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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电镜下包囊的超微结构从黄牛肌肉中鉴别出 3 种住肉孢子虫: 枯氏住肉孢子虫、毛形住肉孢子

虫和人住肉孢子虫。枯氏住肉孢子虫超微结构的特点是, 原囊壁向表面突出形成倒伏的指形突起, 突起内无

纤丝、微管和致密颗粒。毛形住肉孢子虫与人住肉孢子虫的年轻包囊很难区别, 其包囊突起均为栅栏样构造,

突起内有纤丝, 而老包囊在毛形住肉孢子虫与人住肉孢子虫之间有明显区别, 前者突起的壁平滑, 突起内有纤

丝, 而后者突起壁呈波浪形, 突起内有微管和致密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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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 a rcocy itis cruz i, S. h irsu ta and S. hom in is from cat t le have been iden t if ied by the

u lt rast ructu re of cysts under t ran sm ission electron m icro sco ty. T he p rim ary cyst w all of S.

cruz i w as fo lded in to finger2like p ro tru sion s, w h ich never con ta ined fib rils and den se

granu les. It is d iff icu lt to d ist ingu ish the young cysts betw een S. h irsu ta and S. hom in is,

w h ich all had a great amoun t of para llel palisade2like p ro tru sion s con ta in ing fib rils.

How ever, in the o ld cysts there w ere sign if ican t d ifferences in u lt rast ructu re of p ro tru sion s

from the bo th species cysts. T he p ro tru sion s of S. h irsa ta had smoo th ou t line and fib rils,

w h ile tho se of S. hom in is had irregu lar w avy ou t line ,m icro tubu les and den se granu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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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显微镜对原虫超微结构的揭示, 对原虫分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形成了顶器门

(A p icomp lexa) , 而把孢子虫纲置于其下。原虫的超微结构已成为原虫虫种鉴别和确定分类地

位的基础[1, 2 ]。最早对牛住肉孢子虫进行电子显微镜观察的是 Simp son (1966)对梭形住肉孢子

虫包囊超微结构的观察和描述[3 ]。对哺乳动物和鸟的 13 种包囊的超微结构[4 ]研究发现, 绝大

多数包囊壁的超微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别。尽管寄生在不同中间宿主体内的异种包囊可能具有

相似的结构, 如鲸的一种包囊与鼠的一种相似, 但寄生在同一中间宿主体内的异种包囊具有相

同的超微结构还未见报道。因此, 利用包囊超微结构可作为虫种鉴定的一种可能的手段, 使我

们无需了解其生活史即可依据超微结构的特点鉴别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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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对几种家畜住肉孢子虫的感染情况进行过调查, 但在光镜下无法鉴别到种, 这是由

于不同虫种的包囊虽有大小差别, 却无形态特征可供识别, 包囊壁虽有厚薄之分, 却无法观察

到细微结构, 难以定种。本试验利用电子显微镜对黄牛住肉孢子虫包囊的超微结构进行比较研

究。

1　材料和方法

样品采自湖南、云南、河北、内蒙古和吉林。

将采集的肉样, 在光镜下剥离出包囊, 或切出含包囊的组织块, 迅速投入 2. 5% 戊二醛固

定液, 几小时后作适当修整, 换新鲜戊二醛固定液 4℃冰箱保存, 后以 1% 锇酸液复固定 2 h, 系

列丙酮逐级脱水, 812 树脂包埋; 包埋块先切出半薄切片, 甲苯胺蓝染色后, 光镜下定位,L KB

切片机制出超薄切片; 醋酸铀溶液染色 20～ 30 m in, 柠檬酸铅溶液染色 10 m in, JEM 2100S 透

射电镜下观察, 拍照记录结果。

2　结果

2. 1　枯氏住肉孢子虫 Sa rcocys tis cruz i

原囊壁厚 20～ 25 nm , 由一层质膜和膜下的一层嗜锇酸物质组成。原囊壁向包囊外表面皱

褶形成倒伏的指形突起, 突起层高度< 1. 0 Λm , 突起腔内无纤丝或微管, 含有基质; 突起壁平

滑, 无波浪起伏或小凹陷。突起层之下是基质层, 较薄, 并向囊腔内伸入形成隔, 把囊腔分隔形

成若干小室。小室中含有细胞, 靠近外周的细胞多为母细胞; 中央多为成熟的缓殖子。缓殖子

被双层膜, 前部含有极环、锥体、大量的微线和 8 个棒状体。膜下微管 22 根, 发自极环, 向体后

延伸; 中部含 1～ 2 个线粒体、一些致密体、多糖颗体和被膜小泡, 后部有一个带核仁的细胞核;

其他细胞器有内质网、核糖体等 (图版É 21)。

2. 2　毛形住肉孢子虫 S. h irsu ta

原囊壁厚 25～ 40 nm , 由一层质膜和膜下一层嗜锇酸物质组成。原囊壁向外表面皱褶形成

栅栏样的突起, 突起密集相互平行, 只留很少的空隙, 突起高 6 Λm , 突起内含有平行排列的纤

丝, 从突起基部一直延伸到突起顶部, 横切面观察, 纤丝在突起髓腔的外周排成一圈, 中央纤丝

成簇排列, 形成不规则的图案, 突起基部的原囊壁形成有规则的小泡状凹陷, 到突起中上部这

种凹陷消失。在老包囊, 突起弯向一侧, 基部较宽, 远端缩细或变尖。突起远端壁的表面常被覆

一层絮状物。基质层由均匀的微细颗粒组成, 厚 1. 2 Λm , 向内伸入形成隔, 把包囊腔分隔成若

干小室。缓殖子被双层膜, 含有典型的顶器构造, 膜下微管 22 根 (图版É 22, 3)。

2. 3　人住肉孢子虫 S. hom in is

原囊壁厚 25～ 40 nm , 向表面皱褶形成栅栏样的突起, 突起平行, 相互挨近, 突起之间与突

起基部的原囊壁含有小泡状凹陷, 到突起顶部凹陷消失。突起内含有纤丝, 发起于突起基部的

基质中, 平行排列延伸到顶部, 从突起的横断面观察, 突起近圆形, 纤丝分布在突起腔的中部,

外周有一圈电子疏松区带, 纤丝聚合形成微管样构造。在老包囊, 突起层高 3 Λm , 突起倾向一

边, 远端缩细变尖, 突起壁形成波浪形起伏, 突起内纤丝方向紊乱, 纤丝之间夹有直径 62 nm

的嗜锇酸性致密颗粒, 常常成串排列呈链珠样。基质层厚 1. 82 Λm , 向囊腔延伸形成隔。缓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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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É 　黄牛住肉孢子虫超微结构电镜照片
图版说明
1. 枯氏住肉孢子虫包囊的超微结构, 可见突起层 (PTL )、基质层 (GS)和缓殖子 (BZ)。×6 640
2. 毛形住肉孢子虫包囊的超微结构, 可见突起 (PT )、基质层 (GS)和缓殖子 (BZ)。×4 000
3. 毛形住肉孢子虫包囊壁突起之横切, 可见外周环状排列的纤维 (箭号)和成簇的纤丝 (F)。×20 800
4. 人住肉孢子虫包囊壁, 可见突起 (PT )、基质 (GS)和缓殖子 (BZ)。×5 280
5. 突起横切, 可见纤丝形成管状结构和致密颗粒 (箭号)。×12 800
6. 缓殖子纵切, 可见微线 (M N )、线粒体 (M I)和核 (N )。×5 280
7. 缓殖子横切, 可见核 (N )、多糖颗粒 (PG)和 22 根膜下微管 (箭头)×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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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香蕉形, 12. 4 Λm×3. 6 Λm , 具有典型的顶器构造, 膜下微管 22 根 (图版É 24～ 7)。

3　讨论

本研究依据电镜观察包囊的超微结构, 从黄牛鉴别出了 3 种住肉孢子虫, 即枯氏住肉孢子

虫、毛形住肉孢子虫和人住肉孢子虫。其中枯氏住肉孢子虫的超微结构与前人[4, 5 ]报道的一致,

其特点是原囊壁向表面形成倒伏的指形突起, 突起内无致密颗粒、纤丝或微管; 在光镜下包囊

壁为薄壁型。毛形住肉孢子虫和人住肉孢子虫的超微结构与文献[5, 6 ]的描述基本一致。这 2 种

包囊光镜下均为厚壁型, 电镜下年轻包囊突起均为耸立的栅栏样构造, 突起内有纤丝, 纤丝有

成对形成微管型的倾向, 无致密颗粒, 二者难以区分。但在老包囊, 差别很明显, 毛形住肉孢子

虫包囊突起呈毛发状, 倾斜弯曲, 突起内无致密颗粒, 突起壁是平滑的, 突起横切, 外周纤丝排

成一圈, 中央纤丝排列零散; 而人住肉孢子虫的老包囊, 突起倾斜, 突起壁凹凸起伏呈小波浪

形, 突起腔内含纤丝和夹在纤丝之间的致密颗粒, 横切纤丝呈微管型。根据M eh lho rn 等对住

肉孢子虫人工感染内生发育过程的超微结构研究, 人住肉孢子虫包囊在感染 98 d 后形成上述

结构, 而在感染 62 d 后呈栅栏样构造[6 ]。

包囊内的细胞有母细胞和缓殖子 2 类, 不同虫种的母细胞和缓殖子虽有大小差异, 但无结

构上的差别。一般体积大的包囊中, 细胞体积较大而且排列疏松; 而体积小的包囊中, 细胞体积

较小, 而且排列紧密。母细胞一般分布在包囊内的外缘腔隙中, 缓殖子分布在中央, 根据母细胞

与缓殖子的细胞比例可推断包囊的发育成程。幼包囊只含母细胞不含缓殖子, 老包囊只含缓殖

子, 或只有少量母细胞。缓殖子是母细胞按内二生殖方式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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