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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杜增瑞 1首先 帛标准分类记载 

北京清华囤内的三角涡虫，并将其定名为欧洲 

角涡虫(Plarta~-ia gon,~'epha )，以后被 各国 

涡虫分类学家们引用，他是我国第一 位涡虫分 

类专家。其后，肖之的 ．干 告 lr北京“Planat ia 

goTtoc n ”生殖器官的季节变化；李汝祺和沈 

士璋 报 告 了北 京清华园 内“Planaria gom— 

cepkala?”的生殖过程 。 

1938年，杜 增瑞 讨 论 北 京 “Eu “ 

naria gonocem ala”(Euplanaria： Planaria = 

Dugesia)生殖器官的季节变化，并提到林绍文 

(1930)、李汝祺等(1934)的标本是相同的种 

1939年，Okugawal10一报道 了采自我国大连 

市金州大黑山响水寺和黄泥川泉溪中的三角涡 

虫，并延续认为是 Euplanaria gonocephala 

1944年，KatolJ 报道 了采 自杭 州玉泉寺 

涌泉中一种 尚未性成熟的三角涡虫，并认为杭 

州的三角涡虫可能是 Dugesia gonocephala 

1949年，杜增 瑞[12一、1956年 黄 浙、杜 增 

瑞 报 告 了 昆 明 市 三 角 涡 虫 (Eu anaria 

gonocephala)的分布和生殖情况。 

1950年，Kato 报道了采自山西横水镇、 

横岭关、玉茅镇、铜矿峪、解村及代县一带的三 

角涡虫 并延续认为山西的三角涡虫为Dugesi~ 

gonocephala。 

1950年，周本湘、江希 明_l 对杭 州三角涡 

虫 Planaria gonocepkala的超 常数眼进行了研 

究 

1959年，杜增瑞 、朴相根0 延续 中国昆明 

至吉林以及朝鲜北部的三角祸虫种名为 Duge． 

sia【Eu anaria)gom~'ephala。 

2．2 由欧洲三角涡虫更名为 日本三角涡虫的 

研究阶段 

欧洲三角涡虫最初是由 Dug 于 1830年 

发 现 并 定 名 为 Planarm gomrephala，后 由 

Hesse于 1897年 改 名 为 Euplotmri~ 0一 

cepkala，它是一种分布于欧洲和非洲的三角涡 

虫，不产生于东亚，但在相 当长的时期 内，各国 

涡虫分类学家们都错误地认为欧洲三角涡虫也 

产生于东亚的中国、日本和远东 因此Dugesia 

(P／a?lar[Ⅱ或 Euplanaria)gw,mcephMa 在中 国 

和 日本被延用了几十年。 

1953年，比利时涡虫专家 Marcus1] 根据 

日本涡虫专家 Ijima和 Kaburaki 1916年及 中 

国涡虫专家杜增瑞 1 934年的三角涡虫生殖器 

官图，比较了东亚与欧洲三角涡虫的差异，他首 

先发现并指出：东亚种三角涡虫的阴茎乳突是 

非对称的，其射精营开 口于阴茎乳突的腹侧，这 
一 点 明显不同于欧洲三角涡虫，从而首次提 出 

远东三 角涡虫不是 Dugesia gonocephula的异 

议 

1963年 ，Dahm_I 研 究了产于欧洲和亚洲 

三角涡虫的染色体组型，证明欧、亚两种三角涡 

虫第 4对染色体存在明显的差异。 

1964年 ，Ichikawa和 Kawakatsu 用奥地 

利 、丹麦、法国、蔫国和意大利的三角涡虫与 日 

本、中国、朝鲜的三角涡虫，从咽外肌序、阴茎乳 

突形状、射精管开 口部位及阴茎球 的球腔和隔 

膜等方面进行了 比较组织解剖学研究，发现产 

于欧洲和亚洲的三角涡虫尽管在外形上很相 

似，但二者在组织解剖学上差别显著。而来 自 

亚洲(中国、日本、韩国)的有性成熟标本在解剖 

学特征和染色体组型上基本一致，从而证 明产 

于 日本、中国、韩国的三角涡虫不是欧洲三角涡 

虫 Dugesia gonocephaZa，被定名为日本三角涡 

虫 ：Dugesia如加nica，Iehikawa et Kawakatsu， 

1964，模 式 标本 产 于 日本 松 本 市一 小 溪 中。 

Iehikawa和 Kawakarsu同时指出，过去在 日本、 

中国 、朝鲜记录命名的 Dugesia(=Planaria u- 

Eu anario)gonocepha~ 是 日本 新种 Dugesia 

mponic的一个同物异名。 

尽管 Stimpson在 1857年描述 了香港的三 

角涡虫 Planaria sinensis，但 Ichikawa等人认 

为，由于 Stimpson仅仅给 以着色和身体形状的 

描述，因此 Stimpson的种是很有疑 问的，应做 

为应删名重新命名为 l~gesia japonica。 

1967年，Iehikawa和 Kawakatsu[ 一对杭卅『 

的三角涡虫 D__Jn im 进行了研究。 

1968年，Kawakatsu和 1waki l报道 了台 

湾 D．japonDa的形态学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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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Kawakatsu和 Wong 报道 D 

ponica存在于香港。 

1989年，我国涡虫分类学家刘德增 提 

出：Dugesia gonocephala是一种分布于欧洲和 

北非的三角涡虫，分布于亚洲东部的三角涡虫 

不同于 欧洲种，1964年 被 日本专 家定为新种 

“D ponica”，称为日本三角涡虫 过去我国教 

科书 中的三角涡虫 种名 Dugesia gonocepha 

应予 以更正。 

2．3 由 日本三角涡虫到日本三角涡虫 日本亚 

种和 日本三角涡虫琉球亚种的研究阶段 

1976年，Kawakatsu等 根据生殖解剖学 

和核学 的不同，进 一步又将 Dugesia japonica 

区分为两个亚种，即：日本三角涡虫指名亚种 

(Dugesia )aponica 7Ⅱponica Iehikawa et 

Kawakatsu，1964)和日三角涡虫琉球亚种(DM— 

gesia japonica ryukyuensis Kawakatsu，1976)， 

模式标本分别产于 日本松本市和冲绳浦添市小 

溪中。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阴茎乳突基部 

没有瓣膜或有一不发达的瓣膜，阴道发达，染色 

体组型 n=8．2n=16，3n=24，分布于中国的香 

港、台湾和中国的北部(即北京、山西等。其依 

据来自肖之的 1935、杜增瑞 1934和 Kato 1950 

年报告中的三角涡虫交配器官图)、韩国以及除 

了琉球岛以外的 日本；后者阴茎乳突基部有发 

达的瓣膜，阴道不发达，染色体组型 n=7，2n= 

l4．3n=21，分布于中国的台湾(阿里山)和中国 

中部(即杭州，根据王幽兰和江希明提供的杭州 

标本为依据)以及 日本的琉球群岛。 

1978～1986年，台湾学者吕光洋等和 日本 

专家合作，对台湾淡水三角涡虫的分类学、核学 

及生理生化等进行了研究，并于台北附近记录 

了 Dugesia sp．它的核学不同于 Dugesisjaponi． 

fⅡ(D J．japonica和D．J．ryukyuensis)，但类似 

于 Dugesia属的若干东南亚种[。 。 

1989～1995年，刘德增 延续 了日本专家对 

三角涡虫的研究工作，他通过十余年的艰辛探 

索和考察，行程 16万多公里，考察了我国(除台 

湾以外)27省(区)、43市、199县的 500余处冷 

泉溪流．初步弄清了我国三角属涡虫的分布 区 

域，报道 了我国淡水三角属涡虫的产地名录和 

产地分布图，使我国淡水三角属涡虫 的研究取 

得初步进展【 -2, 。 ，但关于我国三角属涡虫 

分类学研究方面，基础 尚非常薄弱。 

2．4 由 日本三角涡虫 日本亚种和琉球 亚种提 

升为日本三角涡虫和琉球三角涡虫两个种的研 

究阶段 

1993年，Kawakatsu等在芬兰 图尔库 召开 

的“涡虫生物学国际研讨会”上，根据生殖解剖 

学和染色体组型 的显著差异，将 日本三角涡虫 

两亚种(D．J．japonica和 D J．ryukyuensis)提 

升为两个种，即：日本三 角涡虫 (D iapon~a 

Ichikawa et Kawakatsu；1964)和琉球三角涡虫 

(D．rs~xkyuensis Kawakatsu，1976)。 

1994年，Tamura等在“65次 日本动物学会 

论文集”发表题为“远东三角涡虫属的染色体和 

分类”论文，文 中承认并 引用 D．rv以v“ensi 。 

1995年，Kawakatsu等L“ 、Tamura等[0。又分 

别报道了远东地区日本三角涡虫(D．japonica) 

和琉球三角涡虫(D r_vukyuensis)的分类、地理 

分布及 染 色体 评 论．Kawakatsu等指 出，D 

japonica分布于日本岛、台湾、朝鲜和中国南部 

及东北部等地，而 D．ryakyuersis仅仅分布于 

日本的西南岛屿，过去记录该种分布于台湾 的 

高 山地 区和中国东南部的杭卅l是不正确的。 

由于我国目前对三角涡虫属的分类缺乏研 

究，资源不清、家底不明，没有充分的证 据来说 

明我国的三 角涡虫是否仅 有 日本三角涡虫一 

种，因此只得延续和予以承认。 

3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动物学家对三角 

涡虫的研究工作始于本世纪 3O年代 ，6O年代 

初至 8O年代中期的 2O多年 中，我国的涡虫研 

究工作几乎处于仃滞状态，这期间我国的涡虫 

多由外国学者进行研究。我国地跨古北界与东 

洋界，土地辽阔，山河纵横．生境和气候多样，是 

全球涡虫分类区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的邻国 日本、俄罗斯及 东南亚各国均有种类繁 

多的涡虫分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 目前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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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看，我国的三角涡虫很可能不止二三种。 

可以推断．我国的涡虫资源有着巨大的研究价 

值。为了改变我国涡虫研究的落后局面，为了 

使我国的涡虫研究事业在国际上 占有一席之 

地，迫切需要有更多的动物学工作者投身于这 
一

领域的研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致谢 承蒙刘德增研究员指导并提供涡虫研究 

资料，同时对文稿进行审阅；河南师范大学生物 

系主任徐存拴教授对涡虫研究课题给予了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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