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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容 提 要 

关 灵 种 内 与 种 需 关 保 问 题 ,近来 在 苏联 科学 界 中 展 玉 了 熟 烈 的 讨 葵 ， 因此, 苏联 

科学 家 已 在 进行 一 些 坛 验 与 研究 ,以便 根 据 这 些 交 料 来 协助 解雇 这 一 问题 。 本 亏 ( 第 

二 集 ) 一 共 选 尿 了 四 篇 有 关 这 一 方面 的 研 完 座 文 。 本 画 可 作为 学 餐 巡 和 尔 文 主义 的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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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BBS EMEA ly 

BAS BP lel bad 

E. H. GCHAAMAERL B.T. KEXBBR 

—. faa beh 

寄生 芯 人 体内 的 寄生 物 , 其 种 内 与 种 间 的 相互 关 傈 问题 ,直到 有 目 

前 仍然 还 缺少 注意 。 而 这 些 问 题 , 不仅 具有 重要 的 理论 上 总 诚 上 的 

意义 , 兹 且 没 有 疑问 也 具有 实践 上 医学 上 的 意义 。 

研究 寄生 物 舌 落 的 各 个 成 分 , RAPA, DREN Sia 

主 的 相互 天 任 , 帮 是 生态 寄生 虫 学 的 首要 任务 之 一 “研究 寄生 物 圣 

落 谱 成 分 单独 地 以 及 以 种 种 组 合 对 有 和 宙 体 所 起 的 影响 ,是 研究 寄生 

物 生 落 和 结构 必然 探 取 的 途径 ;正确 了 解 寄 生 虫 病 的 病原 , 北 进 一 步 合 

理 地 如 出 治疗 法 和 实施 有 效 的 预防 ,其 关键 也 就 在 於 这 方面 的 研究 。 

然而 现在 , 我 们 还 是 机 械 地 来 制 断 这 类 疾病 的 病因 , 将 这 类 疾病 的 发 

AE Sat PSX AS Per EE, RA SSSA RAGES 

Me AE,” (EH AAT, 1937) 

A En ee PE I] 9 ea EP AL eS, OE BE See 

fie BhaBat Zl DPI ASM WCE 

在 任何 宿主 中 , ei or A ee HE KE ES, 而 且 

ERR SMS PEAT, Bi im A Bet Eee PRA A IA AS 

7A Bal BR oe As Bt Se Fy AE A A RAW 

从 米 丘 宁 生 物 学 所 确定 的 以 辩证 唯物 主义 为 藻 学 基础 的 普通 生 

yA, FAVA BARS, 胸 道 寄生 物 生 落 的 和 结构、 各 个 物种 种 

琴 在 数量 上 与 质量 上 的 组 成 .各 个 物种 的 性 状 和 特性 , A ey Ee 

牢 各 个 物种 的 共存 , 不 仅 决 定 於 作为 居住 环境 的 宿主 有 机 体 的 性 状 

和 特性 ,而且 也 决定 芍 租 成 肠 道 寄生 物 舌 落 的 各 个 物种 之 间 的 相互 



2 BAL RRA FP RAE 

VE FAFUK RAL. FFEWMREE TRAM EA SI, PER 

定 认 该 成 分 的 种 的 特征 与 宿主 有 条 体 的 特性 , 以 及 SARA AL 
落 的 其 他 物种 之 间 的 相互 关 傈 。 胸 道 寄 生物 至 落 的 相互 关 傈 和 相互 

联系 ,可 能 具有 持 抗 性 ,也 可 能 具有 协助 性 。 

BR SOMES aS AMBER A, aR 

综合 性 的 研究 方法 。 寄 生物 舌 落 的 研究 , 合 能 喜 广 泛 地 较 人 有 全面 地 包 

3 A. 原生 动物 学 .寄生 虫 学 、 生 物化 学 的 研究 和 降 床 研究 , 则 合 

有 可 能 深刻 而 完善 地 接近 鼠 寄 生物 天 落 与 簿 主 闻 相互 关 傈 的 规律 性 

的 揭露 , 落 从 而 能 更 正确 地 搞 清 楚 病 原 , Soe A eR 

原 , 以 及 这 些 疾病 的 治 疙 和 有 效 的 相 防 法 。 最 初 ,这 样 的 研究 无 可 避 

OE He Ze Jay BRM ESS A ee EE a AB A A 7 

MBSA AT SE PB AS BAS AE IE ee PSY a AS BY 

YU RISA HEAD HEE is EAB ae Aes ee, 是 

HM AEE A EMR SRO eZ, 
Oe BES BLE 6 FF AE AEE TAS, 但 这 些 材料 多 千 是 没有 和 进行 过 

应 有 的 处 理 的 。 其 原因 是 在 於 寄生 虫 学 和 微生物 学 各 部 四 的 专家 

Wi. 通常 是 固步自封 的 。 应 亦 指 出 有 时 也 有 在 同一 簿 主 内 不 能 同时 

存在 不 同 分 类 学 地 位 的 两 种 寄生 物 的 个 别 事实 。 

例如 ,多 盖 尔 (Jorelip) 在 “普通 寄生 虫 学 教程 “5 一 书 中 引述 了 瑟 

JER Pr ac ec H5 HE 5 BS PRE |B PHU BR -E th fg (Protociliata )4A 

Pe A ZH OLE Ae +. 

QRS 8 eS IE (Tlerpymescruit, 1940 年 ) 指出， 他 所 检查 过 的 

— Hs ER. eT BRIBE (Myszidium liberkiihni) 之 外 还 

发 现 有 革 形 吸虫 (Phyllodistomum ) 属 的 吸虫。 

PUTER RET FAA AEE AM A Pe a ee AS 

$tZE VE FAAS SE (0 7) SE Heperm Fu HLF 4s Caapckaa, 1933 年 ; 
PePZe, 1951 年 ;克拉 西 尔 尼 科 夫 , Kpacnapnnxon, 1951 46; 96, 

Kpetmmu, 1952 年 ; 以 及 其 他 等 人 )。 克 拉 西 尔 尼 科 夫 名 的 研究 值得 

特别 注意 ,他 根据 属 认 各 个 不 同 种 的 欧 二 500 PREFERS RR AM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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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 培养 的 蜀 菌 的 研究 , 指出 了 在 种 问 关 傈 上 对 於 其 他 特定 物 砷 可 
能 具有 持 抗 性 ,然而 种 内 相互 天 傈 则 永远 也 不 会 是 持 抗 性 的 , 昔 且 同 
— ABIES FE IAAL AS VB ARB 

PUPAE ES EB A Ee IB Bs AE ER 09 4B 
See TEAS AI 5 PRR 9 BS, PEEP ee 
HS Ay AE 1h 9 PJ AY de 7,740 NA SSE Tn ES (AE 
KBR, Tuesqus0s 3), ses RHE RAY, BLL Hh th we ey oh ay 
BRAS HP UGA FG MRE hs (IaMOmma) 的 百分率 (2—6% ) HR AYE te 

虫 或 钩 虫 者 (10% ) 的 y 一 >. BB REAE sh RAHA ERD 
Yura ve th Bs PAE: 例如 , 当 有 犬 色 夹带 条 虫 存在 时 , BALI 
BEE oh WO REYES (25% )。 为 未 秆 这 种 休息 感染 者 (10% ) 2 一 3 倍 。 类 
似 药 材料 也 在 感染 有 关节 裂 头 条 虫 患者 中 得 到 过 (22.9 为 )。 

上 述 的 例子 很 清楚 地 指出 肠 道 寄生 物 生 落 的 成 分 问 存在 有 特 定 
的 种 问 关 傈 。 Hoh Se ih, DO Ri rh SAME hw HH, CE A 

的 天 傈 都 具有 持 抗 性 , MARAE sh 5 UME Eh Bi BE AE 
PAGE. 

Ue We; os (Tloaancraa) FE Pe FA 8 SE FER T SAB 
93 JR AE Wy We Zs BA RP EEE (1951 年 ), 加 深 了 我 个 
MS Se Ay Bh A OB GR EE. BRE 1,008 4 1—4 EAS 
58 AROSE, PER Y SC: FERRE) 254 个 健康 的 儿 重 
FP, 感染 梨 形 对 毛虫 者 过 40.9% , 而 在 308 PELL TK HS 
的 锡 重 中 ,感染 梨 形式 毛虫 者 仅 佑 8.4%， 亦 即 少 得 末 乎 仅 为 健康 儿 
重 的 五 分 之 一 ;在 150 RT BH KRAKRSAMX—AR, 
感 次 梨 形 用 毛 虫 者 估 77.3%, 亦 序 为 感染 苏 耐 氏 痢 疾 查 菌 这 一 组 的 
无 伴 ; 在 感染 白 氏 副 伤寒 桂 菌 的 100 个 儿 重 中 没有 发 现 有 一 个 感染 
SL RE Hs 

EFC say A ee A 9 A Bt By, 也 应 当 

FES _ LAYER, ARERR AOA Ay 
FEV WS iy BBY FRE Ay PP FEES AR 



4 BAD PhS Pha aa ASC 

FAAS trl Bi 5 fied Bi ok AE ae BS AT Je 2 sh (imepomepromy ) 5 BLY 

Fay — 3S ES EAR ERKRERA 9) 可 以 提出 作为 

SH MME I, HET AR HE 50 SH; FH 2—3,000 个 在 沂 夫 

淤 和 芬兰 湾 有 中 所 捕 得 的 bpm fH (Acerina canua) 的 肌肉 中 取出 来 的 

PEA BRER REN. Pra Se FEET LER AD BE 1G Ue BD, 

MRE EMAEEAEA A, 虽然 它 个 的 长 度 在 0.2 一 1.5 厘米 

之 间 , 而 它 倍 的 年 龄 也 不 清楚 。 

在 这 篇 文章 中 又 介绍 了 一 些 有 关 於 胸 道 寄生 物 双 落成 分 中 种 内 

和 种 财 相 互 关 傈 的 特性 的 新 材料 。 

二 。 修 虫 种 季 记 的 相互 天保 

我 个 以 往 所 进行 的 许多 研究 都 起 明了 首先 为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提 

出 所 的 关 队 不 存在 因 繁 殖 过 剩 而 发 生 的 种 内 头等 的 理论 的 确 

我 们 以 前 的 许多 实验 指出 ,在 人 工 所 创造 的 条 件 下 ,在 富有 关节 

有 裂 头 休 丘 种 天 的 幼 狗 肠 道 中 , 当 没 有 其 他 种 类 的 寄生 虫 存 在 上 时, “ET 

保存 种 的 适应 ,不 是 按照 顷 沽 种 双 内 的 个 体 数 目 面 玫 现 出 来 ,而 是 用 

停 浅 组 成 种 且 的 寄生 虫 各 个 个 体 的 生长 和 发 育 的 方式 而 玫 现 出 来 

的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我 们 合 得 出 过 这 样 的 共同 规则 :“ 种 姑 内 个 体 数 

总 多 , 则 各 个 个 体 的 平 沟 大 小 和 重量 便 人 总 小 , MEPS BARA 

德 重量 便 但 大 ; 与 此 相反 , 种 便 定 个体 数 您 少 , 则 和 组 成 种 到 的 个 体 的 

BAK SMB BAEK, TE PEP PR A 

您 小 。 

三 。 同 类 种 双 内 个 体 的 分 化 

在 以 前 的 砍 料 中 , 我 们 主要 是 注意 了 个 别 个 体 的 平均 大 小 和 重 

HD RE A Be, 伙 乎 没有 提 到 在 条目 个 体 数 不 

同 的 各 个 种 一 中 各 个 体 在 这 些 关 作 上 的 多 样 性 。 

分 析 上 述 这 种 相互 关 傈 是 必要 的 ,因为 直到 今日 , 某 些 生物 学 家 



宿主 晶 道 寄生 物 腹 落成 分 闻 的 种 内 占 种 间 关 傈 5 

仍然 把 种 对 中 各 个 体 的 生长 和 重量 上 的 差 暴 当成 是 亦 物 种 个 体 间 种 

APS ao Pa Ba tk, RK A Sti sla Tia Th IAS 

一 部 分 个 体 的 现象 。 

检查 了 我 们 试验 中 狗 体 内 修 虫 的 任 一 个 种 和 对, 都 证 明 虫 体 的 长 

短 、 重 量 、 生 殖 器 官 的 发 育 程度 和 结构 、 生 殖 力 、 头 和 结 的 构造 、 节 片 的 

数目 、 和 节 体 、 节 体 中 生殖 器 官 的 发 育 时 期 等 等 方面 ,在 形态 学 上 都 有 

PAWS PE, WA SER FEES LEAKS. AER 

89 — PEP BRT BRA RFRA AT EA Te (1,000 多 个 节 片 ) 

外 , 还 可 发 现世 体 较 不 发 过 的 性 未 成 熟 的 个 体 ; 特别 是 在 个 体 数 很 

多 的 种 骏 中 ,往往 存在 着 许多 实际 上 仅 由 头 千 所 构成 的 个 体 。 

现 将 关於 在 个 体 数 不 同 的 种 短 中 修 虫 体 长 变化 程度 的 岁 料 烈 入 

Wee 1H. Bel 中 也 列 人 了 在 狗 的 鹏 道中 与 休 虫 同时 检查 出 的 厂 
be] th (Toxecara canis) 的 种 玛 的 个 体 数 的 材料 ， 从 表 二 的 材料 中 可 

以 看 到 , 任 一 个 个 体 数 少 的 或 者 多 的 种 玛 中 , 不 论坛 验 期 的 长 得 ( 印 

种 短 寿 命 相 同 ) ,都 是 规律 地 表现 出 休 虫 体 长 变化 的 幅度 。 种 对 中 个 

KRESS, a ggg elgg ete 休 虫 也 您 多 ; RAL 

数 个 体 过 到 很 大 的 体积 ( 见 17 号 、21 号 44 号 狗 的 材料 )。 

例如 , 17 号 实验 狐 (si ba ot 1,425 条 修 虫 ,其 中 1,210 

条 一 一 估 纺 数 85.6 7% 长 度 在 工 厘 米 以 下 ,实际 上 也 就 是 处 在 头 

SESE, 190 条 一 -一 估 19.3 和 2 F232 2 一 10 Je, 17 &—{h1.1% 

4 0.2 % 长 过 21—30 厘米 ,2 条 

— {h 0.1%-—-2i¥ 31 一 40 厘米 ,2 条 长 过 44 一 50 厘米 ,十 条 长 过 
61—80 厘米 。 

闻 样 的 情形 也 可 在 另 一 艇 21 号 实验 狗 中 观察 到 。 构 成 种 姑 的 

是 2057 条 修 虫 , 其 中 二 920 A—{f 93.3% 长 度 在 工 厘 米 以 下 ， 

部 仍 与 新 尾 幼虫 一 样 ，99 条 一 一 估 4.29 长 过 2 一 10 厘 米 ，26 条 

—— {51.2% S23 11—20 ip, 5 44 —_{§ 0.3% 

BA, ABA 5 条 长 50—100 厘米 。 

这 一 种 多 样 性 也 可 以 在 个 体 数 少 的 种 恒 中 看 出 。 例 如 , FERS 

al 



6 需 克 种 及 种 间 问 题 的 研究 

才 寺 个 体 数 少 的 种 重 和 个 体 数 多 的 种 有 人 条 村 上 

tr! 实验 铬 号 三 

| 47 | 20 | 12 | 3 | 35| 7 | 33/13} 6 | 31|8|ol a7 2 

12 | 80 | 20 | 75 | 23 | 73 | 42 beh Rn 42 | 35 =k ih cae 

t 
n 

7 1.6. |42 | 15 23 | 2 24 Pl 177 | 182 mao 05% 

二 

|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6|62 147.4|39.4|12.5 50. Ls 4 Al46, ey 26 17.0|2.911 7}2.511.7 Teo eh pala 
ge bse boeock ooo] 4h a a PR: inne sip ae | | pa | | 

yy ye ioe bee ato la| aied 
: : ges, 

: falas -|1}314|—-}2 | a | 

op or ‘ie elajalels it meal ose Mp 

ras bad / a 

tee || ae ig a 
fate eo 

31—40 iy: Re ae cea ‘ 
rea aol ae ce aloo 

| | | 
41—50 bet | 
me! | Pa AA heal ae aaa 

51—60 Ly thi veel ALS Raa Ne snl 
IHC | | | 

| Dr aed 
61—80 ae “1 ail oes cnet 

: / } 

81—100 | y nee Tak i a 3 Ans | 

109125} 4} fy | 4 his ; aie | Au 

fhe a (al OP oe A ue | 
厘米 rye a cs eet ee 2h el A EN 

ete | | | : | 
0O000 一 

cara- | 36 = 2 | 8 |109! —| 38 | 20| 10| 10 
canis ) a | | 

ai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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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3 条 休 上 下 的 4 号 狗 中 , 1 BIS 1 厘米 , 另 一 条 长 45 厘 米 , 第 三 条 
长 150 厘米 。 

这 种 多 样 性 的 情形 ,我 们 也 可 以 指出 1937 年 所 进行 的 关节 裂 头 
人 条 虫 自 然 感染 试验 的 和 结果 ( 格 音 茨 季 洛 夫 ) 求 说 明 。 合 吞食 了 三 条 在 
实验 蛙 肠 道中 居留 过 204 天 的 新 尾 幼 虫 , 感 尖 和 后 经 124 天 用 馈 虫 法 昭 

出 三 条 休 虫 , 一 条 长 12 米 , 另 一 条 长 三 米 和 第 三 条 长 1.5 米 ( 巴 甫 洛 
FIA BRECK) 。 
FEVER ORAL AS PSE, PE BGA NAST OD BK 

$2 EGO BE RR, OIE ACHE I MED Te PBN PK LO BESP, VASE 
8K AP fk RS SIRE PS LR, PS RES TE 
SCAR BE HS HOES BM PA AE CEFR 
个 试验 定 , VE th WOR Ob ABE 4 A, 0 Gh oe ER 
JURPan EL AGRA A: 在 狗 的 肠 道 中 , CRESS 
相同 ;所 有 这 些 ,似乎 种 内 右 竺 是 对 休 虫 种 潜 中 个体 的 形态 学 变化 的 
最 正 礁 解 释 。 但 是 ,这 种 观点 是 以 承认 物种 是 个 体 的 纺 和 , 毅 为 每 一 
个 个 体 仅 能 产生 个 体 适 应 而 不 能 产生 对 整个 种 的 生存 欧 符 有 关 的 种 
的 尖 应 为 其 前 担 的 。 

李 森 科 的 著作 全 人 信服 子 指 出 了 种 内 相互 关 保 的 这 种 观点 的 扰 

能 为 力 。 他 分 析 种 内 的 相互 关 傈 了 时 写 道 “自然 恰 中 每 一 个 个 体 的 生 
ESERIES.” 

只 有 站 在 苏联 创造 性 过 尔 广 主义 的 立场 上 , A RET eS 
审 各 内 各 个 体 发 生 不 同 的 形态 一 一 生物 学 变化 的 重大 生物 学 意义 。 
在 种 的 演化 中 , 才 产 生 了 各 种 型 式 的 有 利通 应 , 便 能 在 各 种 生存 条 件 
下 将 作为 整体 的 种 保存 下 来 。 
我 们 已 经 提出 , 在 条 虫 的 种 草 中 ,“ 一 部 分 休 虫 为 种 族 保存 上 的 

利 丛 而 出 现 了 生长 和 发 育 的 停 洲 , 这 是 作为 对 生存 条 件 有 利 的 适应 
HRW.” (ELA PRA IS REAR) 

AU E—FLAE AS i, 它们 在 形态 学 上 的 多 样 性 ,以 及 生理 学 上 
的 多 伴 性 ,都 可 以 用 这 种 观点 来 子 以 解释 。 在 休 虫 同一 年 齿 的 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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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AA EE EMA 1 KB) 1 KU EAP AERA 
WE A SOAPEER RES AOR EIS ARIEL 09 PK, 这 是 在 生存 
DBA PIES REESE PEA Oe PSS 如 果 
从 征 的 生存 而 不 从 个 别 个 体 的 生存 来 看 , BB SEQ os eS Pe 
性 对 种 有 利 ,是 很 明显 的 。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提出 的 植物 阶段 发 育 的 普通 生物 学 理论 告诉 我 
i. SALAH AMAA, 要 求 着 对 本 身 发 育 和 生存 所 需 的 
各 知 不 同 的 条 件 。 由 些 可见 在 种 双 中 存在 着 发 育 上 种 种 不 辣 的 个 
体 , 就 更 广泛 更 狼 济 地 利用 同一 地 域内 生活 条 件 的 可 能 性 属 来 , 这 是 
对 种 有 利 的 ,特别 是 同一 地 域内 藤 物 种 的 个 体 数 极 多 的 时 候 。 如 果 
说 性 成 熟 的 条 虫 要 求 本 身 生存 上 所 需要 的 这 一 些 条 件 ; 那 未 同 二 个 
种 未 巡 到 性 成 熟 的 个 体 , EE LSE EE, RATA 
用 不 同 认 性 成 熟 个 体 所 需要 的 另 一 些 条 件 ， 以 供 本 身 生存 之 需 。 在 
Ay is BARS 05 FRE HP, 就 是 以 此 来 保持 个 体 的 最 高 数量 的 。 

如 果 在 同一 年 上苍 的 种 又 中 ,所 有 修 虫 都 平均 发 育 起 来 .同时 巡 到 
性 成 熟 汞 成 为 很 天 的 个 体 , BBA, 在 这 样 情 沈 下 , 整个 种 旭 所 需要 的 
生活 条 件 就 可 能 “不 够 " 了 , 这 样 就 可 能 会 引起 整个 种 二 或 其 大 部 分 
个 体 的 死亡 。 

在 同一 种 又 中 存在 有 发 育 程度 不 同 的 个 体 的 有 利 性 , 在 其 他 关 
傈 上 也 是 很 明显 的 。 大 家 都 知道 ,同一 物种 的 个 体 ,在 个 体 发 育 各 个 
不 同 的 阶段 上 , 对 於 外 界 革 些 有 害 作 用 或 不 和 良 影 响 的 抵抗 方 是 不 相 

同 的 。 幼 个 体 可 能 对 这 一 部 分 条 件 的 抵抗 力 声 强 而 对 另 一 部 分 条 件 
AaB Beas, RA A RE SULA, lan, 大 家 都 知道 A 
HEV th A ZT fs RY ES AED, 但 其 配子 体 却 具有 
抵抗 力 ; TREO EWL YE Sikes. Wsese ee AY 
Sy sis FIG) oh ERA EE Bk 9 VE FA, (Ee eee lo SAE 
RIG EWE, TERMED PR Dn th RPE (JOP KARE, 
CMHPpHOBrL03 ) ， 

最 后 , 我们 不 可 能 不 看 出 在 种 妊 中 存在 有 发 育 状 况 不 同 的 个 体 ， 



{aE We KTP SP Ba 9 

SHRP AZER URE AMP AMAA AO BPE, Po 
BA RFE AUR, PPAR OY “eh Poe” 5 ERIE T EBB 
那些 未 发 育 的 个 体 就 过 到 了 性 成 熟 而 接替 了 那些 已 死亡 的 个 体 , 这 
就 促进 了 种 的 生存 的 保持 。 因 之 , 似乎 停滞 生长 和 发 育 的 个 体 是 特 
Pv FR, 它们 能 补偿 成 熟 个 体 的 死亡 ,而 薄 不 是 在 种 内 问 雪 中 淖 
受 损害 的 发 育 不 全 的 有 机 体 。 

我 们 现在 引用 以 数 百 条 新 尾 幼虫 感染 4 号 狗 的 试验 和 结果, 以 作 
Sy aie BA PSE HP 4S ok A SERRE, 即 个 体 的 分 化 ,对 种 的 生存 具有 生物 学 
意义 的 例子 。 感 染 后 第 14 A, EAE PH EAP. ey 
和 后 第 21 上 日 , 随 着 次 便 排 出 了 休 虫 的 一 块 节 体 。 第 22 日 ,给 狗 服 费 利 
ASHE (burpmapon) DABERR (Eth , 驱 虫 结果 随 凌 便 排 出 了 煽 重量 为 5 克 
的 35 条 性 成 熟人 条 虫 。 进 行 驱 虫 以 后 , 罗 过 13 日 次 便 中 重新 又 出 现 了 
WE HON, SeBERAT COPE RAE th PERE ZO, 在 种 双 中 处 在 头 千 
阶 租 的 人 条 虫 开 始 发 育 落 过 到 了 性 的 成 熟 。 第 到 A RSET Te 
处 理 。 和 结果 驱 出 了 一 条 长 45 厘米 具有 头 千 的 修 虫 与 长 2—5 厘米 不 
具 头 车 的 ,3 斤 节 体 。 在 第 二 次 驱 虫 合 经 过 8 A, 在 狗 的 凌 便 中 仍 出 

FARE BATS, 这 又 说 明了 以 前 在 种 娠 中 所 留 下 来 的 未 发 育 的 修 
打发 育 起 来 蓝 达 到 了 性 的 成 熟 。 第 一 次 感染 和 后 第 130 A, 将 狗 进 行 
THe; 在 狗 的 肠 道 中 发 现 了 插 15 一 100 KAS HE th 8 条 ; 除 此 
之 外 , 条 有 长 1—10 厘米 的 犬 由 虫 138 条 和 狐 弯 口 钩 虫 (Umcinamia 

_stenocephala )3 条 。 

根据 我 们 的 意见 , 这 个 试验 的 结果 很 明显 的 指出 种 到 中 个 体 的 
| 要 样 性 对 种 的 生存 的 重大 意义 , 在 成 熟 个 体 死 嫌 时 可 以 使 休 虫 的 夫 
As BE OAR; 就 种 骏 中 休 虫 的 成 熟 个 体 和 幼 个 体 对 去 有 害 因 素 ， 
FSP PR RABE BROAD RA, TKR E 
 PEREGS AL (cit CRE GLY Sk SCALE BH: #8 Jin ARS FUG HE 
后 ,不 能 颈 除 所 有 的 人 条 虫 ,而 剩 留 下 来 的 条 虫 仍 能 过 到 性 成 熟 状 态 而 
楼 积 排 卵 。 这 个 试验 的 材料 也 可 以 作为 驱除 人 体 寄生 虫 不 成 功 或 部 
分 成 功 这 一 事实 的 说 明 。 可 以 推 想 得 到 , 在 人 体 中 存在 有 处 於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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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育 阶 段 的 条 虫 种 居 是 不 能 完全 明 除 寄生 虫 的 原因 之 一 。 暴 虫 剂 对 

一 部 分 人 条 中 能 起 致命 的 作用 , 然而 对 其 他 一 些 个 体 则 可 能 不 起 作用 。 

由 此 看 来 , 研究 饮 虫 剂 的 效力 和 探 革 对 寄生 虫 所 有 各 发 育 阶段 都 有 

效 验 的 新 攀 剂 是 一 个 迫切 的 任务 。 

种 到 内 个 体 的 分 化 现象 也 可 以 在 狗 体 中 自然 感染 的 犬 量 下 

和 水 泡 带 休 虫 (Taena hydatigens) FHA. Win, 44-3 A AEG 

BF, Be YT BBLS 条 人 条 虫 外 , 还 发 现 有 3870 A Ki erp 3830 AR 

0.5—4 JK, Hep 40 条 长 4 一 10 厘米 。 

现 将 犬 是 虫 帮 个 种 双 的 个 体 体 长 的 尺寸 列 大 在 表 2 中 ,以 作为 

变化 的 例子 。 可 能 会 这 样 推 想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各 个 体 的 不同 大 小 万 

是 反映 了 年 龄 上 的 差 暴 , 这 种 差 械 表明 着 感染 的 各 个 不 同时 期 , 亦 序 

表明 着 再 度 的 感染 , 因而 可 以 此 来 说 明 个 体 的 多 样 性 。 然而 在 另 一 

些 狗 中 所 作 的 类 似 的 观察 , PED Be oS aE BC Hl Hs i, BR liad IS 

头条 时 一 样 的 对 种 有 通 应 意义 的 种 内 个 体 的 婴 质 性 。 可 能 ,， 另 一 些 

寄生 虫 也 有 这 种 情况 ,不 过 这 须要 另 作 专 因 的 研究 。 

种 盈 内 个 体 的 这 一 种 分 化 , 也 可 在 狗 体 中 自然 感染 的 水 泡 带 人 黎 

旦 中 观察 到 。 例 如 , 46 A TER RF RRA 33 条 这 一 律 人 条 虫 ; 其 中 

12 条 长 度 为 2 一 5 厘米 ,3 条 为 10—15 厘米 ,7 条 为 20 一 25 厘 米 , (条 
为 30 一 35 厘米 , 4 条 为 40—45 厘米 。 

所 研究 过 的 全 部 材料 , 都 说 明了 在 同 种 的 种 骏 中 个 体 的 分 化 在 

生物 学 上 的 意义 , 同时 也 指出 了 种 内 关 傈 的 特殊 性 。 

直到 现在 , 许多 外 国生 物 学 家 还 是 照常 把 同一 物种 种 一 内 个 体 

的 婴 样 性 事实 , 当成 是 种 内 散 竺 和 相互 压迫 的 表现 ;然而 从 米 丘 林 生 : 

物 学 的 观点 看 来 这 些 事实 取得 了 完全 是 另外 一 种 的 解释 , 这 些 事实 

都 是 具有 特定 的 生物 学 意义 的 。 

种 验 中 种 内 个 体 的 婴 样 性 , 即 个 体 的 分 化 ,是 寄生 虫 有 规律 的 径 

常 现 象 , 这 种 现象 是 在 不 同 的 生存 条 件 下 产生 的 ,是 在 长 期 进化 过 程 

中 作为 对 种 的 通 应 有 利 的 现象 而 寻 固 起 来 的 , 是 保证 着 不 花 在 多 样 

性 的 变化 着 的 生存 条 件 中 或 是 在 初 看 起 来 似乎 是 相同 的 居住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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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ih(Toxocara cai3) 种 爱 中 体 长 的 变化 

下 ,使 种 的 个 体 繁 荣 和 保存 的 一 种 现象 。 同 一 个 种 种 章 内 的 关 人 ， 
BLOB Ae PE BE 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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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刘 狗 小 肠 中 寄生 虫 的 种 问 关 傈 

在 狗 体 上 用 新 尾 幼虫 进行 实验 感染 结果 , 证 明 转 变 为 修 昌 的 新 
尾 幼 虫 的 数目 是 以 有 晶 道中 所 存在 的 其 他 各 种 寄生 虫 为 转移 的 , IB 
中 这 些 其 他 寄生 虫 已 查 明 是 自然 感染 的 结果 。 

Bil dn, BB fa 1,500 条 新 尾 幼虫 的 45 号 狗 ,在 感染 后 经 了 日 剖 检 时 
a Hk A BFR 900 个 关节 裂 头 条 虫 的 头 车 , ON A AR fd BY 
60 和 。 性 成 熟 的 个 体 一 个 也 没 有。 这 种 成 活 李 比 在 感染 2650 条 新 
尾 幼虫 的 2 号 狗 中 所 观察 到 的 远 低 得 多 ; 这 条 狗 在 感染 后 35 日 还 
有 77.6% 新 尾 幼虫 存活 。 但 是 ,在 和 合 一 种 情况 下 , 剖 检 时 , eB 
中 除了 休 昌 外 只 发 现 有 二 条 犬 量 虫 .而 在 全 号 实 又 狗 中 ,除了 900 条 
不 发 育 的 鼓 种 条 虫 外 , 还 发 现 有 19 条 水 泡 带 人 条 虫 8 BRM 2 条 
ROGIER (Dipylidium caninum) 和 大 量 的 原生 动物 一 一 梨 形 
鞭毛 虫 。 

SEAS AE 1 097 FES oh 9 BA, IRAE RES 46 23 Sk 
泡 带 人 条 虫 (Paenia joydatigena ) 为 转移 ,显得 更 为 明显 ;这 焦 狗 合 径 咸 
Yu 3,000 条 新 尾 幼虫 。 感染 后 经 12 日 ,在 剖 检 了 时, 炉 共 只 发 现 910 条 
处 於 头 千 阶 委 的 关节 裂 头 休 虫 , 即 新 尾 幼虫 的 成 活 率 是 30.3%, 没 
有 人 发现 性 成 熟 的 个 体 ( 与 45 号 狗 同 )。 不 过 在 这 焦 狗 中 除了 休 虫 外 ， 
FEBS PSEA 33 条 大 多 数 是 性 成 熟 的 水 泡 带 休 虫 , 其 稳重 为 
24.5 克 , 此 外 还 发 现 有 10 OH 

在 另 一 些 试验 中 也 可 看 出 类 似 的 和 结果。 例如 ; 10 号 狗 感 染 二 条 
新 尾 幼虫 ;但 是 在 感染 后 8 日 剖 检 了 时 ,在 其 肋 道 中 没有 发 现 该 种 条 

“下 , 然 而 却 发 现 有 4 条 很 大 的 水 泡 带 修 虫 和 4 NS 
这 些 试 验 的 结果 可 以 用 寄生 虫 的 种 问 影响 、 兆 其 是 用 休 末 局 各 

种 之 问 的 相互 影响 来 说 明 。 永 泡 带 条 虫 就 是 生活 在 也 具有 办 漆 营 养 
方式 的 关节 裂 头 条 虫 生活 着 的 地 方 。 

在 所 研究 的 那些 试验 中 , 假 入 到 狗 体内 的 新 尾 幼虫 , 它 合 都 列 太 
被 其 他 种 寄生 虫 估 据 着 和 利用 着 的 地 区 。 它 们 之 间 的 欧 征 并 傈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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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是 反映 於 新 尾 幼虫 很 低 的 成 活 率 , 另 一 方面 反映 於 新 尾 幼虫 发 
育 的 遭受 阻碍 。 用 两 条 新 尾 幼虫 感染 狗 时 所 得 到 的 负 和 结果, 显然 可 
以 用 泛 一 理由 来 说 明 : 也 就 是 单独 个 体 比 在 一 开始 就 以 大 量 个 体 投 
AFIPS HE“ RRB” 

fed SSE He FUR ss ZF ESF SS OK, Tn 
FEAT SUL PARSER EBS, GFL} PRR FH aE Gh th A IS 
Ze IE : | 
例如 ; 感染 5 BRE 0944'S Hy, Mt 33 AB HEB 8 EE 

节 列 头条 虫 《 成 活 率 60% ) AMY 8.36 克 的 370 BKM, FE 
感染 210 条 新 尾 幼 虫 的 51 号 狗 中 ,感光 和 后 经 过 50 日 ,找到 了 182 条 
关节 要 头条 虫 ( 成 活 率 86.6% )， 其 中 公有 一 条 长 70 厘米 , 另 一 条 长 
110 BK, RADAR ELE 1-2 BKC: .在 这 焦 狗 中 还 找到 篇 
重量 为 335 克 的 96 AK, 

FEA PSA IL AEM es, 其 成 活 率 的 类 似 和 结果 ， 
我 们 也 在 以 前 所 提 到 过 的 试验 中 观察 到 ， 

AZ, 所 得 到 的 千 果 的 分 析 兹 不 能 多 得 可 以 作为 确定 在 实验 独 
中 新 尾 幼 虫 的 成 活 率 依 该 狗 小 肠 寄 生物 生 落 中 犬 由 虫 的 存在 为 转移 
的 一 种 根据 。 但 是 这 种 结论 也 不 是 说 关节 届 头 修 虫 与 犬 帼 虫 之 间 完 
全 没有 毫 委 天 傈 的 存在 。 

在 狗 体 上 用 新 尾 幼虫 进行 实验 感染 的 大 多 数 情况 下 , 当 有 自然 
感染 的 犬 屿 息 存 在 时 ,可 以 观察 到 这 种 情形 : 在 犬 是 虫 大 量 存 在 时 ， 
所 发 育 起 来 的 休 虫 的 平 询 大 小 和 重量 , 比 在 这 种 大 电 里 不 存在 或 少 
量 存在 时 ,显得 远 少 得 多 。 | 

Bilin, 3 号 狗 在 以 13 Se hs EYEE A 20 日 ,在 其 肠 道 中 发 
现 共 重 22 克 的 12 条 休 虫 ; 没有 发 现 犬 量 虫 。 而 51 号 狗 在 感染 210 
条 新 尾 幼 虫 合 第 50 日 ,在 其 肠 道 中 找到 共 重 2.7 克 的 182 条 人 条 虫 (大 

BBE NALS PEEL), 此 外 还 找到 共 重 3.35 克 的 96 BK, 38 
号 狗 在 感染 300 条 新 尾 幼 虫 后 第 26 A, CEL PHBL 0.2 克 
Kb APSR RAPES AY 158 条 休 虫 , ARATE 5.89 克 的 100 48K Hy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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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RPI UE Te 

_ESDPPBHIS Ht, ZEB, 关节 要 头条 卓 和 犬 曙 皇 

之 间 的 相互 关 傈 虽然 是 措 抗 的 , 但 和 关 和 区 型 头条 与 水 泡 带 人 条 里 之 间 

的 天 傈 比较 起 来 , 却 具 有 另 一 秆 特性 。 犬 岂 虫 天 量 的 存在 ;对 六 和 莘 妥 

头条 忠生 物 划 的 惠 天 , 扰 疑 是 起 了 阻碍 作用 的 ， EM ARES Ses 

HA A PRR TREE BI ee, PRT a 

尾 幼虫 成 活 率 的 影响 较 之 有 水 泡 带 休 虫 存在 枝 , FEMS LAME
. 

显然 , (EPI REDE A LORE — he as 

PEPER EMILE THR, RA Pe ERM 

WE 2 AE eS ee TE 

不 同 特性 。 

因 之 , 对 刘 合 寄生 虫 病 的 分 析 , 给 我 们 提供 了 今 大 信服 的 网 子 ， 

证 详 了 自然 办 中 存在 有 种 关 问 十 的 这 一 理论 , 这 种 分 析 也 指出 于 种 

间 相 互 关 作 可 能 以 各 种 形式 表现 出 邓 。 

我 们 所 得 到 的 关於 肠 道 寄 生物 邓 落 中 各 种 寄生 中 之 间 的 相互 并 

傈 的 材料 , 鼓 钴 了 我 们 用 寄生 虫 发 育 程度 和 特性 的 制 断 ;去 进一步 研 

完 伙 种 寄生 下 对 宿主 的 自然 感染 的 情况 。 此 外 , 为 了 解决 肠 道 寄生 

py EV Wa FFD OGRE Dh EOE BE Ty Be 

要 用 各 种 寄生 虫 在 不 同 配合 下 去 感染 宿主 , 必须 能 考虑 到 笨 主 个 体 

的 年 龊 和 捧 沈 , 以 及 能 查 出 在 同一 宿主 个 体 肠 道 的 寄生 物 三 落 中 ,由 

微生物 区 系 和 原生 动物 区 系 所 租 成 的 业已 存在 的 其 他 成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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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的 实验 材料 及 其 分 析 , BLE UE ERE mI TR RNB es Aste 
洲 中 寄生 虫 的 种 内 以 及 种 闻 相 互 关 傈 和 联系 的 初步 试验 。 

所 得 到 的 推 葵 , er Be PES AE PY) Rd PPE HAE 
的 有 利通 应 性 提供 了 一 个 基础 , 这 种 适应 性 是 在 淮 化 过 程 中 以 自然 
选择 方式 产生 的 它 使 个 体 的 生活 与 发 育 服 从 蕉 作为 整体 的 种 的 生存 
利 丛 。 我 们 的 材料 是 与 不 存在 种 内 欧 备 和 宿主 肠 道 寄生 香 落 中 各 个 
体 之 间 存 在 有 种 间 癌 等 的 米 丘 林 生物 学 原理 相符 合 的 。 

应 当 把 肠 道 寄生 又 落成 分 关 的 各 内 和 种 问 关 傈 的 进一步 研究 妆 
成 是 演化 寄生 虫 学 和 生态 寄生 虫 学 的 追 切 任 务 。 

这 些 研究 将 加 深 我 们 关於 种 内 个 体 在 各 种 不 同 的 生存 条 件 下 的 
生长 、 发 育 、 数 量 和 特性 的 规律 性 的 座 ， 从 而 使 我 们 能 更 正确 地 了 
解 夸 个 王 落 及 其 个 别 成 分 与 宿主 有 机 体 的 揽 林 相互 天 傈 ; 这 就 能 使 
得 对 鹏 道 疾病 病原 的 本 质 有 合理 的 认 戳 , 薄 在 每 一 个 特定 情况 下 去 
选择 对 该 衍 主 个 体 有 效 的 治疗 法 和 可 集 的 预防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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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 Al SEAM AE 

BA REA 

FEALIC SEAS 5 | alk — 2S FA SE A A EB 

RE HI AES FT EER 

”有 很 多 事实 是 大 家 部 知道 的 , 有 时 某 种 鱼 会 由 认 产 卵 期 的 脖 居 

MRF, AM EMAAR AIA RAS, GEAR (mococ5 BK cemra, 
Salmo salar) 387% AST AB A — Ft (mecuanna, T'allina) Rese FR (cem- 

10, Clupea harengus) 4&, MEE SUNE A Et EMR URK 

大 地 洽 瘦 ; FED ODEO, 母体 在 大 绝 两 星期 内 藏 着 包 卵 ,一 

BER A ATAR , (RTO SERS Z—, Salmo). le] 4@ (xapnye, Thymallus) 

KEBMARAKAD, AMEBASAMALEGR. 

Se AE LAH (LEE AER com, Callichtys felis) 把 一 

BES ha 0 DON SFB FEE, ABS ce EH 2 1k, SE SRE 

MRA EA CH SAE, 
EAR (cynar, Luciopersa sandra) spe RM, BY aa 

Die Rs e HES 8 RIM — BERR Z—, KYL 
44 (000aa, Leuciscus rutiius), ryctepa, MER 4 (yxaea, Cyprinus 

alburnus ) $5) ARPES , HAM BASE AE ie I —— 38 FA th PS 9 HE A , 那 

SEIS EIN REEDS EEL ey, i EMRE I, RZE 

ARS eG Sci R, IER AS A SHI Ak. 

tee AS UL, Bal AS By, Behe 4 AE AE Td BS 

Al, EMACARER SE Hy, Mime Ps PT Ae 

A, AACA RE ERs BC 

1) SOBA Ee Laie he Pa AEE aR OTHE AR A PEEL BY , FE BR A AL, 变 成 
79-5 RAP hed A RF SB ASE A CE AE I. Huxoxscrmii,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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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 By, 1951 年 11 月 20 WRIT — RHE. UI 
Use T VEM AAR 9 RBA. PSSA RE Sy, OER, 然 
HT ER NORD, (AAAS BSE’. 
PUM SLAG F A RO, 让 我 个 

AH ak— F sah (myxa, Esox 7ucius) 的 一 些 试验 。 
在 苏联 狗 甸 楼 居 在 所 有 沿海 地 区 , AB Sa Ek Sika 

Hf EER 
FIRE AMR. FOR HOK WO ib CS SEW 'E, 二 年 的 个 

体重 量 可 过 500—600 克 。 在 自然 情况 下 (在 河流 与 湖泊 中 ) Ae 
量 可 超过 60 公 斤 。 狗 包 寿 命 在 100 年 以 上 。 它 有 着 大 而 局 长 的 头 和 
长 着 大 量 不 同 大 小 牙 些 的 天 口腔 。 

AiG BF WORE A WO EO, 它 从 乎 专门 吃 包 类 。 它 连 头 地 
TE PE VRS BROOK LRH BR, SR A 
AN, Ti 2 MEA peo REPL AS 65 BARA ORIEL, READ 
到 具有 多 刺 的 鳍 底 长 SKA (epm, Acerina cornua) Bef (oKyHb, Perca 
7luoiiilis) 的 话 ， 那 未 它 就 把 凰 性 者 保存 在 牙 烦 中 间 , 直到 其 不 再 动 
为 止 。 

苏 过 托 夫 (B. K. Coxrxarob，1934) 指 出 “ 狗 刍 与 其 他 多 猛 甸 类 的 
区 别 就 在 放 此 种 贪 食性 , 即 其 擒获 在 大 小 上 志 之 略 速 的 各 南欧 物 。 

1950 年 3 月 21 日 我 们 在 一 个 容 水 50 升 的 养 鱼缸 台 开 始 了 狗 备 
的 试验 。 水 是 由 基辅 自来水 厂 取 隶 的 ,预先 经 过 了 兴 清 、 揭 动 。 
JK YB 2S Bhs 8S—12°C 之 间 。 水 中 含有 溶解 的 氧气 妈 徐 被 保持 

在 5 一 6 立方 厘米 / 升 以 内 。 
共 取 了 两 条 狗 鱼 来 作 试验 , — FRE 340 克 , 长 87.8 厘米 , 另 二 条 

47 17.6 厘米 。 

狗 包 在 养 所 缸 吉 放 了 25 RR, HES BE. 
它 个 和 平 共 居 着 。 每 过 10 KBP EM (FE D)- 

4 月 16 日 下 午 3 BEATE PT sth, SR 4 17 A O12 
(FET HORI) 就 已 经 把 它 从 腹腔 中 经 口 吐 出 了 , CAS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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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M 角 体重 (#) 

3 9218 | 38 月 31 日 -| 4H108 PAS hi HR 

321 318 

43 | 49 | RATE 
| | 

S 和 = Ds Oo Co 吕 

WAG. 

Fa A Ee (-5 i REL A Be FI) IH 9504 3 月 
21 A 4E-5_EXR AB AS eR P BARE. 

AES AL SBE SE Y WH RR —__ —- RAFI, — 

fis FE, FU — ZFS Sk fd (FE 2) ° 

HED 

nec) | stop, | : 
| | 

| 194.0 . 32.0 | 

21.0 14.2 | 
7.1 
7.6 

: 

| 

KRAVE 3 月 25 AMET Mh. 3 月 27 AMET Be. 3 月 
28 Fi FEF RA LS A J ERE (napn, Cyprinus carpio), 848. 
Seki IRD T (RSA BERR Kpacnonepxa, Scardinius ery- 
throphihalmus. 3:44, pearl roach) (#3), 

Fe 3 

Meee | HEH) | BECHK)  | 

| 9.5 

=a * 鱼 5 9.4 

鲤 Fi - 71 

$id a f2 BEA -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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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所 有 的 全 在 4 月 5 日 前 都 彼 大 狗 久 吃 光 了 。 自 4 月 6 日 到 5 

月 6 日 期 间 又 在 养 鳃 缸 吉 移 放 了 15 条 重 10—12 FEA BEM: FFA MA 

次 地 吃 掉 了 它 个 。 但 小 狗 甸 元 始终 未 被 吃 去 。 

在 40 天 期 间 狗 银 重 晤 全 变化 如 下 ( 表 4)。 

试验 期 间 , 大 狗 急 吃 掉 了 胺 种 的 雏 , 重 量 增加 了 37 oe baa 

什么 也 没有 吃 , Beas 3 FE. 

UA YOEE AS IPR DOS GEL. BEES AMER (comyOmtt oOgyHp， 
Pomoxys sparoides) . AGATE ER igh J: 甚至 在 此 种 情 、 

UP. mE PAA RE ST RAAAE. BARR 

WEAR EN ANEZE LES NAS. Uh, TERE A. KI EP 

TARA BST FMR EA BT GR 

1951-230 i Wet TT RL AS (Ruesckni TOCYKapCTB6HHSI 商 yHH- 

Bepcnter umenu T. 工 Iesuenko) 和 危 狂 学 及 水 生生 物 学 共 座 从 在 三 任 

容积 250 升 的 水 池内 佑 置 了 一 些 预 记 的 试验 。 水 温 为 一 1820。 KH ， 

解 的 氧气 含量 为 6 一 7 立 三 厘米 / 升 。 

Wigs SFE. 

第 一 种 处 理 。 在 第 一 号 水 池 中 , 8 月 5 日 售 有 三 条 大 狗 刍 与 一 

条 小 狗 旬 被 乌 养 起 亚 。 8 A22AKAMB 7101 Fe, HAGA 36 © 

ve, BHEME RRS 17K, 

AERA 3 小 时 , RRO TE. A 
KAVA T HAR 22 seas 7H, 8 A 25 日 大 狗 复 又 吃 掉 了 它 。， 

随和 后 又 放养 了 一 条 重 23 ee, EES AQT AN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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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把 小 钱 拢 大 水 池 喜 去 的 时 候 , 我 们 看 到 了 大 狗 铺 有 时 即刻 就 

Pe TEA. 

Ae MMAMMIC LT T 8 Re 214 FEN NR Ze 5)。 

#25 
wn 44 中 Ba es J\~ Sa eres AI MEE BAA 

PRRETER | RRC I A | ee Ce) | tec) | weBe( mR) | 
AE ES Ra RS ee Be OS VRS LE ‘ 

84108 8 fj228 36 15 2.3 

888 25H 22 10 18, f 
254 275 23 11 1.8% 4 
278 2948 22 10 1.6 

29H 308 B+: 1 SKN 
304 9 月 44 34 14 Bie 

9 月 48 ，8 晶 32 13 2.00 a 

J 
8H 1145 22 10 1.6 

在 34 RR AME 701 HEWES 829%, 9 月 10 日 
De KANE KT HEAL ,而 到 9 A 14 OB 10 RPE RET. 

第 二 种 处 理 。 在 第 二 号 水 犯 中 , 1951 年 8 月 10 日 个 有 一 条 下 

836 克 的 狗 钱 被 乞 养 起 来 。 
在 同一 天 给 狗 锯 馒 育 了 一 条 重 25 达 的 触 属 党 钥 (a, Cyprinus 

tinca), 8 A138 AE RAR CHT . 

the ene SHEA RRR ee Re 

AANA (Rapach, Carassius vulgaris) (Zé 6), 

Ash WBS Amp: 8 A 10 A——336%,8 A208 

— 348 #, 8 A 30 H-—-366%, 9 A 10 H——382 4%, 9 9 14 

日 一 一 384 92, et ae ER IB nT 48 克 。 

PPR, FERS Sh FR ST A 274 FEM, OR 

Ee Seater Ete fas}. Aya EI FE 8 月 10 ASEH 274 Fe, 

8 A 20 H-——240 #, 8 A 30 H—174 #, 9 A 10 H——162 %, 

9 A1l4 H——157 Fe, REQ ESE YY Bk 117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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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eae aE ARAN RIV 
Sala | MAL XIE | dis a cw | eC | GER) 
; wi | eng 2 | RG) | seneCa | a) 
8 9134 8 月 16 日 TA | 18 6.0 2.5 

168 19.5 党 鲁 | 15 | 8.0 | 3.1 
193 235 a $8 le | 3.] 
235 25H 党 鲁 16) 7.07.5 Rae 
258 28 8 a0 Fs 18 | 6.9—- 5 
28h | Of 24 党 鲁 ee ee ee es 

9H 28 | en || me | os | ao) ams 
6H 9 日 “| mm | 17 38 ee Ba atg 
9H 128 | 党 经 | 23 | 9.0 ae 2.1 

在 试验 结束 后 , ITE EA RE T AR tt ae ot ( Ze 7) 

Fe 7 

A Ss & (Cae) 

| me oi | 
有 机 物 | ————— as 2 
os aii etn 

1 6.53] 16.0 

了 了 一 

i 角 号 & 

is my 
irae. 

BE (Ney) 79.46 1.75) 4.3 | 98. 4 

第 二 号 (WAAAY EL) 
第 三 号 wea vagal 

77.67 0. 95 5.90! 18.3 

ey 4.51] 17.9 

1.78} 4.2 aes: 

78.34 id 4.8 | 90.04 | 

在 吃 本 种 乱 的 第 一 号 狗 刍 课 , 肉 中 水 分 全 表现 坊 吃 机 种 扰 的 第 
二 号 铬 银 为 多 ,甚至 也 上 比 介 所 了 饿 的 第 三 号 狗 乱 为 多 。 

在 第 一 号 狗 包 内 蛋白 质 共 为 了 9% ,当时 在 第 志 号 狗 角 内 一 
18.3 儿 ,在 第 三 号 狗 包 内 一 一 17.9 和 6。 

SUPA PRE SMe RSE, SE ee 
G5 SoM. EMRE A BRU OE®. 

‘EAsVeBA ORK, PRPS ZePe Y Yee ame a 
PLR W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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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4612 F381 A SERBS EBL Ss a Sig SB BE 

个 容量 64 升 的 养 鱼缸 内 开始 了 试验 。 

AFP RELA, 它 的 底部 铺 了 人 砂 , 放 了 一 些 水 生 植 物 (加 拿 大 区 属 
pi0ied, Hlodea 与 若 草 属 paracnepua, Vallisnesia) 。 

至 从 试验 的 水 ,我 们 用 了 澄清 过 的 自来水 ; 水 中 氧气 含量 以 提 动 

法 保持 在 4 一 6 立方 厘米 / 升 的 水 蕉 。 水 温 变 动 於 14— 18°C 天。 

养 合 币 内 放养 了 四 条 淡 蓝 色 航 银 ,重量 为 31; 35; 0.7; 0.6 FE. 

供 试 的 一 些 饭 未 全 区 得 过 任何 铜 料 , 故 应 当 或 者 是 死去 ,或 者 是 

吃 本 种 的 个 体 。 

大 家 都 知道 , 浇 蓝 色 的 艇 鱼 是 属 记 币 养 的 一 种 鱼 ; 十 年 来 俊 只 是 

为 了 观 早 的 旧 的 , 息 个 被 入 们 养育 在 角 料 丰裕 的 养 鱼缸 情况 下 ,因而 

WEIS AG SE eT AL PRK 

RABE BARA BE 9 FET 7 B1950 年 1 月 2 日 。 

WWE PIE & RBKEARE DRA. 

所 有 放养 在 养 鱼缸 圳 的 个 体 ,， ABBA AGEASEAR TS, Fh AEE ee 

刍 一 一 是 一 种 吃 动物 性 食料 底 匈 猛 甸 糊 ,但 它们 在 乒 侯 十 星期 以 后， 

就 开始 夺取 水 生 植 物 ( 苦 草 属 ) 的 革 。 一 些 大 钱 旬 更 是 特别 贪 侯 地 猛 

挨 了 水 生 植 物 的 革 。 

工 月 2 日 一 条 大 角 铺 吞 夺 了 一 条 苦 草 荃 查 末 梢 , 带 着 它 游 了 4 小 

了 蛙 以 上 ， 另 一 条 天 向 贸 全 追逐 着 它 ,企图 由 之 夺取 击 区 物 。 连 一 些小 

MR AS Ee 

BIT 1120, FA A PS AE , IE BG Ie 

较 灵 活 了 。 

在 岳 刍 的 _… 些 坛 验 吉 丛 找到 了 未 消化 的 苦 草 的 稚 稚 素 ， 

径 过 了 三 个 星期 ， 工 月 20 日 ， 第 一 号 与 第 四 号 能 鱼 开 始 袁 失 了 

灵活 性 ; 到 了 上 午 革 时 ,小 负 鱼 ( 最初 的 重量 一 一 0.6 克 ) 死 去 了 ,再 

过 一 人 小时, 大角 铺 (最 初 的 重量 一 一 3 红 克 ) 也 死去 了 。 

FEDS HS fhe A HE as WAS RRB ARISE 8。 

看 起 来 , 重 28 Fe WS EEE 66 EL RE OA AoA or, Fe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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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 
me a 号 ee 

| 1949312318 | 19501 jj 128 | 195041 208 
: 2 全 

1 31.0 | 29.0 | 28.00 

0.6 

弱 的 与 不 天 灵活 的 计 重 0.35 YEA — BNE, FHA RE BE EZ 
因 饥 俄 而 死 : 

在 这 个 养 馈 缸 训 仅仅 留 下 了 两 条 淡 艺 色 角 鱼 一 一 二 条 天 的 与 二 
“条 小 的 供 以 后 的 观察 ; CEP SE a GE, 1 A298 
fe AEP BR RIS TY . 到 1 月 30 日 上 午 芭 Be, KARTE, 
Sx ARMM Ze 1949 年 12 月 31 日 到 1950 年 1 月 30 日 期 间 蛋 量 的 
2S AL ORB AREAS 9， 

3329 
} 

a Hi 量 , CH) 

1949 7121318 1950421 128 | 19501 #208 | 1950481 §}304 
| 

2 35.0 33.00 | 31.0 27.00 

0.56 | 0.5 0.45 

22 Fi) — Sea BOR AT HEL; ERS FT SE, 
到 3 月 2 ALM 38 克 , HORT See, 北 且 变 得 比 原 ， 
始 重量 还 多 8 克 。 

FUME MBE ase he (LS AERA xapmmowit com, Calli~ 
chtis jasciatus ) 的 一 些 试验 结果 上 来。 

矮小 的 锥 铺 的 原 产地 一 一 南美 。 它 们 有 着 坚硬 的 鲁 , ZEEE 
$$ THA RR, SR RL (nom) GAR 
JCAL AEE RIBS, 1949 4p 12 26 B 

TMC TAR, RR PIAA AIBA. Ti 



ane 48 3H AY Th A Bil TR 25 

EM RL. FESPA (Ze ik 63 升 ) 底 部 铺 了 砂 , Wee T EER AED 

(加 拿 大 藻 属 与 若 草 局 )。 

”“ 养 钱币 被 装 满 了 泪 清 过 的 自来水 ,水 温 自 14—18°C, 水 中 溶解 
的 氧气 含量 等 於 6 一 7 立方 厘米 /10 Fh. 

12A31H,1A120R220 Se Tiki TERRA E10), 

#10 

k  (%) 
19494212 318 1950'S 1 1248 1950 1 208 

82 ! 80.00 78.0 
51.00 47.0 

i Re 

1 

2 

3 1.65 1.5 

4 1.40 0.6 

Sri RSA ALTE T 23K. — BR RE Airis SER 

1. AMAA SSL EM. ER SHS AU TREY, 然 

TAK BE LSS RE A RY. ERE A PUB SE AT GRA 

WHER SS iy. PRR BI 1 A 16 A RTT he 

toate bk. BARE GSS YT RPE Pe ISS BET. 

LAI A MADRS Toki. HPA — AMSA RE 

去 的 样子 , RASA EVR Behe Bee, 1A 238 

Kosh | Reis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9.5 6.7 5 1.8 

19.5 6.6 5 fy 

19.5 6.5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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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10 时 它 死 去 了 , 过 了 一 天 它 就 被 一 条 天 铃 皇 吞食 了 。 
在 同一 天 ,一 条 重 47 MOKBARBAT. HRATBR SP 
了 两 条 铃 铺 一 一条 大 的 与 一 条 小 的 。 它 们 粮 计 共 居 了 OTR 

它 个 称 重 与 测量 的 材料 被 显示 认 表 1 。 
KABA UK iti. AMER RE 5, FE 26 KH 

AGT HA BBV eR Ib, CRAZE 27 天 上 午 9 时 , KS 
EP TE BRE OP PERRIER, 

党 * 党 4 

AEA PF Pe AL FEA — Be YEA 4A (anapu, Latifrons 
steind 15 ef HALL) AT VEAs— ERS, 它 的 原 产 地 是 南美 。 

FERS FEAL EE (AE 90 FF) 5 AQABA RT SBA BEN anapu 
FEA | 

FEB — RRA BA HA agapE， 第 一 条 重 为 66H, 第 二 条 重 
为 350 258. 

我 个 要 指出 , 5 月 15 Fy ea yy SEAR A SE He BR 
akapu, (EER PTAG RY 75 Pe EA KS RS KA ee 
EMWwE, KERUED. 

大 agapE 和 小 agapE 在 养 包 仙台 和 平 共 居 到 5 AS0H. FE5510 

AK akapn 吞食 了 小 agapE， 过 了 4 小 时 又 把 它 从 腹腔 中 透 跨 吐 出 。 

被 吐出 了 的 小 旬 没 有 了 头 , 在 它 的 和 撤 干 上 看 到 有 吞 下 了 时 以 及 和 后 
来 由 腹腔 中 吐出 时 损伤 的 地 方 。 小 龟 的 属 体 淫 上 了 水 面 , 然而 大 
agapE AE—SEV TEA SUE ESET 24 小 时 小 所 属 体 被 从 养 
SL PIT | 

5 月 30 日 在 这 儿 又 放养 了 另 一 条 重 450 eA Di, FEO A4 
日 前 大 anapa 与 小 axapu 和 平 其 居 着 , 6 月 4 日 上 午 革 时 大 aapE 
开始 猛 炎 小 afapf, 和 弄 死 了 它 , ALAR, WM RET LS 
RAT EK. 

6 月 5 AAG BASH — PY — i anapn a. 
大 anapy CGE RWREE AG, AAR A SUA BEIM: THs DS 



am 4 2H AY PHAN BR 2 

到 了 汪 吐 出 了 它 ; 

自 6 月 6 日 起 在 养 急 秆 囊 每 日 供应 400—450 毫克 的 aEapE py, 

大 aapE 食 取 了 它 又 旺 出 了 它 , 再 又 重新 食 取 兹 吐出 。 

自 6 月 8 日 起 , 便 料 一 一 碎 anapu py Br 350 2S ye bike ee a 

入 养 急 抽 。agapE HARES EINE. 

6 月 10 日 大 agapE 死 去 了 。 在 死 以 前 , ER CEST ALEL 

试验 期 间 aap 身体 的 重量 与 大 小 便 变 化 如 下 ( 表 12), 

3¢ 12 

6.0 

5.0 

4.5 

4.3 

可 以 看 出 ，agapE 在 纯粹 吃 本 种 个 体 的 肉 了 时, 23 KIA BT 17 

Feo 

ALY), agape Ar ERs 4 — 7 ee Ey Ain oe Se SS AA uepppia 

TpyOounME (Ay Ey AS Ba 4 By iy —— ees ) Fede A O05 FEAR ARSE 

"EAs » A Pe AS FS nS fil BASE 

FESPA CHE TH 65 ye WS HE anapa, 过 了 10 天 

3213 

—_ RSRRORIF axapm 肉 中 不 同 物 发 的 含量 (多 ) aKaDI A te BEG) 

5 A318 

es 
aI Py Tk ie 
a 

Nel (MT ARATE) es 70. 19 Ha a 2:99 | 7, 49 : 97.87 10. 77 36. x 17.2 

M2 (4B) T Kid si F}) | 67. 50 325 50 2.01 | 6. 47 | 97.99) 12. 01| 37. 25| 18.8 

M3 (HRT MR) 69.69) 30. 31 1.91 | le. 30 | 98. 09 13. is 49.08);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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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67 克 , 6 A 11 A ——70 ¥3,1m 6 A138 H-—72 %, 

HY Fa CERES EE PE RP, afapr 在 试验 期 间 就 增加 了 体 
重 7 克 。 

我 个 求 引证 一 下 agapE 肉 生 物化 学 分 析 的 材料 ( 袁 姜 )。 
党 * * Ba 

凡 一 种 热带 观 党 和 馈 EaHXHTO ( Herosfacetum 就 是 Cichlasoma 

Sacetum, ) 2 cE FERS SEPA EH HE HE (La plada, Bl EG SAFS ， 

fh — es) PEG Ee RI ER ER 

1951 年 4 月 1 日 在 三 个 容量 21 FASE EO Rauxure, 
KaHXIHTO 的 原 产 地 一 一 南 巴西 ;在 这 儿 这 种 小 移居 住 在 不 流动 的 水 圳 

fis 

KaHXHTO ——§—- Fp WUE AER MR. ERM aS 

HSA FIT, FOE Te RST 

4417 AES SABRE ST —% 21.5 Fo) Kanxato, 

在 同一 天 在 那儿 放养 了 一 条 KagxETo yy) fal 1). 4A AK 

KaHXHTO Wee PMV, 然而 却 疫 有 去 触犯 它 的 躯体 ; BRB ER 

HMA MARS we ET PE. ) 

419A AMBP TAB 0.8 FEA DMS K KEagXHTO BE 

JERE. ec T ea Ea ee : 

K wanxuro Hee BUS HM PT 
4 月 20 AK PRA DR: ， 

在 9 里 它 吃 去 了 重 0.75 克 的 一 条 ， 
AM, 在 12 时 , 一 条 重 0.1 克 的 量 
Aki, 在 下 午 3 时 ,一 条 重 0.2 克 
WN, 在 下 午 6 了 时, 一 条 重 0.2 ， 

vie DM, FE PF ORF. AB 

0.1 ¥en ft, DHE FE 12 BR, 

图 1 = #tStay Kanxnro 
一 条 重 0.1 sa A. 

bo 21.585 F.7.5 4 A 21 A @& ez AA eanxn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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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种 个 体 小 鱼肉 志 来 夕 食 。 人 倍 谷 把 FaHxXHTO 小 饭 斯 裂 成 三 声 投 入 

PFPA Se. baal EaHxHT0 (RBH RIN TMM A. 4 月 2 

日 它 吃 去 了 重 0.5 ven — da, 4 23 eT RE T Ad fh 

3 (0.4 50.45 友 )。 人 个 很 有 趣 地 指出 : 4 月 24 AERA ER 

养 了 一 条 重 0.4 克 的 Kauxuro WMA, 然而 大 KaHxHTO RSE HALE. 

当时 又 把 这 条 小 旬 撕 裂 为 好 伙 部 分 ,大 KaHxHTo 在 同一 天 圳 吃 去 了 这 

BEE DBs 此 外 它 还 吃 去 了 一 条 小 铺 。 从 4 月 24 日 到 30 日 KaHxrro & 

秆 给 予 下 烈 数 量 的 块 状 食料 一 一 同 种 个 体 的 肉 ( 克 数 ): 4 月 24 日 
0.8, 4 A 25H ——0.75, 4.4 26H ——0.4, 4 R27 H 0.45, 

4 A 28 H-—0.75, 4 4 29 H 0.45, 4 9 30 H_—0.75, 

AAS A 2 Ae K Kanxuro 开 站 萎靡 , AARIRMENRMT « 

Se — AEF A KY SGN KEaHxHTO 4H, (BK Kanxnt0 PRE R 

EAD. SRMILKR SARA EMS , Kkauxnt0 PINT 

— EE PSE. 

AER Re CP 8 时 ) QFE — BAK, 而 大 KaHxHrTo WEAR 

便 去 触犯 它 。 
从 5 月 3 日 起 仅仅 仍 食 了 fatxmro 一 些 同 种 个 体 的 肉 顽 。 
在 长 过 60 天 的 试验 终了 时 ,KaHxXET0 消瘦 了 3 克 。 

我 们 同时 又 伤 置 了 一 项 试验 , FE MERRIE TY EBA 
35 fal e+ 小 TYIHIIE 急 的 KaHxHTO 的 成 长 。 

为 了 作 这 一 试验 ,在 第 二 号 养 鱼缸 庄 放 养 了 一 条 重 18 克 的 KaH- 

XHTO。 

在 头 一 旬 当 中 , EaHXHTO 吃 去 了 1 工 7.33 克 rynnn fal TB 

H12%, ABI SUK REPU TE. 在 60 
REE YT Bee 5 克 , 而 吃 了 本 称 个 体 肉 的 样本 , 在 同一 时 期 

内 , 正如 我 们 方才 说 过 ,重量 减轻 了 3 克 。 

我 们 来 引证 一 下 吃 本 种 个 体 肉 的 以 及 多 得 普通 蚀 料 一 一 TyIIE 
的 各 样本 分 析 肉 的 结果 ( 表 14)。 

Fave 14 Fy hd, 在 吃 本 种 肉 的 KaHxHTO 肉 吉 的 水 分 比 开 始 试验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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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14 

ial 量 (%) 
| 

| 
| | 

2 ar ; win | tn eon 
an a en 共 | We we 

tN or ee 

ee: ma Os 
淮 行 就 验 前 的 Katzxaro 肉 (| 72.36) 27.64| 96.17] 3.83 | 13. | 7.10 | 25. a 14.90 

吃 了 本 种 个 体内 的 Farxaro 内 | 73.51 a 95.85, 4.15 | 15.66 5.60 | 21.14 13.73 

吃 普通 蚀 料 的 Fatmmro 肉 | 71.79) Le 95,22) 4.78 | 16.94 6.85 2 15.94 

的 KaHXHTO Py 4% 1.15%, [ARIE 32 38 fa] FAY Ranxuto AS 1.72%, | 

Tin Si Gey) BAAR > 4.55% 5 3.14%; 在 蛋 和 白质 方面 也 可 以 看 

到 较 少 。 
生物 化 学 的 分 匠 显 示 了 在 狗 包 和 agapE Ay pe, 4 ete 世 们 辣 

种 个 体 的 内 一 一 邹 狗 鱼 与 akapE 时 , 在 所 有 场合 下 同样 地 有 蛋白质 ( 按 

To BREE ) AL LEE RE FS 3S 5 Ra PEAR GD, BE 2 Se BRR AS (4) A) 还 

少 。 可 以 看 出 , EU AP A aI, Bae eA Ee 

加 ;相反 地 , A AE AA RES. FSX — TERE LBA GT 

言 同 种 个 体 的 蛋白 持 没 有 被 消化 , 吃 了 同 种 个 体 肉 的 鱼 不 能 依靠 它 

来 增 重 自己 身体 。 | 
SBE) UE TEAS RGR ESS T OK EK AES dP J BB: 

某 一 种 的 生物 不 能 依靠 其 同 种 其 他 个 体 来 成 长 与 发 育 。 
(= ye 8 ** eA yt”? ArpoOuonorna) 1953 年 第 3 A; Sah: B. A. Mopuan; 

KR: O BHyYTDaBTKOBIIX OTHOMIeHMAX 了 pO; 原文 出 版 者 ; RIK Mikik) 



关於 大 亦 属 (Hordeum) PEA fe] A 

AAV 48 2 Ba FR 

C. A. RKP 

许多 年 来 作 者 从 事 了 栽培 种 大 奏 的 起 源 和 分 类 问题 的 研究 。 符 

到 了 大 量 实验 材料 , 这 些 材料 使 得 有 可 能 花 证 正 被 栽种 着 的 大 绕 的 

更 正确 的 分 类 。 除了 用 解剖 -形态 学 和 得 传 学 的 方法 确定 大 窗 的 杀 

背 关 傈 以 外 ,作者 为 了 这 个 目的 探 用 了 种 间 和 种 内 竞 委 的 方法 。 根 据 

以 前 所 进行 的 工作 (区 拉 耶 沃 伊 , 1939; Fe mE YR, 1923; me BE ae. 

1922) 作者 做 出 了 这 样 的 假 悦 ,就 是 大 秦 观 和 缘 较 远 的 种 、 变 种 、 生 物 

型 和 品种 比 之 朵 和 缘 雯 近 的 在 生体 中 彼此 排挤 得 要 强 些 。 

试验 的 方法 论 很 简明 。 为 了 进行 试验 , 取 了 图 用 解 剂 -形态 学 和 

得 传 学 的 方法 所 确定 了 的 有 一 定 对 缘 天 作 的 成 对 大 窒 种 、 变 种、 生物 

型 或 品种 。 以 相同 数量 (50 色 十 50 和 BAT ESM. FER 

斯 科 近 郊 苏联 科学 院 遗 传 学 研究 所 试验 地 的 小 区 上 认 该 作物 最 优越 

的 农业 技术 条 件 下 播种 了 具有 两 个 成 员 的 生体 (BY TCHR IOTY- 

Tiina 或 译 种 且 )。 小 区 面积 工 x6 OK, 播种 行 的 方向 由 北 往 南 ,行距 

15 EDK, 株 中 二 厘米 。 在 植株 成 熟 之 后 进行 了 艇 十 。 1 BA ARATE 

子 在 小 区 上 的 不 同 部 位 圈 放 三 次 , UE AEE tT AE BY 

型 的 植株 数 。 以 十 个 类 型 的 原先 的 状况 (播种 ) 作为 100 多 。 按 照 原 

先 的 类 型 区 分 了 全 部 植株 和 各 别 地 计算 了 每 一 个 闫 型 的 百分率 。 到 

下 一 年 ,不 加 任何 选择 (自然 选择 除外 ) 把 种 子 又 播 在 塘 上 , ME CSE A 

同样 的 舟 计 和 计算 。 以 同样 的 方法 重复 播种 了 5 年 。 

FEARSC ,我 们 从 种 问 和 种 内 训 委 的 许多 情况 中 只 取 了 在 过 程 (一 

定 的 间 期 内 ) 的 强度 方面 彼此 截然 不 同 的 三 种 情况 : 1) PPP aR 

— “Fh FE Hordeum 属 的 和 范 围 内 ) PERF HEA 100%; 2) 一 个 变种 

破 另 一 个 变种 排挤 掉 天 和 狗 60% 和 3) 一 个 品种 排挤 另 一 个 品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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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 变种 的 和 范 围 内 ) 达 35 色 。 在 所 有 的 情况 中 都 进行 着 排挤 的 过 程 ， 

(ARB. “MRE ES 0353/1332" init (Hordeum sativum 
var. nutans Schiibl.) #e2F4E Fit K2E (H. spontaneum ©. Koch.) 排 

GF HY BAS S| HZ 1, 

Ze1 “ 陡 夫 有 罗 彼 马 姆 03531733 ARE ERAS 
“斯 朋 塔 温 局 姐 ” 排 挤 出 生体 的 动态 

hi te 数 《多 ) 

WTB i, LM KA BROS AA HER, BAe 

eH — 7 ER ABH). FARRER PEAT A 98.6% 

BESE AS EPA ZE SRE a” AVA 99.8% BHAA “MRP R 

Fat 0353/133" KE int, “SHE Bi’ KES “MAZES 

姆 0353/133" int AA RETA SR PPE SER 

—4E EU FE PEM APE PP. RR, “BARE GEE WE 0353/133” im 

SAS iiis (HEA PROBATE, 因为 它 从 生体 中 被 

PERRET. 

page 1 BY Fh, CER SE fk EAE A A EEK AE 
BF Wt 03531733” 育 成 品种 的 过 程 。 这 种 相当 远 速 的 排挤 之 原因 在 ， 

He: SBF a” ABE MRE BIE 0353/1338” 品种 寅 的 革 子 。 ， 
. SS) EMAAR A BHF, “MRS RG 0353/133" mae 

epee J—PU_L, mB) Aa, FARBER TT “URE REM 

0353/1338” HAR RESE 100% 。 : 
大 帮 的 一 个 变种 被 另 一 个 变种 排挤 的 动态 列 人 表 2, 

在 这 个 情况 下 , BST A 98.5% Ba AS “HEA 08/71"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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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2 “LFA 048" AE in eR A SAI 08/71” 
品种 排挤 出 合体 的 动态 

| wi tk 数 (%) 

| PRM T | AMET 

9.4 90.6 

19,1 80.9 

35.7 | 64.3 

46.2 | 53.8 

57.6 | 42.4 

s. var. nutans Schibl.) 品种 的 种 子 和 有 99.2% BSERS AG“ EL AIAL RB 

043” (H. s. var. pallidum Sér.) 品种 的 种 子 。“ 奴 坦 斯 08127T2 品 种 

的 董 程 稍 高 放 “ 巴 利 杜 姆 043” 品种 的 董 程 , 此 外 ,其 中 的 前 一 个 品 

AAR. RM, RMA TAME APRA 

的 生体 ,生体 的 成 员 在 试验 开始 就 处 在 同样 的 条 件 下 。 由 表 2 可 见 ， 

“ 奴 坦 斯 0812 品种 排挤 “ 巴 利 杜 姆 043” 品 种 的 过 程 发 生得 相当 强 

烈 : 到 它 贷 共同 生长 的 第 三 年 “ 巴 利 杜 姆 043 Ca RE SS 

之 一 以 上 ;而 到 试验 未 了 (第 五 年 ) , 它 被 排挤 掉 了 57.6%. FESR DE 
WF, 排挤 过 程 进 行 得 较 前 面 一 个 摊 合 了 雨 个 种 的 要 弱 一 些 。 如 果 
番 熏 再 播 下 去 , 那 未 “ 巴 利 杜 姆 043" 品 种 可 能 完全 入 排 搞 掉 。 

天 芯 在 同一 个 变种 的 范围 内 大 变 的 一 个 品种 丢 另 一 个 品种 排挤 
HE PBIB) AS HERTS 3。 

FS “AY ERR 0462 品 种 排挤 “ 密 基 库 媚 026” 品 种 的 动态 

植株 OB CB) 

HE oF PR OT 保留 下 了 

5.3 94.7 

83.3 

75.9 

65.4 

16.7 

24.1 

34.6 

| 

| | 
| | 

| 11.2 88.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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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在 这 个 情况 下 ,同样 由 两 个 大 麦 品 种 组 戌 了 对 体 。 迭 合 有 98.42 

BESE As Hy “PEE AB O46” (HH. s. var. medicum Korn.) 品种 的 种 子 

和 有 99.3 % BES AAS“ PSEA 026" CH. 8. var. medicum Korn.) 

nn PAY FR (50% +50%), “ASE RE O46” in FRA APPAR “OR 

基 库 姆 026” in PRA EE (A aA Ra SE. TAY 

— FE, FES UL PS fe ie ES FEA Be Sh FET] PB PE PW 

由 表 3 A, SB EMAAMAR A =e, “SEM 026" Be “PASE 

姆 046" BEEF HE T 16.7% , BAHAR A YT 346%, AHEAH, ZE- 

这 个 情况 下 ,一 个 品种 被 另 一 个 品种 排挤 的 过 程 较 之 第 一 个 情况 下 

(1) WEBS, 而 较 之 第 二 个 情况 下 ( 玫 2) 的 也 显然 要 弱 。 这 一 

环 体 炎 续 再 播 下 去 可 能 会 把 “ 密 基 庆 姆 02356” 品 种 从 生体 中 徽 底 剧 

TTR 

PERT AR SE fs FEA CEB oP 89 Ee Bl Ty ee A See ls eS) 

样 的 条 件 下 ABASE AR AS AF I) EB PE 5 28 16 FEAT he PE 

相同 的 情况 下 ) 应 SS Bee EN Fe Seo eS. lel 

1, ZETA AR EA ae PI a Te 
ATL DHRU BEBE SPU IE LAST FE PR EY PE BE 

FRET TRE, ITA 

4 iS SAS fi] 2S Bp AY EPR AB, 
eS LBA BGA 
6 PEI — PB A i 
Bi 69 SE FA, BETA 
TRIGA ES 
如 果 任 何 品种 以 单 种 生 

长 , 那 未 它 个 当中 形成 的 内 

- 在 相互 关公 与 由 不 同 品种 所 
动 -7 40 组 成 的 王 体 中 的 比较 起 来 是 

图 1 KE A led BPAY SE BY ACB RS 有 所 不 同 的 。 很 多 是 依 环 境 
动态 : 1 一 两 个 不 同 的 种 ;2 一 两 个 : 
变种 ;3 一 变种 范 围 内 的 品种 的 改变 而 转移 。 当 短 体 中 有 

排挤 掉 的 多 
个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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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 PS a ZEB a AR AC 9 IH 
3B, AER Fe BS. MAA EZ 
FIFE. we PSE EE PAE EA GR. AS EH A EP 
at hae ek Pp A seo EE: FE AES AE 0 RE 
PZB AAA RARER, DORE AS EL, 就 是 
DLA EE “AE AEP SE” (GEAR IC, 1939) 对 上 述 这 种 相互 关 傈 是 不 
合式 的 , 这 吉 以 探 用 “ 竞 委 的 相互 关 傈 ”( 苏 卡 切 夫 , 1953) 这 一 术语 
BAG. PAM. 这 个 六 咱 也 未 必 可 以 讽 为 是 恰当 的 , 但 是 在 任何 情况 
下 , 它 比 其 他 所 探 用 的 术 旋 能 更 好 地 反映 生体 中 所 发 生 的 那 种 天 作 。 
在 上 述 的 三 个 情况 中 , 组 成 生体 的 成 对 成 员 之 问 都 有 革 种 形态 生物 
学 的 差 机 ,这些 差 婴 想 必 就 是 引起 就 委 的 相互 天 傈 的 原因 。 

| 
| 

; 

| 

ta ee ae 

1. FERRITE ASAE LB EADS BR EL CE Hs (BE) 
中 , Se Sao FGF FA 

2. ERE BIAR G9 2S BFE Bh MU OSE OK EB BEE VS AL BA 
傈 表现 得 不 太 强 烈 。 

3. 验 体 中 将 征 的 相互 关 傈 随 着 它 个 之 间 形 态 生 物 学 差 婴 的 趋 平 
RMT ISS AL AR SEAT 

4, PEARAE ps Ha Bie Tc fy Bl, As PIL PBS RYO VI ABE, 那 
FRAG IL, BES Ay Ba BE BY LA PA Eg AS BA Bl RR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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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E Le BRE 
B. UW. SHEX 

1948 年 ， 沃 龙 沽 什 林学 院 前 任 院 长 本 A. 巴 连 科 全 经 在 学 院 的 
实验 林场 菜 沃 别 列 什 林 务 区 浊 行 了 松 楠 在 小 块 面积 上 的 试验 密植 。 
我 们 所 加 以 研究 的 边 边 上 的 试验 处 理 引 起 最 大 的 兴趣 。 

松 巍 裁 种 在 沃 表 汪 什 河 左岸 水 活 地 外 的 草地 上 方 段 丘 呈 典型 的 
波浪 起 伏 丘 陵 地势 的 沙 落地 上 。 试 验 地 位 记 距 离岛 斯 曼 针 桂林 南端 
的 松林 0.7 公里 的 稍稍 低落 的 沙 地 平坦 部 分 。 松 档 裁 种 在 古代 冲积 ， 
砂 主 的 弱 灰 化 中 砂 壤 土 上。 我 们 援引 1953 年 6 月 26 日 在 小 块 面积 
松 档 行 间 的 地 段 上 所 做 的 典型 的 土壤 剖面 : 

A, 层 ,0 一 20 JK, PAE. B37 WOT, REE HE. 不 太 密 实 ; 
少量 草本 植物 三 的 根 。 HRIEMKKBHA A 层 的 部 分 土壤 。 
鲜明 的 过 滤 到 下 一 层 。 | 

Ag 层 ;,20 一 49 BK, HAIR, PRINTS ET , IRA 
AOE GH. 0. RE. RRL, CRARY SAR, ® 
1b A, 层 中 的 少 。 显 著 的 过 滤 到 下 一 层 。 

Bi 层 ,49 一 77 Bk, BR. Bes 4, 层 一 样 , 有 显而易见 的 
薄 薄 的 砖 红 色 水 平 而 曲折 的 问 层 。 Te, 稍 有 些 密实 , BE. 轻 砂 

。 根 很 少 。 过 渡 很 显著 。 
By 层 ,77 一 120 厘米 。 淡 黄色 , 有 稀疏 而 曲折 的 薄 蒲 的、 密实 的 、, 

MAM. TR RE. WAR. AME. 
BO fa, 120—175 厘米 。 淡 灰色 , ABE HVER. FEE HE, Be 

HAR. DH. WAR AMIE. 
C J, 175—220 厘米 或 以 上 。 淡 灰色 。 很 好 被 淋 洗 过 的 、 水 流 分 

胡 得 不 充分 的 、. 没 有 联 紧 的 、 中 等 大 小 的 瀑 砂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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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W RS Ry BY ea 4 SE PE AER 
种 在 整个 耕作 过 的 土壤 上。 距离 行 闻 和 行内 5 KM AE 
积 的 中 央 。 在 定植 后 的 二 年 期 间 , 进行 了 除草 和 糙 土 这 一 类 全 面 的 
管理 。 目 前 , THEASE REA THOS, 土壤 稍为 有 一 点 密实 。 
THLE AS ARIAT. 

到 1952 4, AA LARS Ma 
Bn 7 AN, BLE AR AE Re J PR a ETE 1 —— 9 > 
38TH AEH LS AES SEES, 

1952 年 秋季 , FESR SE T RA: Ze 1 x1 KARE 
ARENT PRATER 10 x 20 厘米 的 50 PUM BIAS Din ARI ZE 2x2 米 
的 面积 上 栽种 了 株 行 距 10 x 10 厘米 的 400 BR Sh AS UDR. FE 

前 一 种 处 理 中 , 按 每 公顷 2 万 棵 实生 蔚 计算 而 进行 了 定 町 ,而 第 二 靠 
处 理 是 每 公顷 16 TM, EMEA, EPA LB AT 
松树 。 

根据 我 们 1952 年 10 ABET AS Bian Re, 在 每 一 种 处 理 中 
选 了 一 块 中 等 的 典型 的 小 块 面 积 ( 必 须 指 出 , 在 同一 种 幅 理 的 各 个 小 
Wii iL, MHA RA SKER). PT Ga, IO 
i PRA MOH T WAR, Fo AAAS, ERLE EMR. 

测定 了 每 棵 小 松树 的 高 度 、 根 棋 的 直径 、 当 年 生 枝条 的 长 度 和 站 
径 (基部 ) 以 及 根系 的 纺 长 度 。 在 一 平方 米 的 小 据 面 积 上 糖 共有 50 
IGN DEH, 证 实在 五 年 期 间 完 全 没有 残 落 物 。 但 是 , 它 个 的 直径 
在 4 到 46 毫米 的 范围 内 变动 ,而 高 度 相 当 於 41 到 181 毫米 。 

SEPA TE FES EAE SS Ay SE PER, 我 们 就 分 别 地 对 边 行 和 对 小 
RHP RAPT REWER. Hise mR 1, 

BPS 1 HOFER EA BAD RES, 根据 所 有 的 生长 
指数 , DRT RR A, AEE AE APRA, EEA 
面 落 后 26 % , AEE 53%, 而 根系 长 度 方 面 是 61%. DREHER 
方面 增长 的 加 倍 落 和 后 (与 高 度 的 增长 相 较 ), 显明 地 证 实在 林 务 区 早 
已 知道 的 在 密 播 或 密植 所 造成 的 遮 节 条 件 下 , R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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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 ESA TBE SAF Fe TPE 
1952 年 的 枝条 

长 度 、| 基 部 的 直径 
ED (毫米 ) | Lee) 

高 度 

(厘米 ) 

根 栖 的 直径 

(毫米 ) 

最 K | 181 46.0 | 62 24.0 273 | 
最 小 | 101 10.0 27 6.0 50 

FF | 24 ) 
中 等 | 140 24.5 44 10.7 102 
中 等 (多 )| 100 100.0 | 100 | 100.0 100 
7 24.0 | 43 9.0 96 
Se by | 42 4.0 9 1.5 17 

中 间 行 | 24 
中 等 | 104 1.6 计 Bw 4.9 40 
pee(%)} 74 47.0 64 46.0 39 

加 强 高 度 增长 的 事实 。 有 趣 地 发 现 , Lit PAR RESRPRAR 

的 比例 在 边 行 的 个 体 是 O7:1, 而 就 在 小 块 面积 中 央 的 小 松 档 旭 等 亦 

90:1, 那个 情况 同 洋 是 本 里 上 重要 的 , Bit MA PRD 

所 有 (\ 除 高 度 以 外) 最 大 尺寸 都 比 外 图 植株 的 平均 尺寸 为 小 。 由 珍 1 

AYER AY FL, 边 行 内 小 松 档 的 分 化 较 之 小 块 面积 中 间 的 表现 得 弱 得 

Bo in, 外围 小 松树 高 度 的 变化 辐 度 是 平均 高 度 的 57% ,直径 方面 

的 变化 旺 度 是 平均 直径 的 147 和 ,而 在 小 声 面 积 中 央 的 同样 小 松树 则 

AAP 101% (res BE) A 172 Fo ARS NT FE) 

wR, BRAD PURER, 就 是 种 在 小 块 面积 中 央 的 小 松树 ， 

它们 在 1952 年 内 高 度 增 长 的 落后 (36%) 和 当年 生 枝条 直径 方面 的 

落后 (到 多 ) 超过 芍 个 生长 期 内 煽 的 落后 。 这 证 实 , 这 些 样本 最 初 的 

生长 落后 现象 不 仅 不 低能 ,果然 不 出 所 料 , 反 而 强 。 

在 试验 的 第 二 种 处 理 中 , 1952 年 10 月 在 1948 年 栽种 了 400 棵 
”小 松树 的 和 平方 米 的 小 块 面 积 上 发 现 有 : 326 标 活 的 和 I5 MECHA 

植株 , 59 个 以 前 栽植 了 的 地 方 空 扰 一 物 。 因 为 有 很 多 植株 , 所 以 这 可 

就 有 可 能 从 外 围 的 幼 档 行 中 分 别 划 出 最 边 行 (第 一 行 )、 第 二 行 和 第 

三 行 来 分 得 更 交 地 臭 出 奏 料 , 以 及 另外 单独 地 估计 小 据 面积 中 央 小 

松 权 的 发 育 。 所 得 的 砍 料 烈 人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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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平 方 米 的 小 瑰 面 积 上 傅 行 的 位 置 为 转移 的 松 栅 生长 的 抄 定 
{ 

an ao 
eke “| 基部 的 直 种 

根系 长度 
行 别 尺 量 数 上】 大 小 

(ik) (22%) | (厘米 ) ~ (2K) (厘米 ) 

| 录 林 天 | 164 | 33.0 | | 1.0 | 245 
外 | 5y 1 ge ee ee ee ere | 1,0 23 
第 一 行 | 中 等 | 104 17.0 | 27 Ok | 76.6 81 

| 中 等 (多 ) 100 100.0 | 100 | 100.0 100 
最 大 | 149 23.0 41 | 13.0 230 

yal | Sg 最 小 18 1.0) 9 1.0 14 
Fe AY | 中 等 | 96 12.0 | tae | 4.5 57 

| 中 等 (多 )| 92 72.0 | 85h. |" 80.0 70 

最 大 -| 123 16.0 | 28 | 5.0 81 

外 | 36 1 最 小 | 46 40 slats 1.0 12 
第 三 行 中 ”等 74 7D 17 2.8 36 

PEG) 71 44.0 63 50.0 44 

最 大 116 16.0 26 6.0 96 

em | 最 小 23 3:0 4). Gr 2B | 1.0 | 12 
BPR | 中 a | 67 6.5 15 2.1 | 36 

| | Waae(%)! 64 38.0 | 56 | 38.0 | 44 

2 TS WRBB ACER LE im. HRA, eR 

Fa SATS AD TE BER, BEBE TE BY eye HRC - @ 

LEGS) SPREE Bin, 若是 把 外 转行 AT) 85 

小 松树 平均 高 度 作 为 100% , WBE ITE 92%, BHAT 1% AM 

NST PILE 64%, AMARA BRE 100,72,44 fl 387%, 

根系 的 增长 量 和 长 度 恰 恰 也 是 这 样 。 在 1948 eM AN 2 BA 
面积 上 , 没有 例外 的 所 有 其 他 小 块 面积 的 检定 尺 量 和 邹 或 一 般 处 观 ，、 
部 表明 了 同样 的 情形 。 在 B. 0. 斯 克 雷 普 尼 科 夫 1949 年 栽植 礁 2 
公顷 面 积 的 类 似 作 物 上 也 表现 出 了 这 一 规律 性 。 

进 行 上 述 的 尺 量 时 ,在 每 块 小 块 面积 上 从 中 间 行 选 出 10 BA 
树 和 在 各 个 边 行 各 选 出 10 RD, Ue 
来 的 40 DME, BRL ATS BRL, 还 测定 了 高 度 和 根 杠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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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 当 年 生 枝条 基部 直径 的 平均 增长 量 和 连年 增长 量 , 地 上 部 分 、 

AR. SHEA, SHE PAA 1952 年 的 针 鞠 枝条 的 平均 长 度 。 所 

得 的 和 父 料 ( 除 连年 增长 量 以 外 ) 烈 於 表 83。 为 了 逢 减 表 的 篇 幅 ， 其 中 
只 引 了 平均 答 料 。 算 出 了 和 个 的 绝对 数 和 百分率 。 同 时 , 也 像 以 前 

的 表 一 样 , 把 同一 小 埃 面 积 边 行 小 松树 的 相应 指数 之 值 当 作 100%, 

所 得 的 与 平均 数 之 差 ,也 正 像 在 所 有 上 面 所 研讨 过 的 情形 一 样 , 证实 

平均 值 的 对 比 关 傈 。 

Ze3 生长 在 小 块 面积 边 行 和 中 间 行 的 小 松 梢 的 尺 量 平均 数 

二 | 

| 全 部 | 1000 放 (42%) 

ws ie 

2 ee 

453.0| 95.0) 157.0| 18.3) 76 
100.0} 100.0 | 100.0 | 100.0 | 100 
7.0) 43, 8.0) . oe by ae 

对 

% 

对 ws Fae) 

6.0); 4.5) 5.5] 29.0] 61 
400.0 | 49.0| 74.0} 48.1 | 59 
100.0 | 100.0 | 100.0 | 100.9 | 100 

17.0 | 2.9 5.0 | 4.0 | 35 
8.0 | 5.9| 6.8] 30.0!) 59 

et 

YAK AY 
a re) 

由 表 3 ARSE RA. TREAD RRR SE 

AUG A PSE I As SB OS St: (BL AR re A BR, 

星 划 能够 作出 一 些 很 有 意思 的 结论 。 

第 一 ,我 们 看 到 , 随 着 栽植 在 小 块 面积 中 央 的 幼 权 高 度 和 直径 方 

面 生长 的 恶化 , 它 个 地 上 部 分 的 种 量 剧烈 减少 , 3 BERS eS 

KR. MEPRAV SMS Bek, Rea eS ZiK 

大 的 不 相通 合 。 璧 如 , 42--PHKA MARL, RUATAMRES 

圣人 半 重 的 比例 是 0.6:1, 而 中 间 行 内 是 05:1, CORK ME 

积 上 上 , 相应 的 是 0.66:1 和 0.58:1, 

OB, SHE TRB APA, AAR EAE PES be 

本 —_ 



42 BaD PRAY BET RIOT IC 

SEW KD AIR ! 

2 hn, FE— ZB KAS PE _E , PERE) RR et 

Ste FR SA BS SE AS 29% , 

FEVG ZB OK AS SE E30 % , PAS RTE DOR TR 

Rast 4 AE Aa EY ELE ES ERG 9 % (ZB KS DB _L )ANAL 

(DO 2B 5 KAS be a AB_L) OEE LES 
因而 , FragS) 7 BRACE. ZEA DR A PR, PO 

BY AES be pe PA OS EGE | 

Pr = PRAY EA) RAAB, BEE BH AE a a, 

ie FED BS Shs, FR Ae i a a SE Ee FEB Fy KOR (BF 

米 的 小 据 面 积 上 ) 增 加 到 每 平方 米 85 棵 (四 平方 米 的 小 块 面 积 上 ) 而 

恶化 。 列 有 一 连 串 生长 相对 指数 的 表 4 的 次 料 十 分 明显 上 且 使 人 念 服 

人 

AAR HE 100%. 

34 7) SREP b/) ORE Ae eH) 

| 当年 生 枝 条 Ree 
Pee Meares awe say i ith 
steps m Lacan opt sid (rR) tA FE E 二 的 部 位 | nee TE Bo RE Hy LE) AER & 度 

| Fae aie 

3.1 

a 外 图 109 | 100 ‘109 100 1100 1100.0 |100 {100 |100 

| orm | 74 9 olan ke 52 | 47 | 72 

50 | we | 74] a7 | ea laa 61| 6.0 | 4.81 5.5) 29 

Ee 27 | 34 | 20 | 46 | 3.8 3 2 

由 表 4 只 可 能 作出 这 样 的 结论 , 就 是 在 我 们 所 研究 的 不 存在 杂 
草 方面 癌 雪 这 一 最 突出 特点 的 条 件 下 ,松树 栽 植 密度 的 增加 ; 正 像 上 
CME, 使 得 已 经 快 到 五 齿 的 松树 之 生长 大 大 恶化 。 密 植 是 。 
毫 甸 实 践 意 义 的 。 我 们 目前 花 没 有 沽 少 密度 来 定植 的 这 样 一 些 话 和 
的 硒 料 ,但 是 我 们 有 一 些 观测 衣 明 ,可 以 作出 并 帮 在 定植 基准 草 长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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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繁茂 的 沙 二 条 件 下 每 0.6 x 0.6 9k A 1 x 1 OK SDR PEA 15 
和 25 LEST AS EBB RE HY ER 
nS, FE As SEE Phe Be Se AE AY A PR EAD 

ie eee LI eR. SRR. ERR 
菜 沃 别 列 什 林 务 区 ,有 每 2 ABTA TS BEE 5 一 9 PRCA 
到 的 60 苍术 树 。 不 论 是 外 园 或 是 位 认 小 块 面积 中 央 的 松树 样本 ,或 
多 或 少 同样 有 存活 到 60 办 的 。 最 近江 年 在 我 们 小 块 面积 的 密植 中 ， 
必定 会 发 生 进 一 步 分 化 和 很 多 小 松 权 的 残 落 物 。 根 据 所 引 的 材料 可 
以 有 把 握 地 断定 , 将 首先 薄 且 主要 是 翰 到 小 块 面 积 中 央 有 这 种 残 落 
物 。 很 显然 , 在 每 块 小 块 面 积 上 到 最 终 只 可 能 有 不 多 的 最 强壮 和 人 发 
至 得 最 旺盛 的 松树 样本 存活 下 去 。 在 我 们 的 条 件 下 , BERS RBS 
中 央 的 植株 保 纺 了 外 围 的 赃 本 如 受 温度 的 剧烈 变动 和 在 定植 后 第 一 
年 帘 砂 理 等 等 的 危害 。 自 然 会 发 生 问题 :是 不 是 正 因 为 如 此 ,在 小 韦 
面积 中 央 小 松 权 生 长 较 坏 (平均 ) 的 情况 下 就 不 可 能 形成 较 好 的 、 最 
强壮 和 最 互 天 的 样本 了 呢 ? 从 以 下 雨 方面 可 以 得 到 这 个 天 题 的 答 
柴 : 一 方面 ,比较 小 块 面积 外 围 和 中 央 的 最 强壮 、 最 巨大 的 样本 ,而 另 
一 方面 , 查 明 小 块 面积 边缘 和 中 央 的 松树 生长 上 显著 差 轴 的 原因 。 

OE 9 SL Ted BE SL EELS 1G SR AEP BS Re Rs 
VA Be fg Sia ST BEA AEA 9 PERL BIPSE 5。 为 了 便 认 比较 ， 
所 有 的 套 料 都 用 小 块 面积 上 发 育 得 最 好 的 样本 之 相应 奏 料 的 百分率 
来 表示 。 由 此 表 可 见 , 在 两 种 小 块 面积 上 , 外 转行 中 较 好 的 样本 在 它 
的 生长 方面 、 在 质量 、 粗 度 (oxoeHae)、 增 长 量 和 根系 方面 都 优 然 小 
境 面 积 中 央 的 志 好 的 样本 。 假 如 每 志 小 块 面 积 上 所 有 的 小 松树 按 其 
大 小 和 夺 量 种 植 到 正在 减 少 的 一 行 中 , 那 应 成 了 这 样 的 情形 ,就 是 在 
一 平方 米 的 小 块 面积 上 , 生长 在 小 块 面 积 中 央 的 三 棵 较 好 的 伴 本 估 
据 这 一 行 的 第 11 12 和 18 的 位 置 , 而 在 四 平方 米 的 小 志 面 积 上 ， 相 

| 应 地 是 第 38 39 和 49 的 位 填 。 换 一 句 话说 ,在 一 平方 米 的 小 志 面 积 
上 , 取 自 煽 数 48 棵 中 的 10 棵 最 好 的 样本 在 小 块 面 积 外 围 的 第 一行 
生长 着 ,而 在 四 平方 米 的 小 块 面积 上 ,37 棵 较 好 的 样本 在 外 围 的 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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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H Vine eRe 

Ho RY Be fH CH) 

最 节 的 样本 …|100 | 100 |100 {100 100 
| use [Satara aja 

.).% 

100 |t00 

20 ee = ee 04 90 58 

最 好 的 样本 …| 81 | 52 | 69 | 38 

S[RRIFEA 
的 平均]| 78 | 39 | 61 | 29 42 | 42 | 58 

| 最 好 的 样本 …|100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SEI REAR | | Ee 
的 平均 ……| 95 | 82 ) _| 78 | 91 | 94 

最 好 的 样本 …| 75 | 48 | 62 | 55 | 83 Eh: te, 

| 30 | 50 | 77 

PALE, 7E9E 15 HTB Oy AMAIA IS EO EB AES, fe 
SASL AEP LAUT ASE BH OS BE AP 
项 。 因 此 , SE GA AEA LE PR 
AMPERA SIME, MR, EAMES BL 
PKA ERR. TE, HR Pl eT 
定 , LAS HRT LEH BE th 50 BAIN) 85—100 HE, EAE ASAE 
#5 ASTD BEEP SETTLE ABZ ASSL, 

我 们 觉得 很 显然 ,只 有 小 块 面积 中 央 的 松树 遭受 水 分 ,营养 物质 
以 及 部 分 是 光 的 不 足 才 可 能 是 上 述 现 象 的 原因 。 自 永 ; 光 在 这 吉 超 
的 作用 不 大 , 因为 正 像 上 面 所 确定 了 的 ,增加 定植 密 谨 引起 水 松树 生 
长 恶化 不 仅 在 小 志 面 积 的 中 央 , 而 且 在 光照 良好 的 外 转行 同时; 想 ， 
确定 在 东南 西北 位 置 不 同 的 边 行内 小 松树 生长 过 程 中 差 械 的 一 些 精 
MRS WAGER. AM, 在 光 和 温度 状况 方面 的 差别 不 
太 可 能 是 马上 所 表现 的 生长 差 机 之 原因 。 显 然 , 应 当 在 生长 地 的 水 ， 
PRR GRE AEG BERR: SAMIR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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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过 的 挖掘 根系 的 资料 ,十 分 明显 地 可 以 证 明 这 一 点 。 
RAVER, 五 齿 的 松树 形成 没有 发 过 的 主根 的 发 育 得 

很 弱 的 分 枝 多 烤 的 根系 。 根 系 深 度 是 15 一 45 厘米 。 任 何 地 方 也 没 
有 发 现 更 深 的 根 。 疑 问 发 生 在 松 权 水 分 营养 可 能 依靠 甚至 是 春季 
(4—5 A) ROLE, 比 之 再 晚 的 了 时 期 就 完全 没有 可 能 了 。 玫 徽 了 每 
一 植株 根系 的 独特 性 。 不 管 定植 的 密度 多 大 , 我 们 在 四 平方 米 的 小 
Sai PAL (10 厘米 深度 内 ) 楚 乎 没有 过 到 根 的 交叉 点 , 论 且 每 棵 小 松 
树 很 容易 带 着 它 的 根系 与 其 卷 株 分 开 来 。 烘 乎 所 有 生长 在 小 乾 面 积 
边 行 内 的 幼 树 都 有 一 个 或 者 几 个 有 四 分 枝 而 又 粗大 的 水 平 的 表面 
根 。 所 有 这 些 根部 是 由 小 据 面积 伸 向 行 因 方 面 。 十 分 显然 ,外 园 松 
树 生 长 得 比较 好 就 是 由 放 它 们 依靠 用 这 些 “ 便 面 的 ” 根 和 进行 行 间 “ 吸 
收 ”的 补充 营养 。 在 个 别 样本 , 这 样 的 根 长 过 5 7 米 。 长 的 表面 根 
之 数量 任何 地 方 也 没有 这 样 巨大 的 ( 玫 15), 但 是 小 松树 生长 得 全 
SRS RH. 它们 的 表面 根 就 总 长 。 外 围 的 第 二 行 甚至 第 三 行内 
所 有 发 育 的 松树 样本 都 有 长 向 小 块 面积 簿 围 内 最 边 行 的 根系 之 问 中 
关 地 带 的 这 样 一 些 根 。 | 

2UN RR EE MP LRSM 
中 央 发 译 得 很 好 的 幼 树 。 控 掘 表 明 , ESSE De EE As 
的 长 的 站 称 状 水 平 根 乃 是 它们 与 发 译 和 柔弱 的 矮小 畦 株 除了 生长 以 外 
的 瞧 二 差别 。 这 类 根 的 分 伤 是 有 其 特点 的 。 它 离开 根 栋 往 下 深入 ， 
在 那 吉成 为 水 平方 向 , 在 下 面纱 过 边 行 植株 的 根系 , 玄 且 只 在 这 些 根 
FAG Aly LAE Dei, BAG, 它 在 5—10 厘米 深度 内 水 平地 
偶 展 ,形成 少数 组 的 侧 分 枝 和 营养 的 里 根 。 

因而 ,在 密植 的 情况 下 ,在 小 乾 面 积 中 只 是 那些 藉 助 记 水平 的 表 
THA AE SR Te EH A AEE FEO BE, 
RAY DSR BEA TE ee, TEU SRE 
下 , 7) 38 TEE LAS RAE A BSE EL BIS MAOH. 28 
TYRESE. HEARS RAP ESET IEA EBT EE DE TT 

| REP eA TEE EL 9 J, PPE 1953 ELT 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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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 AS Se A, TT TBP 
THEMES RE. ADL, 研 除 了 边 上 的 一 

些 松树 。 自 然 ,要 由 这 些 坛 验 和 观测 作出 结论 还 早 得 很 s 
在 小 块 面 积 上 拱 气 根系 时 , 在 有 些 地 方 磋 到 成 块 的 在 耕作 土壤 

时 被 翻 入 坟 深 沙 层 的 草根 芋 。 草 根 土 是 充分 矿物 质 化 了 的 。 松 栅 根 

PAGS PRINS Uh) eS A ET PARA. AEE 
SUE Sp AEH SPH Ho EATER, ae BER BRE IE ED 
PFA, EPS eh EAR AR ee, 

BEA E LE OK TELER BASE T OUR Se BZ 
4%) ARIE OA BED ALR At FADS AS ARI BB EA 

BAS 47 SSR BI ao EE CET Zee aS PA RK, EE 
在 这 方面 目前 已 经 确定 了 的 任何 东西 ; AU PEAS 
的 情况 下 ,用 不 着 期 竺 没有 3 一 10 年 的 上 时间 ,“ 小 块 面 积 ” 会 交接 起 

来 。 根 据 在 类 似 的 条 件 下 位 置 相 近 的 老 作 物 剧 断 ， 地 眉 的 可 能 的 生 

产 率 比 之 工地 位 般 要 高 一 些 。 

最 后 必须 指出 , 全 部 所 引 的 详 组 资料 , 都 是 1953 年 我 们 在 很 多 
小 拨 面积 上 用 尺 量 检验 过 了 的 。 所 有 这 些 附 加 旭 行 的 尺 量 , 充分 证 

实 靶 我 个 所 查 明 了 的 规律 性 。 
根据 以 上 所 述 的 可 以 作出 下 烈 的 结论 。 

1. 在 一 平方 米 的 小 志 面 积 上 , 松 权 实 生 昔 的 株 行 距 是 10x20 厘 ， 
米 的 情况 下 ,在 五 齿 以 前 没有 显明 的 残 落 物 。 在 株 行 距 较 密 (10x10 - 
厘米 ) 的 情况 下 ,四 平方 米 的 小 块 面积 上 到 五 齿 时 已 被 淘汰 了 18.592 
的 小 松树 。 

2. 发 现 生长 在 小 声 面 积 中 央 的 样本 在 生长 方面 较 之 外 围 的 样本 
要 显著 落后 ; 其 生长 从 三 褒 起 就 开始 落后 ,虽然 不 存在 种 问 癌 等 ; 这 ; 
是 由 亦 在 个 体 密 植 的 情况 下 芋 壤 中 水 分 和 营养 物质 不 是 所 致 。 这 种 
(SST 

3. 松 横 定植 密度 由 每 平方 米 50 棵 增加 到 85 棵 ， 就 会 使 得 不 仅 
是 小 据 面积 中 央 , 而 且 小 块 面 积 外 围 的 树 的 生长 也 剧烈 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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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 图 的 小 松 楠 生长 得 所 以 较 好 , 是 由 於 它们 根 表 面 的 发 汗 , 这 

些 根 从 小 场面 积 伸 向 四 方 , 牙 在 小 块 面 积 箔 围 之 外 供给 水 分 和 营养 

y's 

5. PRPS PR, ARETE Be fe EB OK 50 FR CK 

概 在 25 棵 时 也 一 样 ) 以 上 的 情况 下 ,到 下 一 年 必定 全 部 遭 到 襄 亡 。 

6. 在 小 吉 面 积 上 窗 杆 松树 的 情况 下 , 目 然 稀 葡 不 能 预防 生长 的 

恶化 (即使 是 外 园 行 的 松树 也 如 此 )。 
7. 在 我 个 所 研究 的 不 存在 种 问 生 存 辣 等 (没有 由 亦 形 成 草根 十 

而 亲 草 成 片 半生 ) 的 条 件 下 , 在 小 志 面 积 上 密 密 的 栽培 松 档 没有 生产 

上 的 意义 , 因为 这 造成 定植 材料 和 生产 换 金 不 必要 的 大 量 耗 费 , 而 后 

IRF, MEAS HE PREECE RAE Fe FG REKE 

8. FEF AI AEE PERS, SERA“ RR RRP” 89 A NIE 

确 的 。 

9. 在 森林 栽培 业 中 , 其 目的 是 在 最 短期 内 养育 一 定 尺 码 的 木材 ， 

不 能 个 考 谍 到 树木 在 单 种 栽植 得 过 窗 的 情况 下 生长 的 减 遇 。 
(ESE “植物 学 杂 巷 ”DoraHqecKHE mypuat), 1954 年 ,第 3 期 394 一 402 页 ; 

著者 : 了 B. 开 . Pyouon; 原 题 : OUEBIT CTyYIeHHEIX HOCaIOK COCHEI B IUIOIIaIKRH 原文 遇 版 者 : 

苏联 科学 院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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