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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介绍了采自我国渤海、 黄海、 东海和南海海域的十足目寄生
甲壳类———鳃虱的种类及地理分布。 全书记录了 ４２种隶属于节肢动物门、
甲壳动物亚门、 软甲纲、 等足目、 寄生亚目寄生甲壳类 １ 科 ５ 亚科 ２４ 属。
本书提供了每一物种的雌性和雄性外形图、 主要鉴定特征图及其寄主图，
总结了亚科和亚科内属的特征， 并附检索表。

全书共分 ６章。 第 １章： 引言； 第 ２章： 寄生于短尾下目、 龙虾下目
的鳃虱； 第 ３章： 寄生于蝼蛄虾下目的鳃虱； 第 ４章： 寄生于异尾下目的
鳃虱； 第 ５章： 寄生于真虾下目褐虾总科的鳃虱； 第 ６ 章： 地理分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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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足目寄生甲壳类主要包括寄生等足类与寄生桡足类。 鳃虱科是寄生等足类中物种最
丰富的一个科。 鳃虱科隶属于节肢动物门、 甲壳动物亚门、 软甲纲、 等足目、 寄生亚目。
成体多附生于十足目的鳃腔或腹部， 吸食寄主体液， 大多数为海生种。 鳃虱科的寄生使寄
主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受到很大影响， 寄主难以达到性成熟进行繁殖。 鳃虱类为了适应寄生
生活， 身体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增加了经典形态分类学鉴定的难度。
本书涉及的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标本馆， 采集地涵盖了我国南北各海

区， 包括渤海、 黄海、 东海和广阔的南海海域。 应用传统的经典分类学方法， 结合电镜扫
描技术对现有的所有鳃虱科标本进行了鉴定， 并对其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
本书对中国各海域 ４２种鳃虱进行了翔实的描记， 并提供了雌性和雄性的外形图和主

要鉴定特征图及其寄主图， 总结了亚科和亚科内属的特征， 并附有检索表。
全书共分 ６ 章。 第 １ 章： 引言； 第 ２ 章： 寄生于短尾下目、 龙虾下目的鳃虱； 第 ３

章： 寄生于蝼蛄虾下目的鳃虱； 第 ４ 章： 寄生于异尾下目的鳃虱； 第 ５ 章： 寄生于真虾下
目褐虾总科的鳃虱； 第 ６章： 地理分布研究。
本书记录等足目鳃虱 ４２种， 如下：
１畅Allokepon hendersoni （Ｇｉａｒｄ ＆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８８８） 印度异节蟹鳃虱
２畅Allokepon longicauda Ｄｕ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６长尾异节蟹鳃虱
３畅Allokepon monodi （Ｂｏｕｒｄｏｎ， １９６７） 单异节蟹鳃虱
４畅Apocepon digitatum （Ｓｔｏｃｋ， １９５９） 指突玉蟹鳃虱
５畅Apocepon leucosiae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６鸭额玉蟹鳃虱
６畅Apocepon pulcher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 ＆ Ｂｒｅｎｄｅｒ 苯Ｂｒａｎｄｉｓ， １９３０壮丽玉蟹鳃虱
７畅Argeia atlantica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７大西洋褐虾鳃虱
８畅Argeia pugettensis Ｄａｎａ， １８５２ 普吉特褐虾鳃虱
９畅Asymmetrione globifera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１０ 球足偏寄居蟹鳃虱
１０畅Athelges takanoshimensis Ｉｓｈｉｉ， １９１４日本腹虱
１１畅Bathygyge grandis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８９７ 巨深海鳃虱
１２畅Cancricepon choprae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 ＆ Ｂｒｅｎｄｅｒ 苯Ｂｒａｎｄｉｓ， １９２５） 柯氏扇蟹鳃虱
１３畅Dactylokepon barbuladigitu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７斗蟹指突鳃虱
１４畅Dactylokepon caribaeus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５加勒比指突鳃虱
１５畅Dactylokepon holthuisi Ｂｏｕｒｄｏｎ， １９６７霍氏指突鳃虱
１６畅Dactylokepon richardsonae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１９１０ 瑞氏指突鳃虱
１７畅Dactylokepon semipennatus Ｂｏｕｒｄｏｎ， １９８３半翼指突鳃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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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畅Gigantione hainanensi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９ 海南巨鳃虱
１９畅Gigantione ishigakiens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４１日本巨鳃虱
２０畅Gigantione rhombo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９ 菱突巨鳃虱
２１畅Gigantione tau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９ 异头巨鳃虱
２２畅Gyge fujianensi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９ 福建扁蝼蛄虾鳃虱
２３畅Gyge oval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９） 卵圆扁蝼蛄虾鳃虱
２４畅Ione cornuta Ｂａｔｅ， １８６４具角蟹鳃虱
２５畅Onkokepon articulatu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６ 分节多疣蟹鳃虱
２６畅Onkokepon beibuensi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６ 北部湾多疣蟹鳃虱
２７畅Orthione griffenis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２００４ 葛氏直鳃虱
２８畅Pagurion arrosorum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１１ （ ｉｎ ｐｒｅｓｓ） 鳞纹寄居蟹鳃虱
２９畅Pagurion spiropagura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１１ （ ｉｎ ｐｒｅｓｓ） 旋刺寄居蟹鳃虱
３０畅Pagurion tuberculata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３ 疣寄居蟹鳃虱
３１畅Parapagurion uniuropodu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 ｉｎ ｐｒｅｓｓ） 单足仿寄居蟹鳃虱
３２畅Parasymmetrione tuberculineata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１０ 疣缘仿偏寄居蟹鳃虱
３３畅Parathelges enoshimens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３ 日本仿腹虱
３４畅Procepon liuruiyui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９刘氏前鳃虱
３５畅Progebiophilus elongate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９长前蝼蛄虾鳃虱
３６畅Progebiophilus sinicus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２中华前蝼蛄虾鳃虱
３７畅Pseudione longicauda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７长尾假鳃虱
３８畅Pseudostegias setoens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３ 日本假盖腹虱
３９畅Stegoalpheon kempi Ｃｈｏｐｒａ， １９２３阚氏盖鼓虾鳃虱
４０畅Tylokepon biturus Ａｎ， ２００９双突蛛蟹鳃虱
４１畅Tylokepon bonnieri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１９０６ 波氏蛛蟹鳃虱
４２畅Upogebione bidigitatus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９双突蝼蛄虾鳃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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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畅1　分 类 地 位
鳃虱科 Ｂｏｐｙｒｉｄａｅ隶属于节肢动物门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甲壳动物亚门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软甲纲Ｍａｌａｃｏｓ-

ｔｒａｃａ真软甲亚纲 Ｅｕｍａｌａｃｏｓｔｒａｃａ囊虾总目 Ｐｅｒａｃａｒｉｄａ等足目 Ｉｓｏｐｏｄａ寄生亚目 Ｅｐｉｃａｒｉｄｅａ。 成
体主要寄生于十足目甲壳类的鳃腔或腹部 （图 １-１）。

图 １-１　被鳃虱寄生的十足目寄主。 Ａ畅镰虾的左侧鳃腔被鳃虱寄生； Ｂ畅藻虾的左鳃腔、 右鳃腔被
鳃虱寄生； Ｃ畅扇蟹的两侧鳃腔同时被鳃虱寄生； Ｄ畅寄居蟹的腹部附着鳃虱； Ｅ畅寄居蟹右侧鳃腔
　 被鳃虱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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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多为海洋种类， 少数在淡水生活， 如寄生于长臂虾的鳃虱类。 在寄生亚目现有的
１１科中， 鳃虱科种数最多， 也是迄今为止研究最多的科， 约 ８５％的寄生亚目种类包括在
该科。 目前全世界共记录约 ５９５种 （Ｂｏｙｋｏ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２００９）， 分别属于以下 ９亚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ｏｐｙｒｉｄａｅ Ｒａｆｉｎｅｓｑｕｅ， １８１５鳃虱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Ａｔｈｅｌｇ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５６背腹虱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Ａｒｇｅｉｉｎａｅ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７褐虾鳃虱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Ｂｏｐｙｒｉｎａｅ Ｒａｆｉｎｅｓｑｕｅ， １８１５真虾鳃虱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ｔｏｐｈｉｌｉｎａ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０３腔虱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Ｈｅｍｉａｒｔｈｒｉｎａｅ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２真腹虱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Ｉｏｎｉｎａｅ Ｍｉｌｎ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 １８４０ 蟹鳃虱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Ｏｒ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７对虾鳃虱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Ｐｈｙｌｌｏｄｕｒｉｎａｅ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７ 叶尾鳃虱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Ｐｓｅｕｄｉｏｎ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７ 假鳃虱亚科

1畅2　形 态 特 征
成体寄生于十足目， 由于长期适应寄生生活， 所以鳃虱科的成体身体大多发生扭转；

胸足失去运动功能； 眼大多退化消失， 即使有复眼的构造也失去了视觉功能； 口器退化或
消失； 身体多用于孕卵。 雌雄异体， 雌性个体通常体型较大， 且大多数有扭转现象。 有些
种甚至呈一个充满卵的囊状体， 从外形上几乎看不到等足目的特征 （图 １-２Ａ～Ｃ）。 头与
第 １胸节常分开， 头前具头前板， 眼退化， 具 ２ 对触角， １ 对颚足， 头后腹突常具１～３对
突起。 胸部分 ７节， 具 ７ 对胸足， ５对育卵板； 腹部 ６ 节， 前 ５ 节常具双枝型腹足和单枝
型侧板， 第 ６腹节具单枝型或双枝型尾肢。 雄性个体体型较小， 但保持了等足目的外形特
征 （图 １-２Ｄ）。 身体分节明显， 头部常具眼和触角， 胸部 ７ 节， 具 ７ 对胸足， 腹部 ６ 节，
常有愈合， 腹足多退化。 尾肢通常退化。

图 １-２　鳃虱科的雌雄形态特征。 Ａ畅蟹鳃虱亚科斗蟹指突鳃虱雌性个体背面观； Ｂ畅对虾鳃虱亚
科巨仿拟对虾鳃虱雌性个体背面观； Ｃ畅对虾鳃虱亚科巨仿拟对虾鳃虱雌性个体腹面观； Ｄ畅对
　 虾鳃虱亚科雄性个体背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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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畅3　科 学 意 义
在水产养殖方面的重要意义。 鳃虱主要寄生于虾、 蟹等大型甲壳动物的鳃腔或腹部， 寄

生的结果将导致寄主个体普遍较小， 往往不能进行正常的蜕皮生长， 同时抑制其性腺发育，
使寄主不能达到性成熟， 进行繁殖， 且对疾病抵抗力差。 对水产动物的养殖造成一定危害。
在动物地理学研究中受到重视。 由于生活条件所限， 鳃虱科地理分布局限， 地方性特

有种较多， 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动物地理研究中受到很大重视。 搞清该类群的种类、 区系
是诸多研究中迫切需要的基础工作。
对其寄主研究的促进作用。 寄主是鉴定鳃虱科种类的重要依据， 鳃虱科的研究与其寄

主的鉴定、 地理分布与演化关系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鳃虱科的研究将大大推动其寄主的
研究。

1畅4　国内外研究概况
对鳃虱科的研究， 在国外开展较早且较广泛。 最早记录鳃虱科的是 １７２４ 年的 Ｄｅｓ-

ｌａｎｄｅｓ， 他在法国发现了一只被寄生的虾， 当时把寄生物当作了鱼的幼体。 １７７２ 年
Ｆｏｕｒｇｅｒｏｕｘ ｄｅ Ｂｏｎｄａｒｏｙ将一个同样的寄生物鉴定为一 “昆虫”， 并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和绘
图， １９４０ 年 Ａｎｄｒé重述了这两个事实。 这一种于 １７９８ 年被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命名为 Monoculus
crangorum， 随后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在 １８０２年发现了 Bopyrus的模式种。 Ｍｏｎｔａｇｕ 于 １８０８ 年在英国发
现 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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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ａ）。 Ｓａｒｓ （１８８２， １８９８） 在１９世纪末期对挪威、 北大西洋的等足类进行了研究， 其中
描述了鳃虱科的 １１ 新种。 Ｓｈｉｉｎｏ （椎野季雄） 在 １９３３ ～１９６４年发表了约 ３９ 篇文章， 对日
本海域寄生亚目做了详细的研究， 共记录 １１０余种， 其中有 ９８ 新种。 后来， 不断有新种、
新属的发现和建立。 其中 Ｂｏｕｒｄｏｎ 发表了 ３３篇文章， 记录了大量新种。 Ｂａｒｎａｒｄ和 Ｋｅｎｓｌｅｙ
分别对南非的鳃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和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分别研究了太平洋海域的鳃
虱； Ｍａｒｋｈａｍ从 １９７２年迄今发表了约 ４０篇论文， 描述了以大西洋的西北部为主的世界多
个海域鳃虱的种类。 从总体水平上看， 北美洲、 澳大利亚、 地中海地区以及日本、 南非的
鳃虱科的分类学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对鳃虱科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已有的报道多为国外学者的零星报道。 早期我国只有喻

兆琦 （１９３５） 曾发表 １ 新种。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 和 Ｂｒｅｎｄｅｒ 苯Ｂｒａｎｄｉｓ （１９２９ａ，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ｂ） 报道了
我国鳃虱 ７种， 其中 １种寄生于短尾下目。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和 Ｂｏｙｋｏ （２００４）
先后报道了我国香港及台湾海域鳃虱约 ３８ 种， 其中 ９ 种寄生于短尾下目。 安建梅等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对中国海域 （我国香港、 台湾海域以外） 鳃虱进行了系统地分类学研究。

1畅5　常见分类学术语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ｃ） 对鳃虱科的专业术语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规范， 具体如图 １-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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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鳃虱的形态模式图 （Ａ～Ｄ仿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ｃ）。 Ａ畅雌性背面观； Ｂ畅雌性腹面观； Ｃ畅雄
　 性背面观； Ｄ畅雄性腹面观； Ｅ畅头后腹突； Ｆ畅第 １育卵板； Ｇ畅颚足； Ｈ畅胸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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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ｈｅａｄ）： 身体最前部， 不分节， 具眼、 口器、 触角。
头前板 （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 头部向前或向侧面的板状延伸物。
触角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头部前端的 ２对附肢； 成体是单枝型； 第 １对一般较退化， 多为 ３

节； 第 ２对长， 多为 ５ 节。
颚足 （ｍａｘｉｌｌｉｐｅｄ）： 为第 １胸节的成对附肢， 与头部愈合， 是口器的组成部分， 雌性

常可覆盖头的腹面， 雄性退化呈小翼状。
触须 （ｐａｌｐ）： 雌性颚足末端的常明显分节的突起。
角突 （ｓｐｕｒ； ｐｌｅｃｔｒｏｎ）： 颚足基节内前角上的突起。
头后腹突 （ｂａｒｂｕｌａ）： 在雌性个体腹面的头部与胸部的交界处， 一般具 ２ 对形状多变

的突起。
背中突 （ｍｉｄｄｏｒｓａｌ ｂｏｓｓ）： 雌性胸部背面中央的突起。
背前侧突 （ｄｏｒｓｏ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ｏｓｓ）： 雌性胸部的前侧、 背面的圆形的球状突起。
背后侧突 （ ｔｅｒｇ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雌性胸部的背面的后侧突起。
胸足 （ｐｅｒｅｏｐｏｄ）： 胸部自由体节的附肢， 本为 ７ 对， 在寄生亚目中常有退化； 本为 ７

节， 基部的底节与体壁的腹甲愈合。
基节 （ｂａｓｉｓ）： 胸足最基部的 １节。
坐节或底节 （ ｉｓｃｈｉｕｍ）： 胸足第 ２ 节。
长节 （ｍｅｒｕｓ）： 胸足第 ３节。
腕节 （ｃａｒｐｕｓ）： 胸足第 ４ 节。
掌节 （ｐｒｏｐｏｄｕｓ）： 胸足第 ５ 节。
指节 （ｄａｃｔｙｌｕｓ）： 胸足最后 １ 节。
底节板 （ｃｏｘａｌ ｐｌａｔｅ）： 是胸足底节板部分或完全向侧面扩展形成的， 可以覆盖胸部的

侧边缘。
育卵板 （ｏｏｓｔｅｇｉｔｅ）： 雌性的胸足基部内侧向中央扩展而成的板状结构， 在腹面形成育

卵囊。
后侧角 （ｐｏｓｔｅｒｏ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ｏｉｎｔ）： 第 １育卵板基节末端的突出。
育卵囊 （ｂｒｏｏｄ ｐｏｕｃｈ）： 位于雌性胸部的腹面， 被育卵板包裹， 里面是卵或正在发育

的幼体。
腹部 （ｐｌｅｏｎ）： 身体的最后部分， 由 ６ 节组成 （常愈合为一节）， 一般具成对的腹足

和尾肢。
中腹突 （ｍｉｄｖｅｎｔｒ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ｌｅ）： 雄性的胸部或腹部腹面的中央锥状突起。
侧甲 （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ｌａｔｅ）： 腹部向侧面的延伸， 外形和腹足很相似。
腹足 （ｐｌｅｏｐｏｄ）： 腹节的前 ５ 对附肢， 常用于呼吸。
内肢 （ｅｎｄｏｐｏｄｉｔｅ）： 腹足和尾肢的内侧或腹面的分枝。
外肢 （ｅｘｏｐｏｄｉｔｅ）： 腹足和尾肢的外侧或背面的分枝。
尾肢 （ｕｒｏｐｏｄ）： 最后腹节的成对附肢， 常与附肢和侧板外形上相似。
肛突 （ａｎａｌ ｃｏｎｅ）： 身体末端的突起， 雌性一般在身体的背部末端； 雄性一般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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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腹面末端， 内含有肛门。
右扭 （ｄｅｘｔｒａｌ）： 身体中轴扭转， 身体右侧远长于左侧， 头位于身体左侧， 一般发现

于寄主右侧鳃腔。
左扭 （ｓｉｎｉｓｔｒａｌ）： 身体中轴扭转， 身体左侧远长于右侧， 头位于身体右侧， 一般发现

于寄主左侧鳃腔。

1畅6　与寄主十足目之间的相互关系
最近据粗略估计 （Ｂ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ｂｅｌｅ， １９８２）， 现存十足目的种类约 １０ ０００ 种， 分布

在 １２００ 属 １０５ 科。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６） 统计 ４５９ 种鳃虱的寄主为 ５６８ 种 （５畅７％） １７３ 属
（１４畅４％） ４５科 （４２畅９％）。 Ｃｈａｃｅ报道十足目共 ８３２１ 种 １００１ 属。 这一数目比 Ｂｏｗｍａｎ 和
Ａｂｅｌｅ的报道低 ２０％。 但寄生鳃虱与寄主的比例是很接近的， 约 １０％， 但短尾下目例外，
它的比例只有 １畅７％， 这一现象的生物学意义还不清楚。 这一低的比率， 可能是因为在十
足目的其他下目中， 一般一属的寄主可被几属的鳃虱寄生， 然而在短尾下目的主要寄生
亚科蟹鳃虱亚科中， 情况正好相反， 一属的鳃虱可寄生几属甚至几科的寄主。 这种情形
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指突蟹鳃虱属 （Dactylokepon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１９１０）， 该属的 １０ 种寄生于短
尾下目 ８ 属 ５ 科 ４ 总科， 甚至还寄生于龙虾下目。 这种寄主与寄生物之间的低比率的另
一种证明是： ９１ 种被寄生短尾类中 ４５ 种是该寄主所在属的唯一被寄生种类。 在蜘蛛蟹
科， １２ 种被寄生的蟹中的每一种属于一属。 这可能是因为短尾下目的扩展速度太快，
以致寄生物的扩展速度赶不上寄主的扩展， 而最终造成了短尾下目被寄生的比率很低的
事实。 这一事实也应验了 Ｐｉｅｌｏｕ （１９７４） 的寄生原理： 寄生物的分布小于寄主的分布。
鳃虱科分 １０亚科， 每一亚科的终末寄主都非常严格的限制在十足目的某一下目或更

低的分类阶元。 大多数亚科的种类都是寄生于寄主的鳃室内 （５ 亚科， 即假鳃虱亚科、 褐
虾鳃虱亚科、 真虾鳃虱亚科、 蟹鳃虱亚科、 对虾鳃虱亚科）， 占鳃虱科的 ８２％。 叶尾鳃虱
亚科、 背腹虱亚科、 真腹虱亚科的种都是寄生于寄主的腹部； 腔虱亚科中的一种寄生于寄
主的内脏腔内， 鳃腹虱亚科的种同时发现寄生于寄主的鳃腔和腹部。
鳃虱科的大多数雌性个体身体不对称， 头向左或向右扭转， 扭转的方向一般与其在寄

主体内的寄生位置相关。 若在左鳃腔寄生， 则头向左扭转， 反之则向右。 鳃虱头的前端一
般朝寄主的尾部， 扁平的背部紧贴寄主的鳃 （图 １-１Ｅ）。 对十足目寄主的影响随不同类群
而有所不同。 Ｔｕｃｋｅｒ （１９３０） 研究了扁蝼蛄虾鳃虱 （Gyge branchialis Ｃｏｒｎａｌｉａ ＆ Ｐａｎｃｅｒｉ） 寄
生于蝼蛄虾之后， 对它产生的影响， 他认为寄生对雌性性腺发育的影响要远大于对雄性的影
响。 Ｇｉａｒｄ和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８８７） 的研究结果认为寄生使得雄性蟹的第二性征趋向于雌性化； Ｈｉ-
ｒａｉｗａ和 Ｓａｔｏ （１９３９） 系统地研究了寄生亚目对经济价值较高的对虾的影响， 结果表明， 寄生
不仅影响对虾的第一性征， 也影响其第二性征。 总的来说， 寄生亚目对寄主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对其生殖系统的破坏， 进而影响生殖发育和繁衍后代。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寄生亚
目的寄生对短尾下目的生殖器官有影响。 被寄生的雌性个体的腹部明显小于正常雌性个体，
而雄性个体的腹部形状虽然变化不大， 但被寄生雄性个体小于正常雄性个体 （图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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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玉蟹科豆形拳蟹个体被鳃虱寄生后腹部的变化。 Ａ畅左侧为正常雌性豆形拳蟹背面观，
右侧为被寄生个体背面观； Ｂ畅左侧为正常雌性豆形拳蟹腹面观， 右侧为被寄生雌性个体的腹
　 面观； Ｃ畅上面为正常的雄性豆形拳蟹腹面观， 下面为被寄生的雄性个体腹面观

1畅7　材料与方法
本书涉及的实验材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标本馆馆藏的标本， 采集地为

我国沿海各海区， 包括渤海、 黄海、 东海及南海各海区。 标本的采集主要是通过多次大型
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中越北部湾海洋综合调查以及中国科学院西沙群岛生物调查和南沙
群岛海域综合调查和全国沿海的调查。

1畅7畅1　研究材料
寄主主要分布于短尾下目、 蝼蛄虾下目、 龙虾下目、 异尾下目、 真虾下目， 寄主种类

具体见表 １-１。

表 1-1　寄主种类及分类地位
序　号 寄　主 寄主所在科、 下目

１ 枛豆形拳蟹 Philyra pisum Ｄｅ Ｈａａｎ 玉蟹科、 短尾下目

２ 枛隆线拳蟹 Philyra carinata Ｂｅｌｌ 玉蟹科、 短尾下目

３ 枛杂粒拳蟹 Philyra heterograna Ｏｒｔｍａｎｎ 玉蟹科、 短尾下目

４ 枛拳蟹 Philyra ｓｐｐ 葺畅 玉蟹科、 短尾下目

５ 枛长臂玉蟹 Leucosia longibrachia Ｓｈｅｎ ＆ Ｃｈｅｎ 玉蟹科、 短尾下目

６ 枛中华玉蟹 Leucosia sinica Ｓｈｅｎ ＆ Ｃｈｅｎ 玉蟹科、 短尾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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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寄　主 寄主所在科、 下目

７ 枛三疣长螯蟹 Randallia trituberculata Ｓａｋａｉ 玉蟹科、 短尾下目

８ 枛银光梭子蟹 Portunus argentatus （Ｗｈｉｔｅ） 梭子蟹科、 短尾下目

９ 枛双斑 Charybdis bimaculata Ｍｉｅｒｓ 梭子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０ *远海梭子蟹 Portunus pelagicus （Ｌ (畅） 梭子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１ *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Ｍｉｅｒｓ） 梭子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２ *短桨蟹 Thalamita ｓｐ d畅 梭子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３ *丽纹梭子蟹 Portunus pulchricristatus （Ｇｏｒｄｅｎ） 梭子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４ *拥剑梭子蟹 Portunus haanii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梭子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５ *圆形狼牙蟹 Lupocyclus rotundatus Ａｄａｍｓ ＆ Ｗｈｉｔｅ 梭子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６ *马氏艾蝉虾 Eduarctus martensii （Ｐｆｅｆｆｅｒ） 蝉虾科、 龙虾下目

１７ *佛罗里达爱洁蟹 Atergatis floridus （Ｌ 牋畅） 扇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８ *爱洁蟹 Atergatis ｓｐｐ U畅 扇蟹科、 短尾下目

１９ *光滑花瓣蟹 Liomera laevis （Ａ 鞍畅Ｍｉｌｎ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 扇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０ *红斑斗蟹 Liagore rubromaculata （Ｄｅ Ｈａａｎ） 扇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１ *齿异背蟹 Heteroplax dentata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长脚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２ *长手隆背蟹 Cardinoplax longimana （Ｄｅ Ｈａａｎ） 长脚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３ *阿氏强蟹 Eucrate alcocki Ｓｅｒｅｎｅ 长脚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４ *强蟹 Eucrate ｓｐ 父畅 长脚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５ *单角蟹 Menaethius monoceros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蜘蛛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６ *双角互敬蟹 Hyastenus diacanthus （Ｄｅ Ｈａａｎ） 蜘蛛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７ *强壮紧握蟹 Lambrus validus Ｄｅ Ｈａａｎ 蜘蛛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８ *沈氏长方蟹 Metaplax sheni Ｇｏｒｄｏｎ 方蟹科、 短尾下目

２９ *长方蟹 Metaplax ｓｐ ;畅 方蟹科、 短尾下目

３０ *长足长方蟹 Metaplax longipes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方蟹科、 短尾下目

３１ *刺足掘沙蟹 Scalopidia spinosipes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沙蟹科、 短尾下目

３２ *显著琼娜蟹 Jonas distincta （Ｄｅ Ｈａａｎ） 盔蟹科、 短尾下目

３３ *日本美人虾 Callianassa japonica （Ｏｒｔｍａｎｎ） 美人虾科、 蝼蛄虾下目

３４ *哈氏美人虾 Callianassa harmandi Ｂｏｕｖｉｅｒ 美人虾科、 蝼蛄虾下目

３５ *伍氏蝼蛄虾 Upogebia wahsienweni Ｙｕ 蝼蛄虾科、 蝼蛄虾下目

３６ *大蝼蛄虾 Upogebia major （Ｄｅ Ｈａａｎ） 蝼蛄虾科、 蝼蛄虾下目

３７ *刺足真寄居蟹 Dardanus hessii （Ｍｉｅｒｓ） 活额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３８ *鳞纹真寄居蟹 Dardanus arrosor （Ｈｅｒｂｓｔ） 活额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３９ *细螯寄居蟹 Clibanarius ｓｐ +畅 活额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４０ *长眼寄居蟹 Paguristes ｓｐ  畅 活额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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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寄　主 寄主所在科、 下目

４１ *深水旋刺寄居蟹 Spiropagurus profundorum （Ａｌｃｏｃｋ） 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４２ *旋刺寄居蟹 Spiropagurus spiriger （Ｄｅ Ｈａａｎ） 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４３ *活额寄居蟹 Diogenes ｓｐ 照畅 活额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４４ *铠甲虾 Munida ｓｐ  畅 铠甲虾科、 异尾下目

４５ *光螯硬壳寄居蟹 Calcinus laevimanus （Ｒａｎｄａｌｌ） 活额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４６ *海绵寄居蟹 Pagurus pectinatus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寄居蟹科、 异尾下目

４７ *绒毛岩瓷蟹 Petrolisthes tomentosus （Ｄａｎａ） 瓷蟹科、 异尾下目

４８ *瓷蟹 Porcellana ｓｐ  畅 瓷蟹科、 异尾下目

４９ *圆尾褐虾 Crangon cassiope ｄｅ Ｍａｎ 褐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０ *褐虾 Crangon crangon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褐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１ *脊腹褐虾 Crangon affinis Ｄｅ Ｈａａｎ 褐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２ *镰虾 Glyphocrangon megalophthalma Ｄｅ Ｍａｎ 镰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３ *东方拟异指虾 Nikoides sibogae Ｄｅ Ｈａａｎ 异指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４ *日本异指虾 Processa japonica （Ｄｅ Ｈａａｎ） 异指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５ *东方长眼虾 Ogyrides orientalis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长眼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６ *长角船形虾 Tozeuma lanceolatum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藻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７ *岸上毕茹虾 Birulia kishinouyei （Ｙｏｋｏｙａ） 藻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８ *藻虾科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ｉｄａｅ 藻虾科、 真虾下目

５９ *刺螯鼓虾 Alpheus hoplocheles Ｃｏｎｔｉｅｒｅ 鼓虾科、 真虾下目

６０ *日本鼓虾 Alpheus japonicus Ｍｉｅｒｓ 鼓虾科、 真虾下目

６１ *扭指合鼓虾 Synalpheus streptodactylus Ｃｏｕｔｉｅｒｅ 鼓虾科、 真虾下目

６２ *短刺鼓虾 Alpheus microstylus （Ｂａｔｅ） 鼓虾科、 真虾下目

６３ *短掌鼓虾 Alpheus digitalis Ｄｅ Ｈａａｎ 鼓虾科、 真虾下目

６４ *鼓虾 Alpheus ｓｐ 父畅 鼓虾科、 真虾下目

６５ *独角新对虾 Metapenaeus monoceros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６６ *周氏新对虾 Metapenaeus joyoeri （Ｍｉｅｒｓ）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６７ *近缘新对虾 Metapenaeus affinis （Ｈ ]畅Ｍｉｌｎ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６８ *刀额新对虾 Metapenaeopsis ensis （Ｄｅ Ｈａａ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６９ *中国明对虾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Ｏｓｂｅｃｋ）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０ *长毛明对虾 Fenneropenaeus penicillatus （Ａｌｃｏｃｋ）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１ *墨吉明对虾 Fenneropenaeus merguiensis （Ｄｅ Ｍａ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２ *斑节对虾 Penaeus monodon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３ *短沟对虾 Penaeus semisulcatus Ｄｅ Ｈａａ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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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寄　主 寄主所在科、 下目

７４ *日本囊对虾 Marsupenaeus japonicus （Ｂａｔｅ）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５ *矛形拟对虾 Parapenaeus lanceolatus Ｋｕｂｏ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６ *长足拟对虾 Parapenaeus longipes Ａｌｃｏｃｋ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７ *菲赤虾 Metapenaeopsis philippi （Ｂａｔｅ）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８ *安达曼赤虾 Metapenaeopsis congier （Ｗｏｏｄ-Ｍａｓｏ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７９ *戴氏赤虾 Metapenaeopsis dalei （Ｒａｔｈｂｕ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０ *托罗赤虾 Metapenaeopsis toloensis Ｈａｌｌ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１ *须赤虾 Metapenaeopsis barbata （Ｄｅ Ｈａａ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２ *硬壳赤虾 Metapenaeopsis dura Ｋｕｂｏ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３ *门司赤虾 Metapenaeopsis mogiensis （Ｒａｔｈｂｕ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４ *高脊赤虾 Metapenaeopsis lamellata （Ｄｅ Ｈａａ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５ *北方赤虾 Metapenaeopsis novaegineae （Ｈａｓｗｅｌｌ）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６ *音响赤虾 Metapenaeopsis stridulans （Ａｌｃｏｃｋ）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７ *扁足异对虾 Atypopenaeus compressipes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８ *鹰爪虾 Trachypenaeus curvirostris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对虾科、 枝鳃亚目

８９ *脊单肢虾 Sicyonia cristata （Ｄｅ Ｈａａｎ） 单肢虾科、 枝鳃亚目

９０ *短足管鞭虾 Solenocera comata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管鞭虾科、 枝鳃亚目

９１ *高脊管鞭虾 Solenocera alticarinata Ｋｕｂｏ 管鞭虾科、 枝鳃亚目

９２ *管鞭虾 Solenocera ｓｐ e畅 管鞭虾科、 枝鳃亚目

1畅7畅2　研究方法
采用以形态分类为主， 对所收集到的标本在体视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解剖、 绘图、 记

录、 描述， 然后与已知近似种进行形态学对比， 确定其分类地位， 发现新的分类单元， 并
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记。 对于一些小的雄性个体运用电镜扫描技术， 进行细致的观察， 以达
到准确鉴定的目的。 电镜扫描样品的处理步骤如下。

（１） 新鲜采集的样品先置于 ９０％的乙醇保存。
（２） ２畅５％的戊二醛固定 １ 个小时。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采集的标本可省去步骤 （１）、

（２）。
（３） 磷酸缓冲液 （ｐＨ为 ７畅４） 冲洗数次。
（４） 乙醇梯度脱水， 浓度为 ５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００％， 每步 １５分钟。
（５） 乙酸异戊酯置换 ３０ 分钟。
（６） 临界点干燥 ［ＨＩＴＡＣＨ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ｄｒｙｅｒ （ＨＣＰ-２）］
（７） 喷金 （Ｇｉｋｏ ＩＢ畅３ Ｉｏｎ Ｃｏａｔｅｒ）。
（８） 上样品台，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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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畅8　鳃虱科的化石记录
鳃虱科几乎没发现化石记录。 然而， 十足目化石的鳃腔变形情况与现生种的鳃腔寄生

鳃虱的形状一样。 这样的证据， 尽管间接且稀少， 但是非常有用。 腹部寄生的鳃虱科种类
没有化石记录可考证。 钙化程度很低的被鳃虱寄生的概率最高的真虾下目和异尾下目也没
发现被寄生的化石。 然而， 现有的一些结论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首先， 化石时代表明鳃虱
科是在侏罗纪才出现的， 首次出现的时间接近现生十足目出现的时间。 其次， 最古老、 数
量最多的十足目化石种在铠甲虾科。 再次， 河螯蟹科、 异尾下目和短尾下目都发现了化石
种。 最后， 绵蟹的 ７ 个化石种是鳃虱的寄主， 而现生种只有一个是鳃虱的寄主， 即
Hypoconcha ｓｐ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６）。

1畅9　鳃虱科内的系统发育演化
关于鳃虱科内的演化关系只有很少、 很零星的报道。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 和 Ｂｒｅｎｄｅｒ 苯Ｂｒａｎｄｉｓ

（１９３１ａ） 根据鳃虱科身体某一部分的退化来推测鳃虱科乃至寄生亚目的演化关系。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４ｂ， １９６５） 论述了鳃虱科的系统发育关系， 沿用和扩大了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 的观点。
她将鳃虱科分成 ６ 个类群， 强调在研究演化关系时必须考虑每一类别的雌性个体以及雄性
个体。 然而鳃虱的性别决定是特殊的， 先到达寄主的个体是雌性， 后来的是雄性 （Ｒｅｉｎ-
ｈａｒｄ， １９４９； Ｒｅｖｅｒｂｅｒｉ ａｎｄ Ｐｉｔｏｔｉ， １９４２）， 所有的雄性个体开始时都是雌性。 而且雌性表现
出比雄性多得多的系统发育特征。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６） 认为研究系统发育时首先应主要考虑
雌性的结构， 然后再考虑雄性。 Ｍａｒｋｈａｍ的鳃虱科的系统演化图和 Ｓｈｉｉｎｏ的基本一致， 只
是Ｍａｒｋｈａｍ认为真腹虱亚科是由假鳃虱亚科沿着一条不同于背腹虱亚科的路线演化来的，
换句话说， 腹部寄生的鳃虱类不是单系起源的。 Ｍａｒｋｈａｍ 赞同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和 Ｂｒｅｎｄｅｒ 苯Ｂｒａｎ-
ｄｉｓ （１９３１ａ） 的主张， 认为寄生亚目是由自由生活的等足类经过高度变形而适应寄生生活
之后演化来的。 其形态特征也说明了这一推理， 如胸部和腹部的严重退化， 胸足和腹足的
退化或缺失， 身体边缘的形状多样性及育卵板的结构。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５） 认为假鳃虱
属是寄生亚目最具代表性的， 其他属以及其他亚科都是从它起源的。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６） 报道
假鳃虱属现有的 ６３ 种中约 ４９种鳃虱是世界性分布的， 是鳃虱科中最大的一属， 也是唯一
一个发现寄生于十足目多个下目的属。 假鳃虱亚科中寄生于真虾的种类只有一种属于该
属， 还有 ２种寄生于河螯虾属和一些寄生于海蛄虾下目的种也属于该属。 然而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６） 认为该属并不是最原始的， 只是最具代表性的。 他认为寄生于铠甲虾的侧隐鳃虱
属是最原始的， 因为铠甲虾是数量最多和已知最古老的寄主。 Ｃｈａｃｅ （１９５１） 报道在现生
的 ６属 ２２５种铠甲虾中约有 ５５种分属于 ５ 属记录曾被寄生， 这个比例很高。 ３０ 种刺铠虾
被 ３９ 种鳃虱寄生， 它们属于假鳃虱亚科的 １３ 属和唯一的一个体腔寄生种 Entophilus omni-
tectus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０３。 在刺铠虾的寄生物中既有属于假鳃虱属的种也有侧隐鳃虱属的种。
在浅海中常见的铠甲虾 Ｇａｌａｔｈｅａ （Ｅｋｍａｎ １９５３ 年认为它是铠甲虾科中最原始的）， 有 ８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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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报道被寄生亚目寄生， 从挪威到土耳其， 日本到印度尼西亚和毛里求斯以及美国佛罗里
达州均有记录。 寄生的 ７种鳃虱属于包括假鳃虱属在内的 ４ 属， 但侧隐鳃虱属不在其中。
拟刺铠虾属Munidopsis是易被感染的， Ｅｋｍａｎ （１９５３） 认为它是比较演化的深海世界性广布
种， 其中有 １３个寄主报道来自于大西洋、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中间纬度地区。 寄生物 ７ 种
属于 ４属， 包括假鳃虱属和侧隐鳃虱属。
从假鳃虱亚科可推测出一条演化路线， 从假鳃虱属到其他属， 寄主从铠甲虾到其他异

尾类。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６） 推测了鳃虱科的可能演化过程 （图 １-５ ）。 在寄生于刺铠虾假鳃虱
属的演化过程中， 一些寄生物的腹部发生了变化， 可能从鳃腔移动到鳃区邻近的体腔内，
导致了出现腔虱亚科 （Entophilus omnitectus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唯一的一种。 另一些假鳃虱属的
种类向其他异尾类和少数非异尾类， 如海蛄虾下目的美人虾、 蝼蛄虾、 拟阿蛄虾属、 泥虾
属等寄主转移。

图 １-５　鳃虱科内各亚科的系统演化图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６）

在一个发育水平只是稍高于侧隐鳃虱属和偏寄居蟹鳃虱属的祖先寄生了寄居蟹。 经过
很小的改变， 演化为鳃腹虱亚科， 该亚科只有一种 Bopyrophryxus branchiabdominalis， 它采
自印度尼西亚， 寄生于寄居蟹 Parapagurus monstrosus Ａｌｃｏｃｋ。 它既寄生于寄主的鳃腔也寄
生于寄主的腹部。 它经过一个更微小的改变就转变为完全腹部寄生的真腹虱亚科， 多寄生
于真虾下目。
从假鳃虱亚科演化出的另一支， 演化为寄生真虾的褐虾鳃虱亚科， 然后通过特殊的单

型属深海鳃虱属到达真虾鳃虱亚科， 褐虾鳃虱亚科和真虾鳃虱亚科中的所有种都是真虾下
目的鳃寄生物。 从假鳃虱演化出的另一支寄生于海蛄虾下目， 演化为蟹鳃虱亚科。 在这一
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属是假鳃虱属、 前蝼蛄虾鳃虱属、 扁蝼蛄虾鳃虱属、 蟹鳃虱属。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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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寄生于海蛄虾下目的种类外， 蟹鳃虱亚科中所有的种都是短尾下目的寄生物。 一个可
能从蟹鳃虱亚科起源的亚科是对虾鳃虱亚科， 此亚科主要寄生于对虾。
海蛄虾下目的寄生物继续演化成叶尾鳃虱亚科， 其唯一的成员为 Phyllodurus abdomi-

nalis， 它具有鳃寄生物的结构， 但却是普吉特蝼蛄虾的腹部寄生物。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６） 认
为连接假鳃虱亚科和叶尾鳃虱亚科的是蟹鳃虱亚科， 从假鳃虱到叶尾鳃虱的过程可以称为
“海蛄虾转变” （Ｔｈａｌａｓｓｉｎｉｄ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这一转变强调了海蛄虾下目的寄生物种类横跨
三亚科的事实。
寄生的方式和寄主的最后变化将导致从叶尾鳃虱亚科到背腹虱亚科的演化， 它是寄居

蟹的腹部寄生物。 因为身体体形的对称性模式不同， 胸部愈合， 育卵板的发育等特征不
同， Ｍａｒｋｈａｍ认为真腹虱亚科和背腹虱亚科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近。 这 ２个腹部寄生的亚
科完全分离的演化路线并不与形态学证据相矛盾。 真腹虱亚科和背腹虱亚科间的相似性是
它们适应腹部寄生条件而趋同进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 鳃虱科内最原始的亚科是假鳃虱亚科， 其中的个体首先是寄生于异尾下目

的铠甲虾科。 其他的所有亚科都是从它演化而来的， 中间可能经过了寄生于海蛄虾下目的
种类， 最后演化为 ２ 个寄生于腹部的亚科。 鳃虱科分布和起源的中心可能是西太平洋热带
海域， 在东太平洋很少发现有鳃虱科种类。

1畅10　鳃虱科的分类鉴定特征

鳃虱科 Bopyridae Rafinesque-Schmaltz， 1815
Ｂｏｐｙｒｉｄａｅ Ｒａｆｉｎｅｓｑｕｅ-Ｓｃｈｍａｌｔｚ， １８１５： ２２４畅［ ｆｉｎｄ ｉｎ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ｃ］ －Ｓａｒｓ， １８９８：

１９５畅－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００： ２１８畅－Ｃｈｏｐｒａ， １９２２： ６９畅－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５２： ３４畅－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６５：
４６２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ｃ： ８畅－Ｗｅｔｚｅｒ ＆ Ｂｒｕｓｃａ， １９９７： ２４畅－Ｔｒｉｌｌｅｓ， １９９９： ３４２畅

鉴别特征：
雌性： 身体分节明显， 略不对称到完全不对称。 头部： 头部有时与第 １ 胸节愈合， 头

部多具头前板； 触角一般退化； 颚足分 ２ 节， 常在末端具触须； 头后腹突一般具 １ ～２ 对
侧突起。 胸部： 胸部具 ７ 节， 一般分节明显， 无愈合现象， 胸足较退化， 一般为 ７ 对。
有的种类胸足非常退化， 一侧只剩一胸足； 胸足是攀附足且为同形； 育卵板一般为 ５ 对
（少数是 ７ 对）， 从只覆盖腹面的边缘到将腹面完全包被。 腹部： 第 ３ ～６ 腹节的两侧常
具与腹足形态相似的侧甲； 除最后一腹节外， 腹节每节都具一对腹足； 腹足多同形且退
化， 单枝型或双枝型； 尾肢一般位于身体末端， 单枝型或双枝型， 常与腹足或侧甲形态
相似。
雄性： 保留了自由生活等足类的外形， 身体对称。 体形远小于雌性， 长至少为宽的 ２

倍， 分节明显。 头前缘圆形， 有时与第 １胸节愈合； 触角较发达。 胸部通常为 ７ 节； 腹部
６节， 腹部如果愈合为一体， 则一般无附肢； 如果分节明显， 除最后一节外常具无柄的片
状的单枝型或双枝型附肢； 如果具尾肢， 常在身体末端， 单枝型或双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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鳃虱科各亚科的检索表 （◆表示中国海域有此亚科的种类分布）

１　寄生于寄主的腹部或体腔内 ２⋯⋯⋯⋯⋯⋯⋯⋯⋯⋯⋯⋯⋯⋯⋯⋯⋯⋯⋯⋯⋯⋯⋯⋯

寄生于寄主的鳃腔 ５⋯⋯⋯⋯⋯⋯⋯⋯⋯⋯⋯⋯⋯⋯⋯⋯⋯⋯⋯⋯⋯⋯⋯⋯⋯⋯⋯⋯

２　寄生于寄主的体内 腔虱亚科 Ｅｎｔｏｐｈｉｌｉｎａ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０３⋯⋯⋯⋯⋯⋯⋯⋯⋯⋯⋯⋯

寄生于寄主的腹部 ３⋯⋯⋯⋯⋯⋯⋯⋯⋯⋯⋯⋯⋯⋯⋯⋯⋯⋯⋯⋯⋯⋯⋯⋯⋯⋯⋯⋯

３　雌性胸部分节不明显， 腹部腹足单枝型， 寄生于蝼蛄虾的腹部⋯⋯⋯⋯⋯⋯⋯⋯⋯⋯
叶尾鳃虱亚科 Ｐｈｙｌｌｏｄｕｒｉｎａｅ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７⋯⋯⋯⋯⋯⋯⋯⋯⋯⋯⋯⋯⋯⋯⋯⋯⋯⋯

雌性胸部分节明显， 腹部腹足双枝型， 寄生于真虾下目和异尾下目 ４⋯⋯⋯⋯⋯⋯⋯

４　身体较对称； 身体两侧的育卵板构成育卵囊， 寄生于寄居蟹的腹部背侧⋯⋯⋯⋯⋯⋯
背腹虱亚科 Ａｔｈｅｌｇ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５６◆⋯⋯⋯⋯⋯⋯⋯⋯⋯⋯⋯⋯⋯⋯

身体极不对称； 身体一侧的育卵板形成育卵囊， 寄生于真虾的腹部腹侧⋯⋯⋯⋯⋯⋯
真腹虱亚科 Ｈｅｍｉａｒｔｈｒｉｎａｅ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２◆⋯⋯⋯⋯⋯⋯⋯⋯⋯⋯⋯⋯⋯⋯⋯⋯⋯⋯

５　育卵囊完全闭合， 一般寄生于短尾下目、 异尾下目或海蛄虾下目 ６⋯⋯⋯⋯⋯⋯⋯⋯

育卵囊通常不闭合， 一般寄生于真虾下目 ８⋯⋯⋯⋯⋯⋯⋯⋯⋯⋯⋯⋯⋯⋯⋯⋯⋯⋯

６　雌性个体头前板和底节板发达， 体形较大， 寄生于对虾的鳃腔⋯⋯⋯⋯⋯⋯⋯⋯⋯⋯
对虾鳃虱亚科 Ｏｒ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７ ◆⋯⋯⋯⋯⋯⋯⋯⋯⋯⋯⋯⋯⋯⋯⋯⋯⋯⋯

雌性个体头前板和底节板不发达， 体形较小， 寄主不是对虾 ７⋯⋯⋯⋯⋯⋯⋯⋯⋯⋯

７　雌性腹部常无侧甲， 或不发达； 腹足卵圆形到矛形， 边缘无指状突； 常寄生于异尾下
目或海蛄虾下目， 也有少数寄生于真虾下目

假鳃虱亚科 Ｐｓｅｕｄｉｏｎ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７◆
⋯⋯⋯⋯⋯⋯⋯⋯⋯⋯⋯⋯⋯⋯⋯⋯⋯⋯

⋯⋯⋯⋯⋯⋯⋯⋯⋯⋯⋯⋯⋯⋯⋯⋯⋯⋯

雌性腹部具侧甲， 侧甲和腹足常细长， 边缘具小突起到指状突起； 寄生于短尾下目⋯⋯
蟹鳃虱亚科 Ｉｏｎｉｎａｅ Ｈ畅Ｍｉｌｎ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 １８４０◆⋯⋯⋯⋯⋯⋯⋯⋯⋯⋯⋯⋯⋯⋯⋯⋯⋯

８　雌性头卵圆形或梭形， 与胸节不愈合； 侧甲具柄； 腹足球形， 单枝型⋯⋯⋯⋯⋯⋯⋯
褐虾鳃虱亚科 Ａｒｇｅｉｉｎａｅ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７◆⋯⋯⋯⋯⋯⋯⋯⋯⋯⋯⋯⋯⋯⋯⋯⋯⋯⋯⋯

雌性头近方形或近三角形， 或多或少都与胸节愈合； 如具侧甲， 则无柄； 腹足片状，
双枝型或单枝型 真虾鳃虱亚科 Ｂｏｐｙｒｉｎａｅ Ｒａｆｉｎｅｓｑｕｅ， １８１５◆⋯⋯⋯⋯⋯⋯⋯⋯⋯⋯⋯

1畅11　鳃虱科内各亚科特征

假鳃虱亚科 Pseudioninae Codreanu， 1967
Ｐｓｅｕｄｉｏｎ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７： ２０６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３： ６４５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 ９畅
鉴别特征：
雌性： 身体结构较原始； 身体明显分节； 额板、 底节板与背后侧突一般中度发育； 育

卵板完全包被育卵囊； 全部或部分腹足双枝型； 一般具尾肢， 单枝型或双枝型。
雄性： 头与胸部分开或头与第 １胸节在两侧裂开， 可见分节遗痕。 具胸足， 常在胸部

具中腹突。 腹节 １ ～６ 节不等， 也常具中腹突； 如果腹部是多节， 常具 （除尾肢外） 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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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片状的腹足； 尾肢只在一些原始属中出现。
模式属： 假鳃虱属 Pseudione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讨论： 该亚科多寄生于异尾下目鳃腔中， 偶尔也可在真虾下目和短尾下目中发现。 假

鳃虱亚科是鳃虱科中较原始的一类， 一些种类具较原始特征， 如雄性具尾肢， 雌性具眼点
等。 共记录约 ３０属。

假鳃虱亚科内各属的检索表

１　身体严重扭曲， 体形不对称 偏寄居蟹鳃虱属 Asymmetrione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 Ｐｉｋｅ， １９６５⋯⋯

身体扭曲不严重， 体形较对称 ２⋯⋯⋯⋯⋯⋯⋯⋯⋯⋯⋯⋯⋯⋯⋯⋯⋯⋯⋯⋯⋯⋯⋯

２　胸部底节板退化 ３⋯⋯⋯⋯⋯⋯⋯⋯⋯⋯⋯⋯⋯⋯⋯⋯⋯⋯⋯⋯⋯⋯⋯⋯⋯⋯⋯⋯⋯

胸部底节板发达 ５⋯⋯⋯⋯⋯⋯⋯⋯⋯⋯⋯⋯⋯⋯⋯⋯⋯⋯⋯⋯⋯⋯⋯⋯⋯⋯⋯⋯⋯

３　腹部第 ６腹节无侧甲 仿寄居蟹鳃虱属 Parapagurion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３⋯⋯⋯⋯⋯⋯⋯⋯⋯

腹部第 ６腹节具侧甲 寄居蟹鳃虱属 Pagurion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３⋯⋯⋯⋯⋯⋯⋯⋯⋯⋯⋯⋯

４　雄性第 ６腹节具发达的尾肢 直鳃虱属 Orthione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８⋯⋯⋯⋯⋯⋯⋯⋯⋯⋯

雄性第 ６腹节无明显尾肢 假鳃虱属 Pseudione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５　胸部 ７节均具发达的底节板 ６⋯⋯⋯⋯⋯⋯⋯⋯⋯⋯⋯⋯⋯⋯⋯⋯⋯⋯⋯⋯⋯⋯⋯⋯

胸部前 ４ ～５节具发达的底节板 ８⋯⋯⋯⋯⋯⋯⋯⋯⋯⋯⋯⋯⋯⋯⋯⋯⋯⋯⋯⋯⋯⋯⋯

６　雌性育卵板有 ７ 对 侧隐鳃虱属 Pleurocryptella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００⋯⋯⋯⋯⋯⋯⋯⋯⋯⋯⋯

雌性育卵板只有 ５ 对 ７⋯⋯⋯⋯⋯⋯⋯⋯⋯⋯⋯⋯⋯⋯⋯⋯⋯⋯⋯⋯⋯⋯⋯⋯⋯⋯⋯

７　雌性侧甲长三角形， 雄性具尾肢 巨鳃虱属 Gigantione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雌雄侧甲较小， 长方形， 雄性无尾肢
原蝼蛄虾鳃虱属 Progebiophilus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３

⋯⋯⋯⋯⋯⋯⋯⋯⋯⋯⋯⋯⋯⋯⋯⋯⋯⋯⋯⋯⋯

⋯⋯⋯⋯⋯⋯⋯⋯⋯⋯⋯⋯

８　雌性体宽至少是体长的 ３／４， 额板退化
扁蝼蛄虾鳃虱属 Gyge Ｃｏｒｎａｌｉａ ＆ Ｐａｎｃｅｒｉ， １８６１
⋯⋯⋯⋯⋯⋯⋯⋯⋯⋯⋯⋯⋯⋯⋯⋯⋯⋯⋯⋯

⋯⋯⋯⋯⋯⋯⋯⋯⋯⋯⋯⋯⋯⋯⋯⋯⋯

雌雄体宽远小于体长， 具额板 ９⋯⋯⋯⋯⋯⋯⋯⋯⋯⋯⋯⋯⋯⋯⋯⋯⋯⋯⋯⋯⋯⋯⋯

９　雌性腹足可从身体背面看到， 雄性腹部愈合
圆鳃虱属 Orbimorphus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１１

⋯⋯⋯⋯⋯⋯⋯⋯⋯⋯⋯⋯⋯⋯⋯⋯⋯⋯

⋯⋯⋯⋯⋯⋯⋯⋯⋯⋯⋯⋯⋯⋯⋯⋯⋯⋯⋯⋯

雌性腹足完全被身体遮盖， 雄性腹部 ６节 异圆鳃虱属 Allorbimorphus Ｂｏｕｒｄｏｎ， １９７６⋯

褐虾鳃虱亚科 Argeiinae Markham， 1977
Ａｒｇｅｉｉｎａｅ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７： １０８畅－Ａｄｋ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畅， １９８２ ： ３３６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 １６畅
鉴别特征：
雌性： 身体从三角形到圆形； 扭转不明显， 约 ２０°， 分节明显， 身体无急剧变窄或突

起。 头部宽大于长， 卵圆形 （很少具额板）， 头后腹突具 ２ ～３对侧突起， 但中央无锯齿状
突起； 额足具分节的触须或至少具表明触须存在的一簇毛。 胸足一般退化； 育卵囊敞开。
腹部具 ６腹节， 前 ５ 节具发达的侧甲， 第 ６腹节具与侧甲同形的单枝型尾肢和腹足， 小球
形到小卵圆形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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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 体节分节明显， 头部的长度只有全长的 １／１０， 长远小于宽， 头部宽度远小于胸
部。 胸部两侧边缘接近平行或向后会合。 腹部愈合， 宽相当于 ７ 胸节， 半圆形到近三角
形， 无分节痕迹； 附肢完全消失。
模式属： 褐虾鳃虱属 Argeia Ｄａｎａ， １８５２。
讨论： 褐虾鳃虱亚科共记录 ６ 属， 是褐虾科、 鼓虾科、 安乐虾、 猬虾的鳃腔寄生物。

本书记录了褐虾鳃虱属和盖鼓虾鳃虱属 Stegoalpheon Ｃｈｏｐｒａ， １９２３。 这两属很容易从身体
外形区分开， 褐虾鳃虱属的雌性个体身体长大于宽， 雄性身体宽最多为长的 １／４； 而盖鼓
虾鳃虱雌性身体宽大于长， 雄性身体宽约为长的一半。

真虾鳃虱亚科 Bopyrinae Rafinesque， 1815， emend畅R畅Codreanu， 1967
Ｂｏｐｙｒｉｎａｅ Ｒａｆｉｎｅｓｑｕｅ， １８１５： ２２０畅［ ｆｉｎｄ ｉｎ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００： ３６４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７： ２０８畅－Ｂｏｕｒｄｏｎ， Ｒ畅， ｅｔ ａｌ畅， １９８０ ： ２２９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 １７畅
鉴别特征：
雌性： 头部一般无额板。 胸部分节明显， 但第 １胸节或第 ２ 胸节常与头部愈合； 胸部

底节板与背侧突退化。 腹节分开或不同程度的愈合， 常只在一侧可见分节； 腹部不具侧甲
和尾肢； 腹足退化， 后几节的腹足常消失。
雄性： 腹部部分到全部愈合， 腹节间的分节间隙不大， 腹足如果存在， 无柄； 无

尾肢。
模式属： 真虾鳃虱属 Bopyrus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１８０２。
讨论： 真虾鳃虱亚科全部是真虾下目的鳃腔寄生物。 全世界记录约 ２２属。

蟹鳃虱亚科 Ioninae H畅Milne Edwards， 1840
Ｉｏｎｉｎａｅ-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ｂ： １１９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２： ３５６畅
鉴别特征：
雌性： 眼点退化， 胸部 ７节， 背前侧突一般前 ４节可见， 底节板退化， 腹部 ６ 节， 前

５节具双枝型腹足和单枝型侧甲， 腹足和侧甲边缘多具指状突起， 尾肢单枝型， 形状和侧
甲形状相似。
雄性： 身体多细长， 分节明显， 胸部 ７ 节， 从腹面可见数量不等的中腹突， 腹部 ６

节， 腹足多为突起状， 无尾肢。
模式属： 蟹鳃虱属 Ione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１８３１。
讨论： 蟹鳃虱亚科所有种腹部具发达的边缘， 多具指状突起的侧甲和腹足。 全世界记

录 ３１ 属， 寄主多属于短尾下目， 也有一部分在海蛄虾下目。

蟹鳃虱亚科内各属的检索表

１　腹部 ６节都具侧甲 蟹鳃虱属 Ione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１８１７⋯⋯⋯⋯⋯⋯⋯⋯⋯⋯⋯⋯⋯⋯⋯⋯

仅腹部前 ５节具侧甲 ２⋯⋯⋯⋯⋯⋯⋯⋯⋯⋯⋯⋯⋯⋯⋯⋯⋯⋯⋯⋯⋯⋯⋯⋯⋯⋯⋯

２　胸部具背中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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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无背中突 ６⋯⋯⋯⋯⋯⋯⋯⋯⋯⋯⋯⋯⋯⋯⋯⋯⋯⋯⋯⋯⋯⋯⋯⋯⋯⋯⋯⋯⋯⋯

３　腹部附肢具发达内肢 ４⋯⋯⋯⋯⋯⋯⋯⋯⋯⋯⋯⋯⋯⋯⋯⋯⋯⋯⋯⋯⋯⋯⋯⋯⋯⋯⋯

腹部附肢内肢退化 ５⋯⋯⋯⋯⋯⋯⋯⋯⋯⋯⋯⋯⋯⋯⋯⋯⋯⋯⋯⋯⋯⋯⋯⋯⋯⋯⋯⋯

４　胸部末 ２节上具突起， 腹部无突起 异节蟹鳃虱属 Allokepon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２⋯⋯⋯⋯⋯

胸部具突起， 腹部第 ２节上具很大的突起 大鳃虱属 Megacepon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９４６⋯⋯⋯⋯

５　胸部末 ２节上具突起， 且底 ６胸节上为 ３个突起
蛛蟹鳃虱属 Tylokepon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１９０６
⋯⋯⋯⋯⋯⋯⋯⋯⋯⋯⋯⋯⋯⋯⋯⋯

⋯⋯⋯⋯⋯⋯⋯⋯⋯⋯⋯⋯⋯⋯⋯⋯⋯⋯⋯⋯⋯

胸部末 ３节上具突起 黄道蟹鳃虱属 Cancricepon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１０⋯⋯⋯⋯⋯⋯⋯⋯⋯

６　腹部附肢具发达内肢 ７⋯⋯⋯⋯⋯⋯⋯⋯⋯⋯⋯⋯⋯⋯⋯⋯⋯⋯⋯⋯⋯⋯⋯⋯⋯⋯⋯

腹部附肢内肢退化 ９⋯⋯⋯⋯⋯⋯⋯⋯⋯⋯⋯⋯⋯⋯⋯⋯⋯⋯⋯⋯⋯⋯⋯⋯⋯⋯⋯⋯

７　侧甲边缘具指状突起 指突鳃虱属 Dactylokepon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１９１０⋯⋯⋯⋯⋯⋯⋯⋯⋯⋯⋯

侧甲边缘光滑， 不具指状突起 ８⋯⋯⋯⋯⋯⋯⋯⋯⋯⋯⋯⋯⋯⋯⋯⋯⋯⋯⋯⋯⋯⋯⋯

８　雄性腹部具侧甲和尾肢 前鳃虱属 Procepon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７⋯⋯⋯⋯⋯⋯⋯⋯⋯⋯⋯⋯⋯

雄性腹部无侧甲， 无尾肢 蝼蛄虾鳃虱属 Upogebione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

９　额板不发达 玉蟹鳃虱属 Apocepon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 ＆ Ｂｒｅｎｄｅｒ 苯Ｂｒａｎｄｉｓ， １９３０⋯⋯⋯⋯⋯⋯⋯

额板发达 １０⋯⋯⋯⋯⋯⋯⋯⋯⋯⋯⋯⋯⋯⋯⋯⋯⋯⋯⋯⋯⋯⋯⋯⋯⋯⋯⋯⋯⋯⋯⋯⋯

１０ 额板上具小颗粒状突起， 头后缘突边缘具指状突起 ⋯⋯⋯⋯⋯⋯⋯⋯⋯⋯⋯⋯⋯⋯

多疣蟹鳃虱属 Onkokepon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６⋯⋯⋯⋯⋯⋯⋯⋯⋯⋯⋯⋯⋯⋯⋯⋯⋯⋯⋯

额板上无突起， 头后缘突镰刀状， 边缘光滑 梯形鳃虱属 Trapezicepon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００⋯

对虾鳃虱亚科 Orbioninae Codreanu， 1967
Ｏｒ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７： ２０８畅－Ｂｏｕｒｄｏｎ， １９７９： ４７７畅－Ｂｏｙｋｏ， ２００４： ５９５畅
鉴别特征：
雌性： 个体体形较大， 且胸部 ７节均具底节板 （至少一侧全具底节板）， 腹部 （或腹

部 ５节） 具侧甲， 常具发达的额板， 颚足具粗壮的触须。
雄性： 胸部分节均明显， 胸部具 ７对胸足， 一般无中腹突。 腹部大多愈合为一节， 腹

足退化。
模式属： 圆虾鳃虱属 Orbione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００。
讨论： 对虾鳃虱亚科共记录 ７ 属， 均寄生于对虾的鳃腔。 对虾鳃虱雌性个体普遍体形

较大， 且胸部底节板发达。 中国海域共发现对虾鳃虱亚科 ６属， ２０种。

背腹虱亚科 Athelginae Codreanu ＆ Codreanu， 1956
Ａｔｈｅｌｇ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５６： ５７０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７ｂ： １２８畅－Ｋａｚｍｉ， ｅｔ

ａｌ畅， １９９９： ８８３畅－Ｂｏｙｋｏ， ２００４： ６９７畅
鉴别特征：
雌性： 身体基本对称， 身体两侧的育卵板包被育卵囊， 身体分节不明显， 有愈合现

象。 胸部分 ７节， 具 ７ 对胸足。 腹部较长， 分 ６节， 前 ５ 节具 ５ 对腹足和侧甲， 第 ６ 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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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具尾肢。
雄性： 腹部愈合， 无中腹突。 腹部无附肢。
模式属： 腹虱属 Athelges Ｇｅｒｓｔａｅｃｋｅｒ， １８６２。
讨论： 背腹虱亚科是异尾下目腹部背面的寄生物， 全世界共记录 ８ 属。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２） 和 Ｂｏｙｋｏ （２００４） 曾先后记录分布于中国香港和台湾海域的日本腹虱
（Athelges takanoshimensis Ｉｓｈｉｉ， １９１４），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２） 描述了分布于中国香港海
域的该亚科 ２新种， 分别为 Pseudostegias dulcilacuum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２、 Stegophryxus minutus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９２， 同时还首次记录 Pseudostegias setoens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３。

背腹虱亚科内属的检索表

１　第 １ 育卵板非常发达， 向前超过了头部， 腹部无侧甲 ２⋯⋯⋯⋯⋯⋯⋯⋯⋯⋯⋯⋯⋯

第 １ 育卵板发育正常， 没有超过头部， 腹部具侧甲⋯⋯⋯⋯⋯⋯⋯⋯⋯⋯⋯⋯⋯⋯⋯
盖腹虱属 Stegias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０４⋯⋯⋯⋯⋯⋯⋯⋯⋯⋯⋯⋯⋯⋯⋯⋯⋯⋯⋯⋯⋯⋯

２　雌性身体胸部和腹部几乎等宽， 具明显尾肢 仿腹虱属 Parathelges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００⋯⋯⋯

雌性身体腹部细长， 远窄于胸部， 无尾肢 腹虱属 Athelges Ｈｅｓｓｅ， １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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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寄生于短尾下目、 龙虾下目的鳃虱

寄生于短尾下目和龙虾下目的鳃虱主要分布于鳃虱科 Ｂｏｐｙｒｉｄａｅ的蟹鳃虱亚科 Ｉｏｎｉｎａｅ和假
鳃虱亚科 Ｐｓｅｕｄｉｏｎｉｎａｅ。 通过对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内十足目短尾下目 （扇蟹科 Ｘａｎｔｈｉ-
ｄａｅ、 蜘蛛蟹科Ｍａｊｉｄａｅ、 长脚蟹科 Ｇｏｎｅｐｌａｃｉｄａｅ、 沙蟹科 Ｏｃｙｐｏｄｉｄａｅ、 梭子蟹科 Ｐｏｒｔｕｎｉｄａｅ、 玉
蟹科 Ｌｅｕｃｏｓｉｉｄａｅ、 方蟹科Ｇｒａｐｓｉｄａｅ、 盔蟹科 Ｃｏｒｙｓｔｉｄａｅ） 和龙虾下目 （蝉虾科 Ｓｃｙｌｌａｒｉｄａｅ） 的标
本进行寄生物检查， 共发现寄生鳃虱２０种， 隶属于蟹鳃虱亚科的６属， 假鳃虱亚科的１属。 分
别为： 异节蟹鳃虱属 Allokepon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２ （３种）、 玉蟹鳃虱属 Apocepon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 ａｎｄ Ｂｒｅｎ-
ｄｅｒ 苯Ｂｒａｎｄｉｓ， １９３０ （３种）、 扇蟹鳃虱属Cancricepon Ｇｉａｒｄ ａｎｄ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８８７ （１种）、 指突鳃虱
属Dactylokepon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１９１０ （５种）、 多疣蟹鳃虱Onkokepon Ａｎ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６ （２种） 和蛛蟹鳃
虱属 Tylokepon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１９０６ （２种）、 巨鳃虱属 Gigantione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４种）。

2畅1　假鳃虱亚科 Pseudioninae Codreanu， 1967
Ｐｓｅｕｄｉｏｎｉｎａｅ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７： ２０６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３： ６４５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５ｃ： ９畅
鉴别特征：
雌性： 身体结构较原始； 身体明显分节； 头前板、 底节板与背后侧突一般中度发育；

育卵板完全包被育卵囊； 全部或部分腹足双枝型； 一般具尾肢， 单枝型或双枝型。
雄性： 头与胸部分开或头与第 １胸节在两侧裂开， 可见分节遗痕。 具胸足， 常在胸部

具中腹突。 腹节 １～６节不等， 也常具中腹突； 如果腹部多节， 常具 （除尾肢外） 球形到
片状的腹足； 尾肢只在一些原始属中出现。
模式属： 假鳃虱属 Pseudione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讨论： 该亚科鳃虱多寄生于异尾下目寄主的鳃腔中， 偶尔也可在真虾下目和短尾下目

寄主体内发现。 假鳃虱亚科是鳃虱科中较原始的一类， 其中一些种， 如须缘侧隐鳃虱
Pleurocryptella fimbriata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７４， 具较原始特征， 雄性具明显尾肢和较发达的腹足，
雌性常具眼点等。 目前全世界共记录约 ３０ 属。 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馆藏短尾下
目标本中， 共发现寄生鳃虱 ４种， 属于假鳃虱亚科巨鳃虱属。

假鳃虱亚科内各属的检索表

１　身体严重扭曲， 体形不对称 偏寄居蟹鳃虱属 Asymmetrione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 Ｐｉｋｅ， １９６５⋯⋯

身体扭曲不严重， 体形较对称 ２⋯⋯⋯⋯⋯⋯⋯⋯⋯⋯⋯⋯⋯⋯⋯⋯⋯⋯⋯⋯⋯⋯⋯

２　胸部底节板退化 ３⋯⋯⋯⋯⋯⋯⋯⋯⋯⋯⋯⋯⋯⋯⋯⋯⋯⋯⋯⋯⋯⋯⋯⋯⋯⋯⋯⋯⋯

胸部底节板发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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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腹部第 ６腹节无侧甲 仿寄居蟹鳃虱属 Parapagurion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３⋯⋯⋯⋯⋯⋯⋯⋯⋯

腹部第 ６腹节具侧甲 寄居蟹鳃虱属 Pagurion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３３⋯⋯⋯⋯⋯⋯⋯⋯⋯⋯⋯⋯

４　雄性第 ６腹节具发达的尾肢 直鳃虱属 Orthione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８８⋯⋯⋯⋯⋯⋯⋯⋯⋯⋯

雄性第 ６腹节无明显尾肢 假鳃虱属 Pseudione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５　胸部 ７节均具发达的底节板 ６⋯⋯⋯⋯⋯⋯⋯⋯⋯⋯⋯⋯⋯⋯⋯⋯⋯⋯⋯⋯⋯⋯⋯⋯

胸部前 ４ ～５节具发达的底节板 ８⋯⋯⋯⋯⋯⋯⋯⋯⋯⋯⋯⋯⋯⋯⋯⋯⋯⋯⋯⋯⋯⋯⋯

６　雌性育卵板有 ７ 对 侧隐鳃虱属 Pleurocryptella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００⋯⋯⋯⋯⋯⋯⋯⋯⋯⋯⋯

雌性育卵板只有 ５ 对 ７⋯⋯⋯⋯⋯⋯⋯⋯⋯⋯⋯⋯⋯⋯⋯⋯⋯⋯⋯⋯⋯⋯⋯⋯⋯⋯⋯

７　雌性侧甲长三角形， 雄性具尾肢 巨鳃虱属 Gigantione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雌雄侧甲较小长方形， 雄性无尾肢⋯⋯⋯⋯⋯⋯⋯⋯⋯⋯⋯⋯⋯⋯⋯⋯⋯⋯⋯⋯⋯⋯
原蝼蛄虾鳃虱属 Progebiophilus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 Ｃｏｄｒｅａｎｕ， １９６３⋯⋯⋯⋯⋯⋯⋯⋯⋯⋯⋯

８　雌性体宽至少是体长的 ３／４， 头前板退化
扁蝼蛄虾鳃虱属 Gyge Cornalia ＆ Ｐａｎｃｅｒｉ， １８６１
⋯⋯⋯⋯⋯⋯⋯⋯⋯⋯⋯⋯⋯⋯⋯⋯⋯⋯⋯

⋯⋯⋯⋯⋯⋯⋯⋯⋯⋯⋯⋯⋯⋯⋯⋯

雌雄体宽远小于体长， 具头前板 ９⋯⋯⋯⋯⋯⋯⋯⋯⋯⋯⋯⋯⋯⋯⋯⋯⋯⋯⋯⋯⋯⋯

９　雌性腹足可从身体背面看到， 雄性腹部愈合
圆鳃虱属 Orbimorphus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１１

⋯⋯⋯⋯⋯⋯⋯⋯⋯⋯⋯⋯⋯⋯⋯⋯⋯⋯

⋯⋯⋯⋯⋯⋯⋯⋯⋯⋯⋯⋯⋯⋯⋯⋯⋯⋯⋯⋯

雌性腹足完全被身体遮盖， 雄性腹部 ６节 异圆鳃虱属 Allorbimorphus Ｂｏｕｒｄｏｎ， １９７６⋯

巨鳃虱属 Gigantione Kossmann， 1881
Gigantione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ｂ： １１９畅－Ｄａｎｆｏｒｔｈ， １９６７： １５０畅－Ａｄｋｉｓｏｎ， １９８４： ７６１畅
鉴别特征：
雌雄： 体形较大， 身体长约等于宽， 身体某些部位有不同程度的愈合现象。 头与第 １

胸节分开或愈合， 无眼点， ２对触角， 第 ２ 对特长。 颚足的第 １ 节边缘环绕密毛， 一般无
触须。 第 １育卵板后侧角不明显， 内脊光滑。 胸部有时中央有愈合， 分为 ７ 节， 均具发达
的底节板。 腹部 ６ 节， 前 ５ 节具侧甲和 ５ 对腹足， 第 １ 对腹足双枝型， 内外肢都极度发
达， 几乎盖住了整个腹部。 其余 ４ 对腹足为三枝型， 表面具凌乱的突起。 尾肢双枝型。
雄性： 头近方形， 眼点有或无， 与胸部分节明显。 具 ２ 对触角， 第 ２ 触角特长。 胸部

７节， 身体最宽处在第４、 第５节处。 腹部６ 节， 前 ５节具腹足， 单枝型或双枝型， 第６ 腹
节具发达的尾肢。
模式种： Gigantione moebii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讨论： 巨鳃虱属共记录 １６ 种 （表 ２-１）， 安建梅 （２００９ａ） 首次在我国发现并记录该

属。 巨鳃虱属的种类多寄生于短尾下目寄主的鳃腔， 但也有少数寄生于海蛄虾下目寄主的
鳃腔。 到目前为止， 中国共发现并记录该属 ４ 种。

表 2-1　巨鳃虱属 13种的模式标本寄主和模式产地
种目录 模式标本寄主 模式产地

G 貂畅bouvieri Ｂ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００ Pilumnus hirtellus （Ｌ 篌畅） 亚述尔群岛

G 貂畅elconaxii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９４ Elconaxius ｓｐ 忖畅 新喀里多尼亚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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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目录 模式标本寄主 模式产地

G 貂畅giardi Nobili， １９０６ Xantho tetraodon （Ｈｅｌｌｅｒ） 印度尼西亚

Ｇ �畅hawaiiensis Ｄａｎｆｏｒｔｈ， １９６７ Xantho crassimanus 夏威夷

Ｇ �畅ishigakiens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４１ Carpilius convexus （Ｆｏｒｓｋａｌ） 日本

Ｇ �畅moebii Ｋ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８８１ Rüppelia impressa Ｄｅ Ｈａａｎ 毛里求斯

Ｇ �畅mortenseni Ａｄｋｉｓｏｎ， １９８４ Dromidia antillensis 墨西哥

Ｇ �畅petalomerae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９９ Petalomera pulchra Ｍｉｅｒｓ 切斯特菲尔德岛

Ｇ �畅pikei Ｐａｇｅ， １９８５ Axiopsis？ ｓｐ �畅 新西兰

Ｇ �畅pratti Ｄａｎｆｏｒｔｈ， １９６７ Phymodius ungulatus （Ｈ l畅Ｍｉｌｎｅ K畅Ｅｄｗａｒｄｓ） 埃尼威托克岛

Ｇ �畅rathbunae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 １９１０ Actaea polyacantha （Ｈｅｌｌｅｒ） 所罗门岛

Ｇ �畅sagamiens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５８ Carpiliodes lophopus boninensis Ｏｄｈｎｅｒ 日本

Ｇ �畅uberlackerae Ａｄｋｉｓｏｎ， １９８４ Axiopsis （Ｐａｒａｘｉｏｐｓｉｓ） ｓｐ 亖畅 墨西哥

Ｇ �畅hainanensis Ａｎ ｅｔ ａｌ 贩畅， ２００９ Atergatis ｓｐｐ 乔畅； Atergatis floridus （Ｌ 後畅） 中国

Ｇ �畅rhombos Ａｎ ｅｔ ａｌ G畅， ２００９
Eucrate alcocki Ｓｅｒｅｎｅ； Eucrate ｓｐ 牋畅

Heteroplax ｄｅｎｔａｔａ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中国

Ｇ �畅tau Ａｎ ｅｔ ａｌ �畅， ２００９ Cardinoplax longimana （Ｄｅ Ｈａａｎ） 中国

日本巨鳃虱 Gigantione ishigakiensis Shiino， 1941
（图 ２-１ ～图 ２-３）
Gigantione ishigakiens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４１： １５６-１５８； ｆｉｇｓ畅３， ４畅［ ｔｙｐｅ-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Ｉｓｈｉｇａｋｉｓｈｉｍａ，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ｆｅｓｔｉｎｇ Carpilius convexus （Ｆｏｒｓｋ狈ｌ）］畅－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５８： ４８畅－Ｄａｎｆｏｒｔｈ， １９６７： １５１畅
－Ｂｏｕｒｄｏｎ， １９６９： ９５２畅－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７２： ７畅－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９４： ２３３畅－Ｓａｉｔｏ ｅｔ ａｌ畅， ２０００：
３６畅

研究材料： 寄主为扇蟹科 Ｘａｎｔｈｉｄａｅ的红斑斗蟹 Liagore rubromaculata （Ｄｅ Ｈａａｎ） （图
２-１Ａ）。 ＣＩＥＸ６０４５０３， ♀， ＣＩＥＸ６０４５０４， ♂，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 ９ 日吴光宗采自南海， ６０４５ 站，
２１°４５′Ｎ， １１４°３０′Ｅ， 水深 ６４畅５ 米。 ＣＩＥＸ６０９００３， ♀， ＣＩＥＸ６０９００４， ♂，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王永良采自南海， ６０９０ 站， ２１°００′Ｎ， １１２°３０′Ｅ， 水深 ５３ 米。 ＣＩＥＸ６０４５０７， ♀，
ＣＩＥＸ６０４５０８， ♂， １９５９年 ４月 ９日吴光宗采自南海， ６０４５ 站， ２１°４５′Ｎ， １１４°３０′Ｅ， 水深
６４畅５ 米。 ＣＩＥＸ７６０７０１， ♀， ＣＩＥＸ７６０７０２， ♂，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任先秋采自广东硇州岛。
ＣＩＥＸ６１０６０１， ♀， ＣＩＥＸ６１０６０２， ♂， １９５９年 １０月 ２９日王永良采自南海， ６１０６站， ２０°３０′
Ｎ， １１２°００′Ｅ， 水深 ６５米。

ＣＩＥＸ５５０１０１， ♀， ＣＩＥＸ５５０１０２， ♂，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刘瑞玉采自广东汕尾。
ＣＩＥＸ６１１８０３， ２ ♀♀， ＣＩＥＸ６１１８０４， ♂， 唐质灿采自南海， ６１１８ 站， ２０°３０′Ｎ， １１１°３０′Ｅ，
水深 ６１ 米。 ＣＩＥＸ６１０５０３， ♀， ＣＩＥＸ６１０５０４， ♂，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４ 日唐质灿采自南海， ６１０５
站， ２１°００′Ｎ， １１２°００′Ｅ， 水深 ４５ 米。 ＣＩＥＸ６１１８０３， ♀， ＣＩＥＸ６１１８０４， ♂， １９５９年 ７月 １６
日唐质灿采自南海， ６１１８ 站， ２０°３０′Ｎ， １１１°３０′Ｅ， 水深 ６１ 米。 ＣＩＥＸ６０４６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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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１　日本巨鳃虱的寄主及其雌雄个体。 Ａ畅寄主红斑斗蟹； Ｂ、 Ｃ畅日本巨鳃虱的雌性和雄性
ＣＩＥＸ６０４６０２，♂，张卫权采自南海， ６０４６ 站， ２１°３０′Ｎ， １１４°３０′Ｅ， 水深 ６８ 米。
ＣＩＥＸ６１０６０５， ♀， ＣＩＥＸ６１０６０６， ♂，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王永良采自南海， ６１０６ 站，
２０°３０′Ｎ，１１２°００′Ｅ， 水深 ６５ 米。 ＣＩＥＸ６０４５０９， ♀， ＣＩＥＸ６０４５１０， ♂，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 ９ 日吴
光宗采自南海， ６０４５ 站， ２１°４５′Ｎ， １１４°３０′Ｅ， 水深 ６４畅５ 米。 ＣＩＥＸ６０４６０３， ♀，
ＣＩＥＸ６０４６０４， ♂， 张卫权采自南海， ６０４６站， ２１°３０′Ｎ， １１４°３０′Ｅ， 水深 ６８米。
雌性 （图 ２-１Ｂ、 图 ２-２）： 身体全长 ９畅７２毫米， 最宽为第 ４胸节， 宽度为 ９畅５８ 毫米，

头长 ２畅０３毫米， 头宽为 ２畅７３毫米， 腹部长 ３畅２７ 毫米， 身体扭转约 ６°。 身体各部分分节
明显， 体无色斑 （图 ２-１Ｂ、 图 ２-２Ａ、 图 ２-２Ｂ）。 头部宽大于长， 无头前板， 头的前端向
身体两侧延伸， 形成耳状突。 无眼。 两对触角， 第 １ 触角和第 ２ 触角分别为 ２ 节和 ７ 节
（图 ２-２Ｃ）， 触角基部粗大， 末端多毛。 头后腹突 （图 ２-２Ｄ） 最外侧具一对大的镰刀状突
起， 紧接着是两侧不对称的小突起， 中央为一对三角形的大突起。 颚足 （图 ２-２Ｅ） 近矩
形， 第 １节远大于第 ２ 节， 且第 １ 节的边缘环绕密毛， 无触须， 角突边缘也分布有密毛。
胸部分 ７节， 偶见中央愈合， 第 ４节最宽。 胸节均具有发达的底节板， 且身体一侧为长条
形， 另一侧为较小近三角形的底节板。 前 ４ 胸节具背前侧突。 育卵板没有完全包被育卵
囊， 且第 １ 育卵板 （图 ２-２Ｆ、 图 ２-２Ｇ） 第 ２ 节的外侧边缘密布纤毛， 内脊具 ５ ～７ 个突
起， 后侧突不明显。 胸足形状和大小基本一致 （图 ２-２Ｈ）。 腹部 ６节， 前 ５ 节具尖的侧甲
和 ５对双枝型腹足。 第 １ 腹足板状 （图 ２-２Ｉ）， 远大于其余腹足， 后 ４ 对腹足近三枝型
（图 ２-２Ｊ、 图 ２-２Ｋ）， 且边缘突起非常显著。 具双枝型尾肢。
雄性 （图 ２-１Ｃ、 图 ２-３Ａ～Ｃ、 图 ２-４）： 身体全长 ４畅１５毫米， 身体第 ５ 腹节最宽， 为

１畅２５ 毫米， 头长 ０畅４９毫米， 头宽 ０畅８２毫米， 腹部长１畅４５毫米 （图 ２-１Ｃ、 图２-３Ａ、 图 ２-
３Ｂ、 图 ２-４Ａ）。 身体分节明显。 头半圆形， 头前缘圆形， 后缘弧形， 具眼点， ２ 对触角，
第 ２触角特长， 分别为 ３ 节、 ６节 （图 ２-４Ｂ）， 寡毛。 胸部 ７节， 第 ３ ～６节几乎等宽， 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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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　日本巨鳃虱 Gigantione ishigakiensis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４１ 雌性个体。 Ａ畅背面观； Ｂ畅腹面观； Ｃ畅左侧触
角； Ｄ畅头后腹突； Ｅ畅左侧颚足； Ｆ畅第 １育卵板外侧观； Ｇ畅第 １育卵板内侧观； Ｈ畅左侧第 ７ 胸足； Ｉ畅
左侧第 １腹足 （ＥＮ： 内肢； ＥＸ： 外肢）； Ｊ畅左侧第 ２ 腹足 ［ＥＮ： 内肢； ＥＸ （Ｏ）： 外肢的外叶； ＥＸ
（Ｉ）： 外肢的内叶］； Ｋ畅第 ５腹足。 比例尺： Ａ、 Ｂ＝１ ｍｍ， Ｃ＝０畅１５ ｍｍ， Ｄ＝０畅３２ ｍｍ； Ｅ＝０畅５０ ｍｍ，
　 Ｆ～Ｈ＝０畅６７ ｍｍ， Ｉ～Ｋ＝０畅６０ ｍｍ
足基本一致 （图 ２-４Ｃ）。 腹部 ６ 节， 无腹中突， 前 ５节具腹足， 单枝型， 前 ４ 对腹足葫芦
形 （图 ２-４Ｄ）， 第 ５对腹足圆柱形 （图 ２-４Ｅ）， 第 ６腹节具对称的圆柱形尾肢， 尾肢末端
中央凹陷， 具纤毛 （图 ２-４Ｆ）。
未成熟标本特征： 雌性体长 ６畅８９毫米， 最宽为第 ４胸节， 宽约 ２畅４２ 毫米， 头长 １畅９８

毫米， 腹部长 １畅９６毫米。 头三角形， 两侧向外扩展为叶片状， 具小眼点 （图 ２-３Ｄ、 图 ２-
３Ｅ）。 身体分节明显， 所有胸节均具明显的底节板和侧甲。 育卵囊敞开， 育卵板呈矩形，
一个未成熟的雄性个体附着于其腹部 （图 ２-３Ｆ）。
讨论： 日本巨鳃虱仅见分布于日本和中国。 椎野季雄 （Ｓｈｉｉｎｏ， １９４１） 报道从隆背瓢

蟹 Carpilius convexus （Ｆｏｒｓｋ狈ｌ） 的鳃腔中发现了日本巨鳃虱， 但一些重要的特征未见描述。
安建梅等 （２００９ａ） 首次在中国海域记录该属， 并从采自南海和广东周围海域的红斑斗蟹
鳃腔发现该种， 对其进行了翔实的描记。 Ｂｏｕｒｄｏｎ （１９６９） 和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９９４） 认为该种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