,第一触角退化, 只有 2 或 3 节,在幼体期可以看出

基节 3 节,成体第二触角多退化。口器退化为吮吸型

的吸锥,大颚针状, 缺乏大颚触须,适于吸附在宿主身

上,其它口器及触角已特化或不存在; 胸肢短,为钩状

或退化。雄性个体两侧对称,体型小, 一般有复眼,通

常短于 2 mm, 存在于雌体的育卵囊中或攀附于腹肢

或触角上。

1. 3  寄生亚目的经济价值

寄生亚目在经济上有重要价值, 主要寄生于虾、

蟹等大型甲壳动物甚至其它等足类的鳃腔或腹部,

影响这些动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对水产动物的养

殖造成一定危害。凡是被寄生的虾蟹,其个体普遍较

同类个体小,往往不能进行正常的蜕皮, 主要是因为

寄生导致代谢水平降低,合成新表皮有困难。其次,

由于寄生抑制雌雄个体性腺的发育, 所以个体不能

达到性成熟进行繁殖,且对疾病抵抗力差。因此搞清

寄生亚目的分类工作对经济种类的养殖具有指导作

用。

1. 4  寄生亚目研究的意义

寄生亚目受生活条件所限, 主要随寄主的移动

而分布,地理分布一般较局限, 地方性特有种较多,但

也有些种分布范围很广, 如 Probopy r inella l atr euti-

cola ( G issler, 1882) , 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动物地理

研究中受到重视。搞清该目的种类、区系和进行系统

学分析是诸多研究中迫切需要的基础工作。

寄生亚目在系统发育研究中具重要意义。由于

对寄生生活相适应, 寄生亚目的形态分化较高, 其摄

食消化器官退化, 胸肢特化为爪状, 以利于攀附。通

过研究寄生亚目的系统演化促进对寄主进化的研究

并与其寄主系统演化进行比较, 从而阐明其间的关

系,对于虾蟹的系统进化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2  国内外研究概况

对寄生亚目的研究, 在国外开展较早且较广泛。

早在 1802 年 Latr eille就描述了在法国发现的鳃虱科

的 Bopy rus squil larum。Montagu 于 1808 年在英国

发现 I one thoracica, 该种最初置于潮虫亚目的潮虫

属中,后来被转移至寄生亚目。Sars [8] 在 19 世纪末

期对挪威、北大西洋的等足类进行了研究, 其中描述

了寄生亚目的 11 个新种。Shiino (椎野季雄)在 1933

~ 1964年发表了约 39 篇文章, 对日本的寄生亚目做

了详细的研究。后来,不断有新种、新属的发现和建

立。其中 Bourdon 发表了 37 篇文章,记录了大量新

种。Bruce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了多篇优秀文章描

述和记录了澳大利亚的寄生亚目; Barna rd[ 9]和 Ken-

sley [10]分别对南非的寄生亚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R icha rdson[ 11]和 Nier st rasz[ 12] 分别研究了太平洋海

域的寄生亚目; Markham 从 1972 年迄今发表了 36

篇论文, 描述了以大西洋的西北部为主的世界多个

海域寄生亚目的种类。从总体水平上看北美、澳大利

亚、地中海地区以及日本, 南非的寄生亚目研究在国

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对寄生亚目的研究起步较晚。多年来基本

没有开展对等足目寄生亚目的研究工作。美国学者

M arkham [ 13, 14]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先后报道了香港

附近海域鳃虱科约 50 种。

与寄生亚目相比,其它等足类系统发育演化关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Brusca[ 15]对

Idot einae亚科进行了系统发育研究。Delaney[ 16] 对

珊瑚水虱科进行了系统发育和地理分布分析。Co-

hen 和 Poo re[ 17]对巨颚水虱亚目作了系统发育研究。

Wetzer [18, 19]等学者已经开始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

究等足目的分类及系统演化关系,目前,尚无关于寄

生亚目系统发育关系的研究。

3  我国寄生亚目研究展望

我国具有丰富的等足类种类,其中包括大量的寄

生类群,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馆藏寄生等足类

标本有上千号 ,估计至少 80 种。有较好的条件进行

此类群的系统分类研究。

研究将在对中国海产寄生等足类种类作准确、全

面的分类鉴定的基础上, 利用支序分析手段, 进行系

统发育研究, 以探讨其种、属的系统学地位和各类群

间的系统演化关系;还将进行中国寄生亚目区系组成

和动物地理学特点的研究,并将与临近国家(如日本、

澳大利亚)的区系进行比较, 分析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其研究结果将使我国海产寄生等足类区系得到全面

准确的反映, 有可能使海洋等足类分类学和系统发育

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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