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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 八 四 年 三 月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March, 1984 

f t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分 类 地 位 的 研 

He RAR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摘 要 在 铝 师 骨 骼 解剖 的 基础 上 ， 明 确 了 伍 蜥 是 一 种 较 原 始 的 蜥 蝎 ， 与 异 朵 Xenosaurus 的 差异 

We. HEIRS SSA Shinisauridae; 并 初步 探讨 了 乌 晰 科 的 进化 地 位 。 

我 国 珍 员 动物 乌 蜥 ， 因 形态 特殊 曾 单 种 狐 成 一 科 Shinisatridae。 McDowell5Bogert 

《1954) 根 据 头 骨 和 度 肤 的 部 分 特征 ,将 乌 晰 归 入 异 蜥 科 Xenosauridae 中 作为 亚 科 ， 刘 承 钊 
等 (1962) 认为 它 与 弄 晰 的 地 理 分 布 特殊 ， 还 有 待 深 入 研究 。Rieppel (1980) fkiEss as 

膨 蜥 头 部 三 又 神经 肌肉 群 trigeminal muscles 存在 显著 差异 ， 提 出 “ 异 蜥 科 是 一 个 双 种 系 

发 生 的 科 吗 ? ”的 疑问 。 因 此 ， 深 入 研究 鲁 蜥 的 分 类 地 位 及 起 源 演化 ， 仍 然 是 很 有 必要 的 。 

鳄 蜥 是 较 原 始 的 晰 蝎 在 骨骼 学 上 的 依据 

动物 地 理学 的 研究 提 齐 ， 原 始 的 蜥 蝎 在 地 理 分 布 上 具 残 留 的 特征 。 从 乌 果 分布 仅 残存 我 

国 广西 瑶 山 一 带 ， 似 可 推断 它 较 原始 ， 但 尚 需 寻 求 形 态 上 的 证 据 。 对 乌 蜥 骨骼 的 分 析 可 知 ， 

它 具 有 下 列 原 始 的 特征 ， 

Rubs, LMS RRA 

i TAR FL 
ae a 

下 颌 由 6 CoP BS BS Fy ER hk 

第 3 SUE 

椎 间 体 见于 颈椎 及 尾 椎 

锁 间 骨 具 长 的 正中 骨干 

头 体 背 面皮 肤 中 均 有 真皮 骨 板 

检 rent ou a ee aah 

ie, PRAM RAR CEA, RTE, AFARSRARE. SUATE, 

一 -一 - ——— 

“AICHE 1982 2 4s _ SE MICA AERA Lee DD ies EW se Be Pe EL 
2S Feho 

本 文 于 1982 年 2 月 19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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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ja ri fileB 3 Bs ELA Ke, FHL ARCEERGE, AB SCH CUO Are EEL ERO PRSFRE. 
MAHI, ANG ay ENB an GURL AGA MTA «FP HES AR HE HS whe ST SA I a 

类 分 化 出 来 ， 作 为 单独 的 一 支 而 未 能 充分 演化 发 展 。 这 种 进化 上 的 保守 性 使 得 它 单 独占 据 一 
个 科 的 位 置 。 

鳄 蜥 与 异 蜥 的 骨骼 比较 

See Xenosaurus 仅 分 布 于 中 美洲 ， 已 知 1 属 3 种 。Barrows 与 Smith (1947) tse i 

ELSES PIL, It Skew PAnguidae 和 毒 晰 科 再 elodermidae LEAR, Harr MAM 

立 。 鉴 于 McDowell 和 Bogert (1954) JESe HAAR MB YE-ILA, ACES EW SST 

Mix RENO SER, SHR Barrows 等 及 其 它 作 者 关于 弄 晰 骨骼 解剖 的 报道 ， 将 二 者 加 以 

比较 。 

fies it SG Fe as BE HY FE AE Ks 

BEML, bMS RIES, mae RRDARARM, FHM, AiR -WHE 

Le, MHABABATRH BRA, BHASIERERA, BLO, LMARWAW LR 

WHAM, Wawk, LMARAL, AA RHAMRA ASME, MARA 

WP RS LAME. RANA SERRA, RDRAREA, GaAs 

‘ay (MAR I, BLE, SUERTE PSS, —ME, KHER ASA, Arr Ae 

BRUSH A, MAK, Bar ROR, PAMARK. 

85 Ohi SF aT SE EEA ERR LH 1, 

Be i Sh Se HM OER 
MILT Hwee hire, RES RES RE. MERE A, Seay Sao 

的 相似 征 状 ， 大 多 数 是 祖 征 。 这 些 祖 征 也 普遍 存在 于 更 高 级 的 分 类 阶 元 ， 即 蛇 蜥 总 科 Ang- 

uidea LAMY A Anguinomorpha 中 。 如 根据 这 些 共同 祖 征 而 把 旬 蜥 划 入 异 蜥 科 ， 显 得 

缺乏 充分 说 服 力 。 

Romer 曾 认 为 蛇 蜥 附 目 内 的 巨 晰 总 科 Varanoidea 重要 的 鉴别 特征 是 :向 后 延长 与 额 时 

和 前 额 骨 相 接 的 外 鼻孔 以 及 下 俩 均 型 上 的 差异 。 也 正 是 基于 此 ， 才 把 与 蛇 蜥 总 科 有 很 多 征 状 

类 似 的 毒 蜥 Heloderma， 改 录 巨 蜥 总 科 CRomer, 1956; 558—559) 。 SHAS RIL RY 
额 骨 ， 此 特征 不 同 于 异 蜥 及 蛇 蜥 总 科 内 其 它 类 群 。 乌 晰 下颌 具 关节 骨 及 此 骨 占 下 颌 全 长 之 比 

等 征 状 ， 与 异 晰 也 差异 显著 。 
Si aia SMAAK KE, Hecht 等 曾 对 伍 蜥 与 蛇 晰 附 目 内 其 它 科 、 属 作 

脊柱 比较 ， 认 为 最 相近 的 是 蛇 蜥 科 的 盾 背 蜥 亚 科 Gerrhonotinae， 相 似 程度 达 73% 。 甸 蜥 与 

寞 晰 的 相似 程度 为 61% CHecht, 1969; 17) 。 

Rieppel 对 蛇 蜥 附 目的 主要 类 群 作 头 部 肌肉 和 骨骼 的 比较 。 认 为 在 蛇 晰 总 科 现 存 种 类 
里 ， 最 原始 的 可 能 是 眉 背 蜥 。 他 根据 旬 蜥 的 三 又 神经 肌肉 群 与 异 晰 有 显著 差异 ， 雹 其 是 拟 里 
深 肌 (m。psetdotemporalis profundus) MLE BIWARE, EMSS H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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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不 同 进化 水 平 的 盾 背 蜥 先后 分 支 ， 然 后 独立 演化 发 展 的 。 基 于 些 ， 提 出 “ 异 蜥 科 是 一 个 双 
种 系 发 生 的 科 吗 ? 2 的 假设 。 他 还 指出 乌 蜥 头 部 骨骼 与 异 蜥 的 相似 征 状 不 多 ， 列 举 了 一 些 披 
此 有 差异 的 特征 (Rieppel, 1980; 24—60) 。 

作者 将 甸 蜥 的 骨骼 特征 与 异 蜥 全面 比较 后 认为 ， 从 表 工 所 列 各 项 征 状 表明 它们 之 间 的 骨 
散 存 在 显著 差别 ， 其 中 的 一 些 重要 差异 〈 表 2 ) 更 充分 反映 了 乌 蜥 与 异 蜥 之 间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ASA, AL, AMES EM LA ASE RIL RAAB I, RS HAL 
Shinisauridae, 

根据 目前 一 般 所 引 分 类 系统 和 乌 蜥 骨骼 的 主要 特征 ， 可 知 乌 蜥 与 蜥 蝎 亚 目 内 其 它 附 目 如 
Iguania、Nyctisatria、Leptoglossa 等 相差 基 远 ， 确 应 将 它 归 隶 蛇 蜥 附 目 。 在 蛇 蜥 附 目 
中 ， 鳃 晰 的 前 额 骨 入 外 鼻孔 ， 十 有 型 等 特征 ， 不 同 于 蛇 晰 总 科 的 其 它 类 群 ， 而 与 巨 蜥 总 科 相 
(lL, ASU NLAAMAROAD EE, UNA BRRS, MARTY SRILA, 
LSS ABEL, TRB, THEME, BOARASMERAS, Alt, ix 

yal eS we 5 HH MW FF Be ££ & HE RH HK 

fis 晰 异 Li 

1I. 前 owl 6 鼻 突 短 ， 与 额 肯 不 相 接 鼻 突 长 ， 与 额 骨 相 接 

2, oe 8 AGGA. SLICE 左右 微 相 接 ， 与 上 领 骨 相 接 
3. 前 额 上 骨 入 外 鼻孔 不 入 外 鼻孔 

4, Bil a KITMS 短 于 顶 骨 

5. iil 骨 背部 不 扁平 ， 与 鳞 骨 不 相 接 衣 部 局 平 ， 与 鳞 骨 相 接 

6. 7 Fe FAW 不 穿 透 顶 骨 

7. 骨 Jasa7e, Sake Stee JAAR, SMe ATE 

8. fie gs 4K, SURANMASRAE 宽大 ， 与 力 骨 和 顶 骨 均 相 接 

9 § RM FB ALL AA ERS 

10. je hs His Hl 

ll. & BH AA tienes ARG, HAS we 

122.4 #B 骨 SEAN 5S SAE 

3. be ta ie | AHHH 
14. t8 骨 ”与 下 颌 后 半 部 长 相等 ， 后 端 不 触 前 上 隅 孔 ”为 下 颌 后 半 部 长 的 1.5 倍 ,后 端 触 前 上 隅 孔 
15. 关 节 骨 有 与 于 隅 骨 意 合 

16. F i Oh 利 = 
ea al He 626 29 

18. 第 3 颈椎 RMS AAS 

19. HK: HE, AZHRSRAEE, Aa HPAL, ASS SEM, 7am 

Poste a eso, IER Sa Ie, IE; ae 

21k MR 8S 细 长 ， 组 成 各 骨 块 固定 连接 宽大 ， 组 成 各 骨 块 成 可 动 关节 

22. 上 RM FL BA, 与 眼眶 长 相等 缩小 ， 短 手眼 眶 长 

23. 侧 ol FL 长 径 小 于 眼眶 长 径 大 于 眼眶 

24。 攀 肯 窜 外侧 孔 退 化 livin) Be es 
25。 体 背 真 皮 骨 有 | Ke 
6.8% 自 R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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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wom 5 He MM FT HB HY £ F B A 

名 eT 异 2 
hi re MDp hgh AID INAL 

鲜 iB SPO AAT I AE SPO AT Ae 

oe TS 细 长 ， 组 成 各 骨 块 固定 连接 KEK, Aa Deh Hl ay 

ie Ts ay ee 

IN I Ah, SL fin Ae Aisi, FERIA Ae 

ee , 骨 有 与 上 隅 骨 念 合 
4 bi Bi Al BL 
第 3 oh HE Fy 无 肋骨 

Fe iE TERRI, AL ELA HOPE, 7c EB ek 

wa fl oF 十 字形 ， 正 中 骨干 长 锁 形 ， 正 中 骨干 短 

KZ ,用 因 骨 有 退 化 

两 大 类 群 间 ， 馈 晰 虽然 有 一 些 中 间 过 湾 类 型 som 
人 ae A 但 er a > thy iM Ni ; : Ae) 

HY RPAE, 但 更 接近 eer: ae it Pal Raith 及 环 嫉 笠 

蛇 晰 总 科 现 有 Eo ie iT BL: AA Beye (6 Shinisauridae Nenosauridae nee and 

的 一 个 侧 支 ， 环 蜥 科 Anaiellidae 是 非常 特 Wi % oo 

化 的 一 个 类 群 《Rieppel，1980) . ABE 进 六 Ap 
化 的 主 于 蛇 晰 科 Anguidae 是 几经 归并 而 Bi spa 

较 繁 杂 的 一 个 大 类 群 ， 对 该 科 现 存 种 类 原始 Ne 
型 的 代表 尚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以 鳞 蜥 的 骨骼 与 

蛇 蜥 科比 较 ， 反 映 出 它们 之 间 的 亲缘 关系 是 Jin X65 eH . 
很 近 的 。 鳄 蜥 具有 较 始 特征 ， 表 明 它 Primitive Anguids RIE, GRAARS ONUAE, ROVE —, Pemtine neue ea 
可 能 比 蛇 晰 科 现 存 种 类 的 大 多 数 更 原始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 蛇 晰 科 包 括 的 一 些 化 石 种 类 被 另 立 一 科 Gly pitches 

eats = ens 

如 上 杜 弓 、 眶 后 马 、 椎 体 的 形态 ， 且 1 工 枚 眶 上 骨 

comple pe 

AR A LBL 

ron 

AA 

FP aid Bsa 

as 8 SUE A 

ieee ee El eae J 

AIG MIE PK el aS 

AAW RRR 
因此 ， 

可 能 它 比 腊 蜥 更 原始 。 

FERC ET EMEA, EBT SS ait 与 异 晰 之 间 的 系统 发 所 关系 如 加 1。 

其 中 有 一 类 发 现 于 

台新 世 早 期 地 层 的 化 石 Xestops Cope, Sit aXestops 被 描述 的 特征 有 很 多 相似 ， 

» ARCRSL, LMAAL ML, Blew, wee 

2 FBC FLAS RUMEN. ASR SIRI o WF ENG RIN RARR 

SSA Seek, HP ssi aS Wa e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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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AXONOMIC STATUS OF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Hu Qixiong Jiang Yaoming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inisaurus cvocodilurus and Xenosaurus are compared 

based on the anatomy of skeleton, Most of the resemblances are plesiomor- 

phous, The main differences are given in the table below; those nimbered 

3, 8, 10, 11, 15, 16, 18, 19, 20, and 21 are especially important, These di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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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s clearly reflect that there is a great interval between the two genera, 

Furth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Shinisaurus is probably more closely rela- 

ted to Anguidae since, for example, its members are quite similar to those 

of Xestops Cope, which is classified in Glyptosaurinae, Shinisaurus possesses 

more primitive Sharackerdepick’ than Xenosaurus, so the latter may have 

evolved from the more advanced Angui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enera is discussed and a suggestion 

is made that Shinisaurus should be restored to a family status, Shinisauridae, 

Table of Comparison of the Skeleton 

between Shinisaurus and Xenosaurus 

Characters 

1, Premaxillary 

2, Nasals 

3, Prefrontal 

Frontal 

Parietal 

. Pineal foramen 

IY oo _ Jugal 

8. Squamosal 

9, Supratemporal 

10, Palate 

11, Pterygoid 

12, Ectopterygoid 

13, Epipterygoid 

14, Dentary 

Shinisaurus 

Nasal process short, no 

contact with frontal 

Fused, no contact with 

maxillary 

Entering external naris 

Longer than parietal 

Not contacting squamosal 

Piercing parietal 

Posterior narrower than 

anterior, not contacting 

squamosal 

Slender, no contact with 

parietal and jugal 

Moderate, entering supra- 

temporal foramen 

Palaeochoanate 

Toothed, much approaching 

prevomer 

Contacting palatine 

Sigmoidally curved 

Equal to posterior half 

of lower jaw in length, 

posterior tip not 

entering anterior 

surangular foramen 

Xenosaurus 

Nasal process elongate, 

contacting frontal 

Narrowly connected, 

contacting maxillary 

Excluded from external 

naris 

Shorter 

Contacting squamosal 

Blind | 
Posterior broader than 

anterior, contactinng 

squamosal 

Large and broad, 

contacting both 

Small, not entering 

supratemporal foramen 

Neochoanate 

Toothless, far from 

prevomer 

No contact 

Straight 

1.5 times as long as 

posterior half of 

lower jaw, posterior 

tip entering anterior 

surangular foramen 

Jp 第 。 

SET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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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rticular Present 

16, Teeth Sharp 

17, Presacral 26 

vertebrae 

18. 3rd cervical With ribs 

vertebra 

Fused with surangular 

Blunt 

ag 

Without rib 

19, Caudal vertebrae 

20, Interclavicular 

21, Supratemporal 

arch 

22. Supratemporal 

foramen 

Neural spines elongate, 

chevron not 

touching condyle, 

showing autotomy 

Cruciform, median 

process elongate 

Slender, rigidly 

jointed 

Large, diameter 

longer than that 

Neural spin short, 

chevron touching 

condyle, no autotomy 

Anchorlike, median 

process short 

Broad, movably jointed 

Reduced, diameter 

shorter than that of 

of orbit 

23, Subtemporal 

foramen shorter than 

diameter of orbit 

24. Lateral aperture Reduced 

of occipital 

25. Dorsal osteoderms Present 

Major diameter 

orbit 

Major diameter longer 

than diameter of 

orbit 

Widely open 

Absent 

= — i — fp — ff — rm if fff ef Yr — Po ff ff fina fief me ft mee — ft — a — fp — fe 

CEB 8 页 ) 

黑龙 江 林 蛙 ”Ra1ng amurensis 主要 分 布 在 兵 

自由 冰 坡 安 图 、 敦 化 、 活 清 一 融 。 习 性 和 中 国 林 峙 

相似 。 

w ijkz: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Ha 

EMEA HR), Bete e Mi aes 

一 直到 1800 米 的 小 天 池 中 均 有 分 布 。 通 常 多 生活 于 

林 缘 灌 从 和 林内 ， 很 少 在 开 冰 无 林地 帝 生 活 。 单 独 

活动 。 只 有 在 冬季 快 来 临时 ， 它 们 和 才 陆 续 进 到 江河 

或 十 坑内 越冬 。 异 年 4 月 未 才 从 越冬 地 出 来 ， 进 到 

St. 本 Ta 

WERE ml. (ewes 4 月 来 5 

Agr mle WR es AA 6 A yy. UN 

HeAk. SPW AAE IA 500 —20007 4S, 

因 个 体 而 异 。 食 物 主 要 为 各 种 昆虫 。 据 我 们 解剖 的 

346 Bia, HE MERAS A a wy A 50B 

种 ， 其 中 90% PLE CRIERTIO82) . TE 

大 部 份 都 是 有 害 昆 虫 ， 不 少 还 是 农林 炎 上 著名 的 害 

Hh, QR, Aan ohh, HS eo 

rps, RHE, 部 严重 的 危害 农林 业 。 

赵 正 阶 

《吉林 省 长 自 山 自然 保护 区 ) 

Zhao Zhengjie 

(Chang baishan Conservancy, J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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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 oBReRe KH BH mH RK 

AmPhibians of Changbaishan Conservancy 

长 自 山 的 两 栖 类 ， 过 去 研究 校 少 。 特 别 是 长 自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两 柄 类 ， 又 未 专门 报道 过 。 笔 者 

1962 年 以 来 对 长 自 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两 栖 类 作 了 采集 

和 观察 ， 现 整理 报导 出 来 ， 供 有 关 方 面 参 考 。 
= i eee Md oF 

长 自 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吉林 省 东南 的 安 较 、 和 

龙 、 抚 松 、 长 自 四 县 交界 处 。 东 南面 和 朝鲜 接壤 。 

面积 19 万 多 公顷 。 它 是 以 自 头 山 天 池 为 中 心 所 划 的 

一 个 环 状 地 带 。 海 拔 从 700 多 公 尺 直 到 山顶 2700 公 

尺 ， 垂 直 高 度 变化 榨 大 。 按 其 不 同 海拔 高 度 上 植被 

和 气候 条 件 的 差异 ， 了 明显 可 以 分 为 四 个 垂直 带 。 其 

中 1100 公 尺 以 下 为 针 阁 叶 混 交 林 带 ; 1100 一 1700 公 

尺 为 针 叶 林 带 ，1700 一 2000 公 尺 为 岳 桦 林带 ;2000 

一 2700 公 尺 为 高 山 营 原 带 。 混 交 林 带 气 候 比 较 温 
和 ， 人 年 平均 气温 通常 在 3 CULE, RARELY 

FAA-16C, HBAW 226 VE, CHM BK. 

SESE AIDELIA MEA. Le SET. eS 
针 叶 林 带 气 候 较 为 寒冷 ， 年 平均 气温 在 2 了 以 下 ， 

一 月 气 表 为 -20C， 无 霜 期 90 天 。 主 要 树种 为 鱼 鳞 

PAAR. REM EUR A 寒冷， 风力 强 

Fe 2S e-5 CW, Be ee 

CEH, RAK B1c, LRH 
60K. FREBZARHNEU ARH. AFH 

RRS, WARD ABIL 

调 s 4 aR 

据 我 们 三 于 多 年 来 在 长 自 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采集 

观察 ， 共 得 两 栖 类 2 目 5 科 8 种。 其 中 多 数 都 分 布 

在 1100 公 尺 订 下 的 混交 林带 ， 越 入 上 ， 其 种 类 和 数 

量 都 随 之 减少 。 现 按 分 类 系统 将 其 在 长 自古 的 分 大 
和 生态 习性 简 述 于 下 : 

Hat} 8 Hynobius keyserlingit EK Ah 4> 4 

较 广 。 从 山脚 一 直到 山顶 1800 公 尺 处 的 小 天 池 让 均 

有 分 布 。 多 生活 在 林内 和 林 缘 的 小 溪 沟 和 水 琅 内 。 

Bee toe. FUSE NR. Se. BR. 

Aw AA BOSE EW ey BL we AD 

Bho 7-2 — ARE 5 月 初 至 5 AA. (BEE 

BAAR, ARA6 ADAYA. WAP Pek 

质 丰富 的 静水 域内 ;水 温 一 般 在 8.77 —15.2° C 产 

出 的 匈 在 两 个 卵 胶 袋 内 ， 其 一 端 彼 此 粘连 固着 于 

7K tHE TK LL, PRA RK, AH Mes 

Spiki A — ANY RE PI FL eR, OPQ 

匀 分 散在 自 色 胶 体 中 。 孵 色 黑 , 圆 形 ,直径 3 毫米 。 

据 6 个 邦 胶 带 统 计 ， 每 个 卵 袋 内 有 卵 粒 51 一 56 枚 。 

我 们 曾 于 5 月 11L 日 检查 永 塘 , 未 见 有 卯 袋 产 出 ，5 月 

12 日 见 到 一 刚 产 出 的 卵 胶带， 间隔 一 日 检查 ， 到 30 
天 检查 时 ， 则 已 全 部 出 袋 , 袋 呈 一 空 膜 , Awana 

一 圆 形 小 孔 ,小 鲍 即 由 此 孔 钻 出 , 进 到 水 池 忠 生活 。 

东方 铃 效 Bombina orientalis 主要 分 布 在 900 

公 尺 以 下 的 低 耻 地带， 多 见于 混交 林 、 冰 时 林 和 林 

ASW RAIA: HARA MUSK AE 

NE BARE, BRADOTL WRAL, 

AAP EERE. PERKIN. PREWLE 
6 月 初 至 6 ANA. SBE, Bee 

A SM PKA AMA. IRA Pes 

SOKA. WEA So, 4 BARA 

于 水 坑 中 的 枯 枝 或 水 草 上 ， 也 有 分 散 沉 手 水 底 的 。 
we + es Bufo bufo gangarizans 主要 分 布 

在 1000 公 尺 以 下 的 低 山 地 带 。 林 内 林 外 均 有 分 布 

多 在 林内 或 林 缘 的 静 孙 池 中 产 匈 。 产 匈 季 节 多 在 5 

月 初 至 5 AHA. 
K #29 #4  Hyla arborea immaculata 2520 7) 

布 在 900 公 尺 以 下 的 低 山 地 带 。 多 生活 在 林 缘 灌 从 ， 

或 草 从 中 。 生 活 时 头 、 驱 和 四 肢 普 面 为 草绿 色 ， 光 
Sh, Bak BHA Zar Ra 
Mk, (EM. EKAULMERS, REI 
鸣 声 四 起 ， 因 此 常常 可 以 根据 它们 清脆 的 鸣 声 发 现 
它们 。 少 数 标本 生活 时 头 、 背 部 为 浅 肉 色 ， 其 下 有 
黑色 斑纹 ， 四 肢 有 构 斑 。 
@ #23 Rana nigromaculata 

ARI FAME Ua. SEVER. KR AOA Ee AE 
1, TEMS kaa, IBC >. Pe ONZE 
节 多 在 5 一 6 Al, SNR. ANON Be ey OR 
000A. EMEZARA, PVA. 

Ch #7 ID 

主要 分 布 在 800 © 

Ai? te halen aia anil Pes 村 

Na CHU Nv ade a mS Ye 人 

ar iP sc san custuna wiser ates Era ee ee ee EUR E AGS OO PME SYMON on SND nt nero a Seen wy tafe Neos Hy HB Oia tele tan das 



第 三 卷 第 一 期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报 Vol.3, Nel 
HABE = H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March, 1984 

鳄 晰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皮肤 的 

织 化 学 

何 济 之 
0 涯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Maderson (1964, 1965) 观察 了 是 蝎 和 蛇 的 皮肤 的 结构 ， 描 述 了 皮肤 的 胚胎 发 育 ， 以 

RENDER, RRB AE, Goslar (1958) 描述 了 Natrix netrix L, KEM A 

的 一 些 组 组 织 化 学 变化 。 Spearman (1966) 一 般 地 讨论 了 爬行 动物 皮肤 表皮 角质 化 问题 。 

Bryant (1967) 对 Lacerta vivipara 蜥 蝎 表 皮 的 超 微 结构 进行 了 研究 。 本 研究 试图 了 解 旬 晰 

BERR BY 2 2A = 25 iy #2 AS ee 的 分 布 与 变化 ， 以 便于 和 其 他 的 聆 行动 物 进行 比较 。 

材 g 5 FW & 

ASDF a Fr FA BS 3 ay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 HAs Ewe, 198245108 6 

FAK IN — BCA TE BE BY kc AE LE Eo. ZA AA Je» Ze RPS NR RR 

分 别 固定 于 Helly’ si, Lillie’s WRCarnoy’ sm, AREW, GW GAC) AH. A 

W8u.-Helly’ sieimLillie’ sm MEWAAWH, 2 BRERA Peas weal 

f2~AiHeidenhain’s Azan¥if, fE—MKAA eM, JA Ch’evremonth 

Frederic (1943) MIE MWASHEE, WHA att RHeCl, TAKE 1 人 小时， 封闭 
SHE: 用 Pearse (1951) 过 甲酸 Schiff 法 (PFAS) 显示 SS =; Faw Hig Schiff 

法 显示 伴 脂 类 ;用 Von Kossa 氏 法 显示 钙 质 ， 用 Mazia 等 人 (1953) Bonhag (1955) 氏 

MR: 〈HgBpB) 显示 总 蛋 和 白质 。Carnoy's 液 固定 的 组 织 切 片 ， 分 别 用 Kurnick 

(1952) 甲 基 绿 一 一 派 罗 宁 改良 法 显示 DNA FI RNA; 用 Feulgen 染 色 法 ，IN HCI 60°C7K 

解 8 分钟， 显示 DNA， 对 照 未 经 IN 有 C1 处 到 ;用 MecMaantus (PAS) 显示 多 糖 和 Best“s 卡 

红 染 色 法 显示 糖 原 ， 对 照 均 用 唾液 处 理 〈37"C)》 工 小 时 。 

观 IM N= 果 

铀 蜥 的 皮肤 形成 连续 的 一 层 责 皮 和 表皮 ， 并 外 罕 AU ER 一 系列 小 的 不 连续 鳞片 。 背 而 

ALR ARRAS, I-A, EER GAR, RAK BREA REE OD 
料 ， 谨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9 月 16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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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片 多 半 是 饰 变 的 楼 鲜 ， 其 间 杂 以 颗粒 细 鳞 或 小 结 节 。 只 在 腹部 表面 和 脚 上 可 见 有 一 般 的 长 
方形 重 迭 类 型 。 但 是 鲁 片 外 表面 的 角质 化 模式 与 所 有 其 他 有 鳞 目 的 相似 。 

乌 蜥 鳞片 的 结构 如 《〈 图 版 1， 图 1) 所 示 。 按 Maderson (1964, 1965) 以 及 Reoth & 
Jones (1967) 的 方法 ， 将 鳞片 表皮 分 成 外 表面 ， 内 表面 和 折 和 迭 的 绞 合 区 。 甸 蜥 的 皮肤 分 为 
真皮 和 表皮 两 部 分 。 
1. 真 皮 ， 在 鳞片 表皮 的 下 面 是 真皮 。 真 皮 再 分 浅 层 和 深层 ， 浅 层 是 玻 松 的 结缔 组 织 纤 维 。 
在 鲁 片 外 表面 的 浅 层 真 皮 区 域 有 分 支 的 黑色 素 细 胞 。 深 层 真 皮 是 致密 的 结缔 组 织 纤 维 集成 
粗 状 的 束 ， 束 分 支 并 交织 成 网 ， 大 都 与 皮肤 表面 平行 走向 。 在 深层 真皮 纤维 束 中 有 小 的 骨 板 
(Osteoderms), FRAMEREAW SAADEH LAM, Al. ERAaK, BARRE. 
FA SRA Tare fh Serta; Heidenhain’s Azan 法 染 成 深蓝 色 。 显著 的 PAS 阳 性 
基 膜 把 真 表 和 表皮 分 开 。 强 的 蛋白 质 反 应 发 生 在 真皮 的 胞 质 ， 多 糖 、 糖 原 和 结合 钙 在 真皮 胞 
质 呈 阳性 反应 ， 而 DNA 在 真皮 胞 核 呈 阳性 反应 。 
2 表皮 表皮 由 深层 到 表面 ， 依 次 是 生发 展 、 中 间 层 、w 角质 层 、B 角质 层 和 角 皮 层 “〈 见 
图 版 I1[， 图 2 和 图 9) 。 

RE ”鳞片 表皮 的 基层 由 一 排 柱状 
或 立方 形 细胞 组 成 〈 见 图 版 1， 图 3 和 图 9) 。 
细胞 核 位 于 细胞 的 中 央 。 用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 
色 的 切片 ， 细 胞 核 呈 淡 蓝 色 ， 细 胞 质 是 叶 伊 
红 的 粉红 色 ;， Heidenhain’s Azan 法 染 为 

栓 色 。 在 鳞片 的 外 表面 ， 生 发 展 细胞 之 间 偶 
尔 可 见 分 散 的 黑色 素 细胞 。 

在 生发 展 的 细胞 核 中 ，DNA Sap aly 
Fetlgen 反 应 〈 见 图 版 IT， 图 4) 。 胞 质 中 
的 蛋白 质 发 生 强 的 反应 ， 而 RNA, Ra 
结合 钙 质 产生 弱 的 反应 。 

PHA ABE? b, HERE 
Hel > BS SES = IG BY AE a IST TO 

( 见 图 版 1， 图 3 ) 。 细 胞 质 内 有 少量 的 颗 
HAS, AMER, FER EWA 
核 保 持 孵 形 。 中 间 层 的 细胞 核 逐 渐变 平 。 在 接近 角质 化 时 变 为 均 质 。 用 苏 森 精 和 伊 红 染 色 的 
胞 切片 旦 均匀 的 淡 蓝 色 或 粉红 色 ， Heidenhain’s Azan 法 染 为 内 色 。 

在 中 间 层 的 细胞 核 中 ， 显 示 DNA 的 Feualgea 反应 呈 阳 性 。 胞 质 中 的 蛋 自 质 产 生 强 的 反 
应 ， 而 胞 质 中 的 RNA 和 结合 钙 星 弱 的 反应 。 

CfA ”由 篇 平角 质 细 胞 组 成 。 角质 细胞 内 无 细胞 和 芒 。 细 胞 质 内 有 分 散 的 角质 里 
粒 ， 祖 当 于 颗粒 层 。 在 o 角质 层 下 面部 分 是 深 染 的 哮 伊 红 层 ， 有 多 芷 的 固 缩 细 胞 核 ， 显 然 是 
来 源 于 透明 层 细 胞 。 用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色 的 切片 呈 粉 红色 ， Heidenhain’s Azan 法 染 成 深 
红色 《〈 见 图 版 1， 图 2 )。 在 鳞片 内 表面 和 绞 合 区 ，% 角质 细胞 占 优 势 〈 见 图 版 1， 加 8 )。 ff 

态 氢 基 反 应 只 限于 w 角质 层 。 三 硫 健在 此 层 产生 强 的 反应 ， 但 比 B AREAS SLE 下 

图 9 友 肤 旺 片 外 表面 的 模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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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 FA5) FORE CLA 1, Ae) 二 者 都 发 生 强 的 反应 。 

有 角质 层 ”在 ca 角质 层 之 上 ， 是 较 厚 的 B 角质 层 ， 呈 均匀 的 外 观 ， 胞 质 中 有 许多 黑色 

AMAL, 222 角质 层 致 密 地 角质 化 了 的 角质 细胞 层 。B 角质 细胞 的 轮廓 不 清楚 。 在 鳞片 的 内 

表面 和 绞 合 区 ， 有 8 AHERE. ABRSMPARENDWA Ae; Heidenhain’s Azan 法 

染 为 红色 。 有 B 角质 层 的 外 表面 是 一 系列 精致 的 锯 雌 形 突 起 ， 呈 现 轮廓 分 明 的 小 刺 和 窜 的 角 皮 

层 (Oberhautchen) 〈 见 图 版 1， 图 3 和 图 9) 。 
二 令 健 在 8 层 发 生 最 强烈 的 反应 “〈 图 版 1， 图 7)。 结 合 磷 脂 和 和 钙 质 二 者 也 产生 强 的 反应 。 

讨 论 

钥 蜥 皮肤 表皮 在 形态 学 上 可 区 分 为 两 种 不 同 的 角质 化 层 。 内 面 的 角质 化 层 是 w 层 。 外 面 

的 角质 化 层 是 有 层 , 各 个 细胞 的 轮 廊 不 能 区 分 。 用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色 的 切 户 ，&% 层 呈 粉红 色 ， 

BEAS Es; Heidenhain’s Azan 法 分 别 染 成 很 鲜明 的 深 红 色 和 红色 。 相 当 于 Radall(1947) 

用 X 射 线 衍射 法 在 Zacerie 蜥 蝎 的 表皮 中 证 明了 的 角 蛋 自 x 层 和 角 蛋 自 B 层 。 在 有 层 的 外 表面 

呈现 轮 廊 分 明 的 小 刺 和 窝 的 角 皮 层 〈Oberfautchen) , Stewart (1975) 在 美洲 晨 晰 科 

(Iguanidae) 蜥 蝎 中 观察 的 一 致 。Ruibal (1968) 使 用 透射 电子 显微镜 术 对 壁虎 科 、 美 洲 

里 蜥 科 、 石 龙 子 科 及 蜥 蝎 科 等 科 的 蜥 蝎 ， 检 查 了 躯干 普 部 鳞片 隆起 的 表皮 ， 用 MO (Micro- 

ornamentation) 一 僚 来 描述 鳞片 表面 的 小 刺 和 板 层 的 结构 。Kimmich (1972) Rewer 

扫描 电子 显 微 锁 观 察 表 明 MO 模式 既 有 高 度 的 种 内 相似 性 ， 又 有 种 的 特异 性 。 鲜 请 表面 小 刺 

和 窝 的 细微 结构 是 遗传 决定 的 ， 变 化 很 小 ， 在 种 的 鉴定 上 有 一 定 的 价值 。 小 刺 可 能 是 对 散射 

光 的 适应 ， 减 少 强 光 线 的 量 透 入 身体 的 可 能 性 CPorter,1967) 。 人 小 刺 和 窝 可 能 是 互相 变换 

的 ， 小 刺 的 脱落 ， SiS HBA BAA (CStewart,1975) 。 有 窝 的 表皮 表面 类 型 有 

助 于 增 疯 光线 的 反射 率 ， 可 能 是 长 期 适应 环境 的 结果 。 

与 哺乳 动物 表皮 连续 角质 化 过 程 不 同 ， 有 鳞 目 表皮 角质 化 有 一 定 的 周期 性 。 表 明 表 皮 生 
长 与 角质 化 有 关 。 用 过 醋酸 法 在 乌 晰 表 度 部 分 有 强烈 的 胱 氨 酸 反应 ， 均 匀 分 布 于 oa 角质 层 和 

B 和 角质 层 。a 角质 层 的 反应 比 B 角质 层 稍 弱 。 提 示人 饼 户 上 面部 分 角质 化 下 面部 分 更 强烈 。 
Alt, Emits fey SARA (Maderson,1965) , Spearman (1965) 在 安乐 晰 属 

CAnclis) a Birh EM. Ze PIE BRS 1) HS IS I ae GEA ARO a. AE 

ge Fr _E Tal Bb 47 BEA BRN HAA RF ER BN AE TEER Ts (Lacerta vividis L,) 

的 鳞片 惠 ， 存 在 有 结合 硫 氨 基 ， 结 合 傍 脂 和 钙 (Jatrtett & Spearman, 1964) 。 这 与 我 们 

在 张 蜥 鳞片 中 获得 的 结果 完全 相同 。 

乌 蜥 天 块 的 晓 落 它们 的 皮肤 ， 提 示 磅 片 连续 的 基本 特征 。 虹 充 模式 和 蛇 的 最 显著 差异 是 

缺乏 移 住 的 哮 伊 红 颗 粒 细 胞 。 在 天 壁虎 (Maderson,1966) , 2xeyt CBryant,1967) 及 

BS prep CLillywhite,1968) 的 表皮 中 也 未 发 现 哮 伊 红 颗 粒 细 胞 。 有 关 蚁 皮 的 机 制 ， 
EFL ke «= CDeinag kistrodon acuius (Guenther) 》 中 已 提 到 了 。 

在 B 角质 层 和 w 角质 层 之 间 总 是 存在 着 组 织 学 制 片 的 人 为 的 裂缝 〈 见 图 版 上 ,图 1、2 、 

3 ) ， 是 组 织 学 显著 的 结构 特征 。 这 与 Maderson (1965) Zeit AMaderson (1966) 在 

大 壁虎 中 ， 以 及 Lillywhite (1966) 在 卡 罗 林 乐 安 晰 中 观察 的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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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引用 的 略语 表 

AQicrserpersrviacsheriie Ce er fc fileues) 

BMernasyinitoeeennesdeandandeures iaseendikeunitpbave tedenstarads:: Be ceglemte membrane. GS fe 

BO srnecsahsney covcrepes ave sna tensanare dentye yaspegingtl ide fn sae etlorn te aie y en Ge ee 

站 加 Geen dermis (深层 真皮 ) 

和 (真皮 ) 

1 全 生生 二 入 入 和 于 二 

TUGT sodised debi ecoante sce ere geare Mae ce denser seep ce ss 0haMets.ani ap ean ipiecaioee Gl ey. (eat aaa 

人 

全 --meso-layer (中 间 角 质 层 ) 
国生 网 下 Qherhantchen pee (BE 4p# HW ARE) 

全 站 OOsteoderta Cah) 

Ce ene ee surface zone (Spe if) 

SDeveceeteeteecsececeeeseresesseseetttcesensttesrereeseesrs eect perficial dermis ( 浅 层 真皮 ) 

Ge germinativum CEF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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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LOGY AND HISTOCHEMISTRY OF THE SKIN IN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 (Plate 1) 

He Jizhi )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 

The histology of the skin in six adults of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is 

observed and the histochemic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substances concerned 

with epidermal keratinization examined, The dermis consists of a thick 

layer of connective tissue, with the branched melanocytes lying in the outer 

stratum and the small bony plates in the inner, dense fibrous bundles, The 

epidermis Comprises a basal stratum germinativam, above which lie the 

meso-, a-, B-layer, and Oberhautchen with spinules and pits on its surface, 

living cells produced by cell division in the stratum germinativum and the 

keratinized cells outside, 

The epidermal keratinization is an outwardly differentiating process in 

aa ich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all the tissues concerned are changed 

into keratin, In the keratinized cells the nucleus and all other organelles dis- 

appear,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their normal functions, The dead cells are 

arranged in layers before ecdysis, giving the animal a protec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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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e - He R—h H 

A New Record of Testudinata of Guangxi 

笔者 于 1983 年 4 月 13 日 在 广西 粮油 食品 进出 口 

公司 采 获 来 自 武 鸣 县 一 只 龟 类 标本 ， 经 鉴定 为 多 

科 、 花 龟 属 之 花 怨 ocadia sinensis (Gray) , 

系 广西 新 纪录 。 标 本 存放 广西 中 医学 院 药学 系 。 

据 文献 记载 ， 花 怨 国 外 分 布 越南 ， 国 内 仅 分 布 

met. GRR. WHS. RN ARS A 

Jy #2210893’, 4b252392’, fF Ree ABD) 采 到 

该 种 标本 ， 这 样 将 东 至 福建 、 台 湾 、 南 至 广东 与 越 

南 建成 了 一 片 ， 在 动物 地 理 分 布 上 具有 一 定 的 意 

义 。 现 报道 如 下 : 

标本 性 别 = it 

标本 重 =: 13 00 Fo 

RABE “” 背 甲 长 24 厘 米 ， 背 甲 宽 17 厘 米 ， 

腹 甲 长 23 厘 米 ， 腹 甲 宽 9.4 厘 米 〈 股 和 角 板 处 ) ， 体 

高 8.6 厘 米 ， 尾 长 〈 肛 后 长 ) 5.4 厘 米 。 

形态 描述 

HH BRI, Des HAMS Rs W 

角 板 每 侧 4 ERs Aah; WMH, AW 

AM eo KMS 

腹面 MARIN, =H, wae BA 

Ocadia sinensis (Gray) 

M2, HAGE, AAASs Wage I*K, WA: 

AR 

ILARok, Wits, BAMA; Weel 1 

ee 

颜色 ， 体 背部 黑 棕 色 ， 二 、 三 椎 角 板 和 肪 角 

板 中 央 棕 褐色 ， 缘 角 板 上 部 色 变 浅 ,下 部 标 黄 色 , 中 

RSH. WBA Ee, HRB Ho 前 

后 肢 具 黄色 纵 纹 。 头 和 颈 的 背 、 腹 侧 具 黄 色 纵 纹 。 

习性 | MEAT SAB, Bie hse, RL Bebe 

ARES hig. HERBIE, EK, WED. IRA 

和 瓜 菜 不 食 。 

HK IT 

(广西 中 医学 院 药学 系 ) 

Lin Luhe 

GH College of Traditional Zoe 

Medicine) 



Rae 8 — PUNT ye jean 

TALE 三 月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Maen staat 

蜥 与 几 种 不 同 科 属 晰 蝎 类 的 眼 
蛋白 聚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泳 比较 分 析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pa 

at) J ae 
ie Ulf) Aisa 

APA, AV SERRI B Re EMR RRAWEMAT, HEE EB 

不 同 来 源 长 期 演化 而 形成 的 ， 在 结构 上 是 由 不 同 部 分 组 合 而 成 ， 所 以 一 直 被 实验 学 家 所 注 

意 。B。 豆 。Willier (1956) , Weiss (1950) 研究 晶状体 的 诱导 指示 时 ， 认 为 眼 晶 状 体 的 

形成 ， 是 起 因 手 一 定 种 类 的 分 子 ，Woerdeman (1950) 用 晶状体 进行 免疫 学 方法 研究， 检 
查 晶 状 体 原 基 中 特殊 蛋白 质 的 最 初出 现 和 以 后 的 发 育 ， 给 研究 晶状体 的 诱导 和 分 化 ， 捉 供 了 

有 价值 的 方法 和 材料 。Markert (1969) 报道 鱼 类 的 眼睛 和 脑 组 织 的 工 D 瑞 闻 工 酶 比 其 他 组 

织 的 LDH 同 工 酶 较 单 纯 和 稳定 ， 并 有 共有 特异 性 遗传 基因 。 套 尾 久 芳 (1980) 综述 评论 研究 

鱼 类 的 遗传 和 分 类 时 ， 发 现 钙 鱼 和 秋 口 鱼 的 眼睛 工 D 瑞 同 工 酶 表现 具有 也 4 特异 性 谱 带 等 。 

眼 晶状体 蛋 自 是 无 色 透 明 物 . 晶 训 中 含有 一 种 富有 羟 赖 氨 酸 和 已 糖 的 胶原 , 现 已 知 有 vx、 
8、7Y 三 种 可 溶性 蛋 自 质 及 不 溶性 硬 蛋白 ， 三 种 可 溶性 蛋 自 ， 其 氨基 酸 的 组 成 均 不 相同 ， 它 ， 

们 各 自 亚 单位 的 分 子 量 约 为 20,000。& 和 8 和 蛋 自 质 中 有 80%% 可 溶 于 水 ， 都 以 大 小 不 一 的 素 合 

体形 式 存在 ， 最 高 可 达 40 x 10* 道 尔 顿 育 合体，7Y 晶 体 蛋 自 不 聚 含 ， 是 一 种 具有 特殊 功能 的 蛋 
自 质 ， 与 视 蛋 自 一 样 沿 不 为 人 们 所 熟 习 。 

动物 的 进化 ， 从 低 等 到 高 等 动物 的 视 色 素 ， 除 了 有 其 共性 外 ， 尚 由 于 不 同 物种 所 受 环境 

刺激 的 不 同 ， 导 致 其 组 成 上 的 分 子 差异 ， 视 色素 是 这 样 ， 构 成 视觉 功能 的 主要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的 晶状体 蛋 自 ， 在 不 同 科 属 的 蜥 蝎 类 是 否 有 所 差别 ， 尚 未 见 有 报道 。 

fb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l 在 晰 蝎 亚 目 中 狐 成 二 科 ， 近 年 来 国内 对 乌 晰 的 分 类 地 

位 、 生 态 、 生 理解 剖 及 生物 化 学 的 研究 渐 多 ， 如 赵 尔 几 等 〈1980》 WHEREAS SL 

Hig (LDH) 进行 了 研究 ， 吴 贯 夫 等 (1981) 对 旬 晰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初步 观察 以 及 胡 其 雄 
(1980) 对 馈 晰 神 精 系统 解 部 的 研究 ， 并 与 其 他 几 种 蜥 蝎 作 了 比较 讨论 。 

本 试验 采用 旬 晰 的 眼 晶状体 可 溶性 蛋 自 质 ， 与 其 他 几 科 蜥 蝎 的 代表 ， 在 聚 琴 风 酰胺 凝 胶 
电泳 上 进行 比较 分 析 ， 为 探讨 鲍 蜥 的 分 类 地 位 、 生 态 、 习 性 及 其 演化 关系 等 提供 参考 。 

本文 承蒙 胡 其 雄 同 志 提 出 宝贵 意见 ， 吴 贯 夫 ， 李 胜 全 ， 杨 文明 等 协助 采集 标本 ， 玫 宜生 同志 绘图 ， 在 

ULF es RH 

ASIC 1983466 A 27 B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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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 5S A 

1。 材料 

编号 fh 名 ”采集 地 点 采集 时 间 
ie ine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Ahl( 异 蜥 科 ) 广西 锅 县 1982.9 

By Keeps Chdivy) Gekko gecko (Linnaeus) (HERE EL) J pow Ss 县 1982.9 

Si PERLE BEG, subpalmatus Guenther (BEYER) 四 川 成 都 1982 7 

4. ele MfOphisaurus harti Boulenger Cele} DEI || Pee FE 1982.7 

5. 草绿 龙 蜥 Japalura flaviceps Barbour et Dunn CRORE) 四 川 泸 定 1982.7 

6. Ki &fEumeces tunganus Stejneger 〈 石 龙 子 科 ) 四 川 泸 定 1982.7 

Ce 3 

自 活体 摘出 两 眼 晶状体 ， 甩 滤纸 将 血丝 及 异物 吸 净 ， 再 用 葵 汐 水 冲洗 三 次 ， 然 后 移 至 玻 

璃 匀 浆 器 中 ， 加 入 相当 晶状体 重量 的 20 倍 水 ， 在 冰 浴 上 和 匀 浆 ， 待 有 不 溶性 硬 蛋白 出 现 后 ， 移 

至 离心 管 中 ， 以 每 分 钟 3000 转 离心 5 分 钟 ， 取 上 清 液 即 可 ， 或 经 冷冻 王 燥 成 粉末 备用 。 

电泳 缓冲 液 为 0.025M 硼 砂 , WVBR es HBR 4 FSA Hts BOE AZ ak DETR BEDS 7%, FA7Cm X 7cm X 2mm 

垂直 板 连续 电泳 ， 电 压 200Y， 电 流 60mA， 电 汶 3 小 时 ， 考 马 斯 亮 兰 兴 色 ， 为 增 大 凝 胶 密 

en 在 制 干 板 时 在 退色 液 中 加 入 8 i, WA. SIL 

样 量 为 lmg/5u1。 用 3 只 以 上 活体 动物 的 新 鲜 组 织 衬 品 和 经 冻 干 后 的 样品 进行 重复 试验 。 

£5 aR 

用 二 这 和 Aas Jolie, ALLA HAMLIN, OCP MER, Hh 

7 Eevee Ca UE “a a 

559; ATLA Bs RRS yea 炳 酰胺 SF HL fee LAP He 2 BR ay RAK EOF Hh Bit Fe ee 

AE BIKA Ie ZiKRAA 

1, 3 a) 2a, 3, SESE ER 
4. kexety 5, SRR 6. KKAK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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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 TT EE 08 HG SC, 4 科 5 MTSU AACA OETA Do PSA, AE 
SOME UE AEER ONE LAY, Oi, eae SB 
SLAAAEA 工 谱 带 。 除 了 刍 果 和 大 壁虎 外 ， 又 都 出 现 蛋 自卫 带 。 壁 虎 科 的 两 种 壁虎 的 谱 
带 相近 似 ， 都 有 6 一 7 条 蛋 自 谱 带 ， 比 其 他 几 种 蜥 蝎 的 带 数 均 多 ， 责 为 突 山 的 是 ， 这 两 种 训 
ALLAN TRAGER ARAM. (LRT EE VG, AA 
EEO sk. BMRA 2 条 谱 带 ， 是 这 几 种 晰 蝎 中 谱 带 最 少 者 。 

re re ae 

根据 上 上述 结果 ， 说 明 这 5 PAS AHR BAKER AME AAS, PLS 

别 明 显 ， 其 中 共同 均 具 有 的 蛋 自 芋 谱 带 。 这 可 能 是 此 类 蜥 蝎 眼 晶状体 中 不 可 缺少 的 一 种 蛋 自 
质 ， 但 不 同 科 间 蜥 蝎 表 现 的 电泳 迁移 率 不 一 ， 数 目 不 等 。 如 但 蜥 ， 草 绿 龙 果 和 脆 蛇 蜥 ， 三 者 
的 形态 学 的 亲缘 关系 较 近 ， 其 眼 晶 状 体 的 蛋 自 谱 带 又 均 具 有 和 蛋 自 工 带 ， 又 如 乌 晰 是 水 枉 性 较 
强 的 一 种 蜥 蝎 ， 而 它 没有 蛋白 四 谱 带 ， 另 外 几 种 陆 栖 性 蜥 蝎 均 共同 具有 和 蛋白 下 谱 带 。 胡 其 礁 
等 〈1984) WOH ES HMO LERCH, GRP ERA, SET 
ROMLE REEL TR ek, HEIR (RE 2) A A 
HSK MK Ase (1980) , fata (1979) , WRAEKE SYA RAR BER 

细胞 亚 显 微 结 构 的 研究 中 ， 认 为 大 壁虎 是 从 县 行 性 蜥 蝎 习 性 变 为 夜行 性 过 程 中 ， 保 留 了 昼 行 
性 视网膜 的 基本 结构 ， 它 的 锥 体 视 细胞 变 为 杆 体 视 细胞 ， 因 此 天 壁虎 兼 有 夜 视觉 和 昼 间 视觉 
的 灵敏 性 ,从 而 致使 大 壁虎 的 视 色 素 也 随 之 而 改变 , 它 的 视 蛋白 是 锥 细胞 视 蛋 白 的 性质 。 视 蛋 
白 和 视 色 素 是 如 此 ， 那 么 夜行 性 的 大 壁虎 和 跑 趾 壁虎 的 眼 晶 状 体 蛋 白质 的 组 成 上 ， 结 构 与 功 
能 上 的 协调 和 统一 ， 它 的 蛋 自 质 必 然 产 生 的 变化 ， 从 其 电泳 行为 上 ， 除 了 壁虎 科 与 其 他 尽 行 
蜥 竭 类 都 具有 的 蛋白 工 和 蛋白 卫 谱 带 外 ， 又 增加 了 蛋白 下 和 和 蛋白 有 ， 贾 3 条 谱 带 。 这 种 功能 
性 蛋白质 的 保留 和 增 减 ， 当 然 与 结构 上 极其 复杂 的 眼 器 官 和 视觉 功能 的 强 弱 ， 在 某 些 组 织 上 
表现 了 分 子 结构 的 特征 。 蜥 蝎 类 的 眼 晶 状 体 蛋 自 ， 科 间 具 有 一 定 的 专 一 性 ， 以 此 为 材料 对 
象 ， 对 其 动物 的 分 类 和 演化 的 研究 ， 是 否 也 具有 一 定 意 义 ， 有 待 进一步 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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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SYSIS ON LENS PROTEINS IN SHINISAURES 

CROCODILURUS AND SEVERAL OTHER LIZARDS IN DIFFRENT 

FAMILIES BY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E Weiyuan 

|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behaviour of the soluble proteins in the crystalline lenses in six 

lizards, including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in five families is investigated 

by electrophoresis in polyacrylamide gel, The electrophoretograms obtained 

show prominent inter-family differences in mobility and in the number 

of bands,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degrees of evolution are analysed by 

combining the electrophoretic behaviour with morphotaxonomy, The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e.g,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Ophisaurus harti, and Japarula 

fleviceps, possessed similar electrophoretagrams, characterized by having a 

common Band II, while the distantly related ones, e.g, those in Gekkonidae 

a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other families, had dissimilar electrophoreto- 

grams, The two nocturnal geckos in Gekkonidae not only possesse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bands but also two specific bands, while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which is slow in evolution, possessed the least number, Lens 

protein is thought to be of referential value in the studies of taxonomy and 

evolution owing to its stability during electropho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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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永 文 用 骨 散 细胞 制 片 法 ， 分 析 了 青岛 产 忠 国 林 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其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目 汽 

2 三 24， 配 成 殖 对， 分 为 三 介 组 ，A 组 (1 一 5) ;8 组 66) 3 C 组 (7 一 12) 。 第 1 三 5 对 荣 

色 体 的 短 璧 上 往往 有 次 弱 痕 ， 第 6、7 、9 ,11.12 对 染色 体 的 长 昔 上 也 往往 有 次 绕 痕 。 第 10 对 染色 

(KS mA BS. WERE STAI Ae LF Le 

i 8 By SAL Ee RAR, RAMs TERA AR aay 

物 。 

”我 国 两 栖 类 专家 刘 有 承 钊 和 胡 淑 琴 ， 早 在 60 年 代 初 就 认为 中 国 的 林 蛙 群 是 比较 复杂 的 。 它 

的 分 类 是 我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中 需要 解决 的 问题 之 一 ， 并 希望 在 进行 动物 区 系 调 查 中 进一步 解决 

这 个 问题 。1981 年 吴 政 安 首 先 通 过 染色 体 组 型 的 比较 ， 对 我 国 林 蛙 的 分 类 提出 了 自己 的 见 

解 ， 加 速 了 我 国 林 蛙 分 类 工作 的 进展 。 看 米 ， 通 过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分 析 和 比较 的 研究 ， 将 可 能 

是 解决 我 国 林 蛙 群 分 类 的 一 条 捷径 。 于 是 ， 我 们 分 析 了 青鸟 产 中 国 林 些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并 把 

青鸟 产 与 北京 产 中 国 林 些 的 染色 体 组 型 进行 了 初步 比较 。 

fl em eal ee sy ERE ES) eS ah ai eens OME ets 

3 和 
RES <4 § ”95% 可 信 限 XisS “69% 可 信 限 ” 染色体 类型 

1 16.13 士 0.89 15.77—16.49 47.43 士 1.54  46.81—48.05 m 

2 13872200679 13660-14514") 38530z- P66 |) 37263—-38.97 m 

A4a (1—5) 3 12.56 220618), tela, 24a k8) 9) 34 Pea). 94.) 34100-3446 sm 

4 12,000.76 11.69—12.31 38,461.08  38.02—38.90 m 

5 10.000.36 9.85—10.15 43,311.32 42.78—43.84 m 

B24 (6) 6 7390.36 helt itd AA Spiel he 23e O22 ot st 

7 Hosilas(\ 45 DeAVar) Det Zh abc DOs b«G0 ))) SoCo Mpa sm 

C28 (7—9) 8 5,14=£0.30 E02 Been BO eaelAGs) Sec b0—— 40.02 m 

9 5.092033 °4.96— 5.22 19,89-41.89  19.13—20.65 st 
10 A 52a 28 e438 ASGI "30. 172E2.85 1.290231 32 sm 

11 Al, Wasa 4.04— 4.26 31,532.02 -30.71—32.35 sm 

12 3.8420.25 3.74— 3.94 33.84 士 2.59  32.79—34.89 sm 

本 文 于 1983 年 5 月 18 月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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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 yy, To a SF LLY PEG A pe Cana chensinensis) 。 所 用 明 iii 细 

胞 制 片 法 与 我 们 以 前 的 报道 相同 。 染 色 体 的 测量 、 统 计 、 编 号 和 分 组 均 按 常规 分 析 法 进行 。 

We 5 4 AR 

PMT (59, 6 3) 的 共 200 + REAM AAI 4 Blan, ie ee gh el EY = 
倍 体 染 色 数 目 为 2n= 24， 配 成 12 对 。 雌 雄 个 体 间 未 见 异 型 染色 体 

图 版 IE， 图 1、2 为 青岛 产 中 国 林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我 们 选 26 个 中 期 分 裂 相 进行 染色 体 
的 测量 ， 统 计 〈 见 表 1 ) 。 根 据 测 量 统计 的 结果 ， 将 青岛 产 中 国 林 蛙 的 全 部 染色 体 分 为 三 个 
组 ，A 组 (1—5)s BA (6)s C4 (7 一 12)。 兹 分 别 简 述 三 组 染色 体 的 主要 特征 如 下 : 

A 组 (1 一 5) ， 本 组 全 部 染色 体 的 短 臂 上 靠近 着 丝 粒 部 位 ， 都 往往 可 见 微小 次 弱 痕 。 
第 工 对 不 但 是 本 组 染色 体 中 最 大 的 ， 也 是 全 部 染色 体 中 最 大 的 染色 体 。 其 着 丝 粒 靠近 中 央 ， 
最 易 从 分 裂 相 内 将 它 识别 出 来 。 第 2 对 的 相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数 均 小 于 第 一 对 ， 但 都 大 于 第 
三 对 ， 故 也 易 被 识别 。 第 3 和 第 4 对 染色 体 虽 然 大 小 相近 ， 但 第 4 对 的 着 丝 粒 指数 比 第 3 对 
的 大 ， 依 据 这 一 特征 便 易 把 它 俩 区 别 开 来 。 第 5 对 为 本 组 中 最 小 者 ， 它 的 着 丝 粒 KAR 
大 ， 除 小 于 本 组 第 工 对 染色 体 的 以 外 ， 均 大 于 本 组 其 它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粒 指 数 ， 所 以 ， 很 易 被 
识别 之 。 

B 组 (6) ， 本 组 只 包括 第 6 一 对 染色 体 。 它 显著 小 于 前 组 的 最 小 的 第 5 对 染色 体 ， 而 
显著 的 大 于 后 组 的 第 7 WEEK. ENMMKEDF10.0, AF6.0, BEBE, He 

” 立 为 一 个 组 。 第 6 对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粒 指数 较 小 ， 为 亚 端 着 丝 粒 人 染色体， 最 易 从 分 裂 相 中 把 它 
识别 出 来 。 

C 组 〈7 一 12) ， 本 组 除 第 8 对 染色 体外 都 往往 可 见 次 绞 痕 这 种 标志 特征 。 第 7 对 染色 
体 小 于 上 组 的 第 6 MAK, RE BLAND ANKUR, BBA, PERRI 
别 。 第 7 对 染色 体 的 短 臂 上 介 尔 出 现 微小 次 缮 痕 ， 当 与 长 璧 次 缮 痕 同 时 出 现时 ， 则 表现 为 双 
次 绞 痕 的 形象 。 上 述 双 次 弱 痕 的 形象 有 时 也 出 现 于 第 2 对 染色 体 上 〈 见 图 版 了 了， 图 3)。 这 种 
双 次 绞 痕 现象 ， 在 已 报道 的 两 栖 类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中 ， 尚 未 见 描述 过 。 在 某 些 中 期 分 裂 相 中 ， 

表 2 青岛 产 与 北京 产 中国 林 星 染 色 体 相 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数 的 代表 值 比 较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AER Ae ABT RSE 16.13 18.87) 12.56 1260031 Os0d unt. 890 beatenbelA, 5.08 4,52 4.15 Sued 

won 相对 长 度 15.90 13.20 12,10 11.50 10.10 7.60 5.50 5.40 5.20 5.00 4.70 4.00 
= pe St 2p oe te ee 

: HEL Ph 看 丝 粒 指数 47.43 38.30 34.38 38.46 43.31 24.33 36.56 39.34 19.89 30.17 31.53 33.84 
AGA ro Eel PRE 着 丝 粒 指数 47.30 36.00 34.10 38.60 43.90 23.60 27.10 39.20 18.50 39.80 31.20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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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对 染色 体 得 臂 未 端 显示 随 体 。 第 8 对 略 小 于 第 7 对 ， 着 丝 粒 指数 却 大 于 第 7 对 的 ， 是 全 
部 染色 休 中 唯一 不 具 次 缮 痕 的 染色 体 ， 故 也 易 与 第 7 对 染色 体 相 区 别 。 第 9 对 的 长 臂 上 靠近 
着 丝 粒 部 位 有 微小 次 绻 痕 。 其 着 丝 粒 指数 不 但 在 本 组 中 最 小 ,而 在 全 部 染色 体 中 数 它 的 最 小 ， 
因此 ， 易 被 识别 。 第 10 对 短 臂 未 端 往往 有 随 体 这 个 特殊 标志 ， 所 以 ， 易 与 它 邻近 的 第 9 、11 
两 对 染色 体 相 区 别 。 我 们 还 观察 到 第 10 对 染色 体 的 随 体 联合 现象 〈 见 图 版 IT ， 图 4 ) 。 第 11 
对 染色 体 的 长 避 上 有 较 大 次 绞 痕 ， 易 从 本 组 中 将 它 识别 出 来 。 第 12 对 是 全 部 染色 体 中 最 小 的 
染色 体 ， 它 的 长 臂 上 又 有 时 轴 现 微小 次 绞 痕 ， 故 易 被 识别 之 。 

以 上 诸 染色 的 称 志 性 特征 ， 往 往 不 能 在 同一 分 裂 相 中 表现 出 来 ， 一 定 要 观察 足够 的 分 
相 后 ， 才 能 了 解 到 这 些 标志 特征 的 客观 存在 。 肉 雄 个 体 之 间 在 次 缮 状 的 特征 上 尚未 见 差异 。 

”我 们 在 观察 大量 的 青岛 产 中 国 林 硅 的 骨 上 散 细 胞 中 期 分 裂 相 以 后 ， 发 现 与 吴 政 安 报 导 的 北 
京 产 中 国 林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之 间 ， 既 有 较 大 的 一 致 性 ， 又 有 显著 的 特异 性 〈( 见 图 1， 图 
2 ) 。 兹 初步 比较 如 下 : 

56 

# 加 
& 

粒 9 

数 20 

0 ‘5 10 15 20 

Ae py be ee 图 2 青岛 产 与 北京 产 中 国 林 上 蛙 业 和 色 体 相对 长 
a ae 度 和 着 丝 粒 指数 可 信 限 比较 图 

图 1 青岛 产 与 北京 产 中 国 林 上 壮 染 色 体 组 型 模式 图 比较 A: 北京 产 中 国 林 些 

a: 青岛 产 中 国 林 些 白 ， 青 岛 产 中 国 林 上 

自 : 北京 产 中 国 林 些 

青鸟 产 与 北京 产 中 国 宁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的 一 致 性 方面 ，〈1 )。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目 均 为 

2n=24, (2).481. 3. 4. 5. 6. 8, 9, 1L2 族 对 对 应 区 和 色 体 相对 长 麻 和 着 次 种 

中 数 都 很 接近 〈 见 表 2) 。 它 们 俩 染色 体 组 型 的 特异 性 方面 。〈1 )。 青 岛 产 中 国 林 召 第 11 对 

REWER AKL KADER: 第 12 对 染色 体 长 辟 上 有 时 出 现 微小 次 络 痕 ;第 10 对 染色 体 短 臂 

末端 具有 随 体 。 北 京 产 中 国 林 蛙 则 无 上 述 特征 。〈2 ) .二 者 的 第 2 、7 、10 三 对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粒 指数 ， 均 存在 较 显 著 的 差异 。 

tf ve 

我 国 林 蛙 群 是 复杂 的 ， 据 以 往 的 资料 看 ， 单 从 外 部 形态 和 结构 特征 上 比 它们 之 间 的 差 

异 ， 很 难 将 相似 者 区 别 开 来 ， 以 明确 其 在 分 类 上 的 实际 位 置 。 前 人 在 分 类 工作 中 ， 从 未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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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青岛 产 与 北京 产 中国 林 蛙 在 外 部 形态 和 结构 上 有 什么 明显 差异 ， 因 此 ， 至 今 尚 无 人 怀疑 青 
岛 产 与 北京 产 中 国 林 蛙 在 分 类 上 的 相同 。 有 趣 的 是 青岛 产 与 北京 产 中 国 林 蛙 染色 体 组 型 的 比 
较 ， 给 我 们 提供 了 怀疑 上 述 问题 的 较 好 资料 。 

青岛 产 与 北京 产 中 国 林 蛙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差异 ， 最 为 突出 的 表现 是 青岛 产 中 国 林 蛙 的 第 11 
和 12 两 对 染色 体 的 长 臂 上 往往 出 现 次 缮 痕 ， 第 10 对 妆 色 体 短 臂 未 端 出 现 随 体 。 由 于 ,次 绞 痕 入 
往 在 某 些 种 的 某 些 染色 体 固 定位 置 上 较为 稳定 的 出 现 ， 很 多 人 同意 把 次 几 痕 这 个 标志 作为 研 
究 染 色 体 演化 中 的 有 效 形 态 学 特征 。 如 Wassermann et Bogart (1968) 和 Robinson et 

Stephenson (1967) 等 均 持 锡 同 的 态度 。 吴 政 安 等 〈1983) 在 《黑龙 江 林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及 其 C 带 分 析 》 一 文中 指出 ， 多 数 两 栖 类 动物 染色 体 数目 的 变化 不 大 ， 其 变化 更 多 地 反映 在 
次 绞 痕 的 数量 及 分 布 位 置 的 变化 上 。 陈 文 元 等 〈1983) 在 对 四 川 六 种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的 比较 
研究 以 后 ， 认 为 在 研究 蛙 属 物种 的 核 型 演化 中 ， 必 须 考 虑 次 绕 痕 的 数目 、 形 态 和 位 置 特征 。 
当然 ， 次 缮 痕 在 同一 物种 里 ， 不 同 组 织 或 相同 组 织 的 细胞 间 也 有 差异 ， 李 树 深 等 在 他 们 的 实 
验 里 也 观察 到 类 似 情况 ， 还 有 人 认为 次 科 痕 的 出 现 与 否 是 与 标本 制作 过 程 中 的 某 些 技术 措施 
有 关 。 尽 管 这 样 ， 并 不 能 以 此 否定 次 缮 痕 作 为 染色 体 演 化 中 有 效 形 态 学 特征 的 价值 ， 因 为 ， 
只 要 观察 足够 的 分 裂 相 后 ， 便 能 确定 某 种 动物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中 ， 哪 些 染色 体 具 有 次 绞 痕 这 个 
标志 。 我 们 统计 第 11 对 染色 体 的 次 弱 痕 的 出 现 率 约 为 68%， 这 表明 第 11 对 染色 体 长 臂 上 具有 
次 缮 妆 是 无 疑 的 。 第 12 对 染色 体 的 次 缮 痕 的 出 现 率 较 低 ， 约 为 5 %。 众 所 周知 ， 随 体 的 有 无 
和 它 在 哪 对 染色 体 的 哪个 臂 上 ， 对 于 两 栖 动 物 的 分 类 具有 重要 的 参考 价值 。 青 岛 产 中 国 林 蛙 
第 10 对 染色 体 短 臂 末端 具有 随 体 ， 北 京 产 中 国 林 蛙 却 无 此 特征 。 根 据 以 上 的 差异 ， 我 们 认为 
青岛 产 与 北京 产 中 国 林 上 蛙 很 可 能 是 同 种 不 同 亚 种 中 之 动物 ， 应 引起 研究 者 的 进一步 注意 。 

目前 ， 细 胞 工程 学 的 研究 正在 兴起 ， 它 非常 需要 染色 体 数目 少 ， 形 态 易于 识别 和 具有 特 
殊 标志 的 动物 为 材料 ， 如 果 采 用 两 栖 类 动物 作为 这 方面 的 研究 材料 ， 那 么 ， 青 岛 产 的 更 优 于 
北京 产 的 中 国 林 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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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ARYOTYPE OF RANA TEMPOR4RT4 CHENSINENSIS 

FROM QINGDAO 

(Plate TL) 

Jiang Shuting Shen Churen Meng Yin 

*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Bengb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karyotype of the myelocyte of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found 

in Qingdao is analysed, The diploid number, 2n, equals 24, A secondary 

constriction can be seen at the short arm of pairs 1—5 and at the long arm 

On Pairs) 64.0 74,79 .W Lily rand, 22,1 Pair. 10 canny{a.satellite/amihe short) anne 

No heteromorphic chromosome is observed,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which is found in Qingdao and used in this 

study ts considered to be of different subspecies from the one found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karyotp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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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OM Se, moan eae) om 
A New Record of Lizards from Guangxi 

在 整理 蜥 蝎 类 标本 中 获 一 种 区 内 新 纪录 ， 现 简 的 2 枚 较 小 鳞片 曲 开 ;上层 鳞 9 枚 ， 与 眼眶 内 细 粒 

单 描述 如 下 : 状 鳞 之 间隔 以 3 行 鳞片 ， 中 间 一 行 最 大 ， 鼓 膜 被 鲜 

四 川 龙 蜥 Japalura szechwanensis Hu et Djaox AST EGAN HEBER. SLT, BAB RAE 

CRE) ee 

a 构成 ， 前 2 枚 短小 ， 第 3 枚 较 长 ， 后 4 PKs A 

前 方 有 肩 裙 ， 躯 干 背面 被 覆 大 小 不 等 起 楼 或 平滑 的 

鳞片 ， 其 间 杂 以 显著 隆起 的 大 形 棱 鳞 ， 背 韦 直 接 与 

SAE, DRUK DAS Belt, Jal 

BUPIASAE, SSFS. BLA AIRS SH Ta. ke 

液 淄 标本 体 背 暗 褐色 有 浅黄 绿色 横 斑 ， 在 躯干 

让 部 两 侧 横 斑 扩 天 为 两 大 块 状 班 ， 肩 部 的 横 斑 两 侧 

hii ee ae 

SMRT8 257K, FEIK1552 = 

(广西 医学 院 生 物 教 斌 组 ) 

eA © 630107 大 瑶 山 Wen Yetang 
138 ABER Say BEARYD, HIRD LTH (Guangxi Medical College) 

x Djao=Zhao 

ASC 19834212 A 14 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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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 用 外 周 血 细胞 制 片 ， 分 析 了 东方 铃 奖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其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目 A 2n=24, 

本 为 12 菠 。 分 成 三 个 组 : AZB (1 —6) ; B48 (7) ; CH (8—12) 。 东 方 铃 昌 的 全 部 染色 体 

中 ， 除 第 6 对 属 亚 申 央 着 丝 粒 染色 体外 ， 其 佘 均 属 中 央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第 7 对 的 长 衣 上 上 和 视 委 8 对 

WA LERA— MUN Ka MELE TAAL LE Bk 

众所周知 ， 盘 舌 蟾 科 的 铃 蟾 属 是 无 尾 两 栖 类 中 较 原 始 的 类 群 。 毫 无 疑问 ， 探 索 东 方 铃 奖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既 会 给 研究 无 尾 两 枉 类 的 演化 提供 有 益 的 资料 ， 又 会 给 研究 铃 蟾 属 各 个 种 之 

间 的 次 化 提供 必要 的 资料 ， 况 且 届 内 尚未 有 这 方面 的 报导 。 为 中， 我们 分 析 了 东方 铃 哆 的 案 

色 体 组 型 。 兹 将 我 们 的 研究 结果 报导 如 下 ， 

材 料 与 方法 

材料 为 自 江 苏 省 连云港 的 云 台 山 和 了 山东 青岛 崂山 的 性 成 熟 东方 铃 He Bombina orientalis 
(Boulenger) 。 选 健壮 的 东方 铃 鸣 ， 腹 膀 注 射 0.05%% 的 秋水 但 素 每 100 克 体 重 注 射 1.5 宫 

升 ，24 小 时 以 后 ， 从 心脏 插 血 ， 接 常规 法 制 片 。 染 色 体 的 测量 、 统 计 、 编 号 、 分 组 也 均 接 第 

规 法 进行 。 

结 a 

1. RAR MX AH fe S. 
BUM T (C42. 156) 的 100 个 外 周 血 淋 巴 细胞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 结 果 表 明 ， 东 方 锥 

PSE — fa eA ln = 24， 可 配 成 12 对 。 肉 雄 个 体 之 间 未 见 异 型 染色 体 。 
2. 东 方 铃 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1. 为 23 个 外 周 血 淋巴 细胞 由 其 分 型 相 染色 体 的 测量 统计 入 。 国 1 ， 为 东方 铃 奖 的 染 
色 体 组 型 。 图 2, 为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和 和 臂 比 指数 的 可 信 限 图 。 图 3 ,为 依据 测量 统计 的 数据 给 
出 的 染色 体 的 模式 组 型 图 。 我 们 根据 染色 体 的 测量 统计 值 ， 将 东方 铃 蟾 的 全 部 染色 体 分 成 为 
三 个 组 ，A 组 〈1 一 6 ) ， 为 大 型 染色 体 组 ，B 组 〈7 ) ， 为 中 型 染色 体 组 ; C 组 (8 一 12)， 

本 文 于 1983 年 5 月 18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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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小 型 染色 体 组 。 兹 将 各 对 色 体 的 主要 特征 

简 述 如 下 ; 

A (1-6), 第 1 对 为 本 组 中 最 大 

的 染色 体 ， 而 臂 比 指数 却 是 本 组 中 最 小 的 ， 

故 易 被 识别 。 第 2 对 略 小 于 第 工 对 ， 但 其 和 臂 

比 指数 却 大 于 第 1 对 的 ， 二 者 易 被 区 别 出 

来 。 第 2、3 、4 三 对 染色 体 大 小 相当 ， 禹 

比 指数 成 为 鉴别 它们 的 主要 特征 。 第 4 对 的 

臂 比 指数 在 它们 三 者 中 最 大 ， 第 3 对 的 次 

Zo 第 4 对 的 再 次 之 ， 这 样 一 比 ， 便 可 将 它 

们 区 别 开 来 。 第 5 对 的 相对 长 度 和 劈 比 指数 

都 小 于 第 4 对 的 ， 两 者 也 易 区 别 。 第 6 对 是 

全 部 染色 体 中 臂 比 指数 最 大 的 一 对 ， 为 唯一 

的 亚 中 央 关 丝 粒 染色 体 , 因 此 ,很 易 被 识别 。 

B 组 〈7 ) ， 本 组 只 包括 第 7 一 对 染色 

体 。 它 显著 的 小 于 第 6 染色 体 ， 大 于 第 8H 

Al AAHERERMM HARKER 

jest 
} eh 

. kN 

15 Pas 

45-0 

对 #10 | 
at 

长 10 5 ey ; 

w 

: os Beanie te ay ss S 9 10 t ag 

UG eens 

A3 AARBRERMURAR 

O 色 体 ， 加 之 相对 长 度 小 于 10.0 而 大 于 6.0， 

OMS > 故 单 立 为 中 型 染色 体 组 。 它 的 最 显著 特征 ， 
Bg pb Reg : 是 长 辟 具 有 次 缮 痕 。 在 观察 中 ， 一 眼 就 能 

图 2 东方 伶 效 染色 体 相 对 长 度 和 臂 比 指 Ay Bl ta AA HE SE. 
数 可 信 限 图 C 组 〈8 一 12) ， 为 小 型 染色 体 组 。 由 

于 本 组 染色 体 显著 的 小 于 以 上 两 组 的 染色 体 ， 故 在 观察 时 ， 非 常 易 与 以 上 两 组 的 染色 体 相 区 
别 。 第 8 对 是 本 组 中 最 大 的 染色 体 ， 璧 比 指数 却 几 乎 是 最 小 的 ， 它 的 短 辟 上 又 有 时 显示 一 个 
微小 次 缮 痕 ， 所 以 ， 最 易 从 小 型 染色 体内 将 它 认 出 来 。 第 9 、10、11、12 四 对 染色 体 的 大 小 
相近 ， 臂 比 指数 却 相差 较 大 。 第 11 对 的 臂 比 指数 不 但 在 本 组 内 最 小 ， 而 且 在 全 部 染色 体 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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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它 的 最 小 。 以 此 ， 可 与 其 余 三 对 染色 体 相 区 别 。 第 9 对 的 辟 指 数 在 本 组 中 为 次 小 ， 可 与 第 
10 对 相 区 别 。 第 10 与 第 12 桨 色 体 之 间 的 相对 长 度 和 各 比 数 都 相差 核 小， 应 他 细 辩 认 ， 方 能 将 
它 癸 区 别 出 来 。 

Al mR oF Be eB Fe eK H ME KB Hot 

gt 长 b& x . 

eee ee eens 
KS 95% Fy fe Pre KES 95% A fa bR 

1 1532460088 | d4eG4—15. 70 12 十 0.07 . 11 1409=1edd 2 9 HA ony BB 
2 13.58 220 SOummlsee ae 3 82 1.2820.08 1.25—1.31 中 部 

A 组 (1 一 6) 3 131,37 £0282 Gye UO6 13466 .1.384:0.06.. We35—LsAd euclay 
4 12,980.49 AZ e7—13.19 -1,54420.09. .. 1,501.58 中 半 

5 下 5 过 有 2 中 OF 

6 10.9820.55 10.74—11.22 1.71 士 0.14 1.65—1.77 亚 ii 

BAA Gm) vA Sedge 0.4 8.24— 8.62 Sa 1.38—1.48 FA ® 

8 3.342:0.34 3.19— 3.49 1.0920.06 1.06—1.12 中 F 

9 3040640. 2000 3.20 260.08, te23 1629 ee 

CA (3-12) 10 2.750.200 M lebdae 2een ) eststeOnlg)  hes0 toon) arses 
11 Zee Oe2 F 240 — 2.64 1,080.07 1.05—1.11 A = 

12 P21 0e28 eS 23a) esos O.09 ) 1,341.42 Bea 

参考 M MR ( 见 前 文 )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KARYOTYPE OF BOMBINA ORIENTALIS 

Jiang Shuting Wen Changxiang Shen Chureng Meng Y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Biology, Bengb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karyotype prepared by peripheral blood cells of 

Bombina orientalis, The diploid number, 2n, is 24, There are six large, one 

medium, and five small pairs of chromosomes, All chromosmes are metacen- 

tric, except that the sixth pair are submetacentric, A secondary constriction 

is observed on the long arm of the seventh chromosome and on the short arm 

of the eighth chromosome, No heteromorphic chromosome i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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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 MAE R—SHEBE 

Opisthotropis premaxillaris (Angel), a Record New to China 

1982473 A, FERHMERRAAW RA he Rip 
A EB, 2 ME GE Opisthotropis premaxiltaris 

(Angel) 系 我 国 首次 记录 ， 现 报道 如 后 。 
老挝 后 棱 蛇 ”OPpistpotropis premaxillaris 

(Angel) 

tA 820005 Q, pets, 198246 3 A 26 

日 采 于 云南 省 景 东 县 太 中 公社， 海拔，14001m。 

形态 ”头颈 徽 可 区 别 。 鼻 间 鳞 长 几 为 宽 的 2 

i, SUMS RAI, AY ELMAwE, WERTBEL s BEJE 

E25 LSE Os SSO, ARCA, 7S PF ie 

FETs Seah, 7PBELI—19—17, we Fr OG ta, AE we 

153; Fe Piss; ALF 2; &K620+162mm. Hi 

本 文 于 1984 年 2 月 13 日 收 到 。 

灰 棕 色 ， 有 污 灰色 罕 横 纹 。 腹 面 灰 黄色 。 

分 布 “ 老 返 景 坎 ， 云 南 省 景 东 县 。 

生态 习性 MF UH, RRS 

水 的 地 方 。 

马 德 三 ” 陈 火 结 BH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分 院 生 态 研 究 室 ) 

Mo Desan Chen Huojie Li Fanglin 

(Department Of Ecology, Kunming Branch,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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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a phrynoides 的 染色 体 组 型 

CAH) 

tt Ee pp a) as 赵 OR 
《 申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双 团 坏 胸 蛙 隶 蛙 科 Rasaidae deff Reno rH MERE, RUE E/E Ear AGRE Rona 
arnoldi Dubois, #PERER, boulengeri Guenther、 小 南星 R。exz1z5j250584 Liu et Hu, ER 

PERRER, fece Boulenger, #REFKER, liebigii Guenther, FERRER, maculosa Liu, Hu et 

Yang, WH RRAGIER. phrynoides Boulenger, iH: R, spinosa David, #RUMHER, shini 

ant PRALER, vnculuanus Liu, Hu et Yang 等 10 种 。 种 间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雄性 第 二 性 征 

各 有 不 同 ， 但 在 不 同 称 的 雌性 个 体 间 则 较 难 区 别 ， 另 一 方面 ， 同 二 种 的 不 同居 群 亦 因 分 布地 

区 不 同 ， 存 在 着 形态 学 特征 的 某 些 差异 。 因 此 ， 研 究 环 蛙 群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以 比较 种 间 和 居 

群 间 的 关系 ， 是 有 意义 的 。 

mw RM A 

1。 双 团 灰 胸 蛙 6z、19 及 1 次 成 体 ， 采 自 四 川 凉山 琴 族 自 治 州 七 里 坝 ， 海 拔高 度 3200 

aS 

2. WSEAS Ate 4S et, ARDC RAT ASR 

3。 各 次 试验 的 活 标 本 接 每 克 体 重 给 于 秋水 仙 素 的 剂量 和 取材 时 间 如 表 1 : 

4. 标 本 的 固定 、 染 色 以 及 实 色 体 的 分 析 方 法 等 ， 均 与 赵 尔 密 等 《1983) 的 方法 相同 。 

Saf a 

共 观 察 134 SARIS ay A, SBOE] 6 只 雄性 个 体 ， 其 中 上 共 50 一 59 条 染色 体 的 

细胞 7 个 ， 瑟 观察 总 数 的 5.2% $ 60-6322 B45 >, 33.5%; 64 条 者 82 个 ， 占 61.1% 。 由 

此 确定 双 团 杯 胸 蛙 骨 瞻 细胞 的 二 倍 体 妇 色 体 数 是 2a= 64。 全 部 都 是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 体 接 长 度 

注 ， 双 团 辐 胸 峙 模式 标本 产地 在 云南 省 邓 川 县 。 四 川西 昌 及 凉山 地 区 标本 ， 亦 被 鉴定 为 双 团 杯 胸 蛙 。 
本 文 于 1983 年 7 月 6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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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以 致 相 邻 两 对 之 间 极 不 易 辨别 。 第 32 对 染色 体 末 端 有 随 体 。 也 观察 了 1 个 雌性 个 体 25 个 

细胞 及 工 个 次 成 体 6 个 细胞 分 裂 中 期 相 ， 与 6 只 雄性 成 体 者 有 一 致 的 染色 体 组 。 所 观察 的 全 

部 细胞 ， 其 染色 体 组 型 均一 致 。 

寺 ve 

迄 至 目前 所 知 ， 无 尾 类 一 些 原始 科 中 ， 如 产 于 北美 的 有 尾 蝎 Ascaphus truer 〈 有 尾 蟾 科 

Ascaphidae) 的 染色 体 组 ， 不 同 作者 观察 的 结果 略 有 出 入 ，Wickbom 报道 的 是 2n=42, 

NF =54, Morescalchi 报 道 的 是 2n = 44, NF=56, Bogart 报道 的 是 2n=46, NF=56; 又 

如 产 于 欧洲 的 产 法 网 4l1gies o, obstetricans (AE HBR Discoglossidae) 的 染色 体 组 是 

2n=38, NF=64—72; 再 如 非洲 的 爪 蟾 Xenopus laevis ( fi — WEP; Pipidae) , 2n=36, 

NF=72。 此 3 科 的 3 种 动物 ， 在 无 尾 类 中 具有 最 多 的 染色 体 数 和 最 高 的 染色 体 臂 率 ， 但 它 

们 都 不 全 是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仅 知 南 美的 负 子 蚁 Pipa parva(Pipidae) 的 染色 体 组 2a= 30, 

全 部 为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WESh, BLEW Pelobatidae arse HA WHER Hylidae, HEA Bufonidae 以 及 与 

A WR AG HEE Ta] BY) SER HS BA, ee RE 6 RATS a E22 28TH Z A, BRD AIG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由 此 可 见 ， 双 团 环 胸 蛙 的 染色 体 组 ， 有 最 多 的 染色 体 对 和 最 高 的 臂 率 ， 且 全 为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这 不 但 在 蛙 科 中 与 同 科 的 其 他 众多 属 种 存在 极 大 的 差别 ， 在 整个 无 尾 类 中 也 是 极为 

罕见 的 。 根 据 细 胞 分 类 学 的 传统 观点 ， 双 团 棘 胸 峙 在 染色 体 的 形态 、 数 目 和 臂 率 方面 ， 均 显 

示 原 始 的 核 型 特征 。 这 与 它 在 形态 分 类 学 上 所 处 的 系统 地 位 却 是 大 相 径 庭 的 。 这 就 给 双 团 环 量 

胸 蛙 核 型 的 起 源 与 演化 ， 以 及 形态 学 演化 与 核 型 演化 的 不 平行 现象 ， 提 出 了 值得 探讨 的 新 课 量 

题 。 

all aR eb Hh BHR RK HOR HM A BS Fe HS 

性 | 动 物 编 号 秋水 介 素 量 〈ug/g 体重 ) 处 理 时 间 (hr: 血 证 ) 

J 1 10 1:00 

2 13 3 2:00 

3 15 1;20 
品 A 30 3:00 

5 60 24:00 
6 10 1:20 

Tf 10 1:20 

2 8 15 1:30 



1 期 吴 贯 夫 等 ， 无 尾 类 中 一 种 罕见 的 核 型 一 RARE Rana phrynoides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31 
SE EET ost Se Sar SS eee 

R22 mA RM HK ERM MH K ERR O56 om) 

No 44 XT 4K EB Relative length No 相对 长 度 Relative length 

1 59.00 士 2。5 17 DG eriAvatasles)7 

2 DSS eal 18 26.44-42.3 

3 52 G6seaein 19 25.94 士 2.4 

4 48.96 士 2.6 - 20 24.06 士 0.9 

5 45.82 士 2.1 21 PEPE eae ilee: 

6 44,12+2.0 22 be Hee Le 

7 42 OAs Lad 23 22.08 士 1.6 

8 AO) (ae lic 24 20.961.2 

9 BSc G4 stalked 25 ANOS Sel G5 

10 。 37.34£0.7 26 2 0 

11 35.82-+0.6 27 18.28 士 1.6 

12 35.780.6 28 17 .06=169 

13 34.14-0.8 29 15.58+1.8 

14 $2.84-£0.5 30 13) (2st 20 

15 31.800.8 31 11.68-1.6 

16 30.66 十 1.5 32 10.。5 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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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RE KARYOTYPE OF ANURANS, THE KARYOTYPE OF RANA PHRYNOIDES 

(Plate H) 

Wu Guanfu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chromosomes of the myelocytes of 6 males, 1 female and 1 juven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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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ana phrynoides are observed during metaphase, All the chromosomes of 

this frog are telocentric, which is a very rare case in the study of anuran 

karyotype, Both the diploid number and nombre fondamental (NF) are 64, The 

karyotype of Rana phrynoides looks primitive in the respects of the morpho- 

logy, number and arm-ratio of chromosomes, which is widely divergent from 

the systematic position in classical taxonomy, putting before us a new problem 

for further research abou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karyotype as well 

as the unparallel phenomenon between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and 

karyotypic evolution of this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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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 6 : 

‘pg: Daj ty i ms La 2 

地 1 i Giga Scutiger boulengeri 

(Pelobatidae) Rew Altirana 

parkeri (Ranidae) 的 染色 体 组 型 

CA kW) 

a EE 

ak ok 
Ch ERLE REPT 

HSE ANC Hae TRE JI Fe a Tc RS A 28 2g Fe SE TS LES — A I Ban = 26. 

TER AEA 4 对 大 型 的 、2 对 中 型 的 和 7 对 小 型 染色 体 。 具 有 中 着 丝 粒 (mm , Pee 
(sm) 和 亚 端 着 丝 染色 体 Gt) 等 三 种 类 型 。 第 2 对 靠近 着 丝 粒 处 有 一 显著 的 次 痕 ， 因 而 与 右 

Pe Biehl ARs 高山 蛙 有 4 对 大 型 的 、I 对 中 型 的 和 8 对 小 型 染色 体 ， 只 有 中 部 和 亚 中 着 丝 

粒 等 两 种 类 型 。 第 6 对 的 长 臂 上 有 次 绞 痕 。 它 与 同 科 的 峙 属 的 核 型 很 相似 ， 但 高 山 星 属 第 4 对 染 
色 体 是 亚 申 着 丝 粒 的 ， 这 与 我 国 些 属 中 已 知 的 各 种 核 型 有 所 区 别 。 

my RR OF eK 

PEI CBLYEA) Pelobatidac) 。 3 只 2 ? ， 采 自 四川 康 定 县 境 高 尔 斯 山 ， 高 山 
‘3 GEA Ranidae) , 6 吕 1 ?， 采 自 西藏 拉萨 市 郊 。 所 观察 的 细胞 有 丝 分 裂 中 期 相 ， 采 用 
骨髓 直接 涂 片 获 得 ， 对 染色 体 组 的 分 析 等 与 赵 尔 必 等 (1983) 所 报道 的 方法 基本 相同 ， 本 实 
验 中 仅 就 秋水 仙 碱 的 作用 时 间 略 有 调整 。 

结 果 

西藏 齿 罕 蟾 染色 体 组 的 二 倍 体 数 为 26。 第 工 对 至 第 4 对 是 大 型 的 ， 都 是 中 着 丝 粒 染色 

| 体 ， 其 中 第 2 对 在 短 辟 从 近 端 距 远 端 之 间 约 2/3 kb, A KAUR, Sr OZ A Aw BL 

: 乎 都 可 见 到 ; 第 5 一 6 对 是 中 型 的 妇 色 体 ， 二 者 相对 长 度 相 距 较 小 ， 但 第 5 对 是 亚 端 部 着 丝 

AL, 1 6 对 是 中 着 丝 粒 的 ， 仍 然 允 于 识别 ， 第 7 对 -13 对 是 小 型 的 ， 除 第 7 对 是 亚 中 着 丝 

承蒙 成 都 军区 军事 医学 研究 所 李 忠 诫 、 刘 康 南 医生 赠送 高 山 峙 标本 ， 特 此 致谢 。 

术 文 于 1883 年 7 月 21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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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工 Mw RM, LHR eh baat KR, A ide He HE 

a eo" CO) Bt 0a) 

HAW 1s Bi tk 着 丝 粒 指 数 。” 类 型 相对 长 度 Be tt 着 丝 粒 指数 “类 型 

1 158.0977.1 25 二 05077 44.337F1.46 093 和 5 光村 本 25 0 人 5 2 

9 13lgl2ce8eSe,1e99tk0.23 本 586a450 m 123.15 二 50 下 24del0o33 ,.28.842.83 sm 

9 114,.02+4.6 1645220.09 40.7 Below © Wn 117.38c-4.0. 2000.31 下 3229 95 

A 102.22 tbe Ong al Aer Oink 41.242¢1.8 m y100.3 <cGetw. 1.875-0.16, 36.062°2.1 euem 

5  86.05226s 1) 028 eee 0.4 23 68 Se 35 we SH OS VERS” /1.9620015 » 424.26-2.79 mt 

6 82.62+2.9 1.427£0.18 41.31222/91 m 770.985.9596 10727-0.18 36.772-2;000ee 

Te SReS9eEo.2) 2 .0Osa0ee 33.08 士 4.17 sm 59.42-+3.8 1.2940.35 44.3145.61 m 

§ 53.38-+2.3 1658:0.13 38.9122.18 m ‘°538,.71-E4.3 22052-0.4 33.322:40 0 een 

g. 49.01-1.7° 1.582E0.15 ~~ 39.5 5E2.30° m, A7.A5=-257  eG6220.22 33,08 c2 cane 

10: 46.9572.3 1.61-50.22 39.1623.44 ° mal  ASPRSa=2 UA eaore0.14 “Asa m 

11 42.76263.0 1.572E0.29 39 s2uedet My S42. B49 1.362-0.2 42. 63ae 0 

ye) 89.0252 28) bed te0e 2 Alida se l2)-) oan) SS. died eee neal 42.59 士 4。2 m 

1S.) 3606620268) / lesb 220.28%) Aa assay m 35,743.11 1.50+0.33 40.5 £5.44 m 

粒 外 ， 其 余 第 8 一 13 对 都 是 中 着 丝 染色 体 。 

高 山 蛙 染色 体 组 二 倍 体 数 为 26。 第 1 一 第 4 对 是 大 型 的 ， 第 工 对 是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第 

2 一 4 对 都 是 亚 中 着 丝 粒 杂 色 体 ; 第 5 对 是 中 型 的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第 6 一 13 对 为 小 染色 

体 ， 其 中 第 7 、10、11、12、13 对 是 中 着 丝 粒 的 ， 第 8 、 9 对 是 亚 中 着 丝 粒 的 。 第 6 对 长 臂 ， 

上 具有 显著 的 次 缮 瘦 ， 几 乎 在 所 有 的 细胞 中 都 可 以 见 到 。 第 7 染色 体 的 短 辟 上 有 时 也 见 到 有 

— BM SINK AI, 27 MME BA 7%» 

两 种 染色 体 组 的 相对 长 度 值 、 臂 比值 等 参看 表 1 。 

比较 两 种 的 肉 、 雄 两 性 个 体 之 间 的 染色 体 组 ， 未 发 现在 其 形态 上 有 差异 。 

过 论 

本 观察 结果 表明 ， 西 藏 齿 突 桨 的 染色 体 组 具有 铀 足 蝎 科 Pelobatidae 核 型 一 般 的 模式 特 
征 。 与 Morescalchi (1973) 所 综述 钠 足 凑 科 核 型 中 的 第 一 种 类 型 相符 合 。 目 前 所 知 与 同 科 
KEE ISIE Tzrzsscbjzora 亦 属于 第 一 类 型 ， 该 属 已 被 研究 过 的 4 种 都 没有 亚 端 部 着 eee 
体 ， 在 第 6 对 的 长 艾 上 均 存 在 明显 的 次 绞 痕 ， 这 被 认为 是 该 属 核 型 的 特征 之 一 〈 赵 尔 密 等 ， 时 
1983) 。 而 西藏 齿 突 蟾 染色 体 组 在 第 2 对 之 短 辟 上 有 次 缮 痕 ， 并 且 具 有 一 对 (第 5 对 ) 亚 端 醒 
部 着 丝 粒 的 染色 体 。 可 见 ， 西 藏 元 突 蟾 与 蜘 蟾 属 的 区 别 是 清楚 的 。 t 
HUEBRASLE—, RUSH RARER. EBA LSA IB Non 7 

oraz 极 相近 似 ， 但 目前 没有 倭 蛙 属 的 核 型 资料 。 根 据 Morescalchi (1973) HOWL, AE 时 
科 可 能 是 由 细 趾 米 科 Leptodactylidae 的 物种 演化 而 来 ， 其 中 蛙 属 的 大 多 数 种 的 染色 体 组 是 别 
2n=26, HS 对 大 的 及 8 对 小 染色 体 组 成 ， 各 种 之 间 的 核 型 仅 有 微小 差别 ， 一 般 表现 在 染色 本 
体 上 异 染色 质 区 的 分 布 和 某 些 染 色 体 对 的 着 丝 粒 位 置 上 不 尽 相同 。 本 研究 结果 表明 ， 高 山上 桂 醒 



if) RL: PUMGIEYE Scutiger boulengeri 及 高 山 峙 Altirana parkeri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35 

属 具有 与 同 科 峙 属 大 多 数 种 相似 的 核 型 和 相同 的 二 倍 体 数 ， 据 目前 所 知 我 国 峙 属 下 各 种 的 染 

色 体 组 中 ， 第 4 对 都 是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的 ， 而 高 山 蛙 第 4 对 则 是 亚 中 部 的 。 虽 和 然 它 与 蛙 属 各 种 

仍 可 区 别 ， 但 就 整个 核 型 特征 来 看 ， 高 山 蛙 属 与 蛙 属 还 是 很 接近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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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OTYPES OF SCUTIGER BOULENGERI (PELOBATIDAE) OF SICHUAN 

AND ALTIRANA PARKERI (RANIDAE) OF XIZANG 

(Plate WV) 

Wu Guanfu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observation of the karyotypss of Scutiger boulen- 

geri which was collected from Gaoersishan, Kangding County, Sichuan and 

of Altirana parkeri from Lhasa, Xizang, Both species have the same diploid 

number, 2n=26, Scutiger boulengeri has 4 large, 2 medium, and 7 small 

pairs of chromosomes, either metacentric, submetacentric or subtelocen- 

tric, with a conspicuous secondary constriction near the centromeres of the 

second pair to form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karyo- 

type of Vibrissaphora, Altirana parkeri possesses 4 large, 1 medium, and 8 small 

pairs of chromosomes, either metacentric or submetacentric, with a secondary 

constriction on the long arm of the sixth chromosomes, The karyotype of 

this species is quit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genus Rana, except that its 

fourth chromosomes are submeta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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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 lA a It an] 

型 的 初步 观察 
HER EMH FRA 

CARRIER EAA) 

染色 体 组 型 具有 物种 的 特异 性 ， 用 细胞 学 的 方法 研究 各 种 动物 染色 体 的 数目 ， 组 型 和 分 
带 ， 对 探讨 动物 的 分 类 和 演化 都 具有 -一定 的 意义 。 有 关 无 尾 两 本 类 染色 体 组 型 和 带 型 的 研 
究 ， 国 内 外 已 有 不 少 报道 ， 本 文 对 分 布 于 黑龙 江 省 的 无 班 雨 峙 〈 瑟 gla arborea ?macx1ata) 
染色 体 组 型 ， 进 行 了 初步 探讨 ， 现 报道 如 下 ; 

材料 和 方法 

实验 所 用 无 班 雨 峙 共 15 只 (? 9，4 6) ， 分 别 于 1981 年 5 月 下 旬 ， 采 自 黑 龙 江 省 尚志 

县 山区 (24, $3) 和 1983 年 6 月 中 旬 采 自 哈尔滨 市 郊 的 平原 地 带 (2 5， 8 3) 。 
染色 体 标 本 的 制 片 采用 广泛 应 用 的 室 气 干燥 法 。 即 将 采 到 的 活体 动物 ， 按 体重 20 一 30 人 微 

克 / 克 的 剂量 腹腔 注射 秋水 仙 素 溶液 ， 经 12 一 15 小 时 ， 解 齐 取 肠 组 织 和 时 散 。 经 低 渗 , 固定 ， 

HR SAE, MERE. 

染色 体 标 本 制 成 后 ， 在 油 镜 下 观察 100 

个 让 期 分 裂 细 胞 ， 查 清 该 种 动物 二 倍 体 的 数 

目 。 然 后 选择 10 个 染色 体 分 散 较 好 、 着 丝 粒 

清楚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 进 行 显 微 照 像 并 放 

SCOESNAESCOIEECOEEUEOOEO 

一 人 

Sa 

Ave HER ERA HB AL He) He HR Be da RA 

本 文 承蒙 赵 尔 密 副教授 审阅 ， 并 提出 宝贵 意见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10 月 14 月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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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最 后 ， 按 染色 体 常规 分 析 方法 ， 比 较 染 色 体 的 形态 及 结构 ， 本 
测量 染色 体 的 臂 比 指数 和 相对 长 度 。 并 参照 Deneve 会 议 规 定 ， 记 述 人 染色体 的 特征 。 

观 察 结 果 

根据 100 个 中 期 分 裂 细 胞 的 观察 ， 结 果 表 明 ， 无 班 雨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为 2n = 24， 大 型 当 

色 体 6 对 〈 相 对 长 度 大 于 8 ) ， 小 型 染色 体 6 对 〈 相 对 长 度 小 于 8 ) 。 全 部 染色 体 中 ， 有 8 
对 为 中 部 着 丝 粒 当 色 体 ， 3 对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和 1 对 亚 端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峻 友之 间 未 
发 现 异 型 染色 体 。 

通过 10 个 细胞 中 期 分 y 要 相 染色 体 的 测量 和 统计 ， 计 算出 无 旨 雨 娃 染 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 章 
比 和 着 丝 粒 位 置 〈 见 表 1) 。 

无 斑 雨 娃 全 部 染色 体 ， 根 据 相 对 长 度 及 着 丝 粒 位 置 ， 划 分 为 三 组 如 下 ， 
AA: 第 工 对 。 为 该 种 中 最 大 的 染色 体 ， 相 对 长 度 为 16.95。 中 部 着 丝 粒 。 

B 组 ,第 2 一 6 对 。 亦 为 大 型 染色 体 ， 相 对 长 度 大 于 8 而 小 于 16。 其 中 第 4 对 为 该 种 中 

唯一 的 一 对 亚 端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第 3 和 第 6 对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第 2 对 和 第 5 对 为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C 组 ,第 7 一 12 对 。 小 型 ， 相 对 长 度 小 于 8 而 大 于 3 ， 其 中 除 第 8 对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外 ， 

其 余 缘 为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Rl Ree RERM MTR AF RRHR He BRAD 

染色 体 对 相 对 K EF. e 比 着 丝 粒 类 型 
1 16.95 士 1.00 1.31 士 0.04 世 
2 13,471.07 工 .39 士 0.04 m 
3 11.60 士 0.46 1.89-0.18 sm 

4 10.760.67 3,040.17 st or sm 

5 9720.63 1.68+0.50 mor sm 

6 8.06-0.71 2.75580. 32 sm or st 

7 6.04-£0.50 1.25-0.04 m 
8 5.65-0.48 2.10-£0.24 sm 

9 5. 19220.39 1.3450.07 m 

10 4.64£0.38 1,520.06 m 
11 4,.302£0.35 1。.16 士 0.014 m 

12 a, 4c Onl 1.25+0.06 m 

讨 论 

分 而 于 我 国 东北 地 区 的 无 斑 雨 峙 ， 其 染色 体 组 型 与 华西 两 峙 CHyla cznectexs)， 相 比 ， 
茎 本 相似 ， 但 也 有 差异 ， 虽 然 其 2n= 24， 但 第 3 、6 、8 对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第 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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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体 为 亚 端 部 着 丝 粒 ， 和 华西 雨 蛙 则 是 第 4、5 、6 对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另外 无 斑 雨 

JERK AUER ES 6 WHE EAN EE, TEP ERR AI ES 9 对 染色 体 的 长 车 上 

(ERS, 1981) 。 

Te ane CE lal— hE, AN Ta BR el — PRY [ed 28 22 Bk HH Te] 2828 BS 2] te 2 

BJ. JAFCRENS EH 47 aE, ASI 6 eK LAK, ANNES 

8 对 染色 体 的 长 臂 上 也 曾 见 有 次 缮 痕 ， 但 为 数 不 多 。 这 种 现象 与 我 们 在 中 国 林 蛙 、 黑 龙 江 林 

圣 及 极 北 饮 的 染色 体制 族 中 所 见 略 同 ， 这 究竟 是 动物 体 的 多 态 性 ， 还 是 因 制 片 技 术 所 致 ， 尚 

须 进 一 步 研究 。 

东北 地 区 的 雨 峙 ， 在 《中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 (1961:136) 中 ， 仅 记载 了 一 种 无 斑 雨 峙 。 

《中 国 两 栖 动物 系统 检索 》 (1977:37) ， 则 以 背部 和 腿 背 面 有 无 斑纹 ， 而 分 别 为 两 种 予 以 

检索 。 赵 尔 灾 等 (1982) 在 “辽宁 省 两 柄 疏 行 动物 调查 报告 ”一 文中 记述 ， “两 蛙 背 部 纵 纹 

和 腿 部 横 斑 有 无 ， 因 环境 影响 而 变化 ， 不 能 作为 划分 种 的 依据 ”。 鉴 于 东北 地 区 两 蛙 在 分 类 

于 的 不 同 看 法 ， 我 们 在 做 无 班 雨 蛙 的 同时 ， 也 以 同样 的 方法 ， 对 体 背 有 斑纹 和 腿 上 有 横 斑 的 

WHE (23, 63) 进行 了 制 片 ， 根 据 初 步 观 察 比较 ， 二 者 染色 体 的 形态 和 构造 ， 也 未 发 现 

任何 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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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KARYOTYPE OF 

HYLA ARBORE AIMM ACULATA 

Tang Xiurong Wang Xiubin Fang Junjiu 

(Department of Biology,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karyotype of myelocytes 4nd small intestinal cells of 6 males and 

9 females of Hyla arborea immaculata is observed using colchicine~hypot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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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dry techniques, ive frogs. were collected from Shangzhi County, Hei- 

longjiang in late May, 1981 and from suburban Harbin in mid June, 1983, 

The diploid number, 2n, is 24, Half of the 12 chromosome pairs are large, 

the other half small, On the other hand, 8 pairs are metacentric, 3 subme- 

tacentric, and 1 subt elocentric, During metaphase, asecondary constriction is 

observed on the short arm of the sixth chromosome and, in very few cases, 

on the long arm of the eighth chromosome, No heteromorphic chromosome 

is observed, 

巴 鱼 属 的 模式 种 的 命名 应 予 订正 
IR SHALE 51983，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报 2(2) :20-21] 发 表 巴 鲍 属 时 ， 曾 指定 巫山 北 

fi (Ranodon wushanensis Liu, Hu et Yang, 1960) 为 该 属 的 模式 种 。 由 于 焉 山 北 馈 已 被 

Risch 与 Thorn (1981, Bull, Soc, Hist, Nat, Toulouse,117(1 -4):171-174] 作为 施 

氏 小 鲜 ( 瑟 yzobpzxs shiht Litu,1950) 的 次 同名 ， 并 重新 组 合 为 施 氏 北 鲍 Rezrodoz shihi, Ak, 

现 将 巴 饺 属 的 模式 种 更 正 为 瓦 yzopizs shihi Liu, 1950( = Ranodon shihi Risch et Thorn, 

1981) . 

CFE EB Se Bc ak a Ae nt A 

The Nomenclature of the Type Species of the Genus Liva Should Be Revised 

Rauodon wushanensis Liu, Hu et Yang, 1960 was designated as the type 

sPecies of the genus Liva by Zhao Ermi and Hu Qixiong when they publish- 

ed the genus Lina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2(2):20-21,1983) 。 Since Rano- 

don wushanensis was regarded as a junior synonym of Hynobius shihi Liu, 1950 

by Risch and Thorn (1981, Bull, Soc, Hist, Nat, Toulouse, 117(1-4)54 71-2745 

and was recombined as Ranodon shihi, the type sPecies of Liua should thus 

be revised to be Hynobius shiht Liu, 1950 (=Ranodon shihti Risch et Thorn, 

1981) .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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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观察 的 初步 报告 
(AMEX) 

eo aia cle ae 
CHEB SR BBO RESTS) 

4: 
Hi 4 
(BBAZAWA) 

ES] AO Sl) AC F5E 1945 TE fe 4S EL JR Ly tes WS op AS Ae Ze BH R—— BG YS 属 Vibrissaphora 以 

K, RELA Tile, EWR YeVibrisscphora boring Liu BARBY Vibrissaphora 

liuz Pope, Beil BeH8 V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FAH UWB YE Vibrissephora leishanensis Liu 

et Hu, ERMPUPEMER EATS, PHAR REAM RAK. cH (198) Ee 

了 详细 报道 。 笔 者 于 1982 年 3 月 13 日 至 8 A27k, CREAR AED 

AUB, {RHEE Tew 9 个 和 大 量 姓 时 ， 经 研究 与 巨 报 道 过 的 四 种 均 不 相同 ， 曾 订 为 新 种 

—— Ewe ibrissaphora azlaozicca， 已 发 表 在 《动物 分 类 学 报 》1983 年 8 卷 3 期 。 为 了 深 

入 对 衰 牢 影 蟾 生态 习性 的 研究 ， 又 在 1983 年 1 月 至 7 月 ， 对 哀 牢 影 蟾 的 分 布 及 其 生态 习性 作 

了 进一步 调查 ， 在 紫 仅 将 两 年 所 得 到 的 生态 资料 整理 如 下 。 

调查 地 区 的 自然 概况 

徐 家 巩 位 于 东经 101"01“ 北纬 24 32′ :在 束 牢 山脉 北 段 的 下 顶部 位 ， 地 处 楚雄 州 的 南 

华 、 双 柏 和 思茅 专区 的 景 东 三 县 的 交汇 处 、 海 拔 2200 一 2600 米 。 该 地 区 气候 常年 温 湿 ， 尤 其 

雨季 几乎 半年 是 无 日 不 雨 ，“〈 气 家 资料 见 表 1 》 。 山 地 溪流 较 多 、 遍 布 于 徐 家 坝 地 区 的 群 山 

ZH, ERUNRA: WIE. KNX. RAD. GRE. MHS. HRS. BBS 

TKS. MEU HAA AM 2 eI TS ADEE. INE, BAKA EF, 
AiR. WIAA KRS AAA ARABS LAN, BRSAARAAARA 

楚雄 地 界 ， 其 余 山 溪 均 流入 徐 家 坝 水 库 。 

# 本 文 承 赵 和 尔 密 先生 审阅 ， 深 表 感 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11 月 17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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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0 #5F £B1981F4A HR RH 

= Mh ye: Nae: a GOP 相 绝 年 湿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rr 对 对 降 润 
年 We He TR 年 BA AS 0 e210 ie ie isa} 指 

oe Oe ae ag ee ee 热 最 
BRA Bu. fils, Ripe ee ee ee 

# FH $l 10.7 15.2 4.8 (-6) 10.4 (8.9) 3912 2950 G5. FRT9.3 whi858,2 Bean 

2 RF MR Hh HR th Kk 

编 号 WKAR BCR) mC) may) BEE RAK Bik Par 
1 1983,4,8 —5,19 41 728 386 人 13 9 10.8 

2  1983,4,12—5,21 39 246 186 75.6 14 8.5 1153 
平均 值 40 487 286 64.3 11.05 

表 3 mF 36 Ce Se eG ee eens) kot 

体 重 gs fs 长 Ea aS 前 肢 长 aR te 

4- $B 200—250 oto 10—12 11—19 
I Lan See opal els 207.2 27.42 11.07 16.07 

全 $6 1000—1900 53—64 1g—22 32—44 

I |) 45 1528.3 59.2 21 38.9 

全 距 4200—5700 79—94 31—38 53 一 60 19 一 23 1 一 50 

I 平 均 5033.3 8801 33.8 54.33 20.66 26.2 

RA Am F 化 的 几时 发 F 状况 

时 间 平均 体重 平均 全 长 平均 体 长 THE es 
(A) Gime). Canim)? 5G mim). "ann, 观察 的 情况 

1983 ,4,8 野外 采 当 严 产 的 卯 让 进 网 箱 孵 化 

Bar: 429 出 现 眼 点 ， 尾 部 开始 活动 

5,18 40 fab ZBL SY es ON ed Eb Bod JES 

5,19 41 50 17.5 5.5 12 TAA Se. SWEAR CA A MIB D 
5,29 51 100 24 8.5 15.5 

6,8 .. bt 110 24.5 8.5 16 FES WEL Y FEE, SABRES DER 
6,18 71 150 25.5 8.5 17 SB Y BRL BBB 
6028.81 160 24.6 9 15.5 

a: MEHR, SS, ARUAHFTHA. ABMAKREIC—UMC, F3412.2T | 

本 地 区 森林 保存 完好 ， 绵 延 成 片 ， 植 物 主要 由 壳 斗 科 Fagaceae、 山 茶 科 Theaceae、 木 
兰 科 Magnoliaceae 和 樟 科 Lauraceae 等 常 绿 阔 叶 林 树种 组 成 ， 林 下 有 并 盛 的 灌木 从 和 箭 竹 重 

层 片 ， 地 表 低 等 植物 也 非常 三 富 。 具 有 典型 的 亚热带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植被 景观 ， 光 照 时 

较 弱 ， 有 较 好 的 浮 养 水 滨 的 作用 。 由 于 本 地 区 有 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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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 动物 不 仅 种 类 多 ， 而 且 特 有 种 类 也 占有 一 定 比例 ， 如 哀 牢 影 蟾 等。 

材料 与 方法 

这 一 工作 是 以 哀 牢 器 哆 Vibtssaphora ailaonica 为 对 象 〈 见 图 版 X， 图 1 一 2) ， 通 过 调 

HERA KAET EES. KANSMNIOS 3 条 有 衰 牢 影 蟾 繁殖 的 溪 段 作为 基本 工作 
点 。 每 天 定时 记录 水 温 、 气 温 、 水 深 等 ,两 天 翻 溪 中 石 块 一 次 ,发 现 匈 群 时 ， 记 录 产 卵 时 间 的 
水 温和 气温 ， 用 pH 一 2 型 酸度 计 测定 水 的 pH 值 ， 计 算 产 卵 量 ， 卵 径 等 。 为 了 观察 它 的 师 如 
的 生长 发 育 情 况 ， 在 溪流 中 捕捉 一 定数 量 的 师 时 ， 测 量 其 重量 、 长 度 ， 同 时 在 产 角 场所 中 收 
集 旬 群 ， 把 匈 群 及 其 附着 物 当 天 放 入 筛 绢 网 箱 ， 在 产 钊 场所 进行 好 化 《〈 见 图 版 ,图 3) 。 
REMI RK. AS, MUR ASEH, SLOKME-KEERMKESA, WE 
方法 ， 每 次 随意 取 10 尾 称 量 ， 求 其 平均 值 。 

从 4 月 份 至 责 年 的 2 月 份 扩大 调查 范围 ， 每 周 1 天 ， 从 上 午 7 点 和 下 午 7 点 开始 对 三 个 
基本 调查 点 周围 山地 作 全面 的 调查 ， 以 了 解 它 的 活动 范围 及 活动 规律 。 

Va eee BR 

1, HERS 

衰 牢 影 蟾 所 在 的 山区 自然 环境 与 昆 蟾 属 其 他 四 种 很 相似 ， 栖 居 在 植物 群落 结构 复杂 ， 种 

类 比较 丰富 ， 气 候 温 湿 而 又 光照 较 弱 的 湿润 常 绿 阔 时 林带 。 它 所 选择 的 生活 小 环境 多 为 坡度 

平缓 ， 林 内 多 赂 了 的 小 溪 附 近 〈 见 图 版 X， 图 4)。 由 于 徐 家 坝 地 区 多 有 相对 高 差 300 米 上 下 

的 地 形 起 伏 ， 卫 地 溪流 甚 多 ， 因 此 ， 本 地 区 多 处 发 现 有 它 的 分 布 。 垂 直 分 布 比 其 它 四 种 影 蟾 

略 高 ， 从 海拔 2300 米 的 林 边 小 溪 到 2500 米 的 林内 沟谷 地 带 均 有 它 的 存在 。 但 是 ， 林 边 小 诅 下 

段 的 二 道 短 即 海拔 约 2200 米 以 下 没有 找到 它 的 踪迹 ， 这 可 能 是 2200 米 以 下 周围 山地 大 部 分 被 

开 晨 造田 ， 而 引起 了 生态 环境 的 改变 。 从 而 不 难看 出 嘉 牢 影 蝎 对 生态 环境 的 选择 比较 严格 。 

2 。 活 动 规律 

哀 牢 影 蟾 平时 喜 栖 居于 陆地 上 比较 阴 湿地 方 ， 仅 在 产 卯 期 间 潜入 水 中 活动 。 我 们 于 4 月 

12 目 ， 在 大 叉 乱 溪 流 中 ， 长 39 米 ， 宽 1.3 米 ,水 深 0.13 米 的 遂 段 ， 翻 石 捕 到 5 雄 和 1 上 肉 。 由 此 

Fy LECH SSIS, ARS, RAIA NK, AZM 2A 

中 至 4 月 中 旬 ， 产 卯 结束 即 离开 水 域 ， 上 而 隐 藏 于 阴 湿 的 岩石 下 或 近 根 部 的 树 洞 里 。 我 们 分 

别 于 5 月 、6 月 、8 月 的 夜晚 在 桥 边 及 离 山 遂 约 15 米 的 山坡 看 到 它们 在 那里 进行 腕 食 活动 。 

冬季 很 难 见 到 它 的 踪迹 ， 据 当地 群众 反映 ， 曾 经 在 11 月 间 看 到 5 只 误 牢 影 蟾 聚居 在 一 个 树 洞 

里 ， 这 可 能 是 一 种 冬眠 现象 。 活 动力 差 ， 行 动 缓慢 ， 当 捕捉 它 的 时 候 ， 无 跳跃 回避 的 能 力 ， 

常见 其 倒退 爬行 。 

3 。 繁 殖 习性 

在 繁殖 季节 来 临 ， 雄 蟾 的 外 部 形态 发 生 显著 的 变化 ， 整 个 体态 变 得 肥胖 ， 皮 肤 增 厚 而 松 

弛 ， 前 臂 粗 壮 而 有 力 , 第 二 性 征明 显 , 上 颌 缘 角 质 刺 增 厚 而 呈现 黑色 的 角质 层 。 肉 蝎 外 部 形态 

变 得 更 加 肥胖 丰满 ， 但 是 ， 前 臂 与 雄 蟾 相 比 ， 显 著 的 细小 瘦弱 ， 上 人 捷 缘 有 淡 桔 红色 的 斑点 。 

繁殖 个 体 ， 根 据 我 们 观察 到 的 情况 是 ， 雄 蟾 体 长 69.5 一 80.5mzmna， 平 均 约 为 74.8mm。 体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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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50,5¢, Fiy243.8¢, MEM K 67mm, fk 26.42, FNM 2 月 中 旬 至 4 月 中 名， 

LoURWE RY (C2 月 底 至 3 AEA) 略 长 。 产 卵 期 间 水 温 约 9 "C 一 12"C， 水 的 pH 值 6.53。 

常见 产 卵 在 沟 面 较 宽 ， 水 流 平缓 ， 水 质 清 涧 ， 水 深 约 10 厘 米 的 溪流 中 。 雌 桨 产 卵 后 迅速 

离开 水 体 ， 故 很 难 捕 到 ， eS 只 要 发 现 卵 群 ， 多 半 

能 找到 它 。 这 种 现象 是 否 雄 蚁 有 等 待 唆 姑 再 次 抱 对 或 者 是 一 种 护 卵 的 行为 ， 有 待 今后 进一步 

We. At, we RAR ELLA BR. WE RARE CLAD ， 粘 贴 在 没 于 水 中 的 

石 块 下 面 ， 而 且 常 见于 产 在 扁平 长 宽 均 为 30 厘 米 以 上 的 石 块 下 面 。 厚 呈 淡 灰 白色。 测量 了 3 

AONE, 4) RAINY 230、250、256 粒 ， 平 均 245 粒 。 卵 径 3.5 毫 米 左 右 。 从 表 2 可 看 出 衰 牢 

影 蟾 的 卵 群 ， 在 平均 水 温 11.05"C 孵 化 需要 40 天 左右 。 孵 化 率 约 为 64.3%%。 

4。 师 电 的 生活 习性 及 生长 发 育 

哀 定 器 旷 晴 是 属 底 栖 类 型 。 喜 聚居 于 水 

质 清光 ， 水 流 缓 盆 ， 隐 项 于 没 于 水 中 的 枯木 

下 面 和 石 块 的 周围 。 游 动 敏捷 有 力 ， 回 避 妃 

Bi, JOH AAS AN RIB 

W223 FBS 4B] VA Ay EY es ES Sh ee 

22 18 , BI) AAS Ny BN [A KR, WN eT 

分 为 21—31mm, 53—64mm, 79—94mm 3 

个 组 ， 分 别 属于 三 个 年 龄 组 AAS, 

图 5) 。 其 中 第 工 年 龄 组 晴 时 的 长 度 和 重量 

与 今年 4 月 8 BRU H ORIN BK A 

致 ,所 以 第 工 年 龄 组 的 时 时 是 今年 4 月 前 后 繁殖 的 。 从 第 下 年 龄 组 可 以 看 出 它 的 幼体 时 期 在 水 

中 只 要 越过 两 个 冬天 便 可 完成 变态 。 这 与 吴 贯 夫 、 杨 文明 1981) RIA RHEE 

然 环 境 存 在 3 个 年 龄 组 相符 合 。 

5 。 政 害 

哀 定 影 蝎 行动 缓慢 ， 不 善于 中 跃 ,逃避 敌 害 能 力 差 ,这 可 能 是 种 群 数量 较 少 的 原因 之 一 。 

它 的 主要 敌 害 ， 就 我 们 所 观察 到 的 有 蛇 类 、 短 尾 钦 。 误 牢 及 蟾 在 不 同 的 生活 期 间 ， 政 害 

的 种 类 也 有 所 不 同 。 当 它 营 陆 地 生活 时 ， 蛇 类 是 它 的 主要 政 害 ， 我 们 于 8 月 间 在 解剖 斜 馆 蛇 

HEM AHP, macrops sinensis}, F7ERMPRMAKKUS KW HS CAI ， 图 6)。 

2—4 FA lel, Fee A BSKRUEA NAR, KAR, JR PS 

SON Reese, BEM GEIR Pm, YHA Is fe ee EEG WET ON 

BAPTA OAM PN GRE, Ae, ARE EWE ON IRIAN EE Se, 

RE 369% 04 9p 2% Egg-masses of V. ailaonica 

小 ay 

1。 本 报告 是 通过 1982 年 3 一 8 月 以 及 1983 年 1 一 7 AM RENE. ailaonice W/E AS AE 

进行 调查 观察 的 结果 

2. 8A RENE 了 。 2zlcoxzzca。 所 栖 居 的 自然 环境 与 该 属 另 4 种 很 相似 ， 垂 直 分 布 于 海拔 

2300 一 2500 米 ， 比 其 他 4 种 略 高 。 

3. 周 年 大 部 分 时 间 栖 居于 陆地 比较 阴 湿 的 地 方 。2 月 中 旬 至 4 月 中 旬 进 入 水 中 繁殖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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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有 短暂 的 冬眠 现象 。 

《平均 产 久 量 245 粒 、 孵 径 3"5 毫 米 左右 ， 自 然 情况 下 的 钱 化 率 为 65% 左 右 。 

5. 晴 时 发 育 缓 慢 ， 在 水 中 需 越 a 7, 能 完成 变态 。 

S$ 4 xX 献 

MAKE, FARE, agin Beef Vibrissaphora 和 种 的 初步 探讨 ， 及 其 与 分 类 学 有 关 问 题 的 讨论。 两 枉 
eG AMRF 3 (1) : 1 一 9 (1980) 。 

MIKE BRE: 中国 无 尾 两 栖 类 。 科 学 出 版 社 100 一 106 (1961) 。 

RAXA, HSH: HR Yibrissapjpora 的 研究 ”2 , 影 曝 的 若干 生态 学 资料 。 两 枉 爬 行动 物 研 究 5 (12) : 
77 一 80 (1981) 。 

杨 大 同 、 马 德 三 、 陈 火 结 、 李 芳 林 ， 云 南 镭 足 蟾 科 Pelobatidae 二 新 种 描述 。 动 物 分 类 学 报 8 (3):32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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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ECOLOGY 

OF VIBRISSAPHORA AILAONICA 

| (Plare xX) 

Chen Huojie Li Fanglin 

(Depariment of Ecology, Yunnan Branch, Academia Sinica) 

Xiao Heng 

(Depariment of Biclogy,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embers of Vibrissaphora ailaonica live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is 2300-2500 m above sea level and is much similar to that of the other fou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They conceal themselves in shady and damp 

places, under a rock or in a tree hole, most of the year except breeding 

period which takes place from mid Feb, to mid of April, when they go 

back to the water, The hibernation period is short, 

An average female lays 245 eggs, about 3.5 mm in diameter, with a 

hatching rate of 65%,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the tadpoles to cominicte 

metamorphosis, The tadpoles must live through two winters before complete 

metamorphosis takes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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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t & RW Ht OR 

New Records of Sea Turtles from Guangxi 

J BG YES Pas Yi BR Ab Ba 22 FS AT UR Bs AEH BE, 

(ARS id, HORUT RHR SD, BAK 

MAAmA, ARE Cid ky Bw aR 

POA RPL. PRE CE (HE1955) Sp, FRIB, 

9. WR. MAAS PGA Rr4o sR, BU HE go 

fF: 

1,3#t3§ Eretmochelys imbricata (Linnaeus) 

一 只 为 剥 制 标本 ，1979 年 4 月 采 自 北海 酒 洲 岛 海域 ， 
陈列 于 北海 市 水 产 馆 ， 另 一 只 活 的 成 体 和 三 只 活 的 

幼体 饲养 在 该 馆 的 水 池内 ，“〈 没 有 号 码 ， 下 同 ) 。 

HUME ZK, HBP Ls WEIS tes IRM 

4k, SP—-WASPAMHR. SAMAR wm 

以 淡 黄 色 的 云 状 斑纹 如 大 理 石 ， 活 成 体 背 甲 长 80 厘 

Ko 

2.3848 Chelonia mydas (Linnaeus) 两 内 

活 的 成 体 、 一 只 幼体 ， 饲 养 于 北海 市 水 产 馆 、 前 额 

Belts MBIA, Maw 3 枚 ， 左 侧 工 枚 面积 等 . 

于 右 侧 2 枚 面积 之 和 ， 推 测 在 侧 为 1 枚 的 纵 胸 而 

成 ， 椎 角 板 5 块 ， 肋 和 角 板 每 侧 4 块 ， 第 一 对 不 与 颈 角 

板 相 接 。 消 甲 颜色 三 只 各 异 ， 一 为 暗 灰色 而 缀 以 云 

状 黑 得 ， 一 为 淡 黄 色 而 绥 以 云 状 黑 斑 ;幼体 则 为 红 

棕色 。 成 体 彰 甲 长 约 70 厘 米 。 
3.4@44 Caretta caretta (Linnaeus) 成 体 一 

本 文 于 1983 年 12 有 目 31 目 收 到 。 

只 饲养 于 北海 市 水 产 馆 ， 前 额 鲜 两 对 ， 中 间 洋 有 一 

枚 略 小 的 鲜 片 似 梅花 形 ; TBE 5 tos Paella xk 

鳞 3 放 ， 大 小 由 前 向 后 依次 递减 。 椎 角 板 5 es 朋 
角 板 每 侧 5 块 ， 第 一 对 形 小 与 颈 角 板 相 接 :， TAA 
板 3 对 ， 体 背 红 棕 色 ， 俗 称 红 龟 。 青 甲 长 75 厘 米 ， 

宽 59 厘 米 。 
4. 丽 龟 Lepidochelys olivacea (Eschscholtz) 

1 只 成 体 存 手 广西 水 产 研 究 所 ， 另 一 只 成 体 存 于 广 

西北 海水 产 馆 ， 缘 为 剥 制 标本 ， 前 额 钰 2 对， MBE 

前 者 3 枚 (Elk) . RH 2k. PRA 

一 大 鳞片 ， 其 后 接 2 一 3 枚 小 鲜 ， 椎 角 板 7 块 ; 肋 

角 板 前 者 每 侧 7 HR, AAMC, All 7 He, Fs 

一 对 与 颈 角 概 相 接 ; 下 缘 角 板 每 侧 4 块 ， 每 块 后 绿 

有 1 一 2 小 孔 。 背 甲 橄榄 色 ， 腹 甲 黄 色 、 背 甲 长 63 

一 67 厘 米 ， 最 大 宽度 54 一 58 厘 米 。 

温 业 党 

(广西 医学 院 生 物 教研 组 ) 

Wen Yetang 

(Guangxi Med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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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WMREBE
 AHN HR 

l 体温 调节 与 热能 代谢 

EM REE RRR ORF 
《华东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动物 生态 研究 室 ) 

问 题 的 提出 

两 栖 纲 动物 是 由 水 生 至 陆 生 生活 的 一 个 过 渡 类 群 ， 其 形态 结构 与 生理 机 能 、 以 及 生活 习 

eS, Minn “EA” We. WER ( Bufo bufo) 是 分 布 较 广 的 一 种 常 抑 的 两 栖 纲 动 

物 ， 常 作为 教学 与 科学 实验 的 材料 ， 亦 是 一 种 药 用 动物 。 因 此 ， 研 究 其 生理 生态 状况 ， 是 有 

一 定 的 理论 与 实践 意义 的 。 

AMERICA ME (Bufo b, gargarizgans Cantor) 体温 调节 的 能 力 ， 以 及 热能 代谢 

状况 。 

oe ME, Ji ote 

SLU KE ee (Bufo b, gargarizans Cantor) 采 自 上 海 郊区 。 

Mill Rin va. Se PP PPR: 

1. PAMRREREAF AR RGESRD, UMHNRRARL. 

动物 暴露 在 每 个 温度 等 级 中 的 时 间 为 60 分 钟 ， 测 定 暴 露 前 与 暴露 后 的 体温 变化 。 本 文 指 

的 体温 。 是 直肠 温度 。 测 温 计 是 采用 上 海 医用 仪器 厂 出 产 的 半导体 点 温 计 ， 点 蜗 计 探 针 的 直 

径 是 1.5 毫 米 ， 测 温 时 ， 插 入 直肠 的 深度 是 20 毫 米 。 
环境 温度 是 5" 一 45 吧 范围 ， 每 间隔 5 为 一 个 温度 等 级 。 动 物 暴 露 在 温度 等 级 中 的 程序 : 

首先 暴露 在 接近 利 温 的 温度 等 级 中 ， 然 后 ， 依 照 晕 度 等 级 高 低 的 顺序 ， 逐 次 地 暴露 在 高 于 常 

歇 或 低 于 常温 等 级 中 观测 。 
2。 观 测 闻 肾 暴露 在 极端 环境 温度 (Extreme ambient temperature) 中 的 醒 受 能 力 。 

把 动物 由 常温 环境 中 移 至 极端 环境 温度 -2 吧 或 40" 一 45 环 境 中 ,观测 其 体温 变化 及 生存 
时 间 。 动 物 在 极端 环境 中 引起 死亡 数 达 50% 以 上 的 体温 均值 ， 称 为 致死 体温 (Lethal body 
temperature) 。 

观测 蟾 肾 热 能 代谢 的 方法 ， 是 采用 间接 测定 法 ， 测定 姑 肾 在 不 同 环境 温度 中 耗 氧 量 的 变 

{es 以 耗 氧 量 来 衡量 其 能 量 的 消耗 〈 耗 氧 1 SIP Rae 4.7) ， 耗 氧 量 计 算 单 位 为 每 小 时 

每 克 体 重 耗 氧 毫 升 (9Osml/g/hr) 。 耗 氧 量 测定 仪 是 自制 的 〈 王 培 潮 等 ，1980) 。 

47 



48 PY WG Me fT 动物 学 报 ee 

1。 体 温 

AS We TR Be EAS [is] AN se tin BE AF 

体温 与 Fe Oe 到 中 由 

图 1 表明， 在 一 定 温度 条 件 下 ， 歇 内 的 体 

hee ees 

4 月 12 日 ，27 只 体 长 69.07 土 4.99 BKK 

MGR, CEASA Balin BEE ARH AY PK tin 为 

Y = 3.446967 +0. 6683957 a, 体温 与 环境 

进度 《Ta) 的 相关 系数 =0.99， 经 相关 

显著 性 测定 ，P<0.01 ,相关 很 显著 。1982 

年 12 月 2 日 ，40 只 体 长 64.35 士 5.70 训 米 的 

效 蜂 ， 在 不 同 环境 温度 等 级 中 的 体温 为 
Y =7.462684+0,5861Ta, 体温 与 环境 

进度 相关 系数 r = 0.986， 相 关 亦 很 显著 

(P<0.01) . 

FIC ZH, JE in 2 REA 

子 制约 的 ， 这 与 其 它 无 尾 两 栖 类 相似 

(Brattstrom, 1970), Ki#8it—Ab4p 

热 动物 (Ectothermic animals), =: 要 

靠 吸收 其 外 界 环 境 中 的 热量 来 维持 其 体温 

的 。 因 此 ， 其 体温 受 环 境 温度 影响 。 

| iz KK CIdentical temperature 

RPK eH kia, Me 一 

定 环境 温度 条 件 下 ， 才 出 现 与 环境 温度 相 
符 或 与 环境 同 温 (Identical temper- 

ature) ， 即 图 1 中 体温 回归 线 与 等 温 线 
(Ta=Tb) 相 重 处 所 示 。 当 

zone) 

MS Mae eee KW boi, ER i IT GE 

与 讨 论 

级 中 的 体温 ， 图 1 所 示 。 

5 10 TOO 25. a0 35 40 45 

Bt] (分 ) 

. Bl 大 旷 疹 体温 与 环境 温度 上 和 络 回 归 

1 。 表 示 等 温 线 ， Ta=Tb, 

DR 区 由 12K HEE K 69.0754. 99 BR, RE 

38.14 18.03% 99 kin: V =3. 44697 +0.668395 

iver r= (0599). 

3. 1982.12. 2K HHA K 64.3045. 17BR, KE 

66.5+9.34% kik: Y=7.46284+0.486154Ta, 

r=(), 986, 

A. 71982.12.2K%H KE. 2043. 17BR, KE 
“SN 

27.6545.71 % 的 体温 : Y=4.96099+0. 529147 

Wa, c—0) Goon 

E,, Ex, Eskr ARE, 

温度 ; 当 

VRS EM KU TARE, RAE TORE. a LR, 5 UL AY HB he 
(Agkistron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Pallas ) 7@#H) (ERS, 1983), 

SSSR ea — FE BY AE BSB EI BN 

由 以 上 表明 ， 

HA 1A, WRK SRARAKDAR ARRAS, AMKR Es 体 尺 小 者 ， 
Fim XAG. His, 19824F12H wM, 32 Aye H66.54+9.345, RIK 64.35 士 5.17 BK, 

其 同 温 区 约 14 士 1 (@1-E.) ， 而 同一 天 测定 的 另 一 组 35 只 大 eRe, TR RR N, TK OY 
27,645,715, (ARE4.3015,108 3%, HK ARIK, 11+1CAA (A1-E,) 。 is 

CRM AKM SEAR. RNBERAST, WET RE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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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有 了 明显 的 差异 。 如 4 月 初 的 同 温 区 约 10 士 1YC CAI-E) ， 而 12 月 2 目的 同 温 区 的 14 士 此 
(EI-E,) , ABRWEPESS, BLP ww we CAgkistrodon blomhoffii brevicaudus) 亦 

ADR CES, 1983) 。 

2. WS an S988 77 | 
FEAR in SB S42 C44 CH 

境 中 ， 观 测 其 体温 调节 ， 结 时 如 图 2 表示 。 

由 图 2 可 以 看 出 下 列 几 点 ; 

体温 一 一 生理 机 能 正常 期 REE 

高 温 的 初期 ， 其 体温 是 随 着 时 间 增加 而 上 

oe 

HEV, Gi 8A we Reis APE LSE IE 

Vim ai oy FA 25 ee ve) lim Shy te 

2-3 小 Nie» BARA Se FR, ATR EFC 

MEN ew SHINS TEIGRER BT. 说 明 其 

FEFERLSE BA EL. Wis BR eS. Aw 

ik im dies SHE To K OWS BRIN Be FE UE iia 

29,131, 76° G63) ©, 

Schmid (1935) AF PROMS 

生存 时 间 是 与 其 地 理气 候 条 件 有 有 关 。 人 rede FA URIBE). 

Hintze KR, ZRH KYR EH 。 示 暴露 在 440 条 件 下 的 体温 (动物 50 只 )。 
(Bufo cognams Say) BDRES EH d PARA BHT RB (动物 45 只 )。 

. mie (%) o 
MB, FFA RES Sas A—AIKA IE 。 示 失重 率 〈%) 。 
(Bufo hemiophrys Cope) 是 分 布 在 美国 北 1。 示 皮肤 正常 湿润 。 

部 ， 直 至 加 拿 大 。 在 高 温 38"C 环 境 中 ， 前 者 i 
可 生存 三 个 小 时 以 上 ， Ma. BUABL Hie 

肾 仅 生存 40 分 钟 ， 致 死 高 温 要 比 前 者 低 2.34 廿 0。.41'C 。 上 上 海地 区 的 大 同 肉 ， 其 耐 高 温 的 能 

力 ， 也 可 能 与 其 它 地 区 的 大 蚁 内 有 差别 

皮 鞭 的 调 温 作 用 AUER Am St ies 31-32, BR ROW KER, Wee 

肤 ， 但 此 过 程 仅 维持 1-2 个 小 时 人 然后， 皮肤 干燥 ， 体 温 开 始 上 下 振荡 。 

在 高 裔 条 件 下 ， 湿 润 的 皮肤 ， 在 防止 体温 过 高 过 程 中 可 能 有 相当 的 作用 。 Brattstrom 

(1971) 在 论述 两 栖 类 体温 调 区 一 文 趾 指出， 皮肤 的 水 分 蒸发 ， 可 使 体温 低 于 环境 温度 。 
Thorson (1955) HALA (Rana pipiens) 水 分 蒸发 与 体温 调节 的 关系 中 指出 : 在 50YC 高 

mma h, AEA WKS AREA. REE AUMS36.8C, HERE REAET, UB 

的 皮肤 ， 对 发 散 体 热 是 有 一 定 作 用 的 ; 因 皮 肤 干 燥 之 前 ， 其 体温 是 相对 地 稳定 。 皮 肤 腺 分 泌 

大 量 狂 液 ， 湿 润 体 表 ， 这 可 能 因 高 温 而 使 皮肤 水 分 ee awe ee oe as 

用 ， 是 缓和 体温 升 高 的 一 种 方式 。 

高 温 与 体重 en 

露 在 42 思 条 件 下 ， 相 对 名 度 81% 以 上 ， 暴 圳 时间 3 个 小 时 ， 体 重 减轻 11.36% (n=45) ; 暴 

图 2 pe 3y ua PP AD Rie EUR S FE 

Sli@\es) pe 

i) 

(Ws) 



50 

露 6 个 小 时 ， 体 重 减轻 19.32%(n = 40) 7 个 小 时 ， 减 经 22.11% (a = 35) 

Wi HH TT oh hy OR 

/ 

3 48 

(图 2) . See 

体重 的 减轻 原因 ， 可 能 因 高 温 引 起 物质 消耗 增加 ， 尤 是 皮肤 水 分 的 大 量 薰 发 和 皮肤 腺 的 六 量 

分 泌 而 促使 体重 减轻 。 我 们 曾 把 大 蟾 内 (n= 30) 在 高 温 中 暴露 7 个 小 时 凡 后 ， 立即 把 它们 浸 

在 浅水 盆 中 ， 使 头 露出 水 面 ， 不 让 饮水 ，30 分 钟 内 ， 其 体重 可 恢复 7.5%% 。 这 似乎 亦 可 以 示 

明 皮 肤 水 份 蒸发 与 体重 减轻 的 关系 。 

3. SIRT RIR-2 CAI Mt SEN 

AMIR MIRE -2CHRET, WME SIRMIN IE, RU 3 表示 。 

由 图 3 表明 下 列 几 点 : 

KM ASEM E4,15+0.44C, WAH 

定向 运动 能 力 。 

SKBAREBEEISC AA, ZH 

AL TEAR Ao 

BABE S-0,.2C%, BRAK HK 

温度 。 

大 蟾 峰 体 温 降 到 0 "2， 在 短 时 间 内 ， 不 

一 定 致死 。 我 们 曾 在 低温 条 件 下 ， 使 其 体 刘 

保持 到 0% 约 五 天 左右 ， 仅 死 5% 8 TLE 

PRAWIEM, BBI2CULYARH, Ad 

10—204)> 9h, SMBF. HERRRS TK in Bl 

-0.2*C， 如 及 时 移 到 温暖 环境 中 ， 亦 可 以 复 
Hs MRA A AK, 或 体温 低 于 

-0。.2*C， 即 使 移 到 温暖 环境 中 亦 不 能 复苏 。 

Ab ASSIA (Ai FPR, BT RB 0 CHA. 

4, BiRMARS 

KiGe@REeE-EMEAGT., fee 

时 间 内 。 其 体温 升 高 (得 温 ) 或 下 降 CK 
im) 状况 ， 结 果 如 图 4 一 7 所 示 。 

唉 哆 体温 的 得 失 程 度 ， 是 党 体重 大 小 影 

响 HA 42H, WAAR READE 

*®, RELMRAREAG?. Feb hGS 

环境 温度 之 间 的 温差 相同 ， 暴露 的 时 间 亦 相 

同 ， 结 果 不 同 ,， 即 体重 大 者 ， 得 温 或 失 温 

>, 体重 小 者 ; 得 温 或 失 温 较 多 。 体 重 

66。.50 土 9.34 克 蟾 内 Ca= 32) HISCHRE 

Se 

Bt 

—: 

Cc 

a ~ 一 

图 3 

1. 

26 

Se 

4. 

aes 

C, 

an 

(为 

KMRL -— 2"C 条 件 下 的 体温 及 柯 受 能 
et 

1983.3.8 。 体 重 29。0 士 4.07 克 ， 体 长 63.75 

+3.59/8 AEE ATE it o 
1983. 3.8 .体重 59.0 士 6.27 克 ， 体 长 81.0 士 

3.472 RE A Rizo 
1982.12. 2 AAS27.645.0%, BK 

517 BRE io 

1982.10.12.46 ££ 38.1448.03 3%, #K69.97 

14.99/28 AEH Rito 

失去 定向 运动 能 力 。 B. KAM. 

致死 临界 体温 。 了 D。 环 境 温 度 = 205 

至 30C 环 境 中 ， 暴 露 30 分 钟 ， 结 果 得 温 5.84sC， 平 均 每 分 钟 得 温 0.1947C， 而 体重 27 .60 诗 

5.72 训 蟾 内 (a = 35)， 在 相同 条 件 下 ，30 分 钟 内 得 温 6.74\C， 平 均 每 分 钟 得 温 ;0.2247C， 反 

而 比 体 重大 者 得 温 多 0.9C， 快 0.03"C/ 分 。 如 果 由 10" 环 境 移 至 5C 条 件 下 ， 30 分 钟 内 ， 体 重 

66,50+9.3400iiR, HUA EZ Lok 27.6045.72504 0.27, 慢 0.009"C/ 分 。 由 此 可 以 

64.304 

Oe 



工期 ” 王 说 潮 等 ， 大 晓 内 生 理 生 态 的 研究 工 .体温 调节 与 热能 代谢 51 

- 

Hey, ZHI ET. PIRAAUIOUR, TSCA AE LP ADA RK, BAIA 

ee eee 

温差 与 体温 得 失 的 关系 HASH, MRCAAHAN, KIRA E-2CHE 

下 ， 其 体温 的 下 降 或 失 温 大 小 ， 是 与 体温 和 环境 温度 之 间 的 温差 大 小 成 正 线性 关系 ， 即 温差 

您 大 ， 失 温 亦 愈 大 。 温 差 愈 小 ， 失 温 亦 剑 小 。 

图 4 在 相同 温度 及 时 间 条 件 下 ， 大 壮 崇 的 个 体 大 小 对 2 

BAAR HY 
人 。 示 体 得 27.6 十 5.72 克 ， 环 境 温度 15>30CH at . ee 

得 温 率 ;〗 0.2247C/F. “§ 各 mete 
B. 示 体 得 66.5 填 9.34 克 ， IRIE E15 >30C 时 la 和 

得 温 率 :0.19471 /分 。 图 5 在 -2 0 条 件 下 ， 温 差 大 小 对 大 兹 蜂 失 湿 
C。 示 体重 27。6 填 5.72 克 ， 环 境 温度 105 CH 之 影响 

失 温 率 : 0.12830C /分 。 

Det cag fe Oe AG A075) PRS EH Oca cag Te eto estes rere reer ty 
£13 2, 0.1193C/. 7 fags“ 

16 tis] 

1 
14 48 

B aoe § a’ 
12 ) la 14 i 

失 如 to lia @ 

10 Alas aa 
Bh ie) 

ig 2 v 2 
Sey ars Og wo 3 iP & 

6 7 te 5] j & 

coyr 4 6 2 
6 S 

60 SO 110 2WoO mo 3 

aq te] (分 加 12 

AG KBRAREAEE (-20) , AEHAS mM 1 
失 温 的 关系 1s 20 1 机) 3125 TAU. 

te (区 

图 7 KARAS A-2CHKHT, HTH eRSEH 

Wim RLZAW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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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 的 得 失 与 暴露 时 间 的 关系 由 图 

6 AT AN» 3 iis Wes SR Be HE — FE BE 温度 条 件 

下 ， 其 体温 的 下 降 或 升 高 程度 ， 是 与 暴露 的 

时 间 长 短 成 正比 。 暴 露 时 间 愈 长 ， 体 温 获得 

或 失去 亦 愈 多 ;时间 愈 短 ， 得 温 或 失 温 亦 您 

De 
暴露 时 间 对 温差 的 影响 MATR 

明 ，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 体 温 与 环境 之 间 的 温 

差 ， 是 随 着 暴露 的 时 间 增 加 而 缩小 。 由 此 局 

示 ， 如 果 蚁 崔 暴 露 在 极端 环境 温度 时 ， 其 体 

温 上 升 或 下 降 到 致死 临界 温度 的 温差 是 与 驼 

圳 时间 长 短 成 反比 ， 如 暴露 时 间 愈 短 ， 距 至 

死 临界 温度 您 大 《图 3) 。 

5。 热 能 代谢 

蟾 内 在 不 同 季节 的 热能 消耗 ， 如 图 8 所 

7No . 

AFL SRRMBALEERAD WK 

由 图 8 ira, WEHRRUPLEE AK. Zeke 

环境 温度 升 高 而 升 高 ， 随 着 环境 温度 下 降 而 

下 降 ， 即 暴露 在 最 低温 度 等 级 中 ， 其 代谢 水 

平 最 低 ， 暴 露 在 最 高 温度 等 级 中 ， 代 谢 水 平 

最 高 。 这 与 恒温 动物 或 内 热 动物 CEndo- 

thermic animals) Af, CNAs, 

AA EE A A OE A TR AN A RAEN ENS EE A NO 

图 8 RSA KM FE LE 4H 
AAA 

1。 表示 1982 年 10 月 份 耗 气量 : Y= -0.03558 
+0.005796Ta, r=0.976. 

2. fk192%3AFANHAE: Y= 
— 0.39754 +0.005117Ta, r=0.986. 

3. 表示 1982 年 鞋 月 下 外 的 邦和 气量 : 

+0.00111Ta, r=0.97. 

A. 71982--10 A #43354: Y=0.06584 

mi/g/hr, 

B. 7198273 AF ay7t Ae) 值 : 
mi1/g/hr. 

C. 示 1982 年 1A FAHAE IH. Y=0.0373 
mi/g/hr. 

“~~ 

Y=0.0179 

a 
Y=0.04979 

代谢 水 平反 而 最 高 ， 暴 露 在 中 性 温度 区 
(Thermoneutral zone) 时 ， 其 代谢 水 平 才 最 低 (Bartholomew, 1977) 。 At, Kiem 

的 热能 代谢 水 平 ， 显 示 出 外 热 动物 (Eciothermic animals) 的 特点 。 

代谢 水 平 的 季节 变化 由 图 8 表明 ， 冬 眠 前 的 10 月 份 最 高 ， 平 均 耗 氧 量 为 0.06584 

(O,ml/g/hr) ， 即 相当 产 热 0.30945〈cal/g/hr》 。 冬 眠 期 〈1 月 份 ) 代谢 水 平 最 低 : 平 

均 耗 氧 量 为 0.0373 〈Omjil/g/hr)， 相 当 产 热 0.1753 〈cal/g/hr) 春季 《3 月 底 )， 其 代谢 水 

平 居中 。 如 果 以 秋季 (10 月 份 ) 作 为 100% , 则 冬眠 期 (1 月 ) 的 代谢 水 平 仅 相 当 秋季 的 56.56%，， 

BE NTS 62% eit KIER ZS aE (k, BRIE Fe BY He We SW HH CAgkistrodon blomhoffi 3 

brevicaudus) 亦 如 此 ， 冬 限时 期 的 代谢 水 乎 最 低 《 王 培 潮 等 , 1983) 。 这 种 季节 性 变化 ， 是 

动 季节 有 关 ， 冬 季 代谢 水 平 最 低 ， 这 是 节约 热能 消耗 ， 对 付 寒冬 缺 食 季节 的 一 种 

结 

1. 大 蚁 峰 的 体温 是 与 处 境 温度 成 正 雪线 回归 相关 ， 主 要 靠 吸收 外 界 环境 境 辐射 热 来 维持 其 

a 

SRB 

适应 。 

小 

体温 ， 是 属 外 热 动物 类 型 。 但 一 定 的 生理 调 温 能 力 。 其 同 温 区 ， 因 体 尺 大 小 及 季节 而 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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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USOR TE 40°44 CHEER, REM 2—-3-4VNINs 致死 体温 均值 约 29.93 士 1 

76C, Hitt RBH, THARBARAGLEDHF. 
3. ZERIT, ROGUE SA. 1540.44°C, URE MIBWAE Is 降 到 -0.2% 

以 下 ， 则 致死 ， 甚 体温 下 限 ， 可 能 是 0 左右。 
4. 大 蟾 蜂 的 静 正 代谢 率 ， 是 与 其 环境 温度 正 相 关 ， 即 随 着 环境 温度 升降 而 升降 。 显 示 出 

外 热 动物 的 代谢 类 型 。 其 代谢 水 平 亦 与 季节 有 关 ， 冬 眠 时 期 达到 最 低 水 平 ， 仅 相当 秋季 的 
56.56%, 

培 讲 、 赵 实 、 陆 厚 基 等 ， 陆 生 肴 椎 动物 耗 氧 量 的 简易 测定 读 。 上 海 师 天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 2: 126— 

131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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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son TB; The relationship of water ecology to terrestricalism in amphib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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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PHYSIOLOGICAL ECOLOCY OF COMMON TOAD 

I , THERMOREGULATION AND HEAT ENERGY METABOLISM 

Wazg Peichao Lu Houji Zhu Longbiao Zhao Shi 

(Depariment of Biology, East Chine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thermoregulation and heat energy metabolism 

of Bufo 6b, gargarizans, The results of the authers’ work from Oct,, 1981 

to March, 1983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pcdy temperature of the common toad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which may be expressed as a linear reg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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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equation (Fig, 1). 

Y =3.446967+0.668395Ta (Wt, =38.14+8.03¢, BL=69.07+4,99mm, 
P<0,01, April, 1982) . 

VY =7,462684 +0,586154Ta(Wt, =66.50+9.34¢,  BL=64.35+5,.70mm, 
P<0,01  Dec., 1982). 

人 

Y =4,96099+0,59147Ta (Wt.。=27。60 士 3.57 g, BL =64,30+5,10mm, 

P< 0,01; Detreudodepe:. 

2) Only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is the body temperature identical to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which is relative both to the size of the toad 

and to the season, 

3) When the toad is exposed to high temperature circumstances, e, g, 

from 40 to 44, it may ‘survive for about 2—3 hours (Fig.2) 。 

4)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lethal body temperatures of the toad 

are 29,93+1.767 and—0.2C respectively, The lower limit of its body 

temperature is probably 0, 

5) The toad loses mobility when its body temperature drops to 4,15+ 

0,44, 

6) The metabolic rate of the toad at its resting stage Varies positively 

with temperature, The lowest rate occurs during hybernation, being 56.56% 

of the highest in autumn, In spring this rate is 75.62% of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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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 江 林 蛙 (Rana amurensis) 

胚胎 的 正常 发 育 
《图 版 W—W) 

下 
中国 科学 院 上 上 海 细胞 生物 学 研究 所 ) 

摘 要 在 20 圭 1C 恒 远 条 件 下 观察 了 黑龙 江 林 峙 CRana amurensis) 的 正常 胚胎 发 育 。 根 据 外 

形变 化 和 胚胎 主要 生理 特征 的 出 现 以 及 豚 胎 的 行为 将 黑龙 江 林 蛙 的 豚 胎 发 育 划 分 为 25 个 分 期 。 从 钥 

子 受 精 开始 至 师 蛙 的 鳄 盖 闭合 .出 水 孔 形成 为 止 共 历时 约 155 小 时 。 这 种 些 的 发 育 速度 在 肌肉 效应 期 

DAU ROEM RA, EEDA, 发育 速度 明显 加 快 。 

观察 中 还 发 现 黑龙 江 林 蛙 师 时 的 口 型 ,唇齿 式 为 1:1 一 1/ 下 :1 一 1 或 11 一 1/ 下 ， 这 与 另外 3 种 林 

蛙 的 明显 不 同 。 这 一 发 现 可 能 有 助 于 我 国 林 些 群 分 类 问题 的 进一步 研究 。 

MTEL pKa (Rana amurensis ) 是 我 国 东 北 地 区 和 常见 的 无 尾 两 栖 类 ， 分 布 于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 也 许 由 于 它 的 卵子 和 早期 胚胎 表面 色素 浓密 ， 使 观察 者 感到 不 方便 ， 这 是 一 种 适 
应 于 较 寒冷 地 区 的 蛙 类 的 发 育 。 近 年 来 ， 人 们 注意 到 这 种 蛙 卵 受精 后 ， 在 受精 卯 赤道 下 方 呈 
现 比较 明显 的 灰色 新 月 区 。 成 熟 的 肉 蛙 和 雄 峙 在 低温 条 件 控制 下 ， 可 以 适当 延长 冬眠 ， 从 而 
能 够 较 长 期 地 提供 实验 用 钨 ， 人 工 受精 也 很 方便 ， 故 被 选 作 研究 某 些 生物 学 问题 的 实验 材 
料 。 关 于 两 栖 类 正常 胚胎 发 育 不 仅 是 胚胎 学 教学 不 可 缺少 的 资料 ， 也 是 有 关 科研 必 备 的 参 
考 。 我 们 参照 国内 有 关 黑 斑 些 ， 以 及 国外 在 美洲 林 蛙 和 药 蛙 正常 发 育 的 记录 ， 观 察 了 黑龙 江 
林 蛙 的 早期 发 育 时 程 和 外 形变 化 ， 并 和 以 上 几 种 蛙 的 发 育 时 程 作 了 比较 。 同 时 根据 切片 观 
察 ， 对 黑龙 江 林 蛙 早期 发 育 有 关 时 期 的 内 部 主要 器 官 形 成 ， 也 作 了 简要 的 描述 。 鉴 于 林 蛙 群 
的 分 类 问题 尚 有 争议， 我 们 也 注意 观察 了 黑龙 江 林 蛙 晴 妊 的 口 型 和 展 齿 式 ， 希 望 能 为 林 些 的 
分 类 研究 提供 一 些 资料 。 

材料 和 方法 

成 年 的 黑龙 江 林 峙 由 本 所 生物 膜 组 提供 。 用 人 工 授精 方法 得 到 受精 矿 。 从 冰 库 中 取出 贮 

* 1982 届 山东 大 学 生物 系 实习 生 。 
本 文 是 在 戴 荣 禧 老师 指导 下 进行 的 。 

本 文 于 1983 年 9 月 22 上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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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的 雌 蛙 ， 在 室温 (20°C) H1—2K, wes, PRE EERT alSS ee oi EAA LR, 18—20 

IN CORRENTE, MPEP A NI, CIA, AG FULD IS, EB ILA 

时 ) 5 SORE ASME IE AS, SS RBS Se, PEAT EA IHG. 

Hc tat REAM NG HE, ZED RLHoltfreter Weyer oy Ms, TAK. FA Uh KK A 

从 峻 蛙 子 宫 中 取出 卵子 ， 放 置 在 消毒 干燥 的 培养 下 中 ， 尽 可 能 平 摊 成 单 层 ， 涂 上 精液 ， 十 分 

钟 后 加 水 ， 半 小 时 后 ， 洗 去 璋 余 精液 。 

包 被 着 卵子 的 胶 膜 遇 水 后 迅速 膨胀 ， 彼 此 外 连 ， 结 成 卵 块 。 为 了 便于 观察 ， 将 卵 块 剪 成 

小 块 ， 每 小 顽 约 有 受精 卵 十 余 粒 ， 分 养 在 小 的 培养 正中。 分 卵 时 尽量 沿 卵 胶 层 剪 开 ， 以 免 受 

精 卵 受到 机 械 损伤 ， 影 响 发 育 。 定 时 换 水 ， 保 证 水 质 清 洁 “〈 用 过 滤 水 ) ， 使 用 的 水 是 在 室温 

中 (20°C) 放置 过 的 ， 避 免 因 温差 影响 发 育 速度 。 

供 切 片 观察 用 的 各 期 胚胎 经 Botuin 修 正 液 固定 ， 石 烘 包 埋 ， 百 。 蕊 .染色 。 

因 无 尾 类 胚胎 纤毛 运动 剧烈 故 神经 豚 以 后 的 各 期 豚 胎 外 形 照片 均 系 用 2.5%% 成 二 醛 固 定 

标本 拍摄 ， 放 大 约 10 倍 。 胚 胎 长 度 测定 ， 是 用 1/3000 的 M9222 将 豚 胎 膝 醉 后 ， 再 置 于 琼脂 小 

， 槽 肉 ， 用 显 微 目 尺 测量 的 生活 时 的 长 度 。 

We wR 

参照 前 人 的 分 期 方法 ， 根 据 胚 胎 的 主要 外 形 ， 生 理 功 能 和 行为 变化 ， 结 合 切 片 观察 ， 将 
黑龙 江 林 峙 的 早期 发 育 〈 从 受精 卯 到 鳃 盖 闭 合 出 水 孔 形成 ) ,划分 为 25 个 时 期 。 应 当 指 出 ， 胚 
胎 发 育 是 一 个 连续 的 过 程 ， 将 一 个 连续 的 过 程 依据 一 些 明 显 的 外 部 或 生理 特征 划分 为 著 干 时 
期 ， 只 是 为 了 便于 参考 。 由 于 各 个 个 体 的 发 育 速度 并 不 是 完全 等 同 的， 在 二 十 几 个 胚胎 申 以 
最 初 几 个 胚胎 出 现 革 一 性 状 时 起 ， 作 为 某 一 时 期 开始 。 发 育 快 的 和 慢 的 之 间 就 有 一 定 的 时 间 
差 。 这 种 差别 在 早期 卵 裂 阶段 只 有 十 几 分钟 ， 在 原 肠 胚 和 神经 胚 则 可 差 1 一 2 小 时 ， 后 来 的 
发 育 差 值 也 就 大 些 。 各 期 时 程 列 在 表 1 ， 现 将 各 期 的 特征 记述 如 下 : 
1。 BRR ”直径 约 为 1.6 一 1.7 毫 米 ， 动 物 极 色素 很 深 ， 未 受精 卵 无 灰色 新 月 ， 卯 子 无 定 
向 ， 虽 然 胶 膜 也 能 吸水 膨胀 ， 但 相互 间 糙 着 力 差 ， 很 容易 脱 开 。 受 精 后 色素 移动 ， 至 使 在 赤 
道 下 方形 成 明显 的 灰色 新 月 区 。 受 精 后 约 20 分 钟 ， 由 于 卵 周 隙 形成 ， 受 精 匈 开始 转动 ， 逐 渐 
调 态 为 动物 极 向 上 ， 植 物 极 向 下 。 
2。 细胞 期 ”第 一 次 分 裂 为 经 弄 ， 始 于 受精 后 80 分 钟 左 右 。 首 先 在 动物 极 册 现 分 棵 海 ， 其 
两 仙 有 许多 与 其 垂直 的 裙 皱 ， 当 分 悄 沟 加 深 时 ， 袜 皱 也 加 深 ， 后 来 袜 皱 逐渐 消失 。 第 一 次 分 
悄 通 过 并 平分 灰色 新 月 区 ， 使 两 细胞 期 呈现 两 侧 对 称 的 格局 。 从 分 裂 沟 出 现 到 完成 第 一 次 分 
32h F504) Hh, 
3. 45H BoOKDNHSA, DAY SA-KDRERREH, WHHRARDR 
切割 ， 使 2 细胞 等 分 为 4 个 细胞 。 
4。 8 细胞 期 ”第 三 次 分 裂 为 弗 裂 ， 分 裂 沟 偏 于 赤道 上 方 约 20" 处 ， 与 前 两 次 >A eH 
直 ， 结 果 分 成 动物 极 4 个 细胞 较 小 ， 植 物 极 4 个 细胞 稍 大 。 这 时 从 切片 上 看 8 TORS 
处 已 有 一 个 较 小 的 分 裂 腔 。 MLSS 

ee Racor ee ha Sine = 1 - iis 
we ere 24 a. Whats ened: 0 ELS) eae Xun Wy eps bere “Una Cra ae, Fae RS h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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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We) GE a a ey C20 ce) 

RAR Chit) 间隔 时 间 〈 小 时 ) 观察 次 数 2k (Bx) 

1. 受精 期 0 0 6 
2. 2 细胞 期 2.3 Doe 6 

3. 4 细胞 期 3.2 0.9 6 

4. 8 细胞 期 3.9 0.7 6 

5. 16 细 胞 期 人 0.8 6 

6。 32 细 胞 期 563 0.6 5 

7. See 6.0 0.7 5 

8. PeferaHy 9.8 3 5 

9。 Beene er, 3.9 4 

10. JR 16.6 2.9 3 

11. 原 肠 中 期 21.4 4.8 6 

12. 原 肠 晚 期 24.0 2.6 5 

13. 神经 概 期 2 3.5 5 

14. HEA 34.6 Pol 3 

15. 胚胎 转动 期 37.9 3.3 3 

16. 神经 管 期 41.1 3.2 3 

17. 尾 芽 期 45.2 4.1 3 

18. 肌肉 效应 期 60.4 15.2 4 3.2 

19. 心跳 期 69.1 Bat. 3 4.5 

20. SETEIAIG 78.0 8.9 4 4.9 

21. 孵化 期 88.3 10.3 3 5.3 

22. FFU 98.9 10.6 3 6.4 

23. hae HH 105.1 6.2 4 (en 

24. Aiea Hi 139.0 33.9 5 8 a2 

25. 两 鳃 盖 财 合 期 155.5 16.5 5 9.2 

注 : 1。 表 中 各 期 的 时 间 ， 为 几 次 观察 的 平均 数 。 

2。 每 凑 观 察 且 胎 数 为 10 一 20 个 。 

3.。 胚 脸 长 度 为 生活 时 用 显 微 目 尺 测 得 ， 每 次 记录 5 个 以 上 数据 ， 取 平均 值 。 表 中 数据 则 为 几 次 

的 平均 值 。 

5。 16 细 胞 期 APRs BAB, | 
6。 32 细 胞 期 ”第 五 次 分 型 为 结 裂 ， 分 形 腔 增 大 。 
7。 BES ”经 过 第 六 次 分 裂 ， 分 裂 球 明显 变 小 ， 在 动物 极 的 更 小 些 。 这 时 从 切片 观察 
到 已 有 明显 的 囊 胚 腔 ， 所 以 我 们 把 它 作 为 囊 胚 期 的 开始 。 整 个 帮 胚 期 是 细胞 增殖 的 过 程 ， 除 
了 细胞 数目 增多 ， 细 胞 体积 明显 变 小 以 外 ， 没 有 更 适当 的 分 期 特征 。 若 把 整个 囊 胚 期 作为 一 
个 时 期 ， 又 嫌 时 程 众 冯 ， 因 而 根据 细胞 的 大 小 及 时 间 ， 将 囊 胚 期 分 为 旱 、 中 、 晚 三 个 时 期 。 
驯 胚 期 胚胎 的 体积 由 于 囊 胚 腔 形成 ， 略 有 增 大 。 
8。 圳 胚 中 期 ”将 台 且 早期 到 圳 胚 晚期 之 间 整 个 时 程 的 一 半 ， 划 分 为 事 胚 中 期 。 这 时 细胞 
巨 很 小 ， 但 肉眼 仍 可 看 到 胚胎 表面 凹凸 不 平 的 细胞 。 
9, 圳 胚 晚期 ”在 放大 10 倍 的 解剖 镜 下 观察 时 ， 基 本 分 不 出 动物 极 细胞 界限 ， 而 在 4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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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镜 下 仍 可 比较 清楚 地 分 出 。 由 于 动物 极 和 植物 极 的 细胞 体积 大 小 不 同 ， 动 物 极 细胞 分 裂 的 
速度 比 植物 极 细胞 的 为 快 。 
10。 原 肠 早期 由 于 甩 胎 表面 细胞 向 着 胚胎 的 一 定 部 位 移动 、 内 陷 移 入 ， 在 移入 处 形成 

了 新 月 状 笑 隙 叫 作 背 导 。 此 时 ， 在 背 展 上方 可 见 到 由 于 细胞 按 一 定 顺序 向 背 唇 处 迁移 而 形成 
的 细胞 流 。 
11。 原 肠 中 期 ”人 背 唇 两 侧 继续 向 侧 腹 方 延伸 成 侧 情 ， 成 半圆 形 。 实 际 上 是 位 于 表面 的 预 

定 躯 寺中 胚层 细胞 向 胚 孔 处 集中 并 卷 入 内 部 的 结果 。 
12. ABR ”胚胎 腹面 的 细胞 也 向 内 迁移 ， 形 成 腹 唇 ， 被 包围 在 背 唇 、 侧 唇 和 腹 唇 中 
间 的 是 一 个 风 圆 形 卵黄 栓 ， 些 乃 未 来 胚 孔 的 位 置 。 这 时 的 内 部 特征 是 原 肠 腔 的 不 断 扩 大 ， 使 
RIKER, BWA. 
13. 神经 板 期 ”在 未 来 胚胎 的 背面 出 现 比较 平 的 前 宽 后 窒 的 板 状 结构 ， 它 是 神经 系 AW 
原 基 。 在 切片 上 可 看 到 背部 神经 板 的 细胞 趋向 于 呈 柱 状 排列 。 
14。 HEED ”在 未 来 的 颈 部 神经 板 边 缘 首先 向 上 隆起 ， 并 向 前 向 后 延伸 ,形成 神经 袜 ， 
神经 板 中 央 出 现 一 条 纵向 四 陷 ， 即 神经 沟 ， 胚 胎 沿 头 尾 轴 略 有 展 长 。 
15。 胚胎 转动 期 ”胚胎 的 表皮 细胞 分 化 出 纤毛 细胞 ， 由 于 纤毛 摆动 使 有 年 胎 在 膜 内 转动 ， 
并 由 慢 到 快 。 颈 部 后 方 神经 裙 已 向 中 间 靠 拢 ， 但 头 部 仍 较 宽 。 
16。 神经 管 期 ”神经 管 完全 闭合 ， 前 端 脱 大 形成 脑 ， 其 后 为 神经 管 。 在 头 部 两 侧 已 分 化 出 ， 

鳃 板 。 从 横 切 面 上 可 看 到 眼 吉 突 出 〈 参 见 图 版 刺 ， 图 1 ) ， 但 壁 较 厚 ， 腔 比较 小 ， 后 脑 两 侧 
外 胚层 加 厚 并 向 内 陷 成 听 窝 。 
17。 尾 芽 期 胚 体 后 端 延 伸 成 为 一 个 站 起 的 、 肥 厚 的 尾 菠 ， 其 基部 腹 方 是 凹陷 的 肛 窝 ， 
是 体 部 和 尾 的 分 界 点 。 头 部 有 了 明显 的 鲁 板 及 口 吸 盘 ， 眼 囊 略 有 突出 ， 可 看 到 前 肾 脱 大 。 由 于 
头 部 色素 较 深 ， 鼻 窝 不 很 明显 。 | . : 

AMEERIRES A, BSG. UR SAAMM, SREB. MMM 
为 三 部 分 。 在 体 节 与 侧 板 之 间 可 见 生 肾 节 突起 ， 这 便 是 外 部 看 到 的 前 肾 巾 大 。 
18。 肌肉 效应 期 ”肌肉 对 直接 的 机 械 刺 激 有 反应 。 在 口 吸 盘 的 正 前 方 有 一 止 陷 ， 即 口 四 
是 将 来 开口 的 位 置 。 口 四 前 方 两 侧 各 有 一 凹 陷 的 鼻 窝 。 这 时 胚胎 全 长 3.2 毫米 ， 尾 约 为 全 长 
ve 

HRETE IAN MIE BERK, GERMAN RERAIIE, WRK AOE: WEAK 
ENERO, EB), ARESRECERM. CREE MEL, Ay 
膜 管 为 两 条 ， 背 心 系 膜 尚未 消失 。 9 
19。 心跳 期 ”从 外 部 可 以 看 到 位 于 咽 部 腹面 的 心脏 开始 有 节律 地 搏动 。 第 一 对 外 鲁 EF ZS 
起 形成 。 肛 窝 深 陷 并 开启 ， 即 肛门 。 全 长 4.5 毫 米 ， 尾 约 为 全 长 的 芬 。 

眼 杯 进一步 凹陷 ， 水 晶体 原 基 扩 大 并 向 内 陷 ， 但 尚未 与 外 胚层 分 离 ; 内 耳 扩大 、 介 长 、 
壁 变 薄 。 两 条 心 内 膜 管 中 部 合并 ， 前 后 仍 分 开 。 8 
20。 鲁 循 环 期 ”外 鳃 芽 内 出 现 较 缓 慢 的 血 流 ， 第 一 对 外 鳃 分 枝 明 显 ， 第 二 对 外 鳃 开始 分 
枝 。 全 长 4.9 毫 米 ， 尾 约 为 全 长 芭 。 

水 晶体 脱离 外 胚层 ， 中 间 有 小 膝 ， 但 内 外 壁 未 见 分 化 ; 耳 内 淋巴 管 略 向 外 倾斜 。 心 脏 进 
一 步 分 化 ， 心 内 膜 血管 盘 曲 ， 分 化 为 心房 心室 。 在 生 肾 节 的 部 位 形成 前 肾 小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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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R InN, RRR AMES), FHA RRED, SRA 

MM RASH, IRAK, EN, BRAMIMHAR, ABRRER AER, WEA 

的 胚胎 往往 吸附 在 胶 膜 上 。 全 长 5。3 毫 米 。 | 

水 晶体 内 外 壁 尚未 分 化 内耳 的 内 淋巴 管 继续 向 外 侧 倾 斜 。 

22。 开口 期 ”日 板 像 开 ， 形 成 与 外 办 相通 的 口 ， 角 膜 透明 ， 胚 胎 能 游泳 并 保持 平衡 。 消 

化 道 开 始 弯曲 。 全 长 6.4 毫 米 ， 尾 相当 于 全 长 的 妈 。 

水 晶体 内 外 壁 分 化 ， 内 壁 将 分 化 成 为 较 长 的 晶体 纤维 ， 外 壁 较 薄 ， 眼 杯 开 始 分 化 成 视 网 

膜 ， 并 可 明显 看 出 外 国 的 色素 层 和 包 被 着 较 厚 的 感觉 层 ， 内 耳 明显 增 大 。 
23。 SBA AMR HT. MAT ae RS Sp BAY ee AE a BS 

mR, AGP MURR ARE, RASSRKANKZ ABH, KN ICE 

本 达到 最 大 长 度 ， 它 们 在 被 鲁 盖 覆盖 后 则 转变 为 内 鳃 。 在 口 的 周围 出 现 肉质 乳 窗 。 全 长 7.1 

毫米 ， 尾 下 全 长 的 努 以 上 。 
水 晶体 分 化 成 晶体 上 皮 和 晶体 纤维 二 部 分 ， 腔 隐 变 小 ， 视 网 膜 感觉 层 进 一 步 分 层 ， 内 丁 

ES) Ai BU ER BETA BIKA 
24。 右 侧 鲁 盖 闭合 期 ” 鳃 闸 膜 形成 后 ， 左 面 的 停止 生长 ， 而 右面 的 则 继续 向 后 向 腹 面 延 

舍 ， 将 右面 外 鲁 全 部 覆盖 并 与 侧 腹 部 体 壁 相 愈合 。 全 长 8.2 毫 米 。 
眼睛 的 发 育 已 达 较 完善 程度 ， 视 网 膜 层 次 分 明 ， 锥 体 细 胞 排列 整齐 ， 内 耳 横 半 规 管 出 当 

现 。 | 
25。 BWRShEeH 右 侧 鳃 盖 膜 闭合 后 ， 去 侧 鲁 盖 膜 便 继续 向 下 延伸 ， 终 于 将 左面 外 

鳃 盖 ， 鳃 盖 膜 与 体 壁 相 愈合 ， 但 在 堪 侧 中 部 位 愈合 不 完全 ， 留 下 一个 小 孔 即 出 水 孔 ， 作 为 内 

行 气体 交换 时 排水 之 用 。 全 长 9,2 毫 米 。 

黑龙 江 林 星 晨 圭 的 已 型 X20 黑龙 

肠 上 皮 细 胞 中 尚 有 许多 未 吸收 的 办 黄 颗粒 。 

SET ESA Ah: 对 贱 化 后 的 时 尹 ， 我 们 观察 了 它们 的 口 型 特征 ， 发 现 

RBA RIC, RILEY 式 为 : 工 :1 一 17 开 :1 一 1 或 工 :1 一 1 下 GLE). 

上 上 层 无 乳 突 ， 下 唇 乳 突 为 连续 的 单 层 排列 ， 两 侧 副 突 较 多 。 这 与 其 他 三 种 林 蛙 是 不 同 的 。 



60 PA WG fe tT ah hy SR 3 

总 结 和 讨论 

在 20 土 1 \C 恒 温 条 件 下 ， 观 察 了 黑龙 江 林 蛙 的 早期 胎 胚 发 育 ， 从 受精 卵 到 左 侧 鲁 盖 闭 
合 、 出 水 孔 形 成 ， 共 分 为 25 个 时 期 ， 历 时 155 小 时 ， 见 素 1 。 其 中 重要 时 期 所 需 时 间 如 下 ， 
2 细胞 期 ，2.。3 小 时 ， 原 肠 早期 ，16。6 小 时 ， 神 经 板 期 ，27。5 小 时 ， 尾 芽 期 ，45。2 its OF 
化 期 ，88 小 时 。 与 黑 斑 蛙 、 豹 蛙 、 美 洲 林 蛙 相 比 ， 黑 龙 江 林 蛙 的 发 育 是 比较 快 的 ， 但 在 肌肉 
效应 期 以 前 ， 和 黑 班 蛙 的 发 育 速度 很 接近 。 黑 龙 江 林 蛙 晴 昨 的 唇 此 为 TI:1 一 1/I:1 一 ] 或 
I :1 一 1/ 下 ， 明 显 不同 于 其 他 三 种 林 蛙 几时 ， 却 和 黑 斑 蛙 、 泽 蛙 晴 昨 的 齿 式 有 相近 之 处 。 

(1) Shumway 在 豹 峙 和 Pollister 等 在 美洲 林 蛙 的 受精 卵 与 第 一 次 分 裂 之 间 ， 划 分 一 
个 灰色 新 月 期 。 在 黑龙 江 林 蛙 受精 存 上 ， 虽 然 灰 色 新 月 比较 明显 ， 但 因 其 形成 是 逐渐 的 ， 不 
易 区 分 何 时 开始 ， 何 时 终止 ， 不 适 于 作为 分 期 的 指标 ， 所 以 没有 把 它 作为 一 个 单独 的 时 期 。 

(2) ， 在 这 四 种 蛙 中 ， 黑 龙 江 林 星 的 贱 化 期 在 鲁 循 环 后 10 小 时 左右 。 葛 蛙 、 美 洲 林 峙 
TAREE 〈 王 应 天 1958) 的 旷 化 期 也 都 在 心跳 期 以 后 〈 和 鲁 循 环 并 在 一 起 ) ， 这 和 我 们 的 观察 
是 一 致 的 。 而 朱 和 施 观察 到 黑 斑 峙 〈1957) 的 孵化 期 在 心跳 期 以 前 ， 这 一 差别 的 原因 还 有 待 
分 析 。 至 于 是 否 应 将 孵化 列 为 一 个 单独 分 期 ， 是 有 不 同 看 法 的 。 有 人 认为 ， 同 一 批发 育 卵 子 
REM BAR, HILO BELA —R, LAR SEAN MSW A 
密切 关系 ， 特 立 一 个 孵化 阶段 是 不 太 恰 当 的 。 我 们 在 观察 中 也 注意 到 这 种 现象 。 有 的 胚胎 在 
3 一 4 毫米 时 就 已 贱 化 ， 这 些 过 早 孵化 的 晴 时 大 都 不 够 正常 ， 而 大 多 数 健康 胚胎 有 比较 一 臻 
的 旷 化 时 间 。 孵 化 是 早期 发 育 中 的 一 个 重要 阶段 。 胚 胎 穿 出 卵 膜 脖 出 以 后 ， 这 时 可 称 为 时 期 
的 小 姗 时。 虽然 刚 且 化 的 师 妊 一 般 都 以 口 吸 盘 吸 附 在 附着 物 上 并 靠 消耗 贮备 的 匈 黄 继续 生长 
发 育 ， 但 它们 毕 竞 脱离 卯 膜 开 始 了 自由 生活 ， 这 应 是 个 体 发 育 的 一 个 重要 转变 ， 所 以 我 们 还 
是 把 孵化 作为 一 个 特定 的 分 期 。 

(3) ， 在 黑 斑 蛙 、 葛 蛙 、 美 洲 林 上 蛙 的 分 期 中 ， 都 有 尾 循环 期 。 可 能 是 因为 黑龙 江 林 峙 
胚胎 表面 色素 太 重 的 原因 ， 我 们 在 观察 中 一 直 未 能 清楚 地 看 到 尾 循 环 。 故 未 列 些 期。 

就 发 育 速度 而 言 ， 黑 龙 江 林 峙 是 比较 快 的 。 与 黑 斑 蛙 相 比 ( 朱 和 施 20*) 在 肌肉 效应 期 以 
前 ， 它 们 的 发 育 速 度 很 相近 ， 但 心跳 以 后 ， 黑 龙 江 林 蛙 的 发 育 明 显 加 快 ， 以 至 比 黑 班 蛙 提 前 

两 天 完成 早期 发 育 。 再 和 美洲 林 上 蛙 相 比 ， 虽 然 时 程 有 一 定 差 别 ， 但 美洲 林 蛙 的 记录 是 在 18% 
条 件 下 进行 的 ， 实 际 上 二 者 还 是 比较 接近 的 。 

关于 我 国 林 峙 群 的 分 类 问题 ， 尚 有 争议 。Pope 和 Boring (1940) 将 我 国 的 宁 蛙 简单 地 
归纳 为 两 种 ， 即 目 本 林 蛙 和 中 国 林 上 蛙 ， 黑 龙 江 林 蛙 则 属于 后 一 种 之 异 名 。 刘 承 钊 等 根据 对 我 
国 四 种 林 蛙 成 体 和 其 中 的 三 种 师 昱 的 详细 观察 ， 提 议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和 西部 的 林 蛙 可 能 分 属 
于 三 、 四 个 亚 种 ， 就 东北 地 区 的 黑龙 江 林 上 蛙 和 中 国 林 蛙 而 言 ， 是 极 易 区 别 的 两 个 种 。 故 而 将 
中 国 的 林 蛙 群 划 分 为 昭 觉 林 蛙 、 日 本 林 峙 、 黑 龙 江 林 蛙 和 中 国 林 蛙 。 我 们 对 黑龙 江 林 蛙 凯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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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下 层 贞 式 为 下 :1 一 上， 亦 有 似 为 下 的 与 日 本 林 蛙 相近 ， 展 边 乳 突 为 连续 的 ， 则 与 日 本 林 蛙 

和 中 国 宁 上 峙 相似 》 乳 突 较 长 ， 又 近似 于 昭 觉 林 上 峙 。 总 之 ， 黑 龙 江 林 峙 既 有 目 己 的 特征 ， 驻 与 

其 他 三 种 林 硅 师 时 有 这 样 那 样 的 相似 之 处 。 说 明 它 们 之 间 可 能 有 某 种 亲缘 关系 ， 但 又 绝 非 同 

AR. FT, a ene 当 的 ， 而 我 国学 者 刘 承 钊 等 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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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RANA AMURENSIS 

(Plates W—YW) 

Zhang Rong | Tang Xuepi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Rena emurensis is observed under thermostatic 

conditions of 20+1°C, The whole process takes about 155 hours, counting 

from the fertilzation of the egg to the formation of spiracl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25 stages, The times of the first cleavage stage, early gastrula 

Stage, neural plate stage, tail bud stage, and hatching stage are 2,3, 16.6, 

27.5, 45.2 and 88 hours respectively, The rate of development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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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le exhibits irritability is similar to that of Rana nigromaculata, but becomes 

higher at the beginning of heart beat, 

The dentition formula of the tadpole is [:1—1/I]:1—1 or 1:1—1/IHI, 

which differs from those occuring in the other three subspecies, R, 7, japoni- 

ca, R, j, chaochiaoensis and R,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and may be conducive to 

the probing of taxological problems concerned, 

Tk, Bt ZARRAARTAMFRRSM A 

(AT) HERA MITA wDEAKSPIEASMHBK Kraig Adler 教授 宣布 ， 最 
近 ， 执 行 委 员 会 根据 秘书 长 推荐 的 名 单 ， 选 出 32 个 国家 的 50 位 知名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家 ， 组 成 
国际 两 栖 怜 行动 物 学 委员 会 (Inaternaational Herpetological Committee， 人 简称 IHC)。 我 

国 福建 省 福建 师范 大 学 丁 汉 波 教授 及 台湾 省 毛 寿 先 教授 二 人 当选 为 该 委员 会 成 员 。IHC 成 员 
将 与 执行 委员 会 共同 就 第 一 届 世 界 两 栖 疏 行 动物 学 大 会 的 会 期 、 会 址 及 会 议 的 有 关 各 项 问题 
进行 磋商 ， 积 极为 计划 中 于 1986 年 召开 的 首次 大 会 做 好 充分 准备 。 



第 三 第 “” 卷 一 期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报 Vol. 3, 1 
—FL/\ i4E= A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March, 1984 

CARY) 

KR ote D 
(福建 医学 院 生物 教研 室 ) 

圆 斑 几 是 我 国 广西 、 广 东 和 福建 地 区 的 主要 毒蛇 之 一 。 它 属于 峻 科 、 歇 属 ,学 名 为 Fate- 
ra russelli siamensis Smith， 在 国外 有 Gaans 等 初步 研究 了 蚂 亚 科 某 些 蛇 类 的 视 细 胞 超 微 结 

构 ， 但 未 见 到 有 关 圆 斑 凤 视网膜 超人 微 结构 的 报道 。 在 国内 也 没有 见 到 这 方面 的 报道 ， 本 实验 

通过 对 圆 斑 时 视 网 膜 超 微 结 构 的 观察 ， 以 探讨 这 种 蛇 的 视网膜 特征 和 其 活动 的 规律 性 ， 提 供 

防治 圆 斑 星 咬 伤 的 依据 。 

材料 和 方法 

本 文 在 光学 显 微 锁 和 电子 显微镜 下 观察 圆 斑 贬 视网膜 的 结构 。 实 验 所 用 的 圆 斑 蚂 是 福建 
泉州 地 区 捕获 的 。 作 为 光学 显微镜 观察 的 标本 ， 把 五 只 圆 班 峻 首先 斩 取 蛇 头 ， 解 剖 出 双 侧 眼 
球 ， 将 整个 眼球 固定 于 Sent-Gyegyi 的 固定 液 中 ， 经 过 丙酮 、 乙 栈 、 5 %% 火 棉 胶 等 药物 处 理 
后 ， 石 螨 包 埋 ， 然 后 做 连续 纵 切 片 ， 五 . 眉 .染色 。 作 为 电镜 观察 的 标本 。 把 6 RAE 
眼球 从 头 部 取出 ， 洛 眼球 锯齿 缘 做 一 冠状 切面 ， 保 留 后 半 部 ， 浸 入 2.5 % 二 成 酶 溶液 固定 3 
小 时 ， 经 磷酸 缓冲 液 冲 洗 后 ， 分 离 出 视网膜 ， 切 成 约 Imms 的 小 块 ， 置 于 1% 钱 酸 固定 ， 再 经 
递增 的 乙醇 和 纯 丙 酮 脱水 后 ， 用 环 氧 树脂 618 包 运 。 然 后 切 半 薄 切片 ， 在 光学 显微镜 下 定位 
后 ， 再 切 超 薄 切片 ， 经 醋酸 铀 和 枸 覆 酸 铅 染 色 ， 于 Hu-12A 电镜 下 观察 。 

观察 与 结果 

视网膜 的 一 般 结构 
在 光学 显微镜 下 观察 视网膜 的 纵 切片 〈 见 图 版 Y， 图 1 ) ， 可 见 从 脉络 膜 〈 远 端 ) Hae 

tk GBH) 方向 可 分 为 十 层 。 1 .色素 皮层 ，2。 锥 杆 层 ，3. 外 界 膜 ，4. 外 核 层 ，5. 外 网 层 ， 
16. 内 核 层 ，7. 内 网 层 ，8. 节 细胞 层 ，9. 视 神经 纤维 层 ， 10。 内 界 膜 等 。 其 特点 是 内 核 层 细胞 

本 文 承 刘 凌 冰 和 深 平 两 位 教授 的 热情 指导 , 以 及 我 校 电镜 室 全 体 同 志 ， 组 胚 教研 室 亡 建新 、 本 教研 室 黄 

1 伟 华 等 同志 协助 切片 。 我 校 摄影 室 李 健 、 波 安 等 同志 协助 摄影 ， 在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4 ALI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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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 比 外 核 层 多 ， 节 细胞 数目 比 外 核 层 少 ， 仅 由 一 层 细 胞 组 成 ， 且 细胞 分 布 较 稀 。 通 过 五 只 

圆 班 晒 双 侧 眼球 视网膜 纵 切 面 的 连续 切片 观察 ， 未 发 现 有 中 央 四 。 

视 细 胞 类 型 和 结构 
在 电镜 下 观察 大 量 锥 杆 层 和 外 核 层 细胞 ， 可 见 到 圆 斑 灯 视网膜 的 视 细 胞 类 型 有 单 杆 细 

胞 、 大 单 视 锥 细胞 、 双 视 锥 细胞 等 。 其 每 个 视 细 胞 结构 由 内 段 、 外 段 ， 核 和 带 状 突 触 体 四 部 

分 组 成 。 大 单 视 锥 细胞 的 外 段 分 布 在 锥 杆 层 的 表面 ， 而 单 杆 细胞 外 段 分 布 在 锥 杆 层 的 内 面 

它们 的 外 段 之 间 均 分 布 着 色素 颗粒 。 

1。 单 杆 细胞 (single rod) 由 一 个 杆 细胞 组 成 〈 见 图 版 Y， 图 2 ) 。 杆 细胞 的 外 上段 

由 许多 平行 排列 的 双 层 膜 盘 所 组 成 ， 绝 大 多 数 的 膜 盘 与 原生 质 膜 分 离 称 为 闭合 型 膜 盘 ， 但 少 

数 膜 盘 与 原生 质 膜 相连 称 为 开放 型 膜 盘 。 内 段 远 端 由 许多 线粒体 集结 形成 椭 球 体 ， 近 端 可 观 

察 到 内 质 膜 。 内 段 和 外 段 之 间 还 可 见 到 纤毛 。 
2.7279 ”由 大 单 视 锥 细胞 和 少量 双 视 锥 细胞 组 成 。 锥 细胞 的 体积 比 杆 细胞 大 ， 但 总 

数目 比 杆 细胞 少 。“ 见 图 版 Y， 图 3\、5) 。 
C1) 大 单 视 锥 细胞 Clarge single cone) 其 外 段 呈 圆锥 状 ， 结 构 和 杆 细胞 外 段 一 

样 ， 都 由 许多 膜 盘 组 成 ， 但 比 杆 细 胞 的 外 段 短 而 宽 。 〈 见 图 版 了 Y， 图 3)》 。 内 段 的 远 端 为 线 

粒 体 集 结 形成 权 球 体 。 燃 球体 中 部 的 线粒体 表面 上 有 颗粒 附着 ， 这 种 椭 球 体 称 为 有 轴 的 椭 球 
体 。 内 段 近 端 同样 分 布 着 内 质 网 ， 高 尔 基 复 合 佐 。 大 单 视 锥 细胞 的 数量 比 杆 细胞 少 。“〈 见 图 

Vs Al 5) ° 

(2) 双 视 锥 细胞 (double cone) ， 由 两 个 锥 细胞 组 成 。 在 电镜 下 观察 到 其 椭 球 体 的 

慌 切 面 〈 见 图 版 Y， 图 4) ， 它 由 两 个 椭 球 体 组 成 。 在 两 个 椭 球 体 之 间 有 细胞 膜 将 它们 隔 

开 ， 其 中 一 个 栅 球 体 和 大 单 视 锥 细胞 椭 球 体 构造 相似 ， 它 由 许多 线粒体 集结 而 成 ， 椭 球体 中 

部 的 线粒体 上 有 颗粒 附着 ， 另 一 个 椭 球 体 仅 由 许多 线粒体 聚集 而 成 ， 其 中 部 无 旺 粒 附着 。 这 
种 双 视 维 细 胞 的 数量 很 少 。 

另外 在 以 上 各 类 视 细胞 内 段 后 面 ， 还 分 布 着 锥 细胞 和 村 细胞 的 细胞 核 ， 其 细胞 核 均 为 术 
圆 形 的 ， 在 细胞 核 后 面 分 布 着 细胞 突 触 末梢 ， 其 中 充满 着 突出 小 泡 ， 突 出 小 泡 闻 伟 出 电子 窗 

度 高 的 带 状 结构 ， 此 种 突 触 为 带 状 突 触 〈 见 图 版 7 ， 图 6 ) 。 除 以 上 结构 外 ， 贺 班 星 视 细胞 

上 没有 油 泣 和 抛物 体 等 结 杨 。 
视 细胞 计数 

把 五 只 圆 班 屿 双 侧 眼球 的 石 鲜 连续 纵 切片 置 于 光学 显微镜 下 观察 ， 在 观察 的 每 一 片 锥 杆 
层 切片 里 ， 可 见 到 每 两 个 锥 细胞 之 间 可 含有 2 至 6 个 秆 细 胞 ， 少 数 仅 含 一 个 杆 细胞 。 把 各 全 
眼球 的 锥 杆 层 部 分 连续 纵 切 片 计 数 ， 以 锥 细胞 算 到 近 一 万 五 至 二 万 个 之 间 时 ， 其 杆 细胞 含 多 
少数 目 为 标准 ， 见 表 1 。 可 见 杆 细胞 的 数目 比 锥 细胞 多 两 倍 多 。 另 外 在 电子 显微镜 下 观察 杆 量 
细胞 和 大 单 视 锥 细胞 椭 球 体 的 横 切 面 ( 见 图 版 了 ， 图 5) 。 也 可 见 到 杆 细 胞 的 数目 比 锥 细胞 多。 

WW 论 

1. 圆 玛 晒 视 网 闭 结构 由 十 层 组 成 ， 这 和 一 九 五 六 年 代 .Tanstey 发 表 的 草地 蛇 《Zrozi- © 
donotus natrix natrix) 和 在 光学 显微镜 下 观察 其 视网膜 主要 结构 是 一 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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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 细胞 多 ， 这 和 样 多 个 视 细 胞 的 输入 信号 总 和 到 一 个 节 细 胞 上 ， 最 后 使 每 个 节 细 胞 有 较 大 的 

感受 域 ， 因 此 提高 了 视觉 的 灵敏 度 ， 但 视觉 的 精确 度 较 差 。 
3. 从 光学 显 微 贷 和 电镜 下 观察 大 量 圆 班 峻 视 网 膜 锥 杆 层 和 外 核 层 细胞 横 切 片 和 纵 切 片 以 

及 细胞 计数 ， 均 可 见 圆 斑 蚂 视 细胞 类 型 有 单 守 细胞 、 大 单 视 锥 细胞 和 双 视 锥 细胞 等 ， 以 上 这 

些 视 细胞 类 型 和 极 北 丰 (Vipera gerxs) 相 似 ， 但 极 北星 还 有 小 单 祝 锥 细胞 ， 而 圆 班 峻 视网膜 

上 上 未 发 现 。 它 和 蛤 办 (Gekko gecko) 对 lk, ISMNMAMRAETATA NN, MAP 

膜 由 单 杆 细 胞 和 锥 细胞 组 成 ， 因 此 它 具 有 混合 视 网 碟 。 圆 斑 蛙 视 细 胞 计数 的 结果 是 单 杆 细胞 

的 数目 纤 锥 细胞 多 ， 说 明 圆 斑 坚 脐 夜 均 能 活动 ， 但 以 夜间 活动 为 主 。 

Rl 光学 显微镜 下 连 蛇 视 细 胞 的 计数 结果 

标 本 编 号 = A le & 7 细胞 数 

: a iE 18798 38756 
Fame) ‘ee 18851 39012 

2 左 FB 18976 39054 | 
fal | 18935 39027» 

S acy hs 14995 31015 

ger 14905 31000 

1 Zid, AE: 20015 11825 
右 AR 20008 40075 

2 19415 41018 
at AR 19315 4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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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LTRASTRUTURAL STUDY ON RETINA 

OF VIPERA RUSSELLI SIAMENSIS SMITH 

(Plate V) 

Hong Yisha 

(Department of Biology, Fujian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retina of Vipera russelli siamensis consists of ten layers, namely, the 

pigment, rod and cone, external limiting, outer nuclear, outer reticular, 

inner nuclear, inner reticular, ganglionic, fibrous, and internal limiting 

layer, It is characterized by having no central fovea and by the possession 

of more cells in the inner nuclear layer than in the outer nuclear where 

there are more cells than in the ganglonic, Impulses received by many vis- 

ual cells are conducted collectively into one ganglionic cell so that each 

ganglionic cell has a greater visual threshold, with the acuity of vision 

enhanced and the accuracy reduced,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vissual cells in the retina of this snake; 

single rod, large single cone and double cone, with each type outnumbering 

the next one, These visual cells, which lack oil droplets and paraboloids, 

ate composed of four parts; the outer segment, inner segment, nucleus 

and ribbon synapse, A portion of the inner segment near the outer segment 

is filled with mitochondria which tend to aggregate to form a spherical el 

lipsoid, The presence of both rods and cones in the retina indicates that 

the snake may be active both day and night, though it is mainly nocturnal, 



全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报 Vol. 3, Ne 

三 商店 NORRETONOGCIOAISTINICA March, 1984 

Maas a P=e (Postorchigenes) 

新 种 

LEA Dak 和 俯 F APE 
(杭州 师范 学 院 生物 系 ) 

中 国有 朴 行 类 寄生 吸虫 的 研究 ， 在 国内 报道 不 多 ， 就 我 们 所 看 到 的 文献 仅 有 华 理 斯 

(Wallace F, G,1936) 5 Bi (pia (1941) 5 Lasyk (1951) s Em (1980) 等 先后 发 

KIMARE, PARMAR, SAMA Ie. Kil+1982427—8 ANA 

| 而 各 怠 两 栖 疏 行 类 吸虫 进行 了 调查 研究 。 在 北方 草 晰 的 小 肠 中 采 得 一 些 标本 。 经 鉴定 为 枝 腺 

科 (Lecithodendriidae) (82) (Postorchigenes) 二 个 新 种 ， 该 属 在 中 国 也 还 是 首次 报 

j 道 。 模 式 标 本 保存 在 杭州 师范 学 院 生 物 系 动物 教研 室 。 新 种 吉 官 量度 均 以 毫米 为 单位 。 现 将 

二 个 新 种 描述 如 下 :， 
1, AuWEMs Postorchigenes zhoushanensis#eF (41) 

AE, Aba (Te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寄生 部 位 ， 小 肠 

Ay Ag Hes APU ANTES 

种 的 描述 ， 根 据 6 个 标本 。 体 呈 长 梭 形 ， 

| 中间 宽 ,前端 尖 , 后 端 稍 钝 ， 为 1.283 一 1.747 

X0。784- 0.937. Bik i -FBADR ORS 

-3y0.072-0.099X0.077—-0.1125 腹 吸 盘 为 
10.071- 0,099 x 0,069- 0.099, SEAR BT 
\Ab, BRAT 0.38—0.653, H.R RAIL 

手相 等 。 肌 肉质 的 咽 ， 为 0.041 一 0.057X | 
10.085 一 0.097。 前 咽 得, 为 0.0138 一 0。.0142。 

#38 K0.152—0.322, BiaKS AB a 

jth, RERAKSALBAAPAMIA, PBA 

j 端 为 0.497 一 0.852， 左 右 言 肠 略 有 长 得 。 排 图 1 舟山 亚 昔 吸虫 ， 新 种 Postorchigenes 
P. ‘ tie is hal tr zhoushanensis, sp, nov. (# Wal) 

TERE V 2, HEIESLEER i. SAB. PB H2 中 国 亚 香 吸出， 新 种 Postorchigenes 

1 圆 形 或 块 状 ， 边 缘 光 滑 ， 较 大 ， 两 学 丸 几乎 
| 同样 天 小 ， 声 右 对 称 排列 或 斜 角 排列 ， 位 于 
一 一 一 - 

本 文 于 1983 年 6 月 27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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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nsis, sp.nov. (腹面 观 ) 



Py Hy me a7 a) wh & jk 

FRM MIE o Ze S25L990.327—0.448 x 0,235—0.312, 4 42IL790.331—0,399 x 0。29 一 0。369。 

Pa 2a MEST HU 位 于 腹 吸 盘 上 

HPA. Pes 

HDS SAAS LMR, ie FP 

Fi 9 Bi] |r] Tc 

a 90.099 — 0.355 x 0.055 - 0.078 AEFHFLILT ILS 

. HES EG Ail 9 

ALI ZR 2 DBA = WEY BS ZS ER Te 

条 的 腹面 。 

ALP, 40.168-0.378<0,114-0,213, & 

BA RETA, SNR ZT ZHR, ic We oy Sh EE TAS Pd, 2 CN Bee AY Bey AB 

RF RRA AM. AM FS TAO A. UNIRS ,为 0.019 一 0.0302x 0,0088—0,0159, 

Al 新 种 

OP [eal TE 2 BR HB 
P, ovatus Tubangui 1928 

BALI AU 
1.25 —2.96 X 0.53 -1.53 

BR (Asa din b I) AN 

CIR 0.10—-0.20X 0.12 -0.26 
0.10 -0.19X 0.09-0.21 

腹 吸 盘 Ol. WO LAR 

Bl 长 、 到 达 体 后 端 

FZ, 等 大 ， EM 

卵黄 腺 

HN 0.013-0.03 X 0.007-0.015 

多 

与 mM 种 

FS SE $2 BR ee 

“% yo ak 

P, zhoushanensis sp, noy, 

KB 
1.283 —1.747 x 0.784 —0.937 

体 前 半 部 均 具 小 琼 
0.072 —0.099 X¥ 0.077 —0.112 

0.071 — 0.099 xX 0.069 —0.099 

Hy, WeWe et LAA 

2, 1A (Sa 1/2Mt ur 

(FE)0.327-0.448 X 0.235-0.312 
(44)0.331-0.399 X 0.29 -0.369 
左右 对 称 ， 同 形 或 成 块 状 ， 
ee 列 在 赤道 

tao 

不 规则 块 状 

BED 
0.019-0.0302 x 0.0088-0.0159 

(# 42; mm) 

中 国 亚军 吸虫 
P, chinensis sp, nov. 

卵 圆 形 ， 后 端 较 钝 
1.063 - 1.925 X 0.91 —1.035 

4e35 i 

腹 吸 一 大 于 口 吸 盘 

达 体 后 2/3 附 近 

(ZE)0.166-0.359 X 0.124-0.224 © 
(77) 0.166-0.304 X 0.168-0.262 
JESUP AVE, EBUILD, 

if o 

0.124 -0.21 0.112 —0.182 

块 状 

B/D 
0.0173-0.0259 X 0.0095-0.0156 

2. PHELM 4S Postorchigenes chinensis 新 种 (A 2) 

ASE: Aka eM Cle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 

寄生 部 位 : 小 肠 

分 布地 点 : FRAN BEAD 

种 的 描述 : 根据 6 个 标本 。 体 呈 卵 圆 形 ， 后 端 较 钝 ， 为 1.063 一 1。925x 0.91 一 1.035。 
AEWA ik, AMEE 0.069—0.14 x 0.055—0,126; ARM A AH 0.097—0.152 x 0,124— 

0.152， 位 于 体 前 努 处 ， 距 体 前 端 为 0.317 一 0.697。 腹 吸盘 明显 大 于 口 吸盘 。 肌 肉质 的 咽 筋 
0.41—0.07 x 0,041—0,117, HINA, BK A0.124—0.317, 

Miwt—/\N RIE RS, PER y0.369—0.611, HEU V A, HEVEFLZEA)S HR, 

SLEW, KEWSTES, VRKERMN, SOTREMOE FEA 

0,166—0.359 x 0,124—0.221, #259L590.166—0.304 X0.168—0,262, BHAT, Mee 

HIRAM, SRW al —7K-4, flr] Ze SAL 2 , BH 2 32 0. 069—0.345 X 0,07—0.179, 

FE We FLL Fe ALA Xo 

PRERK, MPRA, WRF: 为 0.124 一 0.21Xx0.112 一 0.182， 与 阴 

-一 一 

HBAS, Bel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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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 WHR, BRK, BAMA T ini, MAMA, 7c aor Chie ee 

个 身体 而 不 辣 断 。 子宫 充满 体 后 部 ， 右 边 子 宫 可 达 肠 分 又 处 ， 其 内 充满 虫 匈 。 里 匈 为 0.0173 

一 0.0259X0.0095 一 0。0155。 

讨论 到 目前 为 止 , 亚 摆 属 〈Posiorcjzgenes Tubangui 1928) 的 吸虫 ,已 知 寄 生 在 假 行 类 
的 仅 有 五 种 ， 即 Postorchigenes ovatus Tubangui 1928 ¢ 4} 4E fe Ba BE My Be Hemidactylus 

frenatus) ; P, indicus Agrawal 1968 ( % 4E £4 8 DE ME) 3 P. macrorchis (Gogate, 

1939) Yamaguti 1958 (25 4 4 @ & MH My Caloies versicolor) ; P, majedi Simha et 

-Hakim; 1967, (Fe MEME Hemidectylus flaviviridis); P, Srivastavai Pandey 1973 

(FLED EMM MAN HAP ese edb iy (L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rh, iS P. ovatus Tubangui, 1928 相似 。 现 将 二 狐 种 与 P. ovatus Tubangui 1928 比较 

QR: Ci#e1) 

M#IASHH: 1S mh CP. zhoushanensis ) 体 前 端 尖 ， 后 端 稍 鳄 ， 仅 前 半 部 

BNR. BBR, SEAL AHEM, DSRS RAM, BERIT TAA N BI Seg 
(P, ovatus) , 

2H Wem CP, chinensis) (Kai, CHABAD BBARAEA, BRE 

AFORE, BILE, SRAM, WRK, FARRIS HU A em eB 

OZ 

陈 心 陶 ， 中 国 吸 虫 的 分 类 〈 科 与 属 ) 。 动 物 学 报 8 (1):99-117(1956) 。 

徐 风 南 : 动物 寄生 虫 学 (上册 )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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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NEW SPECIES OF POSTORCHIGENES PARASITIC IN REPTILIA 

Jiang Puzhu Sun Xida Zhan Ping Qin Zhongmiao 

(Department of Biology, Hangzhou Normal College) 

Abstract 

Two new species of Postorchigenes were found in the small infestine of a lizard,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collected from the Zhoushan Islands, The type speci 

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Hangzhou Normal College, 

Postorchigenes zhoushanensis sp, nov, (Fig. 1) 

Diagnosis: Body long, spindle-shaped; spinulate on the anterior half of the 

bodyi caecum short, reaching mid-body; testes symmetrical or diagonal; 

ovary lumpish, 

Postorchigenes chinensis sp, nov. (Fig.2) 

Diagnosis. Body pyrifom; spinulate all over; caecum reaching the posterior 

one-third of the body; acetabulum larger than oral sucker; testes almost 

symmetrical; ovary lumpish, 

The above-mentioned characterisics of the two species differ from those of 

the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ie ova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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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 AMENDS Oe Oe AV S PNNC TA March, 1984 

Bt AE ASS] TE 
Gi a@) 

HO FR GR it x 
(浙江 博物 馆 )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张 孟 闻 教授 依据 浙江 镇 海 城 盗 的 一 个 峻 性 标本 ， 命 名 为 领海 Ye WR Tylototriton cjzzpaz- 

ensis, Sk{EFABoring (1934) 怀疑 该 种 具有 方 骨 侧 突 是 一 个 不 正常 结构 。 近 50 年 来 ， 一 直 

未 获得 这 种 标本 ， 也 未 见 有 新 的 报道 。Nassbatm et Brodie (1982) iAWVE WE 属 Tyloio- 
triton IVE Al 6 PEE ASHER TEMA Tylototriton anderson Boulenger FIRS RRB E 

ARATE, Backes ls, Echinotriton Ht. BAO 74F 2 WIS SRA, AGERE. 

197846 Ay se 7 BA CE BB res AR) 1 FS Sige a Be ae 9 个 成 体 〈《7 WE. 2 ED ， 5 个 亚 成 

Hes 197946 MSM Wes RB A PPS C8 HE. LHe) , BIA RSE RS os 〈25 雁 、24 
HEY . SPARE, 2 PMNSER RAMOS Sit BORN KRABI, MART 3 雄 、 

2 WE, A PRIEST AS HEAT T OPA, DRS s 

eM HOR 

kml PLS SKA, BUSTA Eiki ks; Nussbaum (1982) 

tei yew, chinhaiensism 2h A BAS RWB. chinhaiensis, 有 必要 重新 确立 新 模 。 
| BUR RR Echinotriton chinhaiensis (Chang) 

新 模 NO, 780381, 雄性 成 体 〈 见 图 版 下 ， 图 1 》 。 1978466 月 27 日 ;浙江 镇 海 瑞 

畴 寺 ， 海 拔 140 米 左 右 ， 蔡 春 抹 有 。 新 模 标 本 保存 于 浙江 博物 迄 ， 其 它 标 本 分 别 保存 在 浙江 

博物 馆 和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鉴别 特征 镇海 坏 晤 EB. chinharensis SHRP URE, anderson 相近 。 但 本 种 体 侧 只 有 

NE: SOLUS LA-T)OWUDR, B=. BO hE) 肋骨 上 有 一 个 强大 的 肪 突 ， 几 形 

| Re SK, HARA: BRALRBIEM, BE2. 2. 3, 3. 2, HOR, Meo 

BE DRAASEH) . NRRRRAMSAIF=WNBs WRELASTORs 第 五 趾 缺 

如 或 短小 〈 仅 有 一 个 小 的 趾 骨 ) ， FN 8 块 。 

形态 描述 ， 雄 旺 全 长 119 野 米 、 趴 晨 137 堂 米 左 右 。 头 体 宽 局 ， 四 胶 适 中 。 头 宽大 于 头 

ASCE GS cia BG. WU BUR HP, Tats SRA SITs AT, LEU BC ial 

本 文 于 1983 年 7 月 16 日 收 到 。 

Tk 



一 ] tS 

Kk; B=; 

oe Bae “Vv” ah My dim WD 3 
—=B; Fai irk HRS ia] Ei 

Ke DNS BAS AZ IK 

WG We Ne 4 ay Bh Se dk CF? co 

始 于 吻 侧 ， 经 上 有 眼 上 险 、 延 至 眼 后 与 耳 后 腺 相 接 ， 头 顶 

PALLY Mii, ANE, BRM AL, BREWER 

长 约 为 宽 的 两 倍 ， 方 骨 侧 突 从 外 表 上 能 在 嘴角 后 方 看 到 三 角形 
突起 Ole Wek, FA1) ; 7 HAMRK, BMA" I, RAAAMFLMA, ILTIREAM 

后 方 ; MEDAN I, a A A Js Shan He PAS $3 颈 裙 不 明显 或 个 别 标本 显著 。 

颈 干 宽 扁 ， 音 面 较 平 坦 ， 体 侧 有 由 许多 病 粒 推 集 而 排列 成 行 的 疗 交 ， 疗 疣 较 小 ， 约 有 12 

MAA, RICA: FRIAS, BES “OV” EM, BSB, RY 

fl 镇 海 #R HR 

ER 14 10) ee ER 614 oor Wee 
4 tf 114.5 109 407-189.0) 12460-71510 BRS fia] FE Zo0 6.5—8,1 | 7s5—Se5 

119.0 136.8 10.4% 73 pe} 
10.9% 9.5% 

SHE 67.5 61.0-—-81.0  75.5—88.2 眼 瞪 宽 205 207-320. 1 2eB——Bed 
( 吻 问 一 肛 后 ) 66.7 82.3 3.7% 2.6 3.0 

3.9% 3.6% 

3 长 16.5 14.0—17.0 15.5—18.2 前 肢 长 1:940\. (19. 02205 22.5 
24.4% 15.8 L732 28.2% 20.6 23.9 

23.7% 20.9% 30.9% 29.0% 

ee 18.0 14.0—20.0 20.0—23.0 ibtk 20.0 19.0—21.5 22.5—26.0 
26.7% 17.8 21.0 29.6% 20.8 24.3 

26.7% 25.5% 31.2% 29.5% 

wm 长 5.5 5.0—6.2 6.1—7.0 ILA 6.0 5.08.0 4.58.0 ， 
8.2% a8 6.5 8.9% 6.5 6.5 

8.7% 7.8% 9.7% 7.9% 

小 间距 4。5 4.5—6.2 5.5—6.5 B 长 47.0 45,.0—53.0 49.0—61.0 
6.6% 5.0 5.9 〈《 肛 后 一 昆 未 端 ) 69.6% 50.8 55.9 

7.4% 7.1% 76.2% 67.9% 

ER 径 4.0 Beets 4.0—4.5 Bo S 6.0 5.2—6.0 6.8—8.0 
5.9% 3.9 4.0 8.9% 5.6 74 

6.0% 5.1% 8.4% 9.0% 

YE: 量度 以 毫米 为 单位 ， 百 分 座 是 各 部 量度 与 头 LAK Z yb, 

表 2 oe ORR OR OA TR Ro ieee. 6 

有 外 鳃 的 幼体 一 龄 亚 成 体 

134s 780044 780046 

ee as MOC =a) 40.5 35.5 

头 体 长 14.1 (14,0—17.0) 24.0 21.5 

sj. 长 5.4 ( 4,5— 6.0) AY 6.5 

Es 长 13.4 (10.0—15.0) 16.5 14.0 

EB azH 4.3 ( 3.5— 5.0) 

前 jis 长 5.0 ( 4.0— 6.0) 8.7 7.9 

后 胶 长 JE 6.0) 5 7.4 

处 Hi 长 3.3 ( 2.5— 4.0) 

7 nS ee] 1978.6.27 19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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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S Ave RRM: RAW SHeHRMAST Ke. Base, BB 

KESETLEK, ESKBEDE, Weel, BUS, SRARSHBRAE, A 

AAs ALFLAR, Ha 5 — 7 SORT ee eR a Ree. 

SREB Fk. SRCSHRIIN, Fekete. 4, HK 38. 2. 4, 1, WRT 

RPS SISFL. JES. HEKAE 3. 4. 2. 1. 5, PERRIER, BFS, 

DBASE TELA RIA. SLURS OH aA GE, 

BEHLES. BLEW SEHOPERD, JAB Ogee, BTR SCAR oes 
. LPS. Ti. BRS SAB MOBI. 

AVERAGE, MEIN GEE), Wisse. HARA. HEL. APRS 

MWRBEEEAARHE, GHMAAMEORMIL AWA AME 64. 

Zaovse aR, KEAFSESILAMBEE: WA eAe, BRK 

WRN TER), AEFI LLM, FIBER ARS NSLSS. HEME REA, ERENT R 

福 至 肛 前 的 焉 离 》 IDA BMMR We. wR, WATER K, FEWEST, ABE 

ALR, SAR. 

ey AS AF AE 

头骨 旦 亚 三 角形 GLARE, B4), BRR, GSS. WA. SSOP RAR 

RM EOMAL SRA: ABSA ZAA MADE: AOR, SLI AAR 

椭圆 孔 ， 长 径 约 为 宽 径 的 两 倍 ; 方 骨 前 突 钨 长 ， 与 上 颌 骨 相 楼 ， 外 侧 有 方 骨 侧 突 ， 长 2 一 3 训 

米 ， 其 弯曲 度 和 未 端 尖 或 钝 有 个 体 变 异 ， 避 骨 薄 , 呈 三 又 形 ,前 端 和 上 和 颌 骨 内 侧 突 起 相 接触 。 

椎 骨 “有 绒 椎 工 枚 ， 无 肋骨 。 驱 椎 13 枚 ， 厦 椎 工 枚 ， 均 有 肪 骨 ( 见 图 版 信 ， 图 5) :第 一 、 

二 对 肋骨 短 , 位 上 肩 脾 骨 下 方 , 末 端 不 与 疗 疣 连接 ， 第 二 对 有 小 肋 突 ， 第 三 、 四 对 各 有 一 个 强 

天 的 肪 察 ， 几 成 分 叉 状 ;少数 个 体 第 五 对 也 有 肋 突 ， 以 上 肋 罕 末端 刺 入 体 侧 说 疣 中 。 第 五 至 

第 九 肋 骨 较 长 ， 且 疝 体 的 侧 后 方 水 平 伸展 

第 于 至 十 三 肋 的 长 度 依次 逐渐 短小 ， 来 

段 向 上 疙 起 ,并 分 别 刺 入 相应 的 疗 疣 中 ,有 

的 其 至 刺 穿 皮肤 ， 尖 端 牺 露 于 体外 ， FETE 

ESR, Aine MEARE 

前 4 个 尾 椎 也 有 短 肋 ， 往 后 只 有 横 突 。 

足 骨 S— BAW NA 2. 

3 Su fe tee ok, Hie 9 

和 数 为 8 ) 块 ， 各 骨 着 生 位 置 如 图 2 。 

wit © ERRFA EE (1943, 349 一 

(355) Eic@eeRik ow TS ES 
(%E, Nussbaum 等 〈1982) 根 据 60 个 琉球 人 eta 

Demet sk mei eH, AWE Al £: ARR 7803825 HFG 

(MWB IBA RIK, FHAARAW A 示 肋 突 

(SWZ ASS, Wea SHEN G: ARR Wel EME 

(RATKFMAWKASOSRRRRE  CRAChang 19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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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th te PROM fo de MR Oo AP 0 BR aR he re 

标本 数 itt 骨 趾 骨 式 : 第 1 一 5 趾 ”有 肋 突 的 肋骨 FAM 

左 Se a ae Zygor Bye cae 3 《或 四 ) Ih Wy 
AUR ese a ay LA 3s 4 
UE AKI 4cG 右 Ay 业 R2, 2, 3,1 第 三 至 四 CRE) Wh 有 

A LAW 
= 1 ‘Y (aie 

amie 2c" FE Tabi, Fs Se mun, Font cer aie ee ae, so 
五 合并 oe 

左 Pies CNIS, HM. 五 1, 2. 3, 3, 2 第 一 至 四 《或 五 ) 肋 
2TIR PEMA 107,12. A LAW 无 
ALERDUBR Lots 1 ti Soi, ON A Its Al BR, 2. 3 3, 2 S—SAMWSLAW F 

M, BoO4.=, BO. AGH ze 

左 9 tk BBE CON) 且 
KEIM Ady. 9 i 2.2.3, 32 BEBMA 上 无 

左 9 枚 或 8 枚 ， 后 者 第 四 、 五 合并 os ae aa 

BONDEME 。 2dto" 款 ial’ ie A, - . # sy GE hoe 
ALAM 

LAAT, MBIA PRR Bcpzzotrztzo。 上 述 的 些 这 特征 ， 经 过 核对 与 比较 后 ， 确 认可 以 成 

立新 属 。Nussbatam (1982) 还 认为 新 属 的 肋 突 、 踊 骨 、 跳 骨 、 忠 骨 的 数目 和 排列 位 置 、 

SPREADS RAEI SPURT). Be AY BH A 4 种 疣 晨 作 了 解剖 观察 〈 表 3)， 

结果 表明 ， 以 上 特征 在 种 间或 个 体 间 、 或 在 同一 个 体 的 左右 侧 均 有 变异 。 而 方 骨 侧 突 则 无 例 

SWIA, HKG, SHE. Kink eH. 

生态 i 

AGS RURAL SMR >, Ee MOH 1978—loss HERS WHRES 
干 生 态 资料 ， 现 就 以 下 五 方面 报道 如 下 ; 
4。 栖 息 环境 

镇 海 坏 蝗 的 分 布 区 很 狭窄 ， 目 前 仅 发 现在 北纬 29.8"， 东 经 121.8。 的 浙江 东部 沿海 海拔 
100 一 200 米 的 丘陵 地 区 一 带 ， 和 气候 温和 ， 雨 量 充 沛 ， 植 被 较为 繁茂 ， 地 面 杂 草 从 生 ， 终 年 积 ， 

水 的 水 塘 和 水 沟 较 多 ， 周 围 有 石 穴 和 士 洞 。 

2 .生活 习性 
RECA, SAL, SR, RARER, Be 

7. Ase, AERA, A RHUMED), SRRERRT, STORMS, 
ABR, BR. RAMMED, GRS. CN, SUR S Ra R 
ROS CURE, Be), W4ARHRERBRHTEMM, WIRE, ORR, | 
FENALA, BKAWS, AMABRA LAE, ECP, BREE 
方 的 村 黄色 ， 常 持续 2 — IT RARK, RRA, LRAT 
还 未 见 有 这 种 竺 丈 习性 的 报道 。 经 训 胃 或 装 便 检查 ， 它 们 以 具 电 、 蜗 牛 、 小 型 螺 类 、 马 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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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 ££ Bee eee LR ae eA 

1978 年 4 月 1978 年 6 月 1979 年 12 月 1985 年 4 月 1985 年 5 月 总 计 
Eh! cel ase ss mashes =I rh 4] FB 中 旬 ny 

ie 性 7 1 3 12 2 25 

HE | 未 产 卯 数 | 2 1 5 ; 

Ey IN 16 

性 | 总， 数 2 1 21 42 

op Bt 20 多 堆 

， WERE See LEG 1:3.5 eg 1:0.57 1:1.04 

表 5 镇 海 环 蝗 怀 卯 数 和 镶 群 卯 数 

全 汪汪 人 生生 | St Be sete} 

Ve Si ee Si 750 83 Gre Od 432 86.4 

zs Ay oN Be 72 TOM ol 

Bp ObON FENN BX 44 50 56 65 67 78 78 79 82 82 85 153 178 178 182 

US, DRS HEs BARMAN TRMIISAD AK 

IE UF 

11 月 下 旬 开 始 冬眠 ， 有 的 发 现在 繁殖 场 附 近 ， 有 的 在 远 

离 繁殖 场 100 一 200 米 的 耳 坡 上 上， 分 散 伏 于 石 颖 间或 土 油 内， 

一 般 距 地 表 25 一 40 厘 米 。 多 单 栖 一 处 ， 也 有 两 个 同 醒 一 处 
| 的 。4 月 间 出 达 并 开始 繁殖 。 

1977 至 1983 年 多 次 去 镇 海 采集 ， 其 中 五 次 获得 标本 ， 各 

季节 所 获 成 体 数量 如 表 4 : 
图 2 ieee 780382 表 4 中 所 获 成 体 均 系 随 机 采 到 的 。 4 月 上 名所 采 叭 性 少 Pen e 

手 雁 性， 两 个 瞧 性 均 未 产 卯 ， 在 产儿 环境 中 未 发 现 卵 群 4 RRA 
A PSAP TREES THEE KS SUE BAO IEE 

| 现 卯 群 20 余 堆 。 5 月 中 旬 和 6 AP AIRE SIGNER AEE, AREER, 

求 填 中 见 有 幼体 。12 月 下 旬 采 集 时 成 体 均 从 洞穴 中 控 出 ， 呈 现 半 僵化 状态 。 从 以 上 上 情况 反映 

HH: 雄性 出 瘟 时 间 较 肉 性 稍 早 ， 4 AL PRE Ri UR SEI, BREE 

甩 ] 体 数量 比例 ， 虽 然 不 是 同年 所 获 ， 但 可 以 推断 不 同 季节 雌雄 比例 有 一 定 差异 ， 而 崔 雄 总 数 

国志 比 为 1:1.04。 

13. 繁 殖 习 性 

| 4 月 开始 进入 产 卵 场所 ， 产 厚 环 境 一 般 选 择 在 静水 沟 或 小 水 坑 附 近 ， 水 域 周 围 植 被 较 

) 变 ， 杂 草丛 生 ， 地 面 潮湿 。 在 流 溪 或 大 水 塘 附 近 未 发 现 过 匈 群 。 产 卯 于 陆地 F， 和 气温 的 高 

人 低 、 地 面 的 潮 带 程度 等 因素 都 可 能 直接 影响 它 产 卵 的 早 迟 ， 在 气候 不 宜 的 情况 下 ， 产 揽 期 可 

推 迟 。 产 卵 多 在 雷阵雨 后 的 夜间 进行 ， 当 时 气温 18 一 22"2， 匈 群 大 多 产 在 离 水 20—-100 厘米 

II 的 斜坡 地 上 〈 图 3) 。 测 量 20 多 个 政 群 位 置 ， 离 水 最 远 的 为 80 一 100 厘米 ， 最 近 的 20 一 25 厘 

上 兴 ， 一 般 多 为 40 一 50 厘 米 。 卵 产 在 阴凉 潮湿 的 杂 草 从 中 ， 有 的 直接 产 在 湿润 的 泥土 、 腐 烂 的 



fi Pi WMG 7T a th BR 3 卷 

树叶 或 石 块 的 缝隙 处 ， 匈 群 被 杂 草 或 树叶 所 着 盖 。 

1983 年 4 月 22 日 上 午 采 到 一 个 待产 雌 炭 ， 卓 部 丰满 ， 体 全 长 129 毫米 ， 自 天 与 另 一 个 雄 

晨 同 养 在 一 个 垫 有 湿 纱 布 的 塘 瓷 盘 内 ， 当 天 黄 展 时 开始 产 卵 ， 持 续 30 多 个 小 时 ， 共 产 厚 64 

枚 ， 停 产 24 小 时 后 ， 经 解剖 ， 子 宫 内 还 有 余 卵 8 枚 。 在 雌雄 同 养 过 程 中 ， 未 观察 到 肉 雄 尾 追 

和 配对 行为 ， 所 产 之 卵 其 胚胎 发 育 都 很 正常 。 

卵 单 生 ， 扒 集成 群 ， 晶 亮 透 明 宛 如 珍珠 

(ak 4) 。 卵 浅黄 色 ， 动 物 极 与 植物 极 颜 

色相 近 ， 有 荧光 绿色 ， 直 径 3.2 一 3.4 毫 米 。 

刚 产 下 的 卵 连 同 外 层 胶 膜 直径 3.6 一 3.8 & 

米 ， 卵 胶 膜 一 旦 接触 湿 纱 布 ， 逐 渐 吸 水 膨 

Ike 大 约 经 过 5 一 6 小 时 ， 胶 囊 外 径 达 

7.2—10.5 毫 米 ， 这 与 野外 采集 的 卵 粒 大 小 

相近 。 卵 胶 膜 共有 三 层 ， 外 层 较 薄 ， 带 有 炸 

性 ， 中 层 厚 而 坚韧 ， 富 有 弹性 ， 不 易 压 破 ， 内 层 很 薄 。 

在 野外 采 到 的 卵 堆 ， 卵 数 幅 度 较 大 ， 为 44—182 枚 

群 。 
4. 卵 和 幼体 的 发 育 生 长 

AS 镇海 坏 晨 的 产 卵 场所 示意 图 

MEME PR SEAT; OP BANE 5 。 
SE ZEMAN PROBA PPP BOT BH, BEAT POR 2984 (72-94) 枚 。 但 是 

> HTAE— TP OBHEIEAR (LRT 56 BE OEY OB 

受精 卵 在 18 一 22 的 常温 下 经 过 4 一 5 天 长 出 短 捧 状 乎 衡 枝 ，10 天 左右 平衡 枝 消 失 ， 腹 ， 
面 带 有 很 大 的 浅 荧光 绿色 的 卯 黄 残 余 。20 天 左右 ， 胚 胎 从 胶 噶 内 孵 出 ， 三 对 羽 状 外 鳃 中 内 侧 
一 对 较 长 。 刚 及 出 的 幼体 全 长 20 毫 米 左右 ， 尾 长 约 等 于 头 体 长 ， 前 肢 芽 已 分 化 为 三 指 或 四 有 
指 : 后 胶 芽 已 分 为 三 又 ; 体 背 面 及 尾部 密布 细 麻 斑 〈 图 4) 

中 或 潮湿 的 地 面 上 ， 长 达 3 一 4 天 不 会 死 

亡 。 由 于 幼体 体 尾 的 摆动 ， 具 有 一 定 的 弹 动 

能 力 ， 同 时 借助 雨水 的 冲刷 ， 逐 渐 地 从 斜 坑 

上 上 方 移 到 下 面 的 水 域 中 ， 开 始 在 水 中 生活 。 

在 采集 时 发 现 ， 多 数 个 体 因 离 水 较 远 或 无 十 

水 冲刷 不 能 进入 水 中 而 导致 死亡 。 幼 体 多 以 
图 4. 

o MRC HH RRA 214 0 Eb Ze BU 

A) EL 9 2a RX 3 
4 
q 

藻类 、 腐 植物 和 小 型 水 生动 物 为 食 。 幼 体 经 过 90 天 堪 右 的 水 中 生活 ， 于 8 月 上 旬 无 右 大 部 分 和 
完成 变态 ， 并 登陆 营 陆 栖 生 活 。 从 更 产 出 至 幼体 完成 变态 大 约 共 需 110 天 左右 。 

34 一 36 豪 米 ， 除 头 部 相对 较 大 之 外 ， 外 部 形态 与 成 体 基 本 相同 〈 照 5) 。 

5., 其 它 

在 镇 海 束 旺 栖息 地 及 其 附近 ， 有 其 它 两 枉 动 物 11 种 。 中 国 小 鲍 Hynobius chinensis, rH 
JE Ws Bufo b, gargarzans, TAR MEH yla cj227iezszs、 目 本 林 峙 Rena 1。71cbpozzcZ、 阔 福 蛙 下 

R, latouchii, SAREE R, nigromacilata, Hii: R, spinosa, Ese R, limnocharis, 8 

Rhacophorus 1exco7zystaxz、 饰 纹 嫩 蛙 Microhyla ornata, /NyPEME M, heymons:, 

新 成 体 全 长 ， 

|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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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NEOTYPE OF ECHINOTRITON CHINHAIENSIS 

(CHANG) AND ITS ECOLOGY AND HABIT 

(Plate 1X) 

Cai Chunmo 

(Zhejiang Museum) 

Fei Lia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c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Professor Mangven L, Y, Chang (1932) described a female salamander 

collected from Chengwan, Zhenhai County, Zhejiang as Tylototriton chinhai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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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of the six known species in Tylototrion including the above-mentioned 

species were later regrouped in a new genus, Echinoiriton, by Nussbaum and 

Brodie (1982), It is said that the type specimen of E, chinhaiensis was lost, 

Fortunately, dozens of specimens, including 25 males, 24 females and 5 

subadults have recently been obtained from Zhenhai, Description of the 

neotype is giyen and its ecology and habit are reported as follows, 

1, Description of Neotype 

Echinotriton chinhaiensis (Chang) 

Neotype: No, 780381, adult male; Ruiyansi (about 5 km from Chengwan), 

Zhenhai, Zhejiang alt, 140 m; collected by Cai Chunmo on June 27, 1978, 

Diagnosis: This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E, andersoni (Boulenger) ,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1) one row of lateral warts on each 

side; 2) only one epipleural process on each of ribs 2—4; 3) fifth toe 

normally developed, toe formula: 2, 2, 3, 3, 2; 4) 5 metatarsals and 9 

tarsals, 

The neotype specimen is preserved in the Zhejiang Museum, Other speci- 

mens are kept in the Zhejiang Museum aud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2, Ecology and Habit 

E, chinhaiensis is found only in a very small, hilly area in eastern Zhe- 

jiang (29, 8° N and 121, 8° E) , 100—200 m above sea level, Its members 

are terrestrial and usually conceal themselves in stone crevices, When 

frightened, they will assume a “warning posture” (Photo 6) 。 

Spawning usually takes place at night after a thunderstorm during the 

last 20 days of April, Eggs are laid in masses on damp slopes near pools, 

Each female lays 72—94 eggs, 3,2—3,4mm in diameter, The newly hatched 

larvae slide down into the water body by wagging their tail with the aid of 

rainwash, 

Balancers may be observed 4—5 days after the eggs are laid, and resorbed 

5 days later, when the eggs begin to hatch for another 10 days, It takes 

110 days for the eggs to complete metamorphosis, The newly metamorphosed 

salamanders are about 34—36 mm in total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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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摘 要 本 文 将 我 国 蚁 内 属 已 知 12 种 分 为 5 组 ， 黑 眶 旷 只 种 组 及 头 佬 鸣 蜂 种 组 与 其 它 种 组 的 

Zee. PAPER, SERRE, UR LSE ace, PELL Pk He PU AE eS oe 

组 的 物种 分 化 中 心 。 

刘 承 钊 和 胡 淑 雁 在 《中 国 无 尾 两 柄 类 》 (1961:114) 一 书 中 记载 我 国 蟾 内 属 “ 现 有 六 个 

种 及 亚 种 ”。 些 后， 我 国 续 有 蟾 内 属 新 种 及 新 纪录 的 报道 。 目 前 ， 关 内 属 在 我 国 已 知 有 12 种 

《及 亚 种 ) 。 经 比较 ， 可 分 为 5 个 种 组 : 

1, FAHEXE RR APAA melanostictus species-group 

HEME Bufo melanostictus 

IEW B, himalayanus 

2, Bw we Rhee ealeatus species-group 

=. Zee i Bufo galeatus 

3. SREWEME ANZA cryplotympanicus species-group 

SAA Wek Bufo cryptotympanicus 

ay awe: B, burmanus 

He WEIA B, stejnegeri 

A, 2Rue We RHA viridis-group 

Zeiss Bufo viridis 

AE EWR BL vaddei 

5, Hew ieZA gargarizens species-group 

Hidewebe Bufo gargarizans 
Ae py eM By andrewsi 

UR wee B, minshanicus 

Po pees B, tzbetanus : 

FIER MARS AHA SEE 3 SHANA Re RDS. Hee ee, Hite 

Beis, TE PHU ee URL SRE IAS, AREAS, AS REDS OANA EL, FAME 

5345 SIM or A, AAA a AMAR 7c. TAT LL ek Be De A] AB re FR ES he PZ Sy 

分 化 中 心 。 

本 文 于 1983 年 8 月 30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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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CRR ATH AH WD 

Inger (1972:102—117) 把 欧洲 和 亚洲 《包括 北非 ) WIR! 个 种 组 。 其 中 属于 

我 国产 者 有 OA RILA, EWS, Eli WeRE Cmelanostictus group); 2k YES, 46 Te PER 

(viridis group) 5 TA4EWEI, AEPG WER, AE HSHR, URL HS, PG RWS Me Chufo group). 

PLN G12 APH CQ EWE bufo bankorensis 因 无 地 模 标本 核对 ， 其 分 类 地 位 

本 文 暂 不 作 讨论 ) 从 形态 、 尤 其 骨骼 特征 比较 后 ， 认 为 可 分 成 5 个 种 组 〈 表 1 ) 

Comparisons of five species-groups of Bufo in China 

Characters } Species- groups 

i I q i 了 

Skull crests present present absent absent absent 

Frontoparietal broad broad rarrow Marrow farrow 

Dorsal otic plate of broad © broad moderate tarrow moderate 

squamosal 

Overlap of quadrato- complete complete compiete no or complete 

jugal and maxilla ; slight 

Vertebral crests 1 2 1 1 1 

Tympanum present present absent present preset 

Present 

Vocal sac or present absent presect absent 

absent 

I; melanostictus.group, I. galeatus group, Hh; cryptotympanicus group, 

WV; viridis group, V: gergarizans group. 

HARI, SECRMARLERRMASHE 3 个 种 组 的 骨骼 差异 最 显著 。 
Martin (1972:69) 认为 额 顶 骨 宽 或 罕 是 蟾 肾 属 中 两 大 主要 的 头骨 类 型 ， 它 们 可 能 很 早 

就 分 成 二 文 进 化 。Bogart 〈1972:193) 从 染色 体 的 比较 研究 提出 ， 网 内 属 的 原始 祖先 起 源 于 

美洲 ， 扩 散 是 经 中 美洲 、 北 美洲 而 到 达 亚洲 和 非洲 。 黑 眶 峰 内 源 于 很 早 的 原始 种 类 的 扩 
fi, TORU. AWS Cbufo) 等 则 可 能 是 由 晚近 的 一 次 扩散 而 分 化 形成 的 。 因 此 ， 在 我 国 
蟾 内 属 中 ， 黑 眶 蚁 内 种 组 及 头盔 蟾 肾 种 组 与 另外 3 个 种 组 骨骼 上 的 显著 差别 ， 可 能 反映 了 它 
(THE ERA EE 

Inger (1972:103) WN RKHWOER ESE ORNUD, HF RAL RK GC. 

surdus) 的 鼓膜 不 显 ， 以 致 鼓膜 的 有 无 不 足以 作为 反映 种 间 关 系 的 特征 。 我 国 已 知 3 种 eH 
FG: KIA (1962:87—88) FUERA HE. RARER ERA Ee, 
AS SC VES ARAMA ESC RR ASE 〈1978:13 一 14) RRMA RRS Se 



“内 指名 亚 种 Bufo bufo 2zjo。 后 者 的 前 耳 骨 与 额 顶 

1 其 ATE. RMA TEN SOIT 81 

RNA. BU, BIRD 〈1983: 2 一 3) MW TCRENPRREREL 宁 的 发 

现 。 经 比较 ，3 PARR RW EE, 与 鼓膜 不 显 的 surdus 有 别 。 据 Inger(1972:104, 

#28—1), surdus 鳞 骨 耳 配 突 窗 小 ， 雄 性 具有 色素 的 声 吉 。 它 们 也 与 亚洲 的 其 它 桨 内 有 明 

WAZ. ALL, ASC a Ee 3 REA TES PP OREN A) AER CC 

Aik 5 Rie PAs, 但 背 椎 骨 有 了 明显 差异 。 它 们 凡 履 特征 与 分 布 于 东南 亚 地 区 的 双 

USER biporcatus RAMU asper 等 相似 ， 与 我 国 其 它 蚁 内 有 了 明显 差异 ， 因 此 作为 一 个 独 

立 的 种 组 。 

中 华 蟾 几 、 华 西 蟾 蜂 、 岷 山 蟾 蜂 均 为 种 级 阶 元 

Hi fen A Cantor (1842) (RIE USAT AM, Barbour (1912) 将 它 作为 Bufo 

bufo RJ—7SW FR, AEPRYEIAR Schmidt (1925) 依据 云南 丽江 标本 发 表 为 种 , 曾 被 认为 是 中 

(Ete be lal & (Pope and Boring, 1940) 。 刘 杀人 钊 等 (1960) ke ERI andrews 

作为 Bufo bufo 的 一 亚 种 ， 并 废除 原 订 〈1940) 亚 种 名 8jo wrighti, URW A Stejneger 

(1926) (HB HWP PARKA, NIA (1950) RRAAKBHIR GWA, Inger (1972: 

115) HRB DAW AtR, IBHERONSAMMAAB EN. BRE (1983:1—7) 

tei KE = IRA 2 eC -4%, I LDH Re HK eA, Fe “UR 

iis RAM MLM RAK A, MAMRKR” . WIESE. IRN WS DR 
bk, AELRIB AMA RTM RRR, IBS MA-KMEBSKEA, Sqeiee Ae 

AeA AR. Alt, BAVA, Mes ReDktSeyki, RNAS KAIRURA 

一 个 独立 的 种 。 

HVE ie AERA SAMAR A, HIRI, AMT os RNA 

Be or A EN7E Cinger, 1972:104R% 8 

—1) , RECRMwe— CR, 1979; RK. tH, 1980; ty, 1982) WHEE, TRS UE 

eRe TR, GVEA ET RO RERKE Ls BAMA 

指名 亚 种 Bufo bufo bufo 其 随 体 存在 于 第 1 和 第 SRA Es (ERM ARET SH 4 

色 体 上 ， 彼 此 不 相同 。 认 为 在 蟾 崔 属 的 种 群 差异 分 类 中 ， 随 体 的 不 同位 置 如 能 作为 根据 之 一 

来 进行 综合 判断 ， 对 探索 系统 发 生 和 分 类 研究 都 具有 重要 意义 。 

“正确 的 分 类 系统 都 显示 与 地 理性 状 或 有 有关 的 生态 性 状 的 相互 关联 ” (Mayr, HE A 

1965:133) , HABIBI TER DAE), dA 以 东 的 广大 地 区 。 华 西 蝎 峰 原 记载 

〈 刘 承 钊 等 1961:123) SAFO, BIN, BH. AP KA, Wak. TRL Ol 

省 生物 研究 所 ，1977:36) . HAAR, REREAD eB 分 地 区 外 ， 

其 余 均 与 中 华 瘤 内 的 分 布 范围 重 亚 〈 图 1 ) 。 二 者 的 垂直 分 布 海拔 高 度 ， 亦 有 较 大 的 重 亚 。 
如 秦岭 大 巴山 地 区 同 域 分 布 的 中 华 将 只 其 垂直 分 布 范 围 为 450 一 1400 米 ,华西 大 蚁 虹 则 为 680 

—19502K CROSS .1982:20) 5 WAG Pe AES AE ae A 700—1830 Dee 

Py WHEY 1460—1600 米 “〈 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1976:20) (图 2) 。 由 于 “任何 一 个 多 型 种 

申 ， 从 来 仅 有 一 个 亚 种 在 任 一 个 地 区 进行 繁殖 ”(Mayr， 中 译本 1965:34) ,两 类 六 肾 大 面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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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域 分 布 反映 它们 之 间 的 关系 只 可 能 是 : 同 
一 种 .或 不 同 的 两 个 种 。 因 为 “ 同 域 或 异域 关 
系 ， 最 有 助 于 决定 两 个 种 群 是 否 同 种 。.……. 
如 果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类 型 的 分 布 范围 部 分 地 
或 完全 地 互相 重 迭 ， 而 且 这 些 类 型 并 不 间 渡 
， 则 称 为 同 域 型 。 这 桩 的 分 布 型 被 认为 是 表 
明 着 其 中 的 类 型 都 是 完全 种 ， 因 为 同 域 共 存 
而 不 混交 ， 乃 是 物种 概念 的 基本 原则 之 一 ” 
(Mayr， 中 译本 ，1965:133 一 134) 。 

刘 承 钊 等 〈1961:126) 详细 比较 了 中 华 

大 网 崔 与 华西 大 网 内 的 形态 差异 ， 深 入 观察 
了 两 类 丹 内 的 生活 史 ， 指 出 “二 者 之 产 卵 习 
ERMA WRAMERHEARRIN? . A 
I, RUBIES CRIK ED ， 生 态 。 地 理 
分 布 特征 ， 中 华 大 蟾 内 与 华西 大 网 内 可 能 是 
亲 绿 关系 很 近 的 两 个 独立 的 种 。 

2000 # 

1000 | 

i eg 

A, gargarizans 

] 4 BM K Goh q 2 

B, andrewsi 

湖北 西部 

图 2?。 PMs eee LD eR > 地 
区 的 径直 分 布 海拔 高 度 :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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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 2H Be Oh AES He 

HE [al “er Jog Me SE, We as CATE WER APE) crete eee cee cee eee eee eee 3 

ge os a 体 侧 、 腹 面 及 URIBE CK AENE WR ZED 

ST Pees galeatus 

BRK: HARA RMR as BURA RE RIE melanostictus 

ay doe ve | uaa Pelee ra re oe enor att Ez Wei himaleyanus 

Be 7 
Tee te ae oo cr nen OR RMN ecoeoe ene ioc eae ye 

HSS. ERB, RSRZIGA Dt 4 cee + FE WEIS stejnegeri 

ARB ARR, 人 ; F 1— 3 wep RAR a 

o> Si Ga WE buvmenus 

ERIN, FGIRARAHIs 第 1 一 3 BL ob See 

- BRECWEI crypiotympanicus 

二 

背面 无 显著 大 人 花 班 ; oat (TAB WS ee RZ) - 55055555600550 他 

eae eae a ds One e en ee ae er nr eminence aac: «FEE WS MR redder 
第 四 指 不 短 于 第 二 指 ; 外 距 罕 天 cect eee cee cee eee cee ene cee 绿 蟾 只 pi ridis 

Wee 1 ee Bet tecttecececererseeeeseee URL HEM minshanicus 

BSH SAKEA BRAM 人 

RAs IG RAIA EA BSS IS a eee 者 色 
Sr MEP EE Ue ROBE PSI andrewsi 

—ACINGs He RAGA ARs HAS st 1 1-1/k, Laie, 
FEBS (ATR creer cence ee eneserersersasecesereens IAB IE gargarizans 

地 理 分 布 及 种 的 分 化 

燃 内 属 是 世界 广泛 分 布 的 一 大 类 群 ， 如 前 所 述 ， 在 我 国 可 分 为 5 个 种 组 ， 其 地 理 分 布 

a AL 2G ER ANZA 

FRESE Fale We MRAZ = AAEM ee ZA 

十 北 界 及 东洋 界 Pa EUS RR AZ | FA Ae We ee 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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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Wes ee Ze, TE DNAGRB. SWAG A, SE a BS TEE 

OG Le, WMA RBS. WRB PIAL RE 

较为 单纯 ， 这 个 种 组 在 我 国 的 种 类 少 ， 分 布 亦 连 续 。 

2 nae iy iA, EES, WK RRA. SURES 

拉 雅 山脉 南 侧 / >y 布 ， 其 鼓膜 小 ， 雄 性 声 囊 退 化 ， 可 能 是 适应 高 原生 活 的 进化 结果 。 这 个 种 组 

FERS AGERE, PN PP 模 断 山脉 地 区 5 iia Maik! 

SL Ze WIE TERE EL, bya PIR, BR, ALR 

相似 的 种 类 均 分 布 于 东南 亚 地 区 。 

隐 疹 和 组 我 国 东北 到 本 南星 明显 的 问 断 分布。 虽 攻 交 妈 在 相 绊 ， 生 条 交 内 于 全 

AAAs KA ALE eR A. A A Pek EF I AS 

MA, EE NMSRKEABR, TAM OPA, © fae 

AB iS eS RII EDEL Ae ZI, EE SE Se ya TPT MEAP, 

Di alulastaeierminnedalings BEA eer! CME 

5 Beis we pho Me Sk Pa] ALU EAL SEN (Blair, 1972:190, 339) 。 由 于 本 类 群 在 我 国 的 4 种 

F BUF LIE A A» WL ERR RR EUs PAC, SIE. “RA 

BAe Pe? Tee Mee ve wea ali 

esis Jas CE Ee EY Be PT TERN 3 所 下。 

图 3 ADSAROPARHHOLESA 
1。 黑 眶 旷 疹 种 组 (melanostictus group) 2, k& xen (galeatus group) 

3, [est Hebeeén (cryptotympanicus group) A, ##48eh4b4n (viridis group) 

5, wWikseeheeea (gargarizans group) 

_—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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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OMIC STUDIES ON GENUS BUFO OF CHINA 

Hu Qixiong Jiang Yaoming Tian Wanshu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ea) 

AbStract 

The tweive species of the genus Bufo founc in China may be divided into 

five sPecies-groups dased o2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mor- 

phology and osteolcgy (see table below), The members in the melanostictus 

aud galeatus grouPs are markedly different fron those in the other three gro- 

ups, According to morPhological, cytological,. ec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data and the symPatry of gargarizans and andrewi,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taxonomic Positions of andrewsi, gargarizans and minshanicus should be restored 

to a specific level, 

The distributions of Chinese species of the genus Bufo are discussed, 

and the Heagduan Mountains region is thought to be Probably the cemire for 

the derivation cf the sPecies in gargarizan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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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 刊 专门 刊载 以 两 栖 肥 行动 物 为 研究 对 象 的 有 关 生 物化 学 、 生 物 学 、 细 胞 学 、 生 态 

学 、 生 理学 ， 分 类 区 系 ， 毒 理学 等 方面 的 研究 论文 ， 实 验 技术 与 方法 ， 国 内 外 研究 综述 及 学 

术 活 动 动态 。 欢 迎 踊 跃 投稿 。 对 一 千 字 左右 的 简报 尤为 欢迎 ， 并 可 尽快 发 表 。 
2 .来 稿 内 容 应 力求 简洁 精炼 ， 全 文 包括 人 参考 文献 、 外 文摘 要 、 图 和 表 的 篇 幅 )》 一 般 以 

不 超过 五 千 字 为 宜 。 
3。 来 稿 的 中 文 须 在 16 开 300 到 400 字 的 方 格 稿 纸 上 用 蓝 色 或 黑色 墨水 或 元 珠 笔 着 写 清楚 ， 

请 急用 铅笔 书写 或 油印 稿 。 字 体 须 正 档 ， 标 点 要 正确 ， 每 个 字 及 标点 均 各 占 一 格 。 用 正式 公 

布 的 简化 汉字 。 外 文 请 用 打字 机 打出 ， 需 排 印 斜 体 者 必须 在 字 下 划一 横 线 。 稿 纸 上 请 幻 用 红 

色 作 符号 。 
4. 图 、 表 及 照片 应 与 正文 分 开 。 除 必须 的 图 表 及 照片 外 ， 应 力求 精简 。 同 时 在 正文 内 贸 

出 适当 位 置 画 一 方 框 ， 注 明 应 插入 图 或 表 的 序号 及 题目 ， 并 于 方 框 下 写 出 图 注 。 制 版 的 图 和 

照片 须 用 描 图 纸 以 黑色 绘图 墨水 绘制 。 照 片 要 清晰 及 反差 良好 。 图 及 照片 的 符号 及 数字 等 请 

贴 以 天 小 适合 的 铅 印字 样 。 天 小 比例 一 律 以 标 斥 表示 ， BAKE. 

5。 外 文摘 要 一 般 请 用 英文 ， 尽 量 将 主要 观点 及 数据 写 清楚 ， 全 部 内容 均 应 与 中 文 所 述 一 

致 。 文 中 必须 用 拉丁 字母 拼写 中 国人 名 及 地 名 时 ， 请 用 汉语 拼音 。 最 好 请 精通 英文 的 同志 仔 

细 校 阅 妥 善 ， 并 附 与 外 文摘 要 完全 一 致 的 中 文稿 ， 以 便 核 对 。 

6。 人 参考 文献 只 ee a ie 

论文 题目 。 刊 名 (或 书 名 ) EB GD : 起 页 一 正 页 〈 出 版 年 代 ) 。 中 文 文献 按 姓氏 笔划 顺 

序 ， 英 俄 或 其 它 西 文 文献 按 姓 氏 字母 顺序 列 出 。 务 请 参照 本 刊 最 近 一 期 的 格式 列 写 。 如 引 内 

部 资料 本 刊 将 一 律 删 去 。 
7. 来 稿 应 附 第 一 作者 的 工作 单位 介绍 信 。 请 忽 一 稿 两 投 ， 如 发 现 一 稿 两 投 ， 一 律 退回 不 ， 

Fie 
8. 来 稿 如 不 符合 上 述 规 定 ， 本 刊 将 先 退 还 作者 ， 待 修改 合乎 要 求 寄 回 后 ， 再 了 予 登 记 编 

3. 
9. ath 来 稿 有 权 删 改 。 如 不 同意 删改 ， 请 于 投稿 时 声明 ， 以 便 本 刊 认为 不 适合 刊登 

oak BAS ， 酌 致 稿酬 ， 并 免费 赠送 该 期 本 刊 2 册 及 抽 印 本 50 份 。 

图 4 用 Feulgen 染色 法 显示 DNA。 在 生发 展 (3G) ， 中 间 层 (MO) 产生 强烈 的 反应 。 X 400。 

图 5 ”用 Von Kossa 氏 法 显示 钙 质 。a 角 质 层 (AO) ， 有 8 角质 层 (BO) 发 生 强 烈 的 反应 。 X400。 
图 6， 用 过 甲酸 一 Schiff 法 显示 磅 脂 类 。w 角 质 层 (AO) ， 有 角质 层 (BO) Oe Do 1,000. 
图 7 ”用 过 甲酸 一 Schiff 法 (PFAS) 显示 55 基 。w 角 质 层 (AO) , BAB (BO) 均 产 生 强 的 反应 。 

x 1,000. 
Bs 鳞片 的 纵 切 片 。 绞 合 区 (HGZ). afiiie (AD), RA-BARE. RUAKHAA Fae 

fae X 200, 



何 济 之 : HGWAShinisaurus crocodilurws 皮 肤 的 组 织 学 和 组 织 化 学 图 版 

图 1 背部 皮肤 鳞片 。 真 皮 (DR)， 座 层 真 皮 (DD)， 浅 HCE. ey BL(OS), #IK(EP), BEE 

( 百 GZ )， 内 表面 面 (L92)， 外 Nee] (OSZ), EAA eam AHR iE, 取 自 ee SJ Bh 侨 利 希 氏 Ck 
He 和 伊 红 

Yuta, XA, 

图 2 鳞片 外 表面 。 真皮 (DR)， 基 腊 (BM) ， 生 发 展 (SG), 中 间 层 (MO)，w 角 质 层 (AO)，B 有 朋 质 层 (BO)， 
44 JE(OBO), Heidenhains Azan 污 滁 色 。 关 400。 

图 3 生发 展 (SG)， 中 间 层 (MO)，w 角 质 层 (AO)，B 角 皮层 (BO)， 和 皮层 (OBO)。 玫 利 希 氏 苏 林 精 和 

AZT Yeh, 1000. 



RPMS: 育 岛 产 中 国 林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图 版 了 

Fel. ASP HBR YE Co) Beta RE 

图 2.。 eer PEK C2) eae 

图 3.。 青岛 产 中 国 林 上 蛙 第 2 eA LAKAI 

图 4。 青岛 产 中 国 林 蛙 第 10 染 色 体 的 随 体 联 合 



图 做 下 YNC1GeS 3 
i a ph t —~ KAR MEE Res Re: 无 尾 类 中 一 种 罕见 的 核 aa 

y 的 染色 体 组 型 

起 色 体 组 的 大 Co ) PSU WR Hee ee 



HK: Fy Ue FE ME Scutiger boulengeri (Pelobatidae) 及 高 山 

Altivana parkeri (Ranidae)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图 版 了 



Al 1 圆 斑 峰 视网膜 纵 切 睛 类 250 

1 工 色 素 上 皮层 2 ZEIT 3. 外 界 膜 4. 外 核 层 
7. 内 网 层 8. 节 细胞 层 ，9. 祥 经 纤维 层 ”10. 内 界 膜 

图 2 ” 杆 细 胞 外 眉 、 内 段 纵 切面 12000 A. 杆 细胞 外 段 
AS 夫 单 视 锥 细胞 和 杆 细胞 纵 切 面 交 4800” 

民 .天 单 视 锥 细胞 的 椭 球 体 3. 大 单 视 锥 细胞 外 段 
图 4 双 视 锥 横 切 面 X15000 CAEL G. 细 胞 膜 
到 5 杆 细 胞 和 夫 单 视 锥 细胞 通过 其 精 球 体 的 横 切 面 关 1500 

HX 264i He 2 Hs PER 1. fp 2H RAR A 
FA 6 突 触 体 M. 突 触 带 关 15000 
AT 夫 单 视 锥 细胞 纵 切 面 X10000 H. Spee 

5. AME 6. 内 核 层 

BRERA 

W . 杆 细胞 

D. 有 轴 的 椭 球 体 



万 ~ 

Va 等 ， 黑 龙 江 林 蛙 Rene amurensis JRAOWIER RA 

16 41,1 

10 

11 

12 

13 
18 60.4 

14 

2a 7e, 1L PR aE Ha 22 BNE A 

分 期 序数 

时 程 

图 版 下 



th WWE: BAU HH Rana amurensis 胚胎 的 正常 发 育 图 版 更 

分 期 序数 分 期 序数 

WE 〈2070 ) 时 程 〈207 ) 

24 139.0) 

Wy 8 RTT Ph ER BA 2 IEEE 



图 版 机 BW iE RA Rana cmirensis Ja} Hee 黑龙 江 林 等 名 N 
(a tk 4 

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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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k ee. FE AEE YE Vibrissaphora ailaonica 生态 观察 的 初步 报告 图 版 X 

Wed 1 - : " ; > 
得" 人 bet ad 

: LEE OL, 

Fe he Male V. ailaonica Al2 He eeysFemale V. ailaonica 

i 

All Abe 
As RAR NEE eG An egg-mass of V. ailaonica hatching in a netting 

图 4 Re eeHe Wy oss The site for egg-depositing 

图 5 RAR HSH MLS Riese = 48 Six tadpoles representing three age-groups 

A6 RHPA ARW:z Remains of V. ailaonica swallowed by a snake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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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 学 与 超 微 结构 
扬子 鳃 (Alligator sinensis Fauvel) 鼎 在 局 delat eet AR 化 … 

Fo. "HARE REE KAR C1 ) 

站 吉 构 … 和 HRY A Gh ARG AES ( 15 ) 

生物 化 学 

nF is Se Sieg ae. 人 

eee Rit FM BREF C21) 

ecu > 子 分 类 学 探讨 工 . 蛙 科 树 蛙 科 姬 娃 科 中 部 

分 种 类 眼 晶 状 体 蛋白 电 聚 焦 及 5D5 凝 胶 电 诛 的 比较 …………… 吾 未 远 陈 素 文 (25 ) 

发 育 生物 学 

不 同 因子 引起 的 类 坏死 对 角膜 诱导 的 影响 … secu weary {= Aiea CO sa 
1 anes nae gar garizans 。 Cantor) OER RE DIE rete arenes 

ci nleed weld gel 0) | Ge RRND ye) ge eg 

核 “学 
日 本 林 峙 〈Konra japonica japonica) 染色 体高 分 辨 R- 带 的 研究 …………… 衡 红 强 〈 55 ) 

KEE RE (Gekko gecko) Fi BEER (G. _ebpanat AR AT 

毒 理学 

我 国 八 种 常见 Se 响 … acmgeg T 
trssceeeeee Ge Ane fe WEA KIB ( 65 ) 

新 分 类 阶 元 

简 报 

东北 小 鲍 (A ynobius leechii) 的 生态 观察 AAR ARE 赵 海 清 〈78) 。 我 国 后 沟 牙 类 一 种 新 

纪录 一 一 绿林 蛇 ” 江 狼 明 黄 庆 云 (14) 。 江 西 省 蛇 类 一 新 纪录 一 一 挂 墩 后 棱 蛇 ” 钟 昌 富 (20). 

蜥 属 一 ww FH O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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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 (Alligator sinensis Fauvel) 颅 在 局 部 

解剖 学 上 的 年 龄 变化 ” 

(图 版 I 一 工 ) 

PA lapis 7 Fs 

(兰州 大 学 生物 系 ) 

RB ARS 

(sh Pe aA SA EBT) 

SAS AARC AN EKER, BAAR AW Se TR hal RAYA 

因此 ， 早 在 1921 年 Mook 便 以 天 量 测 计 资 料 对 多 种 现代 铝 颅 的 年 龄 特征 作 了 扼要 的 报 io UG 
Je, Kalin (1933)#1Wermuth(1964) W4E)S SW Wah it He PRE OEE (L. 1973 年 Ior- 

dansky ES MGR MILAWIENH, hINBA MARA Mite. Aim, awe 

MRA IRZ HFS NAKA. 

Mook 7£19234F 3 ik 7iid T HF 8 MORAL, (AAR TARE RIE E 

化 。 以 致 报道 中 对 许多 特征 的 描述 都 不 够 确切 。 

在 进行 扬子 包 的 系统 解剖 中 ， 为 了 对 颅 的 形态 构造 给 予 准确 的 记述 ， 我 们 仔细 研究 了 扬 

于 名 颅 形态 上 的 年 龄 变化 。 这 不 仅 是 化 石 鲍 类 头骨 的 复原 、 鉴 定 以 及 形态 学 研究 本 RH 

要 ， 而 且 作 为 豚 后 发 育 资料 ， 也 是 该 种 乌 类 其 他 方面 深入 研究 的 基础 。 本 文 仅 就 颅 在 局 部 解 

前 学 方面 的 年 龄 变化 加 以 报道 。 

材料 和 方法 

所 用 材料 计 有 从 颅 长 8.1 公 分 到 21.7 公 和 分 的 各 种 天 小 的 扬子 鲍 颅 腐 贡 标本 12 具 。 包 括 专 

名 所 绝对 年 只 的 监 wee A BEDE: RA DERBEMENT RE. SRA SRE SF 
iE, DAS HNAERR RR. SBS ATA ERE CN AIM Ae Tess. AE ee HS AY OO 
中 ， 目 前 二 直 沿 用 颅 长 〈 接 比例 可 推算 出 体 长 二 Wermuth，1964) 作为 不 同年 龄 的 相对 标志 。 

北京 师范 天 学 《以 下 简称 比 师 天 ) 、 西 北 病 范 学 院 〈 以 下 简称 西北 师 院 ) 和 北京 自然 博物 馆 〈 以 * 48 
称 京 博 ) AAAI RomA; PRPS oseeo pS aARHAM UPRRABE) & BH 
同志 为 之 绘图 ， 杜 治 和 张杰 同志 代为 制版 ， 在 此 一 并 致谢 。 —_ a 

ACF 19834F5 5 30 A cz. 



2 Oe ee 3 

为 解剖 研究 而 收集 的 4 具 〈 解 Nos. 4-7), TR AEMERR ARAN ZS We HH 3 LG HE HE Bi Noss, 
1361、27、1335)、 兰 州 大 学 生物 系 教学 标本 1 具 〈 兰 大 、 无 号 ) 、 西 北 师 院 生物 系 教学 标 
本 1 上 具 〈 西 北 师 院 、 无 号 ) 、 北 师 大 生物 系 教学 标本 2 具 〈 北 师 大 、 无 号 ) 以 及 北京 自然 博 
物 馆 陈列 标本 1 具 〈 京 博 、 无 号 ) 。 

按 不 同 发 育 时 期 的 尖 长 、 体 全 长 比例 推算 、 最 小 的 一 个 标本 “〈 颅 长 8.1 公分 ) 的 体 全 长 
约 在 58 一 65 公 分 之 间 ， 这 显然 是 个 较 大 的 幼体 ， 其 余 标本 都 在 93 公 分 以 上 ， 根 据 体 全 长 92.2 
公分 的 只 性 扬子 鲍 就 已 产 卵 的 记载 CRAB, 1957) ， 说 明 这 些 都 属于 成 体 的 头骨 ， 其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标本 〈 颅 长 21.7 公 分 ) 的 体 全 长 约 为 180 公 分 左右 。 据 迁 今 为 止 的 记载 ， 扬 子 OER 
大 个 体 的 体 全 长 为 2 公 尺 许 〈 朱 和 承 璃 ，1957; 萨 德 六 ，1954)， 那 么 这 一 标本 可 算 作 一 个 较 
老 的 材料 了 。 

全 颅 各 部 的 年 龄 变化 主要 是 通过 对 一 系列 不 同 大 小 的 标本 的 直观 比较 和 各 部 测量 〈 测 量 
部 位 和 方法 将 在 各 节 分 别 叙述 ) 而 判定 的 ， 因 为 标本 由 小 到 大 ， 其 形态 大 体 上 总 多 少 显示 着 
年 龄 变化 的 假 向 。 虽 然 也 有 一 些 特征 (特别 在 各 部 分 的 测 计 表 中 ) 纯 属 于 个 体 变 异 或 异常 ， 
但 这 类 变化 是 不 难 从 其 不 规则 性 和 个 别 性 上 区 分 开 来 的 。 

一 般 形 态 的 年 龄 特征 

1. 颅骨 (Skull) 的 轮廓 一 一 扬子 甸 颅 骨 的 两 侧 和 后 缘 虽 然 很 不 规则 ， 但 其 大 体 轮 廊 

呈现 着 下 列 三 个 极为 突出 的 年 龄 特征 : (1) 从 背 、 腹 面 看 去 ， 幼 体 的 颅骨 略 呈 尖端 向 前 的 狭 

长 五 边 形 ， 其 最 宽 部 位 居 眶 后 柱 〈Postorbital bars) 基部 的 中 点 处 ， 颅 骨 的 两 侧 缘 在 此 点 

以 前 向 前 内 侧 斜 行 ， 以 后 则 几 近 平行 。 由 于 方 骨 和 方 斩 骨 随 个 体 的 成 长 而 迅猛 的 向 外 后 方 旋 

展 ， 其 最 宽 部 位 逐渐 后 移 至 方 恩 骨 的 后 端 ， 以 致 较 老 个 体 的 整个 颅骨 略 呈 一 前 狭 后 宽 的 长 等 

腰 三 角形 〈 图 版 TI 一 工 ， 图 1 和 图 4 及 表 1)。(2) 基 于 同样 的 原因 ， 颅 骨 的 后 背 缘 和 后 腹 缘 向 

前 上 四 陷 的 幅度 自 幼 体 至 成 体 逐 步 增 大 “〈 图 版 [一 工 ， 图 1 和 图 4) 。(3) 颅 骨 枕 面 的 中 部 ， 在 

ones BS nee, WR SRA BAM A PER S|, NUK 

的 向 后 罕 伸 的 舌 状 背 缘 远 居于 这 一 直线 的 后 方 ; ATETCACER MBAR TAM RE 

而 大 大 向 后 伸延 ， 该 膛 隆 逐 半 展 平 ， 至 较 老 个 体 甚至 略 凹 ， 而 大 和 孔 的 舌 状 背 缘 则 逐渐 退缩 至 

上 述 引 组 的 前 方 ( 图 1)。 这 种 情况 在 颅 的 正中 矢 状 切面 上 显示 得 尤为 清楚 。 

2. 颅 刻 纹 〈Cranial sculpturing) 一 一 附着 在 整个 颅 表 膜 骨 上 的 、 由 次 生 真 皮 性 骨 所 

形成 的 麻 点 状 和 禄 壁 状 的 颅 刻 纹 ， 以 及 由 此 刻 纹 所 组 成 的 峡 、 结 节 和 隆 凸 ， 在 幼体 十 分 微 

弱 ， 特 别 是 吻 基 部 的 背 中 央 处 尤为 光滑 ;个 体 越 大 ， 这 些 结构 越发 过 ， 颅 表 也 越 粗糙 。 但 在 

所 观察 的 最 小 标本 GH AHERTNo, 1361) Hh, BRIE PW aim AT? Me eS TE i 后 

角 外 侧 的 乳 状 结 节 不 甚 发 达 之 外 ， 颅 正中 晴 和 眶 前 峡 〈Preorbital crests) 系统 均 已 十 分 明 

显 。 此 外 ， 幼 体 颅 平台 两 侧 缘 和 后 缘 上 竺 而 成 的 锐 薄 界 哺 ， 在 稍 大 的 标本 中 即 消 失 不 见 〈 图 

WI) © 

3. AWK eI ES ehWet, AACWMook) 以 吻 端 至 上 枕骨 的 颅 背 长 度 

作为 颅 长 ， 也 有 人 Culordansky 等 ) 以 吻 端 至 枕 咒 后面 的 颅 轴 长 作为 颅 长 。 我 们 发 现在 扬 

子 甸 鼎 中， 除 极 个 别 的 个 体 〈 西 北 师 院 ， 无 号 ) 外 ， 不 论 个 体 大 小 ， 其 颅 轴 长 都 与 吻 端 至 颅 

© ”根据 文献 记载 和 我 们 对 少数 标本 的 比较 ， 扬 子 鲍 的 头骨 在 形态 上 和 大 小 上 没有 明显 的 两 性 差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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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43$ (Alligator sinensis) M#GM, £, PEKMK: E. BERK, 
平台 后 缘 的 长 度 略 等 、 甚 至 全 等 QED 。 为 了 便于 把 整体 测量 和 颅骨 测量 两 者 的 颅 长 统 

一 起 来 ， 这 里 采用 了 吻 端 至 颅 平 台 的 后 缘 作为 鼎 长 。 至 于 颅 宽 ， 一 般 都 是 指 两 个 颅 后 角 处 的 

宽度 而 言 ， 即 横 过 左 、 右 方 斩 骨 后 端 下 后 直 外 侧面 的 宽度 。 但 在 短 吻 乌 类 ， 其 乌 骨 侧 缘 的 波 

浪 状 起 伏 的 发 达 程 度 8 是 年 龄 特征 的 重要 标志 〈 见 下 ) ， 因 此 这 里 分 别 测量 了 了 眶 后 宽 “〈 有 眶 后 

柱 基 部 处 的 宽度 ) 和 吻 中 宽 《〈 第 四 上 颌 元 附近 膛 大 处 的 宽度 ) 以 作为 对 照 ， 前 者 的 年 夫 变 化 

较 平 组， 后 者 的 年 龄 变化 较 剧 烈 〈 图 版 [， 图 1 和 4) 。 所 测 计 的 数据 如 表 1。 

从 扬子 乌 颅 的 宽 、 长 比 中 ， 可 见 其 变化 情况 与 多 数 其 他 乌 类 以 及 本 属 的 密西西比 甸 (A. 

mississippiensis) WAI. SAS RMR OM RRMA; PEPE ss wy A 宽 

i FE iS AY 4 BB SAE RE (Mook, 1921a; lordansky, 1973) ; 而 本 种 则 随 个 体 的 成 长 稍 

ANG, (HEREMAXEEE. X—-PRREUY SREB (Osteolaemus) 的 O. tetras 
an 扬子 始 颅 骨 长 、 宽 比例 测 计 表 (cm) 

_ Fla FRG Farms Mh i FERAL 
标本 保藏 编号 颅 长 颅 轴 长 A 吻 中 宽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颅 宽 颅 长 颅 长 颅 长 颅 宽 

RNOTLSGTTD 8.1 «868.1 ° 4765 Aas 4 are 0.586 0.420 11022 

A NO 6 ell aa AT 0,594 0.587 0,393 0.934 

NOT RS) SASL OTe Gee ole Or ee O69 0.536 0.397 0.941 

fi NO 5 eee. 13 SEs See ie 一 — = 一 

阔 师 天 无 号 | 亲人 == (SGU 一 一 一 

Res CB OS eae ate lf). 3) ne =) () 65) 一 一 一 

fife No.4 17.9 0 和 3 0.534 0.407 0.884 

AAAS US e ny 1 Onl welt (oe oe =u e619 一 = 一 

本 和 痊 作 有 NOZTDDRNTLSR0ONRS TORTTITS WE 9 有 STR 0.543 0.416 © 0.860 

兰 大 无 号 0 0.529 0.412 0.846 

Manip 9 1189) 1943 169.9 38.1 0.614 0.524 0.429 0.853 

TE ASHEATNOI335 21.7 21.7 13.2 211.0 8.55 0.608 0.507 : 0,394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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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s 相 类 似 ， 但 较 之 规则 而 明显 。 

吻 中 宽 与 颅 长 的 比值 虽然 不 规则 ， 但 其 变化 轻微 ， 可 以 表明 该 处 宽度 的 增长 基本 上 与 颅 

长 的 增长 略 等 。 眶 后 颅 宽 与 鼎 长 的 比值 随 个 体 的 增 大 而 显著 减 水 ,说 明 该 处 的 宽度 增长 甚 慢 。 

眶 后 颅 宽 与 颅 宽 的 比值 随 个 体 的 增 大 而 大 幅度 的 递 碱 ， 正 反映 着 于 述 方 骨 和 方 斩 骨 后 端的 迅 

速 外 旋 ， 这 一 特征 可 从 颅 的 背面 直接 观察 到 《〈 图 版 1 ， 图 1) 。 

4. 面 区 与 颅 区 的 比例 一 一 测量 上 恒 以 两 眶 前 端的 连 线 把 整个 颅 长 划分 为 面 区 (Facial 

region) 〈 又 称 眶 前 区 或 吻 ) SHR (Cranial region) 〈 又 称 眶 与 眶 后 区 或 吻 后 区 ) 。 扬 子 

乌 颅 骨 中 这 两 个 区 域 的 长 度 如 表 2。 

表 2 HTT HES MAK ROM A (em) 

wARRS MK BRK MR & —BES BRS 
Taare NO1361 8.1 3,9 4,2 1,077 0.481 

fie NO 6 12.1 6.0 6.1 1,017 0.496 

fi2NO 7 13,35 7.0 6.35 0.907 0.524 

f# No 5 13,5 end 6.3 0.875 0.533 

阔 师 大 无 号 15.8 8.85 6.95 0.785 0.560 

e765 es 9.7 7.6 0.784 0.561 

. NO 17.9 10.1 ras 0.772 0.564 

北 师 大 无 号 18.0 10.2 7.8 0.765 0.567 

TS HEAT NO27 18.05 10,2 7.85 0.770 0.565 

兰 大 无 号 18.7 10.6 8.1 0.764 0.567 

西北 师 院 无 号 18,9 10.8 8.1 0.750 0.571 

Ta HEAT No 1335 Pala 12.5 922 0.736 0.576 

表 中 的 两 个 比值 都 反映 着 : 〈1) 从 幼体 直到 较 老 的 个 体 ， 面 区 的 增长 显著 地 大 于 颅 区 (图 
1 和 5) 。 这 昌 然 是 一 切 乌 类 所 共有 的 特征 ， 但 其 增长 幅度 远 比 本 属 的 密西西比 鳞 者 为 小 。 

(2) 扬 于 乌 颅 的 面 区 在 较 大 的 幼体 和 较 小 的 成 体 中 一 直 比 颅 区 为 得， 这 一 点 与 稍 长 即 超过 颅 
区 的 密西西比 乌 略 有 不 同 。(3) 鼎 长 15.8 公 分 以 下 的 个 体面 区 的 增长 似乎 较 快 。 

图 %F8 (Alligator sinensis) MBM, L, PERM; 下 ， 较 老成 体 。 



横 切 面 上 的 凸 度 和 在 纵 切 面 上 的 止 陷 程 度 似乎 都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稍 有 加 剧 ， 但 后 者 显然 是 由 

于 外 蚁 孔 周 围 噜 的 高 答 而 造成 的 《〈 图 2) 。 在 幼体 略 向 腹面 隆 凸 的 采 面 ,至 较 老 个 体 则 明显 的 

ARAMA. Halzkiae Gee) 尤为 显著 。 从 背 腹 两 面 看 去 ， 略 呈 三 角形 的 吻 部 ， 其 

最 明显 的 年 龄 特征 是 其 前 端 随 个 体 的 成 长 而 显著 的 变 宽 和 尖端 的 变 钝 〈 图 版 [一 工 ， 图 1 和 

图 4) 。 哆 部 的 形状 可 以 其 相对 宽度 大 致 显示 在 表 3 里 。 其 中 吻 CE) 宽 为 面 、 颅 两 区 分 界线 

《两 眶 前 端 连 线 ) 处 的 宽度 ， 而 吻 前 宽 则 为 两 外 鼻孔 的 中 点 连 线 平 面 的 宽度 。 

表 3 扬子 努 吻 部 的 相对 宽度 测 计 表 (cm) 

标本 保藏 编号 ak Ce wpe wan 2S ye 
Tae eA NO 1361 8.1 3.9 3.9 220 0.481 1.000 0.513 

解职 6 etl 6.0 5.8 Pol 0.479 0.967 0.534 

fHENOT 13535) ee 6.5 368 0.487 0.929 0.538 

解职 5 13.5 ea 6.7 一 0.496 0.931 — 

北 师 大 无 号 15.8 8.85 7.8 二 0.494 0.881 — 

Rees 3 9.7 8.3 = 0.480 0.856 三 

fi No.4 17.97 “FOE 8.85 4.9 0.494 0.876 0.554 

北 师 天 无 号 18.0 1032 8.8 = 0.489 0.863 一 

Ta eA NO27 18.05 2092 9.0 5.1 0.499 0.882 0.567 

兰 大 无 号 18-7. £086 9.2 5.2 0.492 0.868 0.565 

西北 师 院 无 号 18.9 10.8 9.4 5.4 0.497 0.870 0.574 

TBE AT NO1335 21 ie) 42a Oe 5.95 0.479 0.832 0.572 

表 3 的 数值 表明 : (1) 吻 宽 与 颅 长 比 接近 于 一 个 小 于 1/2 的 常数 ， 这 一 情况 和 吻 中 宽 与 颅 

长 的 比值 Gel) 同样 反映 着 这 两 处 的 宽度 与 颅 长 是 等 速 发 育 的 。(2) 在 颅 长 8.1 公 分 的 较 大 

幼体 中 吻 宽 与 吻 长 恰恰 相等 。 但 因 吻 宽 的 增长 速度 远 不 及 吻 长 的 增长 速度 ， 所 以 随 个 体 的 成 

长 ， 其 相对 宽度 显著 递减 ,有 力 地 反映 出 吻 部 渐变 狭长 的 实况 。(3) 吻 前 端的 宽度 比 吻 基 部 的 

宽度 发 育 要 快 得 多 ， 其 比值 比 直观 上 更 具体 的 反映 着 吻 前 端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变 宽 钝 的 情况 

(图 1 和 图 4)。 

6.， 颅 平台 (Cranial table) 的 形状 和 大 小 一 一 颅 平台 的 形状 与 大 小 的 年 龄 特征 ， 主 要 

表现 在 其 长 度 和 各 部 宽度 的 相对 变化 上 。 表 4 所 测 得 的 平台 长 为 其 前 角 至 后 缘 的 直线 距离 ; 

平台 宽 指 其 两 前 角 间 的 距离 ;平台 后 宽 为 其 后 缘 处 的 宽度 ; 平台 中 宽 则 为 两 鲜 骨 水 平板 舌 状 

例 突 之 间 的 最 大 宽度 。 

表 4 反 映 出 : (1) 在 颅 长 8.1 公 分 的 较 大 幼体 中 ， 颅 平台 的 前 后 宽度 恰恰 相等 ， 但 随 个 体 

的 成 长 ， 平 台 旋即 变 得 前 狭 后 宽 ， 这 正 与 颅骨 眶 后 部 分 的 外 展 变化 〈 见 上 述 ) 相 一 致 。( 2 ) 

颅 平台 的 长 、 宽 在 较 大 幼体 略 等 ， 因 此 其 整体 形状 近似 一 个 正方 形 ;但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次 第 

变 宽 ， 其 形状 亦 逐 新 变 成 一 个 斤 等 腰 梯 形 〈 两 侧 较 低 的 舌 状 罕 不 计 ) 。( 3 ) 个 体 越 大 ， 平 台 

中 部 两 香 状 侧 罕 间 的 宽度 也 越 大 。( 4 ) 平 台 的 长 、 宽 各 随 颅 骨 长 、 宽 的 增长 而 相对 递减 ， 表 

明和 平台 的 天 小 随 颅 的 成 长 而 减 小 。 在 一 系列 不 同 大 小 的 颅骨 上 ， 所 有 这 些 变化 都 可 以 直观 地 

比较 出 来 (AI, Al 。 

另外 ， 在 颅 平台 的 表面 ， 陈 上 面 提 到 过 的 、 平 台 两 侧 缘 及 后 缘 在 幼体 具有 上 答 的 薄 峭 而 

至 成 体 消失 外 ， 其 中 部 的 前 方 在 幼体 上 本 而 至 成 体 渐变 平坦 、 继 而 下 凹 的 变化 也 是 一 个 明显 



0 i | r eh | 二 ae 卷 

AA HFA S Haast K-bmlitA (cm) 

~ ms Z Ale me sr 2 ae 平台 长 FAR FAK 
标本 保藏 编号 ARS mk PAK 平台 后 宽 平台 中 宽 LAR 

Toy HE Pr NO1361 8.1 4.65 2.7 2.8 sa) 2.8 0.333 0.602 0.964 

fi NO 6 (pai (ae eo 4.6 3.9 0.223 0.542 0.692 

ENO [BE 9p em ot 299 4,5 4.8 4,0 0.217 0.526 0.725 

fie NO.5 13,5 7.8 一 一 一 4.1 — 0,526 -一 

北 师 大 无 号 15.8 9.6 一 一 一 4.55 一 0,474 一 - 

京 博 无 号 17 Bi Oe 9 一 一 一 5.1 — 0.468 一 

fi No 4 eo Musee eben Te cen Bato) ial 0.204 0.4727 “Goyae 

cence cS ee 18.0 Pb we = 三 - Haul iw nil ahb2 = 
To HEAT NO27 1BVOF 4 3858 5.9 6.3 5.3 0.211 0;465°- Osa 

=KLS LRAT eT y, Meee 6.2 6.5 5.45 0.209 0.466 0.716 

西北 师 院 无 号 18.9 PIG 375 6.25 6.55 5.45 0.199 0.470 0.688 

TB HEAT NO1335 Drammen. manta 6.5 7.0 6.0 0.204 0.455 0.733 

表 5 扬子 始 颅 侧 长 度 及 上 次 槽 总 长 测 计 表 《cza) 

标本 保藏 编号 mk mK oben «SS SAEs 
| FPPEHEAENO1361 el 8.7 5.5 1.074 0.632 

fi? N06 12.1 13.1 8.3 1.083 0.634 

fi NOT 13.35 14.45 9 1.082 0.637 

fi No 4 17.9 19.5 11.9 1,089 0.610 

Ta AS HEAT NO 27 18.05 19.6 11.8 1.086 0.602 

=RKES 18.7 20.8 12.6 1,112 0.606 

西北 师 院 无 号 18.9 21.0 (Dey 1.111 0.605 

Tas HEAT NO1335 itary 24.2 BY) 1,115 0.587 

的 年 龄 特征 。 

7, RAMAN RE RE KH Pestooning)— aay t es aie 的 波 浪 状 起 伏 无 论 

在 水 平 向 上 或 垂直 向 上 都 较 平 缓 ， 显 下 帘 下 方 的 一 个 波段 尤为 微弱 。 随 年 龄 的 增长 ， 各 波段 

的 升降 幅度 逐渐 增 大 ， 个 体 越 大 波 曲 的 起 伏 越剧 烈 。 这 虽 是 短 吻 种 类 的 共同 特征 ， 但 扬子 鲫 

的 这 种 变化 更 加 明显 〈 图 版 [一 工 ， 图 1、2、4)。 

颅 侧 缘 的 相对 长 度 及 此 槽 总 长 的 变化 如 表 5。 

可 见 头 骨 越 大 ， 颅 侧 缘 的 相对 长 度 越 大 ;而 上 雌 模 总 长 则 相对 减 小 ， 但 其 变化 幅度 都 不 

大 。 

8. 下 人 毛 的 形状 与 长 度 一 一 直观 上 上， 下颌 形状 的 主要 变化 如 下 : 〈1 ) 其 上 缘 与 颅 侧 缘 相 

对 应 的 波 曲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加 剧 。(〈 2 ) 整 个 下 颌 支 的 侧面 观 在 幼 鲍 较 平 直 ; 个 体 越 大 ， 其 前 

〈 第 十 下 此 以 前 )、 后 〈 下 颌 外 宽 以 后 ) 两 部 向 贞 曲 越 甚 〈 图 3)。( 3 ) 与 颅 宽 的 增长 速度 

相应 〈 表 1 )， 颌 关节 处 的 宽度 随 年 龄 而 俱 增 。( 4 ) 反 关 节 窗 (Retroarticular process) [Al 

后 内 侧 的 辐 转 ， 幼 体 较 急 ， 而 成 体 较 缓 ;其 背面 的 号 曲 度 亦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加 剧 。 

下 颌 长 度 〈 每 侧 下 颌 支 的 全 长 ) 及 其 齿 槽 总 长 的 变化 如 表 6。 

可 见 ， 下 颌 的 相对 长 度 随 个 体 的 成 长 而 累 增 。 而 齿 模 总 长 则 相对 递减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 

从 颅 长 18 公 分 左右 的 个 体 开始 ， 下 颌 的 相对 长 度 便 恒 定 下 来 ， 此 后 其 发 育 速度 与 颅 长 多 少 保 



人 
表 6 扬子 铝 下 领 ( 支 ) 长 度 及 下 咎 构 总 长 测 计 表 (cm) 

二 PT m TARE 
标本 保藏 编号 mR 长 下 颌 长 下 贞 槽 总 长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a PB al tk 

A HEATNO 1361 8.1 9.6 1.3 1.185 0.552 
fANO 6 . al 14.6 7.85 1.207 0.538 

fANO 7 13,35 16.0 8.4 1.199 0.525 

feNo 4 i) 21.95 Me ® 1.226 0.510 

THe EAT NO 27 18.05 22.4 11.5 1.241 0.513 

=KAS 18.7 2343 12.0 1.246 0.515 

西北 师 院 无 号 18.9 23) 123) 1.243 0.523 

THA HEATNO 1335 21M 26.9 Bes 1.240 0.494 

Pathe 

图 3 45 (Alligator sinensis) 下 领 侧 面 观 。 上 ， 中 等 大 幼体 ; 下 ， 较 老成 体 。 

持 着 平衡 。 类 似 情 况 也 见于 吻 部 〈 表 2)、 颅 骨 侧 缘 CeO) 和 上 、 下 浮 模 总 长 的 发 育 中 。 

9. tA (Dentition) 的 年 龄 特征 一 一 此 系 方面 有 不 少 显 著 的 变化 足以 作为 年 龄 鉴定 

的 特征 。( ! ) 珊 列 中 夷 的 分 布 规律 是 : 其 高 度 和 粗细 与 上 、 下 澳 槽 缘 的 波浪 状 起 伏 的 高 低 成 

正比 ， 波 峰 顶 端 齿 最 大 ， 波 底 贞 最小， 波峰 越 高 齿 越 大 ， 波 底 越 低 齿 越 小 。 由 于 此 槽 绿 各 波 

段 的 升降 幅度 随 年 龄 而 递增 ， 所 以 此 列 中 天 的 大 小 的 分 化 也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显著 加 剧 。 最 天 

的 第 四 上 颌 齿 齿 根 的 背 方 在 吻 背 面 所 造成 的 隆 凸 ， 在 较 大 的 幼体 中 尚 不 甚 明显 ;但 在 成 体 中 

是 个 体 越 大 越发 过 。 下 俩 中 最 大 的 第 四 下 颌 贞 在 颅骨 肚 面 上 所 造成 的 齿 窝 ，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加 深 ， 在 较 老 的 标本 中 ， 此 窝 往 往 于 一 侧 ， 甚 至 左右 两 侧 都 穿 通 其 背 壁 而 在 吻 背 成 孔 。 第 一 

下 颌 夷 帘 幼 体 不 存在 ， 成 体 则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加 深 〈 图 2 和 图 4)。( 2 ) 一 般 认为 闭合 时 下 此 

列 居 上 此 列 之 内 为 短 吻 钼 所 共有 的 特征 。 但 在 扬子 乌 的 幼体 则 大 不 相同 ， 其 前 方 下 颌 郊 的 尖 

端 向 外 倾斜 较 甚 ， 与 前 颌 此 成 犬 牙 交 错 的 对 合 HRS IBKH HA) KER HE EB 

(Gavialis) & 55K 63) (Tomistoma) 成 体 的 情况 颇 为 相似 。 (3 ) 在 幼体 和 较 小 的 成 体 中 ， 

后 5 一 6 枚 上 此 及 后 4 一 5 枚 下 涯 各 着 生 手 一 个 总 此 模 沟 〈Commmonm alveclar groove) A, BE 

较 老 的 个 体 方 渐次 自前 而 后 的 被 分 隔 成 独立 的 此 槽 “〈 图 4)。(4 ) 眶 下 此 的 数目 ， 从 幼体 到 较 

老 的 个 体 逐 次 减少 〈 表 7， 图 2)。 
各 大 窗 、 孔 的 年 龄 变化 

1, 眶 《〈Grbits) 一 一 眶 的 大 小 、 形 状 和 位 置 的 变化 如 下 表 。 



eer PA Me iT a hy Se | a: 

图 4 47% (Alligator Sinensis) MBM, £, PERMA; 在 ， 较 老成 体 。 

RT HF FU Hat AK, EHAABRMItR (cm) 

RE 最 眶 间 最 眶 mm PERAK 眶 最 大 宽 ， 眶 间 最 小 宽 REP AR 
标本 保藏 编号 mM 长 一 一 

Ree Not A AR Sea Re ee iS ze 右 

TrAHEATNO. 1361 8.1 2.4 wae toe) | 0.296 0.750 0.056 4 4 

fENO 6 Le 0.7 Qe (0289 0.686 E058 . 23.5 ees 

解 邵 了 13), 35 71 13 4 0.75 0.277 0.676 0.056 3.5 5 

解 如 5 13 Sie 34 0.8 ab aA be 0.765 0.059 — 一 

北 师 大 无 号 TD DA ES 53) 0.700 0.054 3 2.5 

京 博 无 号 3 本 3.05 0.249 0.709 0.064 — 一 

解 好 4 Lie Dae 1.0 ofl Leah (Va O51 0.756 O056" 7305 2s 

北 师 天 无 号 SO it 353 0.1250 0.733 OG HY! BUG «2 

TATEATNO 27 18.05 4.5 1.2 3.2 0.249 0.711 OL O6GHi 1 HSH ih 2 
HERES 180TH 1 Agi 1b ty Bid te ODN 0.723 OQ: 061 21) dad) oq Be 

BAS ASG sche Dyal jed as a ee 0.DAd 0.723 O2061) oe Ueha 4h es 

TEASER NO 1335 21.7 5.0 1.4 3.75 0,230 0.750 PEO. Ula aes 

表 中 的 数值 比 直 观 上 “〈 图 版 I[ ) 更 明确 的 显示 出 : 随 年 龄 的 增长 (1 ) 眶 的 相对 大 小 有 大 

幅度 的 递减 ; 〈 2 ) 与 此 相关 ， 眶 间 板 的 相对 宽度 不 断 增 加 。( 3 ) 眶 的 形状 按 长 、 宽 比 几 乎 无 

甚 变化 。( 4 ) 眶 闻 板 的 相对 增 宽 和 眶 下 中 数 的 由 多 变 少 ， 表 明 眶 的 位 置 稍 向 外 并 大 大 向 后 推 

移 。 眶 的 后 移 ， 更 明显 的 表现 在 其 与 自 宿 的 相对 位 置 上 ， 眶 的 前 端 ， 在 颅 长 8.1 厘 米 的 标 来 

中 居 胭 窗 前 端 之 前 ; 随 年 龄 的 增长 ,不 断 向 后 推移 至 采 窄 前端 之 后 甚 远 ， 在 颅 长 21.7 厘 米 的 个 

人体 中 ， 远 至 1 理 米 以 上 《〈 图 1 和 图 4)。 另 外 眶 的 菲 薄 的 下 外 侧 缘 在 幼 伍 显著 外 翻 ， 也 是 重要 的 

年 龄 特征 之 一 〈 图 2)。 

2, 里 上 窗 (5uptatemporal fenestrae) — Fem LAMB AIER MN RRE:(1) 

窗 的 形状 在 幼体 平 浅 而 呈 罕 长 的 列队 状 ; 随 个 体 的 增 天 逐渐 变 深 变 宽 。( 2 ) 窗 的 相对 大 小 随 



2 MARES. TE (Ali gator sinensis “ave) 尖 在 局 部 解剖 学 上 的 年 龄 变化 “9 
年 龄 而 有 较 大 幅度 的 递 减 。( 3 ) 窗 的 位 置 ， 在 幼体 略 居 眶 的 正 后 方 ， 窗 间 区 较 阔 ， 至 成 体 和 
较 老 的 个 体 ， 两 窗 随 窗 间 区 和 蔬 平台 的 相对 变 窗 而 不 断 向 中 线 靠拢 ， 位 置 内 移 至 眶 的 后 内 方 
(图 版 ， 图 1)。 这 些 变化 在 表 8 所 测 得 的 数据 上 反映 尤为 显著 。 

ty Mat AEB AAT Ab, 形状 及 位 置 测 计 表 (cm) 

HRA RRA 窗 间 最 窗 最 大 纵 径 SEARE BARR 
雪人 AWE MK 

标本 保藏 编号 Al 长 
mk Bk 

SEAT NO 1361 8.1 1.6 0.9 0.65 0.198 0.563 0.080 

fzNO 6 Ae 1.8 te, 0.85 0.149 0.667 0.070 

fANO 7 13.35 1.75 hae 0.95 0.131 0.680 0.071 

解 如 4 17.9 2.0 1.5 12 0.112 0.750 0.067 

Havent NO 27 18.05 2.15 1.4 1.25 0.119 0.651 0.069 

兰 大 无 号 18.7 2.2 1.4 1425 0.118 0.636 0.067 

RAS 18.9 Daal 1.4 1.35 0.112 0.667 0.071 

TE ASERTNO. 1335 21.7 263 1.5 1.35 0.106 0.652 0.062 

此 外 ， 窗 底 的 两 对 孔 、 道 的 年 龊 变化 亦 甚 突出 : (1) SMR WMI (Temporal pas- 
sage) 在 幼体 其 狭小 且 仅 占 窗 底 的 前 半 ;， 至 成 体 则 向 两 侧 及 后 方 扩张 ， 穿 通 窗 底 的 大 部 分 。 
( 2 ) 里 道 后 方 的 眶 里 动脉 (Temporo-ofrbital artery) 孔 ， 在 幼体 成 纵 长 裂 阶 状 且 全 部 暴露 

于 颅 顶 ， 至 成 体 和 较 老 个 体 则 逐步 扩展 ， 并 作 90 度 旋转 而 成 横 列 的 扁 圆 形 。 同 时 ， 其 后 端 部 
SRR LAW SARS (Bl). 

3. 前 颌 窗 (Premaxillary fenestrae) (或 门齿 孔 )-- 一 该 窗 的 位 置 随 年 龄 的 成 长 不 断后 
移 。 窗 的 天 小 虽然 个 体 变异 很 大 ， 但 其 最 大 径 的 绝对 长 度 ， 通 常 在 各 种 大 小 的 成 体 中 变化 不 
大 ， 因 此 其 相对 大 小 显然 要 随 个 体 的 增 大 而 递减 ， 即 幼体 窗 的 相对 大 小 比 成 体 者 为 大 。 窗 的 
形状 ， 在 所 观察 的 标本 中 多 为 纵 长 风 圆 形 ， 仅 最 大 的 一 个 标本 GEAHEATNO1335) 成 横 径 较 
大 的 心脏 状 〈 图 4)。 这 些 变化 情况 如 表 9。 

4. 外 鼻孔 一 一 直观 上 可 见 ， 在 幼体 中 已 明显 上 答 的 骨 质 鼻 间 陋 及 鼻孔 侧 缘 ， 至 成 体 益 

表 9 扬子 努 前 领 窗 的 相对 大 小 及 位 置 变化 测 计 表 (cm) 

THA TEATNO. 1361 0.37 8.10 0.046 0.52 0.86 0.605 

fAANO 6 0.50 12.10 0.041 0.95 £35 0.704 

解职 7 0.55 13.35 0.041 全 05 1.45 0.724 

解 如 5 0.40 13.50 0.030 1305 1.30 0.885 

北 师 天 无 号 0.55 15.80 0.035 1.30 1.60 0.812 

京 博 无 号 0.55 17.30 0.032 1.40 1.30 1.077 

解职 4 0.65 17.90 0.036 = 一 一 

北 师 大 无 号 0.45 18.00 0.025 1.60 LN 1.067 

TES HEAT NO 27 0.55 18.05 0.030 1.65 1.65 ~~ 1.000 

YW 2KES 0.40 18.70 0.021 1.50 125 1.200 

西北 师 院 无 号 0.80 18.90 0.042 1.50 1.80 0.833 

TEAS HEAT NO 1335 ($8) 0.55 21.70 0.025 2.10 1.80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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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升 高 〈 图 1 和 图 2)。 通 过 测量 表明 ， 两 外 鼻孔 的 相对 总 宽度 十 分 恒定 ， 在 所 观 BMA A he 

本 中 ， 其 总 宽 与 颅 长 的 比值 几乎 保持 一 个 并 数 〈 表 10)。 人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相对 

变 短 〈 表 10)。 

5. jis# (Palatal fenestrae) 一 一 膛 窗 的 相对 长 度 ， 随 个 体 的 成 长 ， 仅 略 有 直观 上 不 易 

觉察 的 减 小 〈 表 10)。 窗 旁 的 齿 数 ， 在 幼体 为 4 枚 ， 至 成 体 减 至 3.5 一 3 枚 ， 这 表明 窗 的 后 端 略 

有 后 移 ， 但 其 前 端的 位 置 比 较 恒 定 。 从 吻 端 至 两 窗 前 端的 中 线 距 离 ， 在 各 种 不 同 大 小 的 标本 

中 都 略 等 于 颅 长 之 半 。 唯 有 窗 的 形状 变化 较为 明显 :幼体 的 腥 窗 略 呈 不 规则 的 三 角形 ， 但 由 

Fileizék (Palatinal bullae) Be EH SHR TT RII &， 本 来 长 而 略 内 目的 窗 内 缘 反 随 之 大 

大 外 凸 ， 以 致 窗 中 部 不 同 程度 的 变 罕 而 整个 形状 更 加 不 规则 “〈 图 版 下 ， 图 4)。 

表 10 扬子 鱼 外 算 孔 、 膛 窗 、 下 领 外 窗 的 年 龄 变化 测 计 表 (cm) 

外 鼻孔 外野 下 颌 外 “外 鼻孔 宽 SMAILK KB TPHaK 
标本 保藏 编号 鼎 长 iy cs tm) GD Ce) eae ——— 

总 宽 长 Paix ”外 复 孔 宽 FULT ATK 

THA HEAT NO 1361 8.1 ki 1.1 i; ae 0.136k = Ge8l8»») 0, 2009 aeOenes 

fvENO 6 fel ee) 1.65 2.6 195 0.136 0.788 0.215 eben 

fee NO 7 Dea we a 1.8 3 2 0.135 0.778 0.225 0.150 

ffeNO 4 17.9 ars 2.45 4 2.9 0.137 0.714 0.9223) oe Oletiee 

TOA HEAT NO 27 187054. ef AB 2.5 Enh ae 0,139) sae. 720... «02205 geeleee 

=KES its, Dab O | Boe weeteses O36 0.706 0,198 heir 

RAC eas 18.9 1.9 Do 3.8 3.4 0.135 0.745 0.201 0.180 

TA HEATNO 1335 ON ge | AD abyss iO 5M.) Ao eemmmuliins 0: 136 280)729" 0194-0 TEs 

6. Eth. 4L— Papa (External mandibular fenestrae) 的 最 大 径 随 年 龄 而 俱 

增 〈 表 10; 3). si F # 〈JInfratemporal fenestrae) 的 相对 大 小 较 恒 定 ， 其 最 大 径 《〈 后 缘 ) 

与 鼎 长 之 比 无 论 个 体 大 小 都 在 1/8 左 右 ; 其 年 龄 变化 仅 表现 在 其 WA (ERE) 在 幼体 的 倾 

斜 度 略 小 些 〈 图 2)。 内 鼻孔 的 形状 随 个 体 的 增 大 而 变 得 甚 不 规则 ， 但 其 长 径 与 颅 长 的 比值 通 

常 始 终 保 持 在 1/16 左 右 ， 其 位 置 则 随 年 龄 的 成 长 不 断后 移 ， 和 孔 的 前 缘 ， 在 幼体 位 于 翼 骨 中 线 

中 点 的 前 方 ， 至 成 体 与 该 点 平 齐 ， 较 老 个 体 者 则 居 该 点 之 后 〈 图 4)。 桃 大 孔 的 年 龄 变化 仅 表 

现在 其 开口 方向 上 ， 在 幼体 ， 由 于 颅骨 枕 面 中 部 后 耳 ， 其 开口 朝向 正 后 方 ， 随 成 体 颅 骨 枕 面 

的 前 上 四， 其 开 品 略 转 向 后 背 方 。 

讨论 与 小 结 
根据 初生 扬子 甸 颅 长 3 一 -3.5 厘米 、 体 长 19 一 22 .3 厘米 的 记载 〈 安 徽 省 农林 局 野生 动物 

调查 办 公 室 ，1978)， 我 们 所 用 的 颅 长 8.1 厘 米 〈 体 长 约 58 一 65 厘 米 ) 的 唯一 幼体 标 未 ， 乃 是 
一 个 较 大 的 幼体 。 因 此 ， 从 颅 长 3 厘米 到 8.1 厘 米 这 一 阶段 的 变化 情况 尚 待 进一步 研究 。 但 根 
据 已 知 其 他 种 类 的 情况 来 看 〈(Mook，1921a 及 Iordansky，1973)， 除 了 其 幼体 特征 可 能 更 加 
明显 之 外 ， 其 变化 规律 可 能 与 较 大 幼体 至 成 体 者 大 致 相同 。 

扬子 名 颅 在 局 部 解剖 学 上 的 年 龄 差异 是 巨大 的 。 这 种 差异 主要 是 由 于 头骨 各 部 发 育 速度 
的 不 均衡 所 造成 的 。 这 种 不 均衡 的 总 趋势 可 用 两 个 大 小 悬殊 的 颅骨 轮廓 的 重 琶 图 显示 其 大 概 
(图 5)。 其 中 最 为 突出 的 是 在 发 育 过程 中 方 骨 区 大 幅度 向 后 外 方 扩展、 吻 区 迅猛 向 前 方 延 
偶 、 以 及 颅 侧 波 浪 起 伏 的 不 断 在 垂直 向 和 水 平 向 上 加 剧 。 根 据 Mook (1921a) 和 Kalin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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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EE ASROEAE BABU RAWHKE) 的 不 同 而 在 增长 
幅 庆 上 有 很 大 差异 。 吻 区 的 长 度 ， 在 吻 长 的 种 类 中 比 易 短 的 种 类 增长 得 急剧 ， 颅 侧 的 波 曲 ， 
吻 长 的 种 类 则 比 吻 短 者 发 育 得 微弱 。 扬 子 甸 与 密西西比 鲍 同 属 吻 中 等 长 的 类 型 ， 但 因 前 者 的 
吻 比 后 者 为 得 ， 故 吻 区 的 增长 幅度 远 逊 于 后 者 ;而 颅 侧 波 曲 的 加 剧 则 比 后 者 为 甚 。 

扬子 旺 颅 的 其 他 年 龄 特征 ， 有 许多 与 已 研究 过 的 大 多 数 鳄 类 (Mook、Kalin 及 lordan- 
sky) 相同 ， 如 吻 端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加 宽 、 变 圆 ， 颅 顶 的 由 
西 变 四, 颅 平台 的 相对 变 宽 、 缩 小 和 其 形状 前 窗 后 宽 的 改变 ， 
RM LAW HREM, AB RAN, HEME) RIE IA 板 的 增 
, ASUMSS, EPARAMHSED, MAA ATA 
I. WRAL EWES. the— Be SKSR 
EBA, MAAK MAPYRMRRMKRLE, i 
然 不 同 于 其 他 种 类 幼体 吻 长 的 大 于 吻 后 颅 长 〈 或 稍 长 即 大 于 
MRK); SBI REM ERR, PRE SRA 
的 不 断 变 宽 ， 颅 骨 宽 、 长 比 的 先 增 后 减 ， 既 不 同 于 许多 种 类 
的 显著 递增 ， 又 不 同 于 密西西比 甸 的 略 有 递减 ;成 体 采 骨 球 
的 出 现 ， 仅 为 少数 种 类 的 特征 ; 而 吻 的 相对 变 窗 〈 多 数 种 类 
变 宽 ) 以 及 眶 长 、 宽 比 的 恒定 不 变 〈 多 数 种 类 变 狭 )， 则 与 fF 2 A 
SALSA, THAR WHE. HASEBWE, AE ney J 
SRWBRBLS. BESMMELEMRENR EES 9. 幼体 及 成 体 扬子 HS (Alli- 

gator sinensis) fRaeEp ry 
i fie ke, BY Osteolaemus tetraspis EAA. Mook (1921a) BA (AIH) . FRY 

Pa SIX PRES BAY “SLC IE” Se ee 幼体 ， 外 周 加 点 者 为 成 体 ， 

似 ， 并 断言 这 两 个 属 之 间 不 像 有 什么 血缘 关系 ;但 以 其 发 育 WARTS RAG BR 
#efE Clordansky, 1973) SipfeeatbR, WAANAUS RUE RAGZ. 

Ay, ABS RADNER RE, FESS OFA LE RMR. MU 

后 缘 写 形 前 目的 不 断 加 深 ， 据 枕 面 随 年 龄 的 增长 而 由 后 西 变 平 坦 直至 变 思 ， 下 颌 支 前 后 两 端 

上 疾 的 加 剧 ， 下 颌 反 关 节 突 向 后 内 侧 辐 转 的 减缓 及 其 背面 弓 曲 度 的 增 大 ， 上 、 下 澳 槽 总 长 的 

相对 减 小 ， 幼 体 前 方 下 颌 贞 与 前 颌 郊 的 犬 牙 交错 式 对 合 ， 幼 体 最 后 4 一 6 枚 上 、 下 肯 此 槽 的 不 

分 隔 ， 眶 对 采 窗 的 位 置 的 相对 后 移 ， 前 颌 窗 的 明显 后 移 及 相对 缩小 ， 显 道 的 由 小 变 大 ， 眶 标 

动脉 孔 的 由 纵 长 旋转 变 遍 县 后 移 ， 以 及 下 人 捷 外 窗 最 大 径 的 相对 累 增 等 。 所 有 这 些 虽 不 见于 其 

Mose RI, ABA HT SME LW iE 

SS RARELKNDY, Aleem e (ope zA Ras, HAV RS hea 

所 不 同 。 比 较 表 1 一 10 所 测 计 的 数据 ， 司 见 大 部 分 的 变化 在 颅 长 小 于 18 厘米 左右 的 标本 中 较 

大 ， 以 后 逐 新 减 绥 。 这 似乎 意味 着 颅 长 18 厘 米 以 上 的 扬子 伍 即 逐 渐进 入 老年 阶段 。 

= FF xX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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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VARIATION IN THE SKULL OF ALLIGATOR SINENSIS 

FAUVEL IN TOPOGRAPHIC ANATOMY 

(Plates [—]) 

Cong Linyu 

(De 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Hou Lianhai Wu Xiaochu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 p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Age variation in the skull of Alligator sinensis is determined by measurements 

and comparisons of 12 skulls ranging from those of larger young alligators (8.1 

cm skull length) to those of older adults (21.7 cm skull length), 

Many ontogenetic changes in the skull of this species are much the same as 

those described of other species by Mook (1921), Kalin (1933), and lordansky 

(1973). These include, 1)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quadrate area in a poste- 

rior and exterior direction, 2) the anterior extension of the snout by a big 

margin, 3) the gradual enlargement of the undulations on the lateral, 4) the 

broadening and rounding of the snout terminal, 5) the change in the cranial 

roof from convex to flat; 6) the shortening and broadening of the cranial table, 

with the anterior part becoming narrower and the posterior broader; 7 ) the 

change in the supratemporal fenestra from slender to round, with size decrease and 

inward migration; 8) the reduction of the orbit and broadening of the interor- 

bital plate; 9) the posterior migration of the choana; 10) the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uborbital teeth,11) the gradual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ranial sculpture 

and the derived crests; 12) the intens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eeth in den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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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hanges which are peculiar only to a few species are, a the relative 

_rate of snout extension being so slow that the snout lengthin larger juveniles, 

and even in smaller adults does not reach half the cranial length, 6 the relative 

width of the external nares being constant;c the decrease in the ratio of cranial 

width to length after an increase at early periods; ad the appearance of 

the palatinal bulbs in adults; e the narrowing of the snout; f the ratio of 

orbital length to width being constant, It deserves attention that all these changes 

except d are also observed in Osteolaemus, while only e and f are shared by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generic characteristics 

of Alligator. 

There are numbers of prominent age characteristics which the former wor- 

kers stated indistinctly or did not mention at all in their descriptions on other 

crocodilian skulls, For example, 1) the occiputal surface looks convex at first 

and then becomes flat or even concave; 2) both ends of the mandibular ramus 

warp up intensely and conspicuously; 3) the convergence of the retroarticular 

process decreases, but the dorsal curvature increases; 4) the total length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alveoli shorten relatively; 5) the premaxillary and anterior 

mandibular teeth in juveniles fit in an indented pattern; 6) the upper and lower 

alveoli of the last 4-6 teeth are interconnected; 7) the orbit migrates backward 

continuously in relation to the palatal fenestra; 8) the premaxillary fenestra 

decreases relatively in size and migrates backward remarkably; 9) the temporal 

passages expand posteriorly; 10) the convoluted slit-like foramina of the tempo- 

ro-orbital arteries become oblate and migrate backward; 11) the external mandi- 

bular fenestra increases relatively in size, 

Being animals of indeterminate growth, the crocodilians undergo age varia- 

tions in the skull throughout life. The extent of variations, however, varies 

with developmental stage. The data given in tables I-X indicate that variations 

in the skull are most conspicuous when the skull is shorter than 18 cm, but be- 

come much weaker when it exceeds this length, giving evidence of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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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后 沟 牙 类 一 种 新 纪录 一 一 绿林 凡 

A New Record of Chinese Opisthoglyphic Snakes， 

Boiga cyanea Dumeril et Bibron 

在 编写 动物 志 整 理 标本 过 程 中 ， 发 现 1975 年 云 

南大 学 生物 系 赠送 给 我 所 的 云南 标本 一 号， 编号 

CIB755208，co， 经 鉴定 系 绿林 蛇 Boiga cyanea 

Dumeril et Bibron， 为 我 国 首 次 记录 ， 现 报道 于 

后 : 

头 较 大 ， 略 呈 三 角形 ， 与 颈 区 分 明显 。 眼 较 

天， 瞳孔 直立 椭圆 形 。 躯 干 较 长 而 略 侧 忆 ， 尾 较 

长 。 吻 鳞 宽 大 于 高 ， 从 背面 仅 能 见 其 上 缘 ; SAE 

宽大 于 长 较 多 ; 前 额 鳞 外 侧 向 下 伸 至 鼻 甸 与 眶 前 鳞 

Zia, BUMBLE BEA; 额 鳞 前 宽 后 

72, TH, 长 略 大 于 宽 ， 长 度 约 等 于 从 它 到 吻 端 

AEBS, Ose Uw; FAL OL PE IB], BIT 

BGK asi; M1, HRA, BBS 

形 ， 长 略 大 于 高 ; 眶 前 鳞 1， 较 大 ， 上 缘 伟 达 头 背 

ff, (ES Ma; FEE 2; wie 2 十 3; LIS 

3, Shah, BH BRAMAILE; PERL, 

S— CE a UE: 前 后 闫 片 长 约 相等 ， 后 

产 片 彼此 不 相 接 ， 其 间隔 以 小 鲜 。 BECK TS, 72 

KR, 21-21-1347, HEMT (Smith, 1943, 

iS EAL BY 15 行 )， 券 鳞 略 扩大 ， 后 端 宽 圆 ; 腹 

鳞 略 具 侧 BE, 239 Fr; AL BR; HEP ELT, 

128 十 1 上颌 齿 14 十 2 枚 ,最 后 两 枚 扩大， 弯曲 有 沟 。 

液 浸 标 本 背面 为 一 致 绿色 ， 腹 面前 部 黄 和 白色 向 后 灰 

向 色 ， 尾 下 灰 黑 色 ， 头 腹 浅 兰 色 。 

SRI, BK 265 BK. 

Spar 45 FEE AGRIC. bape, Sie). Ze 

柬埔寨 和 越南 。 

HA RRA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Jiang Yaoming Huang Qingyu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云南 大 学 生物 系 赠送 标本 ， 特 表 感 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12 月 31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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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的 超 微 结 构 

(图 版 下 一 六) 

郑 中 华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分 院 分 析 训 试 中 心 电 镜 室 ) 

GAR EER 
(让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摘要 东北 吉林 产 中 国 林 蛙 和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输 卯 管 的 超 微 结构 基本 相同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管 壁 的 内 表面 极 不 规则 ， 有 许多 隆起 和 纵 沟 。 管 壁 主要 由 粘膜 上 皮 、 下 松 结缔 组 织 、 大 量 的 粘液 

细胞 和 浆 膜 层 构成 。 狂 膜 上 度 包括 柱状 纤毛 细胞 和 分 刻 细 胞 ， 这 些 细胞 中 细 胞 器 较 少 ， 细 胞 之 间 

有 连接 复合 体 。 蔚 松 结缔 组 织 下 面 的 炸 液 细胞 群 具 有 鳞 状 粘液 颗粒 ， 大 部 分 粘液 蜂 粒 中 有 一 电子 

密度 高 的 颗粒 ， 中 国 林 蛙 输 卯 管 的 这 一 结构 与 其 所 含 丰富 的 蛋 自 质 和 糖 相 We. Heh, Bi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和 输 旬 管 结构 差异 主要 是 ， 红 原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粘膜 上 皮 中 分 泌 细 胞 PR I 

th, ADS ATEN AAT. 

东北 产 申 国 林 蛙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David) N*M, BREA 

—MBBHATEA, AUER MT Hime nh, MPVeewiAH, 410%, 

脂肪 占 4 匈 左 右 ， 尚 含 维 生 素 甲 、 乙 、 两 及 多 种 激素 ， 被 视 为 珍贵 的 补品 。 长 期 来 人 们 对 哈 

主 蜡 输卵管 的 成 份 ， 哈 王 蜡 的 生态 和 繁殖 生物 学 作 了 不 少 研究 ， 但 对 其 输卵管 的 超 微 络 构 研 

究 ， 尚 未 见报 道 。 因 此 我 们 对 哈 十 蜡 输 卵 管 进 行 电 镜 观 察 ， 探 讨 哈 士 蜡 输 匈 管 的 超 微 结 构 特 

征 ， 了 解 其 结构 与 功能 和 所 含 成 份 的 关系 。 同 时 与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的 输卵管 比较 ， 了 解 

不 同 产地 的 中 国 林 蛙 输 卵 管 在 结构 上 的 异同 ， 为 开发 新 资源 提供 依据 。 

材料 和 方法 

材料 分 两 组 一 组 产地 吉林 省 蛟 河 县 ， 有 采样 于 1983 年 2 月 ， 冬 眼 期 。 另 一 组 产地 四 川 省 红 

原 县 ， 采 样 于 1983 年 2 月 ， 冬 眠 期 。 

活 峙 去 头 ， 迅 速 打开 腹 用 ， 取 出 输 匈 管 ， 放 入 预 冷 的 2.5 匈 成 二 醛 固 定 液 中 〈0.1M 磷酸 

缓冲 液 配 制 ，pH 7. OAC, RAR SAA RAL 5mm xXIimm 的 小 条 ， 换 置 新 

本 文 承 赵 尔 变 副 研 究 员 审阅 并 提出 宝贵 意见 。 吉 林 省 生物 研究 所 马 常 夫 提 供 样 品 。 四 川 医学 院 电 镜 室 

杭 振 灸 主任 给 予 帮助 。 谨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6 月 27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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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的 成 二 醛 固 定 液 中， 放 入 冰箱 内 国定 2 小 时 ， 经 磷酸 缓冲 液 充 分 冲洗 用 1 狗 0s94 液 
(0.1M 磷酸 缓冲 液 配制 ，pH 7.4) 固 定 2 小 时 ， 再 用 磷酸 缓冲 液 清 洗 ， 然 后 丙酮 逐 级 脱水 ， 

环 氧 树脂 618 定向 包 埋 ， 包 埋 块 先 切 成 约 lum 厚 的 切 斤 ， 美 兰 染 色 ， 光 学 显微镜 定位 ， 
LKB-Y 型 切片 机 制作 超 薄 切 睛 ， 醋 酸 铀 和 构 称 酸 铅 双 重 染色 /JEM-100CX 电子 显微镜 观 
= 

Fs 

吉林 产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的 结构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管 壁 主要 由 粘膜 上 皮 、 朴 松 结缔 组 织 、 大 量 的 粘液 细胞 和 最 外 面 的 桨 膜 

层 构成 ， 现 分 述 如 下 : 

1 粘膜 上 皮 FER, PRUE SERA, APSARA, A 

SMEK(ARV., A5). MINEO RARE Lee. REA Xo PRA, 

一 种 是 有 纤毛 的 柱状 细胞 ， 另 一 种 为 无 纤毛 的 分 泌 细 胞 。 

纤毛 细胞 单 层 排列 ， 主 要 分 布 在 管 壁 隆起 处 和 波状 处 。 细 胞 游离 面 有 许多 纤毛 和 微 绒毛 

(Amd, Als 图 版 下 ， 图 5 ) 微 绒毛 有 的 整齐 ， 长 度 一 致 ， 排 列 平行 紧密 AW BK 

状 ， 与 纤毛 相间 排列 。 柱 状 上 皮 细 胞 的 纤毛 较 长 ， 内 部 由 纵向 排列 的 微 管 系统 组 成 。 从 纤毛 

的 横 切 面 可 见 “9 十 2” 结 构 ， 纤 毛 的 纵 切面 分 基部 和 游离 部 ， 游 离 部 突出 于 细胞 表面 ， 基 部 

在 细胞 质 内 。 在 纤毛 细胞 细胞 质 的 顶部 ， 有 大 量 的 线粒体 ， 线 粒 体 多 呈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冰 板 

层 状 ， 风 间 充满 基质 ， 电 子 密度 较 高 (图 版 下 ， 图 1 )。 纤 毛细 胞 的 细胞 核 多 呈 不 规则 的 分 叶 

ik, (FAR, BROWSE, ORIN, AMI, BERK, RI. BAS 

的 异 染 色 质 呈 致 密 团 块 ( 图 版 下 ,图 1;， 图 版 下， 图 5 )。 纤 毛细 胞 肉 舍 有 大 量 糖 原 颗 粒 ， 充 

满 细胞 质 的 大 部 分 区 域 ， 糖 原 粒 为 等 直径 的 8 颗粒 (图 1)。 高 尔 基 复 合体 位 于 核 上 方 ， 可 见 

弓形 的 局 平 塞 ， 在 局 平 圳 的 附近 有 小 泡 群 及 大 泡 。 细 胞 中 可 见 光 面 内 质 网 ， 偶 见 多 泡 体 ， 其 

它 细胞 器 较 少 。 纤 毛 细胞 的 侧面 有 连接 复合 体 ， 在 细胞 近 游 离 面 处 为 紧密 连接 ， 在 紧密 连接 

的 下 方 ， 两 邻接 细胞 间 有 一 定 间 隙 为 中 间 连 接 ， 接 着 是 桥 粒 。 位 于 纤毛 细胞 的 深部 ， 相 邻 两 

细胞 间 的 细胞 膜 作 间断 性 的 融合 ， 为 颖 阶 连接 。 连 接 复 合体 往往 形成 衣 领 状 的 环 状 小 带 夭 着 

ACARI, Al). 

电镜 下 ， 糙 膜 上 皮 的 分 泌 细胞 为 两 种 形态 : —MALF RE HERZA MAA, Ala 

与 纵 沟 平行 ， 呈 长 纺 极 形 ， 细 胞 核 多 数 为 长 形 ， 位 于 细胞 中 间 ， 异 次 色 质 分 布 于 核 周 ， 细 胞 

内 有 线粒体 、 光 面 内 质 网 和 电子 密度 高 的 分 沁 颗 粒 ， 细 胞 靠 输卵管 腔 面 有 微 绒毛 突起 ， 细 胞 

之 间 有 连接 复合 体 ( 图 版 下 ， 图 3 )。 另 一 种 位 于 管 壁 隆起 处 纤毛 细胞 之 间或 下 面 ， 细 胞 中 有 

汇合 成 团 块 的 烙 说 颗粒， 粘液 颗粒 之 间 有 薄膜 相隔 ， 细 胞 核 多 呈 扁 平 ， 被 粘液 颗粒 挤 到 细胞 

的 下 部 ， 靠 近 基 底部 ， 核 仁 大 而 圆 。 细 胞 中 除 少 量 线粒体 外 ， 未 见 其 它 细 胞 器 〈 图 版 下 ， 图 

Te 

2, pester ， 粘膜 上 皮下 面 是 疏松 结缔 组 织 ， 可 见 毛细 血管 ， 胶 原 纤 维 ， 无 定 

形 基 质 和 成 纤维 细胞 。 

3. RM ， 在 芷 松 结 缔 组 织 后 面 和 部 分 输卵管 管 壁 的 纵 沟 处 ， 占 整个 输卵管 管 壁 

的 绝 大 部 分 ， 由 类 溢 细 胞 构成 ， 烙 液 细 胞 内 含有 大 量 鳞 片 状 烙 液 颗 粒 ， 烙 液 颗粒 有 些 电子 密 

度 较 高 ， 有 些 较 低 ， 烙 滚 颗 粒 中 有 一 电子 密度 高 的 颗粒 。 在 纵 沟 处 靠近 管 舱 面 。 可 见 粘液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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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释 放 到 管用 内 。 糙 液 细胞 的 细胞 核 不 规则 ， 细 胞 间 为 刻 合 样 结构 (图 版 了 下， 图 2;， 图 版 下 ， 

图 5、6)。 

4, RRA ”和 输 蓝 管 的 最 外 面 为 浆 膜 层 ， 浆 膜 层 由 间 皮 和 了 玻 松 结缔 组 织 构成 。 间 皮 细 

胞 与 毛细 血管 内 皮 细 胞 相似 ， 间 皮 细 胞 有 大 量 胞 饮 小 泡 开口 或 附着 两 面 ， 细 胞 中 有 线粒体 ， 

可 邦 相 邻 细胞 通过 炸 连 小 带 连接 (图 版 了 下， 图 4 )。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的 结构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结构 基本 与 吉林 产 中 国 林 蛙 输 卵 管 结构 相似 。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上 蛙 输 

卵 管 管用 面 也 有 许多 隆起 和 纵 沟 ， 烙 膜 上 皮 也 由 柱状 纤毛 细胞 和 分 刻 细 胞 构成 。 细 胞 中 细胞 

器 都 较 少 。 朴 松 结缔 组 织 下 面 是 大 量 的 粘液 细胞 ， 管 壁 外 层 是 浆 膜 层 。 红 原 中 国 林 蛙 与 吉林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结构 不 同 为 红 原 中 国 林 上 蛙 烙 膜 上 皮 中 分 泌 细 胞 的 糙 颗 粒 大 而 圆 坚 ， 烙 立 颗 
粒 中 有 丝 状 结构 ， 糙 溢 颗 粒 间 为 融合 状态 (图 版 耻 ， 图 8 )。 

vs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的 超 微 结构 

这 一 结构 是 与 其 功能 相 适应 的 。 输 卵 管 一 般 在 排卵 后 ， 将 卯 拾 志 ， 和 和 
和 处 后 将 匈 推 入 子宫 。 我 们 在 电镜 下 看 到 输卵管 管用 极 不 规则 ， 有 许多 隆起 和 纵 
沟 ， 这 种 结构 适 于 卵 的 停留 ， 吸 收 营养 作答。 粘膜 上 皮 柱 状 细胞 有 许多 纤毛 和 微 绒毛 ， 纤 
毛 能 快 而 有 节律 地 向 子宫 方向 摆动 ,有 助 于 把 卵 向 子宫 运送 。 林 蛙 一 般 在 产 卵 前 约 10 天 , 卯 细 
胞 跌落 体腔 ( 马 常 夫 ，1982)， 和 输卵管 腹腔 口 的 纤毛 和 腹膜 纤毛 、 体 壁 肌肉 的 收缩 运动 ， 可 将 
辑 赶 入 输卵管 中 ， 再 由 输卵管 隆起 处 纤毛 的 摆动 ,使 卵细胞 最 后 集中 到 子宫 里 ,配对 后 产儿 。 
纤毛 亦 可 阻挡 微生物 从 子宫 进入 腹膜 。 上 皮 细 胞 的 微 绒毛 ， 能 增加 细胞 的 表面 面积 ， 有 利于 
细胞 的 吸收 和 分 泌 。 在 纤毛 细胞 细胞 质 的 顶部 ， 有 大 量 线粒体 ， 这 与 纤毛 运动 有 关 ， 纤 毛 运 
动 需要 大 量 能 量 ， 线 粒 体 是 细胞 生物 氧化 产生 能 量 的 主要 机 构 ， 有 “动力 站 ”之 称 ， 纤 毛 运 
动 消耗 能 量 ， 线 粒 体 可 以 供给 纤毛 运动 所 需 能 量 。 在 纤毛 细胞 的 细胞 质 中 充满 了 糖 原 颗 粒 ， 
胞 质 顶 部 的 糖 原 粒 也 可 作 纤毛 活动 的 燃料 。 纤 毛细 胞 细胞 核 周 稠密 的 异 染色 质 ， 表 明 DNA 
代谢 不 活跃 ， 细 胞 处 于 静止 状态 。 细 胞 中 细胞 器 较 少 ， 这 些 与 我 们 取材 为 2 A, HE RE 
仍 处 于 冬眠 状态 而 不 是 排卵 季节 有 关 。 在 粘膜 上 皮 细 胞 的 侧面 有 连接 复合 体 ， 这 是 上 皮 细 胞 
的 主要 特征 ， 连 接 复 合体 主要 加 强 细胞 间 的 机 械 连 接 ， 同 时 也 封 固 着 上 皮 细 胞 的 颖 隙 ， 使 一 
些 物 质 仅 通过 上 皮 细 胞 的 游离 面 出 入 ， 并 受 其 调节 控制 。 纤 毛细 胞 间 的 这 种 连接 装置 与 纤毛 
的 协同 作用 也 有 一 定 关系 。 

我 们 观察 到 粘膜 上 皮 除 柱状 纤毛 细胞 外 ， 在 纤毛 细胞 之 间 和 纵 沟 处 ， 还 有 分 泌 细胞 。 这 
些 分 泌 细胞 的 功能 是 制造 精液， 将 粘液 释放 到 输卵管 管 腔 ， 使 其 润滑 ， 有 利于 将 卯 推 向 子 
宫 。 这 些 分 泌 物 同时 也 是 受精 多 的 营养 物质 。 我 们 观察 到 浆 膜 表面 是 间 皮 细胞 ， 间 皮 很 薄 ， 
为 单 层 鳞 状 上 皮 ， 表 面 湿润 光滑 ， 这 有 利于 输卵管 的 活动 ， 免 受 摩擦 。 另 外 ， 间 皮 细 胞 两 面 
有 胞 饮 小 泡 ， 表 示 间 皮 细 胞 能 向 两 个 方向 运送 物质 。 

林 蛙 输 钊 管 超 微 结构 与 功能 的 关系 说 明 结构 与 功能 是 辩证 统一 的 。 和 输卵管 具有 拾 起 、 容 
纳 卵 ， 最 后 把 卵 送 入 子宫 等 功能 ， 这 与 输卵管 管 壁 的 内 表面 结构 ， 纤 毛细 胞 、 分 泌 细 胞 等 的 
存在 分 不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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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松 结缔 组 织 下面 的 粘液 细胞 

电镜 下 ， 我 们 看 到 输卵管 管 壁 耻 松 结缔 组 织 下面 ， 为 一 种 鳞片 状 结构 。 光 锁 观 察 中国 

林 蛙 输卵管 的 半 薄 切片 ， 鳞 户 状 结构 的 横 切 面 近 似 几 角形 ， 与 舌 下 腺 粘液 腺 泡 《〈 南 京 医学 院 

组 织 胚 胎 学 教研 室 等 ，1981) 结构 相似 ， 锥 形 的 粘液 细胞 围 成 腺 泡 ， 细 胞 顶端 向 着 腺 泡 腔 ， 

基部 贴 附 于 基 腊 上。 电镜 下 鳞片 状 结构 与 狭 口 蛙 皮 肤 的 粘液 细胞 的 粘 滴 和 凤 纽 虫 属 角质 层 中 

粘液 细 胞 的 粘 滴 〈 方 车 寅 等 译 ，1979) 结构 相似 。 所 以 我 们 认为 鲜 片 状 结构 是 一 种 多 细胞 

腺 ， 鲜 片 实际 为 一 个 个 炸 液 颗粒 ， 烙 让 颗 粒 中 为 类 核 物 质 ， 是 粘液 颗粒 的 一 种 结构 形式 ， 粘 

液 颗粒 成 熟 情 况 不 一 ， 表 现 为 一 些 电子 密度 较 高 ， 一 些 较 低 。 妊 合 样 结构 为 外 分 泌 细胞 表面 

很 深 的 指 状 内 陷 结 构 。 糙 液 细 胞 的 粘液 颗粒 含有 烙 蛋 白 ， 炸 蛋白 由 蛋 和 白质 和 外 多 糖 组 成 。 从 

哈 土 蜡 油 成 份 看 以 蛋白 质 为 主 ， 糖 占 10 狗 ， 而 从 输卵管 超 微 结构 看 ， 和 输卵管 管 壁 除 很 薄 的 单 

层 上 皮 细 胞 和 外 面 浆 膜 层 外 ， 和 输卵管 管 壁 绝 大 部 分 由 这 种 含有 大 量 粘 小 颗粒 的 烙 冬 细胞 群 构 

成 。 这 些 烙 液 细胞 的 分 泌 产 物 为 粘 蛋 自 。 所 以 我 们 认为 哈 士 嵌 油 成 份 以 蛋白 质 和 糖 为 主 ， 是 

与 输卵管 结构 上 共有 大 量 狂 站 细 胞 有 关 。 

中 国 林 峙 输卵管 的 结构 ， 我 们 没 查 到 资料 ， 实 验 动物 解剖 学 认为 蛙 类 榆 卯 多 
有 腺 体 ， 内 表面 向 着 管 腔 有 许多 纵 行 隆 起 ， 被 和 国生 只 有 纤毛 的 上 皮 细 胞 ， 各 隆起 之 间 的 纵 
沟 里 ， 有 许多 腺 体 的 开口 (南开 大 学 实验 动物 解剖 学 编写 组 编 ，1979)。 我 们 的 观察 结果 与 上 
述 基本 一 致 ， 中 国 林 蛙 给 卯 管 腺 体 很 丰富 ， 主 要 由 精液 细胞 构成 。 而 所 查 到 的 关于 输卵管 结 
构 的 资料 ， 认 为 输卵管 的 壁 由 粘膜 、 肌 层 和 浆 膜 三 层 组 成 。 肌 层 为 平滑 肌 ， 分 内 环 、 外 纵 丙 
层 (南京 医学 院 等 编 ，1981)。 认 为 输卵管 是 肌 性 管道 ( 陆 振 耳 等 译 。1980)。 我 们 观察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的 粘膜 上 皮 ， 玻 松 结 缮 组 织 和 浆 膜 层 与 资料 报导 的 基 末 一 致 ， 但 多 次 光 锁 半 薄 切片 
和 电 锁 切片 观察 ， 烙 膜 层 下 未 见 肌 层 ， 而 是 天 量 的 烙 滚 细胞 。 另 外 ， 输 钻 管 粘膜 上 皮 纤 毛细 
胞 之 间 通常 没有 顶部 微 绒毛 ( 陆 振 山 等 译 ，1980)， 而 我 们 观察 到 中 国 林 些 输卵管 纤毛 细胞 的 
纤毛 之 间 有 微 绒毛 ， 说 明 中 国 林 上 赃 与 其 它 种 类 输卵管 的 结构 是 有 差别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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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TRUCTURE OF THE OVIDUCT OF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DAVID 

(Plates [—l)) 

Zheng Zhonghua 

(Analysis and Testing Center, Chengdu Branch, Academia Sinica) 

E Weiyuan Li Shengqua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ultrastructures of the oviducts in two forms of Rana temporaria chensi- 

nensis are very much the same except for slight differences in Gize and shape. of * 

& the mi#éBus granules in the mucous cells of the mucous epithelium,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wal&eof the oviduct is extremely irregular with 

many longitudinally arranged swells and grooves, The wall of the oviduct mainly 

consists of mucous epithelium,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numerous mucous cells, 

and serosa, The mucous epithelium is composed of two types of cells, the co- 

lumnar ciliated and the secretory, all having relatively few organelles and joined 

by intercellular junctional complexes, Mucous cells beneath the connective tissue 

contain large numbers of mucous granules varying in electron density, most of 

which possess a nucleus-like substance very high in electron density, This struc- 

ture coincides with the fact that the oviduct is rich in protein and saccharide, 



江西 省 蛇 类 一 新 纪录 -一 - 挂 墩 后 棱 蛇 

A New Record of the Snakes of Jiangxi Province—Opisthotro pis 

在 江西 省 并 岗 山 进行 爬行 动物 调查 时 ， 采 到 后 

楼 蛇 标 本 多 号 ， 其 中 一 号 经 鉴定 为 挂 墩 后 棱 蛇 ， 系 

江西 省 新 纪录 ， 现 报道 于 下 ; 

ABS: 479, HL. 

采集 时 间 和 地 点 ，1983 年 6 A 28H FS 8 时 ， 

RFF RLU PEE 

SBE 体 圆 柱状 ， 背 面 黄 神色， 隐约 显 

现 数 条 黑色 纵 线 ， 以 腻 中 部 的 黑色 纵 线 较为 明显 。 

腹面 痰 褐色 ， 有 少数 云 状 斑 。 鼻 孔 位 于 鼻 鳞 上 部 ， 

鼻 鳞 为 2 鼻 间 鳞 隔 开 ， 鼻 间 鳞 狭长 ， 后 端 斜 向 外 

Wi; 前额 鳞 1， 宽 大 于 长 ， 前 缘 呈 波浪 状 ; Bee 1、 

Tie 2, MOT ABET RT IE; ABEL, TK 

AF iS; HERB 1, FESR 3, wie 1 十 2; Lee 

右 14、 堪 15，1 一 6 枚 完整 ， 其 余 各 纵 裂 为 2 一 3 枚 小 

鳞 ， 下 唇 鲜 11, PSA; PRBS 19 行 ， 起 强 

棱 ， 外 侧 起 棱 较 弱 ; E169, ALBEO A, Fe hae 

66 对 。 体 全 长 232 党 米 ， 尾 长 52 蝶 米 。 

生活 习性 该 蛇 系 一 种 半 水 生 蛇 类 ， 生 活 在 

森林 高 山 溪 洞 中 ， 白 天 沟 伏 水 底 ， 夜 晚 外 出 活动 。 

* 

kuatunensis Pope 

我 们 于 晚上 8 AS AGE mE TE ZE ZS i 9 SEL AN 

水 询 中 ， 随 缓 缓 流水 活泼 地 游泳 。 公 路 的 另 一 侧 为 

较 大 溪 润 ， 采 集 处 海拔 高 为 640 米 。 

分 布 该 蛇 最 初 报道 发 现 于 福建 北部 ， 后 报 

道 于 浙江 ， 此 次 在 江西 发 现 ， 扩 展 了 该 蛇 的 分 布 范 

围 ， 为 江西 蛇 类 增加 了 一 个 新 纪录 。 至 今 国 外 尚未 

发 现 。 

标本 保存 在 江西 医学 院 生 物 学 教研 室 疏 行动 物 

标本 室 。 

tS 

《江西 医学 院 生 物 学 教研 室 ) 

Zhong Changfu, 

(Depariment of Biology, 

Jiangxi Medical College) 

本 文 于 1984 年 2 月 24 日 收 到 
参加 野外 标本 采集 的 有 江西 天 学 邻 多 录 同 志 ， 

ELL RP IRL, WEB, 

SN 

Tite Sint incre etek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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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四 年 六 月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June, 1984 

aT sS 2 SilAaSe MTS AA 

SFL Be Be Ss HE Fe A aK BY EL 

el ZEN BARE 

《中 国 科 学 院 发 育 生物 学 研究 所 ) 

BLE FL 

《中 国 科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 

刘 维 新 bes Ra 

(北京 动物 园 ) 

摘要 ”用 微型 碱 性 DEL AK) BR PA Mas BE ER HT FSS A BS LT Se EST EG, He 

SRA RRS HRA LAMAN Me A, MR LDA TR. PRRAER SM 

BINS L, BMRA ERAKAT ORLA. 

(AAIMPEREST PRYOR. WEHALARTRUBRRAE=RTMA: B, 

siehse BVPAOTE, HHRBRAATH. —Hen HER ARP RODS 

fe, BMRA HEALS aA ae. ENA MMi WRK. GB 

FRAKES ARP WPA DD 

PU oF HS FE A RAE TRO, ARAB AKE EL, EH 

FERBRATA ELMS iH. KH, RAUB ED EK LOR I i F 85 0 ed 8 

亲缘 关系 ， 对 它们 的 血清 蛋 自 ， 血 红 蛋 自 和 乳酸 脱 氢 酶 (LDH) 进行 了 凝 胶 电 泳 分 析 。 

材料 和 方法 

AS SLES ATR HE (Alligator sinensis) Fy #S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是 

IEDM Be TE azh. RNMMEAEBRN ih, ABTA MARA. MI 

ig 术 文 承蒙 北京 动力 回 检 扬 文 主任 对 这 项 研究 工作 aT RARE, Je FEU Oy BERTIE, 2p 
同志 协助 取 血 ， 李 建 荣 同志 协助 摄制 照片 ， 沈 玉 同 志 协 助 准备 工作 ， 北 京 动物 园 RTE LARS 
助 捕捉 甸 鱼 。 特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4 年 1 月 18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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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 2S ey HR FY BS Pte Bc HE UE BC LU 0 血球 

部 分 用 生理 盐水 洗涤 三 次 后 加 入 等 体积 的 

无 离子 水 低 渗 处 理 使 之 破裂 释放 出 血红 蛋 

白 和 乳酸 脱 氢 酶 (LDH) 等 ， 再 行 薄 es 

aS HEB FE HELD 

血清 蛋白 电泳 方法 系 采 用 2. I, Dgita 

fC. L. Markert (1979) 介绍 的 微型 

pH 8.3 Tris-Gly 系统 聚 丙烯 酰 胶 凝 胶 电 

泳 方法 。 这 个 方法 操作 简便 且 分 WE BS He 

高 。 我 们 把 成 胶 室 一 面 的 玻璃 片 改 为 有 机 

玻璃 片 ,在 上 面 贴 上 一 层 制 胶 膜 CGel Bond 

TM film)， 这 样 就 避免 了 玻璃 片 和 电 vk 

HK) 5 WLR ZA GY 不 牢固 性 。 同 

时 ， 电泳 后 凝 胶片 由 于 有 制 胶 膜 的 支持 便 
Al “扬子 名 (1.2.3、4) ETS (5.6) 的 血清 肥 白 双 

门 采 用 的; ; PI a 
FIRE, BURA AEB 79 7.5% ARARRRLKBE, FAME SLE AM MA 
交 联 度 为 3 狗 ， 凝 胶 厚度 为 1mm。 血 清二 淡水 晤 血清 蛋白 组 份 的 差异 。 用 考 马 斯 亮 兰 染 色 。 

样 量 为 5ul。 电 泳 条 件 为 重 流 15mA， 电 
_ 

YK 3 小 时 。 电泳 后 用 毛 基 黑 或 考 马 斯 亮 兰 

Reso 染色 。 

血红 蛋白 和 LDH 电泳 方法 采用 薄 层 

ARMIES BRERA, BEB 

RETO. RREEA 1mam， 两 性 载体 

电解 质 (Ampholine) 的 p 也 范围 是 3.5 一 

10， 在 凝 胶 中 的 浓度 为 2 匈 。 血 球 样品 量 

为 10kl。 电 泳 条 件 为 恒 压 700Y， 电 访 3 小 

时 。 血 红 蛋 自 电 泳 后 ， 由 于 自身 的 红色 ， 

直接 拍照 。LDH 电泳 后 采用 酶 活 性 Be 

色 。 染 色 配 方 如 下 : 

氧化 型 辅酶 工 〈10mg/ml) 2.5ml 

LS Cme/m)) 7.5ml po ware (1. 2. 3. 1) PETS (5、6) Has 

mage CLmg/ml) 0.5ml QRAMRERRERAE, TASER FAM 

1M 乳酸 铀 a 5ml  tkKFRAEOMMHEH, MARRRE. 

0.5 Tris-HCl (pH7.4) 3. 8ml 

加 茸 馏 水 至 25ml 

染色 后 的 凝 胶 用 了 狗 冰 醋 酸 固定 ， 保 存 。 

4 
c 
3 

; 
a 
x 

结果 与 讨论 

FA #2! pHs.3 Tris-Gly A PIETER IY Bo FOS A TSS 血清 蛋白 ， 虱 

可 以 分 辨 出 大 约 20 条 区 币 。 考 马 斯 亮 兰 染色 比 氨基 黑 染 色 的 分 辩 率 更 高 些 ( 图 1 和 2)。 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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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 发 现 它 们 在 某 些 区 带 的 迁移 率 上 

含量 上 是 有 差别 的 。 而 大 多 数 区 带 

的 迁移 率 和 含量 是 基本 一 致 的 ， 并 且 

都 在 同样 的 前 沿 正 极 带 和 前 沿 负极 带 

Ziel, AUER, BMP ese ew 

血清 各自 成 份 基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这 反 

聊 了 它们 之 间 的 近 缘 关系 ， 而 在 某 些 

血清 各 自 的 组 份 上 《〈 见 图 中 箭头 所 示 

各 区 带 ) STRUM WZ NAF 

异 ， 这 表明 它们 毕竟 是 处 于 不 同 地 区 图 3 mFS (3、4) RAS (1、2) Hee SHH 
KARE, ZF ORRECKAB., REAP RKS wee SE 

ee Bake AA, B,C, Dose, 
FH — FB AY BE FB KT 1 BS 

M208 A LDH 的 分辨 率 很 低 ， 所 

以 我 们 采用 分 辩 率 高 的 薄 层 聚 丙烯 栈 

腕 凝 胶 等 电 聚 焦 电 读 方 法 。 用 这 种 方 

法 ， 扬 子 铀 和 蜜 河 乌 的 血红 和 蛋白， 都 

可 以 分 辨 出 四 条 区 带 来 ， 这 四 条 区 带 

委 此 十 分 靠近 ,位 于 中 人 性 p 再 范围 

(43). £m Fests wes Zlaix 四 

2% ZL 3S A i ES AB ESEA 

上 没有 差别 。 这 也 反映 了 它们 之 间 近 _— 

缘 的 关系 。 4 28 3 A. 
Fed vee Je FS A Mes Baie ee UE BC Se HL BR oie 1 LER Se 

23 Peg z 2 He iy a 9LDH 薄 层 等 电 We ZS SAR ZR, 图 4 mts GC. A) fo ip] (1, 2) 的 

ee eee ee Eee RAR, HtSLDHRLETRED ALE 
Ht i) LDH |r] Twp 4), Hf) 带 ; 密 河 努 LDH 同 工 酶 可 被 区 分 为 去 条 带 。 详 细 描 
Kh, Minas i Ek LDH 的 含量 远 低 于 述 见 文中 的 结果 与 讨论 部 分 。 
mTis. MPa MRLDHUMLBRKDA A-IAARK. HB, CLE, FLA, INE 

TNS eis, MA, D, GakkiGeR>. BiMss mk LDH 同 工 酶 被 区 分 为 六 条 区 

帝 ， 它 们 相当 于 扬子 甸 血 球 LDH 同 工 酶 的 C- 百 。 密 河 甸 血 球 LDA 同 工 酶 缺少 扬子 甸 血球 

LDH TBP Se RS HRM WARTS aR HAR. FAM ss mE LDA ie 

中 含量 略 高 的 也 和 Ae ea bh ea 8S Tk IS BOR, Fels mM ERLDHA 

UCAS Sn GK rhea FS MIN CRA REE, SHARE, Bi So 

球 LDH 同 工 酶 的 C、D、F 三 条 区 带 只 以 痕 量 形式 存在 。( 在 电泳 胶 上 可 见 ， 图 上 很 难 反 映 出 

来 )。 扬 子 鲍 和 蜜 河 鲍 血 球 样品 LDH 同 工 酶 的 这 些 显著 的 区 别 反 映 了 它们 之 间 的 种 的 差 

异 。 

从 以 上 血清 蛋 自 ， 血 红 和 蛋白， 血球 LD 互 同 工 酶 分 析 结 果 , 可 以 在 蛋 自 质 和 酶 的 分 子 水 平 

上 看 出 扬子 旬 和 密 河 鲍 是 亲缘 十 分 接近 的 两 个 种 。 这 些 结果 对 于 晤 属 的 进化 和 地 理 分 布 的 研 

究 是 很 有 参考 价值 的 。 

有 关 血 清 保 自 ， 血 红 蛋 自 的 继续 分 离 纯化 工作 和 血球 LDH 同 工 酶 的 种 类 鉴 定 工作 尚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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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rum proteins of Alligator sinensis and A, mississippiensis are com 

pared by a microsystem of polyacrylamide slab gel electrophoresis and the hemoglo- 

bin and LDH by isoelectric focusing in thin-layer polyacrylamide gel, The re- 

sults show that both species are closely related at the molecula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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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部 分 无 尾 两 栖 类 眼 晶 状 
体 蛋 白 的 分 子 分 类 学 探讨 

I . 蛙 科 树 此 科 姬 蛙 科 中 部 分 种 类 眼 唱 状 
体 蛋 白 电 聚焦 及 SDS 凝 胶 电泳 的 比较 

pA PRM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 牺 研究 所 ) 

摘要 本 文 探讨 了 我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中 的 22 个 不 同 种 峙 的 眼 晶 状 体委 和 白 在 薄 层 等 电 聚 焦 及 5Ds 

BR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泳 中 的 行为 差别 ， 茜 以 分 析 种 间 的 差异 。 实 验 结果 与 林 蛙 类 群 的 经 典 分 类 相符 

合 ， 同 时 对 庙 圣 属 中 的 一 种 涡 些 分 类 地 位 及 定 命 提 出 了 疑点 ， 讨 论 了 以 眼 晶 状 体 蛋 ARMAS 

聚焦 技术 ， 作 为 实验 分 类 的 可 行 性 。 

现代 分 类 学 除了 形态 特征 外 ， 应 综合 其 生态 、 行 为 、 地 理 分 布 以 及 根据 实验 分 类 的 资料 

进行 分 类 ( 郑 作 新 :1982)， 对 种 的 界限 应 有 生物 学 定义 和 种 群 概 念 ， 在 实验 分 类 学 上 ， 国 内 

外 应 用 各 种 电泳 技术 从 分 子 水 平 上 进行 分 类 学 和 遗传 学 的 研究 ， 丰 富 了 生物 学 研究 领域 ， 对 

两 栖 怜 行 类 和 鱼 类 的 研究 尤为 广泛 深入 。 如 Midori Nishioka (1982), Masayuki Sumida 

(1980) 对 黑 斑 峙 与 尽 . Dreripoda RR ARKH C, MRSA, GREARMASAN 

淀粉 凝 胶 电 泳 行为 的 研究 中 ， 显 示 了 父 本 与 母 本 杂交 后 遗传 特性 ， 骨 骼 肌 中 的 LDL 乳酸 脱 

氢 酶 同 工 酶 及 其 他 三 种 同 工 酶 谱 也 得 到 类 似 结 果 。 又 如 Pollard (1973), Maxson (1981), 

Tunner H. G, (1976), Moriwaki 工 (1953), Avise (1974) 等 人 的 系统 研究 ， 先 后 提出 

独特 见解 ， 从 而 解决 了 很 多 分 类 学 的 问题 。 国 内 在 这 方面 的 研究 ， 近 年 来 有 较 大 的 发展。 

赵 尔 密 等 (1980)， 陈 远 聪 等 〈1981) ， 蒙 义 文 等 〈1981)， 赵 忠信 ， 夏 盛 强 (1982)， 哪 未 远 等 

(1981) 的 实验 分 类 研究 中 ， 解 决 了 我 国 蛇 岛 蜡 蛇 的 分 类 地 位 ， 杨 玉 华 (1983)， 膝 国 强 

(1982) 等 人 对 我 国 蝎 晓 的 三 亚 种 间 ， 以 及 各 种 蛇 血 清 蛋 自 电 诛 分 析 ， 讨 论 了 它们 各 自 的 分 类 

地 位 。 眼 睛 是 动物 界 进化 过 程 中 首先 发 展 和 进化 的 视觉 器 家 〈 殖 浩然 1977) , 它 成 为 研究 发 育 

和 再 生 因果 关系 的 理想 对 象 ， 眼 睛 申 的 晶状体 形成 起 源 于 同一 分 子 (Wess 1914), Rotmann 

(1934) 早 就 证 实 了 晶状体 组 织 本 身 的 遗传 特性 。 Woerdeman M. W.，YVeber， 以 及 Ten. 

Cate 等 人 〈1934)， 用 晶状体 的 免疫 学 方法 研究 了 晶状体 的 诱导 和 分 (Co WERE ATT (1980), 

ARSE RIOT eS PUT, RRA EW eB, AOE 物 研究 所 马 常 夫 同 志 
航 寄 标 未 ， 以 及 吴 贯 夫 ， 费 深 ， 国 婉 淑 ， 李 胜 全 ， 扬 文明 等 同志 协助 采集 和 鉴定 标本 ， 昊 贯 KDA, 

汉文 和 、 威 正 武 教授 审阅 文稿 ， 在 此 一 并 表示 感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7 月 20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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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来 源 及 采集 时 间 表 

编号 种 名 采集 地 点 采集 时 间 

la, yy jee Rana nigromaculata Hallowell 成 都 市 郊 1982.6 

1b, ” ” 成 都 市 郊 1983.7 

1c， ” ” 四 川 洪 雅 1982.7 

1d. ” ” 广西 桂林 1982.7 

oe WikkR, pleuraden Boulenger 四 川西 昌 1983.6 

a, PEER, limnocharis Boie 广西 桂林 1982.9 

4. 沼 星 尽 ，guentperi Boulenger 四 川 洪 雅 1982.9 

5. FEWER, grahami Boulenger 四 川西 昌 1983.6 

6. peaukR, tigrina rugulosa Wiegmann 广西 桂林 1982.9 

iis EWREER, shuchinae Liu 四 川西 昌 1983.6 

8, WA MoIER, phrynoides Boulenger 贵州 1983.6 

9. it Afgic: RR, spinosa David 贵州 1982.5 

10. RRM, boulengeri Guenther 四 川 高 尔 斯 山 1982.5 

11. ic: Nanorana pleskei Guenther 四 川 高 尔 斯 山 1982.5 

12 s/h eCalluella yunnanensis Boulenger 四 川西 昌 1983.6 

13. 宝 兴 树 蛙 Rana dugritei (David) 四 川西 昌 1983.6 

14, ist site R, omeimontis (Stejneger) pu JI] Sz 1982.3 

15. BIEILAARER, amurensis Boulenger a ph STAT 1983.7 

16a, rHEel|pkic:R,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David = PK ie yay 1983.2 

16b, » ” 四 川 红 原 1983.2 

16c . 中 国 林 星 ” 四 川 红 原 1983.7 

16d. 四 川 洪 雅 1982.9 

16e . ” ” 四 川 青 川 1982.7 

ies A ANPRHERA DC AHR, japonica chaochiaoensis Liu 四 川西 昌 1983.9 

18. A ApH WAR, 7, aponica Guenther 四 川 洪 雅 1983.6 
19a, DU Ji|#aeEStaurois mantzorum (David) 云南 宝山 1983.6 

19b, ? ” 四 川 青川 1982.9 

19c, 了 ” 四 川 浴 雅 1982.9 

19d, ” ” 四 川 高 尔 斯 山 1982.9 

20. 应 蛙 8 | mantzorum 四 川西 昌 1983.5 
A trealiatiS, loloensis Liu 四 川西 昌 1983.5 
22. WEARS | granulosus Liuet Hu PO J ices 1983.9 

x 719834595 fee zp, +p RP ERESE REL. (1983,9.30, IIE) 

Markert (1975, 1969), IE, Lush, C. B, Cowey (1969) LI RG. S. Whitt (1969) 

等 人 在 对 鱼 类 遗传 学 研究 中 也 根据 眼睛 中 (LDH) 乳酸 脱 氢 酶 同 工 酶 谱 ， 论 述 了 各 种 鱼 类 

的 进化 程度 与 因果 关系 和 分 类 学 的 应 用 ， 以 及 比较 了 变温 动物 和 和 恒 训 动 物 间 同 工 酶 谱 市 差 

别 。 在 无 尾 两 栖 类 对 各 种 器 官 和 组 织 同 工 酶 的 研究 ，David 和 Wright (1982) 比较 了 和 豹 蛙 

眼 、 心 、 肝 等 12 种 组 织 中 的 肽 酶 同 工 酶 时 ， 眼 睛 的 谱 带 表 现 了 特异 性 ， 作 为 说 明 眼睛 进化 速 

度 快 的 典型 例子 。 本 文 作者 之 一 对 我 国 部 分 晰 蝎 类 的 眼 晶 状 体 血 清 、 血 红 蛋 自 以 及 肌肉 等 粗 

委 自 提取 液 在 聚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 泳 行为 作 比 较 ， 指 出 眼 晶 状 体 蛋 自在 蜥 蝎 类 科 间 具有 了 明显 特 

异性 。 为 此 ， 本 试验 试图 对 我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中 的 部 分 种 类 和 在 分 类 上 尚 有 争议 的 林 蛙 类 群 ， 



2 期 邮 未 远 等 ， 我 国 部 分 无 尾 两 栖 类 限 昌 状 体 蛋 自 的 分 子 分 类 学 探讨 i 

VAR SL iia ERE a TR RE BEAT ERA OT, WES EM AIELZE HESS BIEN Je SDS 2% aR 

酰胺 凝 胶 电 泳 上 的 行为 差异 ， 进 行 初步 探讨 ， 以 作为 分 类 上 的 佐证 。 

材料 和 方法 

Fiz SDS 聚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 泳 ， 基 本 上 按 G. Fairbanks \ (1971) 方法 ， 但 凝 胶 

浓度 改 为 6.5 邦 ，SDS 为 0.5 匈 ， 电 泳 缓冲 液 为 Tris 40mM， 栈 酸 钠 20mM，EDTA 2mMpH 

7.4“〈 用 醋酸 调 正 ) 雍 胶 缓冲 液 浓度 与 电泳 缓冲 液 相 同 ， 先 配制 40 匈 丙烯 酰胺 溶液 ， 含 1.5 驳 

Bis.， 临 用 前 与 缓冲 液 混合 ， 加 过 硫酸 铵 及 工 METI， 用 17cmxl7cmx0.2mm 垂直 板 电泳 

5 小时， 电流 50mA 电 压 80V. Edn TH AEE KTH 1%SDS, 10% FX ¥¥1mM EDTA, 40mM 

DTT, 10mM Tris, pH8,0,#} 2mg 冻 干 的 眼 晶体 各 自 粉末 或 活体 动物 眼 晶 体 匀 浆液 0.5ml， 

与 上 述 样 品 处 理 液 500ul 混合 ， 用 80C 恒温 箱 中 加 热 15 分 钟 ， 然 后 于 2000 转 / 分 离心 5 分钟 

的 上 清 液 ， 取 200u1， 点 样 ， 用 吡 鹃 红 G (FEMI, RABE BMA. 

薄 层 等 电 采 焦 方 法 ， 按 蒙 义 文 等 人 (1981) 参照 LKB 公司 推荐 方法 进行 ， 仪 器 为 分 析 

Fa 36 fe 42 SL KB2117 Multiphor， 将 水 溶性 样品 浸 于 5x10mnm 滤纸 后 , 直接 贴 在 事先 聚合 

好 的 凝 胶 表 面 上 , 电 素 焦 凝 胶 配 方 采用 LKB 公 司 所 提供 的 (1976) , 即 凝 胶 浓 度 4 匈 ,甘油 10 驳 ， 
Ampholines 2.4%, 1% 31 ite #z0.026%5, TEMET0.7yl/ml, Hr Ampholines 由 四 种 p 瑟 

范围 组 成 ;在 总 容量 660ml Rixh SpH4—ew wi Ampholinesd.2ml, pH5—7/j0.2ml, pH 

9 一 11 的 0.4ml,pH3.5 一 10 的 2.8ml 灌注 在 250X115X2mm 两 层 玻 片 间 ， 可 点 8 个 样品 ， 电 

极 滤纸 条 或 海绵 状 塑 料 膜 ， 用 1M NaOH (iat) 711M H,PO,CER) REG ER RAM, 

通电 用 恒定 功率 30 瓦 ， 聚 售 1 小 时 ， 然 后 按 一 定 距 离 切 下 ， 浸 在 双 车 水 中 ， 测 定 PHBE, 

将 凝 胶 固定 、 染 色 。 和 蛋白 质 染 色 ， 均 用 11.5 匈 三 氧 醋酸 和 2.4 匈 磺 基 水 扬 酸 水 溶液 ， 固 定 一 

小 时 后 ， 用 含 25 匈 乙醇 和 8 匈 醋 酸 的 退色 液 中 浸泡 5 分 钟 移 到 退色 液 中 含有 0.12594 马 斯 
兰 Ra 水 溶液 中 ， 于 607 温度 下 染色 30 分 钟 ， 移 至 退色 液 中 浸 2 小 时 后 ， 用 玻璃 纸 制 成 和 

Bx, tafe Ate. 

样品 处 理 ” 取 活体 ， 摘 出 两 眼 剥 出 晶体 用 莱 饮 水 冲洗 和 滤纸 上 吸 净 至 无 色素 和 血丝 后 

加 20 倍 眼 晶体 重量 的 水 ， 用 玻璃 义 浆 器 在 冰 洽 上 和 勾 浆 ， 移 至 离心 管 中 ， 在 3000 转 /分 =e 

4yoh, I LIGMGE TE, MRBORTAH., DOA RSMIZSAN ES. 

Painse GR, BHM MAALjRW LWIRBASDREBGK, KEAN MH, BR 

数 较 多 者 ， 均 进行 个 体 间 差异 比较 ， 每 种 样品 均 进 行 三 次 以 上 重复 。 

结 果 

对 上 述 采 集 到 的 我 国 部 分 无 尾 两 栖 类 〈 峙 科 19 个 种 ， 树 蛙 科 2 个 种 ， 姬 蛙 科 一 个 种 ) Ze 

22 个 分 属 不 同 科 、 属 的 种 (二 个 亚 种 ) 的 眼 晶状体 蛋 自 , 在 薄 层 等 电 聚 焦 及 SDS 到 丙 烯 酰胺 凝 胶 

电泳 所 得 结果 ， 分 别 见 图 1 一 8 。 从 图 1 可 看 出 不 同 产地 和 不 同 采集 时 间 的 同 种 黑 斑 蛙 的 眼 
晶状体 蛋 自在 薄 层 等 电 聚 焦 上 的 图 谱 ， 基 本 上 一 致 ， 并 说 明 黑 班 蛙 眼 晶状体 蛋 自 从 等 电 点 

pH9 .0 一 4.8 间 均 有 不 同 谱 带 分 布 ， 在 pH7.2 上 有 三 条 平行 很 整齐 的 特异 谱 带 ， 在 pH4.8 左 

右 有 5 条 谱 带 ， 在 碱 性 蛋 自 中 它 的 谱 带 是 在 pP 也 9.0 左 右 。 

采集 15 个 种 具有 代表 性 的 蛙 类 眼 晶 状 体 蛋 自 ， RUE MRE, HSU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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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图 表 1 和 图 2 结果 表明 ，15 个 不 同 种 蛙 眼 晶状体 蛋白 ， 彼 此 均 具 有 明显 差别 ， 除 了 有 

相似 的 谱 带 外 ， 又 各 自 具 有 其 特异 性 谱 带 ， 蛋 白 主 要 冤案 在 中 性 p 再 范围 内 ， 但 在 碱 性 PHY 

围 内 又 很 容易 观察 各 自 的 特异 性 带 ， 在 酸性 pH 范围 内 其 谱 带 大 致 上 雷同 ， 但 也 有 例外 者 ， 

如 我 国 单 属 单 种 的 倭 蛙 。 哦 眉 树 峙 的 眼 晶状体 蛋白 在 酸性 DH 区 域 没 有 谱 带 出 现 。 按 表 1 

列 计算 图 中 谱 带 数 目 以 双 团 环 胸 蛙 数 最 多 ， 共 有 33 条 傍 ， 明 显 的 有 26 条 ， 弱 带 有 7 条 。 谱 带 

数目 少 的 为 肥 腺 蛙 ， 共 有 12 和 条， 其它 各 种 蛙 的 谱 带 各 有 不 同 ， 又 如 树 峙 科 的 两 种 间 也 有 了 明显 

的 不 同 ， 两 个 不 同 产 地 的 峨眉 树 蛙 其 图 谱 均 相同 ， 而 与 宝 兴 树 蛙 显然 不 同 ， 峨 眉 树 蛙 不 论 在 

酸性 或 碱 性 区 域内 都 没 谱 傍 ， 而 宝 兴 树 蛙 则 分 布 p 也 范围 较 广 。 在 碱 性 PH ye EB] 内 谱 带 突出 

者 ， 有 滇 蛙 和 棘 腹 蛙 ， 它 们 都 在 接近 边缘 的 pH10 左 右 出现 强 的 谱 带 ， 在 偏 酸性 bp 再 范围 中 各 

种 均 相 类 似 ， 不 易 观 察 出 其 明显 差别 。 

林 峙 类 了 眼 晶 状 体 蛋白 薄 层 等 电 聚 焦 图 谱 见 图 3 ， 并 列 图 表 2 说 明 。 此 类 群 的 眼 晶状体 蛋 

Any pH 聚焦 图 庆 致 上 相近 似 ， 并 与 其 它 种 蛙 有 区 别 ， 其 明显 特征 表现 在 p 也 7.2 上 有 二 

一 三 条 整齐 的 谱 市 ， 在 p 再 9.0 上 义 有 二 条 相 一 致 的 帝 ， 而 在 pH7.2—-6.6 间 的 带 数 相同 

但 在 每 一 p 下 区 域内 ， 四 种 林 蛙 又 具有 细微 差别 ， 如 日 本 林 蛙 指名 亚 种 与 照 党 林 蛙 两 亚 种 间 

Al 不 同 产 地 及 不 同 个 体 黑 征 星 了 眼 晶 状 体 蛋白 等 电 有 聚焦 

Se ee 
图 2 蛙 科 、 姬 蛙 科 、 树 蛙 科 中 部 分 种 类 的 眼 晶 状 体 蛋 和 白 等 电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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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者 比 前 者 在 pH8s. 3 一 9.0 之 间 少 一 条 谱 带 ， 而 在 pH8 .3 一 7.6 间 多 三 条 带 ， 以 及 在 pH7.6 一 
7.2 间 少 2 条 带 等 。 四 川 境内 不 同 产地 采集 的 中 国 林 蛙 其 谱 带 相 一 致 ， 与 东北 吉林 产 的 中 国 
林 蛙 亦 接近 一 致 ， 但 后 者 比 前 者 在 pH7.2 一 6.6 之 间 多 了 一 条 谱 带 。 

42 ， 
48 | 

so = 
ae - eS - Se 

bt. Sw = eo . 

on . | - 

13 
Wi 16. | 6 4 of 18 

图 3 HHA R RASS CREA AA JLASHERAEKRAS GE RREBE 

Pha} AAI ER TK AE ES A - MAI I 25, CABS). 

JU ig HEAR RAE ER ERA 4. TWA Oe 2 I mee A 

致 ， 其 眼 晶 状 体 蛋 白 密 集 在 pH8.3 一 6.6 之 间 ， 分 布 区 域 较 其 它 种 蛙 为 窗 ， 容 易 观察 种 间 相 

区 别 ， 编 号 20 者 四 川西 昌 地 区 采 到 的 一 种 市 蛙 ， 原 命名 为 四 川 汕 蛙 ， 从 上 述 结果 来 看 ， 其 图 

型 与 谱 带 数目 及 pH 范围 均 不 同 其 他 四 川 滑 蛙 ， 比 其 多 四 条 谱 融 ， 两 者 显然 有 别 。 此 Aina HEE 

与 标点 消 蛙 和 本 次 采 到 哦 边 原始 森林 中 二 十 万 只 群 迁 的 未 度 庙 蛙 〈 亏 未 远 等 ，1983) 均 不 相 

同 。 

用 >Ds5 聚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泳 测定 眼 唱 状 体委 自 结果 见 附 图 5 。 

从 图 5 所 得 结 采 ， 说 明 峙 眼 唱 状 体 粗 避 自 提 取 液 的 大 多 数 蛋 和 白质 的 分 子 量 接近 18,000 左 

右 ， 还 有 少量 分 子 量 大 约 为 2 万 的 其 它 蛋 白质 存在 ,例如 , 黑 斑 蛙 、 演 峙 、 沼 蛙 、 译 蛙 、 无 指 

盘 臭 蛙 等 。 有 的 则 没有 这 类 和 蛋 和 白质， 如虎 纹 蛙 ， 双 团 环 胸 蛙 ， 云 南小 狭 口 峙 及 峨眉 树 蛙 等 ， 

而 倭 蛙 和 宝 兴 树 峙 的 区 带 均 较 其 他 种 蛙 多 二 ,三 条 谱 带 ， 虽 然 在 种 间 具 有 某 些 区 别 ,但 分 辩 率 

低 ， 不 易 从 中 判定 规律 性 差异 。 

+f init B 
&ODT 

= 68,000 

B-#RE 
Bats 
18,400 

i & 8 
图 5 Bett, eH, MEE P| A Rae RAE QSDSRKE 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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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林 蛙 类 群 和 应 蛙 的 SDS 凝 胶 电 泳 图 (图 6 ， 图 7 ) ， 结 果 说 明 ， 不 同 产地 的 中 国 林 

蛙 谱 带 相 一 致 ， 但 与 日 本 林 蛙 的 两 个 亚 种 间 有 些 不同 ， 后 者 出 现 一 条 模糊 谱 带 ， 两 亚 种 间 有 
含量 大 致 相同 的 两 条 谱 带 ， 不 同 产地 几 种 汕 蛙 彼此 没有 区 别 ， 而 四 川 产 编号 20 的 一 种 淇 蛙 其 
谱 帝 与 其 余 应 峙 有 不 同 区 带 ， 在 分 子 量 接近 18,000 的 谱 带 上 的 相对 含量 较 少 ， 但 分 子 量 更 小 
WS eB. Fe HELE Ek hin ES TMA KS TWEE 

A 6 FREE HE EAR A KKE SDSS BRA 图 7 M4 st oo iRah KAS GSDSRKR AKA 

ie te 

用 分 辩 率 高 的 薄 层 等 电 聚 焦 技 术 检测 不 同属 种 间 蛙 眼 晶状体 蛋 自 ， 区 分 了 其 种 间 ( 亚 种 ) 

的 差异 ， 同 时 证 实 了 不 同 产地 的 同 种 些 或 个 体 间 它们 的 谱 相 同 ， 实 验 的 重复 性 也 好 ， 因 了 而 

可 用 作 实 验 分 类 ， 对 有 争议 的 种 间 分 类 可 提供 有 参考 价值 的 依据 ，Ds 聚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 沪 

可 作为 前 方法 的 补充 。 对 于 种 下 分 类 因 进 行 的 实验 材料 较 少 ， 有 待 于 进一步 探讨 。 

林 峙 类 群 的 分 类 ， 刘 承 钊 ， 胡 淑琴 (1961) 曾 有 详细 报道 ， 本 文 从 其 眼 晶状体 中 各 种 蛋 

自 质 等 电 点 的 异同 ， 比 较 了 东北 产 的 黑龙 江 林 蛙 ， 不 同 产 区 的 中 国 林 蛙 和 日 本 林 蛙 的 两 个 亚 

种 。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东 北 吉林 地 区 的 中 国 林 峙 与 四 川 各 地 区 产 的 中 国 林 蛙 为 同一 个 种 。 黑 龙 江 

林 些 与 中 国 林 蛙 以 及 日 本 林 蛙 的 二 个 亚 种 均 不 相同 ， 些 结论 符合 刘 胡 二 氏 的 分 类 ， 对 于 其 它 
地 区 的 中 国 林 蛙 ， 还 有 竺 于 进一步 验证 。 

对 于 几 种 汕 蛙 的 比较 ， 两 种 电泳 方法 均 证 实 了 四 川西 昌 地 区 的 所 谓 四 川 油 蛙 ， 可 能 不 属 

于 同一 种 ， 应 进一步 进行 分 类 学 研究 ， 它 与 四 川 庙 蛙 ， 棕 点 滑 蛙 及 琼 皮 兴 蛙 均 有 明显 差别 ， 

所 以 有 重新 定名 的 必 妥 。 

从 动物 生理 角度 看 ， 眼 晶状体 受 病态 ， 饥 饿 ， 个 体 等 条 件 的 影响 较 少 ， 所 以 认为 以 此 作 

为 实验 分 类 的 材料 较为 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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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YTO-TAXONOMY OF SOME SPECIES OF CHINESE 

ANURANS BY ELECTROPHORESIS OF THEIR LENS PROTEINS 

|. COMPARATIVE ANALYSES ON LENS PROTEINS OF SOME 

SPECIES IN RANIDAE, RHACOPHORIDAE AND MICROHYLIDAE 

BY ISOELECTRIC FOCUSING AND SDS: POLYACRMEA MIDE, GEL 

ELECTROPHORESES 

已 Weiyuan Chen Suwe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nterspecific differential degrees are analysed on the basis of the difference 

in behavior of the lens proteins of 22 frogs from China in the course of thin 

layer isoelectric focusing and 9DS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es, The re- 

sults provide not only experiment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taxonomy of the Rana 

group but data useful for ascertaining the status and naming of a kind of Stau- 

rots, which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misnamed S$. manticola,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n layer isoelectric focusing electrophoresis using cry- 

stalline lens proteins as research material for experimental taxonomy is also 

discussed, 

tienes w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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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因子 引起 的 类 坏死 对 角膜 
诱导 的 影响 

(图 版 V ) 

ee ee 

(兰州 天 学 生物 系 ) 

摘要 ”无 尾 两 栖 类 电 妊 的 表皮 经 类 坏死 〈patanecfosis) 处 理 后 ， 可 以 加 快 它 被 视网膜 和 晶体 

诱导 为 新 角膜 的 进程 ,但 加 快 的 程度 因 不 同 因子 的 处 理 而 异 。 我 们 发 现 低 浓 度 所 水 引起 皮肤 发 生 类 

坏死 后 加 快 角 膜 记 导 的 作用 最 明显 。 类 坏死 可 以 加 快 角膜 诱导 的 进程 是 因为 这 种 处 理 提高 SBS 

的 感应 性 。 

所 谓 类 坏死 ， 根 据 HacoroB 等 〈1940，1959) 的 定义 是 指 在 外 部 刺激 作用 下 ， 细 胞 介 于 

活 的 和 死亡 之 间 的 ， 产 生 一 系列 原生 质变 化 特征 的 临界 状态 ， 相 应 发 生 的 类 坏死 变化 是 可 道 

的 ， 在 外 界 刺激 作用 消失 后 ， 细 胞 可 恢复 原状 。 如 果 刺 激 作用 的 时 间 延 长 ， 或 者 作用 的 强度 

增 大 ， 则 导致 细胞 的 死亡 ， 些 时 原生 质 中 发 生 的 各 种 变化 都 是 不 可 道 的 。 同 时 他 们 认为 ， 类 

坏死 处 理 可 以 提高 细胞 的 感应 能 力 。 过 去 在 不 同 种 的 无 尾 两 栖 类 师 妊 中 已 初步 证 实 表皮 经 类 

坏死 处 理 可 加 快 角膜 诱导 的 进程 (Hiomog Fl Kyctapes, 1962; 全 人 允 棚 ，1963、1964)。 但 不 同 

因子 引起 的 类 坏死 加 快 角膜 诱导 的 程度 是 否 一 样 ? 本 文选 用 低 浓 度 的 弱酸 、 弱 碱 以 及 高 温 、 

低 锅 等 不 同 因 子 引 起 类 坏死 ， 从 形态 结构 上 观察 和 比较 它们 对 同一 种 无 尾 两 栖 类 晴 妊 表皮 被 

诱导 为 角膜 影响 的 异同 。 现 将 主要 结果 报道 如 下 : 

材料 和 方法 

材料 ”实验 选用 兰州 地 区 花 背 蟾 崔 ( Bufo raddei Strauch AGROB, MBLEZES 
验 室内 经 人 工 授精 峡 化 发 育成 的 。 

引起 类 坏死 的 处 理 方法 根据 Jomros 和 肛 ycrapes(1962) 的 方法 ， 用 1:100,000 的 中 性 红 生 

理 盐 水 (0.649%NaCl) 溶液 ， 对 晴 昨 进行 活体 染色 10 一 24 小 时 ， 然 后 用 不 同 强度 的 各 种 因 

子 作用 于 供 体 表 皮 ， 经 不 同时 间 将 蜂 凿 表皮 取 下 ， 做 成 铺 片 ， 显 微 镜 下 进行 观察 。 正 常 表皮 

经 中 性 红 活 体 染 色 后 表皮 细胞 的 细胞 质 中 出 现 许多 中 性 红 染 色 颗 粒 ， 细 胞 质 及 细胞 核 并 不 染 

色 ， 呈 透明 状 。 据 Parat SIR REBE (1956) 认为 ， 细 胞 质 中 的 染色 颗粒 乃 是 细胞 内 的 液 

本 文 于 1983 年 10 月 13 上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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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系 ( 即 高 尔 基 液 泡 )。 在 发 生 类 坏死 变化 时 表皮 细胞 质 中 的 染色 颗粒 消失 ， 细 胞 质 被 扩散 地 

染 红 ， 细 胞 核 亦 被 清楚 地 染 成 深 红 色 。 在 恢复 正常 条 件 后 约 3 一 5 小 时 ， 中 性 红 染 料 又 在 细胞 

质 中 聚集 成 颗粒 状 ， 细 胞 质 和 细胞 核 完全 退色 ， 恢 复 到 类 坏死 发 生前 的 状态 。 由 此 即 可 确定 

本 实验 中 引起 类 坏死 变化 的 各 种 因子 的 强度 和 时 间 ，0.01V 醋 酸 处 理 30 分 钟 ( 史 aormr Kozan, 

1964), 0.001 NZX 7KAXbEE104) FH, O° 一 47 低温 处 理 1 一 2 小 时 (全 人 允 棚 ，1963)，35 一 377 高 

温 处 理 1.5 一 2 小 时 (IIonos 和 开 ycrapea，1962)。 以 上 类 坏死 变化 在 恢复 正常 条 件 后 3 一 5 小 

时 表皮 细胞 可 恢复 原状 〈 表 1)。 

Al 不 同 因 于 引起 类 坏死 的 强度 和 时 间 

Ae 强 度 时 间 

| 醋酸 组 醋酸 0.01N 30 分 钟 

I 氨水 组 所 7K 0.001N 10 分 钟 

Wt (im 24 低 im 0°—4T 1 一 2 小 时 

V mimi 高 温 35 一 37C 1.5 一 2 小 时 

角膜 移植 手术 SOAR SA BRERA Bo ROT FE: MARK 

死 处 理 的 相同 形状 和 大 小 的 同龄 异体 供 体 背 部 皮肤 表皮 移植 到 受 体 切除 了 外 角膜 的 眼球 上 。 

手术 时 尽量 清除 掉 表 皮下 含有 色素 细胞 的 结缔 组 织 层 (IIoros，1933)。 共 做 角膜 移植 手术 297 

例 ， 其 中 工 醋酸 组 56 例 ;， 工 氛 水 组 62 例 ， 开 低 远 组 57 例 ， 了 高 温 组 61 例 ;了 对 照 组 61 例 ， 用 

正常 背部 皮肤 表皮 代替 受 体 外 角膜 ， 作 为 以 上 四 组 的 对 照 。 

FAS ME AAT 20 C 恒温 室 中 ， 保 持 相同 的 生活 条 件 ， 定 期 进行 观察 和 记录 。 每 隔 

23 KBAR AME, oll AZenker 氏 液 和 Carnoy 氏 液 固 定 ， 直 到 被 诱导 的 新 角膜 透明 。 

石 脂 包 埋 ， 过 两 眼 平面 作 连 续 横 切 ， 切 片 厚 5 微米 ， 用 Mallory 三 色 法 、Masson-Fontana 法 

PFE 4E  — LIE Bo 

a ORR 

外 部 形态 变化  ” 凡 发 生 类 坏死 变化 的 表皮 移植 片 都 较 正 常 表 皮 片 柔软 且 具 粘性 ， 易 与 受 体 

的 皮肤 相 愈合 。 各 实验 组 在 移植 手术 后 1 一 2 天 ， 移 植 片 便 与 受 体 皮肤 意 合 并 展 平 。 对 照 组 在 

手术 后 第 二 天 有 些 移植 片 仍 具 皱 折 ， 第 三 天 后 才 逐 渐 与 受 体 皮肤 傅 合并 展 平 。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 实 验 组 表皮 移植 片 中 色素 消失 开始 的 时 间 较 对 照 组 早 ， 其 中 氨水 

组 最 明显 。 氛 水 组 在 手术 后 5 一 6 和 天， 醋酸、 低温 及 高 温 组 在 手术 后 7 一 12 天 ,对 照 组 则 在 手术 

后 15 一 19 天 。 以 在 双 目 解剖 镜 下 透 过 被 诱导 成 的 新 角膜 看 到 其 下 的 瞳孔 及 虹膜 作为 角膜 透明 

的 指标 ,各 实验 组 表皮 移植 片 开始 透明 的 时 间 亦 较 对 照 组 早 , 而 且 透 明 的 个 体 数量 多 。 醋 酸 、 

低温 及 高 温 组 移植 片 透明 开始 于 手术 后 10 一 11 天 ， 结 束 于 手术 后 16 一 23 天 ， 氢 水 组 透明 在 手 

术 后 6 一 12 天 ;对 照 组 则 在 手术 后 第 18 一 35 天 .各 实验 组 在 手术 后 23 天 表皮 移植 片 基本 上 全 部 

透明 ， 而 对 照 组 在 手术 后 35 天 尚 有 近 半 数 的 移植 请 未 完全 透明 GR) 。 

组 织 结构 变 化 ”从 显示 黑色 素 的 Masson-Fontana 法 染色 的 组 织 切片 上 可 以 看 出 ， 正 和 常 背 

部 皮肤 的 色素 细胞 主要 位 于 基底 结缔 组 织 层 ， 色 素 颗粒 广泛 分 布 于 表皮 和 真皮 ， 在 表皮 中 多 

训 集 成 团 状 ， 通 常 比较 整齐 地 排列 于 表皮 的 外 边缘 〈 图 版 Y， 图 1)。 在 正常 角膜 中 色素 细胞 

和 色素 颗粒 完全 缺乏 〈 图 版 Y， 图 6) 。 在 经 类 坏死 处 理 后 的 皮肤 切片 上 ， 发 现 表皮 中 色素 



Ze 王子 仁 等 ,不同 因子 引起 的 类 坏死 对 角膜 诱导 的 影响 35 

A 2 不 同 因子 引起 类 坏死 变化 的 皮肤 移植 片 在 角膜 诱导 中 的 表现 # 

移植 数 色素 开始 消失 开始 透明 透明 数 占 移 

(FARBER FREAR “MER 植 数 百分比 

| 醋酸 组 35 (ils) 10-16 36 100% 
I Aka 46 5 一 6 6—12 46 100% 

Hl (i268 37 8—11 11 一 20 37 100% 

V aim 24 41 8—12 10 一 23 “40 98% 

Vea 29 15—19 18 一 35 15 52% 

* £4 BEY CH SMH, 

颗粒 减少 或 由 细胞 内 排列 细胞 外 分 散 成 一 层 的 现象 (图 版 Y， 图 2)。 与 前 述 外 部 形态 观察 的 

结果 一 样 ， 从 组 织 切片 上 可 清楚 地 看 出 ，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各 实验 组 移植 中 色素 消失 开始 的 

时 间 几 比 对 照 组 早 ， 但 是 比 外 部 形态 观察 的 结果 约 提前 1 一 4 天 。 实 验 组 色素 明显 减少 开始 于 

手术 后 4 一 8 天 〈 酷 酸 组 6 一 8 天 ， 和 氨水 组 4 一 6 天 ， 低 远 组 6 一 8 天 ， 高 温 组 4 一 6 天 ) ， 对 照 组 在 

手术 后 11 一 14 天 。 同 时 可 以 看 出 在 移植 手术 后 经 过 相同 的 天 数 ， 表 皮 移 植 片 中 的 色素 颗粒 实 

验 组 明显 地 少 于 对 照 组 〈 图 版 Y， 图 3、4) 。 从 组 织 切 片上 还 可 以 看 出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色素 

消失 的 变化 过 程 是 ， 最 初 通常 聚集 成 团 状 ， 以 后 分 散 开 并 逐渐 减少 ， 最 后 完全 消失 变 透 明 。 

但 是 在 外 部 观察 已 透明 的 新 角膜 申 ， 从 切片 上 仍 可 看 到 上 皮 中 残存 有 零星 的 色素 颗粒 〈 图 版 

V. 5). 

fe Mallory 三 色 法 染色 的 切片 上 可 以 看 出 ，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上 皮 细 胞 有 逐渐 变 得 扁平 

的 趋势 ， 在 上 皮下 面 发 现 大 量 排列 比较 整齐 的 胶原 纤维 ， 并 有 一 些 间 充 质 细胞 侵入 内 、 外 和 角 

膜 之 间 ( 图 版 Y， 图 7)。 

在 用 档 花 青 一 一 铬 明 矶 法 显示 核酸 的 组 织 切片 上 ， 可 以 看 到 对 照 组 在 手术 后 第 三 天 表皮 

移植 片上 皮 细 胞 出 现 有 丝 分 裂 现 象 (图 版 Y， 图 8)， 第 五 天 此 现象 增多 。 各 实验 组 在 手术 后 

6 一 8 天 也 发 现 这 种 有 丝 分 裂 现 象 。 这 是 细胞 对 损伤 的 一 种 反应 ,在 整个 修复 期 间 都 存在 (Bul- 

lough 和 Rytcmaa，1965)。 因 此 这 可 作为 表皮 移植 片 着 生 良 好 的 一 个 佐证 。 实 验 组 上 皮 细 胞 

有 丝 分 裂 现象 出 现 较 晚 ， 可 能 是 经 类 坏死 处 理 后 损伤 较 重 ， 修 复 时 间 较 长 之 故 。 

ee 

1. 经 类 坏死 处 理 后 的 表皮 移植 片 变 得 柔软 且 具 糙 性 ， 易 与 受 体 的 皮肤 相 愈合 ， 同 时 发 
现 原来 细胞 内 聚集 成 团 的 色素 颗粒 有 减少 和 被 排 到 细胞 外 分 散 开 的 现象 。 根 据 Haconos 等 
(1940, 1959) 的 研究 ， 发 生 类 坏死 变化 后 细胞 质 的 粘性 增加 ， 吸 着 性 提高 ， 中 性 红 染 色 颗 
粒 的 形成 受到 抑制 ， 并 伴 有 色素 颗粒 的 分 解 ， 这 些 变化 都 是 可 逆 的 。 本 实验 的 结果 与 他 们 的 
结论 是 相符 的 ， 与 全 人 允 棚 (1963) 观察 到 的 结果 一 样 。 

2, 经 类 坏死 处 理 的 四 个 实验 组 均 比 对 照 组 角膜 诱导 的 速度 快 。 这 与 过 去 报道 的 关于 类 
环 死 可 以 胃 司 角膜 诱导 的 研究 结论 相符 (JIoamoag 和 Kycrapes, 1962; 4:7 .1963,1964). 

因此 可 以 较 肯 定 地 认为 ， 不 同 因子 引起 的 类 坏死 都 可 以 促进 和 加 快 角膜 诱导 的 进程 。 这 是 由 
于 类 坏死 处 理 提高 了 表皮 的 感应 能 力 (Hacoaoa 等 ，1940，1959)。 

3. 我 们 发 现 不同 因 子 引 起 的 类 坏死 对 角膜 诱导 加 快 的 程度 是 不 同 的 ， 低 浓度 氨水 引起 

的 类 坏死 对 角膜 诱导 的 加 快 作用 最 明显 。 根 据 杏 acooa 等 人 (1940, 1959) 的 研究 ， 性 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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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不 同 的 因子 都 可 以 引起 类 坏死 ， 但 总 因 变 性 因子 的 不 同 而 使 类 坏死 变化 存在 着 差异 。 这 可 

能 就 是 本 实验 中 不 同 因子 引起 的 类 坏死 对 同一 种 实验 材料 表现 出 的 加 快 角膜 诱导 速度 不 同 的 

原因 。 百 acoHop 等 还 认为 ， 在 发 生 类 坏死 变化 时 细胞 内 含 物 的 反应 趋向 于 酸性。 本 实验 中 低 

浓度 氟 水 处 理 引 起 的 类 坏死 加 快 角膜 诱导 的 作用 最 明显 ， 可 能 是 弱 碱 处 理 改变 了 细胞 内 微 环 

境 的 p 也 的 原因 ， 但 这 还 有 待 进一步 的 实验 证 实 。 

关于 不 同 因子 引起 的 类 坏死 加 快 角膜 诱导 进程 的 机 制 及 加 快 程度 不 同 的 原因 尚未 见报 

Wi, WASH Be CHaconos, 1959; IIomroa ff Kycrapes, 1962; Kymuep, 1963; Kosa 

1964) 认为 ， 类 坏死 变化 是 细胞 内 正常 的 物质 代谢 受到 破坏 的 结果 。 另 外 ， 在 发 生 类 坏死 

变化 时 原来 被 中 性 红 染 色 的 液 泡 系 退 色 ， 而 原来 不 着 色 的 细胞 质 和 细胞 核 被 染 成 红色 ， 这 可 

能 涉及 到 细胞 内 结构 的 变化 (全 opaw，1964)。 因 此 这 一 问题 的 解决 还 需 深 入 进行 细胞 内 代谢 

物质 的 变化 及 超 微 结 构 的 变化 等 方面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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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ANECROSIS CAUSED BY 

VARIOUS FACTORS ON CORNEAL INDUCTION 

(Plate V) 

Wang Ziren Tong Yunxu 

(De 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Epidermis transplants obtained from the back of tadpoles of Bufo raddei with 

hind limb-buds are treated with low concentrations 

water or exposed to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to cause paranecrosis 

of acetic acid and amonia 

and then 

transplanted to the eye-ball of other tadpoles of the same species whose cornea 

is removed beforehand, 

Observational results reveal that paranecrosis will promote and quicke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new cornea through 

rate depending on the inductive factor, In our 

with the quickened 

treated 

induction, 

experiments, transplants 

with low concentration of acetic acid produce the best result, 

FR Sit JB — 90 As AF BR 

Preliminary Reports on an Ovoviviparous Species of Eremias, E. multiocellata 

19834733. 6K, FRE STEER EE A BD TH BRIS 

TAprAN, AUR, PUP (Eremias 

multiocellata) 系 卵 胎生 种 。 为 此 我 们 6 月 一 9 月 

进行 了 间断 采集 和 齐 检 ， 共 获得 标本 20 余 号 ， 报 告 

如 下 : 

形态 描述 ， 成 体 体 长 平均 68.5mm, HEPES 

略 大 于 峻 性 ， 额 镁 之 纵 沟 不 明显 ， 了 眼下 鳞 常 达 唇 

缘 。 前 眶 上 鳞 之 长 大 于 从 它 到 后 类 鳞 之 间 的 距离 ， 

腹面 大 鳞 一 横 排 14 一 18 枚 ， 并 和 斜 向 腹 中 线 排 列 。 股 

窝 13 一 14 对 ， 雄 体 腹面 腊 黄 色 ， 雌 体 污 白色 。 

生境 及 生活 习性 APART ZEEE An BOTH RE 

—ATiaewm as. bE RBA Sit. PE 

及 少量 骆驼 刺 。 蜥 穴 多 在 这 些小 灌木 从 生根 附近 ， 

夏季 晰 穴 深度 一 般 不 超过 200mzma， 草 丛 中 栖 有 蚊 、 

昭 及 一 些小 型 甲虫 。 其 他 动物 如 绿 蝎 尹 、 游 蛇 偶 尔 

可 见 。 麻 蜥 一般 随 日 出 目 落 活动 于 草 AB, Bie 

《当地 时 间 ) 7 时 至 上 晚 19 时 许 。 遇 到 惊扰 迅速 逃 向 

洞 中 。 骨 检 发 现 其 多 以 黑 枸 杞 之 桨 果 为 食 〈6 月 一 

7 月 )， 亦 食 有 一 些 蚊 蝇 及 小 甲虫 。 雄 蜥 较 雌 蜥 行动 

敏捷 。10 月 中 旬 开 始 冬 眠 。 

生殖 习性 FRESCO RN eo A 

旬 ， 产 仔 期 约 在 7 月 下 旬 ， 8 月 中 角 即 可 见 天 量 当 

年 生 幼 蜥 活动 。 共 剖 检 了 6 RMEMEMA CL 22), 

其 中 83624 号 和 83626 号 标本 为 6 A Para, AAG 

和 台 已 到 了 胚 后 发 育 阶 段 ， 从 输 匈 管 外 明显 可 见 。 朋 

体 几 旦 透明 ， 头 顶部 中 央 隆 起 一 约 2mm 的 突出 物 ， 

EB. ORAS, SSS TR, ONAL 

BAL, MAES. SSRN ZERO ETP SA EL, 
7 月 初 所 采 的 83704 和 83708 号 标本 ， 剖 出 的 幻 

体 较 6 月 下 旬 的 更 发 育 ， 甚 色 译 几 与 成 体 同 ， 但 还 

无 刺激 反应 。 

7 月 中 旬 所 采 的 83713 号 标本 ， 齐 出 的 幼体 已 

可 摇头 摆 尾 ， 四 肢 双 动 ， 卵 黄 仅 存 幼体 头 部 天 小 的 



尾 长 ( 残 尾 / FB 胎 情 况 性 
采集 日 期 标本 号 体 长 

Al 再 生 尾 ) RA 上 胚 卵 直径 Pe RASK RAK R 
(4/4) 

83.6.23 83624 iE 61.3 5.7/88.0 1/2e. 11 AOD, | Os6 = 眼 、 四 肢 均 发 育 ， 
鳞片 亦 发 育 。 

83.6.23 83626 WE 63.8 25.7/63.0 172 ELUNE OM AL ORG -一 ee Spat ESB 

83,6.29 83651 We 64.1 52,0/22.1 1/1) 8. 0K 5,0 0.5 一 同上 。 

83.7.2 83704 WE 70.5 107.0/0 O/T S07 OK 12, ORO OL7 = 较 83624 号 标本 之 
胚 更 发 育 。 卵 黄 为 
卵 的 1/4。 

83.7.7 83708 HE 73.0 36.0/54.0 2/2 一 一 64.0 ile ae 

Coe Rarls oHE 6%5 10.1/0,5 0/2914 OK 12.0) 65.0 BREBRIBRM 
卵黄 尚 存 1/5。 

83.7.15 83717 WE 71.0 104,0/0 饲养 中 产 四 仔 ， 存活 一 仔 ， 体重 0.6， 体 全 长 75.0。 

半月 后 死亡 。 

7 月 中 名 还 采 获 83717 号 有 孕 雌 体 ， 室 内 饲养 

投 以 其 生境 中 的 食物 ， 均 被 拒食 之 。8 天 后 产 四 仔 ， 

是 适应 这 种 干旱 寒冷 气候 的 进化 现象 。 这 种 卵 胎生 

现象 对 麻 蜥 属 进化 谱系 及 该 地 区 古 气候 变迁 的 研 

FE, 都 有 一 定 意 义 。 

仅 一 仔 存 活 (未 能 记录 产 仔 情 况 )。 由 死亡 三 仔 看 ， uA 

yi ty AE A Yb el — eR. TE TF i 7B A Je (rae CS SIN AGE Mas ) 
eae Ti Xiaonan 

9 月 下 旬 获 得 的 幼 蜥 标本， 体 长 38.0mm, fe 

长 71.13a 刀 ， 体 尾 长 比 0.54。 此 时 活动 于 穴 外 的 幼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Bayinguoleng Mongol Prefecture, 

蜥 较 成 体 多 。 Xinjiang) 

结果 C1) EATIL, PRR ETA BABAR, i ea 

繁殖 期 约 由 5 月 上 旬 至 7 月 下 旬 ， 产 仔 1 一 4 只 。 因 〈 新 疆 库尔勒 市 二 中 ) 

我 们 的 工作 仅 限 于 库尔勒 市 郊 ， 其 生殖 习性 还 有 待 Lu Wei 

(Second Middle School of 

Kuerle City) 

进一步 探讨 。 

《2) 库尔勒 市 位 于 塔里木 岔 地 之 东 Ab wR 

〈 东 径 86 08 ， 北 纬 41 "45 )。 麻 点 麻 蜥 卵 胎生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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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EK HE BR (Bufo bufo gargarizans Cantor) 

BY AR is 22 BY) a Wa 

了 

(河北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两 栖 类 胚胎 发 育 的 研究 在 动物 朋 胎 学 、 发 育 生物 学 等 学 科 的 研究 中 占有 重要 的 位 置 ， 有 

关 该 类 动物 胚胎 发 育 过 程 的 探索 ， 又 常 视 为 进一步 研究 的 基础 。 本 文 对 中 华 大 蚁 蜂 的 胚胎 发 

育 进行 较 全 面 的 观察 和 研究 ， 积 累 了 一 些 资料 。 

材料 和 方法 

SOS AWA LES GERHHCG) 得 到 的 。 一 部 分 卯 是 蟾 内 在 室内 自然 产 出 的 。 

人 工 授精 : BOREL BER SAHA ria tT Kin 20 CWA, 

放 入 恒温 箱 内 使 卵 受 精 , 然 后 用 207 自来水 洗 2 一 3 次 ,清除 残余 精液 .自然 产 出 的 匈 业 已 受精 ， 

直接 用 207 水 洗 1 一 2 次 即 可 。 

HSA KSA RAO, SSO EF 4 个 培养 下 中 ， 每 亚 放 置 50 一 100 粒 

苑 。 培 养 四 的 直径 12cm， 高 2.9cm, 内 盛 水 约 75m1l。 然 后 放 入 恒 远 箱 内 培养 ,水 温 20 士 0.47 。 

出 膜 前 未 换 水 ， 而 适当 加 水 。 当 胚胎 由 邦 膜 孵 婴 〈 尾 芽 期 ) ， 每 天 部 分 换 水 。 鳃 盖 完 全 念 

合 后 ， 将 同 批 师 时 合并， 换 入 一 直径 为 22czm 的 玻 币 内 继续 培养 ， 并 根据 情况 加 水 或 换 

水 。 

果 昨 四 胶 都 长 出 后 ， 肺 呼吸 取代 鳃 呼吸 ， 这 时 人 缸 水 不 宜 过 深 ， 以 晴 昨 头 部 能 露出 水 面 为 

宜 。 饲 养 峡 时 的 食物 主要 用 委 黄 粉 ， 后 加 一 些 水 草 。 

观察 记录 : 实验 的 目的 是 制定 中 华 大 昌 内 正 常 朋 胎 发 育 全 过 程 的 时 程 表 ， 因 而 着 重 观察 

发 育 过 程 中 各 阶段 胚 体 的 主要 外 部 形态 结构 的 变化 。 观 察 记 录 的 时 间 : 在 鳃 盖 完 全 愈合 之 

前 ， 每 隔 20 分 钟 一 3、4 小 时 一 次 ; 鲁 盖 完全 愈合 以 后 ， 每 天 检查 一 次 ， 两 天 左右 测量 一 次 。 

测量 项 目 ， 未 受精 卵 一 肌肉 感应 期 ， 测 量 全 长 ;心跳 期 一 鳃 盖 完 全 念 合 期 〈 即 疣 状 胶 芽 期 ) 

以 前 ， 测 量 全 长 和 尾 长 ， 竟 状 肢 菠 期 一 变态 完成 ， 测 量 全 长 、 尾 长 、 体 宽 、 尾 宽 〈 包 括 尾 

) 、 后 肢 长 、 后 肢 基 部 宽 、 肛 管 长 、 眼 间距 等 。 方 法 是 每 期 每 盘 任 选 5 个 中 等 大 小 ， 具 该 

发 育 阶 段 典 型 特征 的 个 体 进 行 上 述 项 目的 测量 。 然 后 以 看 到 的 主要 特征 和 测 得 的 数据 为 依 

据 ， 沿 用 王 应 天 胚胎 发 育 早期 和 兰 沈 从 袁 、 森 田 由 美 子 豚 胎 发 育 晚 期 的 分 期 标准 进行 阶段 的 

划分 。 每 阶段 时 间 的 得 来 是 以 同一 严 或 缸 内 总 数 的 50 匈 以 上 个 体 显 示 某 阶段 特征 的 时 刻 ， 作 

本 文 于 1983 年 9 月 22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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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某 一 阶段 的 开始 和 前 一 阶段 的 结束 。 

摄像 是 在 实体 显微镜 下 和 加 短 焦 距 镜头 在 翻拍 装置 下 拍摄 。 从 受精 卵 到 第 三 趾 出 现 期 ， 

摄像 所 用 的 胚 体 是 刚 固定 的 活体 ， 即 在 拍摄 之 前 用 5% 福 尔 马 林 杀 死 。 第 三 趾 出 现 期 后 到 变 

态 完成 的 且 体 则 用 已 浸泡 过 的 标本 。 

绘图 是 将 胚胎 活体 放 在 双 简 解 痢 镜 下 细致 观察 ， 并 参照 拍摄 的 照片 绘制 的 。 

观 4 OR 

EASE WER FEO He 22 BE Be Je RH HE PRD BY BS BR CR op 255s Se 1s 晚 

BO] WU) 2 Ja BY Ac JB SE SY 28 ha eK op 1, Se 2); 全 过 程 共 39 个 期 。 

各 期 的 外 部 形态 特征 如 下 : 

未 受精 卵 期 卵 的 直径 约 2mm， 外 被 内 外 两 层 胶 炸 膜 ， 斜 排 成 四 行 ， 在 管状 胶 质 的 卵 带 

| Ee RSE eA CAG RAPA AL HR 

单位 :小 时 Kim 2040.40 

发 8B W 期 开始 时 龄 〈 由 精 卵 混合 起 ) 阶段 内 时 数 观察 次 数 

1° 未 受精 多 0 0.5 6 

2 受 精 多 0.5 Dor 6 

3 二 细胞 期 3.0 40.062 0.92 6 

4 四 细胞 期 3.920.076 0.87 6 

5 八 细胞 期 4.79 士 0.102 0.89 7 

6 十 关 细 胞 期 5.68 士 0.14 0.87 6 

7 三 十 三 细胞 期 6.55 士 0.154 1.13 7 

8 rise gist 7,680.14 3.75 6 

g 2H Be A 11,430,495 8.22 6 

10 原 肠 早期 19.65 士 0.203 ani 4 

11 原 肠 中 期 21.65 士 0.594 2.63 6 

12 原 肠 晚期 24,280,277 10.56 7 

13 神经 板 期 34.84 士 0.665 3.25 7 

14 AH ZS FE 38.09+0.776 333 

15 纤毛 动作 期 41.42 士 0.703 7.84 5 

16 神经 管 期 49.26 士 0.64 10.0 6 

17 ka 期 59.26 士 0.659 16.17 5 

18 肌肉 感应 期 75.43 士 0.601 12.44 3 

19 心跳 期 87.8741. 274 7.98 4 

20 鳃 血循环 期 95.85-0.775 本 3 6 

21 7 A 期 107,15+1,90 15.65 5 

22 尾 备 循环 期 122.80 士 1.727 10.9 5 

23 Gi ae fa 133,70+0.9464 15,59 4 

24 右 侧 鲁 闭 总 合 期 0935 28.55 3 

25 fits aa 177,840. 7146 6.4( 天 ) 3 

CAR) 

根据 公式 Szr=V/ 3 (x—#)2?/W—n 算出 其 标准 差 



2 期， EB: PE RMRCBufo bufo gargarizans Cantor) Rink RO Me Al 

Ao rn RATEAASEF EMSAM ORE. WRN BARRA SERRE, D. 

植物 极 分 界 不 明显 ， 大 致 是 动物 极 半 球 色 深 而 呈 黑 宰 色 ， 植 物 半 球 颜色 较 浅 而 旦 灰 褐 色 。 久 

产 册 后 ， 胶 膜 即 开始 吸水 膨胀 。 角 的 受精 率 随 产 出 的 时 间 增 多 而 降低 。 

受精 卵 期 ” 精 卵 混合 后 约 30 分 钟 ， 卵 的 动物 极 旋转 朝 上 ， 这 是 卵 已 受精 的 标志 。 受 精 后， 

钊 一 般 都 呈 圆 球形 。 灰 星 月 区 不 明显 ， 多 与 夏 黄 膜 间 略 有 间隙 。 
三 细胞 期 ” 精 钊 混合 后 ， 约 经 3 小 时 开始 第 一 次 卵 裂 ， 沿 卯 轴 经 裂 ,分裂 沟 从 动物 极 开始 ， 
AMER, TRINA RM 2 个 大 小 基本 相等 的 分 裂 球 。 在 分 裂 沟 的 两 仙 有 明显 的 张 

力 线 。 

四 细胞 期 ”大 部 分 是 第 一 次 卵 列 尚未 结束 ， 即 开始 第 二 次 卵 裂 ， 也 是 经 裂 ， 其 分 裂 面 在 动 

物 极 与 第 一 次 分 裂 面相 互 垂 直 。 分 裂 后 的 4 个 分 裂 球 大 小 基本 相等 ， 也 具有 明显 的 张力 线 ， 
在 2 个 分 裂 沟 的 交界 处 呈 凌 形 的 凹 帘 。 

八 细胞 期 ”第 三 次 卵 腊 ， 纬 裂 ， 分 裂 沟 与 赤道 相 平 行 ， 但 偏向 动物 极 。 动 物 极 的 分 裂 球 仅 

占 整 个 豚 体 的 1/3， 即 动物 极 的 4 个 细胞 小 ， 植 物 极 的 4 个 细胞 大 。 这 次 匈 列 也 是 在 第 二 次 卵 

裂 还 未 结束 前 进行 的 。 

十 六 细胞 期 ”第 四 次 卵 腹 ， 经 裂 。 有 2 个 分 裂 面 ， 往 往 不 是 同时 进行 的 。 从 这 一 期 起 动物 

极 羊 球 的 分 裂 明显 地 快 于 植物 半球 ， 细 胞 的 排列 也 往往 不 规则 。 

三 十 二 细胞 期 ”第 五 次 分 裂 ， 纬 裂 。 分 裂 的 顺序 和 分 裂 球 的 排列 都 不 如 前 各 期 整齐 。 动 物 

半球 的 细胞 比 植物 半球 的 多 而 小 ， 形 状 也 不 规则 。 

THe RAR RRR AY, (BARR, BWR. HERS AE 

DREW, DRAMAS BORER SS, AAMAS. 

eR AE), BARES. DORMER RAS, RA Ee 当 的 光 强 度 

下 ， 用 解剖 镜 观 察 方 可 辨认 。 植 物 极 的 分 裂 球 较 大 ， 细 胞 界限 仍 清楚 。 此 期 的 时 间 较 长 。 

原 肠 早期 〈 背 唇 期 ) 在 胚 体 的 植物 极 部 位 出 现 原 口 ， 开 始 为 不 规则 的 横 裂 险 ， 逐 新 发 展 

成 向 下 这 的 浅 沟 ， 沟 的 上 方 为 背 唇 。 语 来 随 着 原 口 的 发 展 ， 植 物 极 的 细胞 逐渐 向 内 卷 入 ， 而 

动物 极 的 表层 细胞 继续 向 下 进行 外 包 。 

原 肠 中 期 〈 侧 唇 期 ) 背 唇 两 侧 的 细胞 也 逐渐 内 卷 而 形成 侧 唇 。 侧 展期 的 原 口 形状 呈 尘 圆 
形 或 马蹄 形 。 

原 肠 晚期 〈 腹 唇 期 ) ORB HSA. ANNO SAE, Ropes. Hl 

形成 的 原 口 较 大 ， 直 径 约 1zm 征 ， 后 来 逐渐 变 小 ， 末 了 被 细小 的 卵黄 栓 所 堵塞 。 

神经 板 期 ” 胚 体 背面 变 平 ， 色 较 浅 ， 逐 渐 形 成 一 前 宽 后 窗 马 蹄 形 的 神经 板 ， 其 狭 罕 部 分 最 

后 与 由 触 黄 栓 缩 小 变 成 的 纵向 裂 颖 状 原 口 相连 。 胚 体 沿 前 后 轴 方 向 略 有 变化 ， 但 尚 无 明显 地 

伸 长 。 进 入 神经 板 期 后 ， 管 状 胶 质 的 卵 带 渐 渐变 稀 ， 大 多 数 豚 体 已 从 外 层 胶 粘膜 脱出 ， 但 仍 

FEAR BOR PY SN tir FES 

ABH ” HARMACHA LABERHAAs 中间 四 陷 部 分 呈 沟 状 ， 为 神经 沟 。 胚 体 

前 端 两 侧 可 见 略为 隆起 的 感觉 板 原 基 。 

纤毛 动作 期 ”左右 两 侧 的 神经 裤 向 中 央 靠 拢 ， 但 前 后 两 端的 裙 仍 相距 较 远 ， 因 而 神经 沟 仍 

BAK. EM SHAE wWEKMSEY, €K42.3mm,. KESWRASRIK, 在 

Hale? TSAR Ses, HERA -TAAAERH Sh hLenaz 
前 已 可 见 到 胚 体 在 膜 内 旋转 ， 但 不 如 此 期 的 明显 ) 。 鳃 板 原 基 已 开始 分 化 。 

神经 管 期 ”神经 禄 从 中 间 向 前 、 后 逐渐 您 合 ， 形 成 神经 管 ， 但 胚 体 前 后 仍 保留 有 神经 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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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感觉 板 原 基 的 腹面 向 内 生长 相互 连接 而 成 盾 形 感觉 板 ， 其 后 为 明显 的 鳃 板 ， 吸 盘 原 基 也 已 

分 化 出 来 。 头 的 两 侧 各 有 一 突出 物 ， 为 眼 泡 。 这 时 胚 体 的 全 长 约 2.5mm。 

EW 胚 体 后 端 有 明显 尾 芽 向 上 普 起 或 平 伸 ， 尾 下 面 有 一 向 内 的 弯曲 与 腹部 分 界 。 鳃 

后 上 方 的 前 骨 突 起 已 显 出 。 这 期 绝 大 部 分 肥 体 已 从 卯 膜 内 孵化 出 来 ， 以 吸盘 吸附 于 残存 的 胶 

质 的 匈 侧 上 。 胚 体 全 长 约 3.2mme。 

肌肉 感应 期 | RRR KR, HINER. AAT RAB, By BRE 

半 环 形 的 收缩 扭曲 。 眼 原 基 已 很 突出 ， 外 鳃 分 化 明显 ， 口 略 呈 窝 陷 状 ， 嗅 窝 也 清晰 可 见 。 全 
长 4.75mm。 

心跳 期 ”外 鲁 形 成 ?对 小 突起 状 的 鳃 芽 。 由 于 体 色 深 ， 体 壁 较 厚 ， 从 外 部 看 不 到 心脏 搏动 ， 

但 轻 轻 据 开 腹 侧 体 壁 ， 露 出 心 胜 ， 就 可 看 到 心脏 的 跳动 。 全 长 5.5 一 6mm， 尾 长 约 占 全 长 的 

1/2, 

鳃 血循环 期 ”两 对 外 鲁 出 现 短 指 状 分 枝 ， 其 分 枝 的 游离 端 色素 少 ， 接 近 半 透明 状 ， 在 解剖 

镜 下 可 看 到 类 似 银白 色 的 血球 在 鳃 内 作 间 区 性 的 脉冲 流动 ， 鳃 血循环 明显 。 当 胚 体 受 到 刺激 

时 ， 即 可 作 短 距离 的 游泳 ， 然 后 侧 卧 亚 底 ， 不 能 立即 恢复 平 衔 状态 。 尾 部 肌 节 较 明 显 ， 口 窝 

加 深 。 全 长 6.2 一 6.5mm， 尾 长 2.4mm。 

开口 期 HR GT RO RSA, ORAM ORR. SRR RA, HHI ORS 

MRR BAK. BURRS “AY SIMA. 2K7.5—8mm, BK 2.8—3mm, 

尾 血循环 期 ”尾部 〈 包 括 尾 鳍 ) 的 颜色 仍 较 深 ， 在 解剖 镜 下 未 看 到 尾 的 血循环 。 腹 部 明显 

加 宽 、 缩 得 ， 卵 黄 块 在 左 腰 部 出 现 折 痕 。 由 腹面 可 见 在 2 对 外 鳃 的 掩护 内 又 出 现 一 些 鳃 丝 。 

口 吸 盘 开 始 萎 缩 ， 口 部 有 展 的 分 化 。 些 期 胚 体 可 作 较 长 距离 的 游泳 ， 并 能 保持 身体 平衡 。 全 

长 9 一 9.5mm， 尾 长 5 一 5.3mm， 尾 长 约 等 于 或 大 于 体 长 。 

SPH OOM (SSH) 的 表皮 细胞 增多 ， 细 胞 的 层次 也 增加 ， 并 向 腹面 延 

ARIZ DORR, JMS AD BSE, UC EUS WIT ee. HAAR Bi eee, 

MRA, ORM (NOAA HOES, ONAAAR (CLAHKARE) 发 生 。 

眼 的 角膜 稍 显 透明 ， 可 看 到 黑色 的 眼球 。 晴 时 能 自由 游泳 。 全 长 为 9 一 10mm， 尾 长 5 一 5.5 

mm, 

Angee} “” 右 侧 鳃 盖 裙 将 鳃 丝 全 部 包围 ， 其 游离 缘 与 腹壁 皮肤 愈合 ， 但 堪 侧 的 鲁 丝 

Via bee. SK1II—11.5mm, &kK6—7mm, 

鳃 盖 完 全 愈合 期 左边 的 鲁 盖 禄 也 完全 将 鲁 丝 遮盖 ， 仅 在 体 左 侧 留 下 一 出 水 孔 与 外 界 相 

通 。 口 吸盘 明显 退化 ， 角 质 板 上 的 格 状 天 更 多 更 密 。 肛 管 打通 ， 有 关 便 排出 。 后 肢 芽 呈 疣 状 

突起 ， 因 而 此 期 又 可 列 为 疣 状 肢 芽 期 。 全 长 12 一 14.5mm， 尾 长 7 一 8.9mm， 后 肢 长 0.4 一 

0.6mm， 后 及 基部 宽 约 0.8mm。 

以 上 各 期 的 发 育 时 程 表 见 表 1 。 

圆 锤 状 肢 芽 期 ” 角质 此 发 育 完 成 。 上 唇 二 列 ， 第 一 列 完 整 ， 第 二 列 中 断 左 右 各 成 一 行 ; 下 

展 三 列 都 完整 其 唇齿 式 为 :1 一 1/ 焉 。 后 胶 长 约 等 于 其 基部 宽 ， 形 似 圆 锤 状 。 眼 位 于 头 的 

背面 。 全 长 14 一 17mm， 尾 长 8 一 9.6amim， 后 肢 长 0.8 一 lmm， 后 肢 基 部 宽 0.7—0.8mm, HR 

A) HR2j1.2mm, ALSK1—1.2mm, 

膝 状 关节 肢 芽 期 ”后 肢 芽 略为 伟 长 ， 在 膝 关 节 部 位 微微 弯曲 ， 后 胶 的 长 度 大 于 其 基部 宽 。 

416.4—20mm, /£K8.5—12mm, JaikK0.9—1.3mm, xe 0.7—0.8mm, FRA 

距 约 1.2mm， 肛 管 长 1 一 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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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 师 时 在 此 期 之 后 的 发 育 中 ， 如 后 肢 基 部 宽 、 眼 间距 和 肛 管 长 等 项 目的 长 度 变 化 

不 大 ， 即 不 再 列 出 所 测 得 的 数据 ) 。 

匙 状 肢 芽 期 后肢 芽 的 游 离 端 形成 扇 平 的 中 板 ， 后 肢 的 长 度 约 为 其 基部 宽 的 二 倍 《或 接近 

二 倍 ) . &KRIG.5—22mm, #2K9.2—13mm, Jakk¥kK1—2mm, 

第 4、5 趾 出 现 期 89 ERAS. ABER 4, OBL WRIA, ON BR eA 

BR SkKl9o—24mm, BK9.5—14.5mm, Jah K1.2—2.3mm, 

第 3 趾 出 现 期 89-2, SHEA e AA AE BA. 4 e21—25mm, Jefe 11—15 
mm, Jahy4<1.2—2.5mm, 

第 1、2 趾 出 现 期 =| EMR ARR, OEE ACRE RR, BE KSI KARR. 

部 和 中 部 三 个 部 分 。 全 长 23 一 26.2mm， 尾 长 12.8 一 17mm， 后 肢 长 1.3 一 2.6mm， 眼 间距 2 

一 2.6immo。 

跟前 趾 出 现 期 距 前 趾 突 起 出 现 ,后 肢 的 5 趾 中 第 4 趾 最 长 ,大 腿 部 较 粗 壮 。 全 长 24 一 27 茵 耳 ， 

2K13.5—17mm, Jakke k3—4mm, Jae BeAlmm, Ria) FR2—2.6mm, 

肛 管 退化 初期 | ALS EAB ew R, BSED SERRA. BLISTER. AR 

ee HA. 4 4e24—29mm, 2 K13.2—17.5mm, JaikK4—6.3mm, Ja fk BS RF 1—1.2 

mm, HR/e|#22.3—2.7mm, 

肛 管 退化 后 期 ” 肛 管 继续 退化 变 细 ， 其 长 一 般 小 于 0.8mm。 全 长 23.6 一 29.5mm， 尾 长 14 

—18.5mm, JaikK6—6.5mm, Jahkxt eh e1—1.imm, Ria) #R2.3—2.8mm, IL@K0.5— 

0.8mm, 

肛 管 消失 期 肛 管 消失 ， 从 腹面 可 辨认 出 肛门 。 口 部 角质 此 开始 脱落 。 右 前 胶 的 肘 部 在 内 

能 将 皮肤 项 起 ， 大 部 分 可 透 过 皮肤 看 到 前 胶 雏 形 。 出 水 孔 封 闭 。 全 长 23.2 一 29.5mm， 尾 长 

13.2 一 18mam， 后 肢 长 5.2 一 7m， 后 肢 基 部 宽 1 一 1.3 姻 刀 ， 眼 间距 2.5 一 2.8mm。 

尾 退 化 初期 BA Reet, ieee. MEMRAM RETR ORK 

PS ARCHED . KXNHOMAAAE SBE, MO ELM RAMBO R 

Feo BU MRM RSA aL, ES, BPR. ME He ee kA 

Fe. SK23—27mm, /BK12—16mm, Jaik¥Ks—omm, [RiS|7R2.4—2.3mm, 

尾 退 化 中 期 ” 尾 的 长 度 一 般 短 于 后 胶 。 口 器 新 成 成 体型 ， 口 裂 达到 眼 的 前 缘 。 眼 球 突 出 明 

显 ， 开 始 出 现 瞬 膜 。 尾 背面 发 黑 ， 鳍 较 狭 塞 ， 靠 近 躯 和 干 的 鳍 消失 ， 尾 显得 粗 短 。 前 肢 出 现 的 

痕迹 堵塞 ， 在 愈合 部 残留 锌 裤 。 耳 后 腺 隆起 较 明 显 。 全 长 18 一 20.5mm， 尾 长 9 一 10mm， 后 

胶 长 9.5 一 10mm， 眼 间距 2.5 一 2.8mm。 

尾 退 化 后 期 ” 尾 成 小 突起 状 ， 从 腹面 看 不 到 ， 口 裂 渐 大 ， 达 到 眼 的 中 央 或 2/3 处 ， 躯 于 近 

似 成 体型 。 眼 侧 位 。 全 长 11.5 一 12.5mm， 尾 长 0.3 一 0.8mm， 眼 间距 2.4 一 2.9mm。 

变态 完成 期 即 幼 蟾 期 。 尾 全 凌 缩 ， 从 背面 能 辨认 肛门 。 口 裂 达 眼 的 后 端 ， 耳 后 腺 明显 可 

辩 ， 但 鼓膜 仍 不 明显 。 体 型 与 成 体 同 。 营 两 栖 生 活 。 体 长 10 一 11.5mzm， 后 胶 长 10—11mm, 

眼 间 距 2.6 一 3mm。 

发 育 晚 期 时 程 表 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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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46 HE he AR AG BY Ac Be FO AS AS BE AL 

Ha 46 ifs ie RAB Ae BS ES A ACA BAS EE RTC AE KAT, BAAD 

AAEM SRR BM eGRAw. RAHA Rana brevipoda porosak Ai 

期 的 分 期 标准 来 划分 。 但 作为 一 个 种 ， 自 有 其 独特 之 处 ， 如 ; 

1. PEAKS PPR HAAR WACA— ARETE 3, AAP TON, be SS 

Is IPAS Boe EA, FEQOC 恒温 下 ， 它 的 早期 发 育 总 时 数 平均 为 177 小 时 左右 ， 发 育 的 全 过 程 平 

均 为 45 天 ， 比 黑 斑 蛙 早期 发 育 202 小 时 、 花 背 蝎 内 185 小 时 及 Ranra brevipoda porosak Be 

过 程 79 天 都 要 人 快 。 

A 2 AE RSE HE AE AG A EMT AE 

a clei 2 KiB: 2040.4 Fel18C~23.5C 

发 育 时 期 F ja By w* 阶段 内 时 期 观察 次 数 

26 圆 锤 状 胶 芽 期 13), Wise 0, 2467 4.5 4 

OT 膝 状 关节 胶 薄 期 18.250.4787 5.08 4 

28 ree LK Fe oe HA 23.330. 6667 2.34 3 

29 第 4.5 趾 出 现 期 25.67 士 0.8819 2.0 3 

30 第 3 趾 出 现 期 27.6740.8819 2535 3 

31 第 1.、2 趾 出 现 期 30.00+1,540 2.67 3 

32 PEP Ry BLE HR SoH 32.6741.4530 2.0 3 

33 肛 管 退化 初期 34.67 士 1.7620 2.0 3 

34 肛 管 退化 后 期 36.67 填 0.8819 1.58 3 

35 肛 管 消失 期 38,250.75 1.25 4 

36 尾 退 化 初期 39.50 士 0.6455 1,25 4 

37 218 (47H A 40.75 十 0.4787 1.25 4 

38 尾 退 化 后 期 42.00 士 1.08 8.33 4 

39 变态 完成 期 45.33 二 0.8819 3 

根据 公式 5 去 二 A/ 瑟 (X 一 元 )2]12 一 算出 其 标准 差 

* 开始 时 龄 指 精 孵 混合 后 发 育 至 菜 时 期 所 需 的 时 数 或 天 数 。 

2. BAS. MAR, PRBEAYHZZHBE FF ER SAD, DIR AA 

明显 ， 灰 色 星 月 看 不 见 。 当 胚 体 进入 尾 血 循环 期 ， 反 映 该 阶段 的 其 他 特征 均 明 显 ， 只 不 见 尾 

血 流 动 。 直 到 鲁 盖 衬 期 之 后 ， 表 皮 和 逐渐 透明 才能 看 到 血 的 流动 。 色 素 多 而 深 ， 常 与 吸 热 较 多 

有 关 ， 是 有 利于 发 育 加 速 的 。 

3. 体形 变化 较 晚 ”从 未 受精 卵 到 神经 先期 都 测量 过 ， 均 未 见 体形 大 小 发 生变 化 ， 到 

纤毛 动作 期 才 略 显 增长 且 呈 豆 形 ， 这 与 化 背 昌 蜂 很 相似 。 
4. 钙化 早 ”， 胚 体 大 多 数 在 尾 芽 期 脱 膜 ， 尚 有 少数 在 神经 管 期 就 脱 膜 的 。 旬 带 变 稀 开 

始 于 神经 板 期 ， 这 和 孵化 早 可 能 有 关 ， 但 尚 需 进 一 步 探索 。 

Ca Ane ou 



中 华 大 蟾 易 的 发 育 速 度 在 适 温 范 围 内 与 温度 成 正 相 关 ， 可 由 不 同 温度 条 件 下 的 培养 观察 
来 证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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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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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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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肌 内 感应 期 
4.75X10 

21 Fier, a 

8X7 

24, % (i) 88 2 at SHA 
11.5X5.1 

27.。 膝 状 关节 肢 茸 期 

16.4X4 

30, BSS IIA 

DiS <e 

Wi Me fT hy S ik 

19,0 BE 期 

5.5X8 
22. Ate HR FA 

9X6 
25. 纸 盖 完 全 您 合 期 
( 疣 状 肢 芽 期 )12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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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X4 

3 卷 

10*5.6 

26, Bl AK AK FFA 
16X4 

29,30, 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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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SBE SLA 32. 42 Ay SE sh LFA 33. 肛 管 退 化 初期 

23X3 24X2.8 24X2.8 

34. 肛 管 退化 后 期 35. 肛 管 消失 期 36. 尾 退化 初期 

23.6X2.8 BRIE OSA os) Dacre oe 

37. 尾 退化 中 期 38. 尾 还 化 后 期 ， 39. 变 态 完成 期 

18X2.7 11.5 久 2.7 10X3.3 

Zw oe), 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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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BUFO BUFO GARGARIZANS CANTOR 

Wang Chang Jia Xingzhen Li Yan Wang Yan 

(De partment of Biolog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toad, 

Bufo bufo gargarizans, which is abundant in Hebei provinc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takes about 45 days and 

is divided into 39 stages, In our experiments, the water temperature was  con- 

trolled at 20+0.4C in the early stage,from fertilization to operculum formation, 

which consists of 25 stages and takes 7.4 days, and at 20+0.4C and 18—23.5C 

in the late stage, after operculum formation to metamorphosis comple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14 stages and takes 37.6 days, After operculum formation the 

tadpoles were fed chiefly on yolk, as well as some water plants, A timetable 

for normal development and descriptions of external features are also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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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 鳄 的 人 工 繁 殖 

Bp BE He HA 

《安徽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扬子 铝 繁 殖 研 究 中 心 ) 

扬子 名 (411igator sinrensis) 是 一 种 十 老 的 朴 行 动物 ， 分 布 于 我 国 长 江 流 域 的 中 下 游 。 最 

近 调 查 ， 目 前 仅 分 布 于 安徽 省 皖南 部 分 地 区 ， 以 及 和 包 南 交界 属 浙 江 省 少数 地 区 ， 数 量 极为 

稀少 ， 现 存 野 生动 物 约 500 条 左右 。 学 术 上 上 和 经 济 上 都 具有 一 定 意 义 ， 得 到 国内 外 生物 学 者 

的 重视 。1973 年 联合 国 将 它 列 为 世界 保护 和 禁 运 动物 ， 又 因 它 是 我 国 特产 ， 我 国政 府 将 其 列 

为 国家 第 一 类 保护 动物 。 

为 了 能 迅速 恢复 和 发 展 扬子 龟 的 种 群 ， 中 央 林 业 部 和 安徽 省 政府 ， 在 皖南 宣 城 县 成 立 了 

扬子 馈 系 殖 研 究 中 心 ， 对 它 进行 了 羊 自然 状态 下 的 饲养 和 人 工 繁殖 研究 工作 。 本 文 是 扬子 鳃 

繁殖 研究 中 心 的 工作 初步 小 结 ， 供 参考 。 

有 关 繁 殖 的 生态 资料 

HPN wae, PERRI, KE. BW, LARA, BAB 
ERM, AUAS ERR, SAHA. RR, ADHD. H-AKILE REE 
i, LRARAEKBL. SACHEM, AURARRS, HHERRORER, & 
通 方便 ， 人 口 稠 密 。 目 前 扬子 乌 主 要 分 布 于 第 一 个 类 型 ， 在 其 栖息 地 内 均 建 有 复杂 的 洞穴 系 
统 。 雄 乌 常 独 栖 一 洞穴 ， 独 霸 一 塘 ， 肉 乌 除 少量 后 代 与 其 同居 外 ， 亦 不 喜 群 居 ， 但 在 一 个 塘 
内 可 以 有 多 座 唆 乌 洞穴， 因此 有 时 可 见 到 较 多 的 鳞 ， 但 不 成 群 戏 游 。 

扬子 鲍 的 活动 , 受 环境 温度 的 制约 极为 明显 ,温度 是 影响 它 的 季节 和 昼夜 周期 活动 最 主要 
的 因子 之 一 ， 每 年 10 月 下 旬 进 入 洞穴 冬 眠 ， 到 次 年 四 月 中 名 或 5 月 上 名 出 来 活动 。 入 眼 深 浅 
随 温度 的 高 低 而 变化 ， 一 般 12 月 到 次 年 2 月 入 眠 较 深 ， 其 余 时 间 处 于 半 苏 醒 状 态 ， 入 眠 期 虽 
不 吃食 物 ， 但 需 饮 水 ， 此 时 也 是 生殖 腺 迅速 发 育 的 时 期 。 越 冬 好 坏 直 接 影 响 它 的 正常 繁殖 。 
气温 较 低 时 多 在 自 天 活动 ， 盛 夏 主要 在 夜间 活动 。 

每 年 6 A, AR REMT BIGESS RM, mk) WORRY, TOMBS: 呼 ! 应 之 ， 这 种 

叫 声 标志 着 繁殖 期 的 到 来 。 此 时 雌雄 均 很 活跃 ， 雄 乌 常 离开 它 的 栖息 地 ， 疏 向 唑 乌 居住 的 塘 
中 。 交 配 多 于 夜间 在 水 中 进行 ， 交 配 前 常 在 水 面 狂 游 不 息 ， 互 相 戏 游 ， 以 吻 部 轻 推 黑 性 的 头 
il, BRACE, RSA, SKE. ZEA PRAM. EE 
Sl0—25 RAM, MER, ALU VAR, BRAD. WEBS 
FMR, 4-813 RUSE. MSAFRAWS, WHR, RH. (ve 
择 位 置 与 当年 气候 条 件 和 种 群 内 性 比 状况 有 密切 联系 。 梨 材 主要 利用 周围 的 杂 草 、 枝 叶 等 堆 
集成 宝塔 形 ， 其 天 小 与 梨 周 杂 草 的 生长 情况 和 卵 数 的 多 少 有 关 ， 一 般 杂 草 丰 盛 、 产 卯 数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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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 表现 ， 此 时 可 见 到 它 的 阵 发 性 的 深呼吸 ， 两 后 肢 将 身体 后 部 略为 抬 高 ， 尾 根部 抬 起 ， 尾 

端 撑 地 ， 腹 部 出 现 由 前 而 后 强 有 力 的 收缩 波 ， 卵 随即 产 下 。 包 卵 较 大 、 长 椭圆 形 、 硬 壳 、 色 

和 白 ， 两 端 差 别 不 显著 ， 测 量 178 枚 卵 ， 平 均 重 42.1 士 4.5 克 (30 一 48.5 克 )， 宽 35 士 1.6 毫 米 

(31.5 一 38.8 毫 米 )， 长 59.7 十 3.1 毫 米 (52.9 一 66 毫 米 )。 产 下 的 卵 相 互 重 迭 ， 产 完 卵 后 ， 休 

息 10 一 20 分 钟 ， 再 在 卵 上 复 盖 厚 约 30 多 厘米 的 杂 草 , 略 加 修 莫 ,离开 窝 梨 到 水 中 。 鳄 卵 靠 阳 光 

和 人 梨 材 腐烂 产生 的 热量 自然 多 化 ,杀人 馈 虽 不 黎 卵 ,但 具 护 卵 习 性 ， 不 同 旬 护 卵 行为 强 弱 表 现 很 

Ati, Sea, BAKER ZAREK, BHM HEBER 

伏 于 混 上 护 卵 ， 遇 入 侵 之 敌 ， 常 奋起 护卫 。 久 旱 不 雨 ， 它 利用 到 塘 中 沾 湿 身 体 ， 带 着 少量 水 

滴 ， 在 梨 上 怜 ， 使 梨 潮湿 ， 一 天 有 时 可 上 下 数 次 ， 十 天 梨 顶 积 有 少量 雨水 ， 它 靠 在 巢 上 疏 动 

把 积 水 弄 干 。 我 们 曾 在 野外 观察 鲍 卵 黎 化 情况 ， 发 现 艇 化 初期 , 母 名 到 梨 窝 活动 频繁 ， 约 3 一 

4 星期 后 就 不 大 再 到 窝 梨 了 。 为 了 防止 幼 乌 孵 出 后 爬 入 塘 中 ， 故 在 梨 周 用 竹 稍 Bie, TE 

外 再 围 以 铁丝 网 ， 旷 化 中 期 鲁 从 不 进入 铁丝 网 ， 但 当 小 铝 在 壳 内 发 出 叫 声 ， 母 名 不 顾 一 切 疏 

入 铁丝 网 ， 无 法 出 来 、 被 捕 。 可 见 护 卵 行为 在 旷 化 早期 和 后 期 表现 特别 强烈 而 孵化 中 期 ， 

母 乌 忙于 捕食 长 肥 ， 一 般 不 护 卵 ， 此 习性 和 蜜 河 乌 相似 。 

初 旷 出 的 幼 乌 以 小 虾 、 小 鱼 、 甲 帝 类 、 水 生 昆 虫 及 幼虫 等 为 食 ， 成 鲍 主 要 以 软体 动物 ， 

鱼 类 和 其 他 能 捕 得 的 并 椎 动物 为 食 。 

AF Hs NAY A LIL 

鲁 卵 与 鸟 类 的 不 同 ， 有 蛋白 很 粘 稠 ， 蛋 黄 的 两 端 缺 系 带 ， 因 此 人 工钱 化 不 能 采用 孵化 家 禽 

的 办 法 ， 经 多 次 实验 ， 卵 黎 化 的 成 败 与 四 个 因素 有 密切 关系 。 

1. BRON. AMAA LICE APSR UR. BUSPAR SS OEP OP AN ALA aa Fe 

Ris Tt FEB RMA, HTRMBARRENAR, SHPO, BABS BH DR 

向 上 ， 因 此 取 卯 时 应 注意 自然 位 置 ， 特 别 上 下 别 翻转 ， 倘 若 动 物 极 朝 下 ， 早 期 胚胎 在 蛋黄 的 

压迫 下 发 育 极 其 不 利 。 我 们 以 两 窝 野 生 卵 ， 按 其 自然 位 置 取 回 孵化 ， 和 13 窜 由 社员 送 来 的 野 

生 匈 随机 安放 孵化 ， 其 中 有 些 可 辨认 上 下 ， 则 接 自 然 位 置 孵化 。 结 果 ， 前 者 黎 化 率 要 较 后 者 

高 9.2 匈 ， 此 结果 说 明 卵 的 自然 位 置 对 孵化 率 有 影响 。 如 取 卵 时 把 卵 的 位 置 上 下 翻 乱 了 ， 初 

产 的 卵 可 根据 壳 上 的 自 色 带 辨 别 上 下 ， 有 和 白色 带 或 白色 带 较 宽 部 分 黎 化 时 应 朝 上 ， 另 一 侧 朝 

下 。 

2, 温度， 自然界 的 鲜 卵 是 高 温 期 天 然 且 化 的 ， 且 卵 是 产 于 直径 约 0.5 米 、 高 度 约 0.7 米 

的 园 锥 形 草 堆 里 钱 化 ， 钱 化 期 间 草 堆 腐烂 产生 热量 ， 因 此 孵化 温度 较 高 且 较 恒定 ， 例 如 曾 测 
一 利 ， 气 温 为 25.27 时 梨 温 为 29.6C ， 当 气温 上 升 至 32.8Y 时 梨 温 为 31.1C 。1981 年 在 室内 

罗 化 156 个 卯 ， 钱 化 温度 未 加 任何 控制 ， 整 个 生化 过 程 ， 温 度 波动 于 21.27 一 35.1C， 结 果 
生出 29 条 ， 钱 化 率 约 18.6 匈 。1982 年 在 室内 师 化 225 个 卯 ， 孵 化 温度 控 il E28 C—35 CT 范围 

内 ， 大 部 分 时 间 波 动 于 30 一 33C ， 结 果 孵 出 143 条 幼 鲁 ， 孵 化 率 263.6%, bb19814E HF (Ls 
提高 了 45 匈 。 较 高 的 旷 化 温度 缩短 孵 化 时 间 ， 孵 出 的 幼 乌 身体 强壮 ， 如 1982 年 平均 艇 出 天 数 

A634, WSS AaB, M1981 AERA RA ATO+OR, TRH AS 8s 5g. 

3. EE: SUONRAAS DIL, KOFRED DLE AEH. CENFRENREP 

钱 化 ， 水 分 燕 发 也 较 快 ， 这 就 要 求 有 较 高 的 外 界 环境 湿度 ， 以 保证 胚胎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所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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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钱 化 过 程 中 ， 没 有 经 常 喷 水 ， 湿 度 不 够 ， 卵 内 水 分 蒜 发 剧烈 ， 结 果 干 枯 而 死亡 ， 另 一 些 匈 

BBR, TRARE, LNB, ATRAME, AREA LIK, RE 

近 盆 底 的 卵 ， 浸 泡 在 水 中 而 死亡 〈 现 改 用 竹编 县 化 器 ) 。 因 此 人 工钱 化 应 注意 高 湿度， 但 切 

JS TE UB zi ZETK A 

4, BIN, Bees PAIN SA, SNA SRR, (BBR E, SN ALAS Be 

7B RZ, BABA ABET, TKS KHER A ZEB 5c Ze I, BE SEDR 

ENDL, RHPA ILE, WESABE RARZASM, (HB, Ses 

SMA, Mi eaTH WA, WN AREA, HR, WRU EECA HH 

SAE NA. EO UMS EUS seA Mies Ae, WHER AVUT, “ae Slabs 

AA Ke 

幼 8S fel OR 

4b 8S MRR oe SI se HO Ze AKL a1) RAN, —PA/NN REE: HN, BBR 

2—3 7 5s » WH Fe) HES 13428, FPR H29.94+2. 195 R/O. 9, KI2.6Hs 平 

表 1 1982445 k ALK 

BSN eas JAB SS BIS AG Hy EY DRI 

RS WE ?小 时 2-5 5—10 10—24 2148 48—72 T/A 
数 妆 以 内 小 时 小 时 小 时 小 时 小 时 以 上 

1 25m, 4, eo eee 3 5 3 7 

2 UG vim. 2 olla OV Tae! 1 2 4 3 

3 Oe A AL OTe cGy el A 2 1 2 2 

4 本 9 3 四 1 1 

5 20 re sale) 1 1 1 7 

6 ee / | AONE 2 2 5 . 

t 24 ee Lee oval Bille 1 2 1 1 7 

8 14 4 10 9 月 6 4H 2 2 3 1 2 

9 1 2 16 9 月 18 目 1 2 3 6 4 

10 2 9 Bo see DniG El il 1 3 6 2 

11 16 2 14 95198 6 3 2 3 

12 16 16 9228 2 4 2 2 4 2 

全 25 HG oul 17 Wa eye AU 

Be % 和 

均 体 长 20.7 士 0.89 厘 米 ， 其 中 最 长 22.3 厘 米 ， 最 短 18.5 厘 米 ， 脐 部 留 有 长 约 1.8 一 2.5 厘 米 长 

的 裂 竹 ， 内 为 未 消耗 完 的 卵黄 ， 因 此 初出 壳 6 一 8 天 可 不 喂食 ， 但 应 放 在 饲养 箱 内 饲养 。 饲 养 

i BIKER AA VE Be aeRO RG Hh, FRSA ao. ERASE HOES, ALE 

(LAE as, BURT —8K, AWNASATHE, KNIT AMARA, PHS, ME 

会 捕食 后 ， 在 饲养 箱 水 区 内 放 入 活 小 钱 鱼 Oryzias /aiipes 或 其 他 小 鱼 ， 也 可 在 旱 区 用 小 碟 盛 

eA, ARS NER ie. 

42S thse tA, RARE, SRMZEIK, WN, aS AMMAR IOC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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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 鳄 又 可 大 量 索 食 ， 迅 速 长 肥 。 应 经 常 让 雏 铝 在 室外 呆 太 阳 ， 俊 体 重 达 40 克 以 上 ， Ai) 可 移入 

越冬 。 雏 鳄 越冬 ， 可 在 地 下 建 一 小 越冬 室 ， 室 内 温度 保持 在 10C 左右 ， 湿 度 保持 80 匈 左右 。 

Sf fi ae), FETS EL WS he SH A RK IKAS, 19822 EH aig 12 A 21 Eee 

温 让 它 入 眠 ， 和 入眠 后 很 快 处 于 昏迷 状态 ， 持 续 到 1983 年 2 月 上 旬 。2 月 12 日 首次 发 现 小 甸 在 越 

RS HESE, Za HAAK HY BW iS HEE, seen PASSE HE CEE Mis a ke Mig Eb Fe 

A, (AMAA. 2A, RPMs ems WARE, Jak SS 内 壁 滴 下 之 水 

i CARR aS QR KIC THE) , FREMLEWABK, -—HBIME, i Bw 

水 。 

人 工 饲 养 下 雏 鳄 的 生长 

随机 取 人 工钱 出 的 雏 鳄 30 条 ， 和 在 野外 自然 用 出 的 雏 乌 5 条 ， 此 系 繁 殖 研 究 中 心 饲 养 的 

鳄 于 1983 年 产 出 的 卵 分 别 在 不 同 条 件 下 钱 册 的。 另 取 由 墅 生 鲍 1983 年 产 出 的 卵 ， 但 经 人 工 贱 

出 的 雏 鲁 30 条 做 实验 ， 饲 养 条 件 和 饲料 相似 ， AEBS HEAR IZ 2 。 

Ca A Pl ee EK HR OR 

Salar SOBA LAG Ba BS n=30 Pele BS OE SF SEE HH AY SS — 5 SPS A TIP MARS n= 30 
SCENES ETA KORO 

aq 期 平均 体重 最 小 最 大 目 期 平均 体重 最 小 最 大 日 期 平均 体重 《最 小 最 大 

日 /月 (sm) G) G) B/A CH) Gs) G) B/A (#) (st) (Gz) 

9/9"... 2886262262, 20.6, 33.1 

15/9 30 O3aeas18 Q2dy 345 9 Bievael 24) 30) 83.5 15/SER res! 47 QA 

T/L Wa oe8erte 2. Vl 28y) ae 6/1032) Dade 03 Me all 33.5 17/10) a2 2.68. oa am 

S11 08 SERA Q CLS] WAR eBid eB tate Sieiy Ail a 5 31/10metey =E2.TL. 2 ee 

S/n SOB SER 2 Sl yee ay LB Mol se Beate DoS a) AB bs 13/4 Lembo 3.12.29) a 

OTD iA stele? 390 hb OO GMa fag mene 2/\ 2 Towel 3 287". al ese 

注 有 # 号 者 表示 实验 铸 钱 出 的 目 期 

由 上 表 可 以 看 出 饲养 龟 产 出 的 卵 ， 用 人 工 孵 化 出 的 雏 鲁 的 生长 ， 和 野生 乌 卵 用 人 工钱 化 

出 的 雏 角 的 生长 ， 饲 养 到 12 月 2 日 入 眠 ， 其 生长 率 基本 相似 ， 将 12 月 2 日 两 组 雏 乌 的 体重 用 上 

值 检 验 ， 二 0.721<<jh.os58 一 2.000， 两 组 生长 差异 不 显著 。 若 以 饲养 旬 产 出 的 卯 人 工钱 化 和 

Ze EPO) BA Sh SETI, AWS, SOBRE Re, (BAT 

{Ei teder, T=0.13<ty.9533=2.034, MAB RAR DS. HFSS AILS AiR, EH 

HY ts Scie aD, HozeakistykRall—-B, ABER MES MAL IF Lee ae 

别 ， 有 待 进 一 步 研究 。 

饲养 成 鳄 的 繁殖 

1979 年 开始 建 场 ， 从 野外 捕获 9 条 成 甸 ， 饲 养 于 用 片 石和 水 泥 建 成 的 水 池 内 。1980 年 解 
襄 检查 ， 人 性 腺 发 育 极 差 。1981 年 又 从 野外 获得 三 条 肉 鳃 ， 锡 已 完全 成 熟 ， 并 进入 输 外 管 ， 但 

缺少 自然 产 卵 条 件 ， 匈 仍 无 法 正常 产 出 。 野 生 乌 被 移居 到 人 工 条 件 饲 养 不 能 正常 繁殖 ， 可 能 

是 : 繁殖 是 一 个 极其 复杂 的 过 程 ， 有 机 体内 部 各 器 官 系统 必须 有 条 不 率 地 互相 协调 、 紧 客 配 

合 ， 同 时 扬子 乌 与 其 栖息 的 环境 ， 在 长 期 历史 发 展 过 程 中 形成 极其 密切 的 关系 ， 一 且 关 系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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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K, WORSE EWE, SEAR RRA, HT RATE E 保 持 其 在 野 

外 的 生活 状态 ， 我 们 注意 到 下 列 的 因素 ， 结 果 于 1983 年 ， 饲 养 鲍 正 常 产 下 卯 并 艇 出 幼 乌 。 

1. 饲养 密度 。 野 生 乌 喜 独 居 ， 在 人 工 饲养 下 ， 人 为 的 强迫 它 聚 居于 较 小 的 空间 内 ， 互 

相干 扰 ， 引 起 神经 内 分 泌 的 紊乱 ， 从 而 影响 性 腺 发 育 。1982 年 半 自 然 印 养 区 初 建成 ， 围 墙 内 

总 面积 为 5684 平 方 米 〈 长 140 米 ， 宽 40.6 米 ) ， 水 面 约 1850 平 方 米 ， 饲 养 150 条 ， 平 均 39.1 平 

方 米 / 条 ， 实 际 活动 面积 为 11.7 平 方 米 / 条 ， 常 见 到 抢占 是 阳 地 、 抢 食 等 现象 。1983 年 将 半 自 

然 饲 养 区 扩大 近 一 倍 ， 同 时 捕 出 一 批 甸 到 蓄 养 池内 饲养 ,围栏 内 平均 114 平 方 米 / 条 ,实际 活动 

面积 为 24.6 平 方 米 /条 ,互相 干扰 现象 减少 ,这 为 包 的 性 腺 正常 发 育 创造 了 条 件 . 据 工 ， Joanen 

报道 野生 蜜 河 乌 在 最 好 的 围棋 条件 下 ， 蜜 度 为 80 平 方 米 / 条 经 过 驯养 的 商 业 鲜 ， 密 度 增 大 

8.9 平 方 米 /条 ， 经 13 年 试验 ， 繁 殖 成 功率 为 18 一 90 匈 。 蜜 河 乌 较 扬子 乌 个 体 大 ， 扬 子 鳄 合 适 

的 密度 有 竺 进一步 研究 。 

2. 越冬 条 件 。 乌 的 性 腺 发 育 ， 在 冬眠 期 间 是 非常 重要 的 阶段 ， 些 时， 一 切 生理 机 能 都 

极 低下 ， 然 而 性 腺 发 育 却 非常 迅速 ， 因 此 是 否 有 适合 于 它 的 越冬 要 求 的 地 点 ， 是 性 腺 能 否 顺 

利 发 展 的 重要 条 件 。 比 较 饲 养 条 件 相 似 ， 但 越冬 条 件 不 同 的 鲍 ， 在 甸 自 己 建 造 的 调 穴 中 越冬 

ee 而 在 人 为 条 件 下 越冬 的 ， 性 腺 发 育 很 差 。1982 年 在 半 自 然 饲 养 区 创造 了 

合 于 它 建造 洞穴 的 条 件 ， 不 少 甸 据 去 人 造 洞 穴 ， 而 自己 建造 一 些 洞 穴 ， 这 就 保证 了 在 越冬 

Pc aes 

3. 饲料 问题 。 野 生 包 食物 是 多 样 化 的 ， 我 们 过 去 在 饲料 方面 过 于 单一 ， 主 要 饲 喂 鱼 ， 

据 二 .MecNease 等 对 密 河 乌 的 实验 ， 饲 喂 海 狸 鼠 的 甸 比 以 鱼 为 食 的 鳄 生 长 快 ， 繁 殖 率 要 高 ， 

他 们 还 另外 加 喂 复 合 维 生 素 。1982 年 以 后 ， 我 们 除了 咀 鱼 外 ， 还 喂 儿 、 鸭 、 田 螺 、 河 蚌 ， 且 

在 围墙 内 有 大 量 蛙 类 供 自 然 捕 食 ， 乌 获得 的 营养 成 分 较 全 面 ， 为 性 腺 发 育 提 供 较 全 面 的 物质 

基础 。 

4. 减少 和 干扰。1983 年 繁殖 交配 期 ， 我 们 除了 降低 饲养 密度 减少 鳄 彼 此 干扰 外 ， 还 在 半 

目 然 饲养 区 周围 栽种 杉木 等 防止 人 们 进入 饲养 区 ， 尽 可 能 减少 人 为 的 王 扰 。 

5. 产 卵 前 在 围墙 内 散 放 天 量 杂 草 ， 供 乌 建 造 窒 梨 用 。 

通过 以 上 措施 ， 人 饲养 鳄 顺利 地 交配 、 产 卯 并 孵 出 幼 合 。 

TM 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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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REPRODUCTION OF ALLIGATOR SINENSIS 

Chen Bihui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ang Chaolin 

(Alligator Reproduction Research Center)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some problems of the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of Alligator 

sinensis, e.g. artificial incubation of alligator eggs, post-hatching culture, the 

growth of young alligator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aptive adults, 

Successful hatching depends on four factors, i.e, the temperature, humidity, 

oxygen supply, and the method of egg collection, 143 alligators hatched after an 

average period of 63+4 days out of 225 eggs in our experiments in 1982, with the 

hatching rate being 63.6%. The incubation temperature was controlled at a range 

from 28 to 35C, fluctuating from 30 to 33C for most of the time, The relative 

humidity was kept above 88%. When the embryo’s lung began to function, the 

egg surface had to be cleared of leaves and scraps of grass, The eggs were put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position laid by the females and shocking was strickly 

avoid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incubation, the newly hatched alligators were kept 

at a temperature of 30C until their body weight exceeded 40g, when they were 

moved to an underground chamber for hibernation, A drink of water was supplied 

in mid Feb, of the next year before the torpid animals revived completely from 

a semicoma, 

Table 2 gives the data concerning the growth of 75 young alligators hatched 

in 1983,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3 groups, The first group comprises 30 young 

hatched on 9 Sep, artificially from eggs laid by captive females; the second group 

consists of 5 young hatched on 24 Sep, in the wilderness, also from eggs laid 

by captives; the third group is composed of 30 young hatched artificially on 15 

Sep, from eggs laid by wild alligators, From the hatching date to 2 Dec., the 

average weights of these three groups increased from 28.86+2.62¢ to 44.1+4, 42g, 

from 31.8+1.24g to 54.6+4.27g, and from 27,53+2.47g to 43.13+2.87g, res- 

pectively, Although the 5 young in the second group grew better than the other 

ones, t-test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owth rate, 

As for the rearing of the adult alligators,the following points deserve atten- 

tion, 1) the maintainance of a proper rearing density; 2) the provision of a 

suitable habitat for hibernation; 3) the supply of hay or grass for nesting; 4) 

the supply of a variety of food; 5) the least possible manmade disturbance, 

especially when the breeding season i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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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林 蛙 (Rana japonica japonica) 

染色 体高 分 辨 A 带 的 研究 

CA hk W) 

Me oT 各 

《四 川 天 学 生物 系 ) 

关于 两 栖 类 染色 体 的 研究 ， 国 内 外 均 已 做 了 大 量 的 工作 。 但 由 于 方法 学 上 的 一 些 原因 ， 

研究 多 限于 对 两 栖 类 进行 核 型 分 析 ， 包 括 一 些 种 属 间 核 型 比较 ， 进 化 途径 的 探讨 等 。 继 1973 

年 Bianchi 等 对 Leztptooactylus oceliatus 的 分 带 研 究 之 后 ， 国 内 外 虽 有 不 少 学 者 先后 采用 分 带 

方法 研究 了 两 栖 类 染色 体 ， 但 一 直 不 能 成 功 地 显示 出 G 带 、R 带 ， 因 而 妨碍 了 对 该 类 动物 染 

色 体 进行 深入 研究 。Schempp 只 等 将 BrdU 复 制 带 的 方法 引入 了 两 栖 类 染色 体 的 研究 ， 对 一 

些 物 种 在 形态 上 分 化 尚 不 明显 的 性 染色 体 进 行 了 鉴别 ， 并 观察 到 了 复制 带 带 纹 。 国 内 消 克 

刚 、 允 昌 祥 等 也 以 蟾 内 为 材料 ， 进 行 了 类 似 的 研究 。 

由 于 BrdU 复 制 带 是 动态 变化 的 ， 如 不 采取 同步 化 措施 ， 在 描述 复制 带 带 型 时 ， 难 以 掌 

担 同 一 复制 时 期 ， 难 以 进行 种 属 之 间 带 型 的 准确 比较 。 针 对 以 上 问题 ， 作 者 在 外 周 血 培养 

时 ， 采 用 了 同步 化 方法 ， 使 BrdU 在 细胞 周期 的 同一 时 期 参 入 DNA， 得 到 了 大 量 早 复 制 的 早 

中 期 分 裂 相 。 并 以 这 种 方式 ， 将 人 类 高 分 辨 染色 体制 备 方法 ， 引 入 了 两 栖 类 染色 体 的 研究 。 

本 文 讨 论 了 所 采用 的 高 分 辨 信 带 方法 ， 分 析 了 日 本 林 峙 〈Raoxza japonica japonica) 的 

高 分 辨 R 带 ， 绘 制 了 模式 图 。 

材料 和 方法 

实验 动物 ， 采 自 四 川路 眉山 。8 ?7 人 均 为 性 成 熟 个 体 。 

高 分 辨 染色 体 的 制备 

1. 培养 基 组 成 ，1640 l2ml, WH Kemi, FE Me 5ml, PHA lml， 肝 素 0.1lml 

(8mg/ml), WHO.1ml, FA5%NaHCO, fpH#7 .0—7.2, 4>3ee¢ifoml, 

2. 采用 新 采集 到 的 实验 动物 ， 自 动物 心 胜 取 血 。 注 入 消毒 离心 管 后 ， 低 速 离心 5 分 钟 

(800 转 /分 )。 将 会 有 较 多 自 细胞 的 上 层 细 胞 悬 液 注 入 培养 瓶 。 接 种 0.3 一 0 .41。 

本 文 在 陈 广元、 皇子 淑 老师 的 指导 和 多 方面 帮助 下 完成 。 赵 西林 同志 提出 意见 。 廊 此 致谢 
本 文 于 1983 年 12? 月 2 日 收 到 。 



Fe yp EI ARF A ea ope fe seyret ec Be 
3. FE26CL0.5C 的 条 件 下 培养 68 小 时 。 

4. 加 入 胸腺 喀 啶 核 背 。 最 终 浓度 为 0.5 一 0.6mg/ml， 继 续 培 养 20 小 时 。 

5. 用 Ringer 氏 液 洗 培养 细胞 两 次 ， 除 去 大 量 胸 苷 ， 将 细胞 转移 至 含有 BrdU 的 培养 基 

中 。BrdU 最 终 浓度 为 100g/ml。 继 续 培养 7 小 时 。 

6. 制 片 前 1 工 小 时 ， 加 入 秋水 仙 素 ， 最 终 浓度 为 0.03Hg/zal。 

制 片 

采用 常规 制 片 。 即 低 渗 , EE, ASPIRE. 0.4% KCl, £266 低 渗 30 一 40 分 钟 。 低 

渗 后 ， 进 行 预 固定 ， 然 后 用 甲醇 : 冰 栈 酸 (3:1) 固定 20 分 钟 。 反 复 两 次 后 ， 置 冰箱 过 夜 。 滴 

片 时 ， 采 用 距 玻 片 1 米 以 上 的 高 度 滴 下 细 

胞 悬 液 的 方法 ， 并 用 文火 烘 干 。 

显 带 方法 

选用 染色 体 分 散 好 ， 片 龄 为 2 一 20 天 

WHS. KAD Rawk. 

在 恒温 水 浴 中 放 一 铝 饭 盒 ， 内 放 一 铁 

丝 架 ， 加 入 1x SSC 溶 液 ,温度 控制 在 35 一 
4000 之 内 。 液 面 高 度 接近 铁丝 架 。 在 染色 HARA DHR 带 模式 图 

体 玻 片上 盖 上 撩 镜 纸 ， 并 用 1Xs95C 润 湿 。 用 20 瓦 紫外 灯 管 照射 标本 ， 照 射 距 离 6cm, 时 间 15 

分 钟 。 蔡 饮水 冲洗 数秒 ， 阴 干 后 用 3 驳 Giemsa 染色 7 一 9 分 钟 。 冲 洗 、 干 燥 、 镜 检 。 

表 日 未 林 蛙 米色 体 的 带 型 特征 

名 休克 (ASOUChEOmOSOTmETTERT OO RAR 和 EURTIIDT 2 

ee SMe et Mm Ss isnt timmy mi ISSN 4m sme ismie mm 

tobi tnetate Nuatben of bands 358/371 3929 2h 15 ts Ne ty 1s 13 ee 
on long arm 

KE HE Number of deeply 
tained bands on long arm LU Ge Ean ee rs res) Tai Sy ae 6 

Mee Number ofvbands, 43 145 (ay) 19 fu) g) OME 7 gongs ae on short arm 

短 臂 深 带 数目 Numbetr of deeply 
汉人 5 on short arm P33) os Ol Oh eeBi 2s Ae Ae eee A A 3 

观察 了 300 个 细胞 ， 选 择 了 28 个 较 好 的 分 裂 相 进 行 详细 分 析 ， 并 以 其 为 基础 ， 绘 制 了 模 

AA, Wawa. 

1. 各 染色 体 特 征 举例 

NOL: 着 丝 粒 深 染 ， 短 和 臂 远 端 距 着 丝 粒 3/4 处 ， 有 一 明显 深 带 区 。 了 如 2 :着 丝 粒 深 染 ， 
得 劈 距 着 丝 粒 2/3 处 ， 有 一 宽 浅 带 。 长 璧 中 部 ， 有 一 细 带 区 。 了 网 3 : GARR. Be a 
Ri» KAA MER. M4, 着 丝 粒 深 染 ， 短 臂 带 纹 较 宽 ， 长 臂 1/2 附 近 有 一 弱 带 区 。 了 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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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丝 粒 深 染 ， 长 劈 近 着 丝 粒 部 位 有 一 明显 的 非 染 区 。 了 好 6 : 着 丝 粒 浅 染 ， 短 臂 为 两 明显 的 深 

染 区 ， 长 臂 近 未 端 有 一 浅 带 。 了 观 7: 短 臂 带 纹 宽度 较 一 致 ， 染 色 较 深 。 了 如 8: 长 臂 近 着 丝 

粒 区 ， 有 一 明显 的 浅 带 区 。 岗 9: 着 丝 粒 浅 染 ， 短 臂 末 端 染 色 较 浅 ， 长 臂 1/2 处 ， 有 一 诸 带 

Xx. NoO10: 短 臂 染色 较 深 ， 长 臂 近 着 丝 粒 区 ， 染 色 较 浅 。 见 11: BRA. KRLaAe 

粒 区 染色 较 浅 ， 末 端 浅 染 。 了 网 12: 短 臂 和 长 劈 均 由 两 深 染 区 组 成 ， 着 丝 粒 染色 较 浅 。 了 如 13: 

着 丝 粒 浅 染 ， 长 臂 近 着 丝 粒 区 有 一 宽 深 带 。 

2. 早 复制 R 带 未 发 现 异 型 性 染色 体 。 

3. 日 本 林 蛙 高 分 辨 R 带 带 型 模式 图 。 

网 全 

1. 关于 高 分 辨 R 带 ”本 实验 显示 的 高 分 辩 R 带 ， 是 BrdU 复制 带 的 一 种 类 型 。BrdU 复制 
带 ， 是 建立 在 胸腺 喀 啶 核 背 的 类 似 物 BrdU 在 DNA 复 制 过 程 中 参 入 ， 和 BrdU 参 入 后 的 DNA 
片段 同 无 BrdU 参 入 的 片段 对 一 定 的 染色 剂 具 有 不 同 的 显 色 效应 的 基础 上 的 。( 当 我 们 使用 
BrdU-Hoechst-Giemsa 法 时 ， 被 BrdU 蔡 代 的 染色 体 片段 染 成 淡 蓝 色 ， 而 胸腺 喀 啶 核 并 结合 
的 片段 则 成 暗 红色 。) 因 此 我 们 认为 : 凡是 在 DNA 复 制 时 有 BrdU 参 入 ， 并 利用 BrdU 和 胸 昔 
不 同 的 色差 特性 而 显示 的 带 ， 均 可 称 为 BrdU 复制 带 。 很 明显 ， 作 者 采用 的 高 分 辩 显 带 法 ， 
也 应 归于 复制 带 的 范畴 。 复 制 带 是 一 个 广义 的 概念 ， 人 们 可 利用 这 一 技术 从 不 同 角度 进行 研 
究 ， 分 别 了 解 DNA 复 制 的 动态 过 程 和 探讨 染色 体 结构 和 进化 。 

Camargo% (1981, 1982) 以 人 染色 体 为 材料 ， 结 合 高 分 辩 方 法 ， 对 BrdU 复制 带 的 变 
化 过 程 进 行 了 深入 的 研究 。 认 为 随 BrdU 参 入 时 间 的 变化 ， 所 显 带 纹 有 一 个 转化 的 现象 。 在 
分 析 了 BrdU 在 细胞 周期 不 同时 期 参 入 而 造成 的 复制 带 带 型 的 变化 后 ,根据 BrdU 参 入 的 顺序 ， 
他 将 BrdU 参 入 的 过 程 划分 为 五 个 时 期 。 其 中 时 期 下 〈 解 除了 DNA 合成 的 阻 断后 , 立刻 让 
BrdU 参 入 ， 直 到 收 细胞 制 片 ) 的 染色 体 的 复制 带 型 ， 显 现 出 清晰 的 与 R 带 类 似 的 带 纹 。 由 
于 我 们 制备 高 分 辨 染色 体 的 程序 与 得 到 访 期 染色 体 的 处 理 程序 相同 ，《〈 指 BrdU 在 相应 的 时 
期 加 入 ) 我 们 有 理由 认为 ， 所 显 带 纹 为 高 分 辩 R 带 。 另 外 ， 用 这 种 显 带 方法 ， 我 们 分 析 了 猪 
的 高 分 辨 染色 体 带 ， 确 认为 R 带 。 当 然 ， 由 于 两 栖 类 的 G 带 很 难得 到 ， 我 们 还 没有 进行 两 栖 
类 染色 体 R 带 和 G 带 的 比较 。 故 ， 对 于 我 们 的 高 分 辩 R 带 ， 还 应 进一步 证 实 。 

两 栖 类 染色 体 DNA 含量 高 ， 染 色 体 以 高 度 螺旋 化 方式 存在 ， 复 合 带 间距 离 小 。 在 进行 
带 型 分 析 时 ， 如 不 选择 早 中 期 或 晚 前 期 的 分 裂 相 ， 则 难以 了 解 较 小 染色 体 的 显 带 细节 。 在 采 
取 了 高 分 辩 的 方法 后 ， 顺 利 地 解决 了 该 问题 。 | 

高 分 辩 R 带 技 术 ， 给 两 枉 类 细胞 分 类 学 提供 了 -一 种 手段 ， 特 别 是 探讨 两 栖 类 的 进化 途径 
和 分 类 地 位 。 
2, 用 复制 带 技术 研究 细胞 分 类 学 时 ， 同 步 化 措施 的 关键 作用 ”BrdU 复制 带 是 一 个 动 态 
变化 的 带 。 其 特点 是 不 同 复制 阶段 ， 复 制 带 的 数目 和 大 小 有 较 大 差别 。 以 人 染色 体 为 例 ， 从 
复制 期 下 到 了 ， 小 的 R 带 逐 半 合 休 。 另 一 方面 ， 一 些 G 带 则 从 已 复制 的 R 带 开始 ， 向 未 染色 的 
部 分 发 展 。 故 ， 如 要 用 复制 带 进行 诸如 亲缘 关系 比较 ， 染 色 体 同 源 性 研究 ， 就 必须 掌握 某 一 
特定 的 复制 时 期 。 正 因为 如 此 ， 用 活体 注射 BrdU 和 加 BrdU 进 行 非 同步 细胞 培养 的 方法 ,不 
能 精确 地 进行 带 型 的 比较 研究 。 不 同 的 作者 ， 对 各 时 期 染色 体 的 选择 各 异 ， 因 而 可 绘 出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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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复制 带 模式 ;不 同 物种 ， 又 难于 掌握 同一 标准 ， 主 观 性 较 大 。 可 见 ， 同 步 化 非常 重要 ， 它 

不 仅 使 得 用 复制 带 研 究 亲 缘 关 系 等 工作 具有 可 靠 性 ， 还 使 复制 带 技 术 有 了 更 广 的 用 途 。 

3. 建议 使 用 统一 的 标准 要 统一 BrdU 参 入 的 时 期 ， 除 了 用 同步 化 措施 外 ， 另 一 重要 的 

步骤 就 是 统一 用 BrdU 处 理 培 养 细 胞 的 时 间 程 序 。 为 了 不 同学 者 所 作 研 究 有 统一 标准 ， 建 议 

在 研究 两 本 类 细胞 分 类 学 时 ， 将 BrdU 参 入 时 期 ， 统 一 为 制备 高 分 辨 了 带 时 加 BrdU 的 时 期 。 

在 解除 同步 化 细胞 群体 DNA 复 制 的 阻 断 的 同时 让 BrdU 参 入 ， 不 仅 便于 统一 标准 ， 还 易于 实 

施 。 此 刻 ，BrdU 参 入 所 显示 之 复制 带 ， 是 恒定 的 人 R 带 ， 而 该 时 期 之 后 BrdU 参 入 多 显示 过 湾 

类 型 的 带 ， 难 以 分 析 。 更 重要 的 是 ， 不同 物 种 ， 细 胞 周期 长 短 不 一 ， 如 统一 在 解除 阻 断 的 某 

一 时 间 后 加 入 BrdU， 实 质 上 仍 不 能 统一 BrdU 参 入 的 时 期 。 另 外 ， 早 复制 带 带 纹 远 较 晚 复制 

带 多 ， 可 进行 带 型 的 精细 分 析 。 

上 述 讨论 说 明 : 把 复制 带 用 于 两 栖 类 细胞 分 类 学 的 研究 ， 是 有 条 件 的 。 关 键 是 BrdU 参 

入 时 期 的 统一 化 。 

4, 关于 日 本 林 蛙 的 分 带 (1) 进行 带 型 分 析 ， 参 考 了 陈 文 元 等 所 绘 日 本 林 蛙 的 核 型 模 

式 。 采 用 高 分 辨 方法 后 ， 着 丝 粒 位 置 有 所 变化 。 C2) 用 高 分 辨 有 带 技术 ， 未 发 现 日 本 

林 蛙 的 性 染色 体 。 这 显然 是 由 于 它 的 性 染色 体 仍 处 于 分 化 的 初始 态 。 性 染色 体 不 仅 没 有 达到 

在 形态 上 异形， 在 早 复制 的 及 带 水 平 也 见 不 到 显著 差异 。 我 们 将 进一步 研究 其 晚 复制 帝 。 

(3) 个 别 细胞 中 ， 少 数 染 色 体 不 能 配对 ， 该 情况 又 与 性 别 无 关 。 准 备 在 研究 不 同 种 群 
的 林 蛙 时 ， 深 入 分 析 其 原因 。 

近年 来 ， 不 少 学 者 均 从 细胞 分 类 学 的 角度 研究 林 蛙 群 的 分 类 问题 。 针 对 该 情况 ， 建 议 用 

分 辨 了 带 的 方法 分 别 研究 不 同类 群 的 林 峙 ， 以 促进 两 栖 类 分 类 学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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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HIGH RESOLUTION R-BAND 

OF THE CHROMOSOMES OF RANA JAPONICA JAPONICA 

(Plate VI) 

Heng Honggia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romosomes of the amphibians have a highly coiled form, It is therefore 

difficult to show the multiple chromosome bands with conventional banding me- 

thod, This problem can readily be solved by high resolution R-banding, an im- 

proved form of BrdU-replicate-banding, The important steps for using this method 

are cell synchroniz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same stage of cell cycle for BrdU 

incorporation, 

The method of high resolution R-banding is described, Replicate bands of the 

chromosomes of Rana j, japonica are analyzed and an idiogram is given, It is 

suggested that an unified standard time for BrdU incorporation should be used in 

cytotaxonomy, No heteromorphic chromosomes are observed in our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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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国 内 外 研究 综述 及 学 术 活 动 动 态 。 欢 迎 踊 路 投稿 。 对 一 寺 字 左右 的 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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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 (Gekko gecko) #0 f pit BE Fe 

(G_ subpalmatus)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研究 

吴 贯 夫 RRB 

( 币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摘要 ACHR f fk 2B 2n=38, HS C1. 18. 19) PA hi, 2 (2. 3) 亚 

He 22 14 (417) ee ZA ZK; ELBE FE 2n=38, MS 3H C1. 2. 19) 中 

a 22, OO (3. 5. 7. 8. 了 2) 亚 端 着 丝 粒 的 ，7 对 C4. 6. 9. 10. 11. 13, 14) sags 丝 粒 的 

BAM (15, 16. 17, 18)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三 种 染色 体 组 都 没有 划分 大梁 色 体 和 微小 染色 体 

之 间 的 明确 界限 。 本 研究 表明 、 产 手中 国 广西 贺 县 的 大 壁虎 与 Cohen 报道 者 是 有 差 中 的 ， 因 此， 

它们 可 能 丰 应 属于 同一 种 。 

材料 与 方法 

1. KEE, 30. RE. 

BEBLEE RE, 207, 22. DIMA. 

2. 活 标本 均 接 15ug/ 克 体重 比例 给 予 注 射 秋水 仙 素 。 

3. 饲养 在 室温 不 低 于 20 条 件 下 ， 经 2 一 3 小 时 后 ， 处 死 标本 ， 齐 出 四 肢 长 骨 ， 以 Rin- 

ger 氏 液 冲 出 匡 膀 中 的 细胞 ， 并 收集 于 离心 管 中 。 以 800 一 1000 转 /分 离心 5 一 7 分 钟 ， 弃 上 清 

液 〈 以 下 各 步 同 ) 。 

4. O.40KCIiB RIE, FEB i20C—26C 下 保持 25 分 钟 。 

5. 甲醇 ， 冰 醋酸 (3:1) 滚 固定 45 分 钟 ， 其 间 更 换 新 固定 液 一 次 。 

6. A, BAT, Mee RRR. 

文中 染色 体 之 各 次 数值 ， 是 采用 Levea(1964) 的 分 类 标准 及 其 表达 方式 。 各 次 代表 值 ， 

天 壁虎 是 在 10 个 细胞 、 中 趾 壁虎 是 在 11 个 细胞 的 放大 照片 上 测量 所 取得 的 平均 值 。 

结 果 

一 、 大 壁虎 Gekko gecko, 观察 仅 3o115 个 细胞 ， 三 倍 体 数 2a=38， 可 排列 成 19 对 同 
源 染 色 体 ， 整 套 染 色 体 组 的 排列 梯度 ， 从 前 至 后 其 长 度 依次 递 碱 ， 没 有 划分 大 染色 体 和 小 染 
色 体 的 明确 界限 。 为 了 便于 比较 ， 参 考 Cohen (1967) 的 划分 ， 将 本 种 的 染色 体 划 分 为 四 组 
(1), 

本 文 于 1983 年 10 月 13 日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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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组， 包括 第 1 对 最 大 的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及 第 2、3 对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14: 包括 第 4 Bil, = 

部 是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亚 组 ,包括 第 12 S17, th 

全 部 为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入 组， 包括 第 18 一 一 第 19 对 ， 县 

有 中 着 丝 粒 ， 是 全 染色 体 组 中 最 小 的 

染色 体 。 (All) 

此 外 ,在 观察 本 种 115 个 细胞 中 ， 

未 发 现 有 次 和 维 痕 及 随 体 等 标志 性 特 

征 。 
—, PERLE Gekko sub pal- 

matus. WE 27H 40 72H, 22 AY ee 

110 个 细胞 。 二 倍 体 数 是 2na=38， 由 Al 大 壁虎 GeRRo gecko 只 细胞 分 裂 中 

3 对 中 着 丝 粒 的 、4 对 亚 中 着 丝 粒 的 、 期 及 其 米色 体 组 (广西 加 县 ) 

5 对 亚 端 着 丝 粒 和 7 对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组 成 。 可 排列 为 19 对 同 源 染 色 体 ， 

其 排列 梯度 仍然 是 从 前 至 后 ， 长 度 依 

次 递减 ， 没 有 划分 大 染色 体 和 小 染色 

体 之 间 的 明确 界限 。 主 要 根据 染色 体 

的 长 度 天 小 和 类 型 特征 ， 将 本 种 全 套 

染色 体 分 为 三 组 (图 2) 。 

[As AAS 1. 2 3.5. 

7、8 对 ( 接 长 度 大 小 次 序 排 列 , 下 同 ) 

共 6 对 染色 体 ， 其 中 第 1、2 对 属于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 第 3、5、7、8 对 均 是 亚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ET 组 ， 包 括 第 4.6、9、10、11、13、 
14 对 共 了 对 染色 体 ， 全 部 是 端 着 丝 粒 

类 型 。 其 中 第 6 及 第 10 We BK, 

在 收缩 适中 的 分 裂 相 里 ， 常 可 见 到 有 

jee, (EMH BLA) FT 7, 接 A2 x38 Gekko sub palmaius 49 

Levan 标准 ， 仍 在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指 
胞 分 裂 中 期 及 其 染色 体 组 

数 范围 以 内 。 

T 姐 ， 和 包括 第 12、15、16、17、18、19 对 共 6 对 妆 色 体 。 第 12 是 亚 端 着 丝 粒 类 型 的 ， 第 

15. 16、17、18 对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的 ， 第 19 对 是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的 。 其 中 第 18 对 长 营 上 有 于 

苦 的 次 共产。 几乎 在 大 多 数 中 期 相 中 ， 均 可 见 到 ， 也 是 本 种 全 套 染 色 体 组 中 唯一 有 标志 性 特 

征 的 染色 体 《〈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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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两 性 个 体 间 染色 体 组 形态 上 的 特征 ， 没 有 观察 到 相对 应 的 染色 体 对 有 形态 上 的 差 

别 。 

We 

壁虎 科 Gekkonidae 的 核 型 ， 些 前 国内 尚 无 报 4. Gorman (1973) 综合 整理 了 本 科 19 

种 ， 隶 于 12 属 ， 二 倍 体 数目 在 32 一 46 条 染色 体 范 围 以 内 ， 整个 染色 体 组 里 ， 没 有 划分 大 染色 

体 与 微小 染色 体 的 明确 的 界限 ， 这 是 壁虎 科 动 物 的 核 型 与 蜥 蝎 目 其 他 各 科 的 主要 区 别 。 有 关 

壁虎 属 的 核 型 已 见报 道 者 有 两 种 : SHEE RG. Japomicus 精 细胞 的 染色 体 组 是 38 条 ,由 2 对 大 
的 亚 中 着 丝 粒 的 和 17 对 各 级 大 小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组 成 (Nakamura,1932); 大 壁虎 G. geckotk 

细胞 染色 体 组 2n—=38 〈Cohen，1967)， 包 括 3 对 C1, 18, 19) 中 着 丝 粒 的 ，2 (2, 3) 

亚 中 着 丝 粒 的 ，1 对 亚 端 着 丝 粒 的 和 13 对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本 文 报道 我 国 的 中 趾 壁虎 和 大 壁 

虎 的 染色 体 组 与 上 述 二 者 有 相同 的 二 倍 体 数 目 ， 并 且 也 没有 划分 大 染色 体 与 微小 染色 体 之 间 

的 明显 昼 限 ， 这 与 壁虎 科 动 物 所 普遍 具有 的 核 型 特征 基本 一 致 。 

在 此 就 已 知 壁 虎 属 的 三 个 种 、 四 个 染色 体 组 之 间 比 较 ， 彼 些 间 的 区 别 是 清楚 的 。 主 要 表 

现在 各 染色 体 组 中 某 些 染色 体 对 的 类 型 特征 互 不 相同 。 特 别 值得 注意 的 是 : Gohen(1967) 报 

道 者 与 本 文 报道 的 大 壁虎 在 分 类 上 同属 一 种 ， 其 染色 体 组 型 基本 一 致 ， 从 表 1 可 见 ， 唯 一 差 

别 是 Cohen 报 道 者 〈 观 察 250 个 细胞 ) 按 长 度 顺 序 排列 的 第 15 对 是 亚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而 作者 

观察 我 国 广西 吐 县 的 标本 (115 个 细胞 )， 全 套 染 色 体 组 中 则 均 无 亚 端 着 丝 粒 类 型 的 染色 体 。 

| 路 下 壁虎 、 大 壁虎 染色 体 的 各 项 代表 值 

peBLee Se 〈11 个 细胞 ) 大 壁虎 (10 个 细胞 ) ak Ce 
SS 

相对 长 度 党 tt 2H WNKE BS t 类 型 相对 长 度 = t xa 

1 ii2GseW 58 Gees Sa Ser hy 1 OGISe OCS i Ie SE OI TeGisel) Wer am 

D2 WO MSEE0 se) 1 Se, IG Seas) OSE) Asal) OOO) ASIN sin 

3 (Use 1902 APSE SINSe Seamed l Sese 29 sat ONSEN IG 2 Ulem0s092ssaq 

rere ome t 7,540.4 t 7,98+0.201 t 
5 6.93+0.39 4.2140.77 st 6.91+0.4 Bo (iar las t 

6 6.41+0.2 t 6 2 tf  BaGae Oe t 

7 RAVENS Salaee ail Se ine arall) 3 Eo Setar sss t 

8 5.6140.26 3.12+0.69 st 5,14+0.14 bf Wo Sse() Ws t 

9 ee lai t 人 9905 t 4,94+0.092 t 

10 4,920.36 t = 4.57+0.24 t 4,42+0.132 i 
11 4.19+0.22 t 4.05+0.20 MES Scie Oey t 

12 TGBSED OO) Sonal) se 3.58 士 0.22 is?) 3e24 sett 2 t 

13 3.52+0.3 t 3. S5se0,2 t 2.94 士 0.081 

14 3.370, 18 t Bo llac haul t 2.68+0.087 t 

15 Sills ata acy lamale 8 == (aden ste 2.88+0.21 t) 62.2602: 003) 4 AEE 0 08ee ast 

16 2.8940.24 1.95+0.5 sm 2.74+0.18 1 t 

i DoGlact Pa gee) hese oe ae IG Bn ME sta 055 t 

18 2.3740.35 2.4640.47 sm Der oy NelGantiay at ees Gs) SSE Onl aa 

19 IT 0 2h 2.2640.25 1.2140.21 m 1,2040,084 1.06 士 0.03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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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这 一 显著 差异 ， 似 乎 说 明 大 壁虎 的 两 个 核 型 之 间 的 分 化 程度 是 不 同 的 。 根 据 有 性 生殖 的 

染色 体 机 制 来 说 ， 这 种 细胞 学 水 平 上 的 改变 ， 可 能 是 它们 分 化 阶段 达到 了 种 一 级 的 重要 证 

据 。 因 此 作者 认为 产 于 中 国 的 “大 壁虎 ”和 Cohen 报道 的 “大 壁虎 ”可 能 不 应 属于 同一 种 。 

大 壁虎 的 模式 产地 在 印尼 爪哇 ， 它 的 核 型 目前 未 见 研 究 报 道 ， 而 Cohen 在 文中 未 指出 他 所 研 

究 标 本 的 产地 。 关 于 本 文 所 指 者 和 Cohen 报道 者 与 模式 种 的 关系 如 何 ?” 以 及 在 二 者 之 中 是 否 

有 可 能 另 立 种 名 等 问题 ， 均 有 必要 与 模式 种 作 进一步 比较 之 后 ， 视 其 结果 方 能 作出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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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KARYOTYPES OF 

GEKKO GECKO AND GEKKO SUBPALMATUS 

Wu Guanfu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karyotypes of Gekko gecko and of Gekko subpalmatus are reported in 

this paper. Both species have the same diploid number, 2n=38. 

In Gekko gecko, there are 3 metacentric chromosome pairs (Nos. 1, 18 and 

19), 2 submetacentric pairs (Nos, 2 and 3), and 14 telocentric pairs (Nos, 4— 

17). No subtelocentric chromosome is observed, which forms a distinct difference 

from the results reported by Cohen (1967). Therefore, the gecko collected from 

Hexian, Guangxi, which is used in this study, may be different in species from 

the one researched by Cohen, 

In G. subpalmaius, there are 3 metacentric pairs (Nos. 1, 2 and 19), 5 

subtelocentric pairs (Nos. 3, 5, 7, 8 and 12), 7 telocentric pairs (Nos. 4, 6, 

9, 10, 11, 13 and 14), and 4 submetacentric pairs (Nos. 15—18). 

There is no clear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macro- and microchromosomes in 

both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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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八 种 常见 毒蛇 蛇毒 对 血 凝 

和 纤 溶 的 影响 

ei RIE 

(广州 医学 院 药理 学 教研 室 ) 

Ge ER 

(市 国医 学 科学 院 血液 学 研究 所 病理 生理 室 ) 

摘要 本 文 报道 了 我 国 八 种 常见 毒蛇 蛇毒 对 血 凝 和 纤 溶 的 影响 ， 竹 叶 青 蛇 、 尖 吻 蜡 〈 五 ae) 

RAPS E SASH, AES RKE ATER, Here IRSA 的 四 种 蛇毒 表 

LASURIE. TIRES RUHR BEA SIE (ORE, MaKe RAR BENE SE AS IU EF YS Be 

的 作用 。 其 中 眼镜 蛇毒 、 金 环 蛇毒 的 抗 凝 作用 ， 竹 时 青 蛇 毒 、 眼 镜 蛇 毒 的 纤 溶 作用 国内 尚未 见报 

iH. 

蛇毒 对 凝血 系统 的 影响 较为 复杂 ， 入 和 常 是 蛇 伤 的 致死 原因 之 一 ， 我 国 地 幅 广 阔 ， 毒 蛇 的 

种 类 亦 很 多 ， 耽 长 耿 等 报道 了 浙江 产 虹 蛇毒 对 凝血 系统 的 作用 ， 指 出 晓 蛇 毒 有 抗 疑 作用 和 和 纤 

溶 作用 ;， 刘 广 芬 等 从 福建 产 圆 斑 几 蛇毒 柱 层 析 分 离 得 二 个 促 凝 组 份 和 四 个 抗 凝 组 份 ; 滕 国 强 

等 从 这 南山 区 尖 吻 曝 蛇 毒 分 离 得 到 促 凝 、 折 凝 、 纤 深 及 出 血 毒性 的 各 组 分 。 但 国内 对 多 种 毒 

蛇 蛇 毒 进行 综合 比较 和 研究 的 报道 尚 少 ， 我 们 用 国内 八 种 常见 毒蛇 蛇毒 对 血 凝 及 纤 溶 的 影 啊 

进行 观察 ， 以 便 广 泛 了 解 蛇 毒 对 正 血 功能 的 影响 和 进行 深入 研究 。 

材料 和 方法 

蛇毒 

AR Bite Naja ?za71a (Linnaeus)、 人 金 环 蛇 Bungarus fasciatus (Schneider)、 银 环 蛇 B.mul- 

ticinctus multicinctus Blyth, [BERSREVi pera russelli siamensis 9mith、 竹 时 青 蛇 卫 73277e- 

resurus stejnegeri, IR gi ie Ophiophagus jazzpap 等 蛇毒 系 广东 地 区 产 ， 晶 蛇 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 28% #8 Dein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蛇 毒 采 自 浙江 地 区 ， 均 为 真空 冷 

冻 干 燥 制 品 。 

本 文 于 1983 年 8 月 9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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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凝血 酶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血 液 学 研究 所 );》 人 纤维 蛋白 原 ( 上 海 生 物 制品 研究 所 ); 琼脂 粉 

(上 海 东 海 制药 厂 ) 链 激酶 及 尿 激酶 (苏州 第 一 制药 三 六 免 脑 凝血 活 酶 (上 海 徐汇 区 湖 南 化 

剂 室 )。 

实验 方法 

凝血 试验 ”用 正常 人 血浆 〈 枸 标 酸 钠 抗 凝 ) 或 人 纤维 蛋白 原 进行 ， 各 种 浓度 的 蛇毒 深 
液 是 用 生理 盐水 配制 。 

部 份 凝 血 活 酶 时 间 ( 简 称 PTT)， 血 浆 0.1ml、 脑 磷脂 0.1ml 与 不 同 浓度 蛇毒 0.1ml( 对 照 
用 生理 盐水 取代 ) 温浴 15 秒 钟 后 ， 加 入 1/40M CaCl, 0.1ml 记 录 凝 固 时 间 。 

凝血 酶 元 时 间 ( 简 称 PT)， 血 浆 0.1ml、 免 脑 凝 血 活 酶 粉 悬 液 0.1ml 与 不 同 浓度 蛇毒 0.1ml 
(对 照 用 生理 盐水 取代 ) 温浴 1 分 钟 后 ， 加 入 1/40M CaCl, 0.1ml 记 录 凝 固 时 间 。 
凝血 酶 时 间 ( 简 称 TT)， 血 浆 0.1ml， 加 入 不 同 浓度 蛇毒 0.1ml( 对 照 用 生理 盐水 取代 )， 

加 入 凝血 酶 0.1ml， 记 录 凝 固 时 间 。 
直接 对 血浆 〈 或 人 纤维 蛋白 原 ) 凝固 作用 ， 血 浆 〈 或 人 纤维 蛋白 原 ) 0.1ml， 加 入 不 同 

小 度 蛇 毒 0.1m1， 记 录 凝 固 时 间 ， 对 照 用 凝血 酶 取代 蛇毒 ， 凝 血 酶 使 血浆 或 人 纤维 蛋白 原 北 
固 时 间 调 至 16 秒 左右 。 

纤维 有 蛋白 溶解 试验 ”纤维 蛋白 平板 改良 法 ， 取 3 匈 了 琼脂 溶液 Oml 710.4% \F #4 EA 

原 溶 液 5ml 倾 入 玻璃 平 耻 中， 立即 混 匀 ， 置 室温 形成 琼脂 凝 胶 ， 将 10u/ml 凝血 酶 溶液 1ml 
铺 于 凝 胶 面 上 使 成 纤维 蛋白 一 琼脂 凝 胶 平 板 ， 然 后 用 少量 蒸馏 水 将 平板 面 上 剩余 凝血 酶 洗 
去 ， 即 成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 同 样 方法 用 牛 纤维 蛋白 原 制 成 * 牛 纤维 蛋白 平板 "。“ 人 纤维 蛋 
白 加 热乎 板 ” 是 将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于 85 温 箱 加 热 30 分 钟 而 成 。 在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 
“人 纤维 蛋白 加 热 平 板 ” 和 “和 牛 纤维 蛋 自 平板 ”上 ， 每 隔 20mzm， 打 一 直径 2.8mam 的 小 孔 ， 
每 个 孔 加 入 蛇毒 或 其 他 试剂 10u1， 置 37C 温 箱 18 小 时 后 取出 ， 测 定 纤维 蛋白 溶解 区 的 直径 ， 
重复 6 一 14 次 ， 用 平均 值 土 SD 表 示 纤 维 蛋白 溶解 作用 的 强度 。 

结 果 

八 种 蛇毒 对 血 凝 的 影响 

对 PTT 的 影响 ”竹叶青 蛇毒 、 尖 吻 蜡 蛇毒 及 圆 班 峻 蛇毒 均 可 使 PTT 了 明显 缩短 ， 演 度 为 
0.33mg/ml 时 ， 与 对 照 比较 ， 分 别 使 PTT 缩 短 37.5 倍 、61.9 倍 及 6 倍 ， 但 最 终 淡 度 在 3.33x 
10-smg/ml 以 下 时 ， 前 二 种 蛇毒 已 无 此 作用 ， 而 圆 斑 峰 蛇 毒 仍 能 使 PTT 缩 短 7.5 倍 。 

晶 蛇 毒 、 眼 锁 蛇 毒 、 金 环 蛇毒 及 银 环 蛇毒 均 可 使 PTT 明 显 延 长 ， 当 蛇毒 浓度 为 3.33x 
10-zmg/ml 时 ， 银 环 蛇毒 不 再 使 PTT 延 长 。 其 他 三 种 蛇毒 仍 能 使 PTT 大 于 3 分 钟 不 凝固 。 眼 | 
锁 王 蛇毒 只 延长 PTT 〈 与 对 照 比较 ) 13.2 钨 ， 远 不 及 前 4 种 蛇毒 明显 。( 图 1) 

对 PT 的 影响 ”竹叶青 蛇毒 及 尖 吻 晶 蛇 毒 可 使 PT 缩短 ，3.33X10-smg/ml 以 下 的 蛇毒 
浓度 则 无 此 作用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竹叶青 蛇毒 较 高 浓度 〈3.33mg/ml 及 0.33mg/ml) 试验 中 ， 
不 加 入 Cacl: 溶 液 ， 血 浆 即 已 疑 固 。 圆 斑 晒 蛇毒 浓度 为 3.33X10-!、3.33X10-: 及 3.33X 

10-:mg/aml 时 ， 均 使 PT 明显 缩短 ， 但 在 高 浓 庆 〈3.33mg/ml) 时 反 使 PT 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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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人 种 蛇毒 部 份 凝 血 活 酶 时 间 测 定 (PTT) 的 影 图 ? 和 八 种 蛇毒 对 凝血 酶 元 时 间 测 定 (PT) 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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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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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sta tae ee Me (TT) 的 影响 图 4 a ARCS WS to X09 BH A 

(1) [], Venom of 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2) ©; Venom of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3) A; Venom of 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 

(4) ©, Venom of Vipera russelli siamensis Smith 

(5) %X; Venom of Naja naja (Linnaeus) 

(6) 图: Venom of Ophiophagus hannah (Cantor) 

(7) «wz, Venom of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Blyth 

(3) A, Venom of Bungarus fasciatus (Schneider ) 

2: 蛇毒 浓度 是 指 最 终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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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E SE, IR GENE REM BEE PEPT RE, “4K EEDA 0.33mg/ml 时 ， 前 二 种 蛇毒 

tEPTHELAF 347 th KE, MEA BER (EPT HER A380 DHE. (2) 

对 工 工 的 影响 PT ee BSR Wy WS Wes aa ee ZR RIE 93. 33mg/ml 时 ， 分 别 使 IT 缩短 8 秒 和 

12h, WEE RE AEE PET TREK. IRBEIC, IRBEEMEL SIE RRC REM TT 作用 不 明 

显 。( 图 3) 

直接 对 血浆 的 凝固 作用 尖 吻 晶 蛇 毒 及 竹叶青 蛇毒 均 能 直接 使 血浆 凝固 (图 4)， 此 作 

用 不 受 肝 素 影 响 ( 表 1)， 其 他 6 种 蛇毒 没有 这 种 作用 。 

By) 

0 A g x 

333xi0” 333X10" + 333XI0" 333XI0 333 ; ise mio? win Xie Ixi0 
PERE (mp /mk) SUH BE mg/m ) 

图 5 Lpywerwee Ass AFHREOR HRA 图 6 wHxeetA4#E FRYER 

| 竹叶青 蛇毒 和 类 吻 羡 蛇毒 直接 对 站 桨 凝固 作用 与 肝素 的 影响 

血浆 凝固 时 间 ( 秒 ) 
A $8 (mg/ml) 

不 加 肝素 组 加 肝素 组 (0.33a/mJ) 
对 1B 0 I jerks iets 之 3 不 凝 

3.33 9.7 士 0.4 8 .0 十 0.8 
竹叶青 蛇毒 组 ESiSDdIINEY Ppa aka al Vol 137 Oey, 

elas Nee 108 30 

BEB oN One > 3! 不 凝 >3' Riké 

yea 6.11-0.87 7 
-1 AS is he BELA 3.33X 10 9.545-0'.55 Je3 

Apia See 26.844+0.68 PAW 5 

SA107 118.89+5.54 70.0 

ARBRE 
(Fiddle aed} rest SSS 

En Seed Eee ary 
a % = —— 



2 期 管 锦 霞 等 ;我国 八 种 常见 毒蛇 蛇毒 对 面 凝 和 纤 溶 的 影响 的 

KR 2 REE LAF H3e SH (0.33mg/ml) sp} PTT PT Tame, 4 Rea eA aOR 

Be eee rele ee 
Oe uke 119.4414.9 17.74+0.8 16.642.4 16.4 士 1.7 16.1+1.4 

竹叶青 蛇毒 eel = 0) 8) pillars ates 10.6+0.1 er sete Oa 之 3 不 凝 

Sy HS HE (Qala 4,040.9 5.6 9.5 士 0.6 6.9 士 0.4 

US IE Be 之 5 不 凝 之 3 不 凝 29.1 士 5.8 之 3 不 凝 >3' Hike 

ies We i), amen 5440.1 18.7 士 0.4 之 3 不 凝 >3! Re 

眼镜 蛇毒 之 5 不 凝 26.7 士 1.4 105 >3' AE 

金 环 蛇毒 之 5 不 凝 Bde Gate teeta 8 >3' Ae 

ERA WEBS 之 5 不 凝 17.9 士 0.9 27 之 3 不 凝 

眼镜 王 蛇毒 135.2 十 18.5 19.8+0.6 23 之 3 不 凝 

直接 对 人 纤维 蛋白 原 的 凝固 作用 尖 吻 蜡 蛇 毒 能 直接 使 人 纤维 重 白 原 凝 固 ( 图 5)， 其 

他 7 种 蛇毒 均 无 此 作用 。 

八 种 蛇毒 对 纤维 蛋白 溶解 的 影响 

对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的 作用 ”人 尖 易 蜡 、 竹 叶 青 、 晶 蛇 及 眼镜 蛇毒 均 可 使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有 纤 溶 现象， 以 尖 吻 蜡 蛇 毒 纤 溶 作用 最 强 ， 蛇 毒 最 终 浓 庆 为 0.1mg/ml Bt, RMR. 
THe, SLSRRACS SLES ERWARAE (m.m) 分 别 为 ， 26.5 士 4.59、 
18.5+5.6, 17.17+2.86, 12.2+3.42. MERERK, FARE, RORBESRERS 

1Xx10-4mg/aml 时 ， 仍 有 纤 深 现象 ， 此 浓度 时 的 其 他 蛇毒 已 无 纤 党 作用 。( 图 6) 
圆 班 蚂 蛇 、 眼 匀 王 蛇 、 金 环 蛇 及 银 环 蛇毒 对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没有 明显 的 纤 溶 作用 。 
对 加 热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的 作用 ， 晶 蛇 及 眼镜 蛇毒 对 加 热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有 纤 深 作用， 

其 他 6 种 蛇毒 无 此 作用 (图 7).。 蛇 毒 浓度 降 至 1X 

10-*mg/ml 时 ， 纤 溶 作用 消失 。 7 

: a (o.2p/ml) 

纤 nee (0.2 1 /mL) 

径 径 

2 0 Li La i 

5 

0 四 
Xio” xio~ KIO” 1x|0e x10" XI0° Ixlo* Ixi0™ Xi xo! 

5B BE ( mg/ml) 32S ( mg/mL) 

Al ”三 种 蛇毒 对 加 热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的 纤 溶 作用 Q&S 四 种 蛇毒 对 牛 纤维 雪白 平板 的 纤 溶 作用 

对 牛 纤维 蛋白 平板 的 作用 ，” 尖 吻 蛇 毒 、 竹 叶 青 蛇毒 、 几 蛇 毒 及 眼 锁 蛇毒 对 牛 纤维 蛋 

AOU a AE, HABE ETC ULE (As). WEARER PRATER 
蛇毒 最 强 ( 如 表 3)。 



15 PEN es ae _ ae 
表 3 四 种 蛇毒 〈0.1mg/ml) 的 纤 溶 作 用 比较 

纤 溶 范围 直径 (mm)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加 热 人 纤维 蛋白 平板 生 纤 维 蛋白 平板 

胰 蛋 白 酶 0.2u/ml 13.5 士 2.07 18.0743.15 20.75 士 1.95 

尿 激 酶 0.5uy/ml 15.0+1.0 A 模 糊 20.67+2.42 

链 激酶 500u/ml 20.67 士 1.15 0 0 

Zhe Wy ie BE 26.54.59 A 影 淡 26.71 士 2.14 

竹叶青 蛇毒 18.5+5.6 0 18.83-+4.17 

I es ae 17.17+2.86 15.0 士 2.37 150221378 

BBL fra WE BE 1232253342 10.43.65 11.8+3.56 

A AFSC ARM, ASEM YAK 
sete, IRE, SHIP RRA EASE ARAL 

it 论 

竹叶青 蛇毒 能 使 PTT、PT 及 TT 明 显 缩短 ， 尚 可 直接 使 血浆 凝固 ， 而 不 能 直接 使 人 纤维 
蛋 自 原 凝固 ， 对 血浆 的 直接 凝固 作用 ， 可 能 直接 激活 血浆 中 凝血 酶 原 而 具有 类 凝血 活 酶 或 促 
凝血 活 酶 的 作用 。 

尖 吻 蜡 蛇 毒 能 使 PTT、PT 及 TT 明 显 缩短 ， 尚 可 直接 使 血浆 及 人 纤维 蛋白 原 凝 固 , 因 此 ， 
尖 吻 蜡 蛇 毒 可 能 为 类 凝血 酶 作用 ， 但 此 作用 不 受 肝素 抑制 。 

圆 斑 峻 蛇毒 浓度 为 3.33X10-、 383 1077... 3.33X 双 10 及 3.33 又 10 *me/mil 时 ， 均 能 

使 PTT 和 PT 缩短 ， 提 示 它 有 促 凝 作用 ， 但 当 浓度 在 3.33mg/ml 时 ，PT、TT 却 明显 延长 ， 
约 为 对 照 的 2 倍 和 5 倍 ， 在 PTT 虽 无 此 现象 但 也 比 低 浓度 者 延长 ， 因 此 可 以 认为 星 蛇 毒 在 高 浓 
度 时 有 抗 凝 作用 ， 此 与 国外 文献 报道 相符 。 

蜡 蛇 毒 能 使 PTT、PT、TT 延 长 大 于 3 分 钟 不 凝 ， 对 血浆 及 人 纤维 蛋白 原 无 直接 凝固 作 
用 ， 晓 蛇毒 抗 凝 作 用 明显 ， 具 有 抗 凝 血 活 酶 作用 ， 亦 可 能 同时 具有 抗 凝血 酶 作用 ， 

眼 锁 蛇 科 中 4 种 蛇毒 主要 表现 为 抗 凝 作用 ， 其 中 以 眼镜 蛇 、 金 环 蛇 的 抗 疑 使 用 较 强 ， 
PTT、PT 延 长 ， 对 TT 影响 不 明显 ， 抗 凝 作 用 可 能 在 凝血 活 酶 以 上 的 阶段 。 眼 镜 王 蛇毒 的 抗 
凝 作 用 较 弱 。 

具有 纤 溶 作用 的 蛇毒 有 竹叶青 、 尖 吻 蜡 、 蜡 蛇 及 眼镜 蛇毒 四 种 ， 竹 叶 青 及 尖 吻 蜡 蛇 毒 能 
使 人 、 牛 纤维 蛋白 平板 出 现 纤 溶 作用 ， 对 加 热 人 纤维 蛋 和 白板 无 作用 ， 与 尿 激酶 能 同时 使 人 、 
牛 纤维 蛋白 平板 出 现 纤 溶 作用 且 对 加 热 平 板 无 作用 的 实验 结果 相似 ， 提 示 此 2 种 蛇毒 纤 溶 作 
用 不 是 直接 作用 于 纤维 蛋白 ， 可 能 是 通过 激活 纤 溶 酶 原 ， 即 类 活化 素 作用 而 使 人 、 牛 纤维 蛋 
自 平板 出 现 纤 溶 现 象 。 蜡 蛇 及 眼镜 蛇毒 能 使 三 种 纤维 蛋 自 平 板 均 出 现 纤 深 现象 ， 与 胰 蛋 自 本 
ANKE ERE MAO, SLATER EN, REBATE 
Ho 

通过 我 们 的 观察 结果 说 明 ， 不 少 蛇 毒 对 血 凝 和 纤 溶 有 明显 影响 ， 其 中 眼镜 蛇毒 、 金 环 蛇 
毒 的 抗 凝 作用 ， 竹 叶 青 蛇毒 、 眼 镜 蛇 毒 的 纤 溶 作用 等 国内 尚未 见报 道 ， 对 这 些 作用 的 有 效 组 
分 的 分 离 、 纯 化 和 作用 机 理 的 进一步 研究 ， 不 仅 有 助 于 阐明 这 些 蛇毒 所 致 蛇 伤 的 发 病 机 理 ， 
也 有 利于 凝血 和 纤 溶 系统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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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VENOM OF EIGHT SNAKES ON 

BLOOD 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SIS 

Guan Jinxia Zhao Yand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Pharmacology,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Yang Xiaoguang Li Jiazeng 

(Department of Pathophysiolog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Tianjin)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venom of eight snakes found in Chi- 

na, namely, Naja naja, Bungarus fasciatus, B, m, multicinctus, Vipera russelli 

siamensis,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Ophiophagus hannah, Agkistrodon halys, and 

Deinagkistrodon acutus, on blood 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sis, The venoms of 7. 

stejnegeri, D, acutus, and V, russelli siamensis mainly exhibit procoagulant ac- 

tivity, but the venom of V, r, siamensis of higher concentrations shows anticoa- 

gulant activity, The venoms of A. halys and the four snakes of Elapidae exhibit 

anticoagulant activity. 

The venoms of 7. stejnegeri and D. acutus have an activator-like action, 

while the venoms of A. halys and N. naja have a plasmin-like action, 

The anticoagulant activity of the venoms of N. naja and B. fasciatus and 

the fibrinolytic activity of the venoms of 7. stejnegeri and N. naja have not 

been repor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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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小 鲁 的 生态 观察 Hynobius leechti 

图 6 

图 7 

-oreev sooreoon AMM ten Petia het geen ton 人 

Alpe ewe, AMR Ry Am. X1 

破 膜 而 出 的 幼体 ， 示 三 对 不 分 枝 外 后 和 平衡 棒 . 义 40 

3 日 龄 的 幼体 ， 示 鳍 神 、 平 衡 棒 、 外 鳃 及 黑 班 。 义 30 

20 日 龄 的 幼体 ， 示 外 鳃 分 枝 ， 平 衡 棒 最 长 时 期 。 义 31 

25- 28 日 龄 ， 前 肢 和 后 肢 的 发 育 : 1. 前 肢 3 指 5. GALASE, XI 

外 鳃 吸收 过 程 。 1 .肉眼 可 见 明显 外 鳃 ”2. 外 馈 开 始 萎缩 3, 4. 5. 

每 侧 外 鳃 只 剩 3 个 突起 6. 外 鳃 消失 . 居 1 
东北 小 饮 成 体 (o)X1 

E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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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ye el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Linnaeus)， 于 1976 年 发 表 在 动物 学 报 上。 
WAZA 

1922 年 梅 尔 〈Melil，R.) BHR 国 

广东 有 罗浮 山 有 鱼 归 分 布 。 时 隔 五 十 余年 后 ， 

974 年 5 月 7 日 在 云南 西双版纳 动 腊 县 城 附 
Ur ts A LF RR. SUE HEB 
RAG EAM fA We Ichthyo phis glutinosus 

eS 

RU OL 

版 纳 & x Ichthyophis bannanica Yang 

ERKIZTANIG, A,LKAG, BLAMG, CHEM 
ai & 98 Ichthyophis glutinosus (Linnaeus) , 

a. 头 背 面 ，b. 头 腹面 ，c. KAM 〈 引 自 Taylor 著 书 ” 志 绘 图 ， 特 此 一 并 致谢 。 
“HE RAG HR” 第 29 页 ) 

最 近 ， 在 清理 云南 省 综合 考察 队 存留 的 标本 
时 ， 义 找到 了 另 一 吹 性 成 体 ， 可 借 由 于 保存 
个 当 ， 通 号 被 铁锈 所 污染 ， 皮 肤 已 脆 化 ， 除 
吻 部 稍 有 损坏 外 其 他 部 位 尚 完整 。 

仔细 研究 了 这 两 条 标本 并 与 该 属 诸 种 的 
文献 对 照 后 ， 发 现 产 于 云南 的 鱼 晨 是 一 新 

种 ， 现 描述 于 后 。 模 式 标本 保存 于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he2h fe = RI chthyophis bannanica 

Sp. nov, [chthyophis glutinosus, Yang 

et Su 1976, Acta Zoologica Sinica vol 

22(1):115. 

模式 标本 正 模 : KIZ740012., 

云南 西双版纳 动 腊 县 城郊 ,海拔 600 米 ， 
19744E5 47H. wie, KIZ580059 5 

云南 西双版纳 ，1958 年 云南 省 综合 考察 
KK 

鉴 列 特征 ”新 种 版 纳 鱼 晨 I ch- 

thyo phis bannanica5 WHF fA 4BI , gluti- 

nosus 的 外 形 较 为 相似 ,其 主要 差别 在 于 

碑 纳 鱼 旺 的 领 初 第 一 锋 沟 距 口 角 远 ， 为 

吻 端 至 口角 间 下 的 2/5( 422 2K); 第 二 
颈 沟 目 头 背 不 可 见 其 两 端 ; 两 眼 间 处 的 

头 宽 大 于 吻 眼 间距 。 而 双 带 鱼 晨 的 第 一 

绒 沟 与 口角 几 相 切 ; BIMARAKES 

本 文 承 赵 尔 密 副 研 究 员 审 阅 ， 昊 保 陆 同 

本 文 于 1983 年 12 月 16 目 收 到 。 



74 疗法 但 相 疯 驹 0 

见 其 两 端 ;! 眼睛 处 之 头 宽 与 吻 眼 间距 相等 。 

形态 描述 PGK, AIG RAE. 

二 雌 晨 总 长 分 别 为 350，417 毫 米 ， 头 扁平 如 

铲 状 ， 头 长 12 毫 米 ， 略 大 于 头 宽 ， 吻 端 圆 超 

出 下 颌 ， 鼻 孔 位 于 吻 端 两 侧 ; 眼 间 距 约 为 鼻 

间距 的 2 倍 ;， 和 触 突 位 于 上 唇 缘 中 间 部 位 ， 距 

眼 约 1.5 毫 米 ， 距 鼻孔 约 4.5 毫 米 ， 基 部 有 四 

槽 ， 且 有 一 孔 可 供 缩 入 眼 呈 点 状 ， 隐 蔽 于 

胶 膜 之 下 ， 液 浸 标 本 瞳孔 呈 圆 形 CAPR PA Bi 

下 )。 颈 部 腹面 有 三 条 颈 沟 ， 间 FB 宽 如 同 领 

状 ， 故 名 领 裙 ， 第 一 颈 沟 在 头 侧 距 口 角 约 4 

毫米 ， 为 吻 端 至 口角 距 离 215; 第 二 颈 沟 在 

头 背 不 能 见 其 两 端 ; AKA EB 48 328—381 

个 ， 基 中 尾部 4 个 ， 体 前 半 部 环 补 间 有 鳞 2 

行 ， 中 部 3 一 4 行 ， 后 部 多 为 4 行 ， 罕 见 5 ft 

者 ， 鲜 片 宽大 于 长 ， 宽 约 1.5 毫 米 ， 半 透明 ， 

轮 纹 构成 一 系列 的 同心 圆 ， 环 时 在 背 呈 弧 形 

辐 前 弯曲 ， 而 在 腹面 则 向 后 转 曲 成 角 ， 角 顶 

与 弧 顶 间 的 垂直 距离 3 一 4 毫米 。 崔 晨 肛 部 以 

AN $B (I AT BR Ak 

口腔 有 齿 4 排 ， 上 、 下 各 2 排 ， 上 颌 次 

20—1—20, #2 4j17—1—17. 

参 4 

模式 标本 量度 《云南 ) 
= 

KTZ14007 9 KiZsnonre 
Re k 417 350 
ee boise 6 5.5 
Set oe 2.2 12 
眼 部 之 头 宽 3 
wm K 1 6.8 
AB 间 距 7 6.8 
vi 间 距 3.5 3.4 
背 裙 数 ( 个 ) 381 328 
rere a(t) 4 4 
(量度 以 毫米 为 单位 ) 

ON; fee) Wie2h faa K1Z74001 之 腹腔 ， 

AUN 62%, SLE, IE, ON 4 6.3— 

7.4X6.4—7. 752K, MARGARINE. 

生活 时 ， 无 论 背 腹 均 以 棕色 为 基色 ， 但 

背部 深 棕色 腹部 为 浅 棕 。 背 部 显 腊 光 。 体 侧 

黄色 。 

生态 资料 ”生活 在 云南 热带 西双版纳 

河谷 盆地 的 沟 塘 及 小 诅 边 ， 垂 直 分 布 海拔 

600 米 。 

0) dea 

MKA DAL: BSR wR. hy 22C):115(1976). 

Boulenger GA, 

Batrachia, London, 515—517 (1890).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 Reptilia and 

Kirtisinghe P,; The Amphibia of Ceylon, Ceylon, 94—97(1957). 

Taylor EH, The Caecilians of the World, Univ, of Kansas, 9J)—94(1968). 

A NEW SPECIES OF ICHTHYOPHIS——I. BANNANICA 

Yang Datong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chthyophis bannanica sp. nov. 

Ichthyophis glutinosus Yang et Su, Acta Zoologica Sinica, 22(1):11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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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 武 亚 种 
ASS Hi 

《南充 师范 学 院 生物 系 ) 

1974 年 6 一 7 月 在 四 川 平 武 县 高 庄 林 场 发 

现 细 疙 疣 晨 一 新 亚 种 。 模 式 标本 保存 在 南充 

师范 学 院 生 物 系 和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疏 行 

动物 研究 室 。 

rimus pingwuensis ssp, nov, 

模式 标本 IED (740055, 1974 

年 6 月 28 日 ， 平 武 县 高 庄 林 场 ，1400 米 。); 

配 模 平 ( 平 74074 号 ，1974 年 7 月 18 日 ， 平 武 

县 高 庄 林场 附近 的 礁 窝 贬 ，1400 米 。); 副 模 

23%, 48 (19744 6 A238, 7 Ash, 

FERIA. MERWE, 14007%K.). WWHRIER. 

鉴别 特征 APC ROL SiS 

亚 种 〈 广 西 瑶 山 地 模 标本 ) 的 主要 区 别 如 表 

Tylototriton as per- 

by 

表 1 MRR TRL A AAS EAH Bal 

~- nH EL ff i 名 亚 种 

体 侧 疗 粒 成 不 规则 近 圆 形 ” 体 侧 疗 粒 有 一 纵 行规 则 

Ai, RITE AAR, RIOR 
4 清楚 

鼻 间 距 小 于 吻 长 lB] FBS RAV 
肛 孔 外 缘 黑 神色 肛 孔 外 缘 桔 红色 

腹面 皮肤 粗糙 ， 疗 粒 密 布 ”腹面 皮肤 较 光 消 ， 皱 纹 

状 

形态 描述 量度 如 表 2。 

承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胡 其 雄 、 江 次 明 
等 同志 的 帮助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11 月 14 日 收 到 。 

Holotype. KIZ 74001 9, Mengla County, Xishuangbanna, Yunnan, altitude 

600m, May 7, 1974. 

Paratype, KIZ 58005 2, Xishuangbanna, Yunnan, altitude 600m, 1958. 

Diagnosis, This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J, glutinosus, but differs in, 1) 

first cervical groove about 4mm long, farther from the corner of the mouth, and 

2/5 the distance from the snout to the corner of the mouth; 2) second cervical 

groove invisible from above; 3) head width at the eye longer than the distance 

from the snout to the eye,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2 人 lh Re 
表 2 40 fe HH EK EA ERR (Pe: BR 狗 是 各 部 量度 与 头 体 长 之 比 ) 

ER 配 模 早 EI" Et" 配 模 早 Ei 
3274005 3274074 3274075 3274005 3274074 3£74075 

头 体 长 68.0 68.0 75.0 Ak 2 3.0 3.0 3.0 

4.4% 4.4% 4.0% 

kk & 16.0 16.0 16.0 尾 长 63.0 64.0 67.0 

23.5% 23.5% 21.3% 92.7% 94.1% 89.3% 

17.0 16.5 17.5 尾 基 帘 7.0 7.0 8.0 

25.0% 24.3% 23.3% 10.3% 10.3% 10.7% 

k 9.0 ih) 10.0 尾 高 9.5 9.5 9.6 

13.2% 16.2% 13.3% 14.0% 14.0% 12.8% 

吻 长 5.0 6.0 6.0 前 胶 长 20.0 215 20.0 

7.4% 8.8% 8.0% 29.4% 31.6% 26.7% 

A) iB 4.1 4.2 5.0 后 胶 长 24.0 23.0 23.0 

5.9% 6.2% 6.7% 35.3% 33.8% 29.3% 

眶 间距 9.0 8.5 8.0 A Fe gE 30.0 29.0 39.0 

13.2% 12.5% 10.7% 44.1% 42.7% 52.0% 

At ae, HSM as ARTA 

长 ， 背 鱼 衬 较 高 而 薄 ， 始 于 尾 基 部 ;， 尾 腹鳍 

裙 罕 而 厚 ， 尾 端 钝 尖 。 肛 部 隆起 ， 肛 孔 长 裂 

形 。 

头 宽 稍 大 于 头 长 ， 吻 端 平 切 ， 近 于 钝 

Bs 鼻孔 近 吻 端 ， 有 鼻 间距 小 于 眶 间距 和 吻 

长 ;， 眼 径 等 于 眼前 角 至 鼻孔 的 距离 ; 上 有 眼 瞪 

宽 约 等 于 眼 径 11/3. BATH, AEs 

口角 距 眼 后 角 下 方 较 远 。 上 、 下 毛 具 细 疮 ; 

Baws “2 I, mea, Jaa lal Pill 

DH. BAI, AARP, ARUP; & 

Baim S OR ABTA, PM TES 

OR Ht, BURR Takk; Bs, 78 

长 顺序 3、2、4、1; 五 趾 ， 趾 长 顺序 3，4、 

2、5、1; 指 、 趾 略 扁平 ， 指 趾 端 钝 Als 无 

KPH. AER, BRAT. 

Rkite, BUSA, fa, mba sete 

FEI), A ALA PEL. SAA Be Ms Se 

Bo APRA “V" PRR SAAR 

Re. RUA ADEA WR, BAL 

ASTANA. SPEAR. A BS Be HG 

fi, 3A SHEN 

ARTS IN HS. wk sng De SI A A 

红色 ， 余 部 均 为 黑 褐 色 。 

第 二 性 征 ” ”雄性 肛 裂 长 ， 长 度 为 鼻孔 

至 眼眶 后 缘 的 长 度 ， 肛 孔 内 壁 具 小 乳 突 ; WE 

性 肛 裂 短 ， 长 度 约 为 小 间距 之 长 。 
幼体 ， 采 得 50 余 条 ， 其 中 全 长 50 一 60 

KINA, RRO, SMB. FB 

达 躯 干 中 部 ， 尾 腹鳍 裙 较 宽 ， 桔 红色 ， 趾 、 

指 端 桔 红色 ， 体 色 大 部 棕 福 色 ;， 外 鳃 发 达 。 

全 长 54 一 62 SK N9A, BREAK 

mM; Kile BR, eee Aw 

成 体外 鳃 残存 。 

生活 环境 ”一 对 成 体 生 活 在 林场 背后 

马尾 松林 下 的 临时 积 水 坑 内 ， 水 深 6 一 10 厘 

米 ， 水 中 有 稻草 和 松针 。 坑 内 有 四 川 狭 口 蛙 

生活 。 另 一 对 成 体 和 50 余 幼体 ， 生 活 于 林场 

附近 的 礁 窝 贬 一 废弃 多 年 的 农家 美 池 中 。 水 

深 30 一 50 厘 米 ， 水 面 为 浮 萍 覆盖 ， 水 清澈 ， 

池 底 多 枯 枝 落叶 和 庆 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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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UBSPECIES OF SALAMANDER FROM SICHUAN—— 

TYLOTOTRITON ASPERRIMUS PINGWUENSIS 

Deng Qixiang Yu Zhiwei 

(Department of Biology, Nanchong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Tylototridon asperrimus pingwuensis SSp, nov, 

Holotype, N074005, adult male; Gaozhuang Tree Farm, Pingwu County, 

Sichuan, alt, 1400m; June 28, 1974; by Deng Qixiang, 

Allotype. NO74074, adult female; Duiwoliang, Pingwu, Sichuan, alt, 1400m., 

July 18, 1974; by Deng Qixiang, 

Paratypes: 2 males and 48 juveniles; June 28 and July 18, 1974s collected 

with the holotype and allotype.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Nanchong Tea- 

chers College and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Diagnosis, This new subspecies differs from the nominate subspecies in, 1) 

warts on the flank irregular, with no distinct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each other, 

2) distance between the nostrils shorter than from the snout to the eye; 3) periphery 

of the anus dark-brown; 4) ventral surface rough with numerous warts. 



简 报 

东北 小 饮 Hynobius leechii 的 生态 观察 

Ec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Hynobius leechiit of Northeast China 

自从 Boulenger 于 1887 年 首次 报道 以 来 ， 效 今 

有 关东 北 小 鲍 生 态 方面 的 详细 报道 极 少 ， 赵 尔 密 、 

黄 康 彩 (1982) 对 东北 小 鲍 的 生态 问题 作 了 些 报 

道 ; 笔者 从 1964 一 1965;， 1978 一 1982 年 间 ， 先 后 在 

于 山 、 清 愿 、 桓 仁 、 本 溪 等 地 结合 室内 饲养 观察 ， 

积累 一 些 资 料 ， 现 报告 如 下 ; 

材料 和 方法 

材料 来 源 “在 1980 年 和 1981 年 的 4 一 5 月 间 ， 从 于 

山 、 清 原 所 采 得 未 产 卵 的 东北 小 鲍 ， 峻 性 25 只 ， 雄 

性 35 只 。 
实验 设备 ”用 三 种 规格 水 槽 进行 饲养 观察 。 

1 用 26X13 (BAX) BK, ARBRE 

i, BR MA, EQN, Hee A HOR. 

2. 用 40X30X325 (KX HX, Fal) 厘 

Kk, RAIA, RZFNUW 5 天 后 的 幼体 。 

3. 用 120X40X20 厘米 。 水 泥 槽 ， 饲 养 凶 化 

一 个 月 以 后 的 幼体 。 

在 这 三 种 水 模 忠 分别 放 入 用 东 泥 和 石 块 作成 模 

拟 小 鲍 自 然 生 弄 的 模型 ， 适 于 它 隐 藏 、 产 卵 和 上 陆 

等 活动 ， 然 后 向 水 模 里 加 水 ， 水 深 3 一 5 厘米 ， 使 模 

型 一 部 分 露出 水 面 ， 形 成 水 陆 两 栖 环 境 ， 并 放 入 少 

量 树 被 和 于 树叶 。 

食物 准备 ”在 室内 个 养 时 ， 主 要 以 入 类 和 和 堆 责 水 

丝 旺 为 食 ， 现 把 培养 方法 介绍 如 下 。 

1, 蚤 类 培养 液 的 制备 : AMPS. 

园 土 200 区 、 加 1000 毫 升水 ， 混 合 后 ， 放 入 157 一 

187 的 室温 下 ， 放置 3 一 4 和 天， 然后 用 五 层 纱 布 过 

泪 ， 将 泪液 稀释 2 一 4 倍 ， 即 成 培养 液 ， 分 装 在 26 义 

13〈 直 径 义 高 ) 厘米 的 圆 形 玻璃 模 中 待 用 。 

2. 入 类 采集 与 培养 ， 在 野外 积 水 中 ， 采 来 的 

BA (BAKES Daphnia magna, RK D, 
pulex, 223% D, carinata®), WRALRESGE 

Fe WAY ATS Be SS HE BRS EB SR i 

幼体 。 

3, HK] Lim nodrilus hof fmeisteri 

的 采集 与 培养 : 在 河 边 泥 土 里 采 来 的 霍 甫 水 丝 归 放 

在 解剖 盘 〈50X35X4 厘 米 ) 中 ， 盘 中 要 有 细 沙 和 

河 泥 混 ， 约 2.5 厘米 厚 ， 霍 甫 水 丝 晤 主要 用 来 喂 一 

个 月 以 后 的 幼体 和 成 体 。 

人 饲养 方法 1 一 15 日 龄 者 ， 养 在 圆 形 玻璃 槽 中 ， 

每 两 天 换 一 次 水 ， 每 天 投放 一 次 蚤 类 ; 16 一 30 目 龄 

者 ， 移 入 长 方形 玻璃 槽 中 ， 每 三 天 换 一 次 水 ， 每 天 

投放 一 次 重 类 ; 30 一 60 上 日 龄 者 ， 移 入 水 泥 槽 中 ， 每 

五 天 换 一 次 水 ， 换 水 后 投放 一 次 起 下 水 丝 归 。 

假如 条 件 人 允许 可 直接 采集 和 苗 类 、 堆 甫 水 丝 是 进 

行 饲养 。 

繁殖 与 个 体 发 育 

PO 4 月 初 ， 水 温 2 一 5 入 水 溪 ; 4 月 中 旬 一 

5 Aa, Kim 4—120, Ar SPH. F 1981 年 在 

于 了 出， 从 竹山 天 坝 到 无 量 观 一 段 水 沟 溪 流 中 ， 对 东 

北 小 鲍 产 邦 情况 进行 了 野外 观察 ， 产 卯 时 水 的 pH 

值 6.5 一 7.0。 每 隔 10 天 检查 一 次 在 这 一 段 所 产 的 多 

袋 对 数 ， 每 次 5 人 站 成 横 排 前 进 ， 洛 路 彻底 清查 ， 

如 发 现 卵 袋 立 即 记 数 并 装 入 水 衫 ， 最 后 集中 倒 入 下 

游 河 段 ， 重 复 5 次。 把 每 次 查 到 的 卵 袋 数 ， 均 认为 

是 清查 后 新 产 的 卯 袋 数 。 其 结果 是 4 月 15 目 发 现 有 

3050S: 4 月 25 目 有 20 对 ; 5 月 5 目 21 对 ;5 月 15 目 

ne 

tp 20 

re 15 
对 
a 10 

5 
2 对 

AH152 4425 5859 5A15H 5 用 25 
Pgnaiy 

Rab) se HP Rw A 

本 文 照 片 由 辽宁 大 学 生物 系 李 桂 亭 摄 ， 特 此 致 
谢 。 

本 文 于 1982 年 8 月 5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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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6 对 ; 5 月 25 日 有 2 对 .以 此 数据 可 绘 成 上 页 曲线 。 

从 此 曲线 可 看 出 ， 产 卵 盛 期 为 4 AAR AD, 

持续 期 40 天 左右 。 

产 匈 前 在 野外 和 室内 均 未 见 肉 雄 抱 对 ， 在 宇内 

RE CSR 1 HE HE) 饲养 观察 发现 , 在 繁殖 

期 ， 峻 雄 成 对 活动 ， 一 同 游泳 ， 有 时 互相 靠 得 很 

近 ， 有 时 雄 体 从 峻 体 腹部 爬 过 去 ， 当 具体 产 匈 时 ， 

雄 体 显得 异常 活跃 ， 尾 部 不 断 摆动 和 和 急 持 ， 随 即 开 

各 排 精 ， 这 时 在 雄 体 尾 部 和 上 峻 体 汇 殖 腔 附近 ， 用 

50 毫 升 的 注射 器 采 10 SKE, APBD HL 转 

3 一 5 分钟 ， 倒 掉 上 清 液 ， 留 2 一 3 毫升 ， 用 wie 

(10X10) 检查 ， 可 见 有 精子 。 在 室内 饲养 的 OS 

圆 形 玻璃 槽 中 ， 曾 见 一 例 ， 当 肉体 刚 产 出 存 袋 约 1 

厘米 时 ， 则 雄 体 立即 用 口 衔 住 ， 并 用 力 往 外 拉 ， 该 

现象 是 雄 体 误 把 卯 袋 当 成 食物 吞 咬 ， 还 是 协助 叭 体 

拒 克 袋 糙 在 石 块 上 ， 原 因 不 明 ， 待 进一步 观察 。 

从 野外 和 室内 均 观 察 到 肉体 产 卵 时 ， 同 时 产 二 

AOS, EME GRABS) 又 形成 一 个 

Bom te GRAZ) 以 柄 把 卯 袋 烙 附 于 石头 

下 或 永 申 的 枯 梓 上 ， 因 此 形成 卯 袋 一 端 固 着 ， 一 端 

游离 。 卵 袋 呈 圆 简 形 ， 弯 曲 状 ， 胶 膜 无 色 透 明 ， 富 

弹性 ， 蓝 在 其 中 呈 两 行 交 错 排 列 ， 互 不 遮盖 。 测 定 

50 对 匈 袋 ， 其 每 条 长 达 110 一 185 毫 米 ， 平 均 158 S 

米 ; 电 部 直径 为 13 一 19 毫 米 ， 平 均 为 14.5 训 米 ; 胶 

质 柄 长 6 一 11 毫米 ， 平 均 为 8 毫米 。 如 图 1。 WR 

内 之 允 幅 度 为 36 一 75/ 每 卵 袋 ， 一 般 多 为 40 一 62/ 每 

I, WABBE. RE. WEAIABK. 

孵化 =H hee, Ae, OK 

ARR, SEA. HR, BoOKBK, BAe 

发 育 ， 卵 和 卯 袋 逐渐 增 大 。1980 年 室内 观察 其 受精 

US, SSR, WIR RR, 3-5 

神经 管 。4 月 30 目 所 产 的 卵 ，5 A12H—13A eH. 

1981 年 又 在 室内 所 观察 的 结果 和 80 年 的 基本 一 致 ， 

NDE PAU y SSIS OU) Siimaea vaalkéa ts Ja) isle 

8A. 10 Aa. ME ESE eR aI 

F1O—16K, WIA1L2K. Ahi ee He, 

M198 14E 4 A 2IA AR, BSAKmM FAC, 4 

IGRAKHAOK. m4 AWE, BAKEE 

420.50, MUKRRHAK. RERBAKIBAE 

渐渐 变 薄 ， 最 后 卯 袋 游离 顶端 的 胶 膜 破裂 ， 发 育成 

BZ, OAR SLEa HH. 

个 体 发 育 ” 刚 艇 出 的 幼体 ， 全 长 为 12 一 13 毫米 ， 

外 鳃 明显 ， 有 平衡 棒 一 对 多 沉 于 水 底 ， 如 图 2。 最 

初 两 天 很 少 活 动 ， 第 3 一 5 天 时 才 游 动 ， 此 时 背 久 裙 

较 长 ， 约 占 背 部 的 2/3， 从 蚀 的 末端 部 位 开始 一 直 
到 尾 末 端 ; 腹鳍 裙 较 小 ， 从 两 后 肢 芽 间 至 尾 ， 背 鳍 
禄 黑 斑 较 多 ， 腹 鳍 袜 较 少 ， 如 图 3。 

1. 外 鳃 开始 分 枝 与 发 育 : 1981 年 5 月 7 目 刚 好 

出 的 幼体 ， 有 三 对 外 鳃 ， 还 没 分 梳 ， 如 图 4。 经 20 

天 左 在， 可 清楚 见 到 三 对 分 枝 状 外 鳃 明显 向 外 侧 伟 
展 ， 其 前 尚 有 平衡 棒 一 对 ， 人 为 剪 去 平衡 棒 则 失去 
FES. Sa BH AE RIK 30— 352K, JP ASHE 
消失 ， 如 图 5 而 外 鲁 发 育 更 加 充分 ， 分 枝 更 清晰 ， 
镜 下 可 看 到 血液 流动 。 

2. BURMA: 此 期 约 25 一 35 天 ， 先 

出 前 胶 ， 当 前 胶 长 达 4 生 5 之 米 ， 可 见 3 指 ; GREK 

为 3 一 4 党 米 ， 可 见 4 趾 。 见 图 5。 

3. 外 鳃 吸收 与 上 上 陆 地， 此 期 约 60 一 70 天 ， 体 

全 长 达 40 毫 米 左 右 ， 四 胶 发 育 完 全 ， 外 鳃 逐渐 鞭 

缩 ， 此 时 幼体 常 游 到 水 面 进 衙 呼吸 。 久 后 逐渐 由 鲤 

呼吸 变 为 肺 呼吸 ， 当 外 鳃 全 部 消失 后 ， 才 上 陆地 生 

活 ， 完 成 变态 。 见 图 6 。 

栖息 环境 及 活动 规律 

东北 小 鲍 除 繁殖 期 在 水 中 生活 以 外 ， 包 括 越冬 

等 均 在 陆地 上 上 生活。 越冬 时 多 栖息 于 离 水 较 近 潮湿 

Ki, AHEM RET ENR PARLE 

和 中 、 乱 石 堆 里 ， 以 及 较 天 的 草 堆 或 水 边 附 近 居 民 的 

皮草 识 下 冬眠 ， 多 在 向 阳 背 风 处 。 每 年 4 月 下 旬 到 

含有 丰富 食物 的 山 间 溪流 中 的 静 未 弯 或 附近 的 水 坑 

中 产 卯 。 产 卵 后 ， 多 隐蔽 在 流 尿 的 石 下 或 枯 核 落叶 

下 ， 至 5 月 中 旬 开 始 上 陆地 活动 ， 这 时 多 在 水 溪 两 

岸 山 坡 的 枯 枝 落叶 、 乱 章 堆 、 乱 石 或 倒 木 下 ， 潮 温 

的 环 开 中 活动 和 取 食 。6、7 月 间 活 动 范 围 扩 天 ， 可 

到 山坡 、 农 国 中 活动 。9 月 份 在 越冬 地 点 又 开始 增 

ZB, WADA. 

2215 X A198 1466 A 25A—6 4 30R EFL 

南 沟 用 路 线 法 对 东北 小 鲍 的 活动 情况 进行 了 观察 。 

这 6 天 中 和 天 未 见 活 动 的 个 依 ， 而 在 20 一 21 时 见 有 

AAR; 321 一 22 时 见 有 8 只 ; 22 一 23 时 见 有 7 只 ; 23 一 

24 时 见 有 5 只 。 在 一 个 下 雨 的 自 天 ， 捕 到 一 只 。 从 

以 上 事实 可 以 看 出 ， 东 北 小 鲍 喜 欢 夜间 活动 ， 雨 天 

也 比较 活跃 。 

运动 方式 ， 一 般 多 在 陆地 或 水 底 仆 行 ， 很 少 在 

永 中 以 尾 摆动 游泳 ， 当 在 水 中 游泳 时 ， 四 肢 紧 贴 体 

侧 ， 以 减少 阻力 ， 而 且 游 出 不 远 ， 立 即 又 沉 入 东 底 

贴 于 石 块 或 泥 沙 上 疏 行 。 这 样 四 胶 在 游泳 时 似乎 是 

多 佘 的 。 在 陆地 运动 有 两 种 形式 ， 当 受惊 扰 时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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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 与 地 面 接触 ， 身 体 作 波状 弯曲 运动 ， 四 肢 趣 起 

Maire PRR EH ek. teat 

后 ， 四 肢 着 地 ， 体 重 落 于 四 肢 上 ， ere 然 

HORE. 小 够 以 上 这 些 运动 方式 ， 表 示 四 肢 

由 水 中 六 泳 过 湾 到 陆地 运动 的 

食性 、 饮 水 及 晓 皮 

RM ”捕食 时 间 ， 一 般 多 在 早晚 及 十 天 ; 在 6、 

7、8 月 捕食 旺季 ， 食 量 较 大 ， 如 : 一 体 全 长 A 135 

厘米 的 个 体 一 次 可 食 霍 甫 水 丝 旺 15 条。 幼体 和 成 体 

- 些 特此 rue 

Raw} RRA HM HE 

h f& 6A 30H 10% 繁殖 期 成 体 5 月 8 日 10 个 

均 以 活 的 动物 为 食 。 在 CIEE. 2h ENE 7K AO 

HEPA 7K 2285], RANGER AYR A 幼虫， 如 : 蛾 

3. A. AS. AERA ba, FRAME —2830 

只 幼体 只 喂 植物 性 食物 和 已 死 的 动物 ， 未 见 取 食 ， 

经 45 一 66 天 ， 全 部 相继 死亡 ; 而 另 一 组 30 只 幼体 喂 

活 的 动物 (水 备 和 水 丝 晴 )， 除 10 只 死亡 ， 余 20 只 均 

生长 发 育 正 常 。 同 时 也 剖 胃 分 析 了 繁殖 的 成 体 ， 养 

60 天 的 幼体 和 上 陆 后 的 亚 成 体 的 骨 内 容 物 ， 其 食性 

成 分 如 表 。 

此 小 鲍 耐 饥 力 很 强 ， 把 1981 年 4 月 16 日 从 于 山 

物 成 分 

亚 成 体 9 月 5 日 10 个 

新 米 虾 属 TKR HB EVE 
(NVeocaridina) (Daphnia) (Phere fima) 

米 虾 属 中 剑 蚤 属 ee 
(Caridina) (Mesocyclops) (Limax) 

沼 虾 属 摇 蚊 幼虫 Gel Bae IS 
(Merobrachium) (Chironomus) (Aranea) 

OR Fe = KZ 8 BFE ye 
(Gobiidae) (Limnodrilus hof fmeri) (Agrotis) 

JUT ARR. Pi 

采 来 的 15 只 小 鲍 ， 放 入 室内 长 方形 玻璃 水 槽 中 进行 

耐 饥 实验 。 槽 中 水 温 15 一 23 位 ， 平 均 为 18.67， 

室温 14" 一 25 人 ， 平 均 为 19. 2 人 的 环 焉 条 件 下 ,直到 

8 月 15 日 才 相 继 全 部 死亡 。 可 耐 饥 的 天 数 达 90 一 121 

二 
饮水 ”东北 小 够 未 能 口 饮 水 ， 身 体 所 需 水 分 多 从 
食物 和 皮肤 渗透 获得 。 
RR 在 馈 养 的 水 模 中 ， 可 见 小 鲍 晓 下 的 皮 ， 四 

胶 的 皮 较 完整 ， 腹 部 的 皮 破 裂 ， 背 部 还 连 成 一 片 ， 

有 时 世上 见 躯 体 后 半 部 晓 下 的 皮 呈 较 完 整 的 圆 桶 状 。 

刘 明 王 

《辽宁 大 学 生物 系 * ) 

Liu Mingyu 

注 : 本 文 插图 下 转 72 页 

(Department of Biology, 

Liaoning University) 

Bl Ee 

《沈阳 师范 学 院 生 物 系 ) 

Zhou Yufe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Shenyang Teachers College) 

赵 海 清 

Gl Se BR) 

Zhao Haiqing 

(Anshan Hygienic School, Liaoning) 



MRE: HT (Alligator sinensis Fauvel) 图 版 

颅 在 局 部 解 阐 学 上 的 年 龄 变化 

i ¥ 3 (Alligator sinensis) 头骨 背面 观 。 从 上 直到 者 : & RABE MNO, 1361, 
解 6、 解 7、 解 4 和 吉 着 椎 所 No. 1335, 49X1/2. 



从 林 玉 等 ， 扬 子 鲍 (Alligator sinensis Fauvel) 图 版 了 

颅 在 局 部 解剖 学 上 的 年 龄 变化 

4-3 (Alligator sinensis) KF RGM, MEFS: & AE HNO, 1361, 

解 6、 解 7、 解 4 和 二 着 椎 所 No. 1335, 44X1/2, 



郑 中 华 等 :中国 林 上 蛙 和 输卵管 的 超 微 结 

Al 纤毛 细胞 呈 柱 状 ， 细 胞 游离 面 有 纤毛 〈Cil) foe (Mv), 
规则 形 ， 核 膜 分 两 层 ， 核 周 致富 
eG). X10,000 

图 HA RGAE EER AR, 

HR ER CAC), faa hy Az 

中 间 有 一 电子 密度 高 的 颗粒 。 

顶部 大 量 线 粒 体 (M)， 核 CN) 不 
满 糖 原 粒 (G]) ,细胞 疝 为 连接 复 

X7,200 
图 3 分 法 细胞 的 细胞 核 (N) KY, REMUS TEM, mm PADLME(G), Fear 向 绒毛 (MY) 突起 ，J: 连接 复合 体 。X8 ,800 
图 4 RRA, Wk AA KSI ` 泡 (POFCAK SA, 细胞 串 有 线粒体 (Mi), 7948 29 双 间 为 粘连 小 带 (Za), FG bakes ee eine, Co. 胶原 纤维 。 义 9.600 



郑 中 华 等 ， 中 国 林 峙 输卵管 的 超生 1} 
oe 7] 

: Ne DF 

输卵管 管 壁 的 内 表面 不 规则 。 纤 毛细 胞 细胞 核 的 核 仁 (Nu) x, RM. ach ab Lhe BAH 

(G) Pw slererA Cu). X7,000 

车 液 细胞 的 细胞 核 '(N) 不 规则 ，Nu: KE; G: 粘液 颗粒 。 义 11,600 

粘液 细胞 细胞 核 (N) 扁平 ， 核 仁 (Nu) 大 ， 49 fe, Fy KA Hh AH (G). X20,000 

纪 原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管 壁 内 表面 不 规则 ， 隆 起 处 为 纤毛 细胞 (Cil) 和 分 尖 细 胞 (Se), AHA 

粒 (G) 为 融合 状 。 纵 沟 处 为 分 汰 细胞 (Se) ,细胞 中 有 分 汰 颗粒 (G) ， D> dle ba WG By Phi PAE 

(G), N; some. X15,500 



王子 仁 等 ， 不同 因子 引起 的 类 坏死 对 角膜 诱导 的 影响 图 版 了 

图 1 一 6 Masson-Fontsna 法 显示 黑色 素 . 

图 1 正常 皮肤 中 色素 的 分 布 情况 ， 尖 1500 ; 
ee SN ee A rap ah AL, TLAFRME DORR oe 

X 1500 
图 3 对 照 纽 手术 后 8 天 移植 片 中 色素 颗粒 仍 密集 ， 但 已 >I HR BD 变 得 松散 ， 尖 1500 
AA 醋酸 组 手术 后 8 天 移植 片 中 色素 颗粒 明显 地 少 于 同期 对 照 组 ， 尖 1500 
图 5 对 照 纽 转变 为 远 明 的 新 角膜 中 仍 残留 色素 颗粒 ， 久 1500 
图 6 正常 角膜 示 色 素 细胞 及 5 ee ee Heo, 1500 
图 7 Mallory 三 色 法 染色 ， SL ala eae Wt (47 ka) 侵入 内 。 

- IP AIRZ, ARAMA MARR AMR RAL 头 示 ) 1500 
图 8 格 花 青 三 铬 明 硕 法 染色 ， 对 照 组 手术 后 5 天 移植 片上 皮 细 胞 的 有 毕 yA MB, X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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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 两 栖 和 行动 物 学 代表 大 会 公告 mney 
& 
这 

第 一 届 国 际 西林 相生 动物 学 代表 大 会 的 矫 各 工作 正在 按 计 划 进行 。 由 17 名 名 国学 者 | 
组 成 的 执行 委员 会 以 及 由 50 名 新 当选 委员 组 成 的 国际 两 栖 人 爬行 动物 学 委员 会 目前 正在 就 

会 址 、 会 期 、 会 议 形式 和 议题 等 问题 进行 商讨 六 :我 们 计划 在 四 年 内 召开 大 会 ， 并 力求 儿 i 

5] HE HG AT BD RIG AAR RMR MA, 而 且 感到 这 次 会 议 意义 重大 。 欢 | 
迎 争 取 当 会 议 主 办 国 的 各 国学 者 向 大 会 秘书 长 Kraig Adler 接洽 。 通 讯 处 ，Cornell Uns- ts 

versity, Seeley G, Mudd Hall, Ithaca, New York 14853, USA, 会 址 和 会 期 一 经 人 

闫 定 ， 本 会 报 将 发 表 一 项 公告 ， 详细 报道 有 关 情 况 ; 还 将 附 上 询问 处 地 址 ， BARA  § 
了 解 情况 。 人 

这 火 大 会 是 自 筹 经 沉 的 ， 但 迄今 为 止 ， 本 组 织 尚 无 经 费 预 算 ， 而 这 几 年 的 筹备 工作 i 

AKRMYLAMAR(LEMFT PMR FMT), As, AARAARTHAETRUHA FE 

们 进行 一 次 性 捐款 。 作为 苦 备 工作 所 需 基 金 。 凡 捐 款 100 荷兰 让 〈 约 合 35 美 元 ) 者 ， 本 

Sieve “MBH A” (Sponsors) 的 称号 ; 捐款 1000 荷兰 让 者 ， 将 被 授 以 “捐助 人 ” 人 

《Benefactors) 的 称号 。 捐 款 人 名 单 将 刊载 在 大 会 的 正式 议程 表 上 。 上 此外， 捐款 人 将 收 到 i 

ANTM, 以 便 了 解 大 会 筹备 工作 的 进展 情况 。 ANKE ETA FS 本 

协力 ， 通 过 这 次 大 会 的 召开 ，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促进 两 栖 人 爬行 动物 学 的 发 展 。 捐款 请 寄 本 会 : 

iB 
& 

| 

i 
& 
& 
& 

& 
& 
& 
E 

SA He a — se 

1 邮政 支票 帐户 Dr, M, S, Hoogmoed, Leiden, account number 5327161, 

4. ， 银行 帐户 ，World Congress of Herpetology, Algemene Bank Nederland 

(A, B, N,), Leiden, account number 566274078, 

3, 银行 帐户 ，World Congress of Herpetology, Marine Midland Bank, New 

York City, account number 006667341. 

荷兰 让 捐款 请 寄 前 两 个 帐户 中 的 任何 一 个 ; ALMFRSEDL. RHUTARFSA 

会 财务 Marints S .Hoogmoed。 通 讯 处 ，Rijksmuseum van Natuurlijke Historie, P, 

O.Box 9517,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 陈 年 长 译 ) 

HPEBABAESEBBS ne ENS, EAS che ons ne =n enya ne one ENS, DS, DEAS 人 2 2 ene nN ons DS ENS EAS, 

PY Me tT ww + kh 
(C227) 

一 九 八 四 年 六 月 第 3 & 第 2 其 

编 a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成 都 市 416 信箱 

出 版 At 学 a Ki BE 

北京 朝阳 门 内 大 街 137 号 

印刷 装订 大 

总 发 行 处 成 都 市 地 

vy pa 处 全 国 各 地 Eas 

四 川 省 期 刊登 记 证 第 179 号 

al al | 

FS: 62—25 =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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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部 分 无 尾 两 栖 类 眼 晶状体 蛋白 的 分 子 分 类 学 探讨 1. SR eR IG 

斤 科 中 部 分 种 的 眼 晶状体 蛋白 电 聚 焦 及 SDS 凝 胶 电 泳 分 析 … 趣 未 远 “ 陈 素 文 
实验 形态 学 

FE FS WEAR ASTEAS AEN TERE cere eee Big me BMRA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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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 aes —— ep Bt Ge Lp see - os tecdscb ose -cke ee ecg See fat) ore 

FH BEG ES SEE Th UWS, HEBD cece eee eee eeee eee gt RR BRA 

he eet gee _ prem ie (Elaphe maculata)... GRE FZ 答 

简 报 

HEHE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匈 的 发 育 速 度 及 其 对 温度 的 耐力 。 沈 其 天 、 

SUA (61). 陕西 南部 两 栖 动 物 调查 报告 。 ROE (65) Rabe NEM 

察 。 “ 方 俊 九 、 陈 生 、 王 海 (67)。 四 川 安县 的 蛇 类 。 高 正 发 (69)。 ”四川 省 部 
FAA MABE. RS. BMH. AH. RAR, FEB (Tl). 我 国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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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ert (21), J PIT BRE. mb. FRE. FAG 

(50). 江苏 省 蛇 类 一 新 纪录 一 一 棕 黑 锦 蛇 。 BRFG. SRF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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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卷 第 三 其 A i Me 47 oS th Vol, 3, NM: 
—TFi /\ i 4E 7 A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Sept., 1924 

4X Eel BB 9} 7c Fe FA 

体 蛋白 的 分 子 分 类 学 探讨 

TL. SSR LOSER HE Bor EY 
HI wes TA As 2 A HE FE SDS BENCH DK PDT 

aA RAR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ARSC TE BU CSET LE, Me EE SAY, BE RA eo a CLA) 以 及 负 

子 蟾 科 中 非洲 爪 蟾 等 的 眼 晶 状 体 蛋 自 ， 利 用 同一 技术 进行 了 比较 研究 ， 观 察 其 种 〈 亚 种 ) 间 

的 差别 。 

材料 来 源 与 方法 

1. 材料 来 源 | 

编号 种 名 采集 地 点 采集 时 间 

il KEE Bombina maxima (Boulenger) 四 川西 虽 1983.6 

2 WPEFCH ys Atympanophrys shapingensis (Liu) 四 川西 昌 1983.5 

3h Kise tewABufo, 6, gargarizans Cantor 四 川 成 都 1983.6 

4, ” i ” 四 川 浴 雅 1982.9 

ae Ais ee te PEI ARB, 6, andrewsi Schmidt 四 川西 昌 1983.6 

6. IRL Kee B, 6, minshanicus (Stejneger) 四 川 红 原 ， 1983.2 

7 人 ™ esis B melanostictus Schneider 广西 桂林 1982.9 

8. Be ill Gy Ws Oreolalax rugosa (Liu) 四 川西 昌 1983.5 

a mw wO, pingii (Liu) 四 川西 昌 1983.5 
10. 3 EO, popet (Liu) Po SII 1982.6 
ioe 4b Sy ik Ze WES cutiger ruginosus Zhao et Jiang 四 川 康定 1982.7 

ee PaRLLZEHES , boulengeri (Bedriaga) 四 川 青 川 1982.7 

Se gee HeV . leishanensis Liu et Hu 贵州 1982.8 

14, AEVHIVWEX enopus laevis 引种 自 繁 Pt ae 

AMAR RGR RES, RARE SRLRMEREWMMRARE, RHK ZRA. R 
某 等 同志 协助 采集 标本 及 拍照 ， 汉 文 和 、 威 正 武 教授 审阅 文稿 ， 在 此 一 并 表示 感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7 月 20 目 收 到 。 



2 Pi wm Me th hy Hh 3 郑 

方法 及 样品 处 理 ， 同 前 。 

结 果 

NEEM, DEM PERM, KRSM, MATa Be 

PBL DOA Bhs HEMI — 7D BILL AED TGS 38 APR RE, BEATE SE LZR IR 

结果 见 图 1。 

和 牛 血清 白 蛋 和 白 分 子 量 
(68,000) 

有 = 乳 球 各 自分 子 量 
(18,400) 

IVES A 
Al BEM, BAT PHA RA RAE GSDS Ae iA ts 

aed 

图 3 mR Yo Ron RAS OSDS RE VKAB 

图 往 ， 本 两 种 电泳 图 谱 ， 因 样品 采集 时 间 不 同 ， 前 后 在 相同 电泳 条 件 下 ， 共 进行 三 批 次 试 ， 

验 ， 每 种 样品 重复 二 次 ， 拍 照 时 按 科 种 顺序 重新 排列 ， 等 电 聚 焦 排列 以 测 得 的 等 电 点 B 了 为 准 ， 

SDs5 凝 胶 电 泳 以 迁移 率 为 准 。 beet. 



pe ee ee a ee 
可 以 看 出 ， 不 同 科 间 的 眼 晶状体 蛋 自 的 等 电 点 聚焦 图 谱 均 有 所 不 同 ， 其 中 pH7.6 一 6.6 

内 谱 带 密集 ， 每 一 种 群 间 都 具有 相似 的 共同 谱 带 外 ， 大 中 铃 网 ， 沙 坪 无 耳 蝎 及 非洲 爪 蝎 ， 在 

pHs .3 一 9.0 和 11 Zin], ARN, AiR EMSA BLE WE ZC Ue i 

i. TENS BL, AEP IRAE RI RAs Mm ASh— PRK A 

GAR. BREE (1983) RRR SRA TRAM RARELAM. 

其 余 各 种 间 均 有 相应 的 特异 谱 带 。 

5Ds 聚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泳 比较 结果 见 图 2。 

结果 表明 ， 在 13 个 不 同 种 的 眼 晶状体 中 ， 各 种 香 白 质 的 分 子 量 与 p- 乳 球 蛋 和 白 〈 分 子 量 

18,400) 相 接 近 ， 各 个 种 均 相 类 似 ， 但 有 些 种 中 尚 含有 分 子 量 更 小 的 晶体 蛋 自 质 ， 如 新 种 贸 

纹 此 突 蟾 ， 三 种 齿 蟾 以 及 非洲 爪 蟾 等 ， 但 区 带 间 不 清晰 ， 种 间 差 别 不 够 明显 。 

bin ase 

从 薄 层 等 电 聚 焦 结果 表明 上 述 13 种 之 间 的 种 间 差 别 明显 。pH 值 大 于 8.5 以 上 的 谱 带 ， 
有 大 中 铃 购 ， 沙 坪 无 耳 蟾 及 非洲 爪 蟾 三 种 ， 其 中 大 中 铃 蟾 属 盘 舌 蟾 科 ， 非 洲 爪 蟾 属于 负 子 歇 
科 ， 从 其 形态 特征 上 被 认为 是 无 尾 目 中 较 原 始 低级 类 群 (Noble 1931 ),( Geiffiths 1962 ), 
(Goin 1978)。 沙 坪 无 耳 蟾 属于 钠 足 蟾 科 的 角 蟾 类 ， 角 曝 属 曾 被 认为 是 角 蟾 亚 科 中 最 原始 的 
一 类 群 ，(Noble 1931). MRM EMAOKRRAALELSUNE SEH. KRSM 
SUI HME pH7.6 以 上 的 谱 带 数 较 多 ， 而 非洲 爪 蟾 的 谱 带 主要 密集 在 pH4.8 一 7.6 之 间 。 
沙坪 无 耳 蝎 是 最 近 发 表 的 一 个 新 属 ，( 田 婉 淑 ， 胡 其 雄 1983)， 其 眼 晶状体 蛋 自 与 其 他 各 种 
相 比 较为 特殊 ， 表 现在 碱 性 蛋白 质 的 谱 带 多 ， 最 高 在 PHIOEA. SHRPEME, HR 
以 及 齿 突 昌 属 均 不 相同 。 沙 耳 无 耳 昌 的 谱 带 在 bH7.2 以 上 者 有 14 条 ， 占 总 数 的 2/3， 而 影 蟾 
属 三 个 种 的 谱 带 则 分 布 在 pH6.6 一 7.6 Sil, pHs. SWEAR A MEE, RPP 
的 情况 也 类 似 。 

刘 承 钊 在 “中 国 角 蝎 亚 科 的 分 类 探讨 ”中 提 到 角 蚁 亚 科 在 我 国 先后 发 现 5 个 属 ， 原 角 蚁 
属 中 ， 包 括 了 三 个 类 型 的 晴 昨 ， 其 中 如 区 角 蟾 属 中 ， 可 以 成 立新 属 (1965，1971)。 对 其 骨骼 
等 特征 的 深入 研究 和 比较 。 发 现 原 角 蟾 亚 科 有 进一步 在 属 上 分 类 的 必要 ， 与 角 蟾 类 差异 较 大 
的 齿 蟾 等 属 ， 可 以 成 立新 亚 科 ( 田 婉 淑 ， 胡 其 雄 1982)。 根据 本 试验 结果 ， 对 深入 进行 鳃 足 闫 
科 的 分 类 研究 ， 具 有 -一定 意 义 。 

Awe (Bufo pujfo) 在 我 国有 三 个 亚 种 ( 刘 承 钊 1961), Blair(1972)I8UR AHAB. 
minshanicus) 作为 种 级 ， 同 时 指出 它 的 分 类 地 位 还 不 明确 〈1972)， 最 近 ， 杨 玉 华 (1983) Eb . 
较 了 此 三 个 亚 种 的 染色 体 带 型 ， 血 清 蛋 自 及 乳酸 脱 氢 酶 ( LDH ) 的 同 工 酶 谱 等 ， 认 为 华西 亚 
种 与 中 华 亚 种 间 差 别 很 小 ， 而 嵌 山 蟾 内 与 前 两 个 亚 种 差别 较 大 ， 提 出 将 眠 山 蟾 肾 列 为 种 级 关 
系 。 本 试验 对 大 蟾 肾 三 个 亚 种 眼 晶状体 蛋 自 的 比较 研究 ， 表 明 华西 大 旷 内 与 中 华 大 六 肾 两 亚 
PIES BU, TSAR USE. LRERSRELNAR-R, SUPER 
恢复 为 种 级 是 适宜 的 ， 至 于 前 两 种 之 间 的 关系 ， 有 待 于 更 多 的 研究 和 探讨 。 

HERE, WEI 个 种 与 齿 突 蝎 属 的 二 个 种 均 较 相似 ， 反 映 在 pH7.6 以 上 的 谱 带 都 
较 少 ， 在 pH5 .6 一 7.6 间 的 谱 带 数 占 大 多 数 ， 从 外 部 形态 上 潍 突 蟾 与 齿 蟾 比较 类 似 , 后 者 的 部 
份 种 类 一 度 被 认为 是 齿 突 蟾 属 ，Dubvis(1980) 把 这 两 类 并 为 一 个 属 。 根 据 图 1 的 谱 带 尚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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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它们 的 差异 程度 ， 有 待 进 一 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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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YTO-TAXONOMY OF SOME SPECIES OF CHINESE ANURANS BY 

ELECTROPHORESIS OF THEIR LENS PROTEINS 

I. COMPARATIVE ANALYSES ON LENS PROTEINS OF SOME SPECIES 

IN DISCOGLOSSIDAE, PELOBATIDAE AND BUFONIDAE, BY ISOELECTRIC 

FOCUSING AND SDS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ES 

E Weiyuan Chen Suwe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 crystalline lens proteins of 13 toads in Discoglos- 

sidae, Pelobatidae and Bufonidae are made by isoelectric focusing and SDS poly- 

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es, Prominent interspecific difference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electrophoretogram, The removal of the taxonomical status of Atympanophrys 

shapingensis from the genus Megophrys is discussed and justifi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lens proteins in Belobetide and the evolutionary 

rate are also discussed, Evidenc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Bufo bufo minshanicus to a 

specific leyel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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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 大 学 ”生物 系 ) 

摘要 ANAM MHA TEAM Bufo raddei Strauch 眼 发 育 的 形态 变化 ， 从 第 十 六 期 
CHAE) 形成 视 泡 开始 到 变态 ， 发 育 为 成 体 的 眼 为 止 。 在 观察 中 注意 了 眼 各 组 成 部 分 ， 特 别 是 
视网膜 光 感 受 器 的 分 化 和 角膜 在 发 育 中 的 相互 关系 ， 并 对 这 种 关系 作 了 讨论 。 

眼 的 发 育 是 一 个 非常 复杂 的 过 程 : 从 组 成 成 分 来 讲 ， 由 神经 外 胚层 、 头 部 表皮 外 胚 层 和 

间 充 质 细 胞 分 化 出 的 各 部 分 结构 共同 组 合 而 成 从 形态 发 生来 讲 ， 可 以 看 到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各 

部 分 的 相应 关系 ;从 发 育 机 制 来 讲 ， 是 一 个 连锁 的 诱导 与 被 诱导 系统 。 近 年 来 ， 已 从 分 子 生 
物 学 水 平 来 探讨 眼 分 化 的 机 理 。 

虽然 已 有 大 量 文献 报道 两 栖 类 眼 的 发 育 ， 但 多 以 单纯 描述 各 阶段 的 形态 变化 为 主 。 我 们 

为 了 研究 两 栖 类 角膜 诱导 的 机 制 ， 有 必要 对 了 眼 的 正常 发 育 过 程 中 各 组 成 部 分 的 发 育 顺序 进行 
研究 ， 以 期 能 为 进一步 分 析 角 膜 诱导 的 机 制 韵 定 基 础 。 

材料 和 方法 

实验 选用 兰州 地 区 两 栖 类 的 优势 种 花 背 蟾 蜂 Bufo raddei Strauch 为 材料 。 在 实验 室内 

用 人 工 授精 的 方法 得 到 受精 卵 ， 在 20 士 0.57 的 恒温 条 件 下 培育 。 在 早期 发 BB 中 接 发 育 分 期 

进行 固定 ， 从 鲁 盖 完全 封闭 至 变态 〈 即 整个 凯 昨 期 )》， 每 隔 10 天 固定 。 固 定 RA Carnoy 氏 

液 ， 石 蜡 切 片 ， 厚 度 5 微米 ， 卫 一 下 或 甲 荃 胶 兰 染色 。 在 显微镜 下 观察 各 发 育 时 期 眼 各 部 分 的 

WA Bit. 

结 果 

从 第 十 六 期 视 泡 出 现 开 始 ， 按 期 描述 如 下 : 

第 十 六 期 ”神经 管 期 〈 见 图 版 1 ， 图 1) 

前 脑 的 两 侧 向 外 突出 成 泡 状 ， 称 为 视 泡 ， 些 为 眼 形态 发 生 的 开始 ， 形 成 眼 原 基 ， 视 泡 壁 

与 神经 管 壁 的 厚度 和 结构 都 完全 一 样 ， 是 脑 壁 的 突出 ， 为 未 分 化 的 神经 上 皮 。 视 泡 的 外 侧 沿 

x 现在 通讯 处 ， 大 连 辽 宁 师 范 大 学 生物 系 。 
本 文 于 1983 年 10 月 13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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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与 头 部 表皮 外 胚层 相 接触 ， 二 者 之 间 有 源 于 中 用 层 的 间 充 质 细胞 。 

第 十 七 期 BH 〈 见 图 版 I ， 图 2) 

视 泡 进 一 步 向 外 突出 ， 其 外 壁 紧 贴 复 盖 其 上 的 头 部 表皮 外 胚层 ， 二 者 接触 面 甚 宽 ， 同 时 

Hide | 〈 背 方 ) 突 ， 因 而 视 泡 的 内 壁 与 神经 管 壁 之 间 形 成 一 个 折 ， 视 泡 的 下 沿 与 神经 管 壁 

的 下 沿 在 一 个 平面 上 。 视 泡 的 细胞 核 靠 近 细胞 的 外 端 ， 整 个 视 泡 布 满 了 色素 颗粒 。 视 泡 腔 与 

脑 腔 之 间 由 略为 变 细 的 部 分 GLA) TK. 

第 十 八 期 ”肌肉 感应 期 〈 见 图 版 ， 图 3) 

视 泡 突起 更 大 ， 外 壁 加 厚 呈 双 巴 型 ， 内 壁 变 薄 ， 只 有 一 层 细胞 。 视 泡 腔 由 于 外 壁 加 厚 和 

与 内 壁 靠近 而 变 得 狭长 ,通过 视 柄 使 视 泡 腔 的 下 部 与 脑 腔 相 连 . 复 盖 于 视 泡 上 的 头 部 表 度 外 哇 

层 由 两 层 细胞 组 成 ， 内 层 略为 加 厚 ， 为 预定 晶体 外 胚层 或 晶体 原 基 。 

在 第 十 八 期 的 后 期 为 眼 原 基 明 显 突出 期 〈 见 图 版 ] ， 图 4)， 视 泡 的 外 壁 开 始 内 陷 ， 与 内 

壁 一 起 组 成 双 层 的 视 杯 。 在 视 杯 的 腹面 ,两 层 壁 也 向 内 冲 而 形成 脉络 膜 裂 (Choroid fissure), 

向 内 后 方 延 续 到 视 柄 。 在 视 杯 形成 的 同时 ， 预 定 晶体 外 胚层 明显 加 厚 ， 为 预定 晶体 松 ， 并 且 

其 中 央 部 分 与 外 层 细 胞 脱离 而 开始 内 陷 ， 其 四 局 仍 与 外 层 细胞 相连 。 

SIAR DRA 〈 见 图 版 I Ad 

视 呈 进一步 向 内 凹陷 ， 两 层 已 相 贴 ， 仅 在 近视 柄 的 部 位 未 贴 紧 ， 尚 灸 下 原始 视 腔 。 视 杯 
的 下 半 部 略 有 长 大 。 原 来 视 泡 的 外 斜 组 成 视 杯 的 内 层 ， 为 视网膜 神经 上 皮 原 基 ， 此 层 细 孢 核 

呈 梯 圆 形 ; 视 泡 的 内 壁 组 成 视 杯 的 外 层 ， 为 视网膜 色素 上 皮 原 基 ， 些 时 已 开始 色素 沉 集 ， 也 

就 是 说 色素 上 皮 的 分 化 已 经 开始 。 视 柄 变 得 细 长 ， 壁 为 两 层 组 成 ， 些 时 已 不 与 脑 舱 相连 而 连 

于 脑 的 底 壁 。 

晶体 板 内 陷 为 不 规则 圆 形 ， 与 头 部 表皮 外 胚层 尚 连 ， 中 间 尚 未 形成 空 

在 此 期 和 以 前 的 各 期 中 ， 预 定 吕 休 和 视 才 有 很 乡 仇 丰 的 村 名 娄 和 多 黄 小 扳 ， 视 

的 周围 散布 一 些 间 充 质 细 胞 。 

第 二 十 期 Smt GARI. As) 

在 些 期限 的 发 育 出 现 一 些 重 要 的 变化 ， 表 现在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视网膜 神经 上 皮 的 最 内 层 〈 即 朝 癌 玻璃 体 的 一 面 ) ， 在 正 对 着 晶体 后 方 的 一 小 部 分 开始 

分 化 〈 见 图 版 下 ， 图 16) 。 细 胞 核 旦 圆 形 ， 可 以 分 辨 出 神经 节 细胞 层 、 神 经 纯 维 层 和 内 界 
孜 。 神 经 节 细 胞 发 出 的 纯 维 沿 着 神经 纤维 层 ; 穿 过 未 分 化 的 视网膜 部 分 开始 舍 入 视 栅 内 。 祝 

BASHAM RA CETERA M RSE De > CE) fia (27) 一 些 。 获 在 的 色素 村 

粒 已 开始 消退 。 色 素 上 度 有 很 多 色素 沉着 ， 以 致 看 不 清 细胞 结构 。 

脉络 膜 裂 盒 合 仅 留 一 浅海 LAK, Al. DD, WARM BBABA ZAR 

质 细 胞 ， 以 后 将 发 育成 透明 动脉 之 一 部 。 

虹膜 原 基 出 现 ， 视 本 边缘 色素 开始 加 多 ， 是 为 开 膜 上 皮 原 基 ， 是 视网膜 向 前 方 的 延 伟 部 

分 。 

昌 何 板 完 全 脱离 头 部 才 皮 外 胚层 嵌入 视 杯 ， 并 形成 枉 圆 形 的 中 空 sx 圳 状 物 ， 腑 内 往往 留 有 

一 些 细 胞 ， 其 中 色素 颍 粒 已 开始 消退 。 

角膜 原 基 形成 ， 预 定量 体外 胚层 脱离 后 ， 头 部 表皮 外 胚层 的 内 层 细 胞 迄 速 载 生 ， 复 盖 在 

晶体 板 表面 的 细胞 恢复 为 两 层 。 外 层 细 胞 立方 形 ， 有 很 多 色素 颗粒 ; 内 层 细 胞 扁平 ， 也 有 色 

素 颖 粒 但 较 少 。 这 两 层 细胞 组 成 角膜 原 基 ， 其 形态 和 厚度 与 周围 外 胚 尾 尚 无 区 别 。. 

在 角膜 原 基 和 晶体 之 间 开 始 有 间 充 质 细胞 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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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一 期 FOR 〈 见 图 版 I Ag) 

视网膜 神经 上 皮 分 化 的 区 域 向 四 周 和 色 素 上 皮 方 向 扩展 ， 已 分 化 的 区 域 细 胞 排列 比较 朴 

松 。 视 网 膜 的 色素 上 充 加 厚 。 在 色素 上 皮 外 有 一 些 间 充 质 细胞 无 规则 地 聚集 在 眼 的 表面 。 

脉络 膜 虱 已 基本 愈合 ， 仅 在 视 杯 缘 处 尚 留 有 裂隙 。 

mABRIK, = }HASRAT. 

角膜 原 基 无 明显 变化 。 移 入 角膜 原 基 与 晶体 之 间 的 间 充 质 细 胞 开始 有 规则 的 排列 ， 但 尚 

未 连接 。 

第 二 十 二 期 Bima ARI. Alo 

祝 网 膜 分 化 的 范围 向 四 周 扩展 到 近视 标的 弯 折 处 。 处 在 弯 折 处 的 细胞 在 以 后 较 长 时 间 处 

于 未 分 化 状态 ， 为 视网膜 的 生长 带 。 视 网 膜 进 而 向 外 分 化 ， 可 观察 到 网 状 层 和 核 层 。 光 感受 

器 形成 的 突起 〈 视 杆 、 视 锥 ) 开始 伸 疝 原始 视 胜 内 ， 为 视 细 胞 分 化 的 开始 。 

晶体 后 壁 的 细胞 略 有 伸 长 ， 因 而 使 后 壁 变 厚 。 

角膜 原 基 现 可 称 为 角膜 上 皮 ， 变 得 比 周围 表皮 略 薄 ， 色 素 略 有 减少 ， 为 角膜 开始 分 化 的 

表现 。 移 入 角膜 上 皮 和 晶体 间 的 间 充 质 细 胞 连接 成 内 角膜 。 

第 二 十 三 期 eH 〈 见 图 版 下 ， 图 11) 

视网膜 的 分 化 较 快 ， 已 分 化 的 光 感 受 器 数目 加 多 ， 视 杜 和 视 锥 明显 向 色素 上 皮 突 出 。 色 

素 上 皮 外 的 间 充 质 细 胞 在 眼 的 背 侧 聚集 成 网 状 并 有 色素 沉 集 ， 为 脉络 膜 的 雏 型 。 在 脉络 膜 和 

虹膜 基质 之 间 ， 形 成 睫 状 体 原 基 。 

晶体 的 后 壁 细 胞 进一步 伸 长 ， 形 成 初级 晶体 纤维 。 

角膜 上 皮 的 色素 明显 减少 ， 角 膜 上 皮 与 内 角膜 之 间 有 游离 的 间 充 质 细 胞 聚集 形成 基质 细 

胞 ， 和 角膜 上 皮 共 同 组 成 外 角膜 。 

第 二 十 四 期 ASEH GARI, Al2) 

视网膜 可 分 辨 出 内 界 膜 、 神 经 纤维 层 、 神 经 节 细 胞 层 、 网 状 层 、 核 层 、 视 杆 视 锥 层 〈 或 

光 感 受 器 层 ) 和 色素 上 皮层 。 视 杆 及 视 锥 已 很 明显 〈 见 图 版 下 ， 图 20) 。 色 素 上 皮 向 内 伸 出 

一 些 突起 ， 包 围 在 视 杆 视 锥 的 外 面 。 在 眼 的 背 侧 ， 虹 膜 和 睫 状 体 原 基 的 色素 这 着 多 于 腹 侧 。 

背部 的 睫 状 体 原 基 辐 外 长 出 充满 色素 的 组 织 ， 为 睫 状 体 分 化 的 开始 。 有 脉络膜 已 包围 上 半 部 眼 

晶体 变 成 圆 球形 ， 环 板 区 形成 的 次 级 晶体 纤维 包 在 初级 纤维 的 外 面 ， 形 成 层 层 相 衷 的 结 

构 ， 几 乎 充满 整个 室 肥 ， 与 梅 成 前 壁 的 晶体 上 弃 (AREA AeA) Miele. 

外 角膜 的 色素 大 为 减少 ， 仍 可 见 残 余 的 色素 颗粒 ， 但 已 基本 透明 〈 见 图 版 和 下， 图 21) 。 

基质 细胞 已 形成 很 薄 的 一 层 ， 衬 于 角膜 上 皮 的 内 表面 。 内 角膜 完整 ， 在 晶体 前 方 靠近 外 角 

膜 。 | 

第 二 十 五 期 鳃 盖 完全 封闭 期 〈 见 图 版 工 ， 图 13) 

视网膜 最 后 分 化 出 外 网 状 层 ， 很 薄 ;， 外 核 层 为 单 层 细胞 。 视 杆 视 锥 明显 ， 且 内 节 及 外 区 

均 已 分 化 “〈 见 图 版 下 ， 图 22) 。 视 网 膜 上 未 分 化 的 部 分 逐渐 减少 。 耳 状 体 原 基 继 续 向 外 侧 加 

厚 。 脉 络 膜 已 在 眼球 外 的 大 部 分 区 域 形成 ， 仅 在 腹 侧 尚未 完全 包 上 。 

晶体 用 完 全 被 晶体 纤维 充满 ， 至 此 已 形成 永久 的 晶体 。 

外 角膜 完全 透明 ， 仅 残留 个 别 色 素 颗粒 ， 由 两 层 扁 平 透 明 的 上 皮 细 胞 及 其 下 的 薄 层 基质 

所 组 成 ， 比 周围 皮肤 薄 。 内 角膜 细胞 变 得 更 为 扁平 

至 此 ， 眼 的 结构 已 基本 发 育 完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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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鲁 盖 完全 封闭 直到 变态 ， 眼 球体 积 增 大 ， 而 发 育 变化 比较 缓慢 。 

视网膜 各 层 分 化 更 完善 ， 但 外 核 层 始终 是 一 层 细胞 组 成 ， 随 着 眼球 的 长 大 ， 视 网 膜 上 的 

感觉 部 分 占 整个 视网膜 的 比例 逐渐 加 大 ， 视 锥 、 视 杆 更 加 发 达 。 色 素 上 皮层 加 厚 ， 并 与 视 

锥 、 视 杆 的 外 端 交 错 ， 从 而 把 这 些 突起 分 隔 开 来 ， 形 成 一 个 个 小 的 暗室 。 

脉络 膜 加 厚 ， 由 带 色素 的 细胞 和 一 些 间 质 组 成 。 在 脉络 膜 的 最 前 端 睫 状 体 原 基 的 位 置 ， 

向 外 生长 的 组 织 逐 渐 产 生 越 来 越 多 的 皱 折 ， 并 在 虹膜 外 向 上 和 孔 的 方向 延伸 。 在 快 变态 时 ， 在 

睫 状 体 皱 折 中 间 分 化 出 一 些 成 束 的 肌肉 细胞 。 虹 膜 逐 渐变 得 扁平 ， 中 间 加 入 虹膜 基质 。 巩 膜 

的 形成 在 即将 变态 时 才 开 始 ， 些 时 在 脉络 膜 外 很 快 聚集 了 大 量 间 充 质 细胞 ， 组 成 功 膜 原 基 。 

肉 、 外 角膜 在 整个 晴 星 期 一 直 没 有 愈合 ， 在 接近 变态 时 二 者 逐渐 靠拢 ， 在 外 角膜 的 内 层 

和 内 角膜 的 外 层 都 可 看 到 基质 并 逐渐 增 厚 。 

变态 〈 见 图 版 工 ， 图 15) 

内 、 外 角膜 合并 ， 发 育 为 成 体 的 角膜 构造 。 最 外 为 一 层 局 平 细胞 称 周 皮层 ， 下 面 是 一 层 

立方 形 细胞 为 基层 ， 二 者 组 成 角膜 上 皮 。 其 下 为 基质 层 ， 其 间 散 布 着 基质 细胞 ， 较 前 加 厚 。 

最 里 面 是 一 层 扁平 的 内 皮 细 胞 。 

晶体 的 上 皮 和 环 板 区 为 一 层 立 方形 细胞 ， 后 壁 的 细胞 向 用 内 伸展 包 庄 ， 形 成 晶体 纤维 。 

虹膜 内 层 为 两 层 很 薄 的 由 视网膜 延伸 而 成 的 上 皮 和 分 化 出 的 肌肉 组 织 ， 其 外 ， 为 由 脉络 

膜 延 伸 形 成 的 虹膜 基质 。 睫 状 体 在 虹膜 的 基部 ， 向 外 形成 很 多 皱 折 ， 向 后 与 脉络 膜 相 连 ， 内 

层 亦 衬 有 视网膜 延长 形成 的 两 层 睫 状 体 上 皮 。 虹 膜 与 睫 状 体 均 有 很 多 色素 ， 以致 看 不 清 结 

构 。 巩 膜 紧 包 在 脉络 膜 之 外 ,前 方 与 角膜 基质 相连 .可 以 见 到 下 眼 瞪 。 此 时 已 发 育 为 幼体 的 眼 

结构 。 

风 

眼 的 发 育 在 器 官 发 育 中 具有 典型 意义 ， 体 现 了 各 部 分 相互 依赖 、 相 互 作用 的 因果 关系 。 
本 文 对 花 背 蟾 内 眼 发 育 的 观察 ， 着 重 注意 了 有 眼 各 部 分 在 形态 分 化 时 的 相关 变化 与 相互 联系 ， 
特别 是 视网膜 分 化 与 角膜 发 育 间 的 可 能 关系 。 

1. 视 杯 的 内 、 外 层 分 化 经 历 着 不 同 的 变化 。 在 第 十 八 期 ， 视 泡 的 外 壁 加 厚 时 ， 内 壁 却 

变 薄 ， 仅 为 一 层 细胞 。 第 十 八 期 后 期 ， 当 在 视 杯 形成 时 ， 两 层 贴 紧 ， 外 层 即 开始 色素 沉着 ， 
表明 色素 上 皮 的 分 化 已 开始 。 这 是 眼 各 部 分 结构 中 分 化 最 早 的 ， 而 此 时 视网膜 神经 上 皮 尚 未 
开始 分 化 。Moyer 认 为 ， 在 脉络 膜 裂 闭合 之 前 ， 由 于 附近 的 间 充 质 和 血液 供给 的 开始 ， 外 层 
即 停止 有 丝 分 裂 并 形成 和 聚集 色素 颗粒 ， 表 明 色素 上 皮 开 始 分 化 。 本 研究 与 Moyer 的 结论 一 
致 。 

2. 晶体 板 的 内 陷 是 与 视 泡 外 壁 内 陷 同 时 进行 的 。 在 第 十 八 期 ， 视 泡 外 壁 增 厚 的 同时 ， 
诱导 复 盖 其 上 的 外 胚层 内 层 加 厚 ， 形 成 预定 晶体 板 〈 见 图 版 IT ， 图 3)。 随 着 视 泡 外壁 的 内 
陷 ， 预 定 晶体 板 与 外 层 细胞 脱离 并 开始 内 陷 《〈 见 图 版 1 ， 图 4)。 在 很 多 切片 中 从 未 见 外 层 同 
NARA, Jlonamos 等 认为 在 无 尾 两 栖 类 晶体 原 基 是 从 比较 厚 和 玻 松 的 头 部 外 胚层 的 内 层 
细胞 发 生 的 ， 这 与 我 们 的 观察 相同 。 

i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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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 区 域 细 胞 开始 分 层 。 在 第 二 十 期 ， 视 杯 中 央 底 部 的 内 层 ， 即 对 着 晶体 后 面 靠 玻璃 体腔 的 

一 面 首 先 开 始 分 化 《〈 见 图 版 焉 ， 图 16) ， 然 后 逐渐 向 四 周 《〈 即 杯 底 向 杯 缘 》 和 向 外 层 分 化 。 

到 第 二 十 五 期 ， 即 发 育成 毁 星 时 ， 已 分 化 的 部 分 占 视网膜 的 比例 相当 大 。 在 师 星 期 ， 视 网 膜 

神经 上 皮 生 长 带 的 细胞 仍 不 断 分 裂 和 分 化 ， 使 分 化 部 分 所 占 的 比例 越 来 越 大 。 视 锥 、 视 杆 的 分 

化 也 是 在 视网膜 中 央 部 分 先 开始 而 后 向 周围 进行 。 

4. 眼球 的 上 半 部 分 〈 背 部 ) 分 化 早 于 下 半 部 分 〈 腹 部 ) ， 也 就 是 说 形态 发 生 波 和 视 杯 

的 内 陷 都 是 循 着 背 腹 梯度 进行 的 。 从 第 十 七 期 ， 视 泡 癌 上 方 〈 背 侧 ) 突出 ， 视 柄 在 视 泡 的 最 

下 部 ， 这 样 形成 了 眼球 的 上 半 部 分 〈 见 图 版 1 ， 图 2、3、4) 从 第 十 九 期 起 ， 下 半 部 分 逐 新 发 
育 ， 以 后 在 虹膜 。 睫 状 体 、 脉 络 膜 的 发 育 均 是 背部 早 于 腹部 。 

5. 第 二 十 期 ， 眼 的 发 育 有 一 些 较 重 要 的 变化 ， 视 网 膜 最 初 的 分 化 就 是 从 这 一 期 开始 ， 

而 且 是 从 与 晶体 靠近 的 中 央 内 层 部 分 开始 分 化 ， 这 与 在 此 期 间 晶 体 戏 入 视 杯 可 能 有 关 ; TAFE 

质 细胞 移入 晶体 和 角膜 原 基 之 间 ;， MMR AA LR Lea RE AMI, A 
16、17) 这 些 同 时 发 生 的 变化 ， 说 明 眼 各 部 分 在 发 育 中 是 相关 的 。JIomaaroa 认 为 ， 脉 络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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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便 开 始 了 分 化 。 在 本 研究 中 ， 花 背 蟾 内 脉 络 膜 裂 开始 闭合 是 在 第 二 十 期 〈 图 版 1， 图 7)， 

但 由 于 闭合 得 不 完全 ， 玻 璃 体 胜 并 未 密闭 ， 因 而 也 未 能 形成 眼 肉 压 。 因 此 ， 我 们 认为 脉络 膜 

裂 的 闭合 与 眼 的 分 化 是 同时 发 生 的 ， 而 不 是 因果 关系 。 

6. 视网膜 光 感 受 器 的 分 化 与 角膜 发 育 的 关系 。 外 角膜 、 内 角膜 和 光 感 受 器 分 化 的 密切 

关系 于 分 引 人 注 意 。IIomroa 等 人 认为 外 角膜 的 分 化 与 光 感 受 器 的 光化学 效应 有 关 。 另 据 报 

道 ， 眼 部 组 织 色 素 的 排除 和 消失 ， 要 比 其 他 外 甩 层 衍生 物 出 现 得 早 是 和 光 的 透 过 有 关 。 有 人 

TEA, SURE A EC SS ae EY Sb 节 和 接受 需 突 触 都 已 发 育 完 好 之 后 ， 才 能 记录 出 完全 的 视 

网 膜 电 位 图 。 在 本 研究 中 ， 光 感受 器 〈 视 杆 、 视 锥 ) 的 分 化 是 从 第 二 十 二 期 开始 的 “〈 图 版 

I, Als) ， 此 时 角膜 上 皮 色 素 开 始 略 有 减少 “〈 图 版 了 下， 图 19) ， 至 二 十 四 期 视 锥 和 视 杆 的 

外 节 了 明显 〈 图 版 了 下， 图 20) ， 而 外 节 对 光 极 为 敏感 ， 角 膜 上 底 色 素 也 大 为 减少 〈 图 版 了 下， 图 

21); 至 二 十 五 期 ， 视 锥 和 视 杆 分 化 完善 〈 图 版 下 ， 图 22) ， 些 时 外 角膜 已 完全 透明 ， 仅 残 

留 个 别 色 素 〈 图 版 了 下， 图 23) 。 由 此 可 以 推断 在 光 感 受 器 的 分 化 和 角膜 色素 的 消失 之 间 存 在 

着 平行 关系 ， 提 示 角 膜 色 素 的 消失 和 光 感 受 器 的 分 化 及 其 合成 的 特异 和 蛋白质 有 关 。 我 们 还 观 

察 到 ， 光 感受 器 在 网 膜 的 中 央 部 位 先 开 始 分 化 ， 而 角膜 色素 的 消失 也 是 从 中 央 部 位 开始 ， 也 

可 表明 二 者 之 间 的 依赖 关系 。 但 关于 二 者 之 间 更 直接 的 证 据 ， 还 需 进行 深入 细致 的 分 析 和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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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MORPHOGENESIS OF BUFO RADDEI EYE 

(Plates I—TI) 

Feng Bosen Ge Ruichang Tong Yunxu 

(De 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orphogenesis of the eye in the toad Bufo raddeit Strauch,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optic vesicle through metamorphosis, was observed and described 

in detail, Special attention was laid upo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compo- 

nents of the eye,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hotoreceptors in 

the retina and corne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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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 鳄 和 密 河 鳄 染 色 体 组 型 的 比较 

(图 版 人 一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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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国 科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刘 维 新 “” 陈 立 东 Ae Ht 

( 开 京 动易 园 ) 

生 目 是 从 中 生 代 繁衍 下 来 的 疏 行 纲 动 物 。 现 在 世界 上 存留 的 伍 只 有 三 个 亚 科 : B 8h 

食 鱼 鲜 。 晶 亚 科 有 四 个 属 。 其 中 的 辟 属 只 有 两 个 种 ， 即 扬子 乌 和 蜜 河 甸 。 它 们 是 唯一 的 栖 居 

温带 的 淡水 鲜 。 密 河 乌 分 布 在 北美 扬子 乌 分 布 在 我 国 。 扬 子 乌 已 被 列 为 我 国 重 点 保护 的 野 

生动 物 。 

19684EH, K. Fishman 等 人 报道 了 雌性 扬子 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1970 年 M，M.， Cohen 和 

C. Gans 报 道 了 雄性 扬子 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他 们 都 各 用 了 一 条 扬子 鲍 为 材料 ， 所 以 没有 进行 

详细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分 析 。M. M. Cohen 和 C. Gans 还 报道 了 密 河 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他 们 

是 用 一 条 雌性 个 体 和 五 条 雄性 个 体 为 材料 的 ， 可 是 也 没有 详细 地 进行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分 析 。 比 

较 了 扬子 甸 和 密 河 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M. M. Cohen 和 C. Gani Wipe es wey & 对 

染色 体 都 没有 差别 。 两 种 亲缘 关系 十 分 接近 的 动物 ， 在 染色 体 水 平 上 没有 差异 存在 的 情况 是 

少见 的 。 因 此 很 有 必要 仔细 地 分 析 扬 子 鳄 和 密 河 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并 对 它们 进行 比较 ， 来 探 

讨 这 两 种 淡水 甸 的 种 间 差 异 及 它们 的 起 源 和 演化 问题 。 

材料 与 方法 

AS SES A A mF 8S (Alligator sinensis) A024 #S (Alligator mi ssissi p piensis) @4GE 

感谢 北京 大 学 生物 学 系 李 涩 裤 教 授 的 指正 。 本 文 承 蒙 北京 动物 园 和 李杨 文 主任 的 大 力 支 持 ， 发育 生 物 学 
癸 究 所 郑 瑞 珍 同志 参与 部 分 染色 体 培 养 工 作 ， 李 光 三 、 张 燕 生 同志 协助 取 血 ， 李 建 荣 同 志 协 助 摄制 图 片 ， 
KER SORES LE; 北京 动物 园 两 栖 疏 行 馆 的 工人 同志 协助 捕捉 鳄鱼 。 特 此 一 并 感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9 月 27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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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园 两 栖 爬 行动 物 馆 所 饲养 的 。 扬 子 共 五 条 ， 其 中 两 条 雄性 、 三 条 雌性 。 密 河 鳄 共 三 

条 ， 都 是 雌性 的 。 

我 们 改进 了 M. M. Cohen 和 C. Gans 所 采用 的 外 周 血 淋 巴 细胞 短期 离 体 培养 方法， 得 

到 了 比较 满意 的 结果 。 上 有 具体 操作 过 程 如 下 ; 

1. 用 经 肝素 〈300u/ml， 用 生理 盐水 配置 ) 湿润 后 的 Om) 注射 器 ， 从 鳃 尾 动 有 版 取 血 约 

2ml, 

2. 在 室温 条 件 下 静 置 1 小 时 后 ， 用 痪 管 吸取 白细胞 层 和 上 层 的 血浆 ， 注 入 oml 的 培养 

液 中 .该 培养 液 是 4:1 的 RPMI-1640 和 小 牛 血清 。 了 下 为 7.2。 每 5ml 培 养 液 中 含 青霉素 500IU ; 

fae FEZ 500ug. te oml Es Fern APHACDifco)0.2ml, 

3. 30T 培养 6 天后， 加 入 秋水 仙 素 ， 使 之 在 培养 液 中 的 最 终 浓 度 为 5ug/m1l， 继 续 培 

深 10 一 12 小 时 。 

4, 采用 一 般 的 空气 干燥 法 进行 染色 体制 片 。 低 渗 液 为 0.6 匈 柠檬 酸 钠 溶液 。37TC 低 渗 

30 分 钟 。 然 后 ， 以 3:1 的 甲 配 和 冰 栈 酸 混合 液 固 定 两 次 ;再 以 1:3 的 甲醇 和 冰 栈 酸 混合 液 固定 

一 次 。 最 后 ， 空 气 干燥 制 片 。 

5. Giemsa 染 色 、 镜 检 。 选 择 分 散 好 ， 着 丝 点 清楚 的 中 期 染色 体 分 裂 相 ， 按 照 染 色 体 

组 型 的 常规 分 析 方 法 ， 放 大 照片 ， 测 量 ， 统 计 ， 分 组 与 编号 。 

观 察 结 果 

我 们 从 上 述 五 条 扬子 登 (20 、3? ) 和 三 条 密 河 名 (? ) 的 染色 体制 片 中 ， 分 别 选 择 了 200 

个 分 裂 相 进行 了 观察 。 结 果 表 明 :， 扬子鳄 和 密 河 甸 体 细胞 的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目 都 是 32 个 ， 即 

16 对 。 无 论 扬 子 乌 还 是 密 河 甸 ， 这 16 对 染色 体 都 可 以 分 为 5 对 是 大 型 的 ，11 对 是 小 型 的 。 其 

中 ，13 对 具有 中 部 着 丝 粒 ;1 对 具有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2 对 具有 端 着 丝 粒 ， 即 : 13m+1sm+2t, 

总 臂 数 (N. 上 .) 都 是 60。 此 外 在 扬子 乌 的 峻 性 和 雄性 个 体 之 间 未 发 现 有 异型 染色 体 的 存在 。 

(图 版 下 ， 图 1.2; 图 版 YY， 图 3) 分 别 为 扬子 甸 肉 性、 雄性 个 体 和 密 河 乌 肉 性 个 体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从 中 可 以 明显 地 看 出 这 两 种 乌 在 染色 体 组 型 上 的 雷同 性 。 

表 1 和 2 分别 为 对 扬子 甸 的 10 个 细胞 和 密 河 包 的 6 个 细胞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进行 测量 得 出 的 

染色 体 相 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数 的 统计 数据 。 

按照 一 般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分 类 规则 ， 我 们 把 扬子 鳄 和 密 河 鲜 的 16 对 染色 体 都 分 成 四 组 : 

第 一 组 、 只 包括 第 1 染色 体 。 因 为 这 对 染色 体 在 整个 组 型 中 是 最 大 的 ， 它 的 相对 长 度 高 

达 20 左 右 。 同 时 这 对 染色 体 又 是 着 丝 粒 接近 正中 央 的 染色 体 。 在 所 观察 的 中 期 染色 体 分 裂 相 

中 ， 一 眼 就 能 把 这 第 1 染色体 鉴别 出 来 。 

第 二 组 、 包 括 第 2、3、4、5 共 四 对 染色 体 。 它 们 都 属于 大 型 的 染色 体 〈 相 对 长 度 都 大 于 

8.0)， 同 时 又 都 是 具有 中 部 着 丝 粒 的 染色 体 。 因 此 这 四 对 染色 体 也 很 容易 与 其 它 的 染色 体 区 

分 开 来 。 这 四 对 染色 体 按 相 对 长 度 依次 递减 .其 中 ， 第 2 和 第 3 染色 体 在 大 小 上 很 接近 ; 然而 

第 2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点 是 接近 正中 央 的 ， 第 3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粒 却 是 本 组 中 比较 偏离 中 央 的 ， 它 

的 璧 比较 大 ， 着 丝 粒 指 数 较 小 。 这 样 第 2 和 第 3 染色 体 容 易 鉴别 。 第 4 和 第 5 染色体 则 从 相 

对 长 度 的 明显 递 减 上 很 容易 区 分 。 

第 三 组 、 包 括 第 6、7、8、9、10、11 共 六 对 妇 色 体 。 它 们 则 都 属于 小 型 的 染色 体 。 其 相 

对 长 度 都 小 于 5.5, 显 著 地 区 别 于 第 一 和 第 二 组 大 型 的 染色 体 。 本 组 中 ， 第 6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最 大 ， 着 丝 粒 最 接近 中 央 、 容易 区 分 。 第 7 染色 体 稍 短 于 第 6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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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体 ”相对 长 度 (每 个 染色 体 的 长 度 / 染 着 丝 粒 指数 〈 短 臂 的 长 度 /整个 染色 体 的 长 度 
色 体 组 长 度 X100) X100) ail 

ary 最 大 值 平 均值 最 小 值 RAB 平均 值 ， 染色体 类 型 

1 商机 PAN ae Nee Age 3 2) AGe3 48.35+0.85 m I 

2 11.9 14.5 SEE 人 44 .9 49.3 Ay Messe il. Bil m 

See titer 14.2 13.09 士 0.71 at els 40 40.54+1,50 m 

4 9.9 14.1 BANE 9 9 48 .22+1.61 m. qf 

5 8.1 9.9 8.84 士 0.50 pedis 48.3 45.38 士 1.95 m 

Gah wy? 5.4 4.79 士 0.43 本 6 47.07 士 2.17 m 

7 3 .5 4.8 4.05 士 0.46 SG pe 5 35.60 士 2.14 S 

8 3.0 4.6 Ne TsEO BO EE a 45.19 士 1.82 m 

greene ong staid paulckiigigs Lite = Ol Rio ea aeRee ee aes ue 
‘Ua Pl 3.09+0.26 37.5 47.6 41.4642.78 m 
11 BD 3.6 2.97+0.42 44.4 50.0 46 4842.03 m 

12 De! 31 2 itcts Va 2G 一 一 一 t 

13 2.5 3.3 20 全 让 于 二 6 44.33 士 2.45 m TV 
14 1.7 2.6 Del Sete We 36s ta AO Oh cay 26H 2 44.85 士 1.85 m 

15 ie 2 2 1.68 士 0.26 一 一 一 t 

16 le 2.3 le beac sey, 42.9 50.0 47.1642 .68 m 

表 2 密 河 始 米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数 
相对 长 度 〈 每 个 染色 体 的 长 着 丝 粒 指数 ,( 短 艾 的 长 度 / 

染色 体 编号 度 / 染 色 体 组 长 度 X100) 整个 染色 体 的 长 度 X100) 组 别 

最 小 值 RAE 平均 值 最 小 值 RAB 平均 值 染色 体 类 型 

1 18.8 23).4. ous 0 tate Tey Aeon AOS CAS, 50s ORT2 m I 

2 12.0 1.5 12,870.88 46.8 50.0 48.70 士 1.10 m 

3 eye wales I 12e 7820532 37.8 44.9 42.23 士 3.02 m 

4 NORG: a9. Soaeose On ag AG eee s OOp on eA Bers Oiate e035 m | 

5 Bleue all. 7 Orta 0, 85 WG ee AGS RAG 8st 2 25 m 

6 4.2 4.8 4,40+0.22 48.3 50.0 49.72:£0.69 m 

7 3.6 ge 3.88+0.66 ORs Saw te ooo 9 oll sorted a6 sm 

8 3 民国 全 六 和 
9 Sel 4.5 Ho b4aeUANY AOE Se PATA Ge 45 27 ate ead m i 

10 2 oot 3.05+0.46 Soeteer nse Gl 139) \92s-3. 21 m 

11 255 3.8 3.00+0.44 AAA 5040 48,082.32 m 

12 Den) 3.5 2.28+0.46 一 一 - = t 

13 25 Sell 2.600. 36 Se SIs 5) Myers ca (tL m IV 

14 Awe 2. 2 omg O 5a © a eh5d 0. 45,503 ogre ml 
15 1.5 Dep 1.7340. 29 一 一 = t 

16 0.9 1.9 1.53+0.34 Aes ee O! On 28. 82a eo 0 m 

hk, MERA HR 

是 在 整个 染色 体 组 型 中 唯一 的 具有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的 染色 体 ， 亦 容易 区 分 ， 第 8 和 第 9 染色 体 

则 由 于 在 相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位 置 上 相差 不 多 ， 比较 难于 鉴别 。 

而 第 10 染 色 体 的 着 丝 粒 比 起 第 9 染色 体 来 是 偏离 中 央 较 容 易 与 第 8 和 第 9 染色 体 相 区 别 。 

的 ， 它 的 劈 比 较 大 、 着 丝 粒 指数 较 小 ， 因此 二 者 容易 鉴别 。 

第 10 和 第 11 染 色 体 从 大 小 上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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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组 、 包 括 第 12、13、14、15、16 共 五 对 染色 体 。 它 们 也 都 是 属于 小 型 的 染色 体 ， 在 
相对 长 度 上 比 第 三 组 还 要 小 。 本 组 中 的 第 12 和 第 15 染 色 体 是 具有 端 着 丝 粒 的 染色 体 ， 它 们 之 
间 很 容易 从 大 小 上 区 分 ;第 14 染 色 体 是 在 长 臂 上 具有 明显 的 次 纳 痕 的 染色 体 。 这 三 对 特殊 的 
染色 体 都 是 很 容易 在 整个 染色 体 组 型 中 鉴别 出 来 的 。 第 13 和 第 16 染 色 体 都 具有 中 部 着 丝 粒 ， 
从 大 小 上 可 以 把 它们 区 分 开 来 。 

这 样 ， 扬 子 鲍 和 密 河 鲍 的 所 有 染色 体 都 被 分 为 两 组 大 型 的 染色 体 和 两 组 小 型 的 染色 体 。 
我 们 可 以 根据 各 个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 着 丝 粒 指数 、 次 缮 痕 的 存在 来 鉴别 出 同 源 染 色 体 。 只 
有 第 8 和 第 9 染色 体 ， 具 有 十 分 相近 的 数值 ， 较 难 区 分 。 

我 们 进而 对 扬子 鲍 和 密 河 龟 相 应 的 各 对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与 着 丝 粒 指数 的 平均 值 做 了 t 
值 测验 ， 列 出 表 3 和 4。 分 析 这 些 数值 ，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论 ， 扬 子 锣 和 密 河 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基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在 它们 的 16 对 染色 体 中 ， 有 14 对 染色 体 是 基本 无 差异 的 ， 它 们 的 相对 长 
度 与 着 丝 粒 指数 的 平均 值 的 + 值 测 验 的 结果 P 之 0.5。 只 有 第 6、 第 7 染色 体 在 两 种 鲍 之 间 有 显 
著 的 差异 。 第 6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的 平均 值 的 + 值 测验 
的 结果 0.1>P>0.05, 429, HAGE MEMNN «> 
着 丝 粒 指数 的 平均 值 的 t 值 测验 的 结果 0.02>P>0.01, 4 4 
存在 显著 差异 。 第 7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粒 指数 的 平均 值 的 t 值 长 ? 
测验 的 结果 0.05 之 P> 之 0.02， 也 存在 显著 差异 。 图 1 用 | 

模式 的 第 6、 第 7 染色 体 表示 出 扬子 鳞 和 密 河 鲍 的 差异 。 | oe 
我 们 观察 了 有 丝 分 裂 过 程 中 染色 体 的 收缩 过 程 。 有 6 染色 休 7 得 染色 休 

时 中 期 (图 版 四， 图 2) 或 晚 中 期 分 裂 相 中 的 小 型 染 色 。 图 1 TOG) 和 密 河 嫩 (m) 的 第 8 
体 ， 由 于 收缩 ， 不 易 辨 认 着 丝 粒 的 位 置 和 次 BW 3. RTT RERRAR 
在 ， 追 溯 到 早 中 期 〈 图 版 Y， 图 4) 分 裂 相 的 染色 体 ， 由 于 收缩 不 甚 ， 便 容易 辨认 了 。 

我 们 还 观察 到 密 河 馈 的 四 倍 体 细胞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图 版 Y， 图 4)。 扬 子 鲍 也 有 这 种 四 倍 

体 细 胞 。 | | 

utah 扬子 始 和 密 河 努 的 染色 体 相对 长 度 的 比较 
染色 体 编 号 扬子 & 密 河 is t p 

1 2A ae 186 21.07 士 1.67 0.066 p>0.9 

2 13,130.76 12.870. 88 0.626 0.6>p>0.5 
3 13.093£0.71 12.7840. 32 1.005 0.4>p>0.3 

4 11.20 士 1.13 11.23 士 0.49 一 0.061 p>0.9 

5 8.84+0.50 Oe Sista U8 5 —1.588 0.2>p>0.1 

6 4.79+0.43 4,40+0.22 2.045 0.1>p>0.05 

7 4,05+0.46 3.88+0.66 0.614 0.6>p>0.5 

8 3.77 士 0.58 3.63 士 0.30 0.546 0.6>p>0.5 
9 3.34 士 0.46 3,620.57 —1.083 0.3>p>0.2 

10 3.0940. 26 3,050.46 0.224 0.9>p>0,8 

11 2.9740.42 3.00+0.44 =) 0.9>p>0.8 

12 Zea 26 2,880.46 一 0.617 0.6>p>0.5 

13 Ap taste Deer 2.60+0.36 0.946 0.4>p>0.3 

14 2.18+0.36 2,28+0.56 — (0.435 0.7>p>0.6 

15 1.68+0.26 全 SEA 一 0.357 0.8>p>0.7 

16 1.580, 32 125340734 0.299. 0.8>p>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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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扬子 鱼 和 密 河 始 的 染色 体 着 丝 粒 指数 的 比较 

.染色体 编号 扬子 iS By es t p 

1 48.35 士 0.85 48.50 十 0.72 一 0.360 0.8>p>0.7 

2 47.43 士 1.67 48.70+1.10 —1.648 0.2>p>0.1 

3 40,541.50 UA Deas} ally 二 由 0.2>p>0.1 

4 pee? tT Gk MANET. Si 一 0.166 0.9>p>0.8 

5 45.38 士 1.95 46.58 士 2.25 =f Py 0.3>p>0.2 

6 AAMT AE 2117 49.72 士 0.69 一 2.875 0.02>p>0.01 

7 35.60 士 2.14 3 Dain 0.05>p>0.02 

8 Aoi o stl Sek Ae 2 tn 3 5,05 il 128 0.2>p>0.1 

9 Wee t= 2438 Ae (ate 2 od 0.209 0.9>p>0.80 

10 41.46 士 2.78 2 二 32 0.962 0.4>p>0.3 

11 46.48+2.03 48.08 +2.32 —1.450 0.2>p>0.1 
12 一 一 一 一 

13 伺 .33 士 2.45 45.23+1.01 —0.847 0.5>p>0.4 

14 44.85 士 1.85 45.5043, 26 = (nile 0.7>p>0.6 

15 一 一 一 一 

16 47 .1642.68 48 8242.90 eb. 166 0.3>p>0.2 

讨 论 

染色 体 是 遗传 物质 的 载体 ， 它 在 不 同 种 属 的 生物 之 间 是 有 区 别 的 。 因 而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分 

析 为 我 们 提供 了 一 个 亚 细 胞 水 平 的 分 类 标志 ;， 而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变化 为 我 们 提供 了 一 个 进化 的 

研究 途径 。1968 年 囊 . K. Fishman 等 人 首次 报道 了 一 条 肉 性 扬子 铝 的 染色 体 组 型 。1970 

年 M. M. Cohen 和 C. Gans 总 结 了 世界 上 现存 的 21 种 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做 了 比较 分 析 。 

对 量 属 的 两 个 种 ， 扬 子 鳄 和 密 河 乌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的 比较 ， 使 他 们 得 出 了 这 两 种 晤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一 致 性 的 结论 。 我 们 对 扬子 名 和 密 河 馈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做 了 更 仔细 的 分 析 和 比较 ， 基 本 上 同 

意 他 们 的 看 法 ， 即 这 两 种 台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基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然 而 ， 二 者 在 第 6、 第 7 染色 体 

之 间 却 存在 着 显著 的 统计 学 差异 。 这 表明 扬子 乌 和 蜜 河 乌 尽管 杂 缘 关系 十 分 接近 ， 但 毕竟 它 

们 处 于 不 同 的 生境 ， 属 于 不 同 的 两 个 种 。 杀 缘 关 系 十 分 接近 的 动物 ， 在 染色 体 组 型 上 还 是 存 

在 细微 的 差异 的 。 

MEH. K. Fishman 等 人 报道 的 峻 性 扬子 甸 和 M. M. Cohen Renee aren 

染色 体 组 型 ， 未 发 现 异 型 染色 体 的 存在 。 我 们 对 扬子 乌 雌雄 个 体 染 色 体 组 型 的 分 析 支 持 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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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Cohen 和 C. Gans 从 进化 的 角度 着 眼 把 染色 体 组 型 分 成 24 TRAD REAR A 

一 系列 不 同 的 小 染色 体 。 以 扬子 甸 和 密 河 旬 为 例 ， 他 们 把 第 1、2、3、4、5 五 对 染色 体 的 20 

个 璧 和 第 12s 15 两 对 染色 体 的 4 个 臂 归 在 一 起 为 24 个 较 大 的 染色 体 蔷 ,而 其 余 的 九 对 小 型 

染色 体 为 另 一 部 分 。 他 们 认为 ， 这 24 个 较 大 的 染色 体 辟 在 不 同 的 种 属 之 间 有 着 罗 10 KA 

(Robertsonian relationship)， 即 存在 着 中 着 丝 粒 的 大 型 染色 体 断 裂 为 端 着 丝 粒 的 染 色 体 ， 

或 者 相反 ， 即 端 着 丝 粒 的 染色 体 融 合 为 中 着 丝 粒 的 大 型 染色 体 。 而 在 小 型 染色 体 上 可 能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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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由 于 倒 位 而 引起 的 着 丝 粒 位 置 的 变更 。 从 古生物 学 资 料 ， 我 们 知 道 ， 汤 K fig ( Alligator , 

thomsoni ) 是 第 三 纪 中 新 世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电 属 化 石 种 类 。 它 的 形态 特征 接近 于 扬子 fs. Tit 

河 乌 的 化 石 是 第 四 纪 更 新 世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 可 能 扬子 馈 较 密 河 鳄 更 为 原始 一 些 。 我 们 的 比较 

分 析 ， 发 现 扬子 鳄 与 密 河 鳄 的 第 6、 第 7 染色 体 间 的 差异 ， 可 能 是 染色 体 的 劈 间 倒 位 和 相 互 

易 位 造成 的 。 根 据 地 质 学 资料 ， 第 三 纪 地 壳 发 生 了 大 的 变动 。 在 此 之 前 ， 亚 洲 和 美洲 大 陆 是 

相连 在 一 起 的 。 第 三 纪 后 ， 两 大 陆 分 隔 开 来 。 亚 洲 的 四 和 北美 的 中 没有 机 会 相互 交流 了 。 于 

是 长 期 的 地 理 隔 离 使 两 大 洲 的 晶 类 演变 为 两 个 完全 和 不同 的 物种 ， 即 扬子 名 和 密 河 鳃 。 其 它 的 

美洲 鳄 ， 如 南美 的 眼镜 鳄 (CCaimmaz，Paleosxchnus and Melarosxucpus) 的 形态 结构 和 早 属 十 分 

接近 。 而 从 染色 体 组 型 上 来 分 析 ， 它 们 所 有 的 24 个 大 染色 体 臂 都 是 12 个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这 

与 七 属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相 比较 ， 显 然 是 有 着 某 种 罗 伯 运 关系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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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karyotypes of the lymphocytes obtained from peri- 

pheral blood in 2 males and 3 females of A. sinensis and 3 females of A. mts- 

sissi ppiensis by in vitro culture method, The karyotypes of the two species are 

largely identical, with the same diploid number, 2n=32, and the same fundamen- 

tal number, NF=60, thoug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6th 

and 7th chromosome pairs can be revealed by t-test, 5 of the 16 pairs of each 

species are large; the remaining 11 pairs are small, On the other hand. 13 pairs 

are metacentric, 1 submetacentric and 2 telocentric, No heteromorphic chro- 

mosome is observed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individuals of A. sinensis. 

The two species are therefore considered to be closely related. According to 

palaeontological data, however, A. sinensis may be more primitive than the other 

spec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6th and 7th pairs are due 

probably to inversion and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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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绿 龙 晰 (Japalura flaviceps) BER 

细胞 紧密 连接 的 冰冻 蚀刻 电镜 观察 
(图 版 W 

ae cone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分 院 分 析 测试 中 心 电 镜 室 ) 

摘要 BAM (Japalura flaviceps Barbour et Dunn) 直上 皮 细 胞 紧密 连接 成 网 纹 带 状 ， 

近 腔 体面 带 的 边缘 整齐 。 构 成 紧密 连接 的 索 条 排列 紧密 ， 互 相交 织 ， 形 成 各 种 网 状 图 案 。 索 条 有 
的 近似 乎 行 ， 有 的 成 波纹 状 ， 有 的 成 螺纹 环绕 等 不 规则 的 网 状 。 网 格 形状 多 样 ， 面 积 大 小 不 等 。 
索 条 粗细 不 一 。 紧 密 连 接 的 内 侧 ， 有 的 索 条 向 纵深 伸 出 长 短 不 等 、 走 向 不 定 的 族 离 末端 。 这 些 末 

端 有 的 单 根 、 有 的 出 现 树 状 分 又 ,有 的 若 断 关 连 ， 有 的 深部 也 常 出 现 散 在 单 根 或 枚 状 索 条 。 带 状 区 
索 条 的 数目 为 12.19 士 1.87, (mean 士 SD， 测 定 135 区 ，a=1634)。 紧 密 连 接 带 的 宽度 为 0.57 一 0.74 
Lm。 紧 密 连 接 的 下 方 不 同 水 平 出 现 斑 块 状 的 间 聊 连接， 它们 距离 紧密 连接 远近 不 等 ， 斑 块 呈 圆 形 、 

椭圆 形 或 不 规则 的 形状 ， 其 大 小 差异 较 大 。 但 构成 斑 块 的 颗粒 大 小 相近 ， 而 且 排 列 都 比较 整齐 。 
细胞 质 膜 被 劈 裂 为 下 E 面 与 ERE 面 ， 界 线 清 楚 。EE 面 蛋 自 颗 粒 丰富 ， 了 E 面 稀少 。 紧 密 连接 的 索 
4fe PP 面 表现 为 突起 的 风 状 ， 在 EE 面 则 为 目下 的 浅 沟 ， 形 成 脑 散 状 的 多 条 沟 纹 。EF 面 突起 的 
风 索 大 多 数 是 连续 的 ， 但 其 中 亦 有 似 断 非 断 的 “ 缺 昕 ”。 庆 离 的 末端 很 容易 看 到 排列 整齐 的 蛋白 质 

颗粒 。 

Dil 引 

虽然 用 超 薄 切 片 或 铜 渗透 法 对 细胞 的 连接 装置 进行 了 较 多 的 研究 工作 ， 但 分 析 来 自 超 薄 
切片 的 资料 时 ， 不 易 辨 明 连接 装置 的 立体 状态 和 特征 ， 而 冰冻 蚀刻 技术 则 可 以 使 连接 装置 立 
体 地 显示 出 来 ， 而 且 更 有 利于 识别 分 析 这 类 结构 。 

细胞 的 紧密 连接 可 以 加 强 相 邻 上 皮 细 胞 间 的 联系 ， 吕 免 受 外 力 的 作用 而 彼此 分 离 ， 可 以 
不 同 程度 地 封闭 细胞 间隙 与 管 腔 之 间 的 通路 ， 以 控制 和 调节 液体 通过 细胞 间 隐 达到 管 膀 或 由 
管 及 达到 细胞 间 阶 的 渗透 量 ， 作 为 一 种 渗透 屏障 ， 选 择 性 地 让 某 些 物质 通过 ， 这 对 于 维持 机 
体 的 正常 生理 功能 有 着 重要 的 意义 。 | 

PE, SEE AT Bee AA DU dM OEE 
(1982) BFF T A EZ TY Hs rh Sh EI WA fa 连 Bes Tetsuk Kawahara % (1982) 研 
究 了 海洋 鱼 甩 上 皮 细 胞 间 连 接 的 形态 结构 和 分 布 状态 ， 并 讨论 了 细胞 连 搂 与 钾 、 钠 离子 运输 
的 关系 Murphy, C. R, 等 (1981) 研 究 了 小 鼠 子 宫 上 皮 细 胞 在 卵 梨 激素 作用 下 管 腔 上 皮 紧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朴 行动 物 研究 室 吴 贯 夫 同 志 提供 草绿 龙 蜥 材料 特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5 月 31 月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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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连 接 的 变化 情况 ; Metz, J, 等 (1978) 研 究 了 细胞 连接 装置 的 变化 和 细胞 分 泌 功能 的 关系 ， 
Van Beurs 等 (1978) 研 究 了 淋巴 管 的 紧密 连接 和 体液 运输 的 关系 ,都 希望 为 生理 学 提供 依据 。 

然而 用 冰冻 蚀刻 技术 研究 息 行 动物 骨 上 皮 紧 密 连 接 的 形态 结构 未 见报 道 。 本 文 则 提供 草 
绿 龙 晰 的 资料 ， 可 为 研究 胃 的 生理 功能 提供 更 多 的 证 据 。 

材料 与 方法 

草绿 龙 蜥 (Japalura flaviceps Barbour et Dunn)，1982 年 7 月 采 自 四 川 省 沪 定 县 。 取 

样 方法 是 ， 将 动物 去 头 处 死 ， 立 即 打 开 腹 胁 ， 取 出 胃 ， 在 预 冷 的 用 两 栖 类 生理 盐水 配制 的 

2 儿 的 成 二 醛 固 定 液 中 ， 切 开胃 体 ， 洗 去 胃 中 的 食物 残 污 ， 再 放 入 新 鲜 的 2 多 的 成 二 醛 中 ， 切 

成 1X1x3 毫 米 的 组 织 块 后 ， 再 换 新 鲜 的 2 多 的 固定 液 ， 于 冰箱 中 备用 。 

使 用 前 ， 组 织 块 用 两 栖 类 生理 盐水 洗 1 一 2 次 后 ， 放 入 30 儿 的 甘油 生理 盐水 中 浸 病 12 小 时 

左右 ， 以 后 按 冰 冻 蚀 刻 技 术 常 规 操作 〈 岳 奎 元、 郑 中 华 ，1982) 将 样品 装 入 样品 杯 后 迅速 放 

入 液 所 中， 使 之 达到 平衡 ， 冷 冻 到 约 一 196C 。 用 日 本 电子 光学 公司 (JEOLJ)EE 一 FED.B 六 

冻 蚀 刻 装 置 ， 在 1X10-*Torr、 一 130C 时 ， 将 样品 “ 切 ” 断 ,暴露 出 上 皮 细 胞 的 内 部 结构 ， 

再 使 温度 在 1 分 钟 内 从 一 130C 上 升 到 一 100C ， 即 蚀刻 完毕 。 在 蚀刻 后 的 样品 表面 以 45” 角 

喷 镀 铂金 、 再 垂直 喷 碳 ， 制 成 复 型 膜 。 最 后 用 次 亚 氧 酸 钠 (Antiformia) 腐 蚀 掉 组 织 ， 将 复 型 

膜 捞 在 带 支 持 膜 的 铜 网 上 ， 用 JEM 一 100CX 电子 显 微 错 ， 在 80KYV 的 加 速 电 压 及 物 BIE 

FLA 60um 的 条 件 下 观察 拍照 。 

观 察 结 果 

在 草绿 龙 蜥 家 上 皮 细 胞 的 冰冻 蚀刻 复 型 膜 上 ，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到 ， 上 皮 细 胞 质 膜 上 由 索 条 
构成 网 纹 带 状 的 紧密 连接 ， 这 些 带 靠 胃 腔 体 面 很 近 ， 分 布 在 表面 微 绒毛 的 基部 。 近 腔 体 一 全 
紧密 连接 带 的 边缘 整齐 ( 见 图 版 机 ， 图 1 一 7)。 

构成 紧密 连接 带 的 索 条 排列 紧密 ， 这 些 索 条 互相 交织 ， 似 乎 无 头 无 尾 ， 构 成 各 种 形状 的 
网 纹 。 有 的 区 域 ， 这 些 索 条 近乎 平行 排列 ， 或 者 近乎 波纹 状 ( 见 图 版 区 ,图 1) 有 的 区 域 索 
条 环绕 成 近似 手指 的 螺纹 构成 环 状 ( 见 图 版 刺 , 图 2 ); 有 的 区 域 索 条 互相 交错 形成 树 根 状 的 网 
格 ( 见 图 版 区， 图 3、4); 有 的 区 域 既 有 近乎 平行 的 波纹 ， 又 有 网 状 结构 ( 见 图 版 册 ， 图 5 )。 
网 纹 形状 多 样 ， 近 似 三 角 的 、 四 边 的 、 多 边 的 等 ( 见 图 版 由， 图 3 一 7)。 网 格 面 积 大 小 不 等 。 
构成 网 格 索 条 的 粗细 不 一 ( 见 图 版 由， 图 5 一 7)。 

在 紧密 连接 的 内 侧 ， 有 的 索 条 向 纵深 伸 出 游离 的 未 端 ( 见 图 版 册 ， 图 6、7)， 这 些 游 离 
末端 长 短 不 等 ， 走 向 不 定 ， 有 的 单 根 ， 有 的 游离 索 条 又 出 现 树枝 状 分 又 ， 有 的 任意 弯曲 ( 见 
AU, 213-7) .有 的 索 条 与 另 一 索 条 若 断 若 连 ， 似 乎 留 有 “缺口 ”( 见 图 版 内 ， 图 6 )。 
在 深部 ， 有 时 出 现 散在 的 单 根 或 枝 状 索 条 ， 根 据 走向 ， 它 们 很 可 能 相遇 而 连接 起 来 (重建 )， 
或 者 是 消失 而 残留 下 来 的 部 分 ( 撤 建 )( 见 图 版 机 ， 图 6、7)。 

带 状 区 索 条 的 数目 ， 经 测定 135 K(n=1634) FHA 12.19+1.87(mean+SD), hall 

区 域 多 达 16 一 17 条 ， 少 者 为 6 一 7 条 。 紧 密 连 接 带 的 宽度 平均 为 0.57 一 0.74um。 
在 紧密 连接 下 方 的 不 同 水 平 ， 出 现 斑 块 状 的 间隙 连接 (Gj)( 见 图 版 区， 图 6 )， 它 们 距离 

紧密 连接 有 远 有 近 。 间 隙 连接 的 斑 块 ， 有 的 近似 圆 形 ， 有 的 成 椭圆 形 或 不 规则 的 形状 ， 班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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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 小 差异 较 大 .但 构成 斑 块 的 颗粒 的 大 小 是 近似 的 ,而 且 这 些 颗粒 的 排列 都 比较 整齐 。 

“细胞质 膜 的 劈 裂 面 界 线 清 楚 ， 在 FE MS EP MAMAN AN KEE Ol mr, (PP ae 

REAM, EP ERA DOLLAR, AS). WAM 的 索 条 ， 在 细 

胞 质 膜 的 PF 面 上 表现 为 突起 的 峭 状 ( 见 图 版 下 ， 图 1、5、6、7); 在 EF 面 上 索 条 则 表现 为 

四 下 的 浅 沟 ， 构 成 形似 大 脑 样 的 沟 纹 ( 见 图 版 玉 ， 图 3、4)。EE 面 上 的 突起 的 索 条 大 多 数 是 连 

续 的 ， 但 其 中 也 有 似 断 非 断 的 连接 部 位 ( 见 图 版 了 ， 图 6 )， 好 似 缺口 "。 游 离 的 索 条 末端 很 

容易 看 到 排列 整齐 的 保 白 颗粒 。 

辐 论 

多 细胞 生物 ， 特 别 是 在 脊 椎 动物 中 ， 细 胞 与 细胞 之 间 的 关系 是 复杂 的 。 正 常 细胞 间 保 持 
一 定 的 连接 关系 。 细 胞 连接 不 仅 起 着 机 械 性 连接 、 支 持 和 封 固 作用 ， 还 通过 传递 细胞 间 的 一 
些 化 学 物质 ， 称 为 细胞 间 的 化 学 通讯 ， 使 相同 细胞 或 不 同 细胞 的 活动 互相 协调 ， 互 相 制 约 ， 
而 又 使 自己 保持 着 高 度 的 独立 功能 ,维持 着 “细胞 社会 ”之 间 复 杂 而 又 平衡 的 “社会 ”关系 。 

上 上 皮 细 胞 的 主要 特征 是 细胞 排列 紧密 ， 所 以 上 皮 细 胞 间 的 连接 装置 特别 典型 。 草 绿 龙 果 
也 不 例外 ， 位 于 胃 上 皮 细 胞 外 缘 具 有 带 状 结构 的 紧密 连接 ， 组 成 它们 的 索 条 纵横 交织 ， 不 仅 
具有 一 般 的 机 械 支 持 作 用 ， 使 细胞 紧密 地 连接 在 一 起 ， 以 保持 运动 的 连续 性 和 协调 性 ， 而 且 
具有 一 般 公 认 的 渗透 屏障 作用 。( 曾 弥 自 等 1982; Kawahara T. 等 ，1982)。 作 为 渗透 屏 
障 ， 它 可 以 使 胃 中 带 有 各 种 成 分 的 液体 选择 性 的 通过 ， 进 入 到 细胞 间隙 ， 同 时 防止 细胞 内 部 
某 些 成 分 不 致 因 受 外 部 压力 而 被 挤 压 出 来 ， 以 维持 细胞 内 、 细 胞 间隙 及 腔 体 中 液体 的 静 压 
力 。 草 绿 龙 蜥 胃 上 皮 由 排列 紧密 、 互 相交 织 的 索 条 构成 的 各 种 网 纹 状 的 紧密 连接 ， 是 能 够 完 
成 这 些 功能 的 。 

构成 紧密 连接 的 索 条 ,实际 上 是 由 相 邻 细胞 质 膜 内 蛋 自 颗粒 密集 排列 而 成 的 ,它们 象 “ 拉 
链 ” 一 样 ， 紧 密 地 烙 在 一 起 ， 这 一 看 法 已 被 大 家 接受 。 笔 者 的 观察 发 现 ， 构 成 紧密 连接 的 索 
条 并 不 都 是 紧 紧 相连 的 ， 有 的 索 条 中 间 出 现 “ 缺 口 "， 这 与 Van Beurs 等 (1978) 观 察 到 有 的 
索 条 中 有 “ 微 孔 ”(Pores) 是 一 致 的 。 笔 者 认为 ， 这 些 “ 和 缺口 "， 对 于 胃 中 某 些 特 殊 物质 的 运 
输 可 能 有 重要 意义 。 紧 密 连 接 比 较 严格 地 把 机 体 分 为 内 环境 与 外 环境 ， 那 么 ， 这 些 “ 缺 口 ” 
是 否 就 应 当 是 一 些 “ 城 门 ” 式 的 特殊 通道 ， 有 待 研究 。 

生物 膜 的 研究 已 经 表明 ， 膜 内 灸 嵌 和 蛋白 颗粒 在 细胞 的 新 陈 代 谢 过 程 中 起 着 重要 作用 ， 而 
构成 紧密 连接 索 条 的 镶嵌 蛋 自 颗粒 ， 也 应 当 显 示 出 它们 的 特殊 生理 、 生 化 功能 。 事 实 也 是 这 
样 ， 例 如 ， 紧 密 连 接 的 变化 与 上 皮 细 胞 对 流体 的 运输 是 相 适 应 的 (Van Beurs 等 ，1978)。 
激素 的 作用 可 以 导致 紧密 连接 的 结构 和 分 布 都 发 生变 化 , 以 调节 和 控制 腔 体 的 内 容 物 (Mur- 
phy，C. R. 等 ，1981)。 同 时 ， 紧 密 连 接 的 几何 形状 、 分 布 位 置 、 索 条 数目 的 多 少 都 可 能 
发 生 改 变 (Murphy, C. R. 等 ，1981; Metz, J. 等 ，1978; Beurs, V. 等 ，1978) 这 与 

生物 膜 内 镶嵌 和 蛋 自 颗粒 可 以 移动 的 结论 是 一 致 的 ， 这 种 变化 与 细胞 的 生理 功能 ， 生 化 反应 及 
新 陈 代谢 是 一 致 的 。 例 如 ， 用 孕 激 素 处 理 三 天 后 的 小 鼠 子 官 上 皮 细 胞 之 间 紧 密 连 接 的 分 布 和 
形状 都 发 生 了 显著 变化 (Murphy. C. R. 等 ，1981)。 

各 种 细胞 紧密 连接 索 条 的 数目 相差 很 大 ， 草 绿 龙 蜥 胃 上 皮 细 胞 紧密 连接 的 索 条 为 12.19 
士 1.87， 而 且 排 列 紧 密 。 胃 癌 细 胞 的 紧密 连接 索 条 数目 很 少 ， 排 列 松散 而 不 规则 〈 李 文 镇 ， 
1981)。 肝 细胞 微 胆管 周围 紧密 连接 的 索 条 少 ， 但 排列 整齐 ， 几 何 形状 与 草绿 龙 晰 胃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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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连 接 比 差别 也 很 大 〈 岳 奎 元 ， 郑 中 华 ，1983 )。 这 说 明 它 们 完成 的 生理 功能 有 较 大 的 差 

寞 。 

& 5 MX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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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ON TIGHT JUNCTION 

OF STOMACH EPITHELIUM IN J/APALURA FLAVICEPS BY 

FREEZE-ETCHING TECHNIQUE 

Yue Kuiyuan 

(Analysis and Testing Center, Chengdu Branch,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tight junction enclosing the epithelial cells of the stomach of Japalura 

flaviceps appears as a belt-like network ,0.57-0.74 um in width, with a clearcut 

margin on the apical side, The closely-packed sealing strands comprising 

this junction intersect to form various network patterns (Figs. 1-5) with dis- 

tinctly-shaped meshes (Figs, 3-7). The strands vary in thickness, Free endings 

of these strands can be seen to extend deep into the basal region, Dispersed 

strands are also found, The free endings may be single, bifurcate or curved with 

no preferential orientation, An average tight junction is composed of 12.19+1.87 

strands, the maximum being 17 and minimum 6, 

At different levels below the tight junction are seen macular gap junctions, 

either round, oval or of other irregular shapes, Although composed of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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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ly arranged particals, the gap junctions are much different in size, 

The plasma membrane is cleft into a protoplasmic face on which mosiac 

proteins are numerous and an extracellular face on which protein particals are 

relatively few. The strands on PF appear as ridges, most of which are conti- 

The 

appear as grooves on EF, Protein partical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free endings, 

nuous though some are interrupted with notches, corresponding strands 

48 NAH BB AG BE Bes Fe 2) VEY 0) 2 LR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Reproductive Habit of 

Bufo raddei Strauch of Suburbs of X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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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7S HES Bufo raddei 9tfatch 是 一 种 第 见 

种 。 有 关 花 背 蟾 内 的 繁殖 习性 ， 国 内 所 见 资 料 较 

少 。 

笔者 于 1981 年 3 月 至 1983 年 6 月 ， 在 徐州 近郊 

Aig, BREA LAS, NESW Ae 

JHE RMBNS AA, SUR A A ee 

如 下 : 

UE, BERS A Za 

发 育成 熟 的 雌 、 雄 个 体 体 色差 别 明 显 。 雄 性 ， 

Mite, AEP, Pe baal. AES 

样 ， 少 数 为 黄 绿色 、 灰 绿色 ， 多 数 为 标 褐色 、 深 神 

色 ， 与 泥土 颜色 极 谐 调 。 雌 性 ， 皮 肤 粗 糙 程 度 显 

然 次 于 雄性 。 体 背部 为 黄 绿色 ， 背 中 线 颜 色 较 浅 。 

体 背 有 不 规则 大 型 器 紫色 花 斑 ， 花 斑 内 有 数目 不 多 

的 瘤 状 突起 ， 红 色 。 雄 性 前 胶 第 一 指 内 侧 有 隆起 的 

褐色 “ 婚 热 ”， 第 二 、 第 三 指 一 侧 亦 有 ， 但 面积 较 

小 。 少 数 个 体 的 前 臂 内 侧 还 富有 深 褐色 角质 刺 。 雄 

性 有 单 咽 下 内 声 宫 。 

繁殖 习惯 

1. 出 区。 根据 三 年 (1977、1982、1983 ) 的 

ME, (PRESEN Ne 3 月 底 至 4 

AD, WER BAR. EES REIKI. 

2. 4st MAES, HEAPS. 

HEPES KH, PEER, KEEP E, 

FA BUC AAT EDS, GEREN BD (mS, aE 

DARE ATK JES BE 7K UE, ER BY ER 

可 持续 36 至 60 余 小 时 。 若 雄性 拥抱 着 同性 个 体 ， 很 

Rem, Trask. (He, ANTES RPS 

FPA SEK WSIE, FRDERE <p 28 ee ARE HAY 

现象 。 

3. Fst 产 匈 时 被 拥抱 着 的 雌性 潜入 

水 底 ， 穿 插 草 丛 间 行 行 止 止 ， 使 排出 的 两 条 蓝 带 粘 

着 在 永生 植物 枯 术 、 茎 杆 上 ， 借 以 继续 拉 出 厚 带 ， 

WERE, INEM SERBS ES, fi 

一 起 一 伏 的 动作 ， 可 能 是 射精 行为 ， 每 5 一 7 次 后 便 

休息 十 余 分 钟 。 休息 时 常 球 浮 于 水 面 ， 后 肢 双 双 伸 

展 放 松 。 

4, 产 孵 时 期 最 早 记 录 为 4 月 5 目 (1981 

年 )， 但 卵 群 数 较 少 ， 在 四 万 余 平 方 米 水 域 内 仅 发 

现 一 个 卯 群 。4 月 11 目 至 13 目 (1983 年 ) 发 现 11 个 多 

群 占 该 年 统计 厚 群 数 的 84.6 驳 ， 可 视 为 盛产 期 。 最 

晚 记 录 为 5 月 13 目 (1980 年 )。 这 样 ， 花 背 蝎 内 的 产 

多 持续 期 是 4 月 5 旦 至 5 月 13 目 ， 共 38 天 OHS 

小 满 ) 。 

内 性 繁殖 能 力 

1, Kops 

均值 为 2274 粒 。 

徐州 的 花 背 奖 蜂 怀 厚 量 少 于 四 川 成 都 〈 刘 承 

人 钊 、 胡 淑琴 ，1961 年 ) 3000 粒 的 统计 。 

2, 产 孵 量 与 产 卵 次 数 ”野外 捕捉 两 对 抱 对 

的 花 背 蟾 蜂 置 于 室内 ， 分 置 于 两 个 容器 内 ， 当 目 排 

TOR, Sit: 一 只 肉体 体 长 为 2 毫米 , 产 卵 2361 粒 ， 

另 一 肉体 体 长 48 营 米 ， 产 卯 2328 粒 。 产 后 隔 三 目 ， 

SAM 1 Anktealiz, SF 

ANE IEE RADA BRENT, BE, HUB. 
ARC ¥ 198346 7 月 31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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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 AIH 4 AL) 。 另 一 只 则 不 再 含 成 熟 卵 ， 

即 一 次 排 完 。 仅 有 两 只 峻 性 产 卵 后 尚 有 余 卵 ， 分 别 

为 10 粒 ( 均 在 卵巢 内 ) 、4 粒 〈 输 卯 管 喇叭 口 处 2 

粒 ， 子 富 内 2 粒 ) ， 占 剖 检 数 的 18.2 锡 ， 而 81.8 多 

的 雌性 为 一 次 性 排卵 。 从 上 述 资 料 分 析 ， 虽 然 有 个 

别 雌 体 腹 中 仍 有 余 卵 未 排出 ， 但 毕竟 是 少数 。 因 此 

笔者 认为 花 背 蟾 内 是 一 次 性 排卵 ， 产 卵 量 即 是 怀 匈 

量 。 

3. 拖带 与 孵 粒 ”雌性 产 出 两 条 胶 质 管状 兄 

iW, BAIN ARERR WRI, SFIS, (Be, 

以 两 列 者 为 多 。 卵 球 外 为 胶 膜 ， 如 下 图 所 示 。 

He Ba he ON SN A 

2 ht LORE RT RPA, NAP 

横 径 为 3.5 一 6.8 毫 米 ， 平 均值 为 4.3 毫 米 ， 匈 粒 直 

径 为 1 一 1.6 毫 米 ， 平 均值 为 1.1 毫 米 ， 匈 间距 为 0.2 

—1,085%, 3251450. 48k. INTE See 
径 小 于 甘 肃 酒 录 的 1.4 毫 米 〈 刘 承 剑 1961 年 ) 。 

产 卵 与 环境 

1, 产 卵 与 水 环境 的 关系 (OAV 

水 ， 透 明度 强 ， 阳 光 充 足 ， 富 有 水 生 植物 CF, 

浦 草 、 和 荷 叶 枯 柄 等 ) ， 近 岸 的 水 域 环 境 产 卵 。 而 无 

水 生 植物 ， 远 离 岸 边 的 深水 域内 未 曾 发 现 卵 群 。 从 

测 得 的 13 个 卯 群 可 知 ， 花 背 蝎 内 产 卵 时 要 求 一 定 的 

水 深 ， 幅 值 为 0 一 21 厘 米 。 适 宜 水 深 在 2.5 一 10.4 厘 

米 之 间 。 

2. 产 卵 的 温度 和 p 瑞 估 产 卵 场地 A 

在 5 一 30Y 的 幅 值 ， 平 均值 为 16.1D; 水 温 在 10 一 

1575 的 幅 值 "平均 值 为 11.97。 

测 得 13 个 产 匈 水 区 ，zp 互 值 在 7 到 7.97 之 间 ， 

平均 值 为 7.67。 

UE AE ME EE HE Bk 

BAPLAIAS ISL RWS, EPEAS RR, evEI46 

只 ， 雌 、 雄 性 比 为 1:3.3。 再 从 1983 年 4 月 12 目 对 

一 块 面 积 690 平 方 米 水 域 目测 统计 有 51 对 抱 对 蟾 晓 ; 

非 抱 对 雄性 35 只。 雌性 死 蟾 内 32, BEVESE RA HR 9 

AR, BibweveodR, HEPES R, JU) we we = 比 为 1: 

Ge 

测量 8 RAEVESEAL, (SIZ, Re. 4.8X2.7 

XL 82k, WelbTae, ae, RYOR 

为 197.9 毫 米 。 

在 花 背 昌 内 的 繁殖 期 间 ， 笔 者 痢 检 到 峻 性 个 体 

的 肠 内 有 贬 昌 寄生。 以及 抱 对 时 的 雌雄 蟾 体 上 有 被 

蚂蚁 叮咬 情况 。 

姚 树 义 

(徐州 市 一 中 ) 

Yao Shuyi 

(Xuzhou First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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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游 蛇 亚 科 Colubrinae ( 游 蛇 科 Colubridae ) 

=F BA Se AZ AS BY BEST 

与 演化 关系 的 探讨 

KARA TRAE: WA RRM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摘要 本文 报 道 了 我 国 游 蛇 亚 科 21 属 .53 种 及 亚 种 半 阴 茎 的 解剖 比较 结果 。 认 为 蛇 类 半 阴 茎 是 一 
种 比较 稳定 而 又 有 其 特征 性 的 形态 结构 ; TAH, WEN Salk Bao; 但 在 属 内 种 
间 ， 其 鉴别 性 则 视 该 属 的 分 化 程度 而 异 ， 一 般 仍 可 作为 分 类 比较 或 鉴 别 的 参考 。 此 外 ， 试 分 析 了 
驼 类 半 阴 茎 的 可 能 原始 类 型 及 其 可 能 的 次 化 趋势 。 文 中 ， 以 半 阴 茎 特征 为 主 ， 试 就 已 观察 的 21 属 
进行 检索 ， 并 将 游 蛇 亚 科 各 属 归纳 为 3 个 类 群 ， 且 用 示意 图 表达 对 我 国 游 蛇 亚 科 各 属 间 系 统 关 系 
的 看 法 。 

me SE BAS BY Ot 

Cope 于 1893 年 首次 把 半 阴 茎 用 于 蛇 类 分 类 中 .其 后 又 有 Dunn(1928)、Bogert(1940) 和 Ve 
lard (1928, 1946) 等 人 较 系 统 的 研究 。 但 鉴于 当时 条 件 所 限 ， 初 期 的 研究 出 现 了 一 些 不 

适当 甚至 错误 的 摘 述 和 绘图 (Dowling，1969) 。 某 些 学 者 对 其 分 类 价值 的 看 法 也 不 一 臻 

(Malnate, 1960; Dowling，1967) ,甚至 有 人 认为 这 一 结构 仅 限 于 雄性 并 非 是 较 好 的 分 类 学 

性 状 〈Eope and Pope, 1932) 。 因 此 在 Cope 以 后 较 长 时 期 这 一 结构 在 分 类 上 并 未 得 到 深入 

的 研究 和 应 用 。 不 过 许多 学 者 〈 主 要 是 北美 学 者 ) 已 开始 注意 其 形态 描述 ， 其 中 EPEope(1935) 

和 Smith(1943) 二 人 的 工作 至 今 对 我 国 蛇 类 半 阴 茎 研究 仍 有 参考 价值 。 

直到 1960 年 ，Dowling 和 >avage 进 一 步 总 结 和 肯定 了 半 阴 茎 的 分 类 价值 ， 并 提出 一 套 标 

本 制备 、 描 述 的 方法 和 纤 一 名 称 术语 。Dowling (1967, 1969,1974) 及 其 他 学 者 的 许多 工作 

对 后 来 的 研究 起 了 重要 作用 。 目 前 在 国外 蛇 类 分 类 学 人 研究 方面 ， 大 多 数学 者 都 较 注意 半 阴 茎 
的 形态 特征 CMalnate, 1960, 1961; McDowell, 1961; Maglio, 1970; Dowling, 1974; 

_ Inger and Marx，1962)。 甚 至 Bhatnagar(1975) 的 锦 蛇 属 检索 #H, Underwood (1967) 对 

Natricidae 科 和 Colubridae 科 的 划分 均 是 以 半 阴 茎 为 主要 依据 ( 见 Rossmanm et al. ,1977) 。 

近来 更 有 人 把 半 阴 茎 特征 与 细胞 学 、 生 物化 学 的 研究 相 结合 ， 为 蛇 类 分 类 学 研究 开辟 了 新 途 

径 (Rossman et al.,1977) 。 

总 之 ， 目 前 在 国外 已 较 注 意 半 阴茎 的 分 类 学 研究 ， 但 由 于 在 观察 比较 时 还 不 够 全 面 和 规 

本 文 于 1982 年 12? 月 30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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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化 ， 因 此 在 某 些 描述 、 比 较 上 仍 存 在 一 些 不 一 到 
甚至 不 当 之 处 CHL Malnate, 1960; McDowell, 

1961; Rossman et al.,1977) 。 此 外 ， 对 不 同类 型 

蛇 类 半 阴 荃 间 关 系 的 讨论 也 还 不 够 ， 这 些 工作 均 需 

深入 研究 。 

材料 和 方法 

共 解 剖 、 观 察 53 种 和 亚 种 半 阴 茎 ,分 隶 21 属 ( 表 
1) ， 鉴 于 当前 分 类 上 属 、 种 的 划分 有 较 多 重 新 组 
合 ， 为 方便 起 见 ， 将 其 通 归 于 一 个 亚 科 一 一 游 蛇 亚 
科 Colubrinae 来 讨论 。 全 部 材料 取 自 浸 制 标本 。 

首先 测量 蛇 体 各 部 量度 ， 然 后 从 汽 殖 用 后 一 定 
距离 处 开始 沿 腹 中 线 纵 行 剪 开 鳞片 、 皮 肤 及 肌肉 
层 ， 直 到 泄殖腔 后 壁 止 。 观 察 和 测量 半 阴 茎 和 阴茎 
大 牵 缩 肌 有 关 量 庆 后 ， 纵 行 前 开 厄 壁 ， 在 双 目 解剖 
镜 下 仔细 观察 收缩 态 时 的 表面 结构 〈 图 1、A) 。 

外 翻 态 标 本 尽量 采用 与 解剖 标本 产地 、 大 小 一 
致 的 标本 。 少 数 顶 端 未 完全 翻 出 的 标本 ， 亦 用 人 工 
使 其 完全 翻 出 ， 并 填 入 少许 棉花 使 其 脱 胀 ， 以 利 观 
Re 

万 位 及 类 型 图 1 半 阴 茎 的 基本 结构 、 
全 .收缩 态 基本 结构 和 方位 ( 左 侧 未 解剖 ， 

右 侧 已 解剖 ) 1. 近 端 2. 腹 面 3. 远 六 
AAA KEM SAKE YMA 6 

精 沟 7. 精 沟 分 支点 8. 半 阴 莽 分 又 点 〔 第 $ 
尾 下 鲜 ) 9. 半 阴 革 达 第 6 尾 下 鲜 处 10. 大 

Be Ye LAY & 

B_F sr@& 也 .不 分 又 的 精 沟 和 半 阴 革 
C. 具 向 心 式 分 又 精 沟 的 双 叶 型 半 阴 es OD, 
有 具 离心 式 分 又 精 沟 的 分 又 型 半 阴 革 ” 世 .有 具 不 
分 又 精 沟 的 不 对 称 双 叶 型 半 阴 甘 已 . 具 不 分 
Lag AAA AR ILS A HS 

BY AS EBA SS BY FS AS HF HE 

1. SAKE Clength of hemipenis) 

一 般 以 收缩 态 (retracted condition) 时 所 达 尾 下 鳞 的 枚 数 计 。 

另外 ， 半 阴茎 和 精光 分 叉 点 位 置 、 分 支 长 度 均 可 用 所 达 尾 下 鳞 数 计 〈 图 1，A) 。 

2. 阴 董 大 牵 缩 肌 的 起 点 Corigin of m. retractor penis magnus) 

阴茎 大 幸 缩 肌 起 于 后 部 某 尾 椎 的 腹面 ， 向 前 延伸 与 半 阴 茎 远 端 相 接 。 在 某 些 双 叶 型 和 分 

又 型 半 阴 茎 中 这 一 肌肉 常 在 近 半 阴茎 处 分 为 二 小 支 。 

另 有 阴茎 小 奉 缩 肌 Cm. retractor penis parvus) 起 于 靠 前 部 某 尾 椎 腹面 ， 前 伸 与 半 

阴茎 无 沟 层 〈 半 阴茎 吉 壁 分 为 二 层 ， 无 精 沟 的 一 层 叫 无 沟 层 ) 的 背 表面 相 附 ， 阴 葵 基 部 幸 缩 
WL (m retractor penis basalis) 起 于 尿 殖 有 她 突 下 方 的 尾 腹壁 ， 

附 。 

3. 半 阴 蔡 的 方位 〈direction of hemipenis) 

与 半 阴 蔡 基 部 无 沟 层 表面 相 

Ur UE a WS — aig "Yi <Cproximal) 或 基部 (basal); 另 一 端 〈 外 翻 态 的 游离 端 ) 叫 远 

dq Cdistal) 或 顶端 Capical) (Al, A). HEX, SUCH IEA HEY im Cdorsal); i 

腹壁 处 叫 腹面 (entral); 向 尾 外 侧 处 叫 侧面 (lateral);， PREAH A ley Ai (me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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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解剖 和 观察 用 标本 种 类 、 数 量 及 产地 (包括 本文 所 用 阶 元 名 称 ) 

名 称 x 量 六 地 

Thermophis 类 群 

T hermophis 

imme = T, baileyi 1 西 茂 
Colubrine 类 和 群 

Elaphe 类 

Coluber 

sa HEC, spinalis 2 吉 OR 
Elaphe 

双 斑 锦 蛇 EL bimaculata 2 湖北 、 安 徽 

sane 已 ，carimata 2 ‘Fa. ZI] 
Hx EL, dione 4 新 疆 、 辽 字 
Riker ete E, frenata 2 BB 
琅 斑 锦 蛇 E. mandarina 4 四 川 、 安 徽 
百花 锦 蛇 EL, moellendorf fii 1 Iie 西 

紫 灰 锦 蛇 指名 亚 种 LE, p, porphyracea 3 a 

AIR BRC WA Ep, nigrofasciata 4 福建 、 安 徽 
see FE prasina e 1 om 南 

红 点 锦 蛇 EL. rufodorsata 3 安 徽 

棕 黑 锦 蛇 EL schrenckii 1 黑龙 江 

alata E, taeniura 3 四 川 、 广 西 
O pheodrys 

epte O, major 3 Pelee 
Ptyas 

IRE P. korros 3 浙江 、 海 南 
Zaocys 

BAKE Z. dhumnades 2 oo 微 

黑 线 乌 梢 蛇 Z_, nigromarginatus 3 西藏 、 四 川 、 云 南 
Rhynchophis 

Serge R. boulengeri 2 海 By 

Dendrelaphis 

过 树 蛇 D, p, pictus 4 云南 、 海 南 
Sibynophis 

黑头 剑 蛇 9 chinensis 5 POI. WHR. IN, Be 
Lycodon 类 

Dinodon 

meee D, rufozonatum 3 四 川 

黄 链 蛇 D._ septentrionalis 3 fq 建 
Lycodon 

双全 自 环 蛇 L, fasciatus 2 om 南 

mA AML, ruhstrati 3 湖 建 、 四 川 ， 
Oligodon 类 

Olt godon 

小 头 蛇 O, chinensis 2 江 西 
台湾 小 头 蛇 O, formosanus 1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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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名 称 

横 纹 小 头 蛇 O, multizonatum 

紫 棕 小 头 蛇 O，szimpomis 

Calamaria 类 

Calamaria 

SPE C, 

Natricine 267% 

Pseudoxenodon 类 

se ptentrionalis 

Pseudoxenodon 

横 纹 斜 鳞 蛇 P, bambusicola 

尝 安 斜 鳞 蛇 P karlschmidti 

al tole: 4 4 Tp AP, macrops macrops 

斜 鳞 蛇 中 华 亚 种 Pom, sinensis 

花 尾 斜 鳞 蛇 已 .mrotpus 

Natrix 类 

Macropisthodon 

颈 楼 蛇 M, rudis 
Fowlea 

渔 游 蛇 F, piscator 

Rhabdophis 

黄 腹 游 蛇 民 . chrysarga 

SiR ewe R, nuchalis 

红 脖 游 蛇 R, subminiata 

起 竹 游 蛇 R, tigrina lateralis 

Natrix 

棋 斑 游 蛇 NV, tessellata 

Sinonatrix 

Rac S, aequi fasciata 

水 赤 链 游 蛇 S annularis 

yee S, p, percarinata 

Amphiesma 

锈 链 游 蛇 A, craspedogaster 

棕 网 游 蛇 A, johannis 

八 线 游 蛇 A, octolineata 

两 纹 游 蛇 A, optata 

棕 黑 游 蛇 A, sauteri 

草 游 蛇 了 .stolata 

灰 链 游 蛇 A, 
Opisthotropis 

ism O, latouchii 

vibakari 

ed co = BRS 一 

Bho b> DD DS 

bo o& E hb bw & PL 

PES MAB (bifurcate form of hemipenis) 

不 分 又 型 半 阴 茎 (single hemipenis)， 半 阴茎 顶端 不 分 又 〈 图 1，B) 。 

产 地 

四 川 

湖南 、 广 西 、 安 徽 

福建 、 贵 州 
四 Sil 
贵州 
2 

江西 、 福 建 

海南 

海南 
湖北 
贵 州 

= 向 

新 一 

a # 
安徽 、 福 建 
四 川 、 贵 州 

a # 
四 JI 

x ON 
x ON 
mill 
A # 
= legis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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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时 型 半 阴 茎 (bilobed hemipenis)， 半 阴茎 于 顶端 分 又 ， 其 最 大 分 又 程 ERASKW 
1/2， 其 分 叉 部 分 可 称 为 叶 〈 图 1，C、E、F) 。 

分 又 型 半 阴 茎 (divided hemipenis)， 半 阴茎 的 分 又 程度 等 于 或 超过 全 长 的 1/2, 其 分 又 
部 分 可 称 为 分 支 CAI, D) 。 

5. 半 阴 茎 外 翻 态 形状 (shape of hemipenis) 

其 基本 形状 有 :， 近 圆 柱 形 〈subcylindrical)，Y 形 ， 项 端 膨大 而 基部 细小 的 球形 GRE 

形 ) (bulbous) ,以 及 向 顶端 略 膨大 如 棒状 的 棒 形 〈clavate) 。 

6. #5347 (sulcus spermaticus) 

可 分 为 分 叉 精 沟 Chifurcate sulcus) AIA4> Mis A (simple sulcus) 种 (图 1,B 一 E)。 

在 多 数 种 类 亦 与 半 阴 茎 的 分 叉 状 况 一 致 ， 少 数 不 一 致 (Dowling，1974) 。 

在 具有 不 分 叉 精 沟 的 双 叶 型 半 阴 茎 中 ， 根 据 它 在 半 阴 茎 远 端 走向 又 可 分 为 两 类 半 阴 茎 ， 

WRPE-EBAA (symmetrical hemipenis) , ENAS}QIL FPS MA (crotch) 处 ， 使 半 阴 

ZEEAWH (S11, F); 不 对 称 性 半 阴 茎 Casymmetrical hemipenis) , 即 精 沟 纵 行 入 半 阴 

荃 的 一 叶 中 ， 从 而 使 其 呈 不 对 称 性 《图 1，E) 。 

在 具有 分 叉 精 沟 的 半 阴 茎 中 ， 又 有 两 种 精 沟 类 型 ， 离 心 式 〈centrifugal) 和 疝 心 式 (ce- 

ntripetal) 精 沟 一 一 精 沟 的 两 分 支 分 别 沿 半 阴 茎 的 两 分 支 外 侧 或 内 侧 到 顶 〈 图 1，C、D) 。 

在 上 述 不 对 称 性 半 阴 茎 中 也 有 这 两 种 精 沟 存在 。 

Lab, MANS RNA, WE (sulcus lip) 的 罕 起 及 展 缘 结构 都 应 详细 观察 。 

1. 半 阴 莹 表面 的 形态 结构 Cornamentation of the surface of hemipenis) 

一 般 在 羊 阴 侍 圳 壁 贯穿 精 沟 的 一 层 之 表面 一 一 即 有 沟 层 《sulcate layer) 一 一 存在 着 一 

坚 形态 复杂 而 又 有 其 特征 性 的 结构 ， 现 把 游 蛇 亚 科 中 常见 的 归纳 如 下 : 

(1) 和 裙 神 Clounce) 一 般 呈 简单 的 线 型 脊 棱 或 锣 辟 ， 形 如 衣 裙 的 向 边 ， 彼此 平行 

排列 ， 横 行 或 斜 行 于 半 阴 茎 上 。 

(2) 87 (calyx) — RS, Sch ke BA, Bar Be BE oe Pe (reticu- 

late structure) ， 又 叫 蜂 梨 形 结构 

在 以 上 两 种 结构 中 ， 其 游离 边缘 一 般 有 光滑 型 (smooth ridge), kaytaH4 (scalloped ri 
dge)、 小 乳 罕 型 (papillae ridge) 及 小 刺 型 〈spinaulate ridge) 四 种 类 型 。 

(3) ## (papillae) Cope (1893) AA ZH eB iF Bi Rey BW i kk 

(4) #] (spine) 其 大 小 、 形 状 、 数 量 及 分 布 状 况 是 主要 特征 之 一 。 

在 某 些 属 〈 如 Warix 属 ) 的 半 阴 茎 基部 外 侧 有 一 至 数 枚 大 而 侧扁、 尖端 稍 他 曲 的 基部 大 
Hl] (basal big spine) 或 叫 钩 状 刺 〈hook) 。 

(5) A Clongitudinal fold) Ship ESTAR, Thess se ARK 而 减少 或 消 

4e, (AEE Cue) 中 这 一 结构 仍 是 较 稳 定 的 特征 。 

(6) 位 于 刺 基 部 的 皮肤 神 时 (plicac) HRM (如 Natriz 类 群 ) 中 刺 基部 的 皮 

RH BIRR BARMAN, RRR KE Ccup-like) , 刺 从 其 上 或 其 间 突 出 ， 

有 人 “如 Smith，1943) HR AS, (AM LAN SECA LARS, 

(7) +WMS ER (naked area) 3238 GLK (basal naked area) ,其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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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Y Wi Me 77 ah hy tk 3 卷 

有 了 明确 界限 ;》 顶端 宰 区 (apical naked area) ,其 范围 常 无 明确 界限 。 

另外 ， 在 某 些 种 类 中 还 会 出 现 一 些 特殊 结构 ， 这 些 结构 在 分 类 上 也 是 应 当 注 意 的 特征 。 

游 蛇 亚 科 半 阴 莹 的 属 、 种 形态 特征 

半 阴 苓 的 属 、 种 形态 特征 详 见 表 2 和 图 4 一 56。 

半 阴 莹 形态 特征 的 比较 

在 大 小 上 ，Vatrix 属 及 其 近 缘 属 半 阴茎 都 较 小 ， 而 锦 蛇 属 及 其 近 缘 属 一 般 较 大 ， 从 表 2 

可 见 其 大 小 与 蛇 体 大 小 呈正 相关 ， 与 尾 长 关系 不 大 。 另 外 ， 半 阴茎 长 度 用 收缩 态 时 尾 下 鳞 数 

计算 较 方便 可 靠 ， 除 少数 外 一 般 种 内 变异 最 多 1 一 3 枚 乌 片 间 ， 因 此 其 长 度 是 一 较 稳定 特征 。 

阴茎 大 幸 缩 肌 起 点 位 置 《 即 反映 其 长 度 ) 看 来 与 半 阴 茎 长 度 有 一 定 关系 ， 与 尾 的 长 度 关 

系 不 大 ， 在 种 内 虽 较 一 致 ， 但 也 常 有 数 枚 之 差 ， 在 鉴定 上 其 意义 不 如 半 阴 茎 长 度 。 

在 本 亚 科 中 ， 除 温 凡 蛇 属 和 和 斜 甸 蛇 属 的 精 沟 比 半 阴 茎 分 又 程度 大 得 多 外 ， 一 般 在 两 者 间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如 锦 蛇 属 及 其 近 缘 属 中 两 者 均 不 分 又 ， 而 在 Natrix 属 及 其 近 缘 属 中 ， 当 精 沟 

分 叉 时 半 阴 茎 分 又 较 深 ， 当 精 沟 不 分 又 时 半 阴 茎 分 又 较 浅 。 并 且 半 阴茎 和 精 沟 的 分 又 程度 、 

精 沟 走 向 及 分 叉 位 置 均 是 属 种 间 较 稳定 特征 。 
至 于 在 表面 形态 结构 上 ， 从 表 2 可 见 刺 、 刺 区 范围 、 基 部 大 刺 枚 数 、 募 的 类 型 及 范围 、 

裙 袜 、 裸 区 以 及 其 他 特殊 结构 在 不 同类 群 、 属 、 种 间 有 了 明显 的 特征 性 ， 是 重要 的 签 别 特征 之 
一 -一 

° 

另外 ， 外 翻 形状 在 属 、 种 间 多 少 存在 一 定 的 差异 性 ， 亦 应 是 较 重 要 特征 之 一 。 

半 阴 董 形 态 特征 的 分 类 鉴别 意义 
从 前 述 可 知 半 阴 茎 是 一 种 比较 稳定 而 又 有 其 特征 性 的 形态 结构 。 在 游 蛇 亚 科 不 同属 间 有 

明显 差异 性 ,这 些 差 异 可 供 属 的 分 类 鉴别 之 用 ,其 差异 程度 显然 和 由 其 他 形态 学 研究 所 证 实 的 

亲缘 关系 有 关 。 在 属 内 种 间 ， 其 差异 性 跟 属 内 分 化 程度 有 关 ， 例 如 小 头 蛇 属 内 某 些 种 间 差 姑 

比 其 他 某 些 属 间 还 大 。 但 一 般 说 来 ， 同 属 种 间 的 相似 程度 大 于 其 差异 程度 〈 仅 个 别 种 例外 ， 

如 红 脖 游 蛇 ) ， 但 仍 可 作为 分 类 鉴别 和 比较 时 参考 。 至 于 在 种 内 ， 其 特征 基本 稳定 ， 有 的 种 

虽 观 察 不 多 ， 但 和 已 有 文献 对 照 仍 未 发 现 较 大 差异 。 但 发 现在 某 些 不 同 亚 种 或 地 理 分 布 间 在 

其 长 度 、 刺 葛 等 细微 结构 上 存在 一 定 的 差异 〈 如 黑 眉 锦 蛇 、 黑 痛 自 环 蛇 和 过 树 蛇 的 不 同 地 区 

标本 以 及 紫 灰 锦 蛇 两 亚 种 间 ) ， 这 些 差异 能 否 作为 地 理 亚 种 的 划分 依据 之 一 ， 有 进一步 考察 

的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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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s 
ile BAD 站 又 或 不 ZY MZ, 如 分 > MM FAB AEA lates Lene e nsec ee ene ees ncectecessenseesesseseceessaes cee D 

精 沟 分 驻 目 手 半 阴 茎 近 端 秒 分 文部 分 的 中 央 某 处 分 ti cbhetadeas stasswase cools Siasadsaensenmmamicnaasd 

2, 远 端 苯 区 、 中 部 刺 区 各 占 约 IM3， 葵 网 形 ， Oren recrsceececceecee HF Fd We es Thermophis 

(Min Rte T. baileyi 二 种 ) 

远 端 小 刺 型 昔 少 而 浅 ， 仅 限于 两 叶 顶端 ， 逐 渐 到 分 叉 点 处 成 较 大 刺 群 ( 每 叶 中 30 一 40 枚 )， 外 
翻 态 两 叶 顶 端 呈 小 球形 … tienes . . … 和 斜 鳞 蛇 属 Pseudoxenodon 

3 PILI, WAR, FAME WEK, SMM dstRAGH-- De ae REA eee cin bie 

RE (或 小 圆 丘 形 、 小 乳 突 形 刺 )》， 中 部 刺 区 GDA ZERI, (SS) ， ARE, 
ISIE PERS DIDS cece cere eee eee 9 

4, 双 叶 型 ， puna FPO lines" See ee cee eee eee cee cesses cesses cesccssssces coal 

5, 精 沟 到 顶 “Fas IM BER. mn mao —A AAW, 7CEEBAR, SEER) Ih Fi 

0 - Fowlea fe (我 国 仅 渔 游 蛇 已 .好 scator 一 种 ) 

精 沟 一 般 正 于 两 叶 中 央 附 近 〈 红 脖 游 蛇 例 外 ) ， 外 翻 态 两 叶 不 天 膨大 ， 基 部 大 刺 1 要 ， 刺 基 
部 皮肤 呈 标 状 四 … eluate pee .-- Rhabdophis|z 

6. MA-RAABHAM, RH K BRS stan ateseecedensteececcnncesseseecceeasecreces cases coe] 

精 沟 入 右 叶 外 侧 ， 然 后 横 过 顶端 止 于 堪 时 ， 无 顶 靖 本 
. BS Mero 8 site rudis—h) 

7. 基部 大 刺 工 枚 ( 草 游 蛇 例 外 )… Ree 6 6u0 onan oot oonoHof 

基部 大 刺 3 枚 ， 成 纵 列 … Wey: Pacciboneanvace seedy cooaee aoouoodsdocaooooco SA IEE 

(Al Natrix je pM — a, Buh) 

8. = BRAS ASAE), YMA SEE (HERI Sa A) , RIT 较 一 致 … 

sees co 

半 阴 茎 外 翻 态 较 粗 短 ， 沟 入 右 叶 近 顶 处 ， 远 端 大 部 是 小 而 密 的 乳 突 形 刺 ， 近 端 钩 形 硬 刺 .…… 
vee -- pee BO pisthotropis (MME WA ae O. ie 

9. 所 有 种 类 均 有 刺 结 apacdees ben oiseets fe ooo lt 

10. naan a ce foe any 人 

端 无 典型 网 形 葛 ， 且 与 中 部 刺 区 分 界 示 明 ， 有 基部 宰 区 … 人 

Jes ee RRA, BeBe NA RBA, BER --- 43 WE Jes Dinodon 

winKAA/NMBNARICR, BSAC, 精 沟 一 般 外 斜 到 项 四 
Br ae aon .-- 4 FRE EB Lycodon 

远 端 乳 突 形 刺 较 细 长 ， ee (参看 横 纹 小 头 蛇 ) 

12, 莫 区 与 刺 区 相当 或 大 到 刺 区 的 2 倍 ， 葛 较 深 ， 其 缘 呈 局 袜 、 小 乳 突 和 小 刺 型 ， 一 般 远 端 较 

苯 区 可 能 较 细 长 划一 般 浅 而 小 或 呈 细 纵 裤 ， ZORA TSR, ET Dna ALK 
GE ET .9 -- AM he fe Dendrelaphis( (IAB HE 1). pictus pO 

13, 半 阴 茎 中 等 或 较 大 ， 昔 区 分 布 于 整个 远 端 ， 与 刺 区 分 界线 基本 与 半 阴 茎 纵 轴 垂直 1 

半 阴 葵 细 小 ， 莫 集中 精 沟 两 侧 达 1/3 处 ， 因 此 昔 区 与 刺 区 分 界线 斜 行 且 不 明 ， 葵 海 背 面 刺 较 

大 ， 其 基部 1 一 3 枚 最 大 ， 精 沟 于 近 端 向 外 弯曲 较 大 « aes (9p + SIRE Jeg Sibynophis 
CMM Bakes, chinensis—Fh) 

14, 阴茎 大 牵 缩 肌 一 般 直 接 插入 半 阴 荃 顶端 ， 无 特殊 的 基部 并 列 大 刺 coerce poobucancac Tp 

PKS LAT ASS i 〈 从 11 一 14 8) ， 基 部 沟 侧 一 对 ey 顶端 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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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大 ， 外 翻 态 球形 …… 和 ers: SAC. noe 13, #4 ke J Zaocys 

ae Be CRIRMSG. LAME PIID) ， 刺 20 一 100 余 枚 ， 近 端 略 小 或 略 大 ， 有 的 有 明显 

ante ore RAMA RIS, RIE MA A208), ASERB2—A BRK 18 

16， 吻 尖 出 成 锥 形 ， 通 体 绿色 … 人 eenaa es . 4oeie je, Rhynchophis 

CAL ZR HER honlengei A) 

WIZRAR A HETG corres erence eneens a0 ss aay ip ai tea ae 

17. “EBASESERBER ERD; TSMR BEN,  2Ez> SPER AZ AY eS SB IEEE FX Bl) :党 

二 -- Hehe Coluber 

(AE BS PS EME C . soe me on 

ERASERERBER RAK (1/3 K); MBER, ARIAT 2 列 或 3 列 … rae 

; + SE 属 ae 

18, 几乎 无 顶端 ;通体 绿色 为 主 … ni 青 蛇 属 Opjpeodrys 

人 蛇 O. macjor 一 种 ) 

顶端 裸 区 明显 ， 划 片上 小 刺 比 滩 青 蛇 少 而 明显 ; 不 是 通体 绿色 …… 和 局 蛇 属 天 杞 cs 

(MANET EG P. Rorros 一 种 ) 

19. 分 又 型 ， 铺 沟 离 心 式 ， 昔 缘 较 宽 且 光滑 ， 外 翻 粗 短 呈 丁 字形 ………… 和 0 两头 蛇 属 Calamzaria 

( 仅 观察 钝 尾 两 头 电 CC. se ptentrionalis 一 种 ) 

分 又 型 或 不 分 又 型 ， 如 无 刺 则 划 、 请 裙 小 而 浅 ， 缘 窦 而 光滑 ;如 有 刺 则 无 苯 ， 远 端 刺 呈 乳 

形 … tee tee ees were Oli godon 

以 上 检索 仅 包括 本 文 已 解剖 观察 过 的 属 ， 并 尽 可 能 参考 了 已 有 文献 记载 。 至 于 属 内 种 间 ， 

现 仅 将 分 化 较 大 的 小 头 蛇 属 4 种 检索 如 下 。 
小 头 蛇 属 种 的 检索 

半 阴 茎 和 精 沟 不 分 又 ， FEHR BAG Hl eve eee cee eee cee cee cee cence cen ave cesses cunwessceseeessusesscus esses arson B 

2, BASRA IPLE MELT AAA, SFIS LATTER ELBE HY ………… ee BRAS 
O, formosanus 

ul 

ASS DASAAKA hes se » TEAR BE HAF TUR cee eee cee cee ete eee tee eee nee eee NV SLREO | chinensis 

中 BRS TRI: 于 有 有 和 有 六 入 汪汪 + BRE / NAL REO, swinhonis 

AE BASE TER BRI cee cre cee eee ce crete eee eee eee eee cee cee ate teres cee eee cee ene ene EZ NS MEO multizonatum 

演化 关系 的 探讨 

1, 蛇 类 半 阴 莹 可 能 的 原始 类 型 

类 半 阴 茎 显然 和 晰 蝎 类 半 阴 蔡 同 源 ， 因 此 要 探求 昵 类 半 阴 

荃 的 可 能 原始 类 型 ， 首 先 应 了 解 晰 蝎 类 半 阴 茎 的 情况 。 根 据 已 有 

文献 ， 对 晰 蝎 亚 目 Lacertilia、 好 | 蝎 亚 目 Amphisbaenia Keke 

类 半 阴 蕉 初步 比较 后 可 以 推测 蛇 类 较 原 始 的 半 阴 荃 应 是 无 刺 

并 具有 不 规则 光 涓 型 即 残 波形 边缘 的 简单 褚 辟 结 构 (Cope，1893、 

1896; Noble et al., 1933; Uzzell,1965; Rosenberg, 19675 

Dowling, 1974; Branch, 1981; Smith, 1943; Peters et, Wal, 
a. #Pythoni 1970), THAMES AMER, ai A aR AP ee Pythonn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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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 人 少数 例外 ) 、 无 刺 及 不 规则 边缘 的 裙 宰 ， 某 些 种 类 已 出 现 结构 简单 的 网 形 浅 莹 。 因 些 从 

总 体 比 较 可 见 ， 它 们 的 半 阴 茎 较 少 特 化 ， 在 温 长 的 演化 过 程 中 可 能 较 多 地 保留 了 从 原始 蜥 蝎 

类 共同 祖先 分 化 出 时 的 原始 特征 ， 可 能 代表 了 现 生 蛇 类 中 较 原始 的 类 型 〈 图 2) 。 

根据 现 有 的 胚胎 学 资料 (Majupuria,1968) 和 功能 及 适应 意义 再 结合 上 述 的 分 析 可 以 推测 

半 阴 茎 的 大 致 演 化 趋势 。 最 早 的 蛇 类 半 阴 茎 与 精 沟 多 少 分 又 ， 离 心 式 精 沟 ， 其 表面 有 简单 的 

皮肤 皱 福 。 随 着 演化 ， 这 些 皱 完 形成 了 有 一 定 规则 的 裙 袍 样 结构 并 进而 彼此 相连 成 网 形 〈 即 

原始 的 萝 ) 。 到 了 较 进 步 的 蛇 类 ， 其 裙 锣 和 匠 结 构 进 一 步 复杂 化 ， 刺 也 随 之 产生 。 同 样 精 沟 

走向 、 半 阴 荟 的 分 又 及 外 翻 膨胀 程度 也 会 有 相应 的 发 展 变 化 ， 这 些 变 化 有 助 于 保持 半 阴 茎 在 

HE PE THE SSE Ik aim, DRC ACH sok. SLAM RRS AHH, SS pa 

ERROR, WE MAR Ree DAR. DME) 可 能 是 高 度 发 育 的 结果 。 而 蜥 蝎 

类 中 某 些 蛇 蜥 类 刺 的 出 现 可 能 是 对 同样 发 展 趋势 适应 的 平行 现象 〈 蜥 蝎 类 一 般 无 刺 且 多 统 

48, WRI) 。 

Bb, RATATAT ES BRE SHIP AA CMe, UE) WARP 

比 通体 被 刺 者 较 接 近 原 始 半 阴 茎 类 型 。 

2. 游 蛇 亚 科 半 阴 蕉 特 征 的 分 析 

现 将 已 观察 的 游 蛇 亚 科 半 阴茎 形态 特征 的 演化 程序 初步 分 析 如 下 。 

(1) 精光 

原始 精 沟 可 能 是 分 又 的 ， 逐 渐 失 去 一 支 而 成 不 分 又 状况 ， 琵 下 的 一 支 进而 缩短 到 两 叶 分 

叉 点 处 ， 因 而 具 不 分 叉 精 沟 的 对 称 性 半 阴 茎 是 较 进 化 类 型 .这 一 看 法 和 Malnate(1953、1960)、 
McDowell(1961) 及 Rossmaam et al.(1977) 基 本 一 致 。 其 变化 序列 在 Natrix 类 和 群 中 较 清 楚 ， 

Fowlealg > Rhabdo phis}& > Natrix}&, Sinonatrix}&—> Amphiesma)& > db32Nerodials , 

BA, IAW EDIE A Rea, Poles ee EE, Elaphe2s pat iaya ay 

看 作 来 自 离心 式 ， 同 样 Natrix 类 入 右 时 内 侧 的 精 沟 可 看 作 来 自 向 心 式 。 

(2) 羊 阴 甘 分 又 程度 

原始 半 阴 茎 可 能 呈 双 叶 型 分 又 ， 在 本 亚 科 中 其 分 叉 程 度 大 多 与 精 沟 较 一 致 。 在 Natrix 类 

中 亦 可 看 出 其 分 又 变 浅 的 趋势 ， 如 下 owlea 属 、Rhpabdobmis 属 呈 较 深 双 叶 型 ， 而 Vatrix 属 、 

Sinonatrix}& 4 Amphiesma 属 呈 较 浅 双 叶 型 。 同 样 Elaphe 类 不 分 叉 半 阴茎 也 可 能 来 自分 叉 半 

HHA. 

但 是 在 演化 过 程 中 某 些 种 类 精 沟 和 尘 阴 荃 的 分 又 程度 反而 会 进一步 加 深 〈 如 红 脖 游 蛇 和 

某 些 小 头 蛇 类 ) ， 这 种 状况 并 不 一 定 是 原始 的 状况 。 

(3) 表面 形态 结构 

如 前 所 述 ， 远 端 被 莹 、 近 端 被 刺 比 通体 被 刺 较 接 近 原 始 类 型 。 小 乳 罕 型 和 小 刺 型 葛 间 党 

有 的 渐 渡 现象 可 能 显示 了 尊 刺 间 变 化 关系 。 在 Natrix 类 中 刺 基 部 皮肤 常 有 的 杯 状 或 网 形 止 贸 

也 可 能 是 茵 退化 的 残迹 吧 。 在 半 阴 茎 基部 常 有 一 到 数 枚 刺 特 别 增 大 或 特 化 成 钩 形 刺 。 

链 蛇 属 顶端 的 片 状 、 块 状 和 小 圆 丘 形 结构 可 能 是 萝 的 一 种 饰 变 现象 。 白 环 蛇 属 远 端 乳 突 

形 刺 的 基部 皮膜 相连 ， 多 少 保 留 横 排 裙 辟 甚至 兽 的 形式 ， 这 也 说 明了 刺 萝 间 的 关系 。 某 些小 

头 蛇 虽 无 刺 ， 但 其 裙 禄 和 兽 并 非 蟒蛇 类 样式 ， 且 常 伴 有 一 些 特殊 结构 〈 见 表 2) ,这 说 明 它 们 

的 无 刺 和 裙 禄 、 苯 的 简单 化 是 次 生性 退化 的 结果 。 而 两 头 蛇 属 的 无 刺 半 阴茎 的 特征 (#2) 

至 少 说 明 是 较 早 从 原始 祖先 类 群 分 化 出 的 一 分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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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 LRT Hh RSL BAS BY Pr a De ee OE BEAN He i RE A YL, A i FR HEE P= BY BE 

代表 了 游 蛇 亚 科 中 原始 类 型 ， 而 Elaphe 类 和 Natrix 类 是 两 大 基本 类 型 ， 分 别 代表 了 从 类 似 温 

泉 蛇 半 阴 茎 的 原始 祖先 类 型 演化 出 的 两 个 支 系 。 在 Natrix 或 上 laphe 类 中 ,分别 在 其 他 形态 特征 

方面 也 存在 较 多 的 相似 〈 如 上 颌 上 、 鲜 片 、 椎 体 下 突 和 蛇 体 大 小 等 ) ， 再 结合 地 理 分 布 和 化 

石 资 料 的 分 析 说 明 这 两 个 类 群 不 仅 各 自 有 相似 的 形态 特征 而 且 出 现 的 时 间 也 较 早 (人 omer， 
1966; Dowling, 1974), 

ii Se ME ALE SS BY Je LB) FA 

以 半 阴 茎 形态 特征 为 主 把 已 观察 过 的 21 个 属 划分 成 3 个 大 类 群 (group)。 

1. Thermophis 类 群 

仅 含 温泉 蛇 属 。 但 其 半 阴 茎 和 某 些 南 美 异 齿 蛇 亚 科 Xenodontinae 种 类 相近 ， 加 之 它们 都 

无 躯干 后 部 的 椎 体 下 突 ， 说 明 其 起 源 和 分 类 地 位 尚 有 深入 研究 的 必要 。 

2. Colubrine 类 群 

又 可 分 为 几 个 小 类 群 (subgroup )。 

(1) Elaphe 类 (图 3、A) 

是 一 较 大 类 群 。 剑 蛇 属 昌 有 一 定 差异 ， 但 基本 特征 仍 相似 ， 所 以 暂 归于 此 ， 其 他 特征 

(上 和 颌 齿 、 椎 体 下 突 和 地 理 分 布 》 也 说 明 在 分 类 上 仍 有 进一步 研究 的 必要 。 

(2) Lycodon% (43, B) 

除 半 阴茎 外 ， 这 两 属 的 较 特 化 上 颌 齿 和 直立 椭圆 形 瞳 孔 也 说 明 它 们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这 一 

类 群 可 能 代表 比 Elaphe 类 较 进 化 的 一 支 。 
(3) Oligodon 类 〔〈 图 3、C) 

属 内 分 化 较 大 ， 较 多 独特 特征 ， 其 关系 较 难 断定 ， 但 横 纹 小 头 蛇 半 阴茎 看 来 和 扬 环 蛇 类 

有 一 定 相似 处 。 
(4) Calamaria 类 〈 图 3、D) 

如 前 述 ， 可 能 是 较 早 从 原始 祖先 类 群 分 化 出 的 一 支 。 

3。 Natricine 类 群 

又 可 分 成 两 个 小 类 群 。 
(1) Pseudoxenodon 类 (43, E) 

-RSHE CLRHNS) 看 来 和 温泉 蛇 有 一 定 关系 ， 但 其 他 形 态 特征 又 接近 Natrix 类 
《如 椎 体 下 突 ) ， 说 明 可 能 是 介 于 Thermophis 类 群 与 Natrix 类 之 间 的 类 群 。 

(2) Natrix 类 【〈 图 3、EF) 

在 这 又 一 较 大 类 群 中 ， 颈 棱 蛇 精 沟 状况 可 能 是 精 沟 的 一 种 饰 变 〈 兄 前 ) ， 但 也 可 能 代表 

了 离心 式 和 向 心 式 两 种 精 沟 的 中 间 类 型 。 

现 将 上 述 各 属 间 关 系 的 看 法 图 解 于 后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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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SoC ine een Le ees 
一 

2345678910112 13 114 15 161718 19 20 21 

图 3 我国 游 蛇 亚 科 各 属 关系 示意 图 

1. 温泉 蛇 属 THpermiopjis 2.%%%¢&LElaphe 3, 4%%¢%,Coluber 4,2 #%¢BOpheodrys 5,838 

Piyas 6. 乌 梢 蛇 属 Gaocys 1,k%xeBRhynchophis 8, it#+xe¢, Dendrelaphis 9, 4)x¢B,Sibynophis 

10,4228 Dinodon 11, 4% %¢&Lycodon 12, ks¢%Oligodon 13,4 %%¢4Calamaria 14. Abs 

,Pseudoxenodon 15, 3i+:%¢ &Macropisthodon 16,Rhabdophis & 11,Fowlea% 18. & # #e% 

Opisthotropis 19,Sinonatrix& 20,Natrix& 21,AmphiesmaX, 

N 

F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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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温泉 蛇 645179 西 藏 ( 左 收缩 态 ) AS 黄 养 造 蛇 755064 吉 林 ( 右 收缩 态 ) AG ws hee 人 .64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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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o) 图 8 白条 锦 蛇 人 .765202 新 疆 《〈 左 收缩 态 ) B.79 工 0079 辽 宁 〈 去 外 翻 态 ) 图 9 AM AR 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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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A) Bld 绿 锦 蛇 625237 云 南 ( 右 收缩 态 ) 图 15. 红 点 锦 蛇 A.74 开 5088 崇 〈( 堪 收缩 态 ) BL74 5020 

we (Sob was) 图 16 棕 黑 锦 蛇 755039 黑 龙 江 〈 右 收缩 态 ) BIT RAB 锦 蛇 全 .56999 四 川 《 左 收缩 态 ) B, 
600867 广 西 〈 右 外 翻 态 ) B18 KHHEA,79T 0082-9] (Ars) BLTIIT O06] (A +to A) B19 

A MCAGQ0T TAR Cooke) 了 .64 下 5158 海 南 〈 左 外 翻 态 ) 图 20 HAHA, 7T2601 lee (Hc He a) B, 
TAD SAT (ASMA) B21 黑 线 乌 梢 蛇 A.73 卫 5193 西 藏 ( 右 收缩 态 )B. 同 标本 (Lo) 图 22 KK 
蛇 A.665073 海 南 ( 左 收 缩 态 ) 了 B.64 丰 5294 海 南 (£5) 图 23 过 树 蛇 A.80T0121 云南 (AHA 

了 .64 丰 6002 海 南 〈 左 外 翻 不 完全 ) C。 同 也 标 本 〈 右 收缩 态 ) B24 黑头 剑 蛇 人 .55480 四 川 ( 右 收缩 态 ) 卫 . 
75 工 5202 湖 南 〈 堪 外 翻 态 ) 图 25 ” 杰 链 蛇 全 .79 了 0013 四 川 ( 右 收 缩 态 )B.56924〈 右 外 翻 态 ) 图 26 ” 黄 链 蛇 
A 64] 5513 (Adc A) B.64IT5761 福 建 〈( 左 外 翻 态 ) 图 27 ”双全 白 环 蛇 795013 云 南 (Ak 态 ) 图 
28 黑 背 白 环 蛇 人 .64 工 5926 福 建 〈《 右 收缩 态 ) B64] 6198 (AMMA) B29 AH 全.79 焉 0043 江 
西 《 左 收缩 态 ) 了 .79 下 0050 江 西 〈 去 外 翻 态 ) 图 30 台湾 小 头 蛇 64 下 6837 海 南 〈 左 收缩 态 ) 图 31 横 纹 小 
HHA 80 1028909] (Aces) BARA (ASMA) BB? HARI 头 蛇 人 .665075 海南 (HA) 
也 .64 下 6353 海 南 ( 右 外 翻 不 完全 ) B33 ” 钝 尾 两 头 蛇 全 .75 工 5366 湖 南 ( 左 收 缩 态 ) 了 .75IT5336 湖 南 〈 左 外 翻 

态 ) 图 34 pecs seed 5116 (Sse) 图 35 ABCA CA G67 He CA nk) 了 B.63 开 5149 
责 州 〈 右 外 翻 态 ) 图 36 ” 针 鲜 蛇 指 名 亚 种 755020 康 定 〈 右 收缩 态 ) 图 37 ”和 针 钱 蛇 中 华 亚 种 全.63 下 5229 TH 

(去 收缩 态 )B.63 下 5415 ( 右 外 翻 态 ) C.63 工 5164 丙 州 (去 外 翻 态 ) 图 38 AA SCAT 53688 (% 
收缩 态 ) BLT 536982 (Asbo) 图 39 MAHA. TINGS (Hace S) B.64 工 6194 福 建 《 右 sh oa 
态 ) 图 40 apse A 6415464 (Hake) B.64 下 5341〈 左 外 翻 态 ) BAL 黄 腹 游 蛇 A.64 下 5883 海 
南 〈 右 收缩 态 ) BLA Chobe) 图 42 ” 颈 槽 游 蛇 人 .74T5104 湖 北 ((〈 右 收缩 态 ) B.74T5136 湖 北 

(Ashi) B48 tenpapeeA 6305500 (Ais) BAA (Hopes) 图 44 oh se aRHEA,TA 
T5ir7se (Aces) B.726166 皖 〈 友 外 翻 态 ) B45 Pee dees 765153 新 给 (LS) BAG Rea 
售 .64 开 5461 福 建 〈 左 收缩 态 ) 了 .64 了 5664 福 建 ( 堪 外 翻 态 ) BAT 水 亦 链 游 蛇 A.74 开 5016 崇 〈 右 收缩 态 ) 
B.64IT6486 福 建 ( 堪 外 翻 态 ) 图 48 ” 乌 游 蛇 和 .79 下 0234 四 川 (去 收缩 态 ) B.63T5032 HM (HPA) 
49 Bee apeeA 64 152437908 〈 左 外 翻 态 ) B.64 了 5466 福 建 〈( 右 外 翻 态 ) B50 42380 101909 
( 堪 收 缩 态 ) 图 51 八 线 游 蛇 A.63 下 5215 呐 州 〈 右 收缩 态 ) BRA 〈 左 外 翻 态 ) B52 WA 游 蛇 人 .63 
150803 (Aak¢ A) 也 . 同 标示 〈 右 外 翻 态 ) 图 53 ” 棕 黑 游 蛇 A.715011 四 川 (CZ Wk He S) 也 .785045 四 
川 ( 右 外 翻 态 ) 图 54 和 草 游 蛇 人 .64 开 5270 福 建 ( 左 收 缩 态 ) Bl6A T5419 ( 堪 外 翻 态 ) B55 灰 链 游 蛇 7550 
56 吉 林 (〈 右 收缩 态 ) 图 56 HARSHA CA] CIE ( 右 收缩 态 ) BARA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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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tomical comparisons are made between the hemipenes of 53 species and subspecies in 

21 genera (Colubrinae) found in China and the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of their morpholo- 

gical characteristics is discussed, It is believed that hemipenis is a comparatively stable and 

characteristic stracture which serves as a discriminating mark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various genera in Colubrimae, Also it cam generally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identifying dif- 

ferent species, its discrimination depending upon the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of the genus 

concerned, The hemipenes of different subspecies or geographic populations, however, show 

no distinct difference. 

Preliminary analysis is made to probe the probable prototype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hemipenes_ lt is regarded that of all living snakes, Boidae seem ito possess the most 

primitive form, In Colubrinae the form with both well-developed calyces (covering the dis- 

tal end) and spines (covering the proximal end) is closer in relationship to the prototype 

than that covered all over with spines, The principal character of the hemipenis, e, g_ its 

slape, ormmamentation and sulcus spermaticus, is analysed systematically, The hemipenis of 

Thermophis may be considered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imitive stock while those of Elaphe 

and Nairix and other closely related genera the offshoots evolved from a common ancestral 

form similar to that of Thermophis, The 21 genera are thu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_e_ 

Thermophis-, Colubrine- and Nairicine-croup, A diagnostic key and phylogenetic diagram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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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 二 乙 基 氨 基 葡 聚 糖 人 -50 分 离 的 烙铁 头 蛇毒 纤 溶 组 分 ， 体 外 具有 显著 的 纤 溶 ! 活 性 ，150 微 
到 /毫升 以 上 能 在 20 士 2 小 时 将 工 毫 升 全 血 形 成 的 凝 块 完全 溶解 ， 优 于 1000 单 位 /这 升 尿 激 酶 。 平 
板 试验 结果 表明 活性 较 稳 定 ， 溶 液 状 态 在 0 一 4C 冰箱 保存 三 年 或 常 昌 保存 一 年 以 上 活性 仍然 存在 。 
它 主要 作用 于 纤维 蛋白 原 的 6 链 ， 钱 育 时 间 延 长 也 作用 于 c 链 ， 是 一 个 有 和 希望 的 溶 栓 药 物 。 

Dll 前 

Ouyang (1976—1978) 相继 从 烙铁 头 蛇 毒 中 分 离 到 两 个 纤 溶 组 分 ， 分 别 对 它们 进行 了 

理化 性 质 的 研究 ， 报 道 了 它们 的 氨基 酸 组 成 ， 分 子 量 以 及 它们 对 纤维 蛋白 原 wc、C 链 的 作用 ， 

并 证 明 它 们 在 体外 能 明显 增加 纤 深 活性， 能 使 兔子 血浆 纤维 蛋白 原 降 至 零 。 蛇 毒 中 的 纤 溶 组 

分 能 否 用 于 临床 治疗 血栓 已 为 国内 外 学 者 重视 。 为 进一步 开发 利用 我 国 蛇毒 资源 ， 本 文 对 产 

于 我 国 湖南 的 烙铁 头 蛇毒 纤 溶 组 分 进行 研究 ， 提 供 了 一 个 有 希望 治疗 血栓 的 药物 。 

材料 和 方法 

材料 ， 纤 溶 组 分 接 王 婉 瑜 等 方法 用 二 乙 基 氛 基 葡 聚 糖 A-50 柱 层 析 分 离 组 分 。 纤 维 蛋 
自 原 ， 凝 血 酶 〈 上 海 生物 制品 所 产品 )， 尿 激酶 〈 上 海 生化 制药 厂 产 品 ) 琼脂 “〈 日 本 产品 ， 
上 上 海 化 学 试剂 公司 分 装 )， 免 脑 粉 〈 无 锡 向 阳 生 化 试剂 厂 产品 )， 尖 吻 蜡 去 纤 酶 100 微 克 / 毫 升 
〈 肖 昌 华 惠 赠 )。 

方法 
1. 纤维 蛋白 平板 试验 ， 按 阮 长 耿 等 〈1981) 方法 进行 。 样 品 置 0 一 47 冰箱 中 和 室温 如 

光 保 存 ， 每 月 检查 一 次 ， 测 定 其 失 活期 。 
2. 纤维 蛋 自 原 定 量 和 纤维 蛋白 溶解 活性 测定 : 将 血浆 与 纤 溶 组 分 〈150 微 克 / 毫 升 ) 等 

HEA, HIS7TCHA, EARN AN 0.4 毫升 按 纤维 蛋白 原 定 量 和 纤维 蛋白 溶解 方法 进 
行 。 计 算 按 体内 试验 方法 进行 。 

3. 不 同 凝 块 溶解 试验 (1) 全 血 凝 块 溶解 试验 ， 用工 毫 升 RAE MRA EI RE 
块 后 约 5 小 时 ， 待 血块 收缩 良好 后 将 其 轻 轻 取出 ， 放 滤纸 上 吸 干 或 不 吸 干 分 别 置 于 150 微 克 / 
训 升 纤 溶 组 分 ，1000 单 位 / 训 升 尿 激 酶 和 生理 盐水 中 作对 照 。377 保温 ， 记 录 血 块 溶解 时 间 、 

本文 于 1983 年 2 月 25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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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48 小 时 溶解 情况 。 

(2) 血浆 凝 块 溶解 试验 ， 用 免 子 的 草酸 钠 抗 凝血 浆 0.2 毫 升 ，3757 保温 1 分 钟 后 加 

0.025M 氧 化 钙 0.1 毫 升 ， 形 成 凝 块 后 ， 分 别 置 于 150 微 到 /毫升 纤 深 组 分 1000 单位 /毫升 尿 

激酶 和 生理 盐水 中 。37? Prim, I ae48/NIN TA PRT UL 

(3) 纤维 蛋白 凝 块 溶解 实验 ， 取 0.4 匈 纤维 蛋白 原 溶 液 0.2 毫 升 加 尖 吻 蜡 去 纤 酶 或 凝血 

酶 0.2 毫 升 形成 凝 块 后 ， 分 别 置 于 生理 盐水 , 纤 深 组 分 (150 微 克 / 毫 升 ) 尿 激 酶 (1000 单 位 / 训 

升 》 中 ， 观 察 记 录 48 小 时 溶解 结果 。 

4. 纤维 蛋 自 原 分 解 作 用 :， 取 纤 溶 组 分 〈0.800 微 克 / 毫 升 ) 或 链 激 酶 溶液 〈2000 单 位 / 

毫升 )， 各 取 0.02 毫 升 ， 加 入 工 毫升 1 匈 的 纤维 蛋白 原 溶液 〈 配 在 0.05MTris 一 HCL 缓冲 液 

pH7.2), 37C 水浴 保温 10、30 分 钟 、1 小 时 、3 小 时 后 取出 反应 和 液 0.2 毫升 SSAR NBM 

素 混 合 终止 反应 后 ， 进 行 SDS 凝 胶 电 痣 ， 电 压 70Y， 电 流 强度 80 一 90mA， 电 泳 历 时 2 小 时 ， 

考 马 斯 兰 染 色 。 

5. 凝血 酶 时 间 测定 :， 免 心 脏 采 血 ，3.18 狗 枸 标 酸 钠 1:9 抗 凝 ，1000 转 /分 ， 离 心 10 分 

钟 ， 分 离 血 浆 。 另 一 组 配 0.4 匈 纤维 蛋 自 原 溶液 ， 分 别 取 上 两 种 溶液 0.2 毫升 ， 加 纤 溶 组 分 

(50 微 克 / 毫 升 ，100 微 克 / 毫 升 ，200 微 克 / 毫 升 ) 0.2 毫升 ，377 保温 1 分钟 ， 加 凝血 酶 0.1 

毫升 ， 记 录 凝 固 时 间 。 

结果 与 讨论 

纤 溶 组 分 是 由 柱 层 析 而 得 ， 分 离 条 件 是 二 乙 氨基 乙 基 葡 聚 糖 凝 胶 A-50， 用 三 闫 甲 基 氢 

基 甲 烷 一 一 盐酸 缓冲 液 ，pH8.9 浸泡 ， 上 和 柱 平 衡 ， 柱 高 60 厘米 ， 内 径 2.5 厘米 ， 湖南 产 烙 

铁 头 蛇毒 干粉 500 毫 克 溶 于 5 毫升 上 述 缓冲 液 中 上 柱 ， 洗 脱 分 二 步 进行 ， 第 一 步 用 平 衔 缓 冲 

KR, 第 二 步 加 氧化 钠 直 线 梯度 洗 脱 ， 搅拌 人 

Hi: 1000 毫 升 缓冲 液 ， 贮 存 瓶 ， 1000 毫 升 缓冲 
WAG 0.4M 氯 化 钠 ， 洗 脱 液 用 部 分 收集 器 收 

集 ， 每 管 6 毫升 ， 每 小 时 收集 24 毫 并， 每 管 直 

接 测 定 280nm 的 光 密 度 ， 烙 铁 头 蛇毒 经 二 乙 氢 

基 葡 聚 糖 A-50 柱 层 析 分 别 得 到 14 个 蛋 自 峰 。1 

峰 为 纤 溶 组 分 ， 见 图 1。 

1. FSA ERE: WHR1 

表 1 RACAL ETE OER 
FR AEF AR (mm?) DAFA AR (mm?) 

0 
ei 142s tatti7 = 138+18 125 1igt21 12924 

WR/BI aie ak 

Coben) me we 
链 激 Be ‘ 

(50 单 位 /毫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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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铁 头 蛇毒 纤 溶 组 分 体外 具有 明显 的 纤 溶 活性 ， 比 粗 毒 强 约 5 倍 ， 既 有 直接 纤 深 作用 
(加 热 平 板 破坏 胞 浆 素 原 后 ， 仍 有 明显 的 溶解 圈 )。 也 有 激活 纤 深 作用 《〈 胞 浆 素 原 作用 )， 含 
胞 浆 素 原 的 标准 平板 略 大 于 加 热 平 板 ， 而 且 活性 稳定 ， 溶 液 状 态 保存 于 0 一 48 冰箱 中 二 年 或 
室温 下 一 年 活性 仍 有 新 分 离 组 分 的 70 一 80 匈 ， 这 个 优点 有 利于 临床 应 用 。 与 国外 有 关 纤 溶 组 
分 研究 的 报道 相同 ， 表 明 它 们 的 活性 具有 较 好 的 稳定 性 。 而 显著 区 别 于 蜡 蛇 蛇毒 血 纤 溶 酶 的 
不 稳定 性 。 

2. 纤维 蛋白 原 定量 和 纤维 蛋白 溶解 活性 测定 ,血浆 与 纤 溶 组 分 混合 保温 5 分 钟 后 ， 纤 
维 蛋 自 含量 降低 1/3 以 上 ，20 分 钟 后 降 至 原来 的 一 半 以 下 ，40 分 钟 后 接近 于 零 ， 见 表 2: 

#2 烙铁 头 蛇毒 纤 溶 组 分 溶解 后 自 浆 纤维 蛋白 原 念 量 与 纤 溶 活性 测定 

纤维 蛋 自 含量 〈 毫 克 /100 毫 升 ) 纤 溶 活性 (%) 

对 RR 358 士 22 10 一 15 

保 5 分 钟 209+27 35 一 45 

温 20 分 129+18 60 一 70 

时 30 分 47 土 21 80—90 

lB] 40 分 0 100 

3. 全 血 凝 块 ， 血 桨 凝 块 ， 纤 维 蛋 自 凝 块 溶解 实验 : 见 表 3、4、5、 图 2、3、4， 纤 溶 组 

分 〈150 微 克 / 毫 升 ) 体外 能 溶解 全 血 凝 块 ， 血 浆 凝 块 ， 而 新 鲜 配 制 的 尿 激 酶 〈1000 单 位 / 宫 

Fr) 可 以 溶解 完 血浆 凝 块 ， 对 全 血 雍 块 仅 能 溶解 于 。 它 对 凝血 酶 、 尖 吻 蜡 去 纤 酶 制剂 形成 的 

纤维 蛋 自 凝 块 亦 有 相当 好 的 溶解 作用 ， 是 一 个 较 好 的 溶 栓 药 物 。 

表 3 REE HERDS REG RI 

i A mF mM R A I F sw R 

重 g 开始 溶 完全 溶解 48 小 时 溶解 重 量 开始 溶 完全 溶解 48 小 时 溶解 
(Be) 解 时 间 时 间 剩余 重量 (BH) 解 时 间 时 间 剩余 重量 

(分 ) (小 时 ) (毫克 ) (分 ) 〈 小 时 ) (毫克 ) 

年 理 盐水 149 士 34 48 小 时 和 不溶 140 士 27 274423 A8/\I AYR AE 286435 

纤 深 组 分 150 / Ft 162+26 150+30 20+2 0 268 圭 26 150 士 30 15 士 2 0 

尿 激 酶 1000 单 位 /毫升 153 十 28 130 士 20 ”20 士 1.5 89 土 22 = DYER) 143 士 26 120 

RA RKC RY IS aD a ee HEIR GIES 

Eg et 开始 溶解 时 间 完全 溶解 时 间 
(2) (4) (小 时 ) 

生理 盐水 132+40 2A /NI AIS 

纤 溶 组 分 150 微 吉 / 毫 逢 128 士 35 107 士 25 20 士 2 

尿 激 酶 1000 单 位 /毫升 133 士 29 110+31 15 十 2 

表 5 烙铁 头 蛇 毒 纤 溶 组 分 对 纤维 蛋白 凝 块 的 海 解 起 验 

尿 激酶 纤 溶 组 分 
| ne 生理 盐水 1000 单 位 /毫升 15033 / 85+ 
a Gee UN te 4448 40+4 

AIR Ys FT 190 +31 T0425 60 士 23 (57) 



48 PY WG Me 7 2h hy =F I 3 4 

烙铁 头 蛇毒 纤 溶 组 分 主要 作用 于 纤维 蛋白 原 的 O 链 ， 随 保温 时 间 延 长 也 同样 作用 于 vc 链 ， 

最 后 、c 链 被 溶解 消失 ， 产 生 裂 解 产 物 EDE， 这 点 同样 也 和 蜡 蛇 蛇毒 纤 溶 组 分 有 区 别 。 

4. 对 纤维 蛋白 的 分 解 作 用 :， 见 图 5。 

5. 凝血 酶 时 间 的 测定 ， 

该 组 分 体外 对 血浆 凝血 酶 时 间 不 延长 ， 对 纤维 蛋白 原 ， 凝 血 酶 时 间 随 剂量 增加 略 有 延 

长 ， 由 此 提示 临床 应 用 中 不 致 于 导致 正常 血液 失 凝 。 见 表 6。 

图 2 不 同 波 度 的 烙铁 头 蛇 毒 纤 溶 组 分 对 全 图 3 不 同 浓度 的 尿 激酶 对 全 血 凝 块 溶解 
ton Hk He TE HE BE 结果 
1. 生 理 盐 水 2. 纤 溶 组 分 〈200 微 克 / 毫 升 ) 1. 生 理 盐水 2. 尿 激酶 (2000 单 位 /毫升 ) 
3. 纤 溶 组 分 (1502 /E4) 4. 纤 溶 组 分 3. 尿 激酶 〈1000 单 位 /毫升 ) 4. 尿 激酶 

. ‘(GUAR/EH) (500# 42/2 F,) 

图 4 BALM AY RMD fe RMB 图 5 BRAMAABADMAHE OR, DRM 
HER ADE ABER 用 的 SDS9 的 盘 电 泳 结果 。 

1, #BeAaK (26) 1h sere BR 
2. ABwaD (150KR/SH) 2, ARmABAD RAD 
3. Rita (10004 12/277) 3. ARaA BAD we A30D 44 

A, 纤 原 加 纤 溶 组 Sy WF A Ay AY 

9 : 纤 原 加 纤 溶 组 DF A 3 小 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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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烙铁 头 呢 毒 纤 溶 组 分 的 体外 凝血 酶 时 间 测 定 

正常 值 徊 浆 加 纤 溶 组 分 十 凝血 酶 纤维 蛋 自 原 士 纤 溶 组 分 十 凝血 酶 

mye AES 50 微 克 / 100 微 克 / ”200 微 克 / 50 微 克 /。 100 微克/ 200 微 克 / 
本 毫升 毫升 毫升 毫升 毫升 

pat 10 15 12 13 12 14 18 23 

22 SRI eT He aE FL YS MD DT OER ie FL 2 0 0 G2 Te 

管 疾病 的 有 效 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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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FIBRINOLYTIC CONSTITUENT 

SEPARATED FROM TRIMERESURUS MUCROSQU AM ATUS VENOM 

Wang Wanyu Xiong Yuliang Yang Changjiu Chen Xila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 

A constituent with a high fibrinolytic activity is separated from TJ. mucro- 

squamatus venom by DEAE-Sephadex A-50 column chromatography. Solutions 

of the constituent having concentrations greater than 150 pg/ml can completely 

dissolve clots formed in vitro by 1 ml of rabbit’s whole blood in 20+2 hours, 

and are as effective as those of a 1,000 unit/ml urokinase concentration, Plate 

tests reveal that the activity is quite stable. The solution maintains its activity 

when kept at 0-4 for 2 years or at room temparature for more than 1 year, 

It mainly digests the B-chain of fibrinogen and when incubated at 37 for 3 

hours it also digests the a-chain, This is a prospective injection for obliterative 

vascula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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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pet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Huaping Forest in Guangxi 

XY 7K EEC 1962) CRETE PEAR IX AY PGE TF 

物 作 了 报道 ， 我 们 于 1961 一 1964 年 利用 工作 的 方便 

又 作 了 不 连续 的 调查 采集 ， 现 报告 如 下 : 

自然 概况 

伦 坪 林 区 位 于 广西 的 东北 部 ， 龙 胜 县 借 内 的 西 

南部 ， 南 面 与 临 桂 县 为 界 ， 是 越 城 岭 向 西南 伸展 的 

支脉 之 一 ， 为 中 亚热带 黔 桂山 地 区 。 北 纬 235 “31 一 

25 "39 ， 东 经 109 "48" 一 109 58， 面积 约 139 平 方 公 

里 。 地 层 吾 老 ， 山 岭 高 大 ， 谷 深 坡 陡 ， 峰 蛮 层 倒 ; 

海拔 500 一 1600 米 ， 最 高 的 击 青 岭 达 1895 米 ， 溪 流 

交错 ， 较 大 的 如 粗 江 和 陶 善 河 ; 整个 地 势 呈 东北 向 

西南 借 斜 。 夏 凉 冬 寒 ， 年 平均 气温 12 一 1 也， 年 

平均 雨量 为 2000 一 2200 毫 米 ， 雨 雾 天 比例 很 大 ， 相 

对 湿度 经 常 保持 在 80 驳 左右 ， 植 被 以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为 代表 ， 自 椎 长 柄 杭 、 大 采 山 龙眼 、 甜 档 、 毛 

竹 是 其 优势 种 ， 还 有 被 誉 为 活化 石 的 银 杉 等 。 

调查 结果 

两 栖 动物 共 获 标本 200 余 号 ， 计 26 种 和 亚 种 ， 

分 隶 10 属 8 科 2A, MT AMIR HAIR 号 ， 
计 50 种 和 亚 种 ， 分 隶 30 属 7 科 2 目 ， 其 中 有 省 新 纪 

录 小 环 蛙 、 目 本 林 蛙 指名 亚 种 、 灰 腹 绿 锦 蛇 、 黑 领 

剑 蛇 和 一 种 等 订 名 的 小 头 蛇 。 

两 栖 动物 

1, iit Andrias davidianvs (Blanchard) 

2. FeREReYe Pachytriton labiatum (Unter- 

stein) 

3. HR 
(Boulenger) 

4, sel gees 
et Hu 

5, fe 7H WSR 

6. HERS: B. melanostictus Schneider 

7. babe 2B. 

8 

9 

Brachytarsophrys carinensis 

Vibrissaphora yaoshanensis Liu 

Bufo andrewsi Schmidt 

cry ptotympanicus Liu et Hu 

= #8 BN EE Hyla sanchiangensis Pope 

云南 臭 蛙 : Rana andersonii Boulenger 

10, /\\eeet: = R, exilispinosa Liu et Hu 

本 文 于 1984 25 6 Acai. 

ii 沼 蛙 R, guentheri Boulenger 

12. AAPA A OR, 7. japonica Guen- 

ther 

13, 大 头 星 PR, kuhlii Dumeril et Bibron 

m= co Dd 王 Ot) > Ol ee Oo es 

13, 

. eit: R, limnocharis Boie 

. Ke R, livida (Blyth) 

. wee RH PR, lungshengensis Liu et Hu 

., ROME R, shini Ahl 

. beak: R, spinosa David 

. Hit R, varians Boulenger 

. PreRE PR, versabilis Liu et Hu 

. 4Epaiat: Staurois ricketti (Boulenger) 

。 大 树 星 

。 斑 腿 树 蛙 ” 尺 . leucomystax (Gravenhorst) 

，。 无 声 圳 树 星 ” 民 . mutus Smith 

. JNUNBEWEH: Microhyla heymonsi Vogt 

。 饰 纹 姬 圣 MM, ornata (Dumeril et Bibron) 

Rhacophorus dennysi Blanford 

爬行 动物 

Awe Eumeces chinensis (Gray) 

蓝 尾 石 龙 子 LE, elegans Boulenger 

he wt  Lygosoma indicum (Gray) 

Biss 
Denburgh) 

fee Takydromus sexlineatus ocellatus 

Cuvier — 

Platyplacopus kuehnei (Van 

yt Ramphotyphlops braminus (Dau- 

din) 

WS RaA eee }=Xenopeltis hainanensis Hu et 

Zhao 

ke7HE Achalinus rufescens Boulenger 

钝 头 蛇 ”Pareas chinensis Barbour 

。 钝 尾 两 头 蛇 ”Calarzaria septentrionalis Bou- 

lenger 

. BREE Dinodon flavozonatum Pope 

. eee Elaphe carinata (Guenther) 

Tis eete «=, frenata (Gray) 

(下 转 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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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 山 树 蛙 一 新 种 一 一 贡 山 树 蛙 

in K Ie Th FA MY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 

1981 年 、1982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 

究 所 与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对 横断 山地 区 两 栖 疏 

行动 物 进 行 了 联合 考察 。 先 后 在 高 黎 贡 上 山 东 

坡 的 保山 、 西 坡 的 腾冲 县 境内 采 到 6 HE 1 WE 

树 择 标本 ， 经 研究 属 一 新 种 ， 现 予以 报道 。 

正 模 标本 和 3 副 模 标本 保存 于 昆明 动物 研究 

Ars 配 模 和 2 副 模 保 存 于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oa Uy ay et 新 种 Rhacophorus gongshane- 

nsis Sp, nov, 

He A Hip AR ER: KIZ81048507", = 

Fa RLU, WRIS8O2%K, 1981 466 A 7 

Ass Bow. CIB8107239, 云南 腾冲 大 蒿 

坪 ， 海 拔 2 000 米 ，1981 年 6 月 20 日 采 ， 副 

Rm: 50, BARU, BK, 

海拔 1880 一 2000 米 ， 1981 年 6 AY 1982 年 5 

Jal Zee 

鉴别 特征 ”新 种 贡 山 树 峙 Rh. gong- 

Spaze7sis 与 棕 裙 树 蛙 人 jeace Boulenger 较 

相近 ， 但 新 种 的 第 二 、 三 、 四 指 间 约 1/3 中 ， 

跑 达 第 二 指 的 关节 下 瘤 和 第 三 、 四 指 远 端 的 

KPI, —, HR; Rey 

2/38; 左右 跟 部 重 迭 颇 多 ; 体 侧 及 股 内 、 

外 侧 有 大 量 的 乳 黄色 斑点 。 而 棕 裙 树 蛙 的 指 

RRA, B—. =, HHAR ARSE 

BB, 28—, HSA PRs Bae; 

AAAI (077) 或 仅 相 迁 (19 ); 
体 侧 及 股 内 外 侧 无 黄色 斑点 。 

BSBA PSK), 6 HE HbR 

大 者 仅 72.2 毫米 ， 肉 蛙 仅 1 号 标本 ， 体 长 

Ail wba (47) Rhacophorus 

gongshanensis sp, nov 

1. & # KIZ810485 A X1 2, 己 腔 X1 

3.47FX1 4.44X1 

81.522, HEA KIATAR, WEEN 
23 目 鼻 孔 开 始 ， 吻 部 极度 向 前 倾斜 ， 吻 丢 

显著 ， 颍 部 略 向 外 倾斜 ， 闫 面 上 四 入 ; 鼻孔 位 

本 文 于 1983 年 3 月 7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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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吻 眼 中 间 ， 鼻 间距 略 小 于 眼 间 BBs 头顶 
Fs MODAL, FERN, RYE 
眼 径 1/2, SRSA BS 
ARs BUR AR RRR, Sh AB 
SE PIRI BP. PRCA SEALS SSE: 
孔 后 缘 。 

雄 峙 前 肢 强壮 ， 肉 峙 稍 次 ， 前 臂 及 手 略 
超过 体 长 之 半 。 指 扁平 ， 指 长 顺序 3、4、2、 
1 吸盘 前 端 呈 宽 平 状 ， 均 有 马蹄 形 横 沟 。 

第 一 指 吸盘 小 ， 第 二 、 三 、 四 指 间 约 1/3 忠 ， 
第 二 指 跨 达 关节 下 瘤 ， 第 三 、 四 指 则 达 远 端 
关节 下 瘤 ， 第 一 、 二 指 仅 基部 具 中 ， 第 一 指 
内 侧 ， 第 二 、 三 指 外 侧 缘 膜 较 显著 ， 第 三 、 
四 指 远 端 关节 下 瘤 较 近 端 者 大 ， 第 一 指 基部 
内 侧 向 水 平方 向 脱 大 。 后 肢 略 超 过 体 长 的 

表 1 mes ly | a eS 

fe ged) sh eS 副 模 

810485 810723 5a 

64.6 一 72.2 

全 次 all 81.5 67.7 

22.2—24 .0 

2a aS 0 26.7 22.8 

33.7% 

21.7 一 24.0 

3 His 225 

33.3% 

10.0—10.5 

wy 120 11,4 10.2 

15.1% 

5.0— 7.4 

TR] FR 7.8 6.8 6.3 

9.3% 

7.0— 8.0 

AR fal BB 8.5 9.3 13} 

9.4% 

5.6— 6.4 

眼 险 宽 6.8 6.5 5.6 

8.3% 

8.0— 9.2 

BR  & 9.5 10.0 RG is 
12.8% 

1.54%, KIZ810485 SMijk1. 74%, KARR 

达 眼 中 部 或 眼前 ， 左 右 跟 部 重 迭 颇 多 ， 足 略 

短 于 肥 (60707), WE RE WU RQ Zs BBB 

TA, MS DORLE A me PM, aR yuk 
WATER, SAT PVs BESS “iO a 

SP RAD, ACID BEE 0 

EA TD ais an Be 

小 颗粒 ， 肉 峙 则 甚 稀疏 ， BLT 22 As PDE 

下 颌 及 咽 胸 部 之 疣 粒 较 小 ， 峻 峙 下 颌 前 部 平 
滑 无 疣 ;里 裙 几 呈 直线 状 略 向 后 倾斜 。 

生活 时 ， 瞳 孔 水 平 枯 圆 呈 兰 黑色 ， 虹 膜 
绿 黄 。 头 体 背面 及 四 肢 背 面 均 为 草绿 色 ， 其 

LAR RRM BREE. AMARA. Ke 

内 外 侧 有 许多 乳 黄 色 斑 点 ， 其 大 小 不 等 ， 多 
BUBBA EW. WR. LIRR be ae 

<2 度 表 

Te ese a Bl 模 

810485 810723 5c7oz 

| 4,0— 5.0 
m i 4.9 5.3 4.6 

6.9% 

34.5 一 40.3 

前 臂 及 手 长 40.0 48.2 36.8 

54.3% 

22.0 一 26.0 

手 长 27.0 30.0 23.6 
34.9% 

100.0—108.0 

Ja ie K 117.8 127.0 101.9 

150.6% 

31.0—33.5 

Foe 长 3552 42.0 Boy 

48.1% 

43, 0—47.0 

HY 足 长 48.5 59.0 44.7 

66.1% 

28.0 一 32.0 

Ee 34,0 40.0 30.2 

4A 6% 

4.0— 5.0 

第 三 指 吸盘 5.0 5.2 4.8 

7.1% 

百分率 是 各 部 量度 与 体 长 之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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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ti, HHHRAM AE, BR #, PRILAAA—. LAMAR. 

(ARR. ALLA. BSE 5 趾 基 生态 资料 TULL EAR TE Zee RT 

部 和 前 臂 外 侧 至 第 四 指 基部 均 有 一 道 浅黄 色 ，” 南 段 东 西 坡 一 带 的 山 普 中 ， 常 见 栖 于 核桃 

WAAR. MRA, ARERR mM. PAs. Ke AEA JIE. 

其 则 。 鸣 声 低沉 、 间 隔 较 长 。1981 年 6 月 7 日 采 获 的 

第 三 性 征 雄性 有 一 对 咽 侧 下 内 声 成 蛙 中 ， 曾 见 肉 雄 抱 对 现象 。 

S 4 文 献 

MARE, HALES. ie: 1958 年 云南 省 两 栖 类 调查 报告 。 动 物 学 报 ，12(2): 149 一 174(1960)。 

XK, HBS: 中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 科 学 出 版 社 1 一 364(1961)。 

Bourret R; Les batraciens de 1’Indochine, Hanoi, 1—529(1942), 

RHACOPHORUS GONGSHANENSIS, A NEW SPECIES OF 

FLYING FROG FROM THE HENGDUAN MOUNTAINS 

Yang Datong Su Chengy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Six males and one female which are identified as a new species of flying 

frog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 one of the ranges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s, in 1981 and 1982. The holotype and 3 paratypes are 

kept 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while the allotype and the other 2 para- 

types i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Rhacophorus gongshanensis sp.nov, 

Holotype: KIZ 810485 o, collected from Pumansao, Baoshan County, Yun- 

nan; altitude 1880 m; June 7, 1981. 

Allotype: CIB 810732 2, collected from Dahaoping, Tengchong County, 

Yunnan; altitude 2000m; June 20, 1981. 

Paratypes: 50%, collected from the two counties mentioned above; June, 

1981 and May, 1982.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Rh. feae Boulenger, but 

differs in: the first finger only webbed at the base, the next three fingers about 

one-third webbed; the fourth toe two-thirds webbed; the heels much overlapped 

when the legs are placed at right angles to the body; the flank and the inner 

and outer sides of the thigh dotted with creamy-colored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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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斑 锦 蛇 

， 紫 灰 锦 蛇 黑 线 亚 种 LL op. 

. 黑 背 白 环 蛇 

黑头 剑 蛇 Sibynophis chinensis 

(上 接 50 页 ) 
已 ， mandarina (Cantor) 

ni grofasciata 

(Cantor) 

Lycodon ruhstrati (Fischer) 

Macropisthodon rudis Boulenger . SBE 
. Recipe Sinonatrix aequi fasciata Bar- 

bour 

_ Eevee, Amphiesma boulengeri (Gres- 

sitt) 

_ SRE «Rhabdophis nuchalis (Boulen- 

ger) 

WW SCH ~Amphiesma optata (Hu et 

Zhao) 

, eee WA Sinonatrix p, percarinata 

(Boulenger) 

_ Ya i ke ~=Xenochrophis piscator 

(Schneider) 

. eee Amphiesma popei (Schmidt ) 

. eA, 

. 虎斑 游 BE 

sauteri (Boulenger) 

stolata (Linnaeus) 

Rhabdophis tigrina lateralis 

(Berthold) 

_ pskité Oli godon chinensis (Guenther) 

| BB psee O. formosanus (Guenther) 

. 小 头 蛇 ” 陶 640100 O, sp. 
_ 32n¢ Entechinus major (Guenther) 

. URE Opisthotropis latouchii 

(Boulenger) 

. Meme Plagiopholis styani (Boulen- 

ger) 
. RRacAl BEE =Pseudoxenodon bambusicola 

Vogt 

。， 尝 安 斜 鳞 蛇 罗 香 亚 种 P. karlschmidti sinii 

Fan 

。 八 鳞 蛇 福 建 亚 种 已。 macrops fukienensis 

Pope 

_ REE ~ Ptyas Rorros (Schlegel) 

(Guen- 

ther) 

_ Seis S, collaris (Gray) 

。 绞 花 林 蛇 Boiga kraepelini Stejneger 

secre phe B, multomaculata (Boie) 

se yee Ahaetulla prasina (Boie) 

aS i ah 3 郑 = 

43, 4+ f47kkt Enhydris plumbea Boie 

44, RIpKE Ha WA 

Blyth 

45， 丽 纹 蛇 指名 亚 种 

di (Reinhardt) 

AG, A Bane 

AT, FAKE 

A8, Zep ie 

49, WRK 

(Cantor) 

50. 竹叶青 指名 亚 种 全 . s, 

与 刘 承 钊 等 (1962) 原 记载 相同 与 相 异 的 合 们 ， 

花 坪 林 区 的 两 栖 动 物 为 36 种 和 亚 种 ， 疏 行动 物 为 56 

种 和 亚 种 。 

新 纪录 向 述 : 

1, 小 环 蛙 ”地 0062 32004748 

头 宽 略 大 于 头 长 ， 吻 筷 及 鼓膜 均 不 明显 ， 指 、 

趾 问 略 成 球状 ， 第 1、3 指 几 等 长 ， 内 侧 三 指 上 有 黑 

FAS, BEA, BERR, AGE 

eK, KA. RUMI ERS APR, Hats 

AUER LAER RR, HORS HDS ZS eS RK 

变 小 ， 滚 浸 标 本 背面 暗 褐色， 两 眼 间 有 深 色 横 纹 ， 

腹面 自 色 ， 咽 喉 部 有 墨 宰 色 细 密 斑 a, ADS 

2, 目 本 林 蛙 指名 亚 种 陶 64080 等 
头 长 大 于 头 宽 ， 吻 端 钝 尖 ， 吻 息 明 显 。 指 、 趾 

端 圆 ， 指 长 顺序 为 3、1、4、2， 内 外 掌 突 均 显 着 ， 

肥 踊 关节 超过 萄 端 ， 第 三 、 五 趾 等 长 ， 内 踏 突 长 顶 

圆 形 。 皮 肤 光 消 ， 背 侧 裙 细 狭 而 直 。 滚 浸 标 本 棕 黄 

色 ， 两 眼 间 有 墨色 横 纹 ， 体 长 60 毫 米 。 

3. 灰 腹 绿 锦 蛇 ” 军 640198 

无 颊 鳞 ， 眼 前 鳞 1 枚 ， 眼 后 鳞 2 Ke, ES BE 8 

枚 ，2 一 3 一 3 式 ， 标 鳞 1 十 2， 背 鳞 19 一 19 一 15， 中 

贞 数 行 微 乱 ， 腹 鳞 215， 腹 鳞 两 侧 形 成 自 色 侧 丢 ， 

尾 下 鲜 126， 肛 鳞 二 分 。 液 浸 标 本 体 灰 Be, AW 

鳞片 间 有 细 墨 纹 ， 眼 前 后 有 黑色 带 纹 ， RE, 

全 长 518 十 191 毫 米 。 

4, 黑 领 剑 蛇 =640079 

SG 1 7, HRBT BE 1, BRS BE 2 tk, Le we 

10 枚 ，3 一 3 一 4 式 ， 晒 鳞 1 十 2， 前 标 MS 最 天 的 第 

八 片上 唇 鳞 相 切 ， 背 鳞 平 消 ， 通 身 17 行 ， 腹 鲜 165， 

尾 下 鳝 81 (it) ， 肛 鳞 二 分 。 液 浸 标 本 体 背 灰 神色， 

头 背面 色 较 深 ， 腹 面 灰 自 。 全 长 430 二 180 毫米 。 

CP #257 i) 

Bungarus m, multicinctus 

Calliophis m, macclellan- 

Naja naja (Linnaeus) 

Azemiops feae Boulenger 

Deinagkistrodon acutus( Guenther)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stejnegeri 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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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ie rs SE DS — TP 

(两 栖 岗 ， 峙 科 ) 

KAR BRA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1983427 4 , Fea ee eh Bs ERS a 

蛙 属 标本 2 号 ， 系 一 新 种 。 现 描述 如 下 : 

MACE ft HR Platymantis reticulatus 

sp.nov, 

模式 标本 正 模 .CIB 83701590", 

1983 年 ?年 24 日 ， 西 藏 墨 脱 县 希 壤 ， 海 拔 890 
米 ， 李 胜 全 采 ， 配 模 ，CIB 8301702, 1983 

427 4308, SER, SHEER. st 

标本 保存 于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鉴别 特征 ”新 种 与 指 吓 端 脱 大 成 小 吸 

盘 的 相近 种 ，Corzzjfer xizangensis, P. 

liui, P. tenasserimensis, C. corrugatus , 

C. meyeri th. ENO ei 2a 

ZLMD4> MM, SDMUBEIFCE, HalRIFCRE, bbs 

KERDEK. MHC wAKAITC. me- 

yeri, C. corrugatus&P. liu; RRR 

PT, ELRRARBIT LAA. MHs oS 

FREER RE RBIS ERA. 

外 新 种 指 、 趾 骨 末 端 平 切 状 。 

形态 描述 雄 峙 体 长 18.0 毫 米 ， 峻 峙 

体 长 21.0 毫 米 ， 吻 端 钝 圆 ， 略 超出 下 唇 ; mM 
Bobet, MAMA; SALES, eA] zB 

RSA FARIAGEs RK, AEDs CEA 

Ks GASWRAR. SMBS SE. 

HE RFASAKZY}; GACH, HK 

端 略 脖 大， 液 浸 标 本 的 横 沟 不 甚 清晰 ; 指 长 

W3. 1, 4, 2, B—. BHJLSks KV 

下 瘤 明 显 ， 掌 突 三 ， 内 掌 突 圆 ， 外 掌 突 与 掌 

SRE HIE. Iaith, koa 

1.64%. ANDAR, AAARR 仅 相 

3; ERBUAKZ, BOEREs aL 

RRA, B—-. —. RBA WM ILA a 

tig, SS = ELAM SS OO BL ws (A ae ay BE 

PAs KP PADS, BAD A) FE 

Als FAURE AAT, ShBESS SPER be RE 

相连 。 

背面 皮肤 由 细 肤 毯 形 成 网 眼 状 纹 ; ERS 

部 自 两 眼 险 外 缘 有 一 细 横 肤 沟 ; 眼 后 至 膀 前 

有 断 续 肤 毯 组 成 直线 ， 似 背 侧 裙 ， 腹 面皮 肤 

有 横 肤 裙 。 

生活 时 背面 茶 神 色 或 浅 棕色 ， 位 盟 孔 及 

眼下 方 有 27264: ia 部 有 一 黑 色 横 

NX; WREMBARERNSAMs Wiz 

间 及 跨 前 各 有 一 “和 ”和 形 斑 ; 前、 后 肢 有 深 

Rel. AR FLEA OR BREE, 

以 咽 部 及 股 部 更 显著 。 

剖 视 标本 Aya eS “A” Ms 

Bea EK. WEE TCR ER HER, 

SILKE, HEA K21.08%, WRN 

PIS MT 

ASCE AGUA RABE, RAK. D 
文明 二 同志 拍摄 照 上 请 ， 谭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8 月 9 日 收 到 。 



A te ea PA HH Me fT Bh 物 学 报 4 aA Dy. Ah RE a 

BR ip a a Ba ae 

正 上 模 配 Off 正 模 配 模 

CIB8370159 CIB8370170 CIB8370159 CIB8370170 

(毫米 ) (22K) (2K) (452K) 

体 长 18.0 21.0 前 臂 及 手 长 8.0 9.1 

头 < 6.7 1 人 | 手 长 1 6.4 

5 6.5 6.8 后 肢 长 28.5 36.5 

wm kK 2.6 2.8 BoR 9.7 11.8 

鼻 间距 2.4 2.8 jigs 宽 3.4 4.0 

BR Ja) 2B 2.1 ae HY JA 12.7 15.6 

AR ie 1.6 250 足 长 9.5 11,4 

IR 径 2.0 3.0 

tx By F- 34 3% 4 Platymantis reticulatus sp, nov, 

正 模 CIB83701594 

1, @G@X1.5 2. 腹 面 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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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PLATYMANTIS 

(Amphibia: Ranidae) FROM XIZANG 

Zhao Ermi Li Shengqua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Platymatis reticulatus sp, nov. 

Holotype: CIB 8370159, adult male; Xirang, Medog County, 

890 m; July 24, 1983; collected by Li Shengquan., 

Allotype: CIB 8380170, adult female;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as 

the holotype; July 30, 1983.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Xizang, alt, 

Sinica, 

Diagnosis: The new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rnufer xizangensis, C, 

corrugatus, C, meyeri, P. liui, and P. tenasserimensis, which have, 1) small 

suckers on the tips of the fingers and toes; 2) a bifurcate omosternum; 3) no 

webs between lateral metatarsals and between fingers; 4) more or less dialated 

toe tips, but differs from them by the possession of, 1) 

the skin; 2) 

nals of phalanges even. Besides, it has no vomerine 

tympanum hidden under 

4) termi- 

different 

toes much webbed; 3) dorsal skin reticularly keeled; 

teeth, which is 

from C. meyeri, C. corrugatus, and P, liu, 
天 二 去 一 天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去 去 到 到 到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天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夫 一 一 一 一 一 

中 华 蟾 峰 、 黑 斑 蛙 。 但 与 纬度 相差 1 度 位 于 花 坪 正 (上 接 54 页 ) 

区 系 分 析 南 的 大 瑶 山 〈 已 知 42 种 ) 相 比较 ， 相 同 的 有 25 种 ， 

花 坪 林 区 两 栖 动 物 共 36 种 及 亚 种 ， 完 全 属于 东 
洋 界 种 ,其 中 主要 分 布 于 华中 区 的 14 种 , 占 38.88 允 ， 
华中 及 华南 区 的 12 种 ， 占 33.33 锡 ， 华 南 区 4 砷 ， 
各 占 11.11 狗 ， 华 中 及 西南 区 的 1 种 ， 占 2.77 匈 ， 
西南 区 5 种 ， 占 13.88 狗 。 疏 行动 物 共 56 种 及 亚 种 ， 

不 同 的 除 大 瑶 山 特有 种 外 ， 主 要 是 热带 区 系 的 树 蛙 

科 物 种 ， 大 瑶 山 已 知 树 蛙 科 达 12 种 之 多 。 据 上 述 比 

较 。 与 四 川 生物 所 两 栖 朴 行 室 (1976) 所 记 南 岭 可 能 

是 两 栖 动物 古 北 界 物种 分 布 的 南 限 是 符合 的 。 由 于 

店 行 动物 适应 性 比较 强 ， 改 不 在 这 里 进行 比较 。 

广 布 于 古 北 界 与 东洋 界 的 仅 2 HH, 53.57%, BR mike 

均 属 于 东洋 界 成 分 ,其 中 主要 分 布 于 华中 区 的 11 种 ， (广西 医学 院 ) 

占 了 9.64 驳 ， 华 中 及 华南 区 的 31 种 ， 占 画 .35 罗 ， 华 Wen Yetang 

南 区 的 12 种 ， 占 21.42 驳 ， 以 上 可 以 看 出 花 PER (Guangxi Medical College)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区 系 成 分 是 以 华中 及 华中 、 华 南 区 成 # Ri 

分 为 主体 ， 属 亚热带 区 系 。 (广西 自然 博物 馆 ) 

将 伦 坪 的 两 栖 动 物 与 湖南 的 养 山 〈 已 知 33 种 ) 

相 比较 ， 两 地 相同 的 种 有 20 种 ， 虽 几乎 同一 纬度 ， 

而 经 度 相 差 3 度 ， 花 坪 则 没有 发 现 莫 山 广 布 于 在 北 

FR AIEF HS HE wee, DEE, PE, XSL 

REAGTRIAE BALA HAZE 1 Re Ra (A120 

种 ) 相 比较 ， 相 同 的 有 13 种 ， 不 同 的 物种 也 是 没有 

% 

Li Zonglian 

(Guangxi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HAG 

《广东 汕头 医 专 ) 
Xu Yaochang 

(Shantou Medical School,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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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省 迪 类 一 新 纪录 -一 棕 黑 锦 蛇 
A New Record of the Snakes of Jiangsu Province 

—— Elaphe sehrenekit (Strauch) 

1984.26 6 A 19 EE PERERA SS RE AE 

PETS BD ULATED BP RSE ST IN, PRE OK 

BARB, BE ROY ORGS HR Hc Re 

ROR SAP RR, MAME, AG, EPA SE SRS) 

WAC. AAR, MICA AAR. Ae, 

PERE ZRH. LE RRO RE, (RCO er RY) 

— PR, ULTRA RGR, PYRE 

如 下 : 

标 杰 编号 840t9， 成 体 。 

WSR HOR PONDS, SRI A, AH 

HSER RGA, PER, SAR. PPR 4, 

ROR ARP RR, JARRE, IRI, A 

PA BE HE ER FPR AD LR RE, HS 

PTA RS ASR BES, RRR, PORE, FOR 

BBE, WR, FRMDURM 1A Fk PT 

DUD BR LO, RA, RRS; BE 

S, AOPURIBE: BBL. ROR PO, 

RUMRA, WRIA IR: BRB IO RG 

RE, WAM, MORRO RTA A: IB 

本 文 于 1984 年 ?月 9 日 收 到 。 

U3, HOA, AOR UK ARs RAL, 
K, FMP OPPS BH: BOB 1 片 、 长 胜 于 高 

RT MBE 1 、 有 一 片 小 的 眼前 下 鳞 位 于 第 三 上 层 鳞 之 
上 眼 后 鳞 2 、 较 小 、 约 赂 相 等; Lb OS BER, 

一: 一式， 左 T1、: 一 :一 式 ; PBI 背 录 25 一 

2 一 19 行 ， 腹 鳞 218 片 ， 肛 鳞 1 片 ， 较 太 ， 层 BR 

BOP MN: TES BR TS, PRG I9SORDR, FEA 300 

RR. AA. 11, 

AS JOP RRR, MDE 
WAS AEBMRR ROR BO wR aR INR 
BO, ORR, IR, FPR. DL, 

BRB, ite Ree Ra, NORA, 
标本 保存 在 徐州 师范 学 院 生 物 系 动物 标本 窗 、 

REG RBRWHE 

CERNE EE a A) 
Zou Shouchang Feng Zhaojun — 

(Department of Biology, — 
Xuzhou Teackers College)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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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蛇 属 一 新 种 一 一 斑 锦 蛇 Elaphe maculata 

AAR ae 从 

Chie PART 

1983466. 9H, fea DAI LR 

动物 商店 购 得 锦 蛇 属 标 本 5. RADA 

店 收购 ，2 条 成 体 于 江苏 省 大 丰 捕 获 ，3 条 幼 

体 于 浙江 省 定海 捕获 。 经 研究 为 锦 蛇 属 一 新 
A, BARB te Elaphe maculata, 

斑 锦 蛇 ”新 种 Elaphe maculata sp.nov. 

模式 标本 TER, SMNH83 X 901, 

1983 年 9 月 19 日 购 于 上 海 豫园 动物 商 店 ， 采 

SNEIRSNN9UZE 

9, SERANKFILGAKSE; 副 模 3 

43, SMNH 83 Vf 601, SMNH83 Y¥[ 602, 

SMNH83 11603, 1983426 H6 H+ Lis # 

园 动物 商店 ， 采 于 浙江 省 定海 。 标 本 保存 于 

上 上海 目 然 博物 馆 。 

鉴别 特征 5 ##23—23—19(23), A 

间 11 一 15 行 起 棱 ， 体 背 及 尾 背 有 30 一 36 十 10 

一 12 块 标 黑 色 移 形 斑 块 ， 斜 同 排 列 ， 上颌 下 

约 13 或 14 枚 。 

# 态 描述 ， 头 长 椭圆 形 ， 与 颈 部 区 分 

明显 ， 眼 较 大 ， 瞳 孔 圆 形 ， 吻 鳞 呈 新 月 形 ， 

Wem WS]E >; BIS BIBI, SFL 

正中 ， 将 鼻 鳞 分 为 前 后 两 半 ; S218] S— xy; 

前 额 包 一 对 ， 其 鳞 沟 长 于 鼻 间 鳞 鲜 沟 ;， 额 鳞 

JA, RAFI; MBs PR RT SE1, A 

一 眼前 下 鳞 ， 眼 后 鳞 2; Bil BE 2(1)+3(2), 

后 里 鲜 较 小 ， 与 颈 部 乌 片 大 小 相似 ;上唇 鲜 

8，3 一 2 一 3 式 ;， PS #10, SMNH83 KX 902 

右 侧 11，5 枚 与 闫 鳞 相 切 。 背 HE 23 一 23 一 19 

(23)， 中 间 11 一 15 行 起 棱 ， 体 侧 JLT A 

平滑 ， 每 枚 体 鲜 后 端 具 二 个 乌 色 。 腹 鳞 雄 性 

Al se58xe 

Elaphe maculata sp, novi. {eC ) 

本 文 于 1984 年 3 月 3 日 收 到 。 

AQ stp xe 
Elaphe maculata%y *%(&.) 



60 AM RTD he RB oe ee 

212, RETE218—224, BRAM. AP 鲜 双 

47, WELEGOXS, WEME64—71XY. 

X; Leh. Petite, Reake, 

AEA. RMA — Bs ne. KAA 

上 上颌 齿 13 或 14 枚 。 色 ， 具 30 一 36 十 10 一 12 个 棕 黑 色 和 矩形 的 宽 横 

雄性 全 长 1551 十 292 SOK, WEE 1400+ 纹 。 腹 鲜 灰 黄色 ， 每 一 腹 鲜 有 1 一 3 个 交错 排 

200 训 米 。 列 的 黑 褐色 斑 块 ， 幼 体 尤 甚 。 

生活 时 ， 头 背 青 褐色 ， 有 网 状 绛 褐色 花 

ES FF M wK 

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疏 行动 物 研究 室 : HAE oh Bite a8, PS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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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FLAPHE——ELAPHE MACULATA 

Ma Jifan Zong Yu 

(Shanghai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bstract 

Elaphe maculata sp, nov, 

Holotype: SMNH 831X901, adult male; bought on 19 Sep., 1983 from Shang- 

hai Yuyuan Animal Store; collected from Dafeng, Jiangsu. s, 

Allotype: SMNH 831X902, adult female; bought with the holotype,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Paratypes: SMNH 83VI601-603, 3 juveniles; bought on 6 June, 1983 from 

the same Store; collected from Dinghai, Zhejiang. 

Diagnosis: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pecies include, 1) dorsals in 23—23—19 

(23) rows, with those in the median 11-15 rows keeled; 2) ventrals 212-224, 

with an obtuse, lateral keel on each side, 3) subcaudals 64-71 pairs; 4) there 

are 30-36+10-12 brown-black, obliquely arranged, rectangular stripes on the 

body and tail; 5) maxillary teeth 13 or 14.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Shanghai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中 国 林 些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David 卵 的 

发 育 速度 及 其 对 温度 的 耐力 

The Rate of Development and Temperature Tolerance of 

the Eggs of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David 

关于 两 栖 类 胚胎 生长 速度 与 温度 对 它 的 作用 ， 
Lillie Knowlton ¥1897E/EW Ei" 述 ，Moore 

于 1939 年 对 两 栖 类 多 的 发 育 速度 及 其 对 温度 的 忍耐 

力作 了 仔细 的 比较 ， 并 发 现 它们 在 繁殖 习性 和 地 理 

分 布 及 其 对 温度 的 忍耐 力 和 发 育 速度 之 间 存 在 着 相 

互 关 系 。 

国内 关于 两 栖 类 卵 的 发 育 速度 及 其 对 温度 的 急 

耐力 等 方面 的 工作 未 见 有 系统 的 报 S, AILS 

《1957) 及 王 应 天 (1958) 只 作 过 一 种 温度 下 的 正常 发 

Bi. 

Us FH EB] PR RESIS BEY 57 28 ee FR SI 7c Be PA As 

待 解决 的 问题 之 一 ( 刘 承 钊 1961)， 我 们 设计 了 中 国 

林 峙 卯 在 不 同 温度 下 发 育 及 其 对 温度 忍耐 力 的 实 

验 ， 和 希望 能 对 它 的 繁殖 习性 及 地 理 分 布 等 方面 提供 

一 些 胚胎 生态 学 方面 的 基本 资料 ， 有 助 于 上 述 问 题 

的 早 目 解决 。 

材料 与 方法 

本 实验 分 别 手 1980 年 3 一 4 月 及 1982 年 3 一 4 月 进 

TH. RIED MKB ERAS, FUSS 

BB, PEPTNSANAAMA, BM10—2048, 

进行 人 工 授精 ， 然 后 分 别 存放 于 127 的 自来水 槽 及 

18C 和 247 的 恒温 水 浴 槽 肉 ， 仔 细 比 较 其 发 育 速 

度 。 

另外 分 别 把 受精 卵 置 于 -3 、1 一 2 的 冰箱 内 

RA2ZCHAKKARIBCT. 210. 270, 30CHE 

TAKS A247 NER, FER UIG—18C PiLR ARS 

AE, BSR MAS, WEAR AitT. 

胚胎 发 育 时 期 的 标准 是 以 中 国 林 些 胚胎 发育 时 期 

(内 蒙古 大 学 科技 快报 6 期 (80)) 为 依据 。 

中 国 林 些 在 呼和浩特 市 郊区 通常 在 3 月 上 旬 开 

始 抱 对 ，3 月 中 旬 就 已 在 野外 自然 产 存 ，4 月 中 旬 

大 批 个 体 产 卵 ，3 一 4 月 平均 地 面 温度 为 1.6 一 

10.3 亿 。 鉴 于 它 清 晨 产 稣 ， 卵 群 常 处 于 薄 冰 下 的 冷 

水 中 ， 水 温 为 1 一 3D， 设 想 卵 一 定 可 能 忍耐 较 低 的 

温度 。 我 们 把 受精 卯 置 于 1 一 27 的 冰箱 内 24 小 时 ， 

取出 置 于 室温 下 培养 ， 卯 还 能 正常 分 裂 发 育 ， 胚 胎 

孵化 率 很 高 ， 用 上 法 测定 卵 对 各 种 温度 的 肪 而 力 的 

结果 见 表 1: 

Al H sl AE Op UL AAP Um BR AD LOA YG Eh AEA DE 

im 度 —3C 1-2 127 18T ANC 24°C 20.6 30C 

党 精 卵 总 数 52 50 121 AT 56 224 5 51 

ie HH Ha % 0 96 OA 2 936) 88 Ry 8 0 

从 表 1 可 以 看 出 ， 用 低 于 0 的 温度 处 理 过 的 

卵 ， 从 冰箱 取出 后 ， 未 见 有 继续 分 裂 的 。 以 1 一 27 

处 理 的 卯 ，“〈 存 放 24 小 时 ) 取出 时 ， 未 见 分 裂 卵 ， 

但 在 室温 16—18C 放置 一 定时 间 后 ， 它 们 开 始 分 

有 列 ， 并 继续 发 育 直 至 朋 胎 妈 化 出 膜 ， 出 膜 百 分 率 达 

96 驳 。 用 12C、18 人 处 理 的 获 ， 胚 胎 的 妊 出 数 分 别 

为 94.2 驳 、93.6 驳 。 从 217 开始 胚胎 的 旷 出 数 有 下 

降 趋 势 。 在 24 人 下 其 及 出 数 为 4.7 驳 ， 在 277 下 ， 

仅 有 少数 胚胎 出 膜 ，30C 下 未 见 有 出 膜 胚胎 ， 根 据 

上 述 结果 ， 我 们 认为 中 国 林 蛙 存 对 温度 的 忍耐 范围 

本 文 承蒙 福建 师范 大 学 本 汉 波 教授 审阅 并 提出 
修改 意见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3 月 8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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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应 为 1 一 24C， 在 这 范围 以 外 正常 发 育 的 豚 胎 就 不 
aT 

外 界 环境 温度 在 卵 的 发 育 过 程 中 起 着 重大 作 

表 2 

i | Acai 
时 期 iy BY 

1 
2 5.4 
3 6.6 
4 8.4 
5 11 
6 13.5 
7 15 
8 21 
9 29 

10 35.4 
11 51.9 
12 ag. 
13 70.4 
14 90 
15 106.1 
16 113 
ile ies 
18 152 
19 189.9 
20 213.8 
21 262.8 
22 334.8 
23 358.8 

RRR Dek 3 卷 

用 ， 在 适当 的 温度 范围 内 ， 当 温度 升 高 的 时 候 ， 发 

育 就 会 加 快 起 来 。 见 家 2 

中 国 林 蛙 孵 在 不 同 温 度 下 自 人 受精 起 发 育 至 23 期 经 历 的 时 间 

18+0.2C 2a+-0.2C 

小 时 小 时 

oon 2.2 

oe ay 

4.6 3.3 

DAS 3.9 

6.1 4.6 

6.7 5.6 

Lay 7.6 

ifort 9.6 

21.8 11 

30 17 

33 .1 20.2 

40.1 24.8 

AT 2 572 

2 33.4 

56.4 35.8 

63.5 41.8 

80.9 50.6 

Bei 3 62.6 

103.2 67.9 

130.1 82.3 

146.9 96.1 

161.9 110.1 

图 1 

从 表 2 中 ， 我 们 可 看 到 在 三 种 温度 下 ， 匈 从 受 

精 起 到 发 育 至 23 时 期 ， 在 12C 下 ， 需 358.8 小 时 ; 

在 18C 下 ， 需 161.9 小 时 ; 240 F, 110.14 

时 ， 三 种 温度 间隔 为 6D。 从 这 些 数 字 中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18 字 时 匈 的 发 育 速 度 比 12 有 时 快 一 倍 以 上 ， 

小 时 

中 国 林 蛙 胚胎 发 育 速 度 与 温度 之 间 的 关系 

Me24 Ch, CHM A A TREELEIS CHAR, 

为 了 与 国外 资料 相 比较 ， 我 们 又 以 完成 第 一 次 

卵 裂 为 起 点 ， 将 发 育 至 20 时 期 所 需 的 时 间 义 图 1 

示 。 

讨论 

Moore(1939) 论 证 了 两 栖 类 卵 对 温度 的 忍耐 力 

与 发 育 速 度 以 及 繁殖 习性 与 地 理 分 布 之 间 的 关系 。 

{tata Rana sy1uctica 繁 殖 季节 较 早 ， 当 时 水 温 较 

低 (10C) ， 它 的 分 布 可 至 北纬 67 "30“， 胚 胎 能 忍 

耐 较 低 的 温度 〈2C )， 同 时 胚 胎 发 育 的 速度 较 快 ， 

在 18C 下 发 育 至 20 时 期 需 87 小 时 。 其 他 几 种 ， 随 着 

繁殖 季节 的 先后 ， 各 有 它们 相应 的 关系 。 另 外 他 还 

列举 了 网 内 属 及 有 尾 两 栖 类 的 相似 性 资料 。 因 此 ， 

我 们 可 以 根据 这 些 资料 试 着 分 析 中 国 林 蛙 的 地 理 分 

布 情况 ，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两 栖 类 的 繁殖 季节 内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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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林 蛙 的 繁殖 期 是 最 早 的， 当时 地 面 平均 温度 为 

10.3 季 产 卵 时 的 水 温 只 有 3 A 〈 薄 冰 下 ) , OD 

能 忍耐 1 一 27 的 低 昌 ， 最 高 限度 的 正常 发 育 温度 为 

240D， 在 18 吧 时 从 完成 第 一 次 卵 裂 发 育 至 20 时 期 需 

99.5 小 时 。 我 们 还 以 Moore (1939) 研 究 的 四 种 蛙 卵 

在 几 种 温度 下 发 育 速度 曲线 与 中 国 林 星 卵 在 三 种 温 

度 下 的 发 育 速度 作 了 比较 ， 如 网 2。 

AY a El) FA PRE Be PE 曲线 与 绿 星 

Rana sylvatica 的 曲线 相 靠 近 ， 区 别 仅 在 于 12 一 

24 如 范围 内 中 国 林 蛙 胚胎 的 发 育 速度 略 慢 ， 这 似乎 

体现 了 种 的 特异 性 。 

从 以 上 比较 中 ， 中 国 林 糙 在 繁殖 时 期 的 各 种 因 

素 与 绿 蛙 极为 相似 ， 因 此 可 推断 中 国 林 蛙 的 分 布 不 

仅 在 中 国 的 东北 、 华 北 及 华西 地 区 号 而 且 也 可 能 分 

布 至 欧洲 广大 地 区 。 

在 图 2 中 我 们 还 可 以 看 出 ， 在 不 同 季 区 繁殖 的 

蛙 种 ， 在 一 定 的 温度 范围 内 ， 温 度 越 低 ， 豚 胎 发 育 

至 20 时 期 时 ， 它 们 所 需 的 时 间 差 异 就 越 大 ， 低 训 季 

节 繁 殖 的 蛙 种 ， 在 较 低温 度 下 卵 以 较 快 的 速度 进行 

生长 发 育 。 根 据 这 个 曲线 ， 我 们 也 可 解释 一 些 较 暖 

季节 繁殖 种 的 胚胎 ， 在 北方 地 区 及 高 海拔 情况 下 ， 

EMR ATAESEREA, MERRIE 

越冬 。 大 家 都 知道 蛙 从 产 卵 开始 发 育 至 变态 ， 在 适 

宣 的 温度 下 ， 通 常 需 3 CAAA, UK 

来 说 ， 在 5 月底 至 6 月 中 旬 繁 殖 的 种 ， 当 时 地 面 平 

均 温 度 约 19 一 26D， 到 8% 月 以 后 就 降 至 19 袜 以下， 

这 些 种 的 豚 胎 ， 在 适宜 温度 下 ， 只 渡 过 不 到 3 个 月 

的 时 间 ， 同 时 又 因 了 暖和 季节 繁殖 种 的 卯 ， 在 相对 低 

温度 下 其 发 育 速 度 更 恤 ， 如 那 时 变态 上 陆 ， 必 然 会 

遭 到 寒冷 的 侵袭 。 

在 相同 温度 下 C18) ， 中 国 林 些 多 的 发 育 速 

度 与 几 种 蛙 作 了 比较 如 图 3。 

在 图 3 中 我 们 为 了 便于 比较 ， 一 律 以 4 细胞 期 

开始 为 0 时 ， 到 发 育 至 20 时 期 所 需 的 时 间作 为 发 育 

速度 的 依据 。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种 间 曲 线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 繁 殖 季节 早 的 蛙 发 育 速度 快 ， 因 18 的 温度 对 

它们 的 发 育 是 适宜 的 ;而 对 繁殖 季节 晚 的 种 来 说 ， 

18C 可 能 是 低 于 最 适 繁殖 时 期 的 温度 ， 所 以 它 的 发 

育 速度 就 显得 慢 了 。1940 年 Pope 与 Boring 将 我 国 

的 林 蛙 ， 简 单 的 归纳 为 二 种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华北 

及 西北 等 地 区 的 林 蛙 合 人 屏 成 一 个 亚 种 ， 即 中 国 林 

蛙 @1]， 其 实 ， 黑 龙 江 林 峙 与 中 国 林 星 不 仅 在 形态 特 

征 上 有 区 别 ， 而 且 在 卵 的 发 育 速度 上 也 存在 着 明显 

的 差异 〈 见 图 3)。 至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及 西部 的 林 

峙 能 否 分 属于 三 个 不 同 亚 种 ， 当 然 应 当 在 形态 生态 

方面 积累 更 多 的 资料 之 后 才能 解决 。 

小 结 

本 实验 对 中 国 林 上 蛙 受 精 卯 ， 在 三 种 温度 下 测定 

它们 的 发 育 速 度 ， 从 受精 开始 发 育 至 23 时 期 ，12 

下 需 358.8 小 时 ，18C 下 需 161.9 NY; 24°C Bits 
110.1 小 时 。 在 八 种 温度 下 ， 测 定 了 卵 对 温度 的 肪 

MA, Ait BEE A 7y1—24C 。 

在 繁殖 习性 与 地 理 分 布 以 及 种 间 差 异 等 方面 作 

了 比较 分 析 。 

HR 

(PINES BFR) 

BF ME 

(内 蒙古 大 学 生物 系 ) 
Shen Qizhang 

(Suzhou Sericultural College) 

Xue Xiaoxian 

(Department of Biology, 

University of Nei Mongg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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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南部 两 栖 动 物 调查 报告 ” 

A Findings Report on Amphibians of Southern Shaanxi 

陕西 南部 包括 秦岭 、 大 巴山 和 米 仓 山地 区 CN . 

31°45’—34°20'; E,105°30’—111°00"), Davip 
(1875), Sowerby (1912), s¢BkE (1962), aH 

淑琴 等 (1966)， 分 别 报导 了 秦岭 中 段 两 栖 劲 物 调查 

结果 。 陕 西 大巴 目 地 区 仅 有 零星 资料 ， 米 仓 山 地 区 

尚未 有 报道 。 笔 者 从 1978 一 1982 年 ， 每 年 5 一 10 月 ， 

先后 对 秦岭 、 大 到 山 和 米 仓 山地 区 的 两 栖 动物 做 了 

调查 。 共 获得 标本 1500 余 号 GREY) . AG 

献 资 科 ， 分 隶 于 23 种 〈 亚 种 ) ，11 属 8 科 2 目 。 其 

中 有 陕西 省 新 纪录 : 大 绿 蛙 Ronra livida (Blyth), 
7ERER, schmackeri Boettger， 目 本 林 蛙 昭 觉 亚 

种 R. japonica chaochiaoensis Liu, Pt RRA He: 

R. leucomystax (Gravenhorst) 等 4 种 ( 亚 种 )。 

调查 结果 整理 报道 ， 为 动物 地 理 区 划 和 动物 分 类 学 
增添 资料 ， 为 开发 利用 陕 南 两 栖 劲 物资 源 ， 提 供 依 

RADAR ”陕西 南部 两 栖 动物 22 促 〈 花 背 昌 

贬 采 自 秦 岭 以 北 的 陇 县 ， 不 列 入 分 析 ) 。 广 布 于 两 

Rit BA Bese, Kil, AM PS BE 

斑 蛙 、 中 国 林 蛙 等 5 AP, 22.7%; TAIL A 

fi, FOREN GRIER) 、 北 方 狭 口 蛙 (华北 区 )， 

占 9.1 匈 。 东 洋 界 的 15 种 , 占 68.2 驳 ,其 中 华中 区 的 

有 : ays, Bid Wee, PRE, METRE, eR 

、 尝 安 淇 蛙 、 合 征 姬 蛙 等 7 种 。 华 南 区 的 有 大 绎 

ke 1 种 ， 华 中 华南 区 的 有 泽 蛙 、 斑 腿 树 蛙 、 饰 纹 姬 

dee 3 ph, PORK MAA, Bit, Abe ee 

Wat, AAAS 4, REEDS, 

ipsee rhea, AEH, PPR, FREES eit 

Hah, HED LA, BERR AA, LY 

HX RAW, Hv Ee Ay. 

ARENDS HSEREN—-MR RDS 

1, KARR Rey AT Ae. 

KR. ) FR. SS, UL, RACE, KEE 

南亚 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 属 华南 区 成 分 。 由 于 温 、 

湿度 的 适宜 ， 大 绿 蛙 向 北 延 伸 ， 笔 者 在 陕西 南部 字 

强 (CN.32 50; 也.105"35) 采 到 天 绿 峙 ， 是 大 绿 

圣 目 前 分 布 的 北 限 。: 

天 绿 峙 生活 于 山 间 溪流 中 ， 夜 间 22 一 1 点 (6A 

it) ， 栖 上 县 于 溪 旁 的 石 块 上 。 了 鸣叫 声 : “zhi-zhi- 

zhi"。 自 天 隐伏 在 草丛 中 ， 由 于 背面 有 绿 的 保护 

色 ， 发 现 困 难 ， 不 易 捕 捉 。 夜 间 发 现 大 绿 蛙 后 ， 用 

手电 光束 对 着 它 ， 蛙 体 侨 视 光 束 不 动 ， 徒 手 或 用 捞 

了 网 从 体 后 同 前 捕捉 。 刚 捉 到 手 时 ， 暑 臭 味 浓 ， 同 花 

SUE. TRG EEA BER, PRE, XK 

绿 圣 在 山 间 开阔 溪流 的 石 块 上 活动 ， 花 臭 蛙 多 在 山 

Ibe A BAU AR IE). PEM REISER AGE, 

FAR ER, RARER ANT Wy BER BE? 

2, 花 臭 蛙 的 一 例 异 常 现象 19824765 8 

日 ， 我 们 在 宁 强 县 青木 川西 沟 ， 海 拔 960 米 ， 在 溪 

参加 野外 工作 的 还 有 姚 东 成 以 及 知青 支 建 荣 等 
同志 ; 1982 年 ， 在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核对 标本 时 ， 赵 
和 尔 密 副 研究 员 予 以 指导 ， 并 提供 书刊 ， 江 耀 明 和 费 
深 同 志 代劳 复印 资料 ， 谨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4 ALLA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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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旁 采 到 一 花 臭 蛙 幼 体 ，SI2 82129 号 。 体 长 38 S 

米 ， 前 臂 及 手 长 1 毫米 ， 语 肢 长 67 营 米 〈 见 图 ) 。 

Ha, PME A 一 圆 洞 ， 直 径 3 BOK, Ae 

时 ， 宫 状 肺泡 外 露 ， 伴 随 着 呼吸 运动 ， 宫 状 和 肺泡 有 

swe COX 102828) 缩 〈 缩 止 圆 洞 晶 内) . it 

到 手 时 ， 同 其 他 蛙 类 一 样 ， 精 神 饱 满 ， 活 动力 强 ， 

跳跃 不 正 。 

经 济 两 栖 动 物 的 利用 问题 

无 尾 类 大 多 捕食 农田 害虫 ， 有 益 于 农业 增产 。 

ha AD SAAB, SOME A aR i 

ADT ACS BR; FREE MURE AS EEE RON is, PU rill oe 

油 ; 山 诅 鲍 ， 药 名 芜 活 鱼 ， 可 整体 入 药 。 以 上 种 

类 均 是 陕西 南部 的 优势 种 。 而 据 陕 西医 药 公 司 提供 

的 材料 ， 说 这 些 动物 药 ， 全 部 从 外 地 进货 ， 供 应 市 

场 。 售 近 求 远 ， 蕊 废 资源 ， 浪 费 人 资 。 应 进一步 查 

清 药 用 两 栖 动 物 的 种 类 和 蓄 存 量 。 做 好 宣传 工作 ， 

合理 利用 ， 组 织 收购 ， 加 工 制 作 ， 填 补 陕西 动物 药 

生产 的 空 自 。 食 肉 的 种 类 有 名 震中 外 的 佳品 一 大 

鲍 。 大 鲍 列 为 国家 一 类 保护 动物 ， 可 是 商业 部 门 ， 

在 资源 不 清 ， 心 中 无 数 的 情况 下 ，1973 一 1979 年 在 

太 自 县 ;1982 年 在 佛 坪 县 均 组 织 收购 ， 促 使 群众 不 

顾 鲍 体 大 小 ， 言 目 捕 猪 ， 直 接 影响 到 大 饮 资 源 的 恢 

复 与 发 展 。 因 此 ， 各 部 门 应 统 二 步骤， 认真 执行 野 

生动 物 保 护 条 例 ， 加 强 管理 ， 保 护 大 鲍 及 其 生态 环 

境 。 认 真 贯 彻 “ 搞 、 养 、 猪 并 举 ” 的 方针 ， 查 清 资 

源 ， 摸 清 “家 ” 底 ， 积 极 开 展 人 工 养殖 实验 ， 划 定 

大 鲍 自 然 保 护 区 ， 为 大 鲍 的 留 种 繁衍 创造 条 件 ， 发 

展 天 鲍 资 源 ， 为 国民 经 济 服务 。 

eB 

陕西 省 动物 研究 所 
Song Mingtao 

(Shaanxi Institute of Zoology) 

极 北 够 产 卵 过 程 的 观察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Egg Depositing of Salamandrella K eyserlingii 

FE ARAL HK AT Pe eo oe =P: TN 

fifi Onychodactylus fischeri (Boulenger), 74k 

/\\ifi Hynobius leechii Boulenger 和 极 北 饺 9alja- 

mandrella keyserlingii Dybowsky, 其 中 极 北 饮 

在 我 国 为 黑龙 江 省 仅 有 的 有 尾 两 栖 类 动物 。 它 在 黑 

龙 江 省 的 分 布 较 广 ， 北 起 资 河 , 南 到 哈尔滨 , 并 一 直 

延续 到 临近 的 吉林 和 省。 过 去 一 直 不 为 人 们 所 注意 ， 

有 关 极 北 鲍 的 报道 也 较 少 ，《 生 物 学 通报 1958 年 

10 期 曾 刊登 了 东北 师范 大 学 李 建 东 同志 以 “东北 的 

MAGNE” AARC, MAL HET TT Bee 

面 的 描述 。 但 对 其 繁殖 生态 则 无 详尽 观察 记载 ， 只 

提 到 :， “肉体 产 卵 于 池 中 时 ， 雄 性 随 雌 后 生 精 于 卵 : 

上 。 笔 者 于 1981 年 4 月 中 旬 在 野外 工作 中 有 机 会 

对 极 北 鲍 的 繁殖 进行 了 观察 ， 得 到 第 一 手 材 料 ， 鉴 

于 国内 尚 无 完整 的 资料 ， 现 将 观察 结果 加 以 整理 报 

1a. 

1, 繁殖 栖息 环境 

观察 地 点 是 黑龙 江 省 尚志 县 中 国 林 蛙 实验 场 。 

本 文 于 1982 年 11 月 9 目 收 到 。 

尚志 县 位 于 黑龙 江 省 东南 部 ， 张 广 才 岭 西 段 。 其 中 

山区 吉 全 县 面积 的 60 狗 ， 山 多 林 密 ， 雨 量 充沛 ， 林 

性 实验 场 处 于 尚志 县 西北 部 ， 平 均 海 拔 400 一 500 

米 ， 年 降雨 量 700 毫米 义 上 ， 植 被 基本 属 针 冰 混交 

林带 。 群 山 之 中 夹杂 以 草 龟 ， 溪 水 流 经 草 旬 形 成 天 

天 小 小 的 水 洼 、 沟 塘 ， 草 旬 常 年 湿润 。 四 月 中 匀 ， 

冰雪 已 融 ， 气 温 最 高 可 达 CUE, AE 1 一 

6 左右 。 水 质 稍 偏 酸性 ，p 豆 值 为 6.0 一 6.5。 草 塘 

水 深 约 20 一 50 厘 米 。 水 中 有 大 量 的 水 草 和 落 入 水 中 

At. HH, KRMRECKABRERS, AR 

北 蚀 产 匈 繁殖 提供 了 良好 的 环境 。 

2. 繁殖 期 成 体形 态 

IU, MSH, BA, B 
ili 沟 十 三条， PEMA: DORRERSB, $8. BLES 
四 ， 指 GL) AR, KASH RB ee 
3, IEA ARI RA, ENT, aR 
AFB, HEABITALLER KIO, ELE EBREK, 
直径 在 2 厘米 左右 ， 活 动 不 便 ， 运 动 迟缓 ， 泄 殖 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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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呈 纵 裂 锋 状 ， 并 充血 红肿 ; 雄 体 颜色 较 深 ， 腹 部 

较 细 ， 体 形 匀称 ， 直 径 在 1 厘米 左右 ， 较 雌性 活 

跃 ， 泄 殖 腔 孔 呈 “人 ” 状 ， 箭 头 方向 朝 前 ， 除 此 无 

FA AG Me 77 Hh SF Hk 3 郑 
其 它 明显 的 第 二 性 征 。 在 捕 到 的 40 条 标本 中 ， 肉 、 

雄性 比 为 11:29。 另 外 对 其 中 6 雌 7 雄 进 行 测 量 ， 

Onze; 

Al 崔 雄 成 体 的 量度 (单位 cm) 
性 别 ror a 

| iE ie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ae ae TS aa 14 120° 180 12.8 12.6 12.8 11,7 eee 12.2 sd Be Oe 
过 

Be See oko 51 5118. 51.7) 52.3 51,008 58'2" 46.9 18 AER 49.2 ASR ees 
~E ¥ . 52.2 47.7 

从 表 上 可 以 看 出 雄 体 尾 长 占 全 长 的 百分比 为 

52.2%; WE EAT.7%, HERI SR , 

于 肉体 运动 迟缓 ， 雁 体 相 对 集中 ， 因 而 极 易 捕 捉 。 

3, 产 卵 及 受精 过 程 

极 北 饺 在 黑龙 江 省 出 盐 的 时 间 为 4 月 上 旬 (A 
每 年 气候 条 件 不 同 ， 出 坷 时 间 也 有 一 定 变化 ， 一 般 
多 在 4 月 上 旬 至 中 角 ， 气 温 白天 为 5D， 夜 间 仍 在 
OC 以 下 ， 早 晨 可 见 薄 冰 )。4 月 上 中 旬 极 北 鲍 出 下 
后 ， 肉 性 腹部 膨大 ， 惠 已 在 体内 发 育成 熟 ， 体 侧 肋 
沟 消 失 。 在 中 午 阳光 充足 ， 气 温 升 高 的 情况 下 ， 极 
北 鲍 常 从 水 底 游 到 塘 边 浅水 处 或 伏 于 水 草 茎 叶 上 静 
伏 ， 有 时 雌 体 在 水 中 缓慢 游 动 ， 雄 鲍 静 伏 在 水 草 上 
常常 摆动 其 尾 ， 当 肉体 游 至 其 身 旁 ， 雁 休 则 能 迅速 
用 尾 缠 绕 只 腹 部， 此 时 肉体 摆 尾 挣脱 。 由 于 水 塘 中 
草 叶 较 多 、 水 旦 棕色 透明 度 较 差 ， 观 察 十 分 不 便 ， 
观察 两 例 后 ， 我 们 又 将 若干 雌雄 个 体 捕 捉 放 入 盆 

中 ， 贫 内 加 入 原 塘 中 水 和 少许 草 叶 及 枯 枝 ， 在 4 小 
时 内 又 观察 了 6 例 产 多 的 全 过 程 〈 上 午 11 时 至 下 午 

3 时 )。 产 更 前 肉体 常 浮 出 水 面 进行 频繁 的 呼吸 。 临 
产 时 ， 肉 体 慢 慢 的 疏 上 并 俯卧 于 距 水 面 约 2 厘米 的 
水 草 或 枯 枝 上 ， 四 肢 紧 抱 住 水 草 或 枯 枝 ， 这 时 ， 雌 
体 泄 殖 孔 微 开 并 排出 乳白色 粘 液 ， 粘 着 于 枯 枝 草 叶 
上 ， 随 后 就 有 一 段 卵 袋 排 出 ， 内 有 4 一 7 KS OD 
粒 。 当 排出 一 段 卵 袋 后 ， 肉 体 便 把 紧 抱 枯 枝 草 叶 的 
四 肢 松 开 ， 腹 面 朝 上 ， 前 肢 贴 于 体 侧 ， 后 肢 松 开 ， 
使 整个 身体 腹部 向 上 游离 于 水 中 (NS HE 
着 于 枯 枝 上 ) HAMMER, WAM SMA 
出 。 就 在 瞧 体 紧 抱 水 草 时 ， 已 有 几 个 雄 体 在 其 附近 
注视 ,一 旦 肉体 产 出 一 段 镶 袋 后 并 松 开 四 肢 , 使 躯体 
TES ACHE, (EGE aaa HE 
体 ， 有 的 用 嘴 咬 住 卵 袋 ， 有 的 抱 住 卯 袋 ， 几 条 雄 体 
混同 肉体 缠绕 成 一 团 ， 剧 烈 的 摆 尾 ， 雄 体 并 有 节奏 

的 用 后 胶 路 中 峻 体 ， 峻 体 也 在 挣扎 ， 卯 袋 就 在 这 种 

情况 产 出 ， 在 雄 体 申 蹄 和 剧烈 摆 尾 的 情况 下 排出 精 

液 ， 精 液 呈 乳 自 色 粘 稠 状 附 于 卵 袋 周围 ， 完 成 了 体 

外 受精 。 

雌 鲍 产 多 时 ， 参 与 的 雄 体 少 则 2 个 ， 多 者 为 3、 

4 个 ， 因 此 一 个 雌 体 排出 的 匈 是 接受 了 几 个 雄 体 排 

出 精液 进 行 受精 。 另 外 ， 由 于 几 个 雄 体 争 抱 卵 袋 ， 

Aaa. HUTA. Phe, MEMBER GL, Cee 

ADVERB AF He te OB ST 

FESO, BLAIR CCEA, & 

SUS AP Hk, RASA TKEE LL, A 

一 例 ， 肉 体 产 卵 过 程 无 雄 体 参 与 ， 雌 体 只 产 出 一 半 

卵 袋 ， 并 拖 着 在 水 中 游 动 ， 而 不 能 顺利 的 将 其 全 部 

产 出 。 因 此 可 和 否 推断 ; 在 肉体 产 卵 的 过 程 中 ， 雄 体 

有 一 系列 的 动作 ， 这 除了 排 精 义 使 卵 受 精 外 ， 确 有 

协助 肉体 迅速 将 外 产 出 的 作用 。 反 之 ， 若 无 雄 体 帮 

助 ， 则 峻 体 产 卯 就 很 困难 了 。 

每 个 瞧 体 产 存 所 用 时 间 丰 等， 一般 是 和 参与 受 

精 过 程 的 雄 体 数目 有 关 。 据 我 们 对 四 个 肉体 的 观察 

记载 ， 天 约 在 1.5 一 6 分 钟 立 间 ， 见 表 2。 

表 2 中 体 产 出 孵 袋 所 需 时 间 

叭 体 编 号 ‘geen hye) 4 

雄 体 参与 数 BB 

所 需 时 间 〈 分 钟 ) Bh 6 

EATS SORIA, TRTE 5 个 雄 体 的 观察 记 

载 如 表 3。 

表 3 雄 体 抱 卵 袋 的 时 间 

雄 体 编号 | 

BreNip (4427) 5° 7° 8 8 45.5 

FoONScSR, HERE SMABIBFETAEAD, A 

而 运动 迟缓 ， 而 潜伏 于 水 底 不 动 。 此 时 ， 肉 体 肋 沟 



3 基 Les me 
极其 明显 。 一 段 时 间 后 (29 1 小 时 ) ， 肉 雄 体 活 动 

增强 ， 雄 体 仍 可 再 次 进行 受精 活动 CRI. arte 

度 降 低 ) 。 

DPSS OBA —AR TE Ot 

HU HA SDSS Ay ZS, Sm eat ZEKE BT ti 

k, S988, 728, Wk@ot%, # £2 

7, RH, SHREK, HAA ILEBKEA, K 

BE (提起 测量 ) TECK, BA AALOEK, AinGz 

离 附 着 水 草 的 一 端 ) gL, PET PSEA HY BBE 

囊 吸 水 膨胀 。 每 条 旬 袋 内 有 卯 粒 80 一 100 Kk AA, 

密集 排列 。 卵 袋 产 出 后 即 吸水 膨胀 ， 并 逐渐 透明 ， 

形成 带 有 级 裙 的 卯 闽 膜 ， 此 膜 具 一 定 韦 性， 不易 撕 

破 。 苑 袋 产 出 后 ， 前 两 小 时 吸水 增长 较 快 ， 以 后 逐 

ee, BRA 105-4 5 BK, BE 

1.5 一 2.5 厘 米 之 间 ， 两 端 较 细 ， 栈 成 蝎 形 。 

AUP HARE, Be, DORA. 

27E1.0—-1.58KZik), ABS, Dees 

HEF AS ON LRT, AURORE. SOA Ba 

BAAS ON CMe LEB], J290. 522°, OB RCXESD 为 HEB 

NRK, Rukh, ROMA, WA 

卵 的 发 育 提 供 了 恨 好 的 保护 条 件 。 

观察 过 程 中 曾 解剖 一 雌 体 ， 发 现成 熟 卵 粒 已 完 

全 移入 子 富 ， 子 宫 壁 极 薄 、 透 明 ， 并 布 满 徽 细 的 血 

S. WRADAAKR ARAN, BOK. FFF 

子宫 ， 取 出 卯 袋 浸 于 水 中 ， 也 同样 可 以 膨胀 并 形成 

DN SI. 

tN Abi ME, ABBE 

有 了 圣 类 的 那 种 抑 对 现象 ， 也 无 明显 的 第 二 性 征 〈 婚 

垫 、 婚 刺 等 )。 受 精 时 是 多 个 雄 体 参与 。 

万 俊 九 

陈 生 Ee 

CHE RIN EK AA A) 
Fang Junjiu 

Chen Sheng Wang Hai 

(Dept, Biol,,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mj SB ay Be 
Snakes of Anxian County, Sichuan 

安县 位 于 四 川 盆 地 西北 边缘 ， 地 处 东经 104 度 

25 分 ， 北 纬 31 度 39 分 。 海 拔 490 到 3064.7 米 。 总 面 

积 1404 平 方 公 里 。 是 一 个 平原 、 丘 取 与 山地 兼 有 的 

地 区 。 

县 内 气候 温暖 ， 四 季 分 明 ， 年 平均 气 刘 摄 氏 十 

六 点 三 度 ， 无 霜 期 300 天 左右 ， 常 年 降雨 量 为 1280 

训 米 ， 这 样 一 个 温和 的 气候 条 件 ， 很 适 于 蛇 类 的 生 

存 。 

安县 的 蛇 类 在 县 志 中 只 列 了 几 种 俗名 ， 未 有 详 

细 的 记载 。 笔 者 从 1963 年 起 对 安县 几 类 的 生态 习性 

作 过 一 些 调查 ， 现 仅 就 已 有 的 标本 扼要 朱 述 于 下 : 

1. 赤 链 蛇 Dinodon rufozonatum 

(Cantor) 

采集 地 ”安县 城关 。1c"。 

ase 597 米 。 

形态 特征 ”” 头 黑色 ， 鳞 片 边缘 瞳 红色 。 体 青 

面 瞳 红 赤 色 ， 有 81 条 红色 条 纹 。 尾 背面 有 23 条 红色 

本 文 于 1983 年 11 月 3 日 收 到 。 

横 纹 ， 体 全 长 吨 8 二 172 毫米 。 闫 鳞 工 请 ;眼前 鳞 1 

A; ARS er; HRB; 后 标 鳞 3 有 片 ;上唇 鳞 

8 片 ， 下 唇 鳞 9 片 ， 背 鳞 17 行 ， 腹 鳞 218 片 ; 肛 鳞 [请 ; 

尾 下 鳞 79 对 。 

栖息 环境 ”路 边 草 丛 石 堆 中 或 房 铭 附近 。 

食性 ESE, A. SRA. IK, 

AEA BRA nD 

74 BHR eHOAL. Mea. 

行动 不 太 敏 捷 ， 性 凶猛 。 运 劲 时 头 部 常 接 触 地 面 ， 

唉 人 或 物体 时 不 松口 ， 有 时 也 咬 自 己 。 
7 = B & te Elaphe taeniura Cope 

采集 地 BERRA, 107. 

ZED GIDK, 

形态 特征 ”背面 灰 绿 色 ， 有 横行 的 墨色 樟 

Sy, e424 18304 390287, ABEL BRB 1 7; 

眼 后 鳞 2 Fr; 前 标 鳞 2 片 ;后 里 鳞 3 A; Ewe og 

片 ; 下 唇 鳞 11 片 ; 背 稣 23 行 ; 腹 鳞 241 片 ， 肛 鳞 2 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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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下 饼 105 对 . 

栖息 环 境 ”住房 及 其 附近 ， 常 进入 室内 。 

食性 ”以 活 的 或 刚 死 的 省 类 或 鼠 类 为 食 ， 吃 

食 的 时 间 多 在 夜晚 。 也 可 用 猪 或 牛 的 瘦 AWE. 

1964 年 8 月 31 日 傍晚 ， 在 蛇 伟 中 有 条 黑 ABM, 20 

Joh py BEI T= ASG. FRR A, Tale BA 

骨 内 。 娄 便 为 黄 、 白 、 黑 的 液体 及 半 流 动 体 。 

习性 wWAW RIA aE, ede 

浴 在 水 模 中 ， 甚至 头 部 潜入 水 中 达 半 小 时 左右 。 从 

地 面 捕捉 时 它 一 般 不 袭击 人 ， Se (Eee PAHS 

US as A, BEKELE, 尾部 摆动 甚 

剧 。 

3. 玉 斑 锦 蛇 

tor) 

采集 地 

Elaphe mandarina (Cane 

安县 开 茂 公社 。 幼 体 。 

AD 610 米 。 

形态 特征 背面 灰色 ， 有 黑色 寿 形 花纹 ， 化 

纹 边缘 黄色 ， 中 央 亦 为 黄色 ， 体 部 有 花纹 中 个 ， 尾 

部 有 花纹 10 个 。 腹 两 侧 黑 横 纹 53 个 交错 排列 ， rel 

有 双 黑 条 纹 8 个 ， kK 9364+ 49K, BELT; BR 

前 鳞 1 片 ， 眼 后 鳞 ? 片 ;前 杜 鳞 2 卢 ; 后 里 鳞 3 片上 

唇 鳞 7 片 ， 下 唇 鳞 10 片 ， 背 鳞 21 行 ， 腹 鳞 225 万 
;于 

鳞 2 片 ， 尾 下 鳞 71 对 。 

栖息 环境 山沟 边 草 丛 中 。 

食性 FE HAVAEDT ABLE, 有 一 次 食 了 一 只 

没有 长 毛 的 幼 卖 。 

习性 aH, Heimt. 

4. Sate Elaphe carinata (Guenther) 

采集 地 BARBRA. lo’. 

EDR 625%, 

形态 特征 ”， 头 背部 鳞片 四 周 黑色 ， 中 央 黄 

色 ， 前 端 旦 “所 ” 字 形 花 纹 。 背 部 瞳 黄 绿色 ， 有 32 

条 黄色 横 斜 斑纹 。 腹 面 黄色 ， 有 黑色 斑纹 ， 体 全 长 

1427+3502K, BEL; HRT 鳞 2 片 ; 眼 后 鳝 2 

片 ， RUBIO; JSR; LES 8H; NaS 

11 片 ， 背 鳞 23 行 ; 腹 鳞 210 片 ， 肛 鳞 2 片 ; 尾 下 鳞 95 

对 。 

栖息 环境 bes, 

食性 ”在 蛇 舍 中 有 一 条 1850 毫 米 长 的 王 锅 蛇 

吃 了 一 条 1540 SKK BARR. 也 食 黄 胸 

Bile 

习性 

5. 上 席 斑 游 蛇 

(Berthold) 

Higik, Dire. A-KRT. 
Natrix tigrina lateralis 

4. 行 动物 学 报 3 28 

采集 地 RAAB. 1. 

fe HL AP 610 米 。 

形态 特征 背面 上 暗 绿色 ， 有 方形 黑 班 。 体 侧 

前 部 有 红色 和 黑色 斑点 交互 排列 ， 向 后 红色 逐渐 消 

失 ， 休 全 长 670 十 150 毫 米 。 闫 鳞 1 片 ， 眼 前 鳞 2 卢 ; 

HSE; ROTOR He; Jamo er; JGR 

PEE @EOR; FORINT; WEWEID2H; ALR; 尾 

下 鳝 51 对。 

栖 和 急 环 境 ”平原 水 边 或 菜 转 中 。 

食性 Dia &, thee wake. 

习性 性 温和 ， 很 少 咬 人 ， 遇 敌 时 头 部 昂 

起 ， 颈 中 部 的 鳞 户 竖立 。 

6. Ska he Sibynophis Chinensis 

(Guenther ) 

采集 地 安县 大 竹 公社 毛 山 子 。1c。 

至 直 分 布 TAK, 

UAE IM, MARDER, 头 

腹面 黄白 色 ， 获 有 黑 褐 细 斑 。 背 部 暗 神色。 腹面 灰 

白色 ， 腹 鳞 两 出 各 有 黑 神色 小 斑点 一 行 。 体 全 长 

465 十 115 SOK, BBS 1 片 ， 眼 前 鳞 1 片 ， 眼 后 鳞 2 

片 ， 前 杜 鳞 & 片 ， 后 里 鳞 2 Hs LE SEO A; PB 

10 片 ， 背 鳞 17 行 ， 腹 鳞 175 A; ALBA; Be PB 

90 对 。 

栖息 环境 山脚 玉米 地 内 。 

食性 以 蜥 蝎 为 食 。 

习性 ，， 行 动 非常 迅速 。 不 咬 人 。 

7. SHH Zaocys dhumnades 

(Cantor) 

采集 地 BREKTAE, 1d’. 

£ADR 621K, 

形态 特征 ”背面 前 半 部 和 侧面 黄色 ， 后 半 部 

黑色。 腹面 灰 自 色 ， 体 全 长 1001 士 402 毫 米 。 关 鳞 1 

片 ， 眼 前 鳞 2 片 ， 眼 后 鳞 2 户 ; 前 里 鳞 2 片 ;后 标 鳞 2 

片 ， 上 层 鳞 8 片 ， 下 层 鳞 10 片 ， 背 鳞 16 行 ， 腹 鲜 193 

片 ; 肛 鳞 ? 片 ; 尾 下 鳞 130 对 。 

栖息 环境 丘陵、 平原 的 溪 沟 边 或 称 田 中 。 

食性 ，， 以 蛙 为 食 。 烘 便 为 黑 、 白 色 的 固体 及 

习性 “行动 敏捷 ， 疏 行 时 喜 昂 头 。 捕捉 它 时 

往往 迅速 地 把 捕 者 的 手 缠 住 ， 这 时 由 于 肌肉 的 收缩 

排出 数 便 。 性 凶猛 ， 有 时 发 出 轻微 的 吼声 。 

8, IS (BRE) T 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Cantor) 

Rw BAK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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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750K, 

“形态 特征 头 呈 三 角形 ， 被 细 鳞 。 Bee 

色 ， 背 申 线 及 两 侧 有 暗 褐色 斑 块 。 腹 部 痰 褐色。 体 

44631416122 °K; Pie; E10; Pe 

鳞 14 片 ， 背 鳞 25 行 ， 腹 鳞 211 片 ; 肛 鳞 1 片尾 下 鳝 

双 行 ，88 十 2。 

栖 和 急 环 境 党 在 山地 的 岩石 缝 队 中 或 玉米 征 

lye 

食性 一 次 在 蛇 舍 中 放 了 几 只 老鼠 ， 第 一 只 

被 晓 后 二 分 钟 死 亡 ， 第 二 只 被 唉 后 五 分 钟 死 亡 ， 第 

_ 三 只 被 咬 后 未 死 。 被 咬 死 后 的 老鼠 全 身 乌 黑 。 粪 便 

为 黄 、 绿 、 灰 色 ， 有 时 略 带 黑色 ， 形 状 呈 粉末 及 颗 

粒状 。 

习性 ， 脐 伏 夜 出 。 每 次 产 卵 ?一 9 枚 。 人 们 多 

在 晚间 路 上 踩 着 它 或 搬 动 玉米 秆 时 碰 着 它 被 咬 伤 。 

咬 伤 后 若 医 疗 处 理 不 及 时 肌肉 就 会 萎缩 ， 指 拇 往往 

不 能 伸 曲 。 当 小 鼠 接近 它 时 ， 它 便 突然 弹 伸 头 部 ， 

同时 迅速 地 咬 一 口 。 

高 正 发 

《安县 中 学 校 ) 
Gao Zhengfa 

(Anxian Middle School) 

四 川 省 部 分 市 县 两 栖 动物 调查 报告 

Investigations on the Amphibians of Some Cities and Counties in Sichuan 

和 《华西 两 栖 类 > (xl el, 1950) . <Q 

栖 动 物 区 系 >》(1976)、《 中 国 两 栖 动 物 系 统 检索 》 

《1977)， 全 面 系统 地 汇总 了 四 川 已 知 两 栖 动 物 78 种 

( 亚 种 ) ， 有 《四 川 资源 动物 志 > 第 一 卷 记录 了 四 川 

Pies) mele 〈 亚 种 ) 。 

我 室 1957 一 1982 年 ， 结 合 有 关 的 科学 研究 和 教 

学 实习 ， 先 后 在 24 个 市 、 县 采集 两 栖 劲 物 ， 获 得 成 

体 标 本 1200 余 号 及 大 量 的 幼体 、 匈 。 计 46 种 及 亚 

种 ， 隶 18 属 10 科 2 目 ， 其 中 四 川 省 新 纪录 1 种 一 一 

Bac: Rana tigrina rugulosa Wiegmann, — 新 

WA—— ASE Oe BW 种 Tylototriton asperri 

mus pingwuensis Deng subsp, nov, ()LATFI3 #2 

期 ) 到 目前 为 止 ， 四 川 共有 两 栖 劲 物 83 种 及 亚 种 。 

由 于 各 地 工作 不 平衡 ， 所 得 资料 不 完整 ， 本文 

仅 作 为 前 人 工作 的 补充 。 

种 类 组 成 

所 获 45 种 及 亚 种 两 栖 劲 物 名 录 及 其 地 理 分 布 如 

FB: 

jAie = B, pinchonii (David), HA. ILA. BH 

HE. UBL. eB. mo. 

ACF Ait «BB, tibetanus, BPR, WIIl. 

Fit Liua shihi (Liu), tho. AR. 

Fi, Andrias davidianus (Blanchard), 3K, 

Pails 

AAEM EL 种 了 ylototritoz (Echinotriton) 

asperrimus pingwuensis Deng, subsp, nov, 

平 武 5 
KEYS Bombina maxima (Boujenger)， 越 西 、 

盐 源 。 

宽 头 短 服 蝎 ”Bracpytarsopprys carinensis (Bou- 

lenger) ， 合 江 。 
Ute 7B ys Atympanophrys 

(Liu), DOI. 
FAs MM, minor Stejneger, ifAuy., Gil. 

i Ly Ze4 Leptolalax oshanensis (Liu), 南 

Jil. 

iste #208 Vibrissaphora boringii Liu, tRJRiy. 

42 Tit #8 Oreolalax chintingensis (Liu et Hu), 

汶川 。 

Ale O, lichuanensis Hu et Eei， 南 川 。 

EBaGI O, schmidti (Liu)， 哦 眉山 。 
圆 疣 短 齿 虹 Scutiger tuberculatus Liu et Fei, 

越 西 。 
‘engine: Bufo andrewsi Schmidt, 汶川 、 天 

4, #0, KO. BUA. BR LR. 
rHfeiesie 已， gargarizans Cantor, 南充 、 城 

shapingensis 

。 承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田 婉 淑 周志 协助 鉴定 标本 ， 遵 此 致谢 。 除 作者 外 ， 还 有 江 明 道 、 郑 国 
i. ue, BEES MR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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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MR. Bil, Vat. Ail. 

Paws: B, tibetanus Zarevski, 7, 

46 pq Rik: Lyla annectans (Jerdon), fq J\|, it 

眉山 。 

弹琴 蛙 Rana adenopleura Boulenger， 合 江 、 古 

fi, WRAL. 

eA: = R, boulengeri Guenther， 南 充 、 岳 池 、 

RO, Fi. BPA. i, SEK, 

峨眉 山 、 洪 雅 。 

Feet 民 . grahami Boulenger, 

源 。 

沼 峙 R, guentheri Boulenger， 南 充 、 南 川 、 汶 

川 。 

日 本 林 上 蛙 昭 觉 亚 种 尺 ， japonica chaochiaoensis 

Liu, AT. He. 
日 本 林 蛙 指名 亚 种 OR, 7, japonica Guenther, 

Ba. Bib. RO. AR. BI. Ame 

1. 2a. DOI. 

泽 蛙 RK, limnocharis Boie， 南 充 、 岳 池 、 城 口 、 

Fite. FAI. il. 疝 站 本 生生 

seid: R_, margaratae Liu, WO. AMR ELL. 
m pti: R_, nigromaculata Hallowell, RAF. 

池 、 城 口 、 万 源 、 南 川 、 兴 文 、 浴 雅 。 

WH Rigi: R, phrynoides Boulenger， 盐 源 。 

jai: R, pleuraden Boujezger， 盐 源 。 

隆 肛 蛙 R, quadranus Liu, Hu et Yang, 城 口 、 

也 同 全 请 

HaEe~kk: FR,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David, 

oO. Awe. AN. HK. 

Baxtt KR, tigrina rugulosa Wiegmann, ARF 

南充 、 岳 池 、 莲 安 三 县 间 的 金城 山 。 

fit: Nanorana pleskei Guenther, FLX, 

ait Staurois chunganensis (Pope), sk, 

irene 
tee RE OS. granulosus Liu et Hu, iB. 

ERR S, lifanensis Li， 汶川 。 

四 川 淇 蛙 S, mantzorum (David), Fak. 

aM: Rhacophorus chenfui Liu, Fail. 

Jil, FAB. KA. HM. WV. 

BEREATE R, leucomystax (Gravenhorst), 重 

PR. Page. 南川 AYL. FR. 

iW RK, omeimontis (Stejneger), @ iL, 

越 西 、 盐 

HAW. 
Beat: KR, hungfuensis Liu et Hu， 汶 川 。 

FEZ tiie: = Microhyla butleri Boulenger, tb, 

Fail, @iL. Wi. 

饰 纹 姬 蛙 M, ornata (Dumeril et Bibron), & 

庆 、 南 充 、 岳 池 、 南 川 。 

四 川 狭 口 峙 Kaloula p, pulchra Gray， 平 武 、 

WALL. 

区 系 特征 

四 川 省 在 动物 地 理 区 划 上 跨 古 北 、 东 洋 两 界 、 

两 栖 动 物 极 丰 富 ， 这 是 由 于 复杂 的 地 形 ， 多 样 的 环 

境 ， 在 长 期 帝 化 中 形成 的 。 同 时 四 川 地 处 横断 山脉 

地 区 ， 这 里 从 第 四 纪 以 来 ， 并 未 受到 广泛 的 大 陆 冰 

川 的 覆盖 ， 故 成 为 许多 动物 的 “避难 所 ”， 保 留 了 

部 分 比较 古老 的 种 类 。 

现 仅 就 所 得 的 资料 作 一 初步 分 析 。 

1. 广 布 十 北 界 及 东洋 界 者 3 (ADEE. 

EE) PRHE, FASE WSR); 

2, Mat FE Sea cea. WHE 

i, IRR, BIG YE. be 得 eS, PREZ I 

te, HB te, ZIRE) ; 

3, 主要 分 布 于 西南 区 者 13 种 〈 山 Ril, AR 

FOS AI EYE. WL SEER, SEPEHE HR, BE ae 

peep, Sepa Ms, Ache Se, AAS ph EAA oe WD 

AHL OU RHE, UE, eee, PO) I ara SE); 

A, TARR Res lA (AGATE) ; 

5, 其余 20 种 主要 分 布 于 华中 区 、 人 华南 区 或 华 

中 、 西 南 区 ; 

从 久 上 可 以 看 出 四 川 两 栖 动 物 其 区 系 特 征 是 以 

东洋 界 成 分 为 主体 ， 共 42 种 ( 亚 种 )， 占 91.3 多 ; 其 

次 是 广 布 种 3 种 ， 占 6.5 多 ;十 北 界 的 成 分 仅 1 种 , 占 

2.2 邦 。 在 东洋 界 成 分 中 ， 主 要 分 布 于 西南 区 和 仅 

分 布 于 四 川 的 种 类 靶 23 种 , 占 东洋 界 种 数 的 列 .8 多 ; 

主要 分 布 于 华中 区 、 华 南 区 或 华中 .西南 区 者 了 

AH, 545.2%, 
BEth PHF Bs MBB 

(HN BSAA) 
Yu Zhiwei Deng Qixiang 

Chen Hongxi 

(Department of Biology, 

Nanchong Normal College) 

李建国 

Hu Jinzhu 

Li Ji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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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林 蛇 属 的 一 种 新 纪录 一 一 里 头 林 蛇 

A New Record of Chinese Boiga— Boiga nigriceps (Giinther) 

1974 年 6 AE) BRINE RAIS Keema, 

Ri SREMA RE EMAM EAT, 198256 x 

在 同一 地 区 采 到 两 号 标本 ， 经 鉴定 系 黑 头 林 蛇 5o- 

iga nigriceps (Ginther)， 为 我 国 首次 纪录 ， 现 

报道 如 下 : 

主要 量度 及 鳞 被 征 状 如 表 1。 头 大 、 颈 部 明显; 

UTA K, WHEAT SE, Me 

FDL; SABER ARES A; 额 鳞 约 等 于 从 它 到 吻 

端的 距离 而 短 于 项 鲜 ， 闫 鳞 1， 长 宽 几 相等 ， 眶 前 

鲜 1， 几 乎 与 额 鲜 相 接触 ， 眶 后 鳞 2; 矣 鳞 3 士 3; 前 

A Sau 4 i PSB; Ja LER KK, 

Jam dy a 2) ie; BRST A; 肛 鳞 1 枚 。 

Al 2 Sek Te on ae eee: | 

RAS 全 长 (毫米 ) 尾 长 (毫米 ) ol iF 腹 BEE ECT) «= LE EE 
74001 1605 380 23 一 21 一 15 270 147 2 一 3 一 3 
82020 1745 385 25 一 21 一 15 265 119 2 一 3 一 3 
82021 1700 440 25 一 21 一 15 269 144 2 一 3 一 3 

生活 时 体 背 面 橄 槛 色 ， 语 段 略 带 暗 灰色 ， 其 上 im ak 

有 黑色 横 纹 ， 体 前 段 横 纹 间 有 自 色 带 朱红 的 斑点 ; (广西 医学 院 ) 
ART SE, 上唇 淡 自 色 ， 体 腹面 Se PK Wen Yetang 

At. 

ASOT IX RGR, (LIB RIE ATES, Fee, 
本 文 于 1984 年 3 月 15 日 收 到 。 

(Guangxi Medical College) 

Step Bt MRSA 
On the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WY Alligator sinensis 

1879， 俗 名 为 猪 娑 龙 "， 是 我 国 特产 的 一 种 

极其 珍贵 的 动物 ， 被 国家 列 为 第 一 类 保护 对 

象 。 它 也 常 被 称 为 "扬子 鲁 '。 

据 作者 考证 ， 曲 这 一 物种 (Species) 至 少 
从 中 更 新 世 起 就 在 安徽 和 县 ， 山 东 碗 州 、 泰 

安 ， 疡 江 余 姚 ， 上 海马 桥 一 带 生活 。 昌 这 一 

本 文 于 1984 年 1 月 7 目 收 到 。 

Fauvel, 

of Alligator sinensis in China 

J (Genus) 4:7) Mie or ne aT 世 起 ， 

就 在 新 疆 准 噶 尔 贫 地 南 缘 ， 江 苏 南京 ， 海 南 

岛 ， 广 西 都 安 这 人 么 广阔 的 版 图 之 内 生活 。 量 

这 一 亚 科 (Subfamily) 至 少 从 古 新 世 起 ， 就 

在 我 国 的 广东 省 和 安徽 省 有 了 可 靠 的 化 石 记 
录 。 

由 此 可 见 ， 晶 类 (Alligatorinae) 在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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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发 展 已 是 源远流长 ， 起 码 已 经 有 了 六 七 千 

万 年 的 历史 。 它 们 的 分 布 范围 也 非常 之 广 

大 ， 几 乎 遍及 过 整个 中 国 。 阁 今 的 化 石 记录 

表明 ， 趾 类 的 地 史 地 理 分 布 ， 新 疆 准 踢 尔 贫 

地 的 南 缘 是 它们 的 北 界 和 西 界 ， 海 南 岛 是 它 

们 的 南 界 ， 上 海 和 余姚 是 它们 的 东 界 。 它 们 

大 致 的 经 纬度 区 间 是 北纬 18 一 44"， 东 经 87 

—122°; 先后 跨越 过 26 个 纬度 和 35 个 经 度 

(Al, #1). 

显然 ， 这 些 化 石 资料 的 积累 ， 为 进 一 x 

RAM MR AU, EMBL R EG 

环境 等 提供 了 极为 宝贵 的 科学 资料 。 

根据 动物 地 史 存 在 最 直接 、 最 可 靠 的 化 

石 证 据 ， 在 全 新 世 新 石器 时 代 时 ， 量 这 一 物 

种 还 至 少 从 山东 泰安 到 浙江 余姚 都 有 ， 可 

是 ， 到 了 今天 却 只 残存 在 长 江 下 游 的 皖 、 苏 、 

浙 交 界 的 个 别 地 区 ， 并 且 大 有 行将 绝 灭 之 

势 。 其 急剧 退缩 的 原因 何在 ?作者 认为 是 多 

Bl PR ELA (Alligatorinae) 的 十 地 理 分 布 略 图 (图 中 产地 号 码 可 与 表 1 相对 照 ) 

=~3000 - 2000 —- 1900-59 0 

图 2 我国 近 5,000 年 温度 变化 曲线 anes 时 间 尺 度 是 越 往 左 缩 尺 越 小 ， 

导 V/ 

8) 

obits ahaa 1 eee is 

Oc 

tos Ore 要 

(4) 一 2 

-3 

1709 1309 1200 1950.44 

AR4E TK K ik F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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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原因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不 是 单 一 因素 所 

致 。 

首先 ， 是 气候 的 变化 。 根 据 我 国 近 5000 

年 温度 变化 的 曲线 ， 可 以 划分 出 明显 的 四 个 

温暖 时 期 和 四 个 寒冷 时 期 (图 2)。 第 一 个 温暖 

时 期 ， 从 公元 前 3000 年 到 公元 前 1000 年 左右 

[1]; 第 二 个 温暖 时 期 在 公元 前 770 年 到 公元 

M2]; 第 三 个 温暖 时 期 在 公元 600 一 1000 年 

[3]; 第 四 个 温暖 时 期 在 公元 1200 一 1300 年 

[4]。 第 一 个 寒冷 时 期 在 公元 前 1000 FAA 

到 公元 前 850 年 (1); 第 二 个 寒冷 时 期 在 公元 

初 到 公元 600 年 (2); 第 三 个 寒冷 时 期 在 公元 

1000 一 1200 年 (3); 第 四 个 寒冷 时 期 在 公 元 

1400 一 1900 年 (4)。 而 在 这 5000 年 期 间 ， 气 

候 总 的 特点 是 :温暖 时 期 越 来 越 短 ， 温 暖 程 

RRR; 寒冷 时 期 越 来 越 长 ， 寒 冷 程度 

越 强 。 从 江河 封冻 可 以 多 少 看 出 变 冷 的 趋势 

和 程度 。 在 第 二 个 寒冷 时 期 还 只 有 淮河 封冻 

的 例子 (公元 225 年 )， 第 三 个 寒冷 时 期 出 现 

了 太湖 封冻 的 情况 (公元 1111 年 )， 而 在 第 四 

个 寒冷 时 期 的 公元 1670 年 ， 长 江 几 乎 封冻 。 

此 后 ， 还 继续 有 大 冷 天气 。 例 如 :， 1892 一 

1893 年 的 “特大 寒 "， 连 广西 那样 的 纬度 都 奇 

冷 异 常 ， 广西 陆川 县 “大 雪 厚 二 尺 余 ， 竹 木 

多 陨 折 ， 鳞 介 亦 冻 死 。 钦 县 〈 今 钦州 县 檐 

瓦 如 挂 玻璃 ， 空 气 刺 骨 ， 牛 羊 死 无 数 ， 为 空 

前 未 有 之 奇 。 不 管 量 身 体 的 结构 是 多 人 么 完 

善 ， 适 应 性 是 何等 的 强 ， 它 们 毕竟 是 一 种 亚 

热带 变温 动物 ， 这 人 么 严酷 的 气候 变迁 ， 不 可 

能 不 对 它们 的 生存 和 地 理 分 布 产 生 严 重 的 影 

响 。 

其 次 ， 是 昌 赖 以 生存 的 自然 生境 的 破 

坏 。 第 四 纪 最 末 一 次 冰期 〈 玉 木 Wurm) 以 

后 ， 在 距 今 约 六 七 千年 的 时 候 ， 我 国 的 天 然 

植被 ， 从 东南 向 西北 ， 大 致 是 森林 (Al, | 

xX). ZR (1, 1K) RRR Al, Fi 

区 ) 三 个 地 带 “〈 中 国 科学 院 《 中 国 目 然 地 

理 》 编辑 委员 会 ，1982)。 这 个 时 期 以 来 ,我 

2s ee 
Ea ASAE 22 R&S BB Oy A ZE FR Bl Fs Fa BB HY BR AK He 

mC). Me—-Mekiny, El aT 

能 生活 在 森林 与 森林 之 间 ， 或 森林 边缘 的 水 

网 地 区 。 但 是 ， 几 千年 来 ， 经 过 世 世 代 代 长 

期 的 开拓 垦殖 ， 已 经 大 规模 地 改变 了 天 然 植 

被 的 面貌 ， 而 使 各 地 区 的 植被 类 型 有 了 极 大 

的 变迁 。 广 大 的 森林 、 沼 泽 和 草原 ， 经 过 多 

年 的 旦 殖 而 成 为 农田 ， 天 然 植 被 被 栽培 植被 

所 代替 ， 也 破坏 了 自然 界 原来 所 保持 的 相对 

平衡 ， 使 旭 等 动物 的 生活 愈 来 合 艰 难 ， 招 致 

它们 的 大 规模 地 褒 落 。 

人 类 活动 范围 的 增 大 ， 也 直接 影响 蜗 的 

分 布 。 约 在 距 今 3000 一 2000 年 前 为 低 海面 时 

期 。 此 期 间 各 大 河 下 游 平 原 淤积 强盛 ， 湖 泊 

沼泽 逐渐 淤 平 ， 人 类 开始 大 量 进入 东部 沿海 

平原 。 我 们 知道 ， 有 史 以 来 下 的 分 布 区 同时 

又 是 今天 我 国人 烟 最 稠密 、 经 济 文化 最 发 

达 、 开 发 最 充分 的 地 区 之 一 。 人 类 的 活动 不 

可 能 不 给 量 的 生活 带 来 危害 或 影响 。 

HimhA, LATE. RIA. PRA 

MRPRABR ARN. UW: 《诗经 

QE”. Alt, AGRN GAL 

HEE T ERO AL IRL 
2 LAR, TEN RRER RA SATE 

来 气候 变迁 〈 上 述 原 因 一 ) 以 及 一 些 人 为 的 

影响 (上 述 原 因 2 一 5)。 作 者 认为 ， 人 为 的 因 

素 可 能 是 更 重要 的 因素 。 

量 是 我 国 乃 至 世界 现代 珍贵 称 有 的 野生 

动物 资源 之 一 。 除 积极 开展 人 工 养 殖 以 外 ， 

在 保护 现存 野生 者 方面 ， 应 记 取 历史 上 的 经 

验 教 训 ， 努 力 研 究 ， 切 实 立 法 ， 有 效 保护 它 

们 及 其 生活 的 自然 环境 ， 使 之 在 我 国 长 期 繁 

衍 不 绝 ， 并 能 逐渐 增多 ， 实 在 是 我 国人 民 世 

世代 代 神 圣 而 光荣 的 职责 ! 

草 克 清 
(上 海 自然 博物 馆 ) 
Cao Keqing 

(Shanghai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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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联邦 动物 红皮书 》 简介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d Databook 

GhithenAnimalss off ReWSy HS) OR. 

fE—IL E/E KR ALK B> (‘Kpacnaa raura CCCP, Kusoruue”)) Ffi#e“K, x, CCCP”) 

第 一 版 出 版 后 ， DRM RS aS AS lh ZL 书 。 其 中 由 苏联 科学 院 等 单位 主持 编写 的 《 俄 

罗斯 联邦 动物 红皮书 》 (〈“Kpacaag KHITa 了 上 C@CPR， Iusorune” Pl fF fi fk “SK, x, PCOCP”) 一 

书 ， 于 一 九 八 三 年 在 莫斯科 出 版 。 这 是 继 “K. x, CCCP” 之 后 的 又 一 部 研究 苏联 动物 物种 的 重要 工具 

书 。 

所 谓 红皮书 , 是 研究 记录 自然 界 动 植 物 珍稀 物种 或 濒临 灭绝 物 种 的 一 种 专门 文献 。 这 种 文献 是 由 1948 年 

成 立 的 国际 自然 保护 联盟 (MCOII) 编辑 出 版 的 , ( 即 “Kpacaaa xaura MCOII” ,以 下 简称 " 民 . x, MCOII”, 

以 世界 动 植 物 为 记录 对 象 。 于 是 世界 各 国 相继 响应 ， 形成 了 一 批 为 数 不 少 的 红皮书 文献 ， 并 成 为 研究 世界 

各 国 或 地 区 珍稀 动 植物 的 重要 工具 书 。 

“Kx, PCCP” 记录 分 布 手 俄罗斯 联邦 的 247 个 种 或 亚 种 的 动物 。 关于 入 选 动物 物种 的 标准 ， 规 

we SU REARS: 

TR: 濒临 灭绝 的 种 或 亚 种 。 基 数量 已 极 少 并 且 分 布 区 急剧 减少 ， 很 可 能 在 很 短 时 间 内 灭绝 。 这 个 类 

别 也 包括 过 去 已 认为 灭绝 而 后 来 又 有 发 现 的 物种 。 

Ik: 数量 急剧 下 降 的 物种 。 这 些 动物 不 和 久 前 还 属 普 通 种 类 甚至 目前 还 有 一 定 的 数量 ， 但 数量 减少 极 

快 ， 如 不 采取 必要 措施 便 会 变 为 临危 物种 。 

下 级 ， 稀 有 物种 。 虽 未 直接 面临 危险 ， 但 数量 很 少 或 者 分 布 区 极 小 ， 任何 意外 危害 都 可 能 使 之 迅速 灭 

绝 。 

V2: 比较 少见 ， 但 尚未 进行 充分 研究 ， 有 可 能 处 于 危险 状态 ， 但 无 足够 的 资料 对 祥 作 出 评价 

Ae 

V&A: 曾 属 临危 物种 ， 在 采取 了 保护 措施 之 后 ， 数 量 已 开始 增加 的 动物 。 

这 五 条 标准 国际 红皮书 ， 即 “ 攻 . x, MCOII” 入 选 标准 基本 一 致 。 比 “及 .KEK。 CCCE” 要 详细 。 后 

BABA, BPR, 

“Kx, PCOCP” 49022, 2. Mea, PRG, fae, RRC. 昆虫 纲 蕊 个 部 分 ， 每 个 

部 分 都 附 有 有 具 代 表 性 的 物种 的 彩色 照片 、 图 片 以 及 该 部 分 研究 文献 索引 。 

对 于 每 种 入 选 动物 ， 都 设立 以 下 记录 项 目 ; 俄 文 种 GOL) AM, TFA, 分 类 系统 ， 入 选 类 

别 ， 是 否 收 入 “了 . x, CCCE” 或 者 “ 玉 . EMCOII” ,俄罗斯 联邦 分 布 图 一 幅 ， 有 动物 图 一 幅 ， 世界 分 布 

情况 ， 动 物 数量 。 生 态 学 ， 影 响 动物 生活 的 制约 因素 ， 保护 措施 ， 上 述 资料 的 文献 来 源 以 及 此 种 条 目 编 写 

者 姓名 。 

“K, 。PC@CP” 共 列 入 11 种 爬行 动物 和 4 种 两 枉 动物 。 其 中 ， 有 两 种 动物 一 一 浆 和 爪 名 一 一 在 我 国 
有 分 布 ， 前 者 在 我 国 分 布 极 广 ， 有 三 种 属 列 入 “K. x. MCOI” ,有 九 种 列 入 “ 玉 . x, CCCP” | pra 

动物 详细 情况 见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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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 KM HK， MK， 中 国 分 布 

学 Es PCOCP CCCP mcon 俄 文 名 称 及 中 文 名 称 

(1 一 V 级 ) (A 一 6 级 ) (HE) 1 
Trionyx sinensis I B 一 本 apHeBOcCTOUHa8 除 宁 夏 、 新 疆 、 

Strauch, 1890 aepenaxa 几 青海 、 西 藏 外 ， 

其 他 均 有 分 布 
Testudo graeca iberia I A 一 Cpeaqu3emMHOMOpcKasn 一 

(Pallas, 1814) aqepenaxa 

ab, FA Yi Riki Fs, 
Eumeces sehneideri I 一 一 本 工 世 HHOHOT 瑟 站 CI 了 HK 一 - 

(Daudin, 1802) 史 氏 石 龙 子 
Eumeces latiscutatus V 也 一 JjanpHesocrounHit 一 

(Hallowell, 1860) cHHHEK 远东 石 龙 子 

Ophisops elegans V — — Crpotnan 3MeeronopKa = 

(Meénétries, 1832) 险 窗 晰 

Eryx jaculus I 一 一 CanaqHui yaBbunk 一 

(Linnaeus, 1758) PRET UD iF 
Elaphe japonica I 5 一 - 中 IOHCKI 站 IOTO3 一 

(Maki, 1931) A AS ate 

Eirenis collaris I 一 一 OmettuuKosHi 3aipenuc 一 

(Manetries，1832) EMAC HE 

Eirenis modestus T 一 一 CmuupHHi 3uipenuc 一 

(Martin, 1838) REE 
Telescopus fallax I 一 一 Komaupa 3Me5 一 

(Fleischmann, 1831) FDL ERE 

Vipera kaznakowi I A 有 KaaBkascKag ramwxa 一 

(Nikolsy, 1910) BMA 
Onychodactylus fischeri I 5B 有 Yccypuiicu& KKOTT 瑟 CT 巧 站 吉林 

(Boulenger, 1866) TPUTOH JI tif 

Triturus vittatus ophry- I 5B 一 - Mamoa3 贡 aTCK 瑟 次 TpHTOoH = 

ticus (Bertold, 1846) 7) AG 

Pelodytes caucasicus I A 有 Kapra3ckan kpectoBKa 一 

(Boulenger, 1896) rea DORE BS 

Bufo calamita I is) 一 Kamumosaa xa6a 一 

Laurenti, 1768 =5 abs ee 

Th =k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Sun Erhu 

(Chengdu [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更 正二 则 

全 本 刊 1983 年 第 2 卷 第 3 期 第 78 页 《 目 本 的 两 种 “日 本 壁虎 ”> 一 文 第 3 部 分 “ 放 儿 岛 本 捐 宿 郡 山川 县 ”应 

& “EILBEBERWID” ; 又 “我 推测 是 否 是 前 面 说 过 的 B 型 (Gekko yakuensis) ? ”应 是 “… 了 
型 或 GeRRo yakuensis? ” 。 

全 本 刊 1983 年 第 2 卷 第 4 期 中 ， 英文 目录 中 ， 关于 赵 尔 灾 被 邀请 担任 世界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会 执行 委员 会 委员 
的 “执行 了 xecutive” 误 为 “筹备 Planning”， 特 此 更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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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中 国有 尾 两 枉 动 物 的 研究 >》 一 书 ，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赵 尔 密 和 胡 其 雄 合作 的 专著 。 全 书 共 

68 页 ， 有 三 个 图 版 ，16 开 本 。 由 四 川 省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出 版 。 

该 书 系 统 总 结 了 我 国有 尾 两 栖 劲 物 的 种 类 、 形 态 特 征 、 地 理 分 布 等 ， 附 有 科 、 属 检索 ; 并 对 我 国 主要 

科 、 属 的 分 类 和 演化 ， 提 出 了 一 些 新 的 见解 。 其 中 除 对 蝶 晨 科 部 分 属 、 种 作 分 类 订正 ， 还 试用 分 支 分 类 学 的 

分 析 方法 ， 作 小 鲍 科 演化 的 探讨 。 对 从 事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的 研究 、 教 学 、 资 源 保 护 、 博 物 馆 工作 等 人 员 ， 有 

一 定 参考 价值 。 

订阅 者 请 向 四 川 成 都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报 编 辑 部 办 理 订 购 手续。 定价 : 1.15 

元 、 邮 费 0.20 元 ， 邮 局 汇款 。 请 订购 者 在 汇款 单 上 写 明 姓 名 及 详细 地 址 ， 单 位 订购 要 有 经 手 人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 NEW HERPETOLOGICAL BOOK, 

STUDIES ON CHINESE TAILED AMPHIBIANS 

Being the lowest group of the living terrestrial vertebrates, the amphibia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vertebrate evolution, A new herpetological book entitled “Studies on Chinese 

Tailed Amphibians” by Zhao Ermi and Hu Qixiong at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by Sichu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shing House, 

This book systematically summerize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distri- 

bution of various species of urodeles found in China, Here is an index to the Chinese urodele 

families and genera, Here are new views on the taxonomy and evolution of the main families and 

genera, including some emendations on the nomenclature of certain genera and species in Salaman- 

dridae and an attempt to solve evolutionary problems of Hynobiidae by cladistic analysis, 

Ea 正 

本 刊 1984 年 第 3 卷 2 期 17 页 ，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这 种 结构 适 于 卵 的 停留 ， 吸 收 营养 和 受精 。” 应 更 

的 超 微 结构 中 的 “这 一 结构 是 与 其 功能 相 适 应 的 。 正 为 : “这 一 结构 是 与 其 功能 相 适 应 的 。 输 卵 管 在 

输卵管 一 般 在 排卵 后 ， 将 卵 拾 起 ， 并 在 卵 受 精 和 早 成 熟 的 卵 进 入 腹 舱 日 之 后 ， 将 卵 推 入 了 手 宫 。 在 电镜 

期 卵 有 裂 时 容纳 卯 ， 然 后 将 卵 推 和 子宫。 我们 在 电镜 下 看 到 输卵管 管 笑 极 不 规则 ， 有 许多 隆起 和 维 沟 ， 

下 看 到 输卵管 管 腔 极 不 规则 ， 有 许多 隆起 和 纵 沟 ， 这 种 结构 适 于 卵 的 停留 ， 吸 收 营 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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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I —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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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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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期 〈 神 经 管 期 ) ， 视 泡 (OV) 开始 形成 。X230。 

第 十 七 期 CRBZERA) , ， 视 泡 外 壁 和 头 部 外 胚层 (CHE) 紧 贴 。X230。 

第 十 八 期 〈 肌 肉 感 应 期 ) ， 视 泡 外 壁 加 厚 ， 内 壁 变 薄 ) 预定 晶体 板 (PLP) 开始 形成 。 X230。 

第 十 八 期 后 期 ， 视 杯 (OC) 开始 形成 ， 晶 体 板 (LP) 明显 加 厚 。X230。 

第 十 九 期 (心跳 期 ) ， 视 网 膜 神经 上 皮 原 基 (RN) Re ERE (PE) 形成; 晶体 板 (LP) 

脱离 头 部 外 胚层 并 团 成 彬 圆 形 。X 230. 

第 二 十 期 〈 鲁 血循环 期 ) ， 视 网 膜 神经 上 皮 中 央 部 分 开始 分 化 ; 晶体 (L) PRS; 角膜 

原 基 (CA) 形成 。X230。 

第 二 十 期 脉络 膜 裂 (CF) 闭合 ， 但 尚 留 缝 阶 ， 为 过 图 6 箭头 1 的 纵 切 面 。 久 200。 

第 二 十 期 脉络 膜 裂 〈CE) 近 心 端 闭合 ， 为 过 图 6 箭头 2 的 纵 切 面 。X200。 

第 二 十 一 期 (开口 期 ) ， 视 网 膜 色素 上 皮 加 厚 ， 神 经 上 皮 继 续 分 化 。X2310。 

.第 二 十 二 期 〈 尾 血循环 期 ) ， 视 网 膜 光 感 受 器 (PR) 开始 分 化 ;晶体 后 壁 细 胞 略 伸 长 ; 角膜 上 皮 

(CE) 变 薄 ， 内 角膜 开始 形成 。X 230。 

.第 二 十 三 期 ( 鳃 盖 衬 期 ) ， 视 网 膜 进 一 步 分 化 ; 晶体 后 壁 细胞 形成 初级 晶体 纤维 (PLE) ; 角膜 

基质 形成 。X230。 

.第 二 十 四 期 〈 右 鲁 盖 封闭 期 ) ， 视 网 膜 已 分 化 为 数 层 ; 晶体 开始 形成 次 级 晶体 纤维 (9LE) ， 晶 

体腔 缩小 ， 角 膜 (C) 已 基本 透明 。X230。 

.第 二 十 五 期 〈 鳃 盖 完全 封闭 期 ) ， 视 网 膜 的 分 化 已 基本 完成 ; 晶体 腔 完 全 被 晶体 纤维 充满 角膜 

已 完全 透明 。X230。 

. 师 寻 期 ， 眼 的 结构 基本 上 已 和 成 体 相似 ， 但 外 、 内 角膜 尚未 合并 。X230。 

. 变态 ， 眼 的 结构 已 和 成 体 相 似 ， 外 、 内 角膜 合并 为 永久 角膜 ， 下 眼 险 已 形成 。X230。 

.第 二 十 期 视网膜 中 央 部 分 ， 示 神经 纤维 层 (NF) 及 神经 节 细胞 层 (NG) 开始 分 化 。 X650。 

. 第 二 十 期 角膜 原 基 〈CA) ， 示 上 皮 细胞 内 有 大 量 色素 且 较 厚 。X 650。 

.第 二 十 二 期 视网膜 ， 示 光 感 受 器 (PR) 已 开始 分 化 。 义 650. 

.第 二 十 二 期 角膜 上 皮 〈CE) ， 示 色素 已 略 有 减少 并 变 薄 。X650。 

.第 二 十 四 期 视网膜 ， 示 光 感 受 器 (PR) 已 进一步 分 化 。X650。 

.第 二 十 四 期 角膜 上 皮 (CE) 已 基本 透明 ， 尚 残留 少量 色素 。X 651， 

. 第 二 十 五 期 视网膜 ， 示 光 感 受 器 (PR) 分 化 完善 

.第 二 十 五 期 角膜 (C) 已 透明 。X650。 

图 版 下 

图 1 草绿 龙 晰 四 上 皮 细 胞 冰冻 蚀刻 电镜 照 请 。 显 示 出 索 条 近似 平行 和 波浪 式 的 排列 ， 索 条 在 PE 面 上 

表现 为 突起 的 旺 状 。X58900 

图 2 除 近 似 平行 的 索 条 外 ， 紧 密 连 接 的 索 条 环绕 成 近似 手指 螺纹 样 的 结构 。X21300 

图 3 紧密 连接 的 索 条 互相 交错 形成 树 根 状 网 格 ， 在 卫 E 面 为 上 四 下 的 浅 沟 。X32500 

图 4 紧密 连接 的 索 条 构成 不 规则 的 网 状 图 纹 。 索 条 在 了 FE 面 上 表现 为 上 四 下 的 浅 沟 。X32500 

图 5 紧密 连接 区 索 条 既 有 平行 波纹 的 ， 又 有 未 规则 的 网 状 结构 。 素 条 粗细 不 等 。 细胞 质 膜 PF 面 与 也 F 

面 界线 清楚 。X 34300 

图 6、7 “与 图 5 相似 ， 在 紧密 连接 的 内 侧 ， 有 向 纵深 伸 出 的 游离 末端 。 有 的 单 根 ， 有 的 成 树 状 分 又 。 

ER BARAK, AUER RARER 〈Gj) 。 图 6 X26200; 图 7 x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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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瀛 仙 等 扬子 鲍 和 密 河 鳄 染色 体 组 型 的 比较 

on™ eo adh Dia ee gg 

Les) Keane | 

1. HPP SUS AEA PS RARER (雄性 ) » tHHR=104. 

9 场子 鲍 短 期 离 体 培养 淋巴 细胞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及 其 染色 体 组 玫 GHEE) ， 标 乓 三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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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理 学 

FRAG MEIGS Ip HED BA AEB Ok PE ee 

烙铁 头 Z7ri7teresUras MUc7rosdqua7latus 驼 毒 血 小 板 聚 ee ae 

新 分 类 阶 元 

西藏 自治 区 小 树 蛙 属 一 新 种 〈 无 尾 目 ， 树 峙 科 ) cece rt HR aH 
浙江 直 属 一 新 种 及 其 亚 化 石 记述 和 了 张 明 华 

西藏 树 蜥 属 〈 晰 蝎 亚 目 ， 晤 晰 科 ) 一 新 种 :pp ce Roe SBA 

简 报 

(55 

( 61 ) 

C 672 

《71 ) 

《77 ) 

广西 长 晤 蜥 初步 调查 。 AS ( 79 ) 。 浙 江 洞 头 列岛 两 栖 动物 初步 调查 “ 蔡 者 抹 (28). 
三 肢 、 无 尾 畸 形 龟 & 陵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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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四 种 龟 类 血清 蛋白 的 比较 分 析 
RR RAK 

(Ee 8) 4 Beek ABE AT ) 

摘要 本 文 对 我 国 不 同 产地 的 乌龟 ， 以 及 不 同 亚 科 的 大 头 平胸 鱼 ， BR, 四 眼 斑 水 旬 等 
四 种 怨 类 的 血清 蛋白 ， 进 行 了 聚 丙烯 酰胺 和 SDS 疾 胶 电泳 ， 根 据 电 泳 行为 ， 讨 论 了 其 属 间 差别 程 
度 和 其 共性 ， 试 验 结果 表明 :， 属 间 的 血清 自 蛋 白 共 性 较 强 ， 其 c、B8、 和 ? 三 种 球 蛋白 均 表 现 程度 
示 同 差别 ， 其 中 黄 缘 闭 壳 龟 和 四 眼 斑 水 龟 相 近似 ， 与 乌龟 差 别 较 大 ， 大 头 平胸 龟 与 前 述 三 PAY 
不 相同 ， 差 别 更 为 悬殊 ， 初 步 讨 论 了 其 亲缘 关系 。 

BREE QNAMRAMMAMIETS, 197) 对 我 国 龟 丈 目 动物 ， 作 了 详细 论述 ， 喻 

维新 (1983) 对 乌龟 的 血液 学 生化 作 了 检测 和 分 析 ， 夏 金 叶 等 1983) 对 皖南 地 区 产 五 种 馆 的 生 

活 习 性 和 血 象 进行 了 比较 观察 ， 关 于 我 国产 龟 科 的 血清 蛋 自 的 研究 ， 尚 未 见 有 报道 ， 为 了 对 

我 国 龟 类 的 分 类 区 系 和 瘟 化 的 研究 ， 以 及 对 其 应 用 提供 资料 ， 本 试验 选择 平胸 龟 亚 科 的 平胸 

i, AVES, WRK. Asc Re Mee. BETA Ms Be Re 

SDs 凝 胶 电 泳 的 比较 ， 分 析 其 血清 蛋 自 差异 程度 ， 联 系 其 形态 ， 生 活 习 性 及 进化 程度 ， 作 一 

些 探讨 。 

材料 和 方法 

材料 来 源 
KS 种 名 x S Th 忌 * & H 

ay 乌龟 Chinemys reevesii POI), 26H 19824655 

a fh ” 安徽 1982 年 6 月 

as ets) ” Wdk, HE 1982 年 7 月 
ET 平胸 色 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 limites 1982479 A 

c #2225248, Cuora flavomarginata’, WL, HE 1982469 5 

d DORR DE7Kta Clemmys quadriocellata am, Be 198 2 年 9 月 

血清 的 制备 ”被 试 动物 经 形态 学 鉴定 后 ， 活 体 解 前 ， 从 心脏 采血 约 tas, ES Te 

置 3 小 时 ， 用 3000rpm 离心 15 分 钟 ， 取 上 清 液 ， 在 重 温 箱 中 567 灭 活 30 分 钟 ， 放 冰箱 备用 。 

电泳 ” 按 兰 州 生物 制品 研究 所 采用 的 常规 的 聚 两 焕 酰 胺 北 胶 电 访 方 法 进行 ， 即 8cm x 8cm 

X0.2cm 的 六 孔 垂 直板 电泳 2 小时， 电压 110VY， 电 流 60mA , 考 马 斯 亮 兰 R250 染 色 ，8 驳 醋酸 ， 

本 试验 蒙 胡 其 雄 ， 何 济 之 提出 宝贵 意见 ， 杨 文明 协助 拍照 ， 在 此 说 致 谢意 。 
本 文 于 1984 年 4 月 13 日 收 到 。 



2 CS Re i See ; ) 3 卷 

25 匈 乙醇 退色 液 退 色 后 ， 直 接 拍照 。 
SDS 凝 胶 电 泳 按 瑞 归 Pharmacia fine Chemicals 公 司 推 荐 的 垂直 板 不 连续 电泳 方法 ， 分 

离 胶 浓度 改 为 9 男 ，0.375M Tris HCl 组 冲 液 ，pH8.8， 浓 缩 浓 度 为 4 哆 ，0.125M Tris 

瓦 C1 缓 冲 液 ，pH6.8， 均 含 9Ds 0.1 匈 ,电泳 缓冲 液 为 Tris 6g/1 HAM 28.8g/1 pH8.5， 用 

150V 电 压 电 泳 8 小 时 ， 用 25 狗 异 两 醇 ，10 狗 醋酸 脱 SDS 和 固定 ，0.02 匈 考 马 斯 亮 兰 溶 于 7 邦 

醋酸 染色 ， 甲 醇 :醋酸 :水 (3:1:6) 退 色 液 脱色 。 

样品 预 处 理 取 血 清 0.5ml， 与 含有 2 狗 9D5 ,29FSECH, 0.01 OA MEAL KIAM 0.5ml 混 

@, 7£100C KA EMA 1 分 钟 ，1000rpm 离 心 5 分 钟 取 100ml1 点 样 。 本 试验 为 三 个 不 同 产地 

的 各 10 只 乌龟 ， 大 头 平胸 龟 5 只 ， 闭 壳 龟 5 只 ， 四 眼 斑 水 龟 一 只 的 血清 混合 后 的 样品 ， 进 行 

多 次 重复 。 

a 果 

从 图 1 的 四 种 龟 的 血清 蛋白 聚 丙烯 酰胺 凝 胶 电 泳 的 行为 ， 可 以 看 出 科 ， 属 间 的 差别 程 

度 ， 不 同属 龟 血 清 蛋白 组 分 有 的 差别 较 大 ， 如 乌龟 的 球 蛋 白 (cl，c:， 和 ) 三 个 区 带 几 和 卑 相 

一 致 ， 而 另外 三 种 龟 的 cs 球 蛋 白 谱 带 染 色 强 度 较 深 ， 如 闭 壳 鱼 和 四 眼 斑 水 龟 在 此 区 带 范 围 部 

分 ， 呈 现 一 条 很 窄 的 深 色谱 带 ， 平 胸 龟 又 较 此 二 种 龟 更 为 深 而 宽 些 。 这 四 种 龟 的 血清 自 蛋 自 

的 区 带 ， 较 其 他 动物 的 血清 和 白 蛋 白 组 分 ， 有 些 不 同 ， 如 其 和 白 蛋白 的 电泳 迁移 过 程 出 现 不 连 

续 的 断裂 现象 ， 说 明 其 不 是 一 种 单一 的 蛋白 质 ， 与 滑 鼠 蛇 血 清白 蛋白 电 泳 图 谱 相 似 ( 蒋 龙 富 ， 

1983)， 其 他 组 分 未 见 有 明显 差别 ， 表 现 其 具有 某 些 共 性 的 血清 蛋 和 白质。 三 个 不 同 产地 的 乌 

龟 的 图 谱 相同 ， 表 明 不 受 地 理 环境 的 改变 ， 导 致 血清 蛋 自 的 组 分 变异 。 

相同 试验 批号 的 龟 血 清 ， 用 十 二 烷 基 硫酸 钠 (3Ds5) 阴 离子 去 污 剂 处 理 后 ， 进 行 >D5 育 丙 

烯 酰胺 凝 胶 电 泳 结 果 ， 见 图 2。 

其 中 乌龟 的 血清 共 分 离 出 染色 强度 不 等 的 10 条 谱 带 ， 平 胸 龟 呈现 8 Sis, RAs 
9 条 ， 四 眼 斑 水 怨 9 条 等 不 同 迁 移 率 和 分 子 量 图 谱 ， 进 一 步 表明 了 色 类 的 属 间 在 血清 学 上 的 

差别 。 

wm 6 

两 栖 类 动物 的 进化 速率 比 之 哺乳 类 动物 要 慢 得 多 ， 但 其 组 成 生物 体 的 物质 基础 一 一 蛋 自 

质 的 进化 速率 往往 又 与 哺乳 动物 相似 (Wilson 等 1977)， 伴 随 着 物种 的 形成 过 程 和 发 生 ， 它 

们 表达 各 自 遗 传 性 状 的 “工具 ”是 蛋白 质 的 组 分 以 及 其 构 型 和 同 工 酶 性 状 上 ， 所 以 蛋 自 质 是 

从 本 质 上 反映 了 物种 的 属性 关系 ， 用 电泳 技术 分 析 物 种 的 同系 或 非 同系 重 白 质 的 组 分 异同 程 

度 ， 计 算 某 些 动物 的 亲缘 关系 和 演化 系统 等 Avise(1974) 已 经 作 了 详细 论述 ，Wayne 和 Frairf 本 wa 

(1979) 对 几 种 龟 类 的 血清 学 的 免疫 距离 (ID) 和 抗体 量度 比例 ， 以 及 其 生理 生化 等 表现 , 讨论 是 
了 属 间 的 差别 现象 和 亲缘 关系 。Dozy(1964) 对 海龟 ， 螨 色 等 六 种 龟 类 的 血红 蛋白 ,在 淀粉 是 
凝 胶 电泳 和 其 免疫 沉淀 反应 的 异同 ， 分 析 了 它们 属 间 的 亲缘 关系 。 本 试验 从 这 四 种 龟 类 的 血 
清 恒 白 的 两 种 电泳 行为 ， 试 从 其 组 分 上 共性 和 差别 程度 ， 提 供给 研究 我 国 几 种 主要 属 种 龟 的 

演化 和 亲缘 关系 ， 提 供 初步 依据 。 若 从 上 述 所 得 结果 而 论 ， 四 个 属 的 代表 种 的 同系 的 血 祖 自 

蛋 自 的 共性 较 大 ， 表 现在 C- 球 蛋 自 共性 较 大 者 ， 为 黄 缘 闭 壳 旬 和 四 眼 斑 水 龟 ， 推 论 其 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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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血 清 蛋白 分 子 量 68 . 000 

4 1 - 球 蛋 印 | 链 分 了 量 55 .000 

0 强人 了 量 18.400 

图 2 四 种 包 类 血清 蛋白 3SDS3 凝 胶 电 泳 图 谱 

a,— 4 旬 Chinemys reevesii iu: || 

a,— &@ Chinemys reevesii 安 微 

a3 一 乌 &  Chinemys reevesii #A ab 

b—-- 7-4 & 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 广西 

c—# #i] + @ Cuora flavomarginaia a oak 

Al w# etme SgOenakhreee d—wWiksztxk & Clemmys quadrlocellata Po ag. 

Ke RB e—ftt EEG 

关系 可 能 较 近 ， 与 乌龟 则 较 远 些 ， 而 与 另外 一 亚 科 的 平胸 龟 的 差异 较 大 ， 其 杀 缘 关系 可 能 更 

远 些 ， 这 种 推断 是 否 存在 其 可 能 性 ， 有 竺 进行 更 多 的 研究 。 

在 动物 外 中 , 龟 类 是 耐 饥 力 较 强 的 一 种 爬行 动物 , 它 的 寿命 长 ( 据 记 载 有 的 种 大 约 可 活 150 

年 )， 行 动 迟缓 ， 避 敌 能 力 不 强 ， 生 理 代 谢 速 度 缓慢 的 杂食 性 动物 ， 老 单 就 免疫 学 上 来 讲 : 

各 种 脊 推动 物 的 免疫 球 蛋 自 出 现 次 序 是 不 一 致 的 ， 如 硬 骨 鱼 最 先 出 现 IgM ,两 栖 类 则 出 现 IgM 

和 IgG. 哺 乳 动物 (A) 则 出 现 IgM、IgG 和 IgA 到 人 类 才 趋 示 完 善 ， 我 国 龟 类 的 免疫 球 蛋 

自 抗原 性 和 抗体 组 份 的 类 型 特征 ， 以 及 其 功能 区 的 特点 ， 与 生命 的 关系 和 药 用 价值 ， 均 有 符 

进一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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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N SERUM PROTEIN OF 

FOUR SPECIES OF TESTUDINIDS FOUND IN CHINA 

E Weiyuan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ntergene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mys reeve- 

sii, Cuora flavomarginata, Clemmys quadriocellata of Emydinae, and Platysternon 

megalocephalum of Platysterninae based on comparison of the electrophoreto- 

grams obtained by polyacrylamide and SDS gel electrophoreses of their serum 

protein, Three kinds of C. reevesii caught from different localities were used in 

our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rum albumins of different genera show 

great resemblances while their a-, B-, and y-globulins exhibit differences in 

varying degrees, The globulin of C. flavomarginata is relatively similar to that 

of C, quadriocellata, but differs from that of C. reevesii, P, megalocephalum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hree genera in globulin electrophoretic beha- 

viour, The affinity between these genera is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eee ee eee eee eee eee ee eee eee ee le eee 

( #68000) . KS 1 

124A RRMA RAAE, Wee, 《广西 中 医学 院 药学 系 ) 

汤 甜 肉 鲜 美 ， 有 明 目 之 功效 。 Lin Luhe 

2. 药 用 去 内 脏 之 于 体 浸 酒 ， 名 叫 马 里 蛇 (Depariment of Pharmacology, 

Wi, SENG, RSH, AKATKDA, Guangx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RnB 7e Chinese Medicine) 

a one wm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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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R RRM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摘要 ， 环 文 首次 报道 两 种 消 峙 9taxrois 的 核 型 ,四 川 庙 峙 8. mantzorum (David) WO, ARE 

2a 王 26。 雄 性 第 5 对 是 高 度 异 型 性 染色 体 ， 属 于 XXX/XY 型 ，X 是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Y 是 亚 端 着 丝 粒 

Mek, YR BAIR KER BA, GS. liengshanensis (3 HH RH) S2n=26, Y 

2n=27, HEME TIE ZA LER BAe, (REE Al AABN OT 

体 ， 这 条 染色 体 显著 小 手 其 他 相 邻 的 几 对 小 桨 色 体 。 凉 山 满 圣 两 性 核 型 之 间 的 二 倍 体 数目 不 等 的 

特征 ， 可 能 是 一 种 与 性 别 决 定 有 关 的 红 型 现象 。 

淇 蛙 属 >taxrois 的 全 部 种 类 ， 均 栖息 于 山 误 流水 域 环境 ， 成 体 指 、 趾 端 扩 大 呈 吸 盘 状 ， 

旷 星 腹面 有 吸盘 ， 与 蛙 科 人 anidae 其 他 属 的 区 别 显著 ， 被 认为 是 蛙 科 中 较 特 化 的 一 个 BR. 

在 国外 东南 亚 记 载 有 少数 几 种 ;我国 现 知 有 13 种 ,分 布 于 秦 锁 以 南 的 山区 。 关 于 庙 蛙 属 的 染色 

KARAS, SRA EM. (FSF IOS SER BINA CE, see 

乡 等 地 采 到 新 种 一 一 凉 下 淇 峙 标本 ， 形 态 上 与 四 川端 峙 相似 ， 而 四 川 庙 上 蛙 分 布 广 ， 即 使 同一 

六 地 的 标本 ， 其 个 体 变异 也 较 大 ， 在 分 类 上 存在 若干 疑点 。 因 此 ， 在 形态 学 的 基础 上 比较 二 

者 之 间 的 染色 体 组 是 有 意义 和 必要 的 。 

材料 和 方法 

1. 四 川 汕 峙 5o[、5 蛙 ， 采 自 模式 标本 产 区 :四 川 省 宝 兴 县 、 盐 井 公 社 附 近 山 诅 ， 海 拔 

1500 米 ;凉山 汕 圣 2 吕 、3?， 采 自 四 川 省 昭 觉 县 七 里 坝 附 近 山 诅 ， 海 拔 3000 米 。 

2. 有 丝 分 裂 中 期 染色 体 标 本 系 采 用 骨髓 制备 。 实 验 动 物 在 采 骨 散 前 饲养 于 室温 〈207 

—30C) 下 ， 按 10wg/ 克 体重 比例 自 腹腔 注射 0.1 匈 秋水 仙 素 溶液 (以 人 Ringers 液 配制 )。 注 射 

后 不 同 个 体 分 别 经 1 小 时 30 分 钟 至 2 小 时 ， 然 后 麻醉 致死 立即 采取 骨 散 。 细 胞 悬 液 在 20 人 条 

件 下 低 渗 处 理 。 其 余 制 片 、 染 色 及 染色 体 的 测量 、 计 算 方 法 等 ， 均 与 作者 以 前 报道 〈1982) 

相同 。 

本 文 于 1984 年 6 月 7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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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R 5 o7FE12074F 5 Y ALOT 4 HH HH 5) A ER, DO i EE, EEN 染 色 体 

组 均 是 2n 一 26， 由 5 对 大 型 和 8 对 小 染色 体 组 成 。 大 、 小 染色 体 的 分 界线 表现 在 第 5 对 与 第 6 对 

两 对 染色 体 之 间 在 长 度 上 有 显著 差别 。 参 照 国内 学 者 对 同 科 其 他 种 类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分 组 情 

况 ， 将 它们 分 成 三 组 : 

1A: 仅 含 第 1 对 大 染色 体 ， 属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和 m)。 

14: @& 第 2 一 一 第 5 对 共 4 对 大 染色 体 。. 第 2 和 第 4 对 是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第 3 对 是 亚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Sm); 第 5 对 染色 体 瞧 、 雄 两 性 之 间 不 一 致 ， 内 性 的 两 条 染色 体 是 同形 的 、 

均 为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 雄性 者 一 条 是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而 另 一 条 则 属于 亚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St). 

1A: 包含 第 6 一 一 第 13 对 共 8 对 小 染色 体 。 除 第 8 对 属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外 ， 其 余 ? 对 

均 为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其 中 第 6 对 短 臂 上 有 一 显著 的 次 绞 痕 〈 图 版 I )， 次 弱 痕 区 RK, 

臂 末 端 显示 为 一 个 清楚 的 随 体 。 少 数 细 胞 中 第 10 对 染色 体 长 车 上 也 观察 到 一 较 窒 的 次 弱 痕 。 

雌 、 雄 两 性 染色 体 组 之 间 在 第 5 对 染色 体 上 有 区 别 ， 因 此 ， 第 5 对 被 认为 是 决定 性 别 的 性 

染色 体 。 根 据 雄 性 第 5 对 的 两 条 染色 体形 态 上 高 度 分 化 的 异形 特征 ， 四 川 淇 蛙 的 性 决定 机 制 

应 属于 雄性 异 配 XX/XY 型 。 其 中 具 中 着 丝 粒 的 是 又 染色体， 亚 端 着 丝 粒 的 是 Y 染 色 体 。 从 测 

量 10 个 核 型 所 得 的 平均 值 ，Y 染 色 体 长 度 略 大 于 X 染 色 体 。 

2. 凉山 满 蛙 

观察 2 吕 共 69 个 及 3 哇 共 139 个 分 裂 中 期 相 。 凉 山 满 峙 上 肉 、 雄 两 性 的 染 色 体 二 倍 体 数 不 相 

等 ， 雄 性 2n 三 26( 图 版 T)， 难 性 2na 王 27( 图 版 下 )。 雄 性 由 5 对 大 型 和 8 对 小 染色 体 组 成 ; 

除 前 面 13 对 染色 体 与 雄性 者 完全 一 致 外 ， 多 一 条 小 染色 体 即 第 27 条 染色 体 ( 图 版 下 )。 大 、: 

染色 体 之 分 表现 在 第 5 和 第 6 对 两 对 染色 体 之 间 在 长 度 上 有 明显 的 界线 。 多 亲 光 EN ee 

组 : 

A. 仅 含 第 1 对 大 染色 体 ， 属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 

1A: 包含 第 2 一 一 第 5 对 共 4 对 大 染色 体 。 第 3 对 是 亚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在 短 臂 上 近 着 丝 

粒 处 有 一 较 罕 次 绞 痕 ;其余 3 对 均 是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IZ: 5 LSAT SRO MADE BK. TEMES ATA) BABA 

包含 在 本 组 中 。 除 第 8 对 是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外 ， 本 组 中 其 余 各 对 小 染色 体 均 是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的 。 第 6 对 染色 体 短 臂 上 具有 一 显著 的 次 纸 痕 ( 图 版 1 )。 绝 大 多 数 分 裂 相 中 均 可 见 到 ， 该 

次 痕 区 宽大 而 其 末端 则 显示 了 一 个 清楚 的 随 体 。 在 少数 细胞 的 分 裂 相 中 第 7 对 之 短 辟 上 和 

第 10 对 染色 体 长 车 上 也 有 一 较 窒 的 次 绞 痕 (图 版 T)。 肉 性 核 型 中 第 27 染 色 体 是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的 ， 其 长 度 比 其 他 几 对 小 染色 体 较 小 而 易于 识别 。 

讨 论 

1。 比较 上 述 两 种 满 蛙 核 型 的 结果 ， 既 有 基本 的 相似 性 特征 ， 也 有 显著 的 区 别 ， 两 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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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体 组 除 第 5 对 染色 体外 ， 其 他 各 对 相对 应 的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粒 类 型 是 一 致 的 ( 见 表 1、2)， 

且 在 第 6 对 及 第 10 对 的 同一 位 置 上 都 具有 次 弱 痕 ， 所 不 同 的 是 凉山 兴 峙 第 7 对 当 色 体 短 辟 上 有 

一 次 绞 痕 ， 在 四 川 汕 峙 该 对 染色 体 上 则 没有 。 更 显著 的 区 别 是 四 川 满 蛙 属于 雄性 异型 ， 具 有 

高 度 异 型 的 性 染色 体 .而 凉山 汪 峙 叭 、 雄 之 间 的 二 倍 体 数 不 均等 , 具 性 核 型 里 多 一 条 小 染色 体 ， 

这 可 能 是 一 种 只 性 异型 的 现象 。 由 此 可 见 ， 在 同 种 的 两 性 核 型 之 间 以 及 两 种 的 同性 之 间 核 型 

上 的 分 化 是 十 分 清楚 的 。 因 此 ， 作 者 等 将 凑 山 滑 蛙 另 立 为 新 种 ( 竺 发表)。 

表 1 VNR EKG MK, AAR RFR HR AMS) 
SS < WT Fe 

对 Ease) Goa) (0 个 组 及 染色 体 类 型 
153.57 士 9.58 45 .58+2.1 1,190.10 m 

2 132.02 士 6.75 a9 sigs a iy 1.63 士 0.19 m 

3 A 12 ake ea 36.914 .74 1.75 士 0.36 sm 

4 108 .28-5.07 41,064.31 1,480.30 m 

x 100.088 .58 42.04 士 3.12 1.38 士 0.18 m 

y 104,507.91 20.03 士 2.52 3.99 士 0.65 st 

6 66.83 士 4.36 44.38 士 4.57 TSEW 2 m 

7 56.11243.46 46 .6522.25 1.14 证 0.1 m 

8 52.39 士 2.25 31.01 士 3.76 2.27 士 0.4 sm 

9 49 .53 士 1.90 45.03 士 3.74 1.23 士 0.19 m 

10 46.18 士 3.09 46.93 士 2.96 TS m 

11 ae ote 44 8143.08 1.31 二 0.28 m 

12 40.68 士 3.52 44.48 士 4.75 fe ailtstal) 925 m 

13 36.134 .40 43.62.62 12h) ae 508 m 

表 2 凉山 潢 蛙 娄 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 展 比 、 着 些 粒 指 数 的 代表 值 
g 10 个 细胞 昌 10 个 4h fe 

a I AS VTLS 

对 NK ff i wet ZS 相对 长 度 9 比 。 着 丝 粒 指数 FEF 
jl 1G Ree eG) UI CuB ae Sys ec dy OY ae ICR. TOU) LUMEN Aiea Cy s(t) | es: 

Pe goa aa Od Gsm Sha tiae oe iets OO Saat TO malo Ot) 32 3a Te bien te 

Bh TUM leet Us). 5) RIGS TAG cle NER aes oO) Oa) 1G BRR lami lay) oer 

A Negara 1 Samo ages ml SO RemG oe a Aa d7 | 10.852 eeu eee 

5 98.48+3.4 1.39 士 0.14 41.7742.5 m 95.74 士 3.35 1,.3640.12 42.3 42.1 m 
Ge Gdeetacoed 1, lfamOie ASA 9G ste i 9h) ena 69.21 十 4.21 1.28 士 0.11 43.84 士 2.0 于 

7 有 0 ee LeClair bie a ip War ll apace Lui iae il A | sa 

DDE Gar OSE T oo GA TGISSIR ean Tl RED OG DPS OeE) Oi ei) fijsce) 2 ym 

Oe Sseelemiay 1: 3oamiee Asm O isk 2a) oom Oma Osta aie il 2 0) 08) 43.83 士 1.58 ”所 

COAG RG 2st 3) 1! Simi 2 iiss Aa eae ie (ere ihe 1.2 士 0.16 45.66 士 3.16 | am 

ASS hatches 1 22 aha el AA Orie ap oe My Siam ly, eee Ie Gass, Oil ial 

ao GcetG 1 SOs ge 13 2 大 0 iO OP Gp GT Tiare (it) U8) (jas) (Ril sen 

13) 39072507 1. 32sm0 83 43) Ora 4 Oy A 22a etn jal 20st OUT ea SS 

32.87 士 1.25 1.34 士 0.23 43.04 士 4.11 | 

2. 两 种 消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基本 上 是 由 5 对 大 的 和 8 对 小 染色 体 组 成 ， 大、 小 染色 体 之 分 在 

于 第 5 与 第 6 对 之 间 的 长 度 上 有 明显 的 分 界线 。 这 样 的 组 合 形式 大 体 上 与 蛙 科 各 属 所 普遍 具有 

的 核 型 模式 相符 合 ， 它 可 能 反映 了 同 科 不 同属 闻 的 近 乡 关系 。 另 一 方面 ， 四 川 庙 峙 、 凉 山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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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 核 型 内 都 出 昌 现 了 性 染色 体 的 分 化 ， 表明 其 在 核 型 进化 上 经 历 了 更 深刻 的 演变 ， 从 而 又 反映 

了 与 外 部 形态 上 的 特征 相 一 致 的 特 化 趋向 。 

3.，” 关 于 无 尾 类 的 异型 性 染色 体 问 题 ， 以 前 曾 有 少数 记载 ， 产 于 欧洲 的 盘 BH Diseo- 

glossus pictus(2n 一 28)， 第 13 对 是 端 着 丝 粒 的 ， 在 只 性 核 里 该 对 两 个 染色 体 不 等 长 ， 被 认为 
是 峻 性 异 配 的 22/2W 型 ;又 如 非洲 的 爪 效 Xenrobpus laevis 人 工 饲养 于 实验 室 的 品 系 有 异型 

的 性 染色 体 ， 也 属 ZZ/ZW 型 ,而 在 南部 非洲 等 地 区 自然 条 件 下 的 种 群 , 则 染色 体 组 内 在 形态 

上 没有 识别 性 染色 体 的 任何 特征 (Morescalchi，1973)。Vorontsov (1973) 综合 查 看 了 无 

尾 类 17 个 科 包 括 上 述 两 种 在 内 总 共 约 200 种 核 型 中 有 关 异 型 性 染色 体 的 资料 ， 认 为 缺乏 足够 

的 细胞 遗传 学 证 据 ， 因 此 对 它们 是 否 真 正 存在 异型 的 性 染色 体 是 有 上 妖 问 的 。 据 近年 的 报道 ， 

证 实 无 尾 类 中 确 有 少数 几 种 存在 异型 性 染色 体 ， 既 有 雄性 异 配 的 XX/XY 型 ， 也 有 肉 性 异 配 

的 2/2 允 型 ， 每 一 类 型 又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表现 形式 : 一 如 欧洲 的 玉 . esculenta (Schempp, 

1981;) JRXX/XY AYA AY HAE Bufo gar garizans [fj ZZ/ZW 型 ， 其 性 染色 体 对 之 两 

个 染色 体 ， 没 有 形态 上 如 大 、 小 和 着 丝 粒 位 置 不 同 的 差别 ， 用 常规 染色 技术 观察 不 能 区 分 

只 能 用 特殊 显 带 技术 ， 标 记 DNA 不 同步 复制 的 顺序 而 出 现 复 制 型 上 的 异型 现象 才 能 加 以 识 

别 ， 这 种 异型 现象 被 认为 是 性 染色 体 对 尚 处 于 从 同型 向 着 异型 分 化 的 初期 阶段 (Schempp, 

1981; 温 昌 祥 等 ，1983。); 另外 ， 如 非洲 产 Pyxzceppnalus adspersus 属 ZZ/1Z 玉 型 ， 南 美的 一 

Ft #:Gastrotheca riopgampae 为 XX/XY 型 ， 这 两 种 核 型 里 的 一 对 性 染色 体 ， 在 形态 上 已 经 

GQ mHRHRERERMHRARA 
S, mantzoru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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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度 分 化 ， 仅 用 常规 技术 观察 即 可 识别 ， 这 被 认为 是 高 度 异 型 的 形式 (Schmid, 1980b;). 

”本 文 报道 四 川 滇 蛙 和 凉山 洋 峙 的 核 型 ， 是 我 国产 无 尾 类 中 具有 高 度 异 型 性 染色 体 的 核 型 

的 两 个 首 例 ， 匹 其 有 意义 的 是 凉山 洋 峙 的 核 型 两 性 之 间 二 倍 体 数 不 等 ， 肉 性 里 多 一 条 即 第 27 

染色 体 ， 明 显 小 于 其 他 8 对 小 染色 体 ， 三 个 瞧 性 个 体 的 观察 结果 一 致 ， 表 了 明 该 条 小 染色 体 不 

是 个 体 变异 或 由 于 畸变 而 出 现 的 三 体 ， 因 此 确认 它 是 一 种 与 性 别 决定 有 关系 的 异型 现象 。 基 

于 两 性 的 二 倍 体 数 互 不 对 等 ， 那 末 ， 膏 山 消 峙 的 性 决定 机 制 只 可 能 是 复合 式 的 性 染色 体 

(multiple sex chromosomes) ， 第 27 条 染色 体 就 是 性 染色 体 之 一 。 同 种 两 性 核 型 二 倍 体 数 

不 等 的 特征 ， 在 无 尾 类 中 此 前 尚 无 记载 。 这 在 怜 行 类 动物 里 则 不 少见 ， 以 美洲 蜂 蜥 科 Igua- 

nidae 较 为 普遍 ， 如 Anolis 属 中 有 XXX;X,/XIXY 型 (Gorman,1973.); 在 眼镜 蛇 科 卫 1api- 

daet @Z,Z,Z,Z,/Z,Z,W A, fete tee} Hydrophiinaert AZZ/ZW ,W, WS Beh 类 型 (Vo- 

rontsov, 1973.) MIlmErPeERARKEREANAR, -RSTABEANRBLHAM, HAE 

He ECBRHEBAWRT SRAADONERZERHRUN RAK. AFR 

两 性 的 前 13 对 染色 体形 体 一 致 ， 限 于 本 研究 中 所 采用 的 观察 技术 ， 未 能 准确 地 识别 出 全 部 的 

性 染色 体 ， 尚 有 竺 重新 获得 标本 ， 改 进 方法 作 进 一 步 研 究 。 

参考 文 mM 

MRE, FARE: 中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 科 学 出 版 社 (1961)。 

四 川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礁 行 劲 物 研究 室 : 中 国 两 栖 动 物 系 统 检索 。 科 学 出 版 社 (1977)。 

mats: 中 华 大 旷 峰 染色 体 分 带 和 姐妹 染色 单 体 互 换 的 研究 。 遗 传 学 报 10(47):291 一 297(1983 )。 

尚 克 刚 等 : 中 华 大 蟾 内 Z 到 型 性 别 决定 的 细胞 遗传 学 证 据 。 遗 传 学 报 10(4):298 一 305(1983)。 
Gorman GC, The chromosomes of the Reptilia, a cytotaxonomic interpretation, Jn Cyto- 

taxonomy and Vertebrate Evolution(eds, AB Chiarelli and E Capanna),Academic Press, 

London & New York, 359—375(1973). 

Morescalchi A; Amphibia, In Cytotaxonomy and Vertebrate Evolution, 233—348(1973). 

Schempp W and M Schmid; Chromosome banding in Amphibia, J, BrdU-Replication pat- 

terns in Anura and demonstration of XX/XY sex chromosomes in Rana esculenta, Chro- 

mosoma 83:697—T10(1981). . 

Schmid M, Chromosome banding in Amphibia, Y , Highly differentiated ZW/ZZ sex chro- 

mosomes and exceptional genome size in Pyxicephalus adspersus (Anura, Ranidae), 

Chromosoma 80:69—96(1980). 

Schmid M et al,: Chromosome banding in Amphibia, J~, An unusual XY/XX-sex chromo - 

some system in Gastrotheca riobambae (Anura, Hylidae), Chromosoma 88:69—82(1983). 

Vorontsov NN, The evolution of the sex chromosomes, Jn Cytotaxonomy and Vertebrate 

Evolution, 619—631(1973). 



TWO RARE KARYOTYPES OF ANURANS, THE KARYOTYPES 

OF STAUROIS MANTZORUM AND S, LIANGSHANENSIS 

Wu = Guanfu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karyotypes of Staurois mantzorum 

anb of S. liangshanensis sp. nov, (to be published), doth of which are rare in 

the study of anuran karyotypes. 

Both sexes of S, mantzorum have the same diploid numder, 2n=26, The 

male has a dissimilar pair of chromosomes, pair 5, which consists of one 

metacentric X-chromosome and one subtelocentric Y-chromosome, which i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former, 

The male of S, liangshanensis has a diploid number of 26, dut the female has 

an extra chromosome, which is remarkably smaller than the preceeding microchro- 

mosomes, in addition to the 13 pairs of chromosomes corresponding to those of 

the male, This is probably a form of heterogamy concerning sex betermination, 

ez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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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JI 20 Fe oP El pe EBB Sea ah 
DNA 的 制备 和 鉴定 

oS 路 ik & 水 AR SES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 牺 研究 所 

摘要 采用 四 川 红 原 中 国 林 蛙 卵 为 材料 ， 制 备 分 离 了 卵 吓 EDN 人 A。 蛙 卵 用 化 学 方法 除去 胶 膜 ,用 差 

速 离心 的 方法 得 到 线粒体 ,用 10 匈 SPDs 打 破 线粒体 膜 提取 粗 制 画 tDNA, 再 用 氧 仿 一 一 哎 戊 醉 脱 蛋白 

质 ， 最 后 用 Sepharose4B 柱 纯化 号 tDNA。 对 纯化 的 mtDNA 采用 紫外 光谱 、 凝 胶 电 泳 、 电 镜 等 

方法 进行 了 鉴定 。 红 原 中 国 林 蛙 卵 虽 tDNA 为 环形 分 子 , 用 电镜 测 得 mtDNA 环形 分 子 的 平均 周 长 

为 5.24n 匡 ， 其 分 子 量 为 10.8X 105 道 尔 顿 。 以 蛙 卵 为 材料 分 离 制备 王 tDNA 比 用 峙 其 它 组 织 取 材 容 

易 ， 量 比较 大 ， 制 备 方法 简单 ， 是 较 大 量 制备 蛙 mtDNA 的 适当 材料 。 

线粒体 基因 组 是 具有 自主 复制 与 表达 的 体系 ， 在 遗传 上 有 其 自己 的 转 点 。 近 年 ,应 用 

mtDNA 的 内 切 酶 谱 技术 及 对 mtDNA 核 音 酸 序列 的 进化 进行 分 析 ， 可 以 对 种 群 的 演化 进行 

估计 ， 并 能 比较 亲缘 关系 很 近 的 种 群 之 间 mtDNA 结 构 的 差异 ， 是 分 子 分 类 学 的 最 新 进 RZ 

一 。 两 种 两 栖 类 CX laevis FR, pipiens) mtDNA 的 杂交 是 第 一 个 测定 mtDNA 核 音 酸 序 

列 同 源 性 的 研究 工作 (I. B. Dawid 等 1968)。 对 另外 两 种 亲缘 关系 很 近 的 两 栖 类 《所 laevis 

FIX, muller) mtDNA 同 源 性 所 作 的 分 析 是 研究 mtDNA 核 背 酸 序列 进化 问题 中 的 重大 贡献 . 

根据 对 核 苷 酸 序 列 的 进化 所 作 的 分 析 ， 尽 管 这 两 种 蛙 在 5 于 万 年 以 前 就 已 经 分 化 了 ， 但 仍 可 

以 在 人 工 杂 交 下 获得 有 生存 能 力 的 后 代 〈I. B. Dawid 1972) 。 以 两 种 自足 鼠 为 材料 所 作 

的 mtDNA 限 制 性 内 切 酶 谱 的 定性 及 定量 的 比较 ， 对 这 两 个 种 种 群 的 演化 作出 了 明确 的 结论 ， 

甚至 能 区 别 同 种 不 同 地 理 远 缘 的 种 群 间 的 差异 。 

我 国 两 栖 类 类 群 的 演化 及 分 类 尚 有 许多 问题 需要 深入 探讨 ， 应 用 mtDNA 酶 谱 技 术 研 究 

中 国 两 栖 类 类 和 群 的 演化 及 分 类 尚未 见报 导 。 制 备 分 离 mtDNA 是 开展 这 方面 工作 的 基础 。 

I.B.Dawid 有 关 峙 卵细胞 质 DNA 起 源 于 线粒体 的 研究 ， 证 明 蛙 卵细胞 的 DNA 含 量 比 体 

细胞 的 DNA 含 量 高 300 一 500 倍 ， 而 峙 卵 总 DNA 的 绝 大 多 数 来 源 于 卵 线 粒 体 (I, B. Dawid 

1966) 。 已 证 明 卵 由 于 其 生物 功能 的 需要 ， 含 有 大 量 的 线粒体 。 哺 乳 类 、 乌 类 等 动物 制 漂 

mtDNA 常 用 肝脏 作为 材料 ， 但 是 两 栖 类 由 于 上 述 的 原因 ， 则 以 卵 作 为 材料 更 为 适当 。 

材料 和 方法 

1. SRY WC Se PRB 

Spake eee. B. Dawid 的 方法 进行 (1I. B. Dawid, 1965) , 

RMAK LABOR EES MS, BRWE. 

ACF 1984469 4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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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胶 膜 使 分 离 制 备 难于 进行 ， 细 菌 易于 污染 材料 ， 造 成 纯化 的 mtDNA 中 常 含 有 细菌 

DNA 的 杂质 。 因 此 除去 卵 的 胶 膜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篇 基 乙 醇 等 含有 并 基 的 化 合 物 能 溶解 多 种 蛙 卵 的 外 层 胶 质 «CD. CC，Micell 等 ，1977) 。 

篇 基 类 化 合 物 会 破坏 卵细胞 表面 膜 ， 因 此 ， 要 注意 掌握 入 基 类 化 合 物 处 理 的 浓度 和 时 间 。 

(1) REP 

BCAA HA Sl PRE BY ZEEE HH, RAR 4 CA “RERUN” INBe7KHA, AIRE. PRA 

AYE KE 6 AVSABIE POON. PEA BT LIC ae ee ik BE 〈 大 于 18C) HA. RTE TA AH 

脑 垂 体 悬 液 ， 室 温 QOCW EL) 放置 几 十 小 时 〈 离 天 然 产 卵 期 您 近 ， 注 射 脑 垂 体 的 量 愈 少 ， 

放置 时 间 也 念 短 ) 。 从 卵巢 中 取出 成 熟 的 卵 ， 可 进一步 进行 除 胶 处 理 。 

(2) 除 胶 的 方法 

除 胶 溶液 的 配制 A. 改良 的 Holtfreter 's 溶 液 (D. D. Brown 1964) 1 升 溶液 中 各 

组 分 的 克 数 ，NaCl 0.35,KC1 0.005, CaCl, 0.01, MgCl, 0.02, B. 3 弥 半 胱 氨 酸 一 HC1， 

用 Holtfreter's 溶液 作为 溶剂 配制 ， 用 NaOH 调 pH 至 7.8 后 ， 再 添加 木瓜 蛋白 酶 至 终 浓度 

0.2%, IFA sTBc. 

So ARR EAR kK, REMARK RI, FEM PET. BBE 

Bye rH AY AY [a] PS GS ARASH A RR BDI AAT A Ta]. SX. /aevis 处 理 2 一 3 4 oh, RK. 

pipiens ih 20—3 04> FP EN Rese SIAR, TOM TH OD ATARI ED, RRR 多 ， 

用 B 液 处 理 1 一 2 小 时 才能 完全 除 胶 。 除 去 胶 膜 的 卵 用 A 液 或 重 蒸馏 水 洗 几 次 ,立即 提取 mtDNA. 

也 可 放 一 707 冰箱 保存 备用 。 立 即 提 取 和 卵 在 存放 后 提取 的 效果 是 一 样 的 。 | 

2. 线粒体 DNA 的 制备 I. B. Dawid 的 方法 而 有 所 修改 Ud. B. Dawid, 1966) 。 

(1) 线粒体 的 制备 

卵 浸 于 0.25M 莽 糖 ，0.03Mtris(pH7.4)，lmMEDTA 中 用 玻璃 义 浆 器 轻 轻 匀 A, Fl 匈 

重量 10 一 20 倍 体积 的 缓冲 液 悬 浮 卵 的 悬 液 于 900Xg 离 心 15 分 钟 ， 离 两 次 ， 弃 去 细胞 硫 片 ， 取 

上 清 液 于 15,000Xg 离 心 40 分 钟 ， 沉 省 分 两 层 ， 紧 靠 离 心 管 底 的 为 黑色 色素 颗粒 层 ， 其 上 为 

黄 神色 的 匈 线 粒 体 ， 仔 细 地 取出 卯 线粒体 ， 避 免 混 入 黑色 色素 颗粒 ， 将 线粒体 再 用 同样 缓冲 

液 基 浮 一 次 ， 以 同样 方法 离心 纯化 一 次 ， 取 线粒体 议 证 。 

(2) 线粒体 DNA 的 制备 

将 线粒体 悬浮 于 0.05Mtris 一 HCl 一 0.1MNaCl 一 0.01MEDTA(pH8.5) 中 《〈 绥 冲 液 用量 

按 工 克 卵 1m1 计 算 ) . M20MSDSBARE ALD, £37 C KARL EKER EITC, 

加 5MNaClO, 至 1M， 在 冰箱 中 放 2 小 时 以 上 ,，5,;000xg 离 心 20 分 钟 ,除去 这 证 ， 上 清 液 用 0.5 

体积 氧 仿 一 一 异 戊 醇 〈VY/V=24:1) 在 室温 反复 抽 提 数 次 BRR, FEMA! )， 

坦 至 水 相 与 有 机 相 界 面 不 再 出 现 变性 蛋 自 为 止 ，5,000Xg 离心 20 分 钟 ， 取 出 上 层 水 相 ， 加 

0.2 体 积 1M 乙 酸 钠 ， 再 加 2.5 体 积 95 匈 乙醇 〈 预 冷 至 一 20C )， 在 一 20C 冰箱 放置 过 夜 ， 沉 证 

线粒体 DNA， 次 日 ，5,000xg 离心 30 分 钟 ， 收 集 DNA 并 溶 于 5—10ml0.05Mtris—HCI— 

0.1MNaCl 一 0.01MEDTA (pH8.5) 中 ， 加 固体 'NaCl 至 终 浓度 2M, 4-200 冰箱 中 放 

4 小 时 以 上 ， 析 出 的 大 量 沉 淀 主要 是 RNA， 用 12,000xg 离心 20 分 钟 除 去 。 上 清 液 即 可 上 
Sepharose 4B 柱 。 

Sepharose 4B 柱 〈55X2.5 厘 米 ) ， 使 用 前 用 0.01Mtris 一 下 Cl1 一 2MNaCl 一 ImMEDTA 

CPH8.5) 平衡 ， 样 品 上 柱 后 用 平衡 缓冲 液 洗 脱 ， 流 速 每 分 钟 0.4ml, , 每 5ml 收 集 一 管 , 测定 

A:eo. 将 含有 mtDNA 的 各 管 合并 后 ,对 0.01Mtris 一 HCl 一 0.01MNaCl 一 ImMEDTA(pPH7.5) 

OE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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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 ,然后 用 透析 缓冲 液 稀释 的 50 匈 甘油 反 透 析 至 很 小 体积 .经 过 透析 的 样品 也 可 用 正 丁 醇 脱 
水 浓缩 〈 禅 品 : 正 丁 醇 =1:1) ， 处 理 数 次 至 很 小 体积 ， 用 乙 配 除 去 正 丁 醇 。 

以 上 所 用 的 全 部 溶液 都 在 实验 前 新 鲜 配 制 ， 并 经 高 压 灭 菌 ， 除 指出 的 以 外 ， 全 部 操作 都 
在 0 一 4C HEFT. 

3. 琼脂 糖 凝 胶 电 泳 采用 水 平板 电泳 ，tris 一 硼酸 缓冲 系统 (Peacock, 1968) 。 
4. 电镜 

电镜 样品 的 制备 按 常规 采用 的 乙酸 贸 法 (CA. K. Kleinsctmidt 等 ，1966) 。 

5. 试剂 和 仪器 
+o CPR SDS) 用 前 经 过 重 结晶 ，Sepharose 4B(Pharmacia)， 琼 脂 糖 

(上 海 东 海 制药 厂 ) ， 乙 酸 贸 “〈 天 津 化 学 试剂 一 厂 ，AR)， 其 它 化 学 试剂 均 为 国产 分 析 纯 。 
紫外 光谱 用 751 型 分 光 光 度 计 (上海 分 析 仪 器 厂 ) We. 

ae MW 

1. 线粒体 的 制备 

每 次 提取 可 用 30 一 100 克 成 熟 的 红 原 中 国 林 蛙 卵 。 

900xg 离 心 后 的 沉淀 主要 含 卵 蔓 、 色 素 颗 粒 及 细胞 碎片 等 ， 根 据 纯化 mtDNA 的 产 率 并 

结合 Dawid 的 报导 (I. B. Dawid 1966) 进行 分 析 ，900Xg 离 心 后 的 沉淀 中 匈 DNA 的 含量 少 

FOP RDNAHI5%, 15,000X¢ 离心 后 在 沉 证 中 大 约 售 80 匈 的 DNA， 色 素 颗 粒 几 乎 不 含 

DNA， 在 上 清 液 中 含 大 约 20 匈 的 DNA。 

我 们 在 收集 线粒体 沉淀 时 ， 混 入 不 少 色素 颗粒 ， 但 是 ， 线 粒 体 沉 淀 混入 一 些 色素 颗粒 并 

不 严重 王 挠 提取 的 程序 和 效果 。 

2. 线粒体 DNA 的 制备 及 鉴定 

(1) Sepharose 4B #245 

从 线粒体 提取 粗 制 mtDNA 以 后 ， 
用 Sepharose 4B 柱 层 析 纯 化 mtDNA 2 

(Al). 

ITH eA DNA ie 

JEP, Acco? Acso= 1.72, Areot Azso= 

2 (图 2) 。 

在 琼脂 糖 凝 胶 电 泳 图 谱 中 (图 3 )， 

峰 工 的 物质 电泳 后 出 现 了 四 条 区 带 ， 

将 电泳 区 带 切 下 ， 放 一 20C 有 冰箱 淮 0.5 

冻 ， 将 解冻 后 冻 融 出 的 溶液 按 乙 酸 贸 

法 展开 制 样 ,做 电镜 观察 ,按照 Laipis 
等 人 的 分 析 〈Laipis 等 ，1979) ， 并 100 200 300 400 
结合 我 们 观察 的 结果 ， 按 电 汶 迁移 率 洗 脱 液体 者 Chm) 

从 大 到 小 的 顺序 ， 这 些 区 带 分 别 为 超 图 1 Sepharose 4B 柱 凝 胺 过 滤 纯 化 红 原 中 国 林 蛙 狂 
wy. HA D-H 分子、 直 mntDNA 柱 子 大 小 : 25X5BR, be tote 

线 型 分 子 和 开 环 型 分 子 〈 图 5 有， I . 积 6 毫 升 ， 洗 脱 条 件 见 材料 与 方法 部 份 

5 

i] 

TR AS 1B (RK 269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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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 cnm) 

Boe ewmt DNA 的 此 外 光谱 

DE 

图 3 mt DNARK BRA 图 4 处 化 nt DNA 

腕 电泳 模拟 图 A. 多 化 mmt DNA 

B, #4)mt DNA LAFREAT 2. 直 线 型 
分 子 3. 带 有 D-=- 环 的 分 
子 A RMRRED FT 

的 物质 电泳 后 ， 只 见 RNA， 未 见 DNA。 

(2) 电镜 分 析 

将 峰 工 的 物质 接 乙酸 贸 法 展开 制 样 ， 随 机 抽样 观察 了 20 个 mtDNA 的 闭环 和 开 环 分 子 ， 

测量 mtDNA 的 平均 周 长 为 5.24um， 根 据 zatDNA 的 平均 周 长 ， 计 算 求 得 四 川 红 原 中 国 林 Hee 

mtDNA 的 分 子 量 为 10.8X 10s 道 尔 顿 ， 与 其 它 后 生动 物 一 样 , 红 原 中 国 林 蛙 卵 的 mtDNA te 

环形 分 子 〈 图 4) 。 

分 子 量 按 以 下 公式 折算 Ginsheimer,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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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M AM Seem DNA 的 电镜 照片 
A, 开 环 型 BL ， 带 有 D- 环 的 分 子 (箭头 所 指 为 D- 环 ) 

PFE GERD) 三 环形 分 子平 均 周 长 〈 微 米 ) X2.07x10° 〈 道 尔 顿 /微米 ) 
(3) 产 率 

1 5258 CH) 可 获得 25 一 30mg 线 粒 体 蛋 自 , 若 mtDNA 的 量 以 10.D, 值 等 于 50ug 计 ， 
则 每 严 g 线 粒 体 蛋 自 可 产生 0.36 一 0.50ugmtDNA .从 冬季 到 产 久 前 采集 的 林 蛙 ， 越 趋 成 熟 ， 

产 率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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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FROM 

THE EGGS OF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FROM 

HONGYUAN, SICHUAN 

Yu Lu Zhang Yichang Yu Ping E Weiyuan Li Shengqua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 

Abstract 

The methods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eggs of the 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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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which was collected from Hongyuan, Sichuan are 

described, The eggs were degelatinized by chemical means and mitochondria were 

obtained by differential centrifugation, Crude mtDNA was extracted from mito- 

chondria with 10% SDS,then deproteinized with chloroform-isoamyl alchohol, 

and finally purified by Sepharose 4B column chromatography, The purified 

‘mtDNA was identified by various means of ultraviolet absorption spectrum, gel 

electrophoresis,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mtDNA of the eggs of this frog 

is a circular molecule with a mean length of 5.24 um and a molecular weight 

of 10.8X10°® daltons, The egg of frogs is a suitable material for the preparation 

of mtDNA ina big way as it is more readily obtainable, larger in amount, 

and involves simpler methods than other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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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e G3 hs he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种 群 数量 的 估算 

(过 宁 兹 岛 老 铁 山 自然 保护 区 管理 处 ) 

蛇 岛 位 于 辽东 半岛 南端 的 渤海 中 ， 离 大 陆 7 海里 ， 面 积 约 0.63 平 方 公里 ， 为 国家 重点 自 
然 保 护 区 。 岛 上 感 产 蛇 岛 蜡 蛇 4gRistroawom shedaoensis Zhao 1979, 形成 以 蛇 岛 音 蛇 为 中 心 

的 海岛 生态 系统 。 关 于 蛇 岛 蜡 蛇 的 种 群 数量 ， 曾 有 过 多 次 报道 ， 但 历次 报道 的 数量 差别 很 
大 ， 依 据 的 方法 也 不 一 。 为 搞 清 蛇 岛 蜡 蛇 种 群 的 现存 量 ， 并 探讨 合适 的 数量 统计 方法 ， 于 
1982 年 的 5 月 和 9 月 ， 采 用 标志 重 捕 法 ， 进 行 了 全 面 的 踏 查 统计 。 本 文 报道 了 统计 结果 ， 对 
所 采用 的 踏 查 统计 方法 、 历 次 报道 的 数量 及 加 强 保护 管理 的 措施 等 进行 了 讨论 。 

Damas 

依据 标志 重 捕 技术 的 基本 原理 (G. W. Cox, 1972), CRE SBRATEOSH t 
目 活 动 高 潮 期 间 ， 即 5 月 及 9 月 中 、 下 旬 的 早上 5 时 30 分 至 9 时 30 分 ( 黄 沐 朋 等 ，1976)， 统 
计 人 员 每 二 人 一 组 ， 分 别 沿 一 定 的 路 线 和 范围 ， 逐 沟 逐 段 地 遍 找 所 能 见 到 的 蛇 ， 对 所 遇见 的 
蛇 在 尾 端 标 以 一 种 油画 颜色 ， 记 录 各 人 首次 标志 数 ,合计 为 当天 该 统计 范围 的 标志 总 数 (M) 。 
第 二 天 从 紧 接 前 一 天 终止 统计 处 开始 ， ABRAM ORER, APRBT OR, WE 
PRs wih, SRAM MARAE, SORA SAE SME A 
peo ts 统计 后 ， 再 按 首次 标志 统计 的 工作 范围 ， 依 次 进行 重复 标志 统计 。 在 
一 统计 范围 内 ， 首 次 与 重复 标志 统计 的 间隔 时 间 为 4 一 5 天 。 重 复 统 计时 ， 在 蛇 的 尾 端 稍 往 

ies 一 种 油画 颜色 ， 各 组 分 别 记录 新 标志 数 与 重复 标志 数 ， 统 计 各 组 记录 为 该 统计 范 
围 的 新 标志 数 〈 刀 )、 重 复 标志 数 (也 ) 及 其 总 数 (T=D+P) 。 每 次 都 按时 测定 岛 上 的 气温 
和 相对 湿度 ， 记 录 天 气 变化 ， 作 环境 状况 的 参考 值 。 秋 季 统 计时 ， 对 当年 增产 的 仔 蛇 另 行 统 
计 核 算 ， 使 春秋 两 季 绕 计 的 总 体 一 致 ， 且 可 估算 种 群 当年 的 增殖 数 。 

将 各 统计 范围 的 结果 ， 按 林 可 指数 (Linacoln Index) 公 式 估算 各 范围 的 种 群 天 小 (V)， 
及 95 驳 置信 界限 内 的 种 群 值 (QW95 驳 )。 依 据 公 式 如 下 ， 式 中 及 为 重复 率 (R=P/T), vr 为 新 标 
%(r=D/T), 

N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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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95%) Pat) oo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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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bbs) 准 则 ， 即 若 某 一 统计 范围 的 重复 率 的 百分数 (了 R 狗 )， 其 离 均 差 的 绝对 值 |yal， 大 

于 标准 值 4(c，m) 与 标准 差 S 的 乘积 时 ， 则 判断 该 重复 率 为 反常 值 ， 应 子 别 除 ， 该 沦 围 的 统 

计 结 果 不 能 用 。 

结 OR 

春季 统计 结果 春季 统计 时 间 是 5 A120, “ANS LRA 17—230; 相对 湿度 为 

55 一 63 匈 。 各 范围 的 统计 及 估算 结果 列表 1 。 

(B21, 1982 年 春季 蛇 岛 蜡 蛇 种 群 数量 统计 ) 

表 1 所 列 的 重复 率 波 动 较 大 ， 二 沟 西 坡 ( 焉 ) 的 重复 率 为 52.56 匈 ， 而 六 沟 ( 开 ) 的 重复 率 

仅 16.36 匈 。 六 沟 的 情况 是 ， 5 月 22 日 午夜 岛 上 有 阵雨 ， 5 月 23 日 早上 进行 重复 统 计时 ， 地 
面 潮湿 ， 地 面 上 的 蛇 特 多 。 雨 后 放 畏 ， 遇 见 的 蛇 特 多 ， 这 是 蛇 岛 常见 现象 ， 原 来 岛 上 气候 较 

于 燥 ， 下 雨 后 湿度 增高 ， 使 平时 不 出 洞 的 蛇 也 出 来 喝 水 纳凉 ， 这 样 就 扩大 了 新 标志 蛇 数 。 经 

可 靠 性 检验 ， 无 论 第 焉 号 或 第 开 号 统计 范围 的 结果 均 非 反常 值 ， 其 统计 数据 可 用 。 检 验 结果 

Ce ee a 

S= 一 15.55 

A(0.05,. 6)=1.82 

A(0.05, 6)-S=1,82X 15.55=28,35 

〈《 附 表 1 一 1. 春季 重复 率 的 可 靠 性 检验 ) 

秋季 统计 结果 KERMA 9 月 16 至 24 日 ， 当时 岛 上 气温 为 23 一 27 吕 ， 相 对 湿度 为 
64 一 74 匈 。 各 范围 的 统计 及 估算 结果 ， 按 当年 仔 蛇 和 除 当年 仔 蛇 分 别 列表 2、 表 3。 可 靠 性 检 
验 表 从 略 。 

( 附 表 2. 1982 年 秋季 蛇 岛 蜡 蛇 种 群 数量 统计 (当年 仔 蛇 )) 

〈 附 表 3. 1982 年 秋季 蛇 岛 蜡 蛇 种 群 数量 统计 ( 除 当年 仔 蛇 )) 

全 岛 种 群 数量 估算 春秋 两 次 实际 进行 统计 的 范围 ， 仅 包括 可 以 攀登 部 分 。 岛 上 还 有 部 分 
地 区 是 峭壁 陡坡 ， 难 于 进行 统计 作业 ， 均 未 作 统 计 ， 其 面积 约 占 全 岛 地 表 总 面积 的 30 匈 顽 
右 。 这 些 地 段 经 实际 踏 查 ， 仍 可 见 数量 不 等 的 蛇 ， 其 密度 较 稀 。 对 这 些 地 段 ， 今 后 要 创造 条 

件 ， 在 保证 安全 的 原则 下 ， 进 行 调查 统计 。 目 前 暂 以 20 狗 的 加 权 比 率 ， 进 行 对 全 岛 种 群 数量 
的 估算 。 累 计 各 统计 范围 的 核算 值 及 其 加 权 比 率 ， 估 算出 春秋 两 季 蛇 岛 蜡 蛇 种 群 全 岛 数 量 的 
总 值 及 其 95 匈 置信 上 、 下 限 的 总 值 ， 详 列 于 表 4 。 

( 附 表 4 . 1982 年 蛇 岛 蜡 蛇 全 种 群 数量 ) 

据 表 4 所 列 ， 可 把 1982 年 蛇 岛 蜡 蛇 种 群 数 量 状况 总 结 如 下 ; 

1. 据 春 季 统 计 ， 全 岛 有 蛇 约 七 和 于 七 百 条 至 一 万 另 九 百 条 。 据 秋季 统计 ， 全 岛 有 蛇 约 九 

二 条 至 一 万 一 千 五 百 条 。 人 综合 两 次 统计 ， 估 算 蛇 岛 蜡 蛇 全 群 的 现存 量 约 一 万 条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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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 秋季 统计 ， 全 岛 有 当年 仔 蛇 约 九 百 条 至 一 千 六 百 条 ， 估 算 全 群 当 年 增殖 仔 蛇 约 千 

余 条 ， 年 生殖 率 约 为 10.68 一 15.65 邦 。 

2 

关于 数量 统计 方法 这 次 数量 统计 的 工作 方案 =， 是 在 总 结 以 往 对 蛇 岛 是 蛇 数 量 调查 经 验 的 
基础 上 ， 依 据 标 志 重 捕 技 术 的 基本 原理 ， 结 合 蛇 岛 蜡 蛇 的 分 布 特点 、 活 动 规律 ， 及 蛇 岛 的 地 
Fe Ht Se MUTT BY 

1. 选择 了 适宜 的 统计 时 机 和 重复 统计 间隔 。 据 对 蛇 岛 蜡 蛇 的 长 期 考察 ， ee 
有 两 个 季节 活动 高 潮 ， 春 季 在 5 月 前 后 ， 秋 季 在 9 月 前 后 。 在 活动 高 潮 季 节 ， 每 天 有 两 个 日 
活动 高 潮 ， 早 上 从 清晨 至 10 时 以 前 ， 午 后 从 15 时 至 黄 型 。 从 整个 种 群 来 看 ， 蛇 岛 蜡 蛇 活 动 的 
季节 性 差异 是 明显 的 ， 非 活动 高 潮 期 间 ， 仅 能 遇见 少量 的 蛇 。 选 择 在 活动 高 潮 期 间 进 行 数量 
统计 ， 有 利于 提高 遇见 率 及 重复 率 ， 缩 小 对 全 群 估算 的 误差 。 

重复 统计 的 间隔 时 间 ， 应 在 种 群 活动 侈 复 正常 以 后 ， 使 首次 被 标志 的 蛇 ， 不 致 因 受 人 为 
干扰 而 不 活动 。 为 确定 适宜 的 重复 统计 间隔 ， 春 季 曾 在 一 、 二 沟 ， 分 别 间 隔 1 一 3 天 进行 重复 
统计 试验 。 试 验 说 明 ， 间 隔 时 间 适 当 延 长 ， 能 提高 重复 率 。 依 全 岛 统 计 作 业 的 安排 ， 确 定 间 
隔 4 一 5 天 。 

2. 握 弃 了 样 方法 ， 采 用 标志 重 捕 法 ， 对 全 岛 逐 沟 逐 段 地 进行 全 面 普 查 。 样 方法 宜 于 对 

均匀 或 随机 分 布 的 种 群 ， 统 计 其 相对 密度 。 若 要 以 相对 密度 估算 种 群 的 大 小 ， 则 要 知道 调查 
的 总 面积 及 其 样 方 的 比例 。 蛇 岛 的 地 形 地 瑶 很 复杂 ， 全 岛 山 蛮 起 伏 ， 崎 谎 和 不平， 乔木 、. 灌 从 、 
草本 与 草 生 芒 本 植物 犬 牙 交错 ， 相 互 混杂 ， 不 但 难于 测定 地 表 总 面积 ， 且 难于 区 分 各 类 生境 
的 界限 并 准确 测定 其 各 占 面积 。 蛇 岛 蜡 蛇 在 岛 上 呈 成 群 分 布 ， 一 般 多 集中 在 灌 从 、 草 灌 混杂 
地 段 及 林 缘 ， 其 分 布点 及 群集 程度 ， 有 一 定 季 节 性 差异 ， 且 常 随 岛 上 的 候鸟 活动 及 每 天 的 风 
速 、 风 向 、 睛 雨 等 气象 变化 而 有 所 变迁 。 过 去 试行 样 方 法 进行 统计 时 ， 曾 有 如 下 情况 ， 原 来 
在 样 方 内 已 标志 的 蛇 ， 重 复 统计 时 却 群集 在 样 方 外 的 某 地 ， 而 在 样 方 内 无 一 已 标志 蛇 。 有 时 
在 同一 生境 内 ， 可 在 10X 50 平 米 的 样 方 内 有 几 十 条 蛇 ， 也 可 在 连续 几 个 同样 大 的 样 方 内 看 不 
而 二 IE 
对 比 这 次 春秋 两 季 数 量 统计 结果 ， 秋 季 除 仔 蛇 外 的 全 群 总 值 与 春季 统 计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 见 表 
4). SERN, FICG BRK, AML RE, SeeeuTie) > 布 和 活动 的 复杂 情 
况 ， 采 用 全 面 普 查 统计 方法 ， 昌 较 费 人 力 和 时 间 ， 还 是 切实 可 行 的 。 

种 群 数量 状况 及 其 变动 规律 ， 是 种 群生 态 学 的 研究 中 心 ， 也 是 科学 管理 生物 资源 的 重要 
基础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对 动物 种 群 的 数量 进行 统计 估算 ， 适 宜 统计 方法 的 选择 和 合理 工作 方案 
的 制订 ， 必 须 从 实际 出 发 ， 在 掌握 当地 地 形 地 瑶 、 气 候 等 环境 条 件 的 特点 和 动物 种 群 的 分 

布 、 活 动 规律 等 的 基础 上 进行 。 这 是 我 们 工作 后 的 体会 。 
关于 蛇 岛 虹 蛇 种 群 的 数量 ” 蛇 岛 蜡 蛇 的 数量 ， 曾 有 过 多 次 报道 。 解 放 前 目 本 的 长 谷川 秀 治 
(1932) 以 每 坪 〈 约 合 3.3 平 米 ) Ai 2 条 ， 全 岛 面积 以 226,000 坪 计 ， 估 计 全 岛 有 蛇 50 万 条 。 
次 年 ， 小 林 胜 (1933) 以 每 坪 有 蛇 工 条 计 ， 报 道 有 蛇 10 万 条 。 这 此 数字， 显然 偏 高 。 木 场 一 一 关 

〈1938) 说 : 关 手 蜡 蛇 的 密度 ， 由 于 未 对 全 岛 进 行 精密 调查 ， 难 于 肯定 。 

解放 后 ， 伍 律 曾 调查 了 10Xx100 平 米内 的 蛇 数 ， 粗 略 估计 全 岛 有 蛇 约 5 万 条 (1958)。 辽 宁 
省 蛇 岛 考察 队 〈1976) 于 1973 一 74 年 间 ， 采 用 样 方法 ， 于 蛇 岛 蜡 蛇 活动 高 潮 期 间 ， 以 10x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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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米 为 样 方 ， 分 别 统计 所 见 蛇 数 ， 求 出 不 同 生 境 样 方 的 平均 密度 作为 数量 指标 ， 以 全 岛 表 面 

积 89.9 人 公顷， 其 中 统计 面积 77.4 公 顷 计 ， 估 计 全 岛 有 蛇 2 万 条 。 当 时 仅 以 直接 所 见 蛇 数 的 平 

均 密 度 作 为 数量 指标 ， 忽 视 了 蛇 岛 蜡 蛇 即使 在 活动 高 湖 期 间 ， 也 不 是 全 部 “出 勤 ” 的 情况 。 

此 外 ， 全 岛 及 各 生境 的 统计 面积 均 未 实际 堪 测 ( 比 前 人 多 估 约 1.5 公 顷 )， 也 是 一 有 符 商 椎 的 

问题 。 

尽管 前 人 有 关 数 量 的 报道 与 当时 的 实际 差距 如 何 ， 难 于 作出 评价 ， 但 不 论 从 近 三 十 年 前 

后 登 过 蛇 岛 人 们 的 普遍 印象 ， 或 从 蛇 岛 屡 遭 人 为 破坏 的 历史 ， 蛇 岛 蜡 蛇 的 现存 量 已 远 比 过 去 

少 了 ， 这 是 可 以 肯定 的 。 

蛇 岛 是 蛇 岛 蜡 蛇 的 集中 分 布 区 和 原 产地 ， 是 典型 的 海岛 生态 系统 之 一 ， 蛇 岛 蜡 蛇 又 是 重 

要 的 药物 资源 ， 加 强 这 个 自然 保护 区 的 管理 ， 实 属 非常 迫切 必要 。 当 前 主要 措施 应 包括 : 封 

岛 育 蛇 ， 杜 绝 人 为 因子 的 破坏 ， 保 证 种 群 的 自然 增长 ;积极 开展 科学 研究 ， 摸 清 蛇 岛 蜡 蛇 种 

群 数 量 消 长 规律 ， 积 极 慎重 地 进行 改善 生态 条 件 、 促 进 资源 的 恢复 和 发 展 的 有 关 试 验 f 资源 

的 开发 利用 ， 应 在 恢复 和 发 展 资源 的 基础 上 ， 不 破坏 生态 平衡 的 原则 下 进行 。 

表 1 1982 年 春季 蛇 岛 盖 妮 种 群 数量 统计 

编 号 I I 焉 WV i VI 

3% 0606 一 沟 aR SSP Sy Ra er es 08 td 
时 间 5.17 一 5.22 ”5.15 一 5.21 5.17 一 5.21 5.19 一 5.24 5.20 一 5.24 5.19 一 5.23 
M 413 550 664 239 255 277 

T 274 270 508 204 452 324 

P 94 AT 267 | 58 83 53 

N 1203.85 1083.94 1263.34 840.62 1388.68 1693.35 

R 0.3431 0.5074 0.5256 0.2843 0.1836 0.1636 

r 0.6569 0.4926 0.4744 0.7157 0.8164 0.8364 

R 0.3993 0.5670 0.5690 0.3462 0.2193 0.2039 

(95%) 0.2869 0.4478 0.4322 0.2224 0.1479 0.1233 

N 1034.31 970.02 1166.96 690.35 1162.79 1358.51 

(95%) 1439 .53 1228 .23 1377.02 1074.64 1724.14 2246.55 

表 1-1 春季 重复 率 的 可 靠 性 检验 

“4 Xi Vi Vi2 _ 
(R%) (Xi 一 X) (X;—X)? 

1。 (Gp 52.56 19.10 364.81 

2 iQ) 50.74 17.28 298.60 

3; 34.31 0.85 0.72 

A. CW) 28.43 一 5.03 25.30 

a GN) 18.36 —15.10 228 01 

6。 CW) 16.36 一 17.10 292.41 
X=33,46 > Vj;2=12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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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1982 ALB BM ve AS Rit (当年 仔 蛇 ) 

编 号 iL I 亚 IV V 

范 国 = 4 Bu ied =, 4 Ba) Ty 沟 

时 =f] 9.16 一 9.24  9.18—9.21 9.19—9.23 9.22 一 9.24 9.17 一 9.22 

M 66 149 ant 71 55 

a 48 79 49 86 95 

P 21 wil 18 38 35 
N 150.86 379.71 73 .50 160.69 149,29 
R 0.4375 0.3924 0.3673 0.4186 0.3684 

i 0.5625 0.6076 0.6327 0.5814 0.6316 
R 0.5778 0.5001 0.5023 0.5229 0.4613 

(95%) 0.2972 0.2847 0.2323 0.3143 0.2683 
N 114.23 297 94 53 .75 135.78 119 .23 

(95%) 222.07 523.36 116.23 225 90 204.99 

£3 1982 FRESE Se HERS RI (th 4S 15 5) 

编 号 I il Mm VV V 

范 国 = 4 RE =. Bi sa S| NT 攻 沟 

时 间 9.16 一 9.24 ”9.16 一 9.21 ”9.19 一 9.23 9.22 一 9.24 9.17 一 9.22 
M 766 1229 346 272 652 

ap 412 729 288 267 618 

P 223 315 101 125 252 

N 1415.21 2844 .26 986.61 580.99 1598.95 

R 0.5413 0.4321 0.3507 0.4682 0.4078 

ie 0.4587 0.5679 0.6493 0.5318 0.5922 

R 0.5894 0.4681 0.4058 0.5281 0.4465 

(95%) 0.4932 0.3961 0.2956 0.4083 0.3691 

N 1299.63 2625.51 852.64 515.05 1460.25 

(95%) 1553.12 3102.75 1170.50 666.18 1766.46 

表 4 198 2F 2G B HKG SAP ERS 

BK 于 
项 目 春 季 

ne Be fF fe < 
各 沟 估 算 合 计 7473 .79 914.05 7426.03 

加 补充 数 1494.76 182,81 1485.21 

1. 2Sis8 Se 8968.55 1096.86 8911.24 10008. 10 

各 沟 置 信 下 限 合计 6382.94 720.93 6753.08 

加 补充 数 1276.59 144.19 1350.62 

2, 全 岛 置信 下 限 总 值 7659 .53 865.12 8103.70 8968.82 

各 沟 置 人 上 限 合计 9090.11 1292.55 8259 .01 

加 补充 数 1818.02 258.51 1651.80 
3. £25516 LR ae 10908.13 1551.06 9910.81 114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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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STIMATE ON THE POPULATION OF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ON SHEDAO ISLAND 

Huang Mupeng 

(Management Of fice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Shedao Island & Laotieshan, Liaoning) 

Abstract 

Situated in the Bohai Sea off the southern end of Liaoning  province’s 

Liaodong peninsula, Shedao Island, named after its abundance of the snakes, A, 

shedaoensis, has an area of 0,63 square kilometer and is 7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nearest coast, The chief inhabitants on the island are A, shedaoensis, ma- 

king it a characteristic ecosystem and one of the key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The total number of this snake on the island was estimated at 9,100- 

11,500 by Lincoln index method, which i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of 1982,when the snakes were active. Discussions on the reports by 

former workers are made and measures for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the 

reserv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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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变化 的 初步 研究 

(Ah tf —W) 

Beg ae a 

(兰州 大 学 生物 系 ) 

摘要 花 背 关内 旺 时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的 组 织 化 学 变化 ， 主 要 是 在 代谢 活跃 的 表皮 移植 片 细胞 的 
细胞 质 中 蛋白 质 和 核酸 ， 特 别 是 核糖 核酸 (RNA) 的 含量 发 生 明显 的 变化 ， 不 同 个 体 几 乎 同时 出 
现 两 个 高 峰 。 第 一 个 高 峰 出 现在 移植 手术 后 的 初期 ， 即 从 手术 后 到 移植 片 总 合 展 乎 ， 它 反映 接受” 
ONE TREE REO (GAR) 的 合成 来 修复 损伤 并 使 移植 片 与 受 体 皮 肤 相仿 合 。 
第 三 个 高 峰 出 现 的 时 间 与 移植 片 中 色素 消失 开始 的 时 间 基 本 一 致 ， 初 步 断 定 此 时 细胞 已 开 始 as 
膜 分 化 ， 它 可 能 与 移植 片 透明 和 组 织 重建 时 新 蛋白 质 的 合成 有 关 。 

关于 两 栖 类 角膜 诱导 的 研究 国内 外 已 有 不 少 报道 (3pamann，1901; Lewis, 1905; 
Diirken, 1913; Groll, 1923; Ilomos, 1933; IIomop 和 TyE IOHE-cm 疼 < 全 人 允 李 >， 1960; 

Jlonamos#iCrpoesa, 1963; 全 人 允 棚 ，1963、1964)。 但 这 些 研究 主要 是 关于 组 织 形 态 结构 

的 变化 ， 很 少 涉及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组 织 和 细胞 化 学 的 研究 。 可 以 设想 ， 由 皮肤 转变 成 角膜 肯 

定 是 与 组 织 内 所 含 的 蛋 自 质 、 核 酸 及 糖 类 等 细胞 主要 组 分 的 变化 相 联系 的 。 我 们 以 伦 背 昌 易 

的 娘 蛙 为 材料 ， 和 希望 通过 实验 初步 探索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组 织 化 学 的 一 些 主要 变化 。 

at HM A 

puede ee raddei StrauchR GR hIAe. M 料 是 经 人 工 授 

精 钱 化 发 育成 的 。 每 一 实验 动物 均 在 左 眼 上 做 角膜 移植 手术 ， 移 植 片 取 自 同龄 异体 师 昨 的 背 

部 皮肤 表皮 ， we 手术 后 每 隔 2 一 3 天 ， 直 至 移植 片 透 明 转 变 为 新 角膜 ， 分 别 

用 Zenker 氏 液 和 Carnoy 氏 液 固定 ， 石 腊 切 片 ， 厚 5 微米 。 

染色 方法 〈 据 皮尔 斯 ，1965; 能 结合 ，1979): 
1. #Maziahi RIRM4IE, Pearse(1951) 的 过 甲酸 一 2chiff 法 ,Chevremont 和 Fredric 

prince Sh ake FWSRERSA. ABAMSSH-EHSA. 

按 de agg POE SPAS a7 —— FSA BR, # Trevan 和 

本 文 于 1983 年 10 月 13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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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rock(1951) 改 良 的 甲 绿 一 一 派 若 宁 法 显示 脱氧 核糖 核酸 (DNA) BY B(RNA), 

并 用 1 毫克 /毫升 核糖 核酸 酶 于 37 消化 处 理 3 小 时 和 用 1N HCL 于 60 有 消化 处 理 3 小 时 作对 

照 。 

3. 按 Hotchkiss(1948) 的 高 碘 酸 一 3chiff 氏 法 (PAS 反 应 ) 显示 多 糖 类 ， 并 用 演 粉 酶 

以 0.1 一 1 狗 的 量 加 入 pH5.3 的 磷酸 缓冲 液 中 消化 工 小 时 作对 照 ， 以 观察 糖 元 。 

为 使 染色 一 致 ， 每 一 方法 尽量 做 到 经 过 作用 物 ， 染 色 和 分 化 的 时 间 相 同 。 

结 果 和 讨论 

角膜 移植 手术 后 第 三 天 移植 的 表皮 片 逐 渐 展 平 ， 与 受 体 切 去 外 角膜 后 边 围 的 皮 KAS 

合 。 到 第 11 一 14 天 在 组 织 切片 中 可 见 到 色素 颗粒 开始 减少 。 在 手术 后 18 一 35 天 表皮 移植 片 开 

始 透 明 ， 在 双 目 解剖 镜 下 可 通过 透明 的 新 角膜 看 到 其 下 的 瞳孔 及 虹膜 。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主要 的 组 织 化 学 变化 如 下 ( 见 表 1): | 

1. Bak 用 冬 溴 酚 兰 法 显示 的 总 蛋 自 ， 在 正常 皮肤 、 角 膜 和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所 有 移植 

片 中 的 相似 之 处 是 ， 上 皮 的 表层 细胞 呈 强 的 阳性 反应 ， 染 色 深 。 基 底 结缔 组 织 层 呈 阳性 反 

应 ， 染 色 较 上 皮 浅 。 上 皮 中 所 有 看 到 的 细胞 核 均 呈 极 强 的 阳性 反应 ， 但 染色 不 均匀 ， 其 中 核 

仁 染 色 最 深 (ARI. Al. 3. 4. 5, 6). 

表 1 角膜 诸 导 过 程 中 移植 片 总 雪白 及 核酸 含量 的 变化 

移 植 天 数 Seat Dh he Sa giaa wraldnn Mintel eae ra 
M 表 = 兴 * * * * * % * * * * 

es | 细胞 质 于 
2 Ee Magee We eee eee Bean ona Oe! aL nee eee eee 
| a 4 AA oe AR pa se Noone Rts hese eae) | Sot aa ater ae 

素 ++ ++ th ++ ++ + + 士 士 = & 
核 | 上 | ® 层 aioe Wate VUE eta Meade J Beate SAD eee tape Sire eee 

! 基 :| 细胞 质 =i) (att GD) 1) ate GD: ste DD Stan EC StS «sted 5 ste ae Sat Ge ts ae 
Ris) 细胞 核 下 

| of a 2 ra ae Ni ales) Scnhihcaimaah aypen AS - 32 
色 素 Ra 

注 : 十 表示 阳性 反应 ; *BRERS; 十 十 极 强 阳性 反应 ; 士 弱 阳性 反应 ; OATRNAMER 集 ; 
一 阴性 反应 。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 总 蛋白 含量 的 变化 主要 发 生 在 移植 片上 皮 基 层 细胞 的 细胞 质 中 。 在 
正常 背部 皮肤 中 此 处 细胞 质 呈 弱 的 阳性 反应 ， 染 色 浅 且 不 匀 ( 图 版 贡 ， 图 1)。 在 移植 手术 后 
第 二 天 ， 伤 口 意 合 处 及 移植 片上 皮 基层 细胞 的 细胞 质 出 现 染 色 加 深 的 现象 Am. B22 
3)， 此 后 在 手术 后 3 一 5 天 染色 反应 变 弱 。 在 手术 后 8 一 14 天 ， 当 上 皮 中 的 色素 开始 消失 的 时 
候 ， 该 处 细胞 质 又 出 现 了 染色 加 强 的 现象 〈 图 版 了 下， 图 4)。 最 后 当 移植 片 透明 时 变 得 与 正常 
角膜 相似 ， 染 色 反应 变 弱 且 染 色 不 均匀 (ARI. AS. 6). 

按 过 甲酸 一 Schiff 氏 法 显示 的 角 蛋 自 ，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基本 没有 变化 。 在 正常 皮 肤 、 
角膜 及 各 期 移植 片 中 ， 上 皮 和 结缔 组 织 层 染色 反应 均 较 弱 ， 呈 浅 粉红 色 ， 只 是 上 皮 的 外 边缘 
和 结缔 组 织 层 的 内 边缘 染色 稍 深 。 



接 铁 氰 化 铁 法 显示 的 含 SH- 基 的 蛋 和 白质，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变化 不 显著 。 在 正常 皮肤 、 
角膜 和 透明 前 的 移植 片 中 。 上 皮 表 层 细 胞 及 结缔 组 织 层 呈 强 的 阳性 反应 ， 后 者 的 内 边缘 染色 
反应 更 强 。 变 得 透明 的 新 角膜 与 正常 角膜 彼此 相似 ， 它 们 的 上 皮 基 层 细 胞 染色 较 正 常 皮 肤 该 
处 深 。 
2. 核酸 ”用 格 花 青 一 一 铬 明 珊 法 和 用 甲 绿 一 一 派 若 宁 法 显示 的 结果 基本 一 致 ， 而 后 者 显 
示 的 变化 更 明显 。 经 消化 处 理 的 对 照片 染色 反应 呈 阴 性 。 

在 正常 皮肤 、 角 膜 和 各 期 移植 片 中 ， 核 酸 分 布 的 相似 之 处 是 ， 上 皮 的 表层 及 结缔 组 织 层 
呈 极 弱 的 阳性 反应 或 呈 阴 性 反应 。 上 皮 基 层 细胞 的 细胞 质 呈 阳性 反应 或 弱 的 阳性 反应 。 所 有 
的 细胞 核 均 呈 强 的 阳性 反应 ， 染 色 深 ， 呈 深 兰 绿色 (显示 DNA);， 核 仁 呈 强 的 阳性 反应 ， 呈 
深 红色 (显示 RNA)。 但 细胞 核 染色 不 均匀 ， 核 膜 及 核 仁 染色 深 ， 清 晰 ， 核 仁 数 目 不 等 ， 通 
利 1 一 3 个 ， 位 于 核 的 中 央 或 一 侧 ( 图 版 下， 图 1、2、3、4)。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 移 植 片 中 核酸 含量 的 变化 主要 表现 在 上 皮 细 胞 的 细胞 质 中 核糖 核酸 
(RNAI) 含 量 的 变化 上 。 正 常 皮 肤 表皮 细胞 的 细胞 质 中 RNA 含 量 少 ， 呈 弱 的 阳性 反 应 〈 图 版 
下， 图 1)。 在 移植 手术 后 第 2 一 5 天 ， 在 移植 片 及 伤口 愈合 处 上 皮 细 胞 的 细胞 质 中 ， 发 现在 细 
胞 核 周围 显示 RNA 的 红色 嗜 染 颗 粒 增多 ， 并 聚集 成 较 大 的 团 块 (图 版 下 ， 图 2)。 此 后 红色 叶 
染 颗 粒 减少 。 在 手术 后 第 11 天 当 移 植 片 上 皮 中 色素 开始 消失 的 时 候 ， 再 次 在 上 皮 细 胞 细胞 核 
周围 的 细胞 质 中 出 现 RNA 红 色 嗜 染 颗 粒 增多 ， 聚 集成 团 的 现象 (图 版 下 ， 图 3)。 此 后 染 色 反 
应 有 强 有 弱 ， 在 新 角膜 透明 时 变 得 与 正常 角膜 染色 相似 (图 版 下， 图 4)。 
3. 糖 类 ”用 淀粉 酶 处 理 的 对 照片 在 染色 上 未 发 现 明 显 变化 ， 因 此 PAS 反 应 所 显示 的 是 组 
织 中 多 糖 类 的 分 布 情况 。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 移 植 片 中 所 含 多 糖 类 的 变化 不 显著 。 在 正常 皮 
肤 、 角 膜 及 各 期 移植 片 中 ， 上 皮 表 层 和 结缔 组 织 层 均 呈 阳性 反应 ， 上 皮 基 层 细 胞 呈 弱 的 阳性 
反应 或 呈 阴 性 反应 。 只 是 正常 角膜 结缔 组 织 层 近 上 皮 的 边缘 处 染色 较 深 ， 但 移植 片 在 角膜 诱 
导 过 程 中 未 发 现 该 处 有 染色 加 深 的 趋势 。 

从 以 上 结果 可 以 看 出 ， 角 膜 诱 导 过 程 中 的 组 织 化 学 变化 主要 是 移植 片上 皮 细 胞 的 细胞 质 
中 RNA 和 和 蛋 自 质 含量 发 生变 化 。 由 于 表 1 中 结果 系 测 自 不同 个 体 ，RNA 含 量 的 变化 似 不 规 
则 ， 这 也 不 能 反映 出 同一 移植 片 的 连续 变化 ， 但 从 大 量 观 察 结果 看 来 ， 尽 管 移植 片上 皮 中 色 
素 消 失 开 始 得 有 早 有 迟 ， 但 都 在 色素 开始 消失 时 出 现 RNA 嗜 染 颗 粒 增 多 的 现象 ， 与 蛋 自 质 
含量 增多 的 时 间 似 乎 一 致 。 几 乎 同时 出 现 两 个 高 峰 ， 第 一 个 高 峰 出 现在 移植 手术 的 初期 第 
二 个 高 峰 出 现在 移植 片上 皮 中 色素 开始 消失 的 时 候 。Pirie(1960) 关 于 角膜 的 生物 化 学 研究 
认为 ， 角 膜 的 透明 依赖 于 它 的 新 陈 代 谢 ， 而 上 皮 是 角膜 中 代谢 最 活跃 的 部 分 。 本 实验 的 结果 
与 这 一 结论 是 相符 的 。 

本 实验 在 移植 手术 初期 〈 第 2 天 ) 发 现 伤口 愈合 处 及 移植 片上 皮 细 胞 中 出 现 第 一 个 RNA 
和 和 蛋 自 质 合成 的 高 峰 ， 这 可 能 与 细胞 在 手术 损伤 后 的 恢复 、 伤 口 的 愈合 及 移植 片 的 着 生 有 
关 。 根 据 Tpzdboamoaa(1948) 的 研究 认为 ， 细 胞 内 发 生 RNA 的 聚集 是 对 损伤 的 一 种 RM, A 
胞 似乎 企图 借助 提高 代谢 物质 的 合成 ， 特 别 是 蛋白 质 的 合成 来 消除 损伤 。 现 已 知道 ， 细 胞 内 
RNA 的 含量 与 其 合成 蛋 自 质 的 能 力 息息相关 ( 布 拉 舍 ，1981)。 另 外 在 用 榨 花 青 一 一 铬 明 砚 
染色 的 组 织 切 片上 发 现 ， 在 手术 后 3 一 5 天 上 皮 中 出 现 细胞 的 有 丝 分 裂 现象 。 这 也 是 细胞 对 损 
伤 的 一 种 反应 ， 在 整个 修复 时 期 都 存在 (Bullough 和 Rytamaa，1955)。 它 的 出 现 与 RNA 和 
蛋 自 质 合成 第 一 个 高 峰 出 现 的 时 间 基 本 一 致 ， 因 此 可 肯定 我 们 的 推论 基本 是 正确 的 。 

众所周知 。 任 何 组 织 在 细胞 分 化 开始 时 首先 表现 出 RNA (特别 是 mRNA) 的 合成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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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是 RNA 指 导 特 异性 蛋白 质 的 合成 。 本 实验 中 移植 片 在 色素 消失 开始 的 时 候 上 皮 细 胞 中 出 

现 了 RNA 和 蛋白质 合 成 的 第 二 个 高 峰 。 笔 者 推测 色素 消失 开始 的 时 间 即 移植 片上 皮 在 角膜 

诱导 中 开始 分 化 的 时 间 。 因 为 细胞 分 化 问题 就 是 胚胎 发 育 过 程 中 特异 蛋白 质 的 合成 问题 ， 也 

可 以 说 是 RNA 特异 转录 的 结果 (Brachet，1975)。 由 于 这 一 次 人 NA 和 蛋白质 合成 高 峰 的 出 

现 ， 引 起 了 移植 片 中 色素 逐渐 全 部 消失 和 向 角膜 组 织 形 态 的 转变 ， 因 此 它 可 能 与 移植 片 的 透 

明和 组 织 重建 时 新 蛋白 质 的 合成 有 关 。 

根据 以 上 分 析 我 们 认为 ， 在 角膜 诱导 过 程 中 表皮 移植 片 内 色素 消失 可 以 作为 细胞 开始 分 

化 的 标志 之 一 。 

另外 ， 根 据 一 些 文献 资料 (Pirie，1960; 怀特 等 ，1979; 吾 ay，1980 等 ) 报 导 ， 角 膜 上 皮 

及 基质 中 糖 的 代谢 是 很 活跃 的 。 角 膜 诱导 过 程 中 胶原 纤维 的 整齐 排列 ， 移 植 片 的 透明 等 很 可 

能 涉及 到 组 织 中 所 含 多 糖 类 、 角 蛋白 及 含 ? 瑞 - 基 的 蛋白 质 的 变化 ， 但 本 实验 中 由 于 没有 进行 

精确 的 定量 分 析 故 没有 观察 到 明显 的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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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HISTOCHEMICAL CHANGES 

DURING CORNEAL INDUCTION IN BUFO RADDEI TADPOLES 

Wang Ziren Tong Yunxu 

(De 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istochemical changes during corneal induction in the tadpoles of the 

toad Bufo raddei Strauch are mainly the apparent changes in protein and 

nucleic acid, especially RNA, contents of the cytoplasm in the epithelial cells 

of the transplants in which metabolism is active, 

Two peaks were observed in our experiments, each appearing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in 61 cases, The first peak occured at the early periods, 2-5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operated tadpoles probably repair 

the destroyed parts and unite the transplants and the skin with the aid of pro- 

tein synthesis, The second peak took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depigmentation, 

11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when the epithelial cells began to differentiate 

into the cornea, This is due probably to the synthesis of new proteins during 

tissu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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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油 头 列岛 两 栖 动 物 初 步调 查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Amphibians of the Dongtou 

Islands, Zhejiang 

LE AIS 100084, ALBA ALLA 

%, PRAEAS MAINS. WALES TE 

RAaweaS GET, we, BE 
等 先后 发 表 了 调查 报告 。 对 浙江 南部 海岛 的 两 栖 动 

物 至 今 未 见报 导 ， 笔 者 在 初步 调查 了 浙江 大 陆 的 两 

栖 动 物 基 础 上 ， 于 1982 年 6 月 一 7 月 ， 对 最 南部 的 调 

头 列岛 所 属 的 7 个 岛屿 ， 进 行 了 第 一 次 调查 ， 即 洞 

LAS, ANS. BES, KES. HAR, rhe 

岛 和 南 谭 岛 。1983 年 9 月 10 上 至 9 月 28 目 ， 第 三 次 对 

洱 头 本 岛 和 大 门 岛 进行 短期 补 点 调查 ， 两 次 共 获 标 

本 640 多 号 。 

洞 头 列岛 位 于 北纬 28 "以 南 和 27°20! 以 北 的 浙 

南海 域 ， 由 一 百 多 个 天 小 岛屿 《〈 礁 ) 组 成 ， 其 中 以 

大 门 岛 最 大 ， 面 积 为 33 .6 平方 公里 ; 洞 头 本 岛 次 

之 ， 为 34 平方 公里 , 南 麻 岛 为 该 列岛 最 南端 海岛 , 面 

积 9 平方 公里 ， 大 部 分 岛屿 面积 很 小 ， 无 人 居住 。 

洞 头 列岛 为 内 陆 性 海岛 ， 距 大 陆 一 般 只 有 20 一 40 公 

里 ， 总 上 山脉 多 西南 一 东北 走向 ， 海 拔 高 度 为 

100 一 200 公 尺 ， 最 高 峰 为 390 公 尺 ， 岛 上 山地 面积 

占 90 匈 以 上 ， 除 大 门 岛 、 洞 头 本 岛 有 少量 山 香水 田 
AB WSR, Ara i BATRA AA 

汽 ， 仅 有 少量 的 小 永 塘 和 小 水 沟 。 亚 热带 季风 气 

fe, mAs, Wack, AAT .20, = 

均 降 水 量 1700 毫 米 ， 岛 上 多 风 ,8 级 以 上 天 风 36 一 56 

天 ， 植 被 复 盖 率 低 ， 多 是 AEH MAD Bt 

林 ， 生 态 环 境 很 单调 ， 陆 上 背 椎 动物 贫乏 。 

酒 头 列岛 两 栖 动 物 区 系 成 分 以 及 它们 在 各 岛 的 

分 布 情 况 见 表 1。 

共 获 两 枉 动 物 11 种 ， 隶 5 属 5 科 1I 目 。 其 中 广泛 

分 布 于 十 北 界 和 东洋 界 的 只 有 黑 斑 蛙 1 种 ， 分 布 手 

华中 区 的 4 种 ， 分 布 于 华中 华南 区 的 6 种 ， 未 发 现 华 

南 区 的 物种 渗入 该 地 区 。 洞 头 列 岛 所 知 种 类 都 是 邻 

近 大 陆 《〈 副 州 地 区 ) WA, 3+ BAP 类 明显 减 

>, FEMA ME. Ea FLARES 

本 文 于 1984 年 8 月 9 是 收 到 。 

有 尾 类 、 无 尾 类 的 铀 足 奖 科 ， 峙 科 的 淇 蛙 属 、 蛙 属 

的 山 溪 类 群 ， 均 无 发 现 。 岛 上 的 优势 种 为 泽 蛙 ， 饰 

纹 姬 峙 、 沼 蛙 、 黑 眶 蟾 内 ， 它 们 不 仅 数量 多 ， 在 所 

调查 的 岛 上 都 有 分 布 。 BRIN 浙 南 大 陆 的 优势 

种 ， 在 海岛 上 数量 明显 减少 ， 而 说 上 蛙 的 分 布 情况 正 

AR. HRS, AKG 

534i, Fe RLS EE. 

由 于 洞 头 列岛 与 A 山 群 岛 所 处 的 地 理 纬度 不 

同 ， 两 地 的 两 栖 动 物种 类 密度 与 区 系 成 分 有 显著 的 

不 同 〈 表 2) ,如 洞 头 列岛 的 最 大 岛 一 一 大 门 岛 ，33 

平方 公里 内 有 9 种 两 枉 动 物 ， 密度 为 3.7 平 方 公里 

1 种 ;背山 群岛 的 最 大 岛 一 一 舟山 本 岛 ，540 平 方 公 

里 内 有 10 种 ， 密度 为 路 平方 公里 1 种 。 以 区 系 成 分 

看 ， 洞 头 列 岛 十 北 春 物种 十 9 .1 多 ,东洋 界 华中 区 地 

27.3%, eter xX 463.6%; 而 舟山 群岛 ， 古 北 

FR 430%, EX H50%, Mera ep xX H20%, ix 

种 变化 趋势 和 浙江 大 陆 相似 ， 即 向 北 古 北 界 成 分 递 

增 ， 华 中 华南 区 物种 递减 ， 而 且 海岛 较 大 陆 更 为 明 

显 。 两 地 共有 的 种 类 是 : BBL Pe, AAR 

指名 亚 种 、 冰 袜 上 蛙 、 中 国 雨 蛙 和 饰 纹 娅 蛙 。 背 出 群 

岛 所 特有 的 是 肥 晨 ， 淡 肩 角 蟾 、 中 华 蚁 蜂 、 金 线 蛙 

指名 亚 种 。 洞 头 列岛 所 特有 的 是 黑 眶 蟾 内 、 虎 纹 

tee, 7a, DERB aE Aa BEM. 

WHIASAALAS ARN Ama y, HAE 

反映 了 整个 浙江 沿海 岛屿 的 区 系 组 成 ， 共 有 15 种 

《包括 亚 种 ) , 隶 7 属 7 科 2 目 ， 占 浙江 大 陆 总 数 41 种 

《包括 亚 种 ) 的 36.6 狗 ， 浙 江 沿 海岛 屿 是 大 陆 山脉 

的 延 伟 ， 由 于 地 质 吕 上 的 海 浸 作 用 才 与 大 陆 分 离 ， 
现 有 的 种 类 都 是 广 布 于 浙江 大 陆 ， 无 一 海岛 特殊 种 

类 。 浙 江 沿 海岛 号 面积 一 般 比 较 小 ， 海 拔高 度 低 ， 

无 终年 积 水 的 溪流 、 植 被 复 盖 率 低 ， 生态 环境 单 

调 ， 以 致 种 类 明显 少 于 大 陆 ， 特 别 是 有 尾 类 和 流 溪 

型 峙 类 极 少 ， 这 显然 是 浙江 沿海 岛屿 两 栖 动 物 的 区 

系 特点 。 (下 转 4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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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 系统 的 解剖 和 组 织 学 观察 ZR Dy ts 

(AKRY—W 

Eli eH 

(安徽 大 学 此 网 系 

ew (Deinagkistrodon acutus) 是 一 种 重要 的 药 用 动物 资源 ， 又 威胁 南方 山区 人民 
的 安全 。 为 进一步 探讨 人 工 养 殖 和 加 强 蛇 伤 防治 ， 我 们 对 其 生态 与 解剖 等 进行 了 研究 。 本 文 
仅 就 尖 吻 音 生 殖 系统 的 形态 解剖 和 显 微 结构 ， 将 观察 结果 作 一 初步 报道。 

材料 与 方法 

本 文 使 用 尖 吻 昌 标 本 共 7 条 ( 见 下 表 )， 均 采 于 安徽 祁 门 县 。 为 使 生殖 系统 的 各 器 官 便 于 

比较 起 见 ， 我 们 选择 一 唑 一 雄 作 为 主要 描述 对 象 。 肉 蛇 体重 500 克 、 全 长 1001 毫 米 ， 于 1981 
年 7 月 30 日 处 死 ， 雄 蛇 体 重 875 克 、 全 长 1271 毫 米 ， 于 1982 年 3 月 23 日 处 死 ， 其 他 RY ip 

本 ， 主 要 作为 季节 和 年 龄 不 同 的 对 比 观 察 之 用 。 对 新 鲜 标 本 进行 大 体 解 剖 和 观察 描述 后 ， 用 

福 尔 马 林 液 固定 ， 在 各 生殖 器 官 的 一 定 部 位 取材 制作 石 嵌 切片 ， 厚 度 为 7 一 10u， 用 HE, 

Van Gieson# faye, rtodkAet BMallory= fy, Heidenhain “Azan” 2% #E 1 Weigert 

弹性 纤维 染色 法 染色 ， 结 合 其 年 周期 生活 特点 ， 观 察 研 究 生殖 器 官 的 微细 结构 。 

mH AR ob Mw KR 
性 别 {KE (Fz) 全 长 (Bx) 处 死 解 冲 时 间 

oil 700 1153 1981.7 

On 500 1001 1981.7 

i 425 1095 1981.7 

学 675 1115 1981.7 

es 875 1190 1982.3 

of 875 1271 1982.3 
xe) 102 655 1982.8 

Ws 结果 

iE PEE FASS | 

pe —t, UMESHSR. BEG. HARBSEERAL, SHSM. 

本 文 于 1984 年 1? 月 14 日 收 到 。 



长 条 形 ， 前 宽 后 罕 ， 其 上 可 见 许多 大 小 不 等 的 卵细胞 。 右 侧 长 98 毫 米 ,， 左 侧 长 79 毫 米 ， 右 侧 
位 置 稍 偏向 前 方 , 比 左 侧 伸 出 33 毫 米 。 另 一 条 越冬 后 的 成 熟 峻 昵 ， 卵 和 俩 上 已 可 见 到 不 同 发 育 时 

期 的 卵细胞 ， 大 者 如 黄豆 、 绿 豆 ， 小 者 与 半 粒 米 等 大 。 在 背 中 线 两 侧 ， 卵 梨 的 内 侧 背面 ， 有 
一 对 细 长 条 形 粉 红色 的 肾上腺 。 

将 7 月 处 死 的 雌 蛇 卵 梨 制 片 ， 观 察 组 织 结构 ， 可 见 卵 偶 外 被 生殖 上 皮 ， 向 内 是 结缔 组 
织 ， 其 中 含有 卵 原 细胞 和 少量 初级 卵泡 ， 还 有 正在 发 育 过 程 中 的 生长 卵泡 ， 这 种 卵泡 的 卯 细 
胞 内 充满 了 卵黄 ， 卵 细胞 外 面 被 多 层 卵 泡 细 胞 所 包围 。 在 结缔 组 织 内 ， 除 卵泡 之 外 ， 全 被 类 
似 网 状 组 织 的 结构 所 充满 ， 些 部 在 大 体 解 剖 上 呈 桔 黄色 、 充 实在 大 小 不 等 的 卵泡 之 间 。 这 种 
结构 傈 脂肪 组 织 ， 在 制 片 时 被 有 机 溶剂 溶解 后 ， 脂 肪 细胞 呈 空 泡 状 。 细 胞 密集 处 常 匈 有 血管 
(图 1)。 此 外 ， 在 卵 偶 的 一 侧 ， 有 一 大 团 条 索 状 结构 ， 细 胞 排 成 索 状 ， 界 限 不 清 ， 其 细 胞 核 
明显 ， 这 种 结构 类 似 于 家 鸡 或 哺乳 动物 的 黄体 。 

输卵管 ” ”一 对 ， 呈 补 状 ， 由 系 膜 固着 在 背 中 线 上 ， 位 于 卵 梨 的 外 侧 ， 前 端 倾斜 的 喇叭 
口 呈 薄膜 状 ， 斜 端 与 卯 梨 平 齐 。 大 部 分 输卵管 类 似 斜 列 的 皱 福 ， 能 伸缩 ， 后 部 自 肾 脏 腹面 沿 

输尿管 外 侧 向 后 进入 泄殖腔 。 其 后 端 膨大 ， 壁 厚 ， 内 有 皱 辟 ， 有 人 称 此 后 端 为 子宫 ， 固 定 后 
测量 堪 侧 为 44 x 11 毫 米 ， 右 侧 为 50x 12 毫 米 。 拨 开 浊 殖 腔 可 见 左右 输卵管 末端 在 此 分 别 开 
口 ， 两 个 开口 略 呈 八字 形 ， 位 于 肛门 后 方 两 侧 。 解 剖 时 ,此 蛇 右 侧 和 输卵管 中 已 有 成 熟 卵 12 枚 ， 

呈 长 椭圆 形 ， 乳 自 色 ， 各 卵 大 致 相等 ， 其 平均 大 小 为 44.7X25.5 毫 米 ， 平 均 重量 为 13 .5 克 ， 
此 时 输卵管 已 极度 膨胀 成 为 透明 的 薄膜 ， 且 满 布 血管 。 

在 显微镜 下 分 段 观察 输卵管 ，(1) 在 喇叭 口 部 分 ， 内 侧 为 炸 膜 层 ， 呈 梳 此 状 向 内 腔 突 出 ， 
每 一 “ 梳 丙 ”由 几 个 单 层 长 柱状 细胞 组 成 ， 细 胞 核 均 位 于 游离 端 ， 细 胞 游离 端 具有 纤毛 。“ 梳 
夷 ”的 中 心 部 分 为 结缔 组 织 。 喇 叭 口 开 口 处 的 边缘 ， 内 外 均 可 见 到 糙 膜 层 的 单 层 往 状 细胞 。 
糙 膜 层 之 下 为 肌 层 ， 很 薄 ， 有 1 一 3 层 平滑 肌 纵 行 排列 ， 平 滑 肌 周 围 有 和 “ 梳 齿 ”中 心 相 连 的 
结缔 组 织 。 肌 层 之 外 为 浆 膜 (图 版 Y， 图 2)。(2) 在 和 输 夕 管 中 段 ， 粘 膜 层 向 管 膛 突 出 ， 形 成 著 
-VMER, SEARING. HRBEBANMBERSFELE, FERRER, AYRE 
纤毛 。 粘 膜 层 之 下 为 固有 膜 ， 在 其 结缔 组 织 中 充满 了 大 量 单 管状 腺 。 腺 膀 内 的 分 泌 物 为 颗粒 

状 ， 在 瑟 一 下 染色 中 呈 红 色 。 腺 管 开 口 于 粘膜 表面 。 肌 层 为 平滑 肌 ， 分 内 环 外 纵 两 层 。 肌 层 
之 外 为 浆 膜 (图 版 Y， 图 3)。(3) 在 输卵管 后 端 ， 组 织 结构 与 中 段 大 致 相同 ， 其 不 同 点 ， 切 片 
中 所 见 之 粘膜 上 皮 绝 大 部 分 脱落 ， 有 些 脱落 部 位 正在 形成 新 的 上 皮 :， 固有 膜 中 不 再 见 有 单 管 
腺 ， 但 有 数量 较 多 的 大 型 卵 圆 形 细胞 ， 细 胞 质 中 充满 粗大 的 嗜 酸性 颗粒 ， 被 伊 红 染 成 红色 
(图 版 YV， 图 4)。 

臭 腺 “， 洛 温 殖 腔 向 后 ， 齐 开 尾 基 部 正中 线 ， 即 可 见 到 身 腺 ， 它 是 一 对 长 囊 形 的 腺 体 ， 
淡 肉 色 ， 长 30 毫 米 ， 宽 4 毫米 ， 约 估 尾 长 的 1/4， 向 后 逐渐 变 细 ,其 前 端 向 泄 殖 膝 后 侧 壁 开口 。 
剖 开 臭 腺 ， 其 内 壁 有 排列 整齐 的 横 风 ， 腺 膝 内 充满 分 泌 物 。 活 蛇 的 分 沁 物 有 臭 味 ， 交 配 之 前 
臭 味 更 浓 ， 行 使 化 学 通讯 的 机 能 。 

在 显微镜 下 观察 ， 和 迫 腺 圳 壁 自 内 向 外 依次 为 上 皮层 、 结 缔 组 织 层 、 肌 肉 层 和 外 膜 。 上 皮 
为 复 层 扁平 上 皮 ， 连 同 其 下 的 芷 松 结缔 组 织 二 起 向 腺 膀 突出 ， 在 切片 上 呈 乳 罕 状 ， 实 为 前 述 
之 横 哺 。 上 皮 内 和 上 皮 之 下 的 朴 松 结缔 组 织 中 ， 有 复 泡 状 腺 ， 腺 细胞 较 大 ， 形 状 不 固定 ， 来 
见 分 泌 颗 粒 ， 亦 未 见 明 显 的 腺 导管 。 有 些 泡 状 腺 与 上 皮 相 连 ， 两 者 形态 相似 ， 不 易 区 分 A 
WV ,图 5). 上 皮 游 离 端 染色 较 深 。 上 皮下 方 为 朴 松 结缔 组 织 ， 内 含 较 多 的 毛细 血管 ， 在 上 皮 
基部 和 腺 体 附 近 可 见 有 许多 密集 的 细胞 ， 其 细胞 核 清 晰 可 见 。 玻 松 结缔 组 织 之 下 为 缴 密 结 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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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 主 要 是 排列 较为 规则 的 胶原 纤维 及 分 散 的 成 纤维 细胞 。 肌 肉 层 为 横 纹 肌 。 外 膜 为 萝 层 
结缔 组 织 。 浣 腺 的 腺 腔 内 充满 大 量 条 状 或 团 块 状 的 分 泌 物 ,在 也 - 卫 染色 中 呈 深 浅 不 同 的 红色 ， 
在 Mallory 染 色 中 则 呈现 红 、 蓝 、 黄 、 棕 、 神 等 多 种 颜色 (图 版 V, Be). 

关于 臭 腺 的 分 沁 方 式 ， 如 按 外 分 沁 腺 的 组 织 结构 ， 应 具有 导管 ， 但 在 臭 腺 切片 中 却 始 终 
未 能 找到 。 经 观察 ， 发 现 臭 腺 上 皮层 近 腺 腔 的 2 一 3 层 细胞 界限 模糊 ， 有 脱落 现象 (ARV, 
图 6)。 用 Mallory 法 染色 见 有 蓝 、 红 、 黄 等 几 种 不 同 颜色 ， 与 前 述 之 腺 腔 内 的 分 泌 物 相同 。 
因此 ， 我 们 推测 腺 腔 内 的 分 泌 物 ， 傈 由 上 皮 细 胞 全 沁 形 成 。 在 H-E 染 色 中 ， 大 部 分 上 皮 细 胞 
的 细胞 核 被 染 成 紫 蓝 色 ， 而 近 腺 膛 2 一 3 层 上 皮 细 胞 的 核 却 呈 淡 红 色 。 同 时 ， 在 上 皮 及 朴 松 结 
缔 组 织 内 的 泡 状 腺 ， 其 内 层 细胞 也 呈 扁 平 形 ， 有 的 出 现 膝 隙 ， 内 有 分 泌 物 ， 在 切片 中 还 观察 
到 具有 腔 隙 的 泡 状 腺 移行 到 上 皮层 ， 甚 至 向 腺 膛 开 放 ， 腺 泡 的 细胞 与 上 皮 细 胞 相连 ， 两 者 溶 
为 一 体 ， 难 以 区 分 (图 版 册 ， 图 7)。 所 以 ， 泡 状 腺 的 腺 泡 中 出 现 腔 隙 并 移行 到 上 皮 表 面 开 放 ， 
可 能 也 是 臭 腺 的 另 一 种 全 分 泌 方 式 ， 其 实质 与 上 皮 表 层 细胞 的 脱落 无 甚 差异 。 

雄性 生殖 器 官 

$e 一 对 ， 长 椭圆 形 ， 呈 乳 自 色 ， 位 于 红 胜 和 胆囊 之 间 ， 右 侧 墨 丸 位 置信 前 ， 左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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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腺 ， 粉 红色 ， 由 系 膜 和 摆 丸 连 在 一 起 ， 向 后 超过 睾丸 紧 贴 在 输精管 上 。 

在 显微镜 下 ， 可 见 军 丸 外 有 一 层 结缔 组 织 膜 。 其 中 有 血管 和 神经 分 布 。 内 为 曲 精 小 管 以 

及 其 间 的 疏松 结缔 组 织 和 血管 。 曲 精 小 管 的 管 壁 约 有 4 一 8 层 上 皮 细 胞 ， 些 种 上 皮 细 胞 主要 是 

正在 发 育 和 分 化 中 的 精 原 细胞 、 精 母 细 胞 和 精细 胞 ， 前 两 种 细胞 的 大 小 无 明显 差异 ， 精 细胞 

较 小 。 亦 可 见 到 正在 进行 分 裂 的 精 母 细胞 和 成 熟 的 精子 ， 精 子 的 头 部 呈 杆 状 ， 染 色 这 《〈 图 版 

VW, 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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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和 血管 ， 借 系 膜 与 副 睾 相连。 输出 管 在 副 备 内 组 成 副 墨 管 ， 最 后 与 长 而 弯曲 的 输精管 相 

通 。 

在 显 微 错 下 ， 可 见 副 摆 内 有 副 持 管 ， 外 有 结缔 组 织 被 膜 。 副 摆 管 盘 曲 还 角 ， 在 切片 中 呈 . 

现 许 多 形状 不 同 、 大 小 不 等 的 融 轴 管 断面 ， 其 管 舱 多 呈 圆 形 或 卵 圆 形 ， 用 内 有 大 量 精子 及 分 

小物 。 管 壁 为 假 复 层 柱状 纤毛 上 皮 。 上 皮 细 胞 多 为 高 柱状 ， 细 胞 核 卵 圆 形 ， 位 于 细胞 基部 ， 

在 细胞 游离 端 细胞 质 中 具有 天 小 不 等 的 分 泌 颗 粒 ， 被 伊 红 染 成 红色 。 上 皮 细 胞 基 膜 之 外 有 一 

薄 层 环行 平滑 肌 《〈 图 版 册 ， 图 8)。 

mie 从 副 曙 发 出 的 输精管 ， 由 系 膜 包 庄 ， 治 背 中 线 后 行 ， 到 肾脏 前 端 即 转向 名 脏 

内 缘 腹 侧 ， 然 后 又 转向 骨 脏 外 侧 与 输尿管 及 肾 静 脉 并 列 后 行 ， 输 精 管 在 外 ， 和 输尿管 在 内 ，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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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精管 后 段 的 上 皮 细 胞 游离 端 ， 常 匈 有 许多 呈 和 葡萄 状 的 分 泌 颗 粒 附 着 。 册 层 为 环行 乎 消 肌 ， 

SMA GIA AAR, BS. HAD (ARW.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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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 器 “又 叫 半 阴茎 ， 是 一 对 长 柱状 的 宫 袋 ， 从 泄殖腔 向 后 伸展 ， 每 个 交接 器 自 中 部 

以 远 各 分 成 两 又 ， 当 齐 开 泄殖腔 后 尾 鳞 及 皮肤 时 ， 即 可 见 到 。 测 量 其 长 度 右 侧 为 33 毫 米 ， 左 
侧 28 毫 米 。 顶 端 有 过 缩 肌 与 之 相连 。 剖 开交 接 器 的 襄 壁 ， 可 见 其 远 端 部 内 表面 呈 峰 窝 状 ， 而 
近 分 又 部 处 有 许多 骨 质 刺 ， 刺 长 4 一 5 毫米 。 分 又 近 端 内 表面 有 纵 行 皱 辟 ， 整 个 交接 器 的 内 壁 

纵 贯 一 明显 的 精 沟 。 交 配 时 如 同 翻 出 手套 的 手指 。 骨 质 刺 能 够 钩 住 唆 蛇 的 汇 殖 腔 壁 ， 精 沟 起 
输 导 精液 的 作用 。 

在 显微镜 下 观察 远 端 组 织 结构 ， 可 见 主 要 由 类 似 于 哺乳 动物 阴茎 的 海 绵 体 和 血 窦 所 充 
满 。 些 种 海绵 体 呈 网 索 状 ， 网 索 的 一 侧 为 血 窦 ， 血 察 壁 的 单 层 扁平 上 皮 与 网 索 紧 贴 ， MAW 
另 一 侧 为 复 层 扁平 上 皮 ， 扁 平 上 皮 细 胞 之 下 紧 接 着 是 几 层 大 而 不 规则 的 细胞 ， 细 胞 呈 多 角形 
或 不 规则 形 ， 细 胞 核 大 ， 核 仁 清晰 。 细 胞 散在 ， 类 似 于 软骨 细胞 陷入 基质 内 的 情况 。 上 皮 之 
外 是 被 网 索 分 割 的 囊 膛 ， 腔 内 能 看 到 正在 脱落 的 上 皮 细 胞 。 此 诈 腔 最 终 和 整个 交接 器 的 内 腔 
相通 ， 它 是 否 在 交接 器 充血 后 能 起 缓冲 的 作用 ， 有 待 今后 继续 研究 (图 版 机 ， 图 10)。 

在 交接 器 的 基部 ， 其 组 织 结构 与 端 部 有 所 不 同 。 未 见 血 窦 ， 圳 壁 由 上 皮 Me AA 
成 。 上 皮 为 复 层 扁平 上 皮 ， 结 缔 组 织 层 增 厚 ， 其 细胞 形态 与 前 述 之 网 索 部 分 相同 ， 此 层 主要 
分 布 有 胶原 纤维 和 血管 ， 也 有 零散 的 平滑 肌纤维 (图 版 机 ， 图 12)。 交 接 器 的 内 腔 中 有 一 些 旺 
不 规则 的 条 索 状 物质 分 布 ， 在 也 -下 染 色 中 为 红色 ， 在 Mallory 染 色 中 为 紫色 和 红色 。 

在 交接 器 的 中 部 亦 未 见 血 窦 ， 骨 质 刺 由 骨 细 胞 和 基质 组 成 ， 在 也 -E 染 色 中 呈 较 强 的 哮 碱 
性 ， 基 部 着 生 在 圳 壁 的 结缔 组 织 中 (图 版 凡 ， 图 11)。 

整个 交接 器 的 内 腔 均 有 呈 纤 维 状 或 团 块 状 的 物质 ， 无 细胞 结构 ， 有 些 还 与 腔 壁 细胞 相 
连 ， 此 种 物质 可 能 是 细胞 衰老 死亡 的 脱落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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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尖 吻 卓 在 适宜 生境 中 具有 较 高 的 繁殖 力 ， 与 其 所 产 的 卵 数 量 多 、 体 积 大 、 营 养 物质 
丰富 有 关 。 在 卵 梨 结构 和 卵泡 发 言 过 程 方面 ， 尖 吻 蜡 和 家 鸡 有 些 相似 ， 但 在 卵 梨 切 片 观察 到 
的 “脂肪 组 织 "， 在 家 鸡 则 闪 如 ， 肉 眼 观察 呈 桔 黄色 ， 除 卵 之 外 ， 几 乎 全 被 其 充满。 我 们 章 
对 102 克 重 的 幼 蛇 卵 梨 作 切 片 观察 ， 并 未 见 到 这 种 脂肪 组 织 ， 证 实 仅 在 成 体 出 现 。 因 此 ， 可 
以 推测 ， 在 繁殖 期 成 体 卵 梨 结缔 组 织 层 中 出 现 的 脂肪 组 织 ， 与 繁殖 期 卵 细 胞 的 营养 供给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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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排出 较 大 的 外 提供 了 形态 结构 的 基础 。 尖 易 蜡 的 胚胎 在 母体 中 已 开始 发 育 ， 在 输卵管 内 未 
产 出 的 卵 中 。 胚 体 已 经 形成 ， 且 均 在 输卵管 上 段 及 中 段 发 育 ， 在 输卵管 后 段 停留 时 间 很 短 ， 
也 并 不 能 从 这 里 取得 营养 物质 ， 因 此 ， 虽 然 有 的 作者 将 输 卯 管 后 段 称 为 子宫 ， 但 我 们 认为 以 
示 称 子 官 为 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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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观察 到 排 油 分 泌 物 的 导管 ， 而 是 由 襄 腔 内 壁 的 上 皮 细 胞 脱落 ， 即 以 全 泥 方 式 进入 腺 腔 内 构 

成 分 泌 物 。 在 切片 上 见 到 的 复 泡 状 腺 的 腺 泡 ， 其 腺 细胞 和 上 皮 细 胞 相连 ， 腺 泡 又 移行 到 上 皮 

表面 开放 ， 这 也 是 一 种 全 泌 方 式 。 上 岚 腺 的 此 种 分 泌 方 式 以 及 其 肌肉 层 为 横 纹 肌 ， 这 两 种 情况 

究 傈 尖 吻 昌 所 特有 ， 还 是 在 蛇 类 中 普遍 存在， 还 需 在 大 量 研 究 资料 的 基础 上 ， 方 能 得 到 准确 

的 答案 。 

4, 人 尖 吻 晶 的 交接 器 ， 在 组 织 结构 上 与 哺乳 动物 的 阴茎 有 相同 之 处 。 例 如 ， 近 端 部 的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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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腔 ， 又 与 哺乳 动物 的 海绵 体 结构 不 同 。 血 察 与 血管 相通 连 ， 圳 腔 和 交接 器 的 内 腔 相 通 ， 推 

测 在 交接 妖 血 塞 充血 后 ， 喜 腔 可 能 起 到 缓冲 的 作用 。 在 交接 万 内 的 骨 质 刺 ， 交 配 时 可 钧 住 难 

蛇 的 浊 殖 腔 壁 ， 从 而 保证 了 交配 过 程 的 顺利 进行 。 骨 质 刺 基 部 着 生 在 圳 壁 的 结缔 组 织 中 ， 骨 

质 刺 在 再 - 忆 染 色 中 为 深蓝 色 ， 骨 细胞 陷入 到 基质 中 ， 仅 见 被 染 成 紫色 的 细胞 核 位 于 陷 窝 之 

中 。 这 种 硬 骨 的 刺 在 其 它 蛇 类 是 否 存在 ， 以 及 各 种 不 同类 型 交接 器 的 组 织 学 ， 也 是 一 个 值得 

比较 和 研究 的 一 题 。 

尖 吻 蜡 生 殖 系统 的 组 织 学 研究 ， 尚 未 见 专题 报道 。 我 们 根据 初步 观察 结果 写成 本 文 ， 错 

漏 之 处 在 所 难免 ， 请 批评 指正 。 

参考 文 献 

Brey: ROA. EAL BERRA. 两 栖 朴 行动 物 研究 6:47 一 49(1982 )。 

黄 美 华 、 蝎 恒 芳 主编 : 五 步 昵 。 科 学 出 版 社 (1983 )。 

张 服 基 : 蛇 的 闭 阴 茎 。 四 川 动物 2(2):29 一 31(1983 )。 

OBSERVATIONS ON THE ANATOMY AND HISTOLOGY OF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DEIN AGKISTRODON ACUTUS 

Wang Qishan Dai Liqun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D.acutus the ovary is a strip-shaped structure situated in the connective 

tissue layer. It is filled with the orange-colored adipose tissue, except its 

follicles, This is probably relative to the nutritional supply during reproductive 

period, 

The oviduct is flexible and fold-shaped, The mucous layer and lamina 

propria of the middle part of oviduct project toward the oviduct cavity to form 

folds, There are numerous simple tubular glands in the connective tissue, whose 

secretion assists in the discharge of ova, 

The scent gland looks like a long sac with a layer of striated muscle, Its 

anterior end has an opening in the posterior lateral..wall of the cloaca, The 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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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known to be exocrine although, curious enough,no ducts of distinct shape have 

been observed, The secretion is produced by the shedding of epithelial cells and 

disintegrating of acinus after its moving to the surface of epithelium, and it is 

therefore holocrine, Secretion produced by living snakes is offensive smelling 

and is used as a means of chemical communication, 

The bursa copulatrix is a pair of long, columnar sacs extending posteriorly 

from the cloaca, each of which bifurcates at the middle portion, There is cor- 

pus cavernosum in the distal ends, on one side of which are blood sinuses and on 

the other side is a saccular cavity separated by the reticular cords and commu- 

nicating with the endocavity of bursa copulatrix, There are many bony spicules 

on the crotch which become dark blue when stained with e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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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蜂 科 毒蛇 毒 腺 的 组 织 学 研究 ， 国 外 虽 有 不 少 报道 ， 但 国内 这 方面 的 工作 所 见 不 多 ， 

郑 秀 梅 (1982)、 梁 平等 (1982) 对 尖 吻 蜡 的 毒 腺 作 过 研 究 。 尖 吻 蜡 ( 站 ezzragRistrodom acutus) 

隶 蚂 科 、 几 亚 科 、 人 尖 吻 蜡 属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 其 排毒 量 大 ， 是 一 种 对 人 危害 

较 大 的 剧 毒 蛇 ， 但 其 毒 芒 却 又 具有 很 高 的 医药 价值 。 为 更 好 地 利用 这 一 自然 资源， 我 们 从 

1981 年 8 月 开始 对 尖 吻 昌 的 毒 腺 进行 解剖 组 织 学 的 研究 ， 试 从 毒 腺 的 组 织 结构 ， 发 育 过 程 、 

排毒 机 理 等 方面 进行 探讨 ， 现 将 部 分 工作 结果 作 一 整理 报道 。 

材料 与 方法 

材料 取 自 安徽 省 祁 门 县 蛇 伤 研究 所 饲养 的 尖 吻 蜡 成 体 ， 体 长 655 一 1271 毫 米 ， 体 重 425 一 

875 克 ， 共 解剖 观察 毒 腺 12 个 。 

方法 是 将 固定 于 Zenker's 液 和 10 驳 甲醛 谱 内 的 毒 腺 ， 作 成 石蜡 切片 ， 厚 度 为 7 一 10 微 米 ， 

用 也 -E 和 Mallory 氏 、Heidenhain 氏 Azan 染 色 法 染色 ， 以 Weigert 弹 性 纤维 染色 法 显示 弹性 

纤维 ， 冬 -省 酚 蓝 法 显示 蛋白 质 ，PAs 显 示 多 糖 等 。 

We 结果 

尖 吻 蜡 的 一 对 毒 腺 位 于 头 部 两 侧 ， 眼 的 后 方 。 腺 体 左 右 侧扁 ， 呈 不 规则 扁 梯 形 、 外 包 厚 
而 致密 的 结缔 组 织 被 膜 ， 整 个 腺 体 由 主 腺 、 初 级 导管 、 副 腺 和 次 级 导管 四 个 连续 的 部 分 组 成 
(图 1)。 

1 主 腺 ， 包围 主 腺 部 分 的 被 膜 厚 而 坚韧 ， 由 致密 的 结缔 组 织 构成 ， 其 中 胶原 纤维 成 束 排 
列 ， 甚 为 致 客 ， 其 间 有 不 规则 的 、 粗 细 不 等 的 弹性 纤维 和 血管 、 神 经 分 布 ( 图 版 区, 图 1)。 被 
膜 及 其 上 的 血管 、 神 经 等 向 主 腺 内 部 伸 入 ， 形 成 隔膜 ， 将 主 腺 分 成 若干 枝 腺 管 叶 ， 珠 管 叶 由 
许多 腺 小 管 组 成 ， 因 此 主 腺 为 树枝 状 的 复 管 状 腺 。 腺 小 管 的 盲 端 大 多 朝向 主 腺 的 被 膜 (图 1) 。 
各 级 腺 管 之 间 为 玻 松 结缔 组 织 ， 其 中 含有 胶原 纤维 和 成 纤维 细胞 ， 并 有 丰富 的 小 血管 分 布 ， 

本 文 于 1983 年 12 月 14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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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有 些 血细胞 游离 于 结缔 组 织 基 质 中 ， 有 较 多 的 
TA one nage 哮 酸 性 细胞 分 布 在 结缔 组 织 内 ， 其 胞 质 内 含有 

粗大 的 哮 酸 性 颗粒 被 伊 红 染 成 鲜红 色 。 
As es DB 

SAS MUOSXON OB 主 腺 的 形态 和 结构 在 毒液 从 毒 腺 排出 前 与 
piers eis 排出 后 发 生 明显 的 变化 (图 版 本 ， 图 2、3)。 
eS ie Hei 主 腺 饱满 ， 腺 管内 充满 毒液 而 

Fah 胀 大 。 构 成 腺 管 壁 的 单 层 高 柱状 细胞 ， 其 细胞 
图 1 Rome Gr sa 核 位 于 游离 端 ， 呈 圆 形 或 卵 圆 形 ， 排 列 较 为 整 

齐 。 核 内 有 大 而 明显 的 核 仁 。 有 些 柱 状 细胞 的 游离 端 边 界 模糊 ， 并 有 分 泌 物 附着 ， 这 些 分 泌 

物 与 腺 腔 内 毒液 的 形状 、 染 色 均 相同 (图 版 亚 , 图 4)。 腺 管 壁 上 除 单 层 柱状 细胞 外 ， 还 有 一 些 

聚集 成 团 的 细胞 群 ， 细 胞 呈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 。 细 胞 核 呈 圆 形 ， 位 于 细胞 中 部 。 这 种 多 层 释 连 

的 细胞 群 在 腺 管 上 无 固定 位 置 ， 细 胞 的 染色 由 管 壁 深 层 向 管 有 舱 逐渐 变 淡 ， 细 胞 形状 渐 趋 模 

糊 ， 靠 近 管 膀 的 几 层 细 胞 常 呈 透 明 状 ， 甚 至 看 不 到 细胞 核 ， 有 些 细胞 陷落 到 管 膛 之 中 ， 它 们 

在 孔 - 正 当 色 中 为 淡 红 色 ， 与 腺 管 中 未 排出 的 毒液 的 颜色 和 形状 均 相 同 〈 图 版 可， 图 5)。 由 此 

可 以 认为 ， 构 成 腺 管 壁 的 单 层 柱状 细胞 和 育 集 成 团 的 圆 形 细胞 都 是 分 泌 毒 液 的 分 泌 细 胞 。 

在 切片 中 还 看 到 腺 管 壁 上 单 层 柱状 分 泌 细 胞 脱落 到 腺 腔 内 ， 与 腺 腔 中 毒液 混合 一 起 ， 这 
些 细胞 有 的 尚 完 整 ， 有 些 已 经 分 解 (图 版 开 ， 图 6)。 

Hee 主 腺 萎缩 ， 腺 管 塌陷 ， 腺 管 壁 向 腺 胜 内 陷 使 腺 用 窒 缩 成 不 规则 状 。 腺 腔 内 毒 

液 较 少 。 单 层 柱状 分 泌 细 胞 变 为 低 柱状 ， 其 细胞 核 移 辐 细 胞 中 部 或 基部 ， 排 列 不 整齐 。 各 腺 
管 间 有 较 大 间隙 ， 均 为 疏松 结缔 组 织 所 填充 (图 版 全， 图 4)。 

主 腺 内 腺 管 之 间 有 一 些 大 小 不 等 的 细胞 团 。 在 也 - 卫 染 色 中 为 深 紫 蓝 色 ， 比 腺 管 上 聚集 成 

团 的 腺 细胞 群 染 色 深 ， 这 些 染 色 深 的 细胞 团 大 多 靠近 腺 管 壁 (图 版 三， 图 7)。 

主 腺 分 泌 的 毒液 ， 据 其 形状 和 染色 反应 的 不 同 可 以 区 分 出 两 种 ， 一 种 呈 海 绵 状 分 布 ， 在 

H-EX GARB, RRS, AMER KK, FH-ERBH AREA, Aa 

> ARR, MASRARSHHRE, RASRKERKTAZAN. SRE 
酸性 物质 来 自 细胞 质 ， 嗜 碱 性 物质 来 自 细 胞 核 ( 图 版 亚 ， 图 8)。 

毒液 由 腺 管 壁 上 的 两 种 分 泌 细 胞 分 泌 入 腺 小 管 ,流入 腺 叶 管 ,再 汇 入 位 于 主 腺 腹面 的 腺 总 

管内 ， 腺 总 管 长 而 宽 阅 ， 是 毒液 暂时 的 储藏 场所 (图 版 胡 ， 图 9)。 其 管 壁 为 单 层 低 柱状 细胞 

组 成 ， 亦 有 位 置 不 定 的 ， 育 集成 团 的 圆 形 细胞 群 分 布 ， 其 形状 、 染 色 均 与 在 腺 管 上 所 见 者 相 
同 。 
2, 初级 导管 是 主 腺 与 副 腺 之 间 的 管道 ， 一 端 与 主 腺 的 腺 总 管 相连 ， 两 者 无 明显 分 界 ; 
另 一 端 向 前 延伸 进入 卵 圆 形 副 腺 ， 从 副 腺 中 穿 过 与 次 级 导管 相连 。 初 级 导管 进入 副 腺 前 有 一 

明显 的 弯曲 ， 在 接近 副 腺 处 ， 管 膝 又 变 细 罕 (图 版 亚 ， 图 10)。 进 入 副 腺 后 ， 管 壁 向 内 袜 贸 ， 

管用 呈 不 规则 形 。 初 级 导管 的 管 壁 由 假 复 层 柱状 上 皮 构 成 ， 其 间 有 较 大 型 的 杯 状 细胞 ， 在 切 

片 中 呈 空 泡 状 ， 其 细胞 核 为 圆 形 或 半月 形 ， 常 位 于 细胞 的 游离 端 。 在 进入 副 腺 之 前 的 初级 导 

BE LOLA REMAN BBA, ABR >, BH LMR AEH 
整齐 的 、 水 平方 向 的 细胞 ， 其 作用 不 详 。 
3. BIR ”位 于 主 腺 前 方 ， 包 围 在 初级 导管 之 外 ， 呈 孵 圆 形 膨大 。 副 腺 的 前 部 是 由 高 低 参 
差 不 齐 的 外 液 细胞 组 成 的 单 管 腺 ， 炸 液 细 胞 较 大 ， 在 切片 中 呈 空 泡 状 ， 当 色 较 痰 ， 对 PAS 呈 

较 强 的 阳性 反应 。 副 腺 的 后 部 为 其 前 部 粘液 腺 的 导管 部 分 ， 管 壁 由 单 层 立 方 上 皮 构 成 ， 管 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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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大 ， 通 入 初级 导管 。 副 腺 分 泌 的 炸 液 和 主 腺 分 泌 的 毒液 一 起 经 次 级 导管 流入 毒 牙 。 
4, 次 级 导管 连接 于 初级 导管 前 端 ， 较 短 ， 开 口 于 毒 牙 流入 孔 相 对 的 口腔 膜 上 ， 管 壁 为 
假 复 层 上 皮 ， 间 有 人 少量 杯 状 细胞 。 

Wwe 

1, RYRSRHER. ORS. WRAKRSSAR, EROWAS WO SRL 
ARIANRES AN DRS SHA BREE, PARIS APE AR. it 
MEAN RE SURORSE Wa, ARI —KTHRKE ERMA aR iS BE 
提供 了 结构 基础 。 

2. 主 腺 的 腺 小 管 、 腺 时 管 、 腺 总 管 及 进入 副 腺 前 的 初级 导管 管 壁 上 ， 均 具有 聚集 成 团 
的 圆 形 分 泌 细 胞 ， 靠 近 管 用 的 几 层 细胞 ， 形 状 趋 于 模糊 ， 有 些 已 经 分 解脱 落 入 管 腔 ， 表 明 这 

种 分 泌 细 胞 是 以 全 沁 方 式 ， 分 记 毒 液 。 其 中 ， 腺 总 管 除 贮 存 毒液 外 ， 尚 具有 分 泌 能 力 ， 初 级 

导管 除 和 输送 毒液 外 ， 也 有 一 定 的 分 泌 功 能 ， 这 可 能 是 尖 吻 虹 排 毒 量 大 的 原因 之 一 。 

3. 主 腺 腺 管 壁 之 单 层 柱状 分 泌 细 胞 ， 可 见 其 游离 顶端 边界 模糊 ， 并 有 海绵 状 物 质 附 

着 ， 附 着 物 的 形状 和 染色 均 与 腺 腔 内 的 毒液 相同 ， 表 明 此 部 的 细胞 正 进 行 着 顶 泌 。 切 片 中 所 

见 单 层 柱状 分 泌 细 胞 脱落 入 腺 腔 肉 。 表 明 此 种 分 泌 细 胞 除 进 行 顶 沁 外， 还 可 进行 全 泌 ， 即 同 

一 类 型 的 分 泌 细 胞 以 多 种 方式 释放 其 分 认 物 。 这 一 观察 结果 与 梁平 等 所 作 的 报道 相 一 致 。 我 

们 认为 组 成 腺 管 壁 的 两 种 细胞 都 具有 分 泌 毒 液 的 能 力 ， 并 以 多 种 方式 杰 放 其 分 废物， 这 是 尖 

WIRE. HMA AM A. 

4. WRENN BEEK, FSR EK, Wikia, Hee 

为 低 住 状 ， 细 胞 核 移 向 中 部 或 基部 。 这 种 细胞 核 移 位 现象 与 分 泌 机 制 有 何 关系 ， 尚 竺 今后 钦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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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 靠近 主 腺 腺 管 壁 ， 它 们 可 能 是 分 化 程度 较 低 的 细胞 团 ， 可 进行 增殖 、 分 化 、 进 而 形成 新 

的 分 泌 细 胞 和 重建 新 腺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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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VENOM GLAND 

OF DEIN AGKISTRODON ACUTUS 

Dai Qunli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venom gland of JDeinag- 

kistrodon acutus, which consists of the main venom gland, primary duct, acces- 

sory gland, and secondary duct, The main gland is compound tubular in struc- 

ture, with its tubules opening into a wide common duct situated near the 

ventral surfac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secretory cells in the tubular walls of the main 

gland, the simple columnar and the massed, stratified round secretory cells, 

The simple columnar secretory cells are either apocrine or holocrine while the 

stratified round ones are holocrine, 

Proliferating and differentiating glandular tissue can be observed in the 

tubules and connective tissue of the main 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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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300—3138 KK, FEA 2948 米 。 从 元 江 县 城 到 弥 法 属于 北 段 。 我 们 两 次 调 查 夏 沙 

一 一 亏 嘉 ， 地 跨 新 平 ， 双 柏 两 县 ， 属 于 东 坡 北 段 中 部 地 区 ， 并 以 哀 牢 山 主 峰 段 的 两 个 点 ， 即 

7AKSS Bt GFlong) 两 地 为 中 心 ， 前 人 对 此 未 作 过 两 栖 爬 行动 物 的 调查 工作 。 调 查 时 间 

1982 “A 7 A 12 A—8 月 15 目 和 1983 年 6 月 29 日 一 7 月 9 日 。 

调 查 结 R 

两 次 在 哀 牢 山 东 坡 水 塘 和 者 瘟 地 区 初步 调查 结果 :， 获 两 栖 爬 行动 物 标 本 500 余 号 ， 经 鉴 

定 整 理 计 两 纲 4 目 14 科 34 属 46 种 及 亚 种 。 其 中 两 栖 纲 17 种 ， 分 隶 11 属 7 科 2 目 (有 尾 

目 1 种， 无 尾 目 16m, RMERB— we, ERA Bufo ailaoanus sp- nov-; fe 

动物 29 种 及 亚 种 ， 分 隶 23 属 7 科 2 目 BAMA) 。 名 录 参 看 表 1、2。 

AOL 17 种 两 栖 动 物 均 属 于 东洋 界 的 种 〈 参 看 表 1) 。 其 中 主要 分 布 于 华中 区 的 
种 2 种 ， 占 11.8 匈 ;主要 分 布 于 华中 和 华南 区 的 种 3 种 ， 占 17.6 匈 ;主要 分 布 于 西南 区 的 

种 12 种 (QIESBHA . 470.6%. 17 种 两 栖 动 物 国 内 分 布 仅 限于 云南 者 达 8 种 之 

多 ， 占 41.2 驳 。 另 外 ， 高 海拔 地 区 多 为 西南 区 的 种 ， 占 70.6 匈 ; 低 海 拔 〈1400 米 以 下 ) 为 

华中 和 华南 区 的 种 ， 占 23.5 驳 〈 西 南 区 的 种 仅 华 西 雨 峙 ) 。 说 明 高 海拔 地 区 在 地 理 区划 上 

属于 西南 区 的 西南 山地 亚 区 A 的 近 南 缘 地 带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 虽 然 西南 区 的 种 所 占 百分比 

很 大 ， 但 其 中 仅 宽 头 短 腿 蟾 、 华 西 雨 蛙 和 双 团 环 胸 蛙 三 种 在 西南 区 内 分 布 较 广 泛 ， 余 者 国内 

分 布 目 前 仅见 于 云南 ， 即 云南 特有 种 居多 。 

Rest 29 种 执行 动物 ， 除 黑 眉 锦 蛇 一 种 广泛 分 布 于 东洋 界 和 古 北 春 外 ， 其 余 属于 

东洋 界 的 种 。 其 中 西南 区 种 12 种 ， 占 41.4 匈 ; 华南 区 种 13 HH, 44.8%; 广泛 分 布 于 华 

中 和 华南 区 2th, 46.9%, 主要 分 布 华中 区 1 种 ， 占 3.4 匈 (参看 表 2) 。29 种 及 亚 种 

参加 本 文 野外 工作 有 邢 二 玲 、 王 政 昆 、 单 振 光 、 周 湘 玲 以 及 80、81 积 82 级 部 分 同学 。 何 Aa 

供 少 量 标本 ， 苹 征 新 则 志 绘 图 ， 特 此 一 儒 致 谢 。 

AMF 19844215 1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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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国 内 目前 仅见 于 云南 者 6 种 ， 占 20.7 狗 。29 种 爬行 动物 中 ， 华 南 区 种 居多 ， 如 纵 班 果 

虎 、 绿 锦 蛇 、 横 纹 翠 青 妮 、 眼 镜 蛇 和 了 眼镜 王 蛇 等 。 其 次 是 西南 区 种 居多 ， 但 广泛 分 布 于 西南 

区 内 仅 山 烙铁 头 1 种 〈 其 情况 与 两 栖 类 相似 ) 。 另 外 ， 高 海拔 地 带 〈1400 米 以 上 ) 采 到 14 

种 爬行 动物 中 ， 西 南 区 的 种 9 种 〈 包 括 云 南 特 有 种 在 内 ) . 414 PHY 64.3%, 46 Fa K 4 

种 ， 占 28.6%; WR 1400 米 以 下 地 带 采 到 15 种 中 ， 华 南 区 种 计 10 种 ， 占 15 PAY 66.7%; 

西南 区 的 种 计 3 种 ， 占 20 匈 。 因 此 ， 从 疏 行 动物 来 看 其 地 理 区 划 应 属于 华 南 区 或 资 南山 地 

亚 区 的 北 缘 ， 至 少 其 低 海拔 河谷 地 市 如 此 。 

Al REL RIK A EHR AMA LRA A 

种 名 水 塘 地 区 BK 垂直 分 布 ( 米 ) 主要 分 布 区 
Zr yepewa 了 yiototritom verrucosus Anderson =. 1800—2400 ”西南 区 

x ors. 45 Ris Brachtarsophrys carinensis (Boulenger) + 1600—2400 ”西南 区 

\\ f§ 8 =©=Megophrys minor Stejneger afb ob es 1700— 2500 t2rbe 

xi fais M. omeimontis jingdongensis Fei et Ye ++ 1750—2100 pork 

景 东 亚 种 

BAYS  Oreolalax jingdongensis Ma, Yang et Li ae += 1950-9000" pes 

re FE Be ifs Pepe gsovhora ailaoensis Yang, Chen et + + 1700—2200 西南 区 

a, 

yews: Bufo melanostictus Schneider 于 十 填 +++ 400—1700 华中 及 华南 区 

4 fa WES B, burmanus Anderson atin 1800—1950 ”西南 区 

Resi  B, ailaoanus sp, nov, ++ 2550—2600 “西南 区 

华西 雨 峙 Hyla annectans (Jerdon) 4 4 + 820—2600 “西南 区 

泽 it Rana limnocharis Boie +++ +++ £400—1700 华中 及 华南 区 

fe AL HE = =R, unculuanus Liu, Hu at Yang ++ 1950—2450 ”西南 区 

WMA igi: R, phrynoides Boulenger speeae +++ 1600—2450 Peak 

fi te HE = R, maculosa Liu, Hu et Yang mh + 2450 西南 区 

PO) yete: Staxwrios mantzorum (David) ++ + 1900—2600 “西南 区 

斑 腿 树 蛙 民 pacobjporus leucomystax (Gravenhorst) +++ 400 一 1000 ”华中 区 

饰 纹 姬 上 蛙 Microhyla ornata (Dumeril et Bibron) 区 

士 。 示 采 到 标本 1 一 5 号 ， 十 十 ， 示 采 到 标本 6 一 10 号 ， 十 士 十， 示 采 到 标本 10 沁 以 上 。 

* Bem, FHA1983). * * HA, $b H4R(1983). 

新 种 朱 述 

1982 和 1983 年 在 哀 牢 山北 部 中 部 地 区 进行 两 栖 疏 行动 物 调查 中 发 现 蟾 内 属 一 新 种 。 模 

式 标本 保存 在 云南 大 学 生物 系 。 
RHE 新 种 Bufo ailaoanus sp, nov. 

模式 标本 IER, A828025 9, BH BE i RPA BEEA Pl, WR 2600 XK, 

1982 468 H9 AR; Ble: A 828029 7, Peo, TSIRARSENIRIER; BIR. 3 ? 1o， 

A 828026—A 828028 这 三 号 标本 产地 、 海 拔 和 时 间 同 正 模 。A 8270211, ~ wl kL. BR 

2550 米 ，1982 年 6 月 5 日 何 晓 瑞 和 采 。 

鉴别 特征 BARE FRU A 3 th, BUA a yseR Bufo burmanus, PRE WE RB - 

cryptotympanicus FAS ERNE B. stejneger, MMPIPCRE 〈 无 耳 柱 骨 和 咽 芯 管 ) 。 新 种 耳 

BRKSEZLA 2:1, RKBAHALS “VY BSEKSERBRHERa, NSA 



4 期 

#2 

in 

Zs Zo 

纵 斑 蜥 虎 

云南 半 叶 
BEBE 

We WE 

Baw 

Be KE 

/\ SAAB 

#x 八 线 游 蛇 

FA 链 Be 

绿 a BE 
Se ia ke 

黑 冉 锦 蛇 

腹 斑 游 蛇 

PAN esis (a 
大 陆 亚 种 

a 游 he 

REL AIK FePSEME ASR EDA 

水 塘 地 区 者 童 地 区 名 

Calotes emma Gray 

Japalura yunnanensis Anderson 

Hemidactylus bowringii (Gray) 

Hemi phyllodactylus yunnanensis 
(Boulenger) 

Lygosoma indicum (Gray) 

Mabuya multigasciata (Kuhl) 

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 Schlegel 

Ahaetulla subocularis (Boulenger) 

Amphiesma octolineata (Boulenger) 

Dinodon septentrionalis (Guenther) 

Elaphe prasina (Blyth) 

E, radiata (Schlegel) 

E, taeniura Cope 

Natrix modesta (Guenther) 

N , subminiata helleri (Schmidt) 

N ., piscator (Schlegel) 

方 花 小 头 蛇 Oligodon bellus (Stanley) 

MA Bit Opheodrys multicintus (Roux) 

Sn BE oe 

A} BF 8 
中 华 亚 种 

xx 细 DENS 

Plagiopholis blakewayi Boulenger 

Piyas korros (Schlegel) 

Pseudoxenodon macrops sinensis 
Boulenger 

Rhabdophis leonardi (Wall) 

meee ie Zaocys nigromarginatus (Blyth) 

银 环 蛇 云南 Bungarus multicinctus wanghaotingii 
亚 种 

眼 镜 He 

BR aE he 
竹 时 青云 南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yunnanensis 

亚 种 

(Pope) 

Naja naja (Linnaeus) 

Ophiophagus hannah (Cantor) 

Schmidt 

EBA TT. jerdonii Guenther 

山 烙 铁 头 
指名 亚 种 

T , monticola monticola Guenther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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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e zepaR 

400—1000 ”华南 区 

1900 一 2500 ”西南 区 

400 一 1000 ”华南 区 

1400—1900 “西南 区 

1600—2400 华 让 及 华南 区 

400 一 1000 “华南 区 

400 一 700 ”华南 区 

820 西南 区 

820 西南 区 

1850 一 2000 “西南 区 

1800 华南 区 

400 一 1000 “华南 区 

500 一 2000 aa ar 

1400—2000 ”华南 区 

400 一 1500 “华南 区 

400 一 800 ”华南 区 

1900 一 2500 ”华南 区 

1000 一 1500 “华南 区 

2000 西南 区 

400 一 1400 华中 及 华南 区 

1700 一 2600 ”西南 区 

1400—2000 “西南 区 

1300 西南 区 

600—1300 ”西南 区 

500 一 1500 ”华南 区 

700 一 1500 ”华南 区 

1600—2600 ”西南 区 

1700—2400 ”西南 区 

1900 西南 区 

十 ， 示 采 到 标本 1 一 5 号 ， 十 十 ， 示 采 到 标本 6 一 10 号 ， 十 十 十 , 示 采 到 标本 10 忆 以 上 。 
* 何 晓 瑞 (1983) 。* * HEA, RR (1983). 

桨 内 和 隐 耳 蟾 内 较 相似 。 但 新 种 体 小 (? 53.3 毫 米 ，4 40 毫 米 左右 ) BN TARA CoM 

AR) ; BM) eS, MLAB eA RA 

形态 描述 fe AWE 52 一 55〈 平 均 53.3) SEK, HERE 40 毫米 左右 ， 头 宽大 于 头 长 ; 
Mint, ALSIP mms, BMAP es WRIA, Bi. SRP 

iat, SRSLY; 头顶 极 平 坦 ; PRIRPE AR FSB; 无 鼓膜 ， 无 耳 柱 骨 和 咽 鼓 

管 ; CHAK; 舌 罕 长 后 端 较 宽 圆 似 是 状 。 



i) Pa te eR NS Wd ee Oe 

RE x Bufo ailaoanus sp, nov, £7%A8280259. 

LM GX1G 2， 左手 X2 3, FAX? 

RE xx Bufo ailaoanus sp, nov, & 

1. #HX0.6 2. 腹面 X0.6 

四 肢 细 弱 。 前 臂 及 手 微 超过 体 长 之 半 ， 指 细 长 ， 指 长 顺 厅 3、4、1、2， 第 1 指 与 第 4 指 

几 等 长 ， 而 稍 长 于 第 2 指 ， 第 3 指 最 长 ， 有 关节 下 瘤 ， 但 第 1 指 节 下 关节 瘤 不 明显 ， 外 掌 突 
AMA, ASSIA, TEA. Jab mah (OME ARK 120,6%, — 雄性 

127.4%) ; AAR, ENKDAMe (AI) ; ZAK, bine. Be 

圆 形 ， 第 3 和 5 趾 几 等 长 ， 第 1、2 和 3 趾 外 侧 以 及 第 5 趾 内 侧 中 以 缘 膜 达 指 端 。 无 关节 下 

瘤 ， 但 具 长 得 肤 楼。 内 踏 突 为 不 规则 的 圆 形 ， 稍 大 于 外 路 突 ， 外 距 突 具 游 离 缘 ， 无 足 裙 。 

皮肤 粗糙 。 背 面具 密布 且 均 匀 的 小 交 粒 ， 其 间 散 在 小 疗 疣 “〈 直 径 最 大 不 超过 1.5 毫 米 ,一 

般 为 1 宫 米 左右 ) ， 细 看 似 纵 行 排列 ， 雄 性 更 明显 ;腹面 疣 粒 局 平 ， 分 布 亦 密 集 而 均匀 ， 比 

SHCA. BAA. RR RAE PAA AAS, RRR A 

自 色 角质 钝 粒 ， 但 小 疗 疣 上 为 2 个 以 上 。 耳 后 腺 长 与 宽 之 比 为 2:1 左右 。 

生活 时 背面 为 一 致 的 黄 棕 色 ， 一 个 标本 具 浅 色 肴 线 。 耳 后 腺 下 半 具 不 太 明 显 的 上 暗色 斑纹 

2 一 3 个 或 连 成 细 条 状 。 颌 缘 有 不 明显 的 暗色 斑纹 。 腹 面 浅 黄色 ， 肉 性 喉 部 色 浅 ， 雁 性 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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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RF EE RIE ERR 

Ee ke 模 模 Eek 配 ' 模 ie 
Ag28025 Ags28029 a2), 1 Ia) Ag28025 As28029 (G29), 1(or) 

59__55 26 1280 
体 1 Hg} 41.1 38.5 前臂 及 手 长 28.0 21.0 27.0 20.0 

53 .2 50.8% 51.9% 

16,3—17.1 4.1 一 5.0 
rs 16.3 12.0 16.6 12.0 BY OR 4.8 4.5 4.5 4.0 

31.2% 31.2% 8.5% 10.4% 

18.5—20.0 14.0=15.2 
J 宽 19 .0 13 .2 AGE ON 13.2 手 长 15.0 10.1 14,4 10.1 

36.1% 34.3% 27.1% 26.2% 

5.5 一 6 .1 62.0 一 66 .5 
mw kK 5.8 4,3 5.9 .8 服 全 长 63.5 53.8 64.5 AT.5 

11.1% 12.5% 121.2% 123.4% 

3.2 一 4.0 19 .0 一 21 .0 
鼻 间距 Boe 3.0 3.7 | eS se a) 15.5 19.9 15.5 

6.9% 7.0% 37.4% 40.3% 

4.8 一 5.1 5.7 一 6.2 
眼 间距 Bail 4.0 4,9 .0 有 5.8 4.8 6.0 4.7 

9.2% 10.4% 11.3% 12.2% 

4,8—5.0 33—35 
眼 i 3 5.0 3.0 4.9 3.1 PY JE 33.5 27 .5 34.0 25.0 

9.2% 8.1% 63.9% 64.9% 

5.0 一 5.9 22.5—23.5 
BR 径 ae 4.2 5.5 4.1 足 长 23.0 19.5 22.8 18.2 

10.3% 10.6% 42.9% 4T 3% 

m ik 

ee Ply, 度 以 毫米 为 单位 ， 百 分 率 是 各 部 量度 与 体 长 之 比 以 后 各 表 均 同 。 
2. Sn. ee 

RA ZY KIRKE UP a ER ORR 

Fe FE WES Sr aj fy] WE ee fe H MM me 

52—55 2D, 38.5— 62-91 QL, 61-6670 60-77 LL, 65-000 
体 三 AL idiot 

53.3 39 .8 76.7 63.8 68.4 67.6 

0 84—102 2-9 ,88—9907" 
53. 132.5 

ie = K 64.3 50.7 113.1 98.0 91.0 92.0 
120.6% 127.4% 147.5% 153.6% 132.8% 136.0% 

指 间 基 中 雌雄 均 显明 雄性 明显 ， 肉 性 稍 欠 XE 

趾 Ee 1/2 2/3 1/3 

EAT *4 vie LG A128 Bk AY EN #8 oe BA 无 

ToL BSR AS LA EL, De ALGER » 疗 粒 2 全 2 = panes Te RD 
Ht AL Al 2 AL ANE fl—1 5S REB 米 ， 部 分 pee 都 具 标 黑 色 角 质 刺 。 

ff LUNGS BARE ae Cee 

腹面 黑色 云 斑 所 占 比 例 1/3 弱 1/2 强 2/555 

耳 后 腺 下 半 颜 色 具 黑 色 云 状 或 点 状 斑 Se ate BIAS oh Se Gin RAJA 

背面 颜色 BAA, ORE 和 标 色 杂 有 污 班 ， 四 胶 具 De ae RR GR, 
: 具 不 显明 的 暗 斑 pa DE BUR GB 

产 卵 时 间 8 月 中 旬 一 9 月 上 各 6 一 7 月 上 名 

垂直 分 布 〈 米 ) 2550—2600 1750—1950 SNAG 

* 量度 根据 Anderson(1938) ， 
MKACQS) RE LK; LFEREERERE LAE, 



AA PY WG Me 4T Bh hy MF Hk 3 卷 

稍 带 雾 状 暗 斑 ， 其 余 胸 、 腹 和 四 肢 腹 面具 暗色 斑纹 约 占 1/3。 指 趾 端 色 均 浅 ， 掌 突 和 路 突 亦 

然 。 雄 性 第 1 和 2 指 具 棕 黄 色 角 质粒 〈 但 不 太 明 显 ， 可 能 性 尚未 完全 成 熟 ) 。 液 浸 标 本 ， 背 

Wwe, MRE A. DIFC DE. eH. 

Ade 1982 466 A 5 AER 2550 KT HK RSI— RAMEE A, 2 HR OB Harp 

卵 尚 很 小 ， 直 径 在 0.5 毫米 以 下 。 同 年 8 月 9 日 晚 在 2600 米 的 流水 山 HAH R B= R 

性 ， 其 中 2 只 卵 径 为 2.0 一 2.2 毫米 ， 黑 色 动 物 极 明显 ， 输 卵 管 明 显 增 粗 而 多 Shs 一 上 

径 为 2.5 一 3.0 毫米 ， 输 卵 管 已 增 粗 到 产 卵 期 的 程度 。 说 明 哀 牢 蝎 内 的 产 卵 期 可 能 始 二 

A) BE Ao 

另外 ，1983 年 6 月 30 日 一 7 月 6 日 在 水 塘 旧 哈 老 八 队 ， 海 拔 1800 米 的 村 子 附近 采 到 缅 

mis, AS 只 雌性 ， 解 剖 表明 已 产 过 卵 不 入“〈 因 输卵管 尚 很 发 达 ， 卵 梨 无 匈 ， 但 卵 梨 的 隔 

膜 尚 未 萎缩 ) 。 一 对 正在 水 田 抱 对 产 卵 被 捕获 ， 卵 梨 中 尚 有 部 分 卵 未 产 完 。 可 见 两 种 HE 内 

生活 的 海拔 高 度 、 产 卵 期 和 产 卵 场所 均 不 相同 。 说 明 两 个 物种 间 有 较 完 全 的 生殖 隔离 机 制 。 

nit fa) WE EA EE ek FS ES EE TT AE CR oi) 以 及 在 生 

态 学 和 生殖 时 间 亦 都 形成 生殖 隔离 。 

Bat = SFC Be MRL eR TE DRA PEAR ERR 

S$ 4 XM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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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疏 行 动物 系统 检索 。 科 学 出 版 社 (1977) 。 

刘 承 钊 、 胡 淑琴 等 : 1958 年 云南 两 栖 类 调查 报告 动物 学 报 12(2):151 一 174(1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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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PORTS ON THE HERPETOFAUNA OF SHUITANG AND 

ZHELONG DISTRICTS OF THE EASTERN SLOPE OF MT. AILAO,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Kou Zhitong 

(De pariment of Biology,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July to August, 1982 and June to July, 1983, two herpetological expedi- 

tions were made to Shuitang and Zhelong districts of the eastern slope of Mt. 

Ailao, within the two counties of Xinping and Shuangbai, from which more 

than 500 specimens of 17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amphibians and 29 of 

reptiles were collected, The amphibians belong to 11 genera of 7 families of 2 

orders whereas the reptiles belong to 23 genera of 7 families of 2 orders, All 

these animals are those of Oriental region, except one species, Elaphe taeniura, 

which is widespread in both the Oriental and palaearctic regions, 

Bufo ailaoanus sp, nov, 

Holotype: A828025, adult female; Ejia, Shuangbai County, Yunnan, alt, 

2,600 m; 9 August, 1982. 

Allotype: A828029, adult male; collected with the holotype. 

Paratypes: 3 females and 1 male; all collected with the holotype, except one 

collected on 5 June, 1982 at the altitude of 2,550 m.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related to B, burmanus Anderson and B, 

cryptotympanicus Liu et Hu in having no tympanum, but; differs in having, 1) 

body small (53.3 mm female and 40.0 mm male); 2) tibiotarsal articulation 

almost reaching (female) or reaching (male) the axillary region;3) skin covered 

with small warts, each with one, or more, corny granule on it,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Yunnan Univers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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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28 页 ) 

据 顾 辉 清 等 对 舟山 群岛 调查 结果 表明 : 在 相近 

纬度 范围 内 ， 每 个 海岛 所 负荷 的 两 栖 动 物种 数 与 该 

海岛 的 面积 大 小 有 密切 关系 ， 即 海岛 面积 愈 大 ， 

负荷 的 种 数 就 相应 多 ， 洞 头 列 岛 调查 的 结果 与 此 相 

同 ， 如 大 门 岛 面积 33 平 方 公里 ， 有 9 种 ; 洞 头 本 岛 

22 平 方 公里 ， 有 8 种 ; 鹿 西 岛 10 平 方 公里 ， 有 5 种 ; 

南 订 岛 9 平 方 公里 ， 有 5 种 ; 另外 三 岛 面积 ?一 7 平方 

公里 ， 有 4 种 ， 这 4 种 是 各 岛 所 共有 的 。 由 于 两 栖 动 

表 1 

PA HG MRT Bh hy TF AR ae 
Wy Fe BEES MIATA Bh, TARAS BEA BAH PH 

性 ， 只 有 大 的 海岛 有 较 复 杂 的 生态 环境 ， 才 能 适应 

多 种 多 样 的 动物 生存 。 另 外 ， 内 陆 性 海岛 ， 一 般 距 

大 陆 的 远近 ， 对 种 类 的 多 少 设 有 明显 的 影响 。 

在 调查 过 程 中 附带 采集 了 怜 行 纲 蜥 蝎 目 的 动 

物 ， ABSVCREREG , japonicus, PERLBE SEG ,subpa_ 
Imatus RFE, chinensis, ERARTEL, ele 

gans Wet , indicum, AL itwT , septentrionalis 

7A, FLPAL Bay LA A 

洞 头 列岛 的 两 栖 动 物 及 在 各 岛 分 布 情况 

海岛 名 称 及 面积 ANS HAAR BAS TRS ABS =HR BES 

(Afi: 平方 公里 ) 33.6 24.0 TOE Ta? 2.8 2.0 9.0 
es EWE es 4p + + + + + Ee 

Bufo melanostictus Schneider 

HA BR] Bly tee + 
Hyla chinensis Guenther 

8 tee + ar an 所 ae ae te 

Rana guentheri Boulenger 

me FEE ae 十 + 
R, nigromaculata Hallowell 

Be 纹 te 十 
R, tigrina rugulosa Wiegmann 

fal fa tee zl 

R, latouchii Boulenger 

目 本 林 蛙 指名 亚 种 二 十 
Rj, japonica Guenther 

泽 OE 4 + + + Oe + + 
R. limnocharis Boie 

Dir py See = zs 
Rhacophorus leucomystax 

(Gravenhorst) 

‘rE He Hee 45 + + + + 十 十 
Microhyla ornata (Dumeril 

et Bibron) 

/\N UNDE Hie SEE 十 
M ., heymonsi Vogt 

种 数 9 8 5 4 4 4 5 

2 ; 浙江 大 陆 与 海岛 两 栖 动物 分 布 比 较 

BEX Dees eA NEA £ A BEN REN Ait 

浙江 大 陆 7 4 3 3 18 2 4 41 

浙江 海岛 1 1 2 1 7 1 2 15 

RRR 

浙江 目 然 博物 馆 
Cai Chunmo 

(Zhejiang Natural Museum) 



第 三 卷 。” 第 四 期 两 栖 假 行动 物 学 报 Vol, 3, Ned 
Fen y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Dec., 1984 

着 南 两 栖 类 区 系 报 告 

AEM MK RAL 

(HAE EWS BEET) 

演 南 地 区 动 植物 资源 极其 繁多 ， 两 栖 动物 十 分 丰富 。 根 据 安德森 (Anderson 1878—9), 

博爱 理 (Boring 1945)、 基 洛 夫 (eaoae 1956)、 黄 祝 坚 (1958)、 刘 承 钊 (1959. 1960) 调查 

报告 和 文献 记录 共有 两 栖 类 57 种 。 为 了 进一步 查 明 演 南 两 栖 类 组 成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两 栖 旋 行 组 于 1974 一 1979 年 间 先后 9 次 对 云南 南 半 部 如 腾冲 (高 黎贡山 )、 盈 江 、 陇 咱 、 

永 德 ( 大 雪山 )、 沧 源 、 备 连 、 景 洪 、 景 东 ( 无 量 山 )、 动 腊 、 绿 春 、 屏 边 、 河 口 (大 围 山 )、 富 

宇 等 十 三 个 县 区 调查 ， 所 获 标本 较 多 ， 基 本 查 清 读 南 两 栖 类 的 组 成 。 

自 KR 概况 

滨 南 地 区 大 致 范围 为 东经 98 "一 106"， 北 纬 21"9 :一 24"30'。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其 中 西边 以 

高 黎贡山 ， 妈 山 的 南 延 部 分 ， 中 部 有 无 量 山 和 衰 牢 山 等 著名 山脉 ， 山 地 以 海拔 1500 米 左右 二 

多 数 ， 少 数 山 峰 可 高 达 3000 米 以 上 ， 就 整个 地 势 而 言 仍 是 一 个 向 南 倾 斜 的 高 原 面 。 其 间 有 泣 

沧 江 ， 元 江 穿 流 本 区 ， 经 中 南 半 岛 ， 流 入 南海 水 域 。 本 区 地 处 热带 、 亚 热带 ARRAS 

雨 ， 气 温 最 高 可 达 420 ， 最 低 大 多 在 0C 有 以 上 ， 霜 期 极 短 或 无 ， 每 年 可 分 为 于 季 和 雨季 。 本 

区 由 于 有 如 些 良好 的 地 势 、 气 候 和 水 域 加 之 以 季 雨 林 和 广大 的 农 作 区 为 主 的 两 栖 动物 栖 上 环 

境 ， 为 两 本 动物 在 本 区 繁衍 昌盛 因素 之 一 。 

Fase yal 2 FE GRG 3069-°S FoR LUG Sit), PRE THK RN TS, Asis e— 

种 标本 外 ， 其 余地 区 采集 都 有 比较 好 的 收获 。 经 整理 鉴定 有 72 种 〈 及 亚 种 )， 加 上 文献 记载 

而 我 们 尚未 采 到 的 标本 5 种 共计 77 种 ,分 隶 3 目 9 科 23 属 . 旦 晨 目 1 科 1 属 2 种 有 尾 目 2 科 

2 属 2 种 ;无 尾 目 6 科 20 属 73 种 。 其 中 省 新 记录 7 种 如 下 : 

蓝 尾 嵘 蚌 云 南亚 种 Cyrzozps cyanurus yunnanensis Yang 

小 口 拆 角 丹 Opj1ryopjiryze microstoma Boulenger 

FR BS WU 8 WS Le ptobrachium hasseltii Tschudi 

ha Ewe Bufo cryptotympanicus Liu et Hu 

本 文 于 1984 年 5 月 30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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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ic: Rana spinosa David 

KAIER, livida (Blyth) 

464 tig Staurois ricketti (Boulenger) 

Boring and Chang (1940) 报道 景 洪 有 演 晨 ， 至 今 未 获得 标本 ， 是 否 是 产地 有 误 ， 尚 难 
确定 。 

区 系 分 析 

汗 南 地 区 由 于 东 与 华南 地 区 、 西 南 与 中 南 半 岛 、 北 与 本 省 的 高 原 相 毗 连 ， 故 本 区 两 栖 类 

主要 是 东南 亚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 横 断 山脉 一 一 喜马拉雅 型 和 南 中 国 型 。 这 三 个 型 交汇 于 

此 ， 所 有 种 类 属于 东洋 界 。 

东南 亚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的 种 类 主要 是 广 布 于 “华南 区 、“ 人 华中、 华南 区 成份。 如 双 带 

fie, SGI, AKAM. BRA PMA. DOM BERK, DEW 

i, FIRM, BHR Bik. HEGE Kink, SIRE. REM BAD 

树 蛙 、 饰 纹 姬 蛙 、 花 细 狭 口 峙 、 花 狭 口 峙 指名 亚 种 等 46 种 ， 占 汗 南 两 栖 类 的 60 匈 左右 。 

横断 山脉 一 一 喜马拉雅 型 的 种 类 主要 是 “西南 区 ”成 份 。 如 蓝 尾 嵘 晨 云 南亚 种 、 峨 丑角 

蟾 、 哦 山 掌 突 蟾 、 华 西昌 峰 、 华 西 雨 峙 、 双 团 坏 胸 蛙 、 四 川端 峙 、 宝 兴 树 蛙 、 云 南小 狭 口 峙 

等 12 种 ， 占 演 南 两 栖 类 的 15.5 狗 左右。 

南 中 国 型 的 种 类 主要 是 “华中 区 ”成 份 。 有 小 角 昌 、 弹 琴 蛙 、 环 腹 蛙 、 环 胸 蛙 、 华 南 汕 

IESE 5 种 占 汗 南 两 栖 类 的 6.5 匈 左右 。 其 余 未 定型 的 种 类 共 14 种 ， 占 演 南 两 栖 类 的 18 匈 。 

目前 仅 发 现 于 演 南 地 区 的 特有 种 ， 有 景 东 齿 蟾 、 衰 牢 影 网、 大 花 角 蟾 、 花 RE. RIL 

圣 、 滇 南 将 蛙 、 陇 川 小 树 峙 、 盏 连 细 狭 口 峙 等 。 区 系 成 份 的 差别 说 明 本 区 与 邻近 地 区 的 自然 

环境 条 件 的 差异 。， 

汗 南 地 区 两 栖 类 越 往 西 北 ， 横 断 山 脉 一 一 喜马拉雅 型 物种 越 来 越 多 ， 越 往 东 南 则 逐渐 减 

少 ; 反之 ， 越 往 西 北 ， 东 南亚 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物种 则 逐步 减少 ， 而 越 往 东 南 则 逐 淘 增加 。 

如 北部 的 无 量 山 横断 山脉 一 一 喜马拉雅 型 为 12 种 ， 东 南亚 热带 一 亚热带 型 13 种 ， 而 位 于 东 

南 的 河口 大 国 山 横断 山脉 一 一 喜马拉雅 型 物种 减少 到 2 种 ， 而 东南 亚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物种 

增加 到 21 种 之 多 。 不 难看 出 阔 回 归 线 以 北 的 景 东 一 带 是 横断 山脉 一 一 喜马拉雅 型 ， 东 南亚 热 

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的 两 栖 类 的 过 渡 地 带 ， 属 于 横断 山脉 喜马拉雅 型 12 种 占 该 范围 的 37 匈 ， 

属于 东南 亚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16 种 下 该 范围 的 46 匈 。 

本 区 两 栖 类 主要 由 东南 亚 向 北 ，“ 华 南 区 ”物种 沿 西江 水 系 向 西 ，“ 西 南 区 ”物种 沿 着 

高 原 面 或 山 风向 南 分 布 以 及 “华中 区 ”物种 通过 金沙 江水 系 向 西南 渗入 的 结果 。 其 中 北 渗 物 种 

可 能 沿 萨 尔 温 江 、 湄 公 河 、 元 江 流 域 北 上 ， 尤 以 峙 科 的 大 头 峙 、 黑 耳 峙 、 黑 带 峙 、 尖 香 泽 

ik, BBS. Kms, WEAN RAWE, BSR. BIRR), BSUS 

Mm. BAKILBAFSEHRN SRE USER, dco PEARS 

地 区 。 

本 区 由 西向 东 辖 于 怒江 、 油 沧 江 、 元 江 、 南 盘 江 各 水 系 之 间 的 地 域 有 各 和 目的 特有 种 ， 反 

映 出 各 小 区 之 间 生 态 差 别 。 妈 江 以 西 、 中 缅 边界 以 东 、 腾 冲 以 南 即 高 黎贡山 南 的 陇 川 、 盈 

江 、 腾 冲 南部 地 区 无 特有 的 两 栖 类 。 妈 江 , 澜 沧 江 之 间 特 有 种 如 止 顶 角 蟾 、 大 姬 些 、 孟 连 细 狭 

Ose, ROA. Wit. TIZARAR MARBLE Kom S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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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于 元 江东 西 两 岸 的 两 栖 类 共有 32 种 ， 占 汗 南 两 栖 类 的 42 狗 ， 有 些 两 栖 类 被 元 江 阻 

隔 ， 分 布 于 元 江西 峡 而 未 能 进入 东 旦 的 两 栖 类 17 种 ， 占 谊 南 两 栖 类 22 驳 ， 如 蓝 尾 嵘 昭 云南 亚 

AH. PERE. KEAUS. BE. Keith. BEER PTHEL KBE: o MAFrciLAR 

FeIMAC he RLF eR ABE. HEE, PRA, Gobi. IRB), Bed 

圣 等 6 种 ， 占 汗 南 两 栖 类 的 7.8 匈 ， 其 主要 原因 可 能 是 两 崖 生态 环境 的 差别 以 及 上 述 物 种 对 

这 样 环境 的 特殊 适应 能 力 所 致 。 

小 南 地 区 两 枉 类 分 布 型 随 诲 拔高 度 变 化 也 发 生 相 应 变化 ， 如 景 东 无 量 山 1700 米 以 下 地 区 

东南 亚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9 种 ， 横 断 山 脉 一 一 喜马拉雅 型 仅 一 种 ，1700 一 2600 米 之 间 的 “ 东 

南亚 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仅 4 种 ， 而 横断 山脉 一 一 玄 马 拉 雅 型 达 11 种 ， 反 应 出 热带 一 亚热带 

型 物种 喜 热 喜 温 性 和 半 高 山 类 型 的 耐寒 喜 温 的 特性 。 

综 上 所 述 污 南 地 区 两 栖 类 物种 由 相 邻 地 区 渗透 而 来 ， 从 而 决定 了 该 地 区 两 栖 类 物种 的 复 

杂 性 和 多 样 性 ， 即 以 东南 亚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型 为 主 ， 其 次 为 横断 山脉 一 喜马拉雅 型 ， 南 中 

国 型 物种 ， 及 本 地 区 特有 种 所 组 成 ， 既 有 一 些 较 原 始 的 种 和 特有 的 种 又 有 一 些 进 化 中 的 高 等 

类 群 ， 其 区 系 成 份 显然 以 热 帝 亚 热 帝 类 型 为 主体 。 本 区 区 系 属 于 “华南 区 ”的 “着 南 山 

地 亚 区 ̀"， 而 北 回 归 线 以 北 的 景 东 、 永 德 一 珊 应 看 做 是 “西南 区 ”和 “六 南山 地 亚 区 的 过 湾 

地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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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HIFAUNA OF SOUTHERN YUNNAN 

Li Simin Yang Datong Su Chengy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From 1974 to 1979, nine herpetological explorations of the following coun- 

ties of southern Yunnan were made, Tengchong, Yingjiang, Longchuan, Yongde 

Cangyuan, Menglian, Jinghong, Jingdong, Mengla, Luchun, Pingbian Hekou, 

and Funing, within 98°—106° E and 21°9’—24°30’ N, from which 3,069 speci- 

mens of 72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amphibians, including 7 species of new 

provincial records, were collected, In addition to 5 species record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77 species of 23 genera of 9 families of 3 orders have so far been 

known to exist in this area, Among them, 46 species are of Southeast Asian 

Tropical-Subtropical Type (60%), 12 species of Hengduan-Himalaya Type 

(15.5%),5 species of Southern China Type(6.5%), and the remaining 14 species of 

undetermined type (18%).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types converge inthis area, 

Along the Yuanjiang River,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Red River of Viet Nam, 

are found 32 species, of which 17 species exist only on the west and 8 species 

only on the east bank, due to the blockade by the river, 

Most of the amphifauna here were dispersed from Indochina, South China 

Region, Central-Southern China Region, Southwest China Region, and Central 

China Region, with the amphibians of South Ehina Region constituting its 

major part. With so many species endemic to this area,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rea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ubregion of South China Region, Southern Yunnan 

Montane Sub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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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 Naagadsdeimmaidiig 
纤 原 酶 体内 抗 凝血 作用 

je Be BX 

《辽宁 大 学 生物 系 ) 

Rie EXE KEE Ban 王 剑 秋 

(沈阳 电 业 局 医院 ) (中 国人 民 解放 军 202 医 院 ) 

iE zp ee Ie Ee CThrombin-like enzyme) #8) (oA 7E FB EIB (Aghkistrodon), %& 

ne (Vipera) 、 响 尾 蛇 属 (Crotalus) WRAY ele (Deinagkistrodon) 等 的 蛇毒 中 。 

于 它 能 专 一 地 作用 于 血浆 纤维 蛋 自 原 ， 本 文 简称 它 为 纤 原 酶 〈 亦 有 叫做 类 凝血 酶 或 去 纤 

疑 血 效 应 ， 而 在 体内 则 能 导致 抗 凝血 效应 ， 

因而 引起 国内 外 学 者 的 兴趣 ， 进 行 了 深入 的 基础 理论 研究 并 探讨 用 于 治疗 各 种 血栓 性 疾病 

(Seeger et al, 1978; Stocker et al, 1982; Ouyang et al. 1983 ) 。 近 年 来 Ouyaamg 等 

(1978); 张 洪 基 、 肖 昌 华 等 〈1980) 5 ERR RS 〈1982) 先 后 分 别 报道 了 尖 吻 几 蛇 毒 

活血 酶 样 酶 对 实验 动物 体内 或 体内 外 的 抗 凝血 作用 ;部 文学 、 邹 平公 等 〈1981) 报道 了 蛇 岛 

晶 蛇 毒 精 气 酸 酯 酶 的 抗 凝血 作用 。 而 我 国产 蜡 蛇 毒 纤 原 酶 体内 抗 凝血 作用 的 研究 迄今 未 见报 

iE o 

RAGA PEE CA, ©. ussuriensis) 蛇毒 资源 丰富 ， 其 中 含有 活性 较 高 的 纤 原 酶 〈 赵 

夏 盛 强 等 ，1981) 。 为 了 充分 利用 这 一 宝贵 资源 进行 应 用 的 基础 研究 ， 本 文 报道 了 该 

毒 纤 原 酶 制剂 对 家 大 体内 的 抗 凝血 作用 ， 试 图 为 临床 治疗 血栓 性 疾病 提供 基础 资料 。 

材料 与 方法 

1. 纤 原 酶 制剂 KARA RECA. |. wsswriensis) 蛇 毒 经 DEAE 一 区 聚 糖 凝 胶 A 一 50 柱 

层 析 分 离 和 凝 胶 过 滤 后 接生 化 制药 的 要 求 制 成 。 
2. 实验 动物 ”由 中 国人 民 解 放 军 202 医 院 动物 室 提 供 的 杂种 家 大 ， 瞧 雄 不 限 。 

3. 给 药方 法 ”将 16 只 家 犬 随机 分 为 4 组 (每 组 4 只 ) ， 其 中 3 组 分 别 按 25 微 克 / 公 斤 体 

重 、 50 微 区 /公斤 体重 、 100 微 克 / 公 斤 体 重 的 剂量 给 药 ， 另 1 组 作为 对 照 。 在 给 药 之 前 从 家 

未 文 承 涂 长 晨 教 授 审阅 ， 沈 阳 医 专 许 桂林 老师 给 予 热 情 帮助 ， 特此 致谢 。 

een 1 月 17 目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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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0 毫 升 ， 由 后 肢 静 脉 以 每 分 钟 3 毫升 的 速度 缓慢 和 注入。 

4, 采样 各 组 家 大 在 给 药 〈 或 对 照 液 ) 前 及 给 药 〈 或 对 照 液 )》 后 的 1、3、5 小 时 以 及 了 下 

2、3 天 从 后 肢 静 脉 采 血 测 定 如 下 试验 指标 。 

5. 全 血 波 因 时间 的 测定 ”用 Lee white 试 管 法 。 

6. 血浆 纤维 蛋白 原 含量 测定 医院 常规 盐 析 比 浊 法 。 

7. 122 Sa (Plasma Protamin Paracoagulation， 简 称 3P ) 试验 用 1 毫升 

MWB WMI 50. 1H OMiRAREABRBEY, F37C KGS, 10. 1557 oh fe ie 

£2 eK TKI th Bh 

8. 血红 蛋白 、 自 细胞 总 数 的 检验 ”医院 常规 法 进行 。 

结 果 与 讨论 

1. 对 家 犬 全 血 凝 固 时间 的 影响 ”实验 结果 表明 ， 采 用 3 个 不 同 剂量 的 纤 原 酶 制剂 在 家 大 

体内 血液 中 均 能 引起 显著 的 抗 凝血 作用 ， 进 而 导致 全 血 凝 固 时 间 延 长 ,甚至 不 凝 。 详 见 图 1: 

小 24 XXX 24 XXX 24 勾 一 区 一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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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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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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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 SER WN Pia nese ee 对 照 组 

Bl 纤 原 酶 制剂 对 家 大 全 血 凝 国 时 间 的 影响 图 

图 1 明显 可 见 ， 对 照 组 家 犬 的 全 血 凝 固 时 间 基 本 稳定 在 3 分 钟 左右 。 而 各 实验 组 家 犬 在 
给 药 后 的 1、3、5 小 时 测定 全 血 凝 固 时 间 均 显示 24 小 时 以 上 的 不 凝 现象 COREA) 。 这 — 抗 
JERR G Ouyang 和 Teng (1978) MRM O.1EK/ATKED WK 
fk PO UE Pe FAD i RIE AKL 
iA MOE LR, CASO REN AACS T SRM, TRS 

从 何 时 开始 尚 不 能 确定 。' 当 参考 Ouyang 和 Teng (1978) 的 研究 结果 并 考虑 家 犬 对 纤 原 酶 的 
敏感 性 比 免 高 这 一 因素 (Ouyang 等 1979) ， 则 可 推测 本 试验 开始 出 现 不 凝 态 ， 可 能 在 给 药 后 
尚 不 到 1 小 时 以 前 的 某 一 时 刻 ， 而 不 凝 态 的 持续 时 间 比 图 1 表示 的 可 能 还 要 长 一 些 。 至 于 
50 微 克 / 公 斤 体重 、100 微 克 /公斤 体重 剂量 组 ， 其 不 凝 态 的 持续 时 间 显然 不 会 小 于 25 微 克 / 公 
斤 体重 剂量 组 。 这 样 分 析 全 血 凝 固 时 间 的 变化 情况 ， 对 考查 该 酶 制剂 的 抗 医 血 性 能 及 其 临床 
应 用 将 有 一 定 启示 。 
2. 对 家 犬 血 浆 纤维 蛋白 原 含量 的 影响 纤 原 酶 制剂 注入 家 犬 体 内 之 后 引起 血浆 纤维 蛋 自 
原 含量 显著 降低 。 如 表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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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RA RA RK MRARSHRSSHYA(ELSD oH, n=4) 

a SS 药 后 
AB 

1 小 时 3 小 时 5 小 时 1 天 2 天 3 天 

5 士 SD x+SDP x+SDP x+SDP £+SDP x+SDP x+SDP 

对 FR 28 0.3040.07 0.26 士 0.02 0.29+0.06 0.27+0.05 0.25+0.04 0.28+0.11 0.26+0.03 

25 和 人 微克/ 公斤 0.34 士 0.09 0.13 士 0.03 0.15+0.04 0.17+0.03 0.22+0.06 0.27+0.08 0.29-+0.05 
<0.01 <0.01 <0.05 $0.05 >0.05 >0.05 

50 微 克 / 公 斤 0.28 士 0.07 0.12+0.04 0.10 士 0.04 0.11 士 0.04 0.18+0.04 0.2640.02 0.27+0.01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100 微 克 / 公 斤 0.32 士 0.08 0.1640.02 0.08 士 0.04 0.06+0.03 0,14+0.02 0.25+0.03 0.27+0.01 
<0.01 <0.01 <0.01 <0.01 >0.05 >0.05 

&2 纤 原 酶 制剂 对 3P 的 影响 

给 Zw ata 给 药 后 

1 小 时 3 小 时 5 小 时 天 LE 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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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微 克 / 公 斤 ~ sp 十 7° oe fe ae ip 十 hey nie ate 

一 阴性 十 阳 强 十 十 强 阳性 

关于 血浆 纤维 蛋 自 原 含量 降低 的 幅度 、 持 续 时 间 以 及 恢复 情况 可 表示 于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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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纤 原 酶 制剂 对 家 犬 自 浆 纤维 雪白 原 含量 的 影响 图 

图 2 表明 各 试验 组 家 犬 血浆 纤维 蛋 自 原 受 纤 原 酶 作用 使 之 含量 降低 ， 就 25 微 克 / 公 斤 体 重 
剂量 组 而 言 ， 给 药 后 1 小 时 纤维 蛋 自 原 下 降 到 最 低 值 (0.13 克 多 .上 <0.01) 之 后 开始 回 升 。 
给 药 后 3 小 时 仍 处 于 低 水 平 (0.1552%.P<0.01) ， 继 之 到 5 小 时 与 对 照 组 比较 尚 有 显著 差 

异 。 虽 然 在 给 药 后 的 第 1 天 其 含量 有 所 恢复 ， 但 比 对 照 组 仍 还 含 低 ， 继续 到 2 天 乃至 3 天 基本 
恢复 或 接近 原水 平 。 显 然 50 微 克 / 公 斤 体 重 、100 微 克 / 公 斤 体 重 剂量 组 血 桨 纤维 蛋白 原 含 量 
的 变化 比 前 者 大 得 多 。 图 2 还 显示 随 着 纤 原 酶 剂量 的 增加 纤维 蛋白 原 含 量 也 随 之 显著 地 
降低 《50 微克 /公斤 剂量 组 降低 到 0.10 克 匈 ， 了 <0.01; 100 微 元/ 公斤 体重 剂量 组 降低 到 
0.0652%, P<0.01) ， 其 持续 时 间 也 相应 的 延长 。 

可 见 东北 产 虹 蛇 毒 纤 原 酶 制剂 ， 降 低 血浆 纤维 蛋白 原 的 效果 是 显著 而 肯定 的 。 以 相同 剂 
量 的 纤 原 酶 与 Quyang 等 〈1978) 报道 的 尖 吻 蜡 蛇 毒 凝血 酶 样 酶 〈0.1 毫 元 /公斤 ) 降低 血浆 



BB has B 栖 JR it a DF th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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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 PBR, 1980) 相 比 ， 则 稍 有 一 些 差距 。 对 此 ， 我 们 可 在 今后 的 工作 中 进一步 纯化 

纤 原 酶 并 在 动物 实验 中 采用 灵敏 度 较 高 的 测定 血浆 纤维 蛋 自 原 含量 的 方法 ， 这 样 将 有 可 能 

得 更 显著 的 效果 。 

3. 对 家 犬 血 浆 鱼 精 蛋白 副 凝 CP) 的 影响 为 了 考查 该 纤 原 酶 制剂 在 家 大 体内 作用 于 

血浆 纤维 蛋白 原 之 后 能 否 引起 纤维 蛋白 降解 产物 的 出 现 ， 进 行 了 3P 试 验 。 结 果 见 表 2。 

各 试验 组 于 给 药 后 获得 了 阳性 或 强 阳 性 结果 ， 表 明 该 纤 原 酶 制剂 在 家 犬 体内 作用 于 血浆 

Se ee gee ce ane Are 合 物 被 纤 溶 酶 逐步 降解 为 降 

解 产 物 (FDP) ， 这 种 情况 与 矛头 蜡 蛇 毒 制剂 Batroxobin 等 去 纤维 蛋白 原 的 效果 基本 相 似 

(Stocker, et oj.1982) 。 其 过 程 似 可 简略 示意 如 下 图 。 

纤 溶 酶 原 
! 

| Llc as eal 
“i 4 SRC 

CS ARE AEB 
| 
| 
| 
| 
q 

meee 4B RSet ------|-------- . 

可 溶性 纤维 蛋白 聚合 体 ——> 448 BGR (FDP) 

如 上 所 述 3P 试 验 不 仅 验证 了 家 犬 血浆 中 大 量 出 现 纤 维 蛋白 降解 产物 ， 而 且 提 示 由 于 体 
内 纤 深 系统 异常 活跃 从 而 进一步 强化 了 体内 的 抗 凝 血 效应 。 因 此 在 研究 纤 原 酶 体内 抗 凝 血 作 
用 的 同时 ， 还 应 注意 探讨 对 纤 溶 系统 的 作用 ， 这 对 阐明 该 纤 原 酶 的 抗 凝血 机 理 及 临床 应 用 均 
有 意义 。 

4, 对 家 犬 血红 蛋白 及 白细胞 总 HHS 经 检验 所 见 各 实验 组 与 对 照 组 家 犬 的 血红 蛋 自 
含量 基本 稳定 无 异常 变化 。 表 明 该 纤 原 酶 制剂 在 家 犬 体 内 产生 抗 凝血 效应 的 同时 血红 蛋 自 含 
量 不 受 影响 。 实 验 还 表明 ， 当 纤 原 酶 制剂 往 入 家 犬 体内 之 后 ， 自 细胞 总 数 稍 有 暂时 性 增加 的 
趋势 ， 经 过 24 小 时 后 逐渐 恢复 正常 ， 这 一 情况 与 张 渤 基 、 肖 昌 华 等 〈1980) 的 报道 基本 一 

致 。 
除 进 行 上 述 试验 之 外 ， 将 全 部 受 试 验 的 家 犬 送 回 饲 养 场 进行 1 一 2 个 月 的 专人 饲养 观察 ， 

均 表 现 生活 活动 正常 ， 未 发 现 病态 或 异常 反应 。 

小 = 

采用 25、50、100 微 克 / 公 斤 体 重 剂量 的 东北 产 蜡 蛇 (4. D. ussuriensis Emelieanov) te = 

纤 原 酶 制剂 ， 分 别 对 3 组 〈 每 组 4 只 ， 并 有 对 照 组 ) hg al TNE 

究 ， 结 采 表 明 ， 

us nn 后 的 1、3、 en 920 上 的 

RMR 

2. 可 使 各 试验 组 家 犬 血浆 纤维 蛋白 原 含 量 非 常 显著 (P<0.0D 地 降低 ， 其 持续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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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剂量 增加 而 延长 。 
3. 3P 试 验 ， 各 试验 组 均 获得 阳性 或 强 阳性 结果 ， 不 仅 表明 家 犬 血 浆 中 大 量 出 现 纤维 

蛋 自 降解 产物 ， 而 且 提 示 由 于 纤 湾 系统 异常 活跃 进一步 强化 了 抗 凝 血 效 应 。 
4. 给 药 后 家 犬 血液 中 的 血红 蛋白 含量 不 受 影响 ， 白 细胞 总 数 稍 有 和 暂时 性 增加 趋势 ， 其 

余 观察 均 未 发 现 异常 现象。 
综 上 所 述 ， 东 北 产 蜡 蛇 毒 纤 原 酶 制剂 对 家 犬 体内 抗 凝 血 作 用 显著 ， 未 发 现 异常 或 毒 付 作 

用 ， 因 而 为 进一步 研究 其 抗 凝 机 理 及 临床 应 用 提供 了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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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AGULANT EFFECTS OF FIBRINOGENASE FROM AGKISTRODON 

BLOMHOFFII USSURIENSIS VENOM IN VIVO 

Zhao Zhongxin Xia Shengqiang Luo Yuanwen 

(Department of Biology, Liaoning University) 

Song Yaoqing Wang Wenbao Zhang Baoxi 

(Hospital of Shenyang Power Industry Bureau) 

Bai Jinhua | Wang Jianqiu 

(Hospital No. 202 of the PLA) 

Abstract 

The veins of the hind limbs of three random groups of four dogs eac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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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ed respectively with 25, 50, and 100 pg/kg of fibrinogenase preparations 

from Agkistrodon blomhof fii ussuriensis venom for the study of anticoagulant effects 

in vivo,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whole blood coagulation times are all more than 24 hours for the 

blood samples taken 1, 3, and 5 hours after injection, 

2) The fibrinogen content in the plasma decreases prominently, 

3) Positive results are obtained in the plasma protamine paracoagulation 

test, suggesting not only that a large number of fibrin catabolites are present in 

the plasma but that anticoagulant effects are strengthened owing to the hyper- 

functioning of the fibrinolytic systems. 

4) Haemoglobin contents in the administered dogs’ blood remain unaffected , 

though the white-cell counts show a slight, temporary disposition to increase, 

No other abnormal phenomena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are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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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铁 头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 

蛇毒 血小板 聚集 素 的 研究 

AAR EWG 杨 长 久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 

(苏州 医学 院 血栓 形成 与 止血 研究 室 ) 

摘要 ， 本文 报 道 了 用 葡 聚 糖 凝 胶 G-75，G-200 反 复 纯化 的 烙铁 头 蛇毒 血小板 聚集 素 的 研究 。 结 

果 表 明 聚 集 素 对 热 较 稳定 ，65D 以 上 活性 丧失 ， 最 适 pH7 .5 一 9， 存 在 二 个 活性 部 分 ， 它 对 血 小 

板 的 活化 作用 阿司匹林 不 能 完全 阻 断 ， 纯 化 的 聚集 素 诱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与 血栓 蛆 烷 人 释放 无 关 ， 

与 ADE 诱 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不 同 ， 可 能 是 通过 一 条 不 依赖 ADE， 血 栓 星 烷 和 释放 的 活化 途径 。 

目前 蛇毒 血小板 聚集 素 的 研究 国内 外 都 很 活跃 ，Ouyang(1978，1980)，Teng(1981) 从 

烙铁 头 蛇毒 纯化 到 血小板 聚集 素 ， 报 道 了 氛 基 酸 组 成 ， 对 血小板 的 活化 作用 及 对 血小板 亚 显 

微 结构 研究 。 本 文 报道 了 我 国 湖南 产 烙铁 头 蛇 毒 中 分 离 纯化 的 血小板 聚集 素 的 部 分 理化 性 质 

及 其 对 血小板 作用 机 制 的 初步 探讨 。 

材料 与 方法 

烙铁 头 蛇毒 血小板 聚集 素 (简称 TMVA) 按 王 婉 瑜 等 方法 分 离 获 得 。 腺 苷 二 磷酸 CH 
称 ADP)， 荃 甲 磺 酰 氟 ( 简 称 PMSF)，N- 马 来 酰 亚 胺 (简称 NEM)， 卫 ，Merck 产品 ， 半 胱 氨 

酸 ， 劳 基 乙 醇 ， 过 碘 酸 盐 ， 谷 胱 甘 栈 均 为 国产 试剂 。 阿 司 匹 林 〈 简 称 ASA) 医药 公司 出 售 ， 
聚集 仪 国产 BS-631 型 。 

丙烯 酰胺 凝 胶 盘 电泳 按 刘 培 楠 等 不 连续 缓冲 体系 实验 方法 进行 。 

富 血小板 血浆 (简称 PRP) 制备 家 免 自 心脏 取 血 与 3.8 匈 WRRATRANR (9V:1V) 
混合 ，1000 转 /分 离心 10 分 钟 ， 取 上 清 液 得 PRP， 剩 余 血 液 3000 转 /分 离心 30 分 钟 得 少 血小板 

血浆 (简称 PPP)。 用 PPP 和 释 PRP 至 血小板 计数 在 60 土 5 万 /厘米 *， 供 聚集 实验 用 。 
血小板 聚集 实验 ”血小板 聚集 程度 用 比 浊 法 按 鞠 长 耿 等 (1983) 方法 测定 。 

本 文 有 关 工 XA, 实 验 在 苏 医药 理 教研 室 帮 助 下 进行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3 年 10 月 11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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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 “” 取 低温 一 8TC 保存 二 年 后 的 TMVA 待 冰 块 溶解 后 ， 分 别 置 于 15 一 70 有 水 浴 加 热 

20 分 钟 测定 血小板 聚集 率 驳 。 

酸 碱 稳定 性 “将 TMVA 按 1 毫 殉 / 毫 升 溶 于 预先 经 p 五 酸度 计 测 定 的 各 种 pH 溶液 中 ，30 分 

钟 和 间隔 17 小 时 测定 血小板 聚集 率 匈 。 

各 种 金属 离子 的 影响 ”将 各 种 金属 盐 类 配 成 5 匈 浓 度 ， 在 聚集 仪 上 同时 加 入 TMVA 或 ADP 

和 盐 溶液 ， 测 定 血 小 板 聚 集 率 。 

活性 中 心 探讨 PRIM, PMSF, NEM, APEHIK. tam, L-pe a 酸 按 5xX 

10°, Fist CREE OCIA, 1 毫克 /毫升 TMVA ERM BABAR BAH, 3708 

育 1.20 小 时 ，4.30 小 时 ， 分 别 测定 血小板 聚集 率 。 

阿司匹林 CASA) 阻 断 作 用 3 匈 ASA 与 1 毫克 /毫升 TMVA 或 5X10- 人 ADP 同 时 加 入 PRP 

中 ， 分 别 测定 其 对 血小板 聚集 的 阻 断 作用 ， 当 大 剂量 A3A 阻 断后 分 别 增加 TMVA，ADP 的 

剂量 ， 是 否 又 能 诱导 血小板 聚集 。 

血栓 唾 烷 A, (简称 TIA,) 按 鞠 长 耿 (1983) 方法 测定 。 

结 OR 

1. 经 葡 聚 糖 凝 胶 G 一 75，G 一 200 反复 过 滤 得 到 的 TMVYA 单一 蛋 和 白峰， 丙烯 酰胺 凝 胶 

盘 电 泳 检 查 ， 样 品 25 微 区 时 呈现 单一 

的 蛋白 带 ， 结 果 见 照片 。 

2. 热 稳 定性 测定 表明 工 MYVA SS 

HARE, COUT REBEL EF 
= a 

Le . 15 30 40 50 60 65 70 80 

| 温度 (了 D) 

‘Bl 不 同 温度 作用 下 TMVA 对 血小板 聚集 的 影响 
1ln0 

SS : 90. 

80 

70 

ER 
be 60 ip) pete e, 

a 50 / wees 

= 40 ake 

= 30 wide ‘ 

20 ie 

10 e eae : 

5 
0 

下 

图 2 不 同 p 百 作用 下 TMVA 对 血小板 聚集 的 影响 

IRR Ez te DHE A. <—+TMVAR FF pHig 5 He B30D FH Moe REE 
Bia PIL DIRS BL 2 -aTMVAR AM pHig MARAT) A Me 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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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不 丧失 ， 最 适 活性 温度 在 30 一 407C 和 之 间 ，65 了 以 上 活性 完全 形 失 。 见 图 1。 

3. 酸 碱 稳定 性 测定 表明 TMVA 在 酸性 环境 中 活性 被 抑制 ， 碱 性 环境 中 活性 较 稳定 ， 

pH10.5 以 上 活性 丧失 ， 见 图 2。 
4. 各 种 金属 离子 对 TMVYA 活 性 影响 ， 我 们 测定 了 几 种 常见 的 金属 离子 、 玫 …、Ca…“、 

Mg*?, Ba*®, Zn**, Fe**, Cu? 对 豚鼠 ， 家 免 、 狗 的 PRE 在 TMVYA 和 ADPE 诱 导 下 育 集 活性 

的 影响 。 结 果 表 明 Ca…，Mg…，Fe” 离 子 对 TIMYA 和 ADP 诱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有 一 定 的 激活 

作用 ， 而 Cu… 离 子 则 相反 具有 明显 的 抑制 作用 ， 见 表  。 

表 1 & At ADB BF pT MVA LS be 5 ve 

KK BR 家 免 狗 

TMVA ADP TMVA ADP TMVA ADP 

32 25 40 12 25 18 

Catt 33 31 55 17 48 We 

Mg?+ 38 59 71 38 42 36 

Ba2* 34 33 35 20* 32 14* 

Zn2* 35 16* 29 jase 

Fe2+ 40 | 34 33 33 70 20 

Cut 10 12 24 一 

K1+ 16 14* 43 32 

注 : 0,45 毫升 PRP+1 毫 克 / 毫 升 TMVA15 微克 或 5X10-4ADE30 RH +5DSE HE ie 30 MA, BR 
TMVAM SE 1 微克 。“* ”可逆 聚集。 "HR, 

5. ITMVA 活 性 中 心 的 探讨 ， 结 果 表 明 抑 制剂 PM5F、NEM、 孽 基 乙 醇 对 TMYA 活性 

都 有 明显 的 抑制 作用 。 过 碘 酸 的 抑制 作用 则 缓慢 ， 需 4.30 小 时 活性 才 丧 失 。 谷 胱 音 有 、 半 胶 

氨 酸 仅 抑制 部 分 活性 。 上 述 结果 提示 在 TMVA 存 在 二 个 活性 部 分 ， 即 多 糖 基部 分 和 丝 氟 酸 
蛋 自 酶 部 分 ， 见 表 2、 图 3。 

表 2 不 同 抑制 剂 对 TMVA 洁 性 的 抑制 (377 ) 

1.20 小 时 4.50 小 时 

TMVA 48 49 

PMSF 0 0 

NEM 0 0 

SRE IK 42 21 

过 HA OR 38 

半 胱 氨 酸 48 28 

Size CRE 0 0 

6. ASA 对 TMVA 的 阻 断 作 用 ，ASA 通过 使 环 氧化 酶 活性 位 点 的 丝氨酸 残 基 的 乙酰 化 
而 起 作用 ， 即 抑制 血小板 环 氧化 酶 ， 阻 断 花生 四 烯 酸 转变 成 内 过 氧化 物 PGG; 或 PGH:， 从 而 
阻 断 了 转变 成 TXA, 的 过程 。 我 们 的 结果 表明 ASA 能 完全 阻 断 ADP 诱导 的 家 免 血 小 板 聚 
集 ， 阻 断后 增加 ADP 的 量 不 能 重新 诱导 聚集 。 相 反 大 剂量 的 ASA 可 以 阻 断 TMVA 诱导 的 家 
免 血 小 板 聚 集 ， 但 阻 断 后 再 加 入 TMVA 可 重新 诱导 聚集 ， 这 就 表明 后 者 诱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4.30)n A 

aoe 4.30 小 时 

4.30 时 

1 .20 小 时 

1 .2 (0 小 时 1.208 

ro 3 0 小 时 pe 4.3(0 小 时 
1 .20 小 时 ae) .20 小 时 了 

Pa ia 

oo 1 .20 小 时 
4 口 zaz- aed 

透 光度 

10% 

图 3 Ap dp hl slat TMV AG tp re 

Lae ik 2. 过 碘 酸 3. 半 胱 和 气 酸 4.N- 马 来 酰 亚 胺 SKRPRRR 6C.HALCHSSEAA 
(5X 1077) 100 KA + TMVA(1 008 %)37C R120 A, A320, PAM DRE 

图 4 阿 斯 匹 林 对 TMVA、ADP 的 阻 断 作用 
TMVYA(100 微 克 / 毫 升 ) 诱 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ASP(3 驳 )50 籁 升 十 LTMVA(10 微 克 / 毫 升 ) 阻 断后 再 十 TMVA(60 微 克 / 毫 升 ) 诱 导 的 自 小 板 聚 
集 

C, ASP(3 克 )50 微 升 十 ADE(5X10-4，40 微 升 /毫升 ) 阻 断后 再 十 ADE(60 微 升 /毫升 ) KF MR 
小 板 聚 集 

四 a 

示 依 赖 环 氧化 酶 的 代谢 途径 而 显著 区 别 于 ADP。 说 明 TMVA 诱 导 血 小 板 聚 集 可 能 存在 一 条 
不 依赖 ADP，TXA, 释 放 的 活化 途径 ， 见 图 4。 

7. 血小板 聚集 与 TXA, 释 放 的 关系 ， 为 进一步 证 明 TXA, 诱 导 血小板 聚集 不 依 顿 开 XA， 
有 释放。 我 们 用 家 免 主 动脉 条 测定 了 TXA, 的 释放 。 结 果 表 明 TMVA 随 纯 度 增加 。TXA, OR 
放 不 断 减低 ， 最 后 完全 不 释放 ， 但 血小板 聚集 度 并 不 降低 ， 这 就 进一步 证 明了 用 G—200 4 
化 的 TMVA 诱 导 血 小 板 聚 集 与 TXA: 释 放 无 关 ， 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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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 条 收缩 

钥 小 板 聚 集 

10% 
-— 

图 5 TMVA#Z5DEAE A—5) 48, G—75, G—200 2 1t4 TMVA 引起 和 免 子 动脉 条 
TXA 6 3k fo ve} HIE Z I] 4 HORE 

1.42TMV 2,DEAE 和 A 一 50 分 离 TIMVA 3.G 一 75 纯 化 TMVA 4,G—200 424% TMVA 
5. 花 生 四 烦 酸 TMVA 剂 量 各 为 60mg/al 

5 ee 3 

Ouyang (1980) 从 台湾 烙铁 头 蛇毒 中 分 离 纯化 的 血小板 聚集 素 ， 是 一 个 糖 蛋 自 ， 分 子 

中 碳水 化 合 物 含量 高 达 50 驳 Ge Dubois et d. 方法 ) 是 其 活性 中 心 。 而 我 们 发 现 湖南 产 烙 

铁 头 蛇毒 的 TMVA 包含 两 个 活性 部 分 ， 一 个 是 丝氨酸 蛋白 酶 活性 部 分 ， 可 被 专 一 性 的 丝 氨 

酸 蛋 自 酶 抑制 剂 PMSE 所 抑制 ; 另 一 个 是 糖 基 活 性 部 分 ， 可 被 过 碘 酸 盐 抑 制 ， 故 分 子 中 的 糖 

基 可 能 是 其 活性 结合 部 位 ， 其 结构 不 易 被 破坏 ， 需 混合 多 育 4.30 小 时 活性 才 形 失 。 半 胱 氛 酸 

在 1.30 小 时 不 抑制 TMVA 活 性 ， 即 使 4.30 小 时 活性 只 略 有 减弱 。 

Ouyang (1979) 的 研究 结果 认为 台湾 烙铁 头 中 的 血小板 聚集 素 对 血小板 的 活化 作用 可 

能 与 合成 前 列 腺 素 有 关 。 我 们 的 研究 结果 表明 ， 抑 制 ADP 诱 导 血 小 板 聚 集 的 AsA 并 不 能 

断 TMVA 诱 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 当 天 剂量 的 ASA 阻 断 TMVA 诱 导 的 聚集 后 ， 增 加 TMVA 可 以 

BRAS LAS), 用 家 免 主 动脉 条 测定 TIXA: 释 放 实 验 ， 研 究 进一步 证 明 纯化 的 TMVA 

诱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 完 全 不 释放 TXA, 。 另 外 我 们 尚 证 明 阻 断 ADP， 凝 血 酶 ， 肾 上 腺 素 诱导 

Ih DREN RA. TRI. GET, FASE TMVA GB 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BX 

报导 )。 上 述 结果 表明 TMYVA 诱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可 能 是 通过 一 条 不 依赖 TXA, 释放 的 活化 途 

径 。 

金属 离子 Ca…、Mg…、EFe” 都 能 促进 ADP、TMVA SKN. AS. Jy PRP RE, 

而 Ca … 则 引起 抑制 。 | | 

TMVA 4 RHEARHIBHEEA, WARS. AFR. 2-TRAME, ILM Mh 

VRB, I ieee MILA we 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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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PLATELET AGGREGATION INDUCER 

PURIFIED FROM TRIMERESURUS MUCROSQU AM ATUS VENOM 

Xiong Yuliang Wang Wanyu Yang Changjiu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Ruan Changgeng Li Peixia Wan Haiying Xi Xiaodong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 Research Laboratory, 

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platelet aggregation inducer separated and puri- 

fied from 7, mucrosquamatus venom by DEAE-A-50 column chromatography and 

repeated gel filtrations through Sephadex G-75 and G-200. The inducer has 

two active components and is stable at relatively high temperatures, 0-60, 

but is inactivated above 65. Its optimum pH ranges from 7.5 to 9, Platelet 

aggregation induced by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blocked by aspirin and bears no 

relation to the release of TXA,, indicating that the aggreg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duced by ADP. It is therefore reasonable to consider that there 

may be a pathway for platelet aggregation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ADP and 

the release of T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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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5 一 8 月 ， 我 所 在 西藏 考察 时 ， 

在 墨 脱 地 区 采 到 的 小 树 蛙 ， 其 中 之 一 种 经 鉴 

定 为 一 新 种 ， 现 描述 于 下 。 模 式 标本 保存 在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Ai | Be ge 新 #i Philautus medogensis 

sp, nov, 

Philautus sp 四川 生物 研究 所 两 He Me 

行动 物 研 究 室 1977 ,动物 学 报 23(1) :56 一 57 . 

鉴别 特征 sia SSA) we 
Philautus jinxiuensis Hu et Tian 相近 ， 但 

新 种 鼓膜 距 眼 后 角 较 远 ， 背 面皮 肤 光 滑 ;， 两 

ARATE “PIRI” BER, MP Maso 

BUR ZE; 雄性 有 雄性 线 。 金 秀 小 树 蛙 鼓膜 距 

眼 后 角 较 近 几 乎 紧 接 于 眼 后 角 ， 背面 皮肤 较 

HARE, TATE NPE; 两 眼 间 的 深 色 斑 较 

长 ， 向 后 两 侧 的 分 术 较 宽 ; 雄性 无 雄性 线 。 

(图 1 一 4)。 

模式 标本 ”CIB73T0051 雄性 成 体 ; 

西藏 墨 脱 西 工 湖 ， 游 拔 1500 米 ;1973 年 7 月 

21H, WRK. 

形态 描述 WR 26.5 Sk, KIA 

Fas ARMEBKAFAKR, Witte, 2 Wm 

MISH S, PEAR RAAB; 

棱 明 显 ， 类 部 略 向 外 倾斜 ， 眼 间距 大 于 上 眼 

瞪 宽 ， 鼻 孔 近 吻 端 ; RE, FRIAR 

ze, HR FEASFRERRA;, CHU: 

舌 后 端 缺 刻 深 。 

指 细 长 ， 第 一 指 短 于 第 二 指 ， 三 、 四 指 

几 等 长 ， 外 侧 三 指 在 近 端 关 苑 下 瘤 下 方 疮 

开 ; 指 间 无 跃 ， 关节 下 瘤 、 掌 部 疣 粒 清 晰 ; 

B=, HANARBE. RRA, KK 

AARKK 2-2, INK WHA, 2a 

跟 部 显然 重 迁 ， 第 五 趾 略 长 于 第 三 趾 ， 趾 跑 

AREA, AM=HREBRE, =. D. ££ 

趾 间 吐 达 近 端 第 二 关节 下 瘤 ， 外 侧 跃 间 无 

Be; BERMAN Fis Mma; HEEB UN Se ve pk 

Al 2h) 2: Philautus medogensis 

正 模 CIB 73 F 00518 
7A & se 

ANHAMRARSSMA, SHAG S 
ms, 

ASF 19844 4 ALOR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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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2 pate Philautus jinxiuensis £7%CIB 66038692. 示 背 面色 斑 

图 3 Spe a at Philautus medogensis sp, 

nov, 
正 模 标本 CIB73 J 0051071 1) HL 
RR 

B4 BF pe eePhilautus jinxiuensis 

Xt ACIBGECNBIGD 侧面 观 

示 鼓 膜 位 置 

4F, ARR KB 

RRB, MAD oH Di 

4, BUS. BERT. Web 

Fi Bito 

生活 时 背面 草绿 色 ， 从 左右 上 了 眼 险 间 开 

始 到 头 后 有 一 略 呈 倒 梯形 的 棕色 斑 ， 随 后 印 

分 叉 斜 向 体 两 侧 ， 渐 成 细 罕 纹 ， 在 近 腾 部 时 

逐渐 消失 ， 肪 后 有 几 个 小 棕色 斑 成 行 排列 ; 

从 吻 前 缘 沿 左右 吻 楼 下 方 各 有 一 条 棕色 纹 通 

过 眼 至 甘 部 ， 鼓 膜 前 有 一 浅黄 理 ， 四 肢 色 较 

浅 , 具 棕色 横 纹 , 股 、 肥 各 三 至 四 条 ， 股 部 前 

BEM: LMA RAR. EMR, 

GRE, RRREAPRADR RID, 

SRE RARRERA (2: BA) 
is id 

k K 65 MEE The 

‘ 9.4 8.5 
Se a nc ay) 

: 10.0 41.8 
头 a 7 a ee aE 

3.4 13.6 
m K o'gm HF K 51 3% 

I 2.8 3.0 
BWR ye BH B tise 

BRA 113 的 HEE ee 
2.1 12.0 

HR Egg, 足 Kt 1m 

ne 第 三 指明 基 。 33 

BO hq MBL Oh 
WHREK 509m 
注 ， 量 度 以 毫米 为 单位 ， 百 分 率 是 各 部 量度 与 

体 长 之 比 。 



4 其 叶 昌 退 等 ， 西 藏 自 治 区 小 树 蛙 属 一 新 种 的 

余 均 无 班 。 液 浸 标 本 背面 浅 灰 色 ， 斑 纹 棕 灰 生态 习性 1973 年 7 月 21 日 午后 在 墨 

色 ; 腹面 自 色 。 脱 1500 米 处 的 西 工 湖 湖 边 小 路 旁 冰 叶 灌 木 

第 三 性 征 第 一 指 上 婚 热 略 显 ， 有 内 上 ， 发 现 这 只 小 树 峙 静 静 的 币 伏 在 一 片 担 曲 

PE, AEA, 了 的 叶片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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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PHILAUTUS (Anura: Rhacophoridae) 

FROM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Ye Changyuan Hu Shugi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Philautus medogensis sp, nov, (Figs. 1, 3) 

Type: CIB73 [0051 adult male; Medog,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altitude 1,500 m; July 21 1973; collected by Zhao Ermi. 

Diagnosis: This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 jinxiuensis Hu et Tian but 

differs by the possession of, 1) tympanum farther from the eye; 2) dorsal 

skin smooth; 3) brown, inverted ladder-shaped mark extending from the 

middle region of interorbital space to the posterior part of the head smaller in 

size, with its bifurcation narrower and longer; 4) adult male with linea 

masculina, 

Type specimen is kept i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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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limbed, Tailless, Malformed Tortoise, Chinemys reevesii 

EAA RITE FENRIS, MWB 常 ; 右 后 肢 畸 变 为 一 肢 状 突起 ; Aale BOE AA 

且 秦安 航 (1983) 报 道 了 畸形 双 头 色 。 只 具有 两 爪 。 没 有 细 长 的 尾 ， 仅 为 一 肉 状 突 小 ， 

作者 在 乌龟 (Cinemnays reevesii) 人 工钱 化 的 “起 。 在 近 尾部 的 腹 甲 排列 不 规则 ， 近 缺 肢 一 侧 的 腹 
研究 中 , 于 1984 年 8 月 27 日 在 实验 室 旷 出 一 只 三 肢 ， 甲 小 于 其 对 侧 的 腹 甲 。 这 种 畏 形 龟 发 生 的 原因 尚 不 
无 尾 的 畸形 乌龟 。 这 次 旺 化 的 温度 为 23 一 27.57 ， 清楚 ， 有 待 于 进一步 研究 。 标 本 保存 于 湖南 师范 学 
及 化 期 是 78 天 。 了 畸形 龟 出 壳 时 体重 为 2.15 克 ， 背 甲 。 。 院 生 物 系 。 
长 2.13cm， 背 甲 宽 1.7cm， 体 厚 1.13cm。 前 肢 正 

本 文 于 1984 年 9 月 12 目 收 到 。 

腹面 

FR 

《 涛 南 师范 学 院 生 物 系 ) 
Hou Li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Hunan Teacher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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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量 属 一 新 种 及 其 亚 化 石 记 述 - 

ik 明 华 

《浙江 省 博物 馆 自然 部 ) 

笔者 曾经 在 《有 罗 家 角 遗 址 的 oh 物 群 》 

(1981) 一 文中 报道 过 浙江 省 桐乡 县 这 个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中 发 现 的 量 的 遗 骨 材 料 ， 认 为 

其 “特征 与 我 馆 馆 藏 的 现 生 种 骨骼 标本 基本 

— 3“, 因而 将 它 归 入 如 属 的 唯一 种 Felocpe。 

lys piprowi(Owen) 中 。 这 里 需要 说 明 的 是 ， 

在 最 初 鉴定 时 是 根据 当时 认为 一 属 仅 此 一 现 

生 种 的 骨骼 而 定名 的 。 现 在 经 过 进一步 研究 

之 后 ， 认 为 上 述 遗 址 标本 和 现 生 种 骨骼 标本 

在 特征 上 虽 仍 基本 一 致 ， 但 它们 和 前 人 所 有 十 

的 现 生 种 却 存 在 着 较为 明显 的 差异 。 因 此 将 

它们 改 订 为 电 属 的 一 个 新 种 。 特 作 如 下 志 

述 。 

太湖 和 让 
nov, 

全 模 标本 ”保存 较 完 整 的 头骨 一 件 和 

相当 完整 的 左 第 四 肋 板 一 件 〈 原 始 编 与 分别 
为 TNO9.5，TNO9.9)， 产 地 浙江 ， 桐乡 

B, SAMI, WitA. 

鉴定 特征 ， 头 骨 宽 阔 而 低 平 ,面部 帘 

短 ， 吻 端 钝 圆 ， 矣 额 区 两 侧 向 后 平行 延伸 ; 

PRAE A; HEM) ab THE a SIS 72, HET) FE 

FIEBZMAT ER Sia. fH mw A 

形 ， 微 容 隆 ， 表 面 满 布 不 规则 的 四 斑纹 饰 且 

新 种 Pelochelys taihuensis sp. 

侧 缘 处 的 蠕虫 状 纹 不 明显 ， 而 在 边缘 处 崩 板 ， 

EMA EO LIED, SURREA, WE 

不 具 明显 的 羽 状 翼 而 几 不 盖 住 第 一 肋 板 的 肪 
KR; 肋 板 8 对 且 第 八 对 明显 退化 ， 椎 板 7 或 8 
se, SI ASA MOKA. 

标本 描述 完整 的 骨架 标本 ， 头 骨 宽 

阔 而 低 平 ， 宽 而 短 的 面部 向 吻 端 圆 弧 缓 倾 ， 
吻 端 钝 圆 ， 眶 后 缘 至 上 枕骨 未 端 长 为 眶 后 综 
至 吻 端 长 的 三 倍 ， 颅 顶部 平坦 ， 顶 骨 向 后 延 
伟 成 细 长 的 峭 并 与 扁 薄 的 上 枕骨 顶风 自 然 相 
接 ;， 眶 间 部 和 眶 后 弓 均 较 窗 ， 眶 间 宽 仅 及 眶 
径 的 一 半 而 大 于 眶 后 弓 前 后 径 ， 眼眶 大 ， 亚 
圆 形 ， 里 颖 区 开口 宽阔 ， 两 侧 向 后 平行 延 
伸 ， 该 处 为 头骨 最 大 宽 处 ， 鳞 骨 翼 略 靠 内 并 
亦 向 后 平行 延 伟 ， 仅 在 未 端 才 略 向 内 弯曲 ; 
后 耳 骨 扁 薄 而 宽带 状 地 向 后 延伸 ， 至 弯曲 的 
GRAM WH; LOR BOER, Ze 
LRP HIRAI, BA. ALE 
吻 端 没有 接触 ， 在 右上 颌 骨 吻 端 可 见 一 很 小 
的 前 上 颌 骨 》 上 颌 骨 此 槽 面 平坦 并 由 前 向 后 
逐渐 扩展 ， 而 颌 缘由 后 向 前 逐渐 高 出 齿 槽 面 
约 3 一 5 毫米 并 由 薄 锐 状 渐 向 吻 端 明显 增 厚 ; 
WMA PRA, waht OIL ws 
口 盖 孔 大 小 与 内 鼻孔 相 若 ， 内 鼻孔 天， 位 于 
HME Fy 3t HRA SOR SE; 额 骨 短 
WG eT EOLA, 13,2). — 
BHA, PSHE, KATH 

(AWHRERMNK. RIBS) FH 

« 本 文 承 我 部 些 春 抹 、 康 申 民 、 钟 钥 复 等 同志 提供 资料 和 标本 ， 前 任 馆 长 钟 国 仪 先生 介绍 有 关 情 况 
HH, KBR GRY, Wile 一 PF 致谢 。 

本 文 于 1984 年 3 月 29 上 日 收 到 。 
1) BAMA COMAPI AE Ul 定 ， 该 遗址 的 年 代为 距 今 6905 士 155 或 7170 士 10 多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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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满 布 不 规则 的 止 班 纹 饰 且 侧 缘 的 蠕虫 状 纹 
不 清晰 ， 而 在 边缘 处 〈 即 肋 板 外 端 ) 骨 板 变 
薄 而 具 一 宽 约 15 毫 米 无 纹饰 的 平滑 环 带 ， 颈 
板 宽大 ， 侧 端 不 具 羽 状 翼 而 几 不 盖 住 第 一 肋 
板 的 肋 突 ， 前 面 短 侧 边 朝 后 的 六 角形 椎 板 4 
块 ， 第 5 椎 板 形状 特别 而 呈 椭 圆 形 或 亚 长 方 
形 ， 后 面 短 侧 边 朝 前 的 椎 板 由 于 骨 缝 线 已 全 
合 而 不 清晰 ， 估 计 只 有 2 块 椎 板 而 第 八 椎 板 
可 能 退化 消失 WARS, Bb. JER 
线 处 直接 接触 且 第 八 对 显著 退化 ， 除 第 一 、 
七 、 八 肋 板 外 其 余 的 外 缘 均 大 于 内 缘 长 度 ， 
尤 以 第 二 、 闪 肋 板 最 为 显著 (图 3 ,1)。 

腹 甲 构造 与 一 般 鉴 科 动物 的 大 致 相同 ， 
唯 剑 腹 甲 的 形状 较为 特殊 ， 呈 斜 位 的 长 条 形 
(图 3，3)， 仅 以 其 后 突 部 分 在 中 线 处 相互 接 
触 ， 使 下 腹 甲 和 剑 腹 甲 之 间 的 开 窗 较 大 。 所 
有 腹 甲 的 表面 上 均 具 凹 斑纹 饰 。 

成 年 肉 性 的 剥 制 标本 ， 个 体 大 小 与 骨 哥 
标本 相差 无 几 。 头 部 各 骨骼 的 形态 因 外 皮包 
庄 较 紧 而 不 易 分 辨 ， 但 眶 间 部 、 眶 后 弓 和 眼 
眶 之 间 的 性 质 以 及 里 额 区 两 侧 向 后 平行 延伸 
的 情形 仍 可 确定 ， 与 上 述 骨架 标本 的 基本 一 
致 。 背 甲 椎 板 的 骨 缝 线 在 后 部 较 之 骨架 标本 
的 还 要 不 清楚 ， 但 肋 板 间 的 骨 缝 线 基 本 上 是 
清晰 的 。 根 据 第 八 肋 板 明显 退化 为 很 小 的 一 
对 并 在 中 线 处 直接 相 接 的 情形 ， 以 及 前 面 几 
块 椎 板 的 排列 情形 ， 估 计 只 有 7 块 椎 板 ， 但 
不 排除 第 八 椎 板 存在 的 可 能 。 肋 板 侧 缘 的 四 
斑 蠕 虫 纹 甚 不 明显 ， 而 边缘 处 可 明显 地 观察 
到 具 平滑 环 带 。 腹 部 的 剑 腹 甲 形态 与 骨架 标 
本 的 完全 相同 ， 也 是 斜 位 的 长 条 形 ， 开 窗 较 
rs 

罗 家 角 遗 址 头骨 标本 ， 较 之 上 述 现 生 种 
骨架 标本 的 头骨 要 大 五 分 之 一 左右 ， 头 骨 后 
部 略 有 缺损 。 其 构造 特征 与 骨架 标本 的 基本 
一 致 ， 唯 眶 间 宽 度 为 眼眶 径 的 三 分 之 二 ， 但 
仍 大 于 眶 后 弓 的 前 后 径 。 左 、 右 上 颌 骨 在 外 
鼻孔 下 缘 中 线 处 直接 接触 ， 而 在 吻 端 下 乡 
则 由 已 经 愈合 为 一 的 很 小 的 前 上 颌 骨 联 接 
(图 1,2 及 图 3 ,4)。 

罗 家 角 遗 址 左 第 四 肋 板 标 本 ， 相 当 完 
整 ， 仅 肋 突 缺损 。 横 宽 171 毫米 ， 外 缘 长 67 
毫米 ， 内 缘 长 50 毫 米 。 从 上 述 骨 架 标本 上 对 
应 的 左 第 四 肋 板 量 诬 〈 横 沉 200 毫米 ， 外 纤 
长 84 毫 米 ， 内 缘 长 52 毫 米 ) RE, Bilt 
址 头骨 标本 不 属于 同一 个 体 。 肋 板 上 侧 缘 的 
凹 班 蠕虫 纹 亦 不 明显 ， 而 边缘 处 骨 板 也 变 薄 
而 具有 宽 约 12 毫米 左右 的 平滑 环 带 (图 3， 
ne 

观察 结果 ， 笔 者 认为 上 述 4 件 标本 的 形 
态 构造 应 当 是 一 致 的 ， 属 于 同一 种 类 。 仅 管 
在 眶 间 宽 度 上 存在 有 差异 ， 但 总 的 特征 即 眶 
间 宽 小 于 眶 径 而 大 于 眶 后 弓 前 后 径 的 性 质 不 
变 。 它 反映 了 在 一 个 生物 种 内 的 个 体 之 间 ， 
允许 出 现 一 定 的 变异 范围。 
AL &##Pelochelys taihuensis as 

现 生 骨 架 标本 ” 亚 化 石头 骨 

头骨 最 大 长 148 约 185( 保 存 152) 

头骨 最 大 宽 90 112 

眼眶 径 〈 纵 、 横 ) 25 “2? 29 ,25 

眶 间 宽 12 17 

Ea Silat 9 10 

眶 后 缘 至 头骨 未 
ig PS 113 

眶 后 缘 至 吻 端 长 35 46 

BREAK (Hh 

线 长 ) 410(390) 

BPRAR 〈 未 

计 肋 突 ) 390 

比 轻 讨 论 A Gray 于 1864 年 确立 过 

属 Pelocpelys 之 后 的 百 余年 来 ， 我 国 及 南 亚 

各 地 都 时 有 发 现 重 的 研究 报告 发 表 。 对 于 

Gray 最 初 所 示 的 头骨 素描 〈 见 本 文 图 2)， 

Schmidt(1927) 认 为 是 有 缺陷 的 ， 于 是 在 他 

的 《海南 岛 朴 行动 物 志 》 一 书 中 出 示 了 另 一 

幅 头 骨 素 描 ( 见 本 文 图 1,3)。 二 者 的 区 Bl = 

要 在 于 前 者 眶 间 部 较 守 ， 后 者 眶 间 部 较 宽 ， 

但 是 都 小 于 各 自 的 眶 后 弓 前 后 径 。 后 来 ， 方 

炳 文 (1934) 在 记述 产 自 福 州 的 量 时 ， 又 指出 

这 件 瞧 性 标本 的 眶 间 部 较 之 前 二 者 的 为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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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 甚 至 都 超过 了 眶 后 号 前 后 径 〈 见 本 文 图 

1,4)。- 他 说 :， 眶 间 宽 度 的 这 种 差异 是 由 于 分 

布地 域 的 不 同 还 是 个 体 间 年 龄 的 不 同 所 引起 

的 ， 当 时 还 无 法 确定 。 次 年 ，Pope(1935)， 

在 他 的 《中 国 疏 行动 物 志 > Bah, AWE 
南 和 南亚 各 地 所 产 之 重 都 同属 一 种， 即 荆 . 

bibroni, P. cantoriifiP. cumingiit9 WN lal Fh 

异 名 ， 并 依 Schmidt 的 头骨 素描 为 其 模式 。 

1934 年 ， 张 孟 闻 教授 在 《新 涝 爬行 动物 

简报 > 一 文中 首次 报道 浙江 产量 >， 但 详细 

的 研究 报告 后 来 未 见 发 表 。 据 悉 ， 当 时 曾 有 

过 杭州 的 一 与 前 人 所 定 的 过 似 有 所 区 别 的 议 

论 ， 只 是 没有 专文 进行 讨论 。 

An, RAW ONL Rim) 还 

有 量 的 分 布 ， 当 地 俗称 蓝 团 鱼 。 本 馆 曾 于 

1972 年 在 平阳 县 、1983 年 在 永嘉 县 共 RE 3 

从 ， 现 已 作成 剥 制 标本 。 早 在 1943 年 ， 原 西 

涧 博物馆 馆 长 金 权 闻 先生 也 曾 在 云 和 县 征 得 
1 件 量 的 完整 背 甲 (图 3，6)。 有 关 这 些 标本 
的 测量 见 表 2。 

表 2 € Pelochelys bibroni (Owen) FP as Bi, BR 

永嘉 他 永嘉 人 云 和 平阳 及 

BARAK CHAK) 400(390) 370 (350) 390(370) 420400) 

BARAR (AMR) 390 345 360 390 

ANE (477) 32 26 35 

浙 南 标本 的 特征 有 必要 el GK te F 无 论 RSME LBA, 2 AWN RB 

iH. EEDA REAM. KLEE 

INFERS aes MK A Mla ase 

Be BRETT. BARE, BRE, ts 

布 止 斑纹 饰 且 侧 缘 的 蠕虫 状 相当 清晰 ， 但 在 

WAX A MGI RE ARABIA FER 

BS) 20 Ax A si FL Ti BH SBS TR SSH SEE SS — 

肋 板 的 肋 突 ， 椎 板 8 块 ， 前 面 4 块 呈 短 侧 边 

BNA, ARERR RM KD 

形 ， 后 面 的 3 块 短 侧 边 朝 前 ， 唯 第 八 椎 板 呈 

小 的 五 角形 ;， 肋 板 8 对 ， 第 八 肪 板 无 明显 的 

退化 现象 ， 除 第 一 、 八 肋 板 外 其 余 的 外 缘 均 

大 于 内 缘 ， 尤 以 第 二 、 七 肋 板 最 为 显著 。 剑 

腹 甲 宽阔 并 相互 联接 成 盾牌 状 ， 使 其 与 下 腹 

甲 之 间 的 开 窗 很 小 。 

最 近 ， 笔 者 于 浙江 淡水 水 产 研究 所 又 观 

察 到 产 自 浙 南 丽 水 县 的 二 件 志 的 标本 ， 一 件 

是 完整 的 背 甲 板 ， 长 425 毫 米 ( 中 线 长 4008 

米 )， 宽 410 毫 米 ， 另 一 件 是 浸 制 标本 ， 背 甲 

板 中 线 长 仅 180 毫 米 ， 宽 190 毫 米 ， 个 体 显 然 

尚 小 。 二 件 标 本 的 特征 与 我 们 手头 的 浙 南 标 

本 甚 为 一 致 。 特 别 是 浸 制 标本 的 剑 腹 甲 呈 宽 

AWK, GHD BARB hw 

总 的 说 来 ， 浙 南 标本 的 特征 与 前 人 所 定 
的 书 .。220ro0 是 一 致 的 ， 应 归于 同 种 。 

至 于 福州 标本 的 眶 间 宽 大 于 眶 后 弓 前 后 
径 的 情形 ， 可 能 属于 例外 ， 因 为 其 普 甲 的 回 
DENG ch Sc ASI AIBA EIA BK FE 
径 等 特征 都 与 浙 南 标本 的 性 质 相同 。 另 外 ， 
间接 的 依据 还 有 福建 闽 侯 县 石山 新 石器 时 代 
遗址 中 发 现 的 警 甲 残片 ( 祁 国 琴 ，1977)。 从 

原文 图 版 上 观察 ， 似 应 为 志 的 右 第 七 肋 板 。 
根据 其 侧 缘 四 班 蠕虫 纹 相 当 清 楚 ， 边 缘 亦 不 
EBA, HREM NEUE 
属 一 种 。 不 过 ， 据 方 炳 文 所 示 的 头骨 素描 和 
剥 制 标本 理 视 素描 CLR MA14) 观察 ， 眼 

眶 上 部 和 额 骨 之 间 尚 有 一 块 骨头 ， 这 在 旬 忒 
类 当中 一 般 是 不 存在 的 ;在 颈 板 后 部 中 央 和 
第 一 对 肋 板 之 间 似 乎 也 多 了 一 块 椎 板 。 笔 者 
认为 有 必要 对 该 标本 再 作 重 新 观察 。 

通过 比较 ， 无 论 在 头骨 眶 间 宽 庆 、 鳞 骨 
翼 和 后 耳 骨 向 后 延 伟 的 状态 上 ， 或 是 在 背 甲 

1) 最 近 承 张 孟 闻 教 授 函 告 ， 所 记 之 禾 即 杭州 
原 沙 署 银 库 《〈 在 布 政司 署 ) 前 池塘 所 蘑 。 



en ee a 3 郑 

Al BkKp wR 
1—2.K#& (新 种 ) Pelochelys taihuensis sp, 

nov, 

3—4,&P. bibroni(Owen)(3,4éSchmidi 1927, 

4. 据 万 炳 文 1934) .。 

的 四 斑纹 饰 、 边 缘 骨 板 厚 度 和 平滑 环 带 的 有 

无 、 颈 板 与 肋 板 以 及 椎 板 的 构造 上 ， 还 是 在 

剑 腹 甲 的 形态 上 ， 都 显示 出 杭州 和 有 罗 家 角 遗 

mn Mt 

Se * 

| 
图 ? Gray reErxAPAME 

tS Sits SwwWe BAB (2 3). A 

Gray 所 示 的 头骨 素描 比较 亦 有 所 不 同 ， 后 者 

的 眶 间 宽 明显 小 于 眶 后 号 前 后 径 ， 鳞 骨 翼 和 

BRS Mae hE. KEK ae 

个 体 间 的 差异 来 解释 显然 是 难以 自圆其说 

的 。 因 此 ， 笔 者 认为 杭州 和 有 罗 家 角 遗 址 的 标 

本 代表 了 如 属 的 一 个 新 种 特征 ， 特 命名 为 太 

7] @Pelochelys taihuensis Sp .nov.， 以 示 

该 新 种 巡 至 少 在 全 新 世 中 期 就 存在 于 太湖 流 

域 。 

全 新 世 以 来 ， 长 江 下 游 平原 湖泊 沼 译 星 

罗 棋 布 ， 气 候 适 宜 ， 有 利于 番 的 生存 。 不 仅 

表 3 KE fe EH FR AF EH 

P, tathuensis 

lala FAT 

且 第 八 助 板 明显 退化 。 

甲 之 间 的 开 窗 较 大 。 

眶 间 部 和 眶 后 号 均 较 客 ， 眶 间 宽 小 于 

眶 径 而 大 于 眶 后 号 前 后 径 ; 鳝 骨 翼 和 后 耳 

BS ARMS, Mek MBS ik 
显 ， 边 缘 骨 板 变 薄 而 具 平滑 环 带 ; 

端 不 具 羽 状 翼 而 几 不 盖 住 第 一 肋 板 肪 突 ; 

椎 板 7 或 8 块 且 第 八 块 常 退化 ; WAR 8 对 

SNM 

剑 腹 甲 呈 斜 位 的 长 条 形 ， 使 其 与 下 腹 

P. bibroni 

眶 间 部 和 有 眶 后 号 均 较 宽 ， 眶 间 

宽大 于 眶 径 而 小 于 眶 后 马 前 后 径 ; 

鳞 骨 愤 和 后 丁 骨 不 向 后 平行 延伸 。 

背 甲 板 较 低 平 ， 蠕 虫 状 四 斑纹 

饰 相 当 清 电 ， 边 缘 骨 板 较 厚 而 不 县 

平滑 环 带 ; SUK RB Hee 
第 一 肋 板 肋 突 ; MSR, MME 

对 ， 均 无 明显 退化 现象 。 

剑 腹 甲 宽阔 呈 盾 牌 状 ， 使 其 与 

下 腹 甲 之 间 的 开 窗 较 小 。 



4 期 张 明 华 ， 浙江 蛋 属 一 新 种 及 其 亚 化 石 记 述 75 

图 3 AMS (44) Pelochelys taihuensis sp, nov. 

i ae ae 
AD, KV 2k. 

(Owen) # 

fe FER LAAT IDE. WAR ATA ZTE 

AHL A KE xE> HAA Fil Be Hho yy HE wt He 

SIG Bs; MUctARRMSW KRXD, 

ARS CHUN) Hw “RE a 

“Bi, fi. %”. MEER —WKNS 

十 遗址 中 都 时 有 出 土 ， 通 常 称 之 为 “ 且 龟 ? 

BY REE” 。 

片 中 ， 经 周 开 亚 (1964) 鉴 定 ， 其 中 有 6 件 归 

于 壳 。 笔 者 曾 于 南京 博物 院 陈列 室 见 到 其 中 

部 分 标本 ， 其 上 的 四 班 蠕虫 纹 也 是 不 甚 明 

显 。 又 据 陈 义 〈1962) 报道 ， 在 镇 江 以 东 长 

江 支 流 中 曾 捕 到 过 一 雌性 活体 ， 重 仅 5 公 斤 ， 

个 体 较 小 。 据 悉 苏 州 动物 园 里 还 营养 有 乔 ， 

最 近 笔 者 曾 前 往 了 解 ， 目 前 尚 有 二 RY. Fw 

KPA MM, X5/8 3. 
KPA HAL, X5/8 5. 

X1/2 (1 一 3 属于 同 三 个 体 ) 
PAM, X1/5 

Ped 258 AGB By at Sa Hs BS PF 

Sl AP AR 

左 第 四 肋 板 背 视 ， 
6. &Pelochelys bibroni 

外 还 观察 到 一 件 剥 制 标 本 (雄性 )， 经 测量 眶 

lA) ISK. (ES SHE 9 BK, EAB 

28 豪 米 ， 背 甲板 长 390 毫 米 (H&K 3808 

米 )， 宽 380 毫 米 。 标 本 大 小 和 特征 与 新 种 骨 

架 标 本 十 分 相近 。 这 样 看 来 ， 这 些 刀 很 可 能 

和 新 种 太湖 量 同 属 一 种 。 

关于 曹 养 的 二 只 活体 ， 笔 者 仅 兄 到 一 

只 ， 特 大 ， 据 介绍 至 少 有 65 公 斤 以 上 。 时 而 

露出 水 面 ， 背 部 为 光滑 的 深 橄 槛 色 ， 头 部 颜 

色 稍 痰 并 具 明 显 的 淡 绿 黄斑 点 ， 这 大 概 即 是 

当地 群众 称 之 为 “ 癫 头 电 ” 之 故 罢 。 遗 憾 的 

1) 据 介绍 ， 在 西 园 池 塘 中 还 有 一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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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未 能 见 到 整个 活体 的 体 色 及 色素 斑纹 。 更 “野生 的 太湖 如 已 涉 于 灭绝 了 。 建 议 有 关 单 位 

值得 一 提 的 是 ， 由 于 人 类 活动 的 影响 ， 如 今 ， 对 已 知 的 活体 师 妥 加 保护 并 繁殖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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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PELOCHELYS FROM ZHEJIANG, 

WITH SUBFOSSIL DESCRIPTION 

Zhang Minghua 

(Department of Natural History,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Abstract 

Pelochelys taihuensis sp, nov, 

Syntypes: A complete skeleton and a stuffed specimen prepared with living 

freshwater turtles obtained from Zhejiang; a skull and a left 4th costal plate 

of subfossil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Luojiajiao Relics, Tongxiang County, 

Zhejiang, 

Diagnosis: This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 bibroni but differs by the 

possession of, 1) interorbital space shorter than orbital diameter but longer 

than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of postorbital arch; 2)wings of the os squamo- 

sum, and os opisthoticum, extending posteriorly and parellelly; 3) carapace 

very slightly domed, pitted and vermiculate ornamentations indistinct, and 

marginal plates thinned and having smooth rings; 4) lateral end of nuchal 

plate having no feathery wings and almost not covering over costal process of 

Ist pair of costal plates; 5) neural plates 7 or 8, with the eighth usually 

absent; 6) costal plates eight pairs, with the eighth prominently reduced; 7) 

xiphiplastron obliquely strip-shap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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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 KR JE BE CIBQ37017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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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910 米 ， 李 胜 全 采 。 标 本 保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SF ss AT 新 种 Calofes medogensis sp. 

nov, 

监 别 特征 新 种 与 Calotes nemoricola 

Jerdoz，1853 相 近 ,二 者 的 主要 区 别 是 ，(1) 

新 种 背 鳞 为 腹 鳞 的 1.5 倍 ， 腹 乌 微 弱 起 EB, 

环 体 中 段 一 周 有 鲜 53 一 55 枚 。C. nemoricola 

背 鳞 大 于 腹 中 部 鲍 的 3 倍 ， 腹 鳞 强 烈 起 棱 ; 

环 体 中 段 一 周 有 鳞 36 一 43 枚 ; ( 2) ra 

和 背 晨 连续 ， 前 者 由 5 枚 器 鳞 组 成 ， 最 长 的 

约 等 于 眼眶 直径 的 1/4， C. nemoricola 颈 晨 
AS IEA, ARIA, LIMA 

组 成 ， 最 长 的 几 与 眼眶 直径 一 样 长 。( 3 ) 新 

种 后 胶 贴 体 前 伸 时 趾 端 达 眼 中 部 C. nemo- 

ricola 则 达 鼓 膜 或 略 后 。 (4) 新 种 头 体 长 76 

ZK, BR2128K, BRAK KKH 2.8 
ms C. nemoricolat {kK K145*, 尾 长 330 

ZK, BRAAKKH2.2%. Wo, =F 
BY DEW A E IA. 

形态 描述 头 长 是 头 宽 的 1.8 Hs 头 

SX ay A es 吻 明 显 地 比 眼 眶 直径 长 ， 头 略 

BAK; MPM, ASBMB 

本 文 于 1984 年 5 月 18 目 收 到 。 

边缘 罕 出 若干 个 小 点 而 组 成 规则 的 线条 ， 头 

背面 中 部 的 鳞片 大 小 不 等 ， 有 锥 状 鲜 ， 有 的 

SAR; We LR; PRA a bt 

方 有 一 行 锥 状 鳞 ， 由 9 枚 组 成 ， 始 于 眼 后 

角 ; 鼓膜 上 方 有 一 行 锥 状 鲜 ， 由 6 枚 组 成 ， 

鼓膜 大 于 眼 径 的 3 上层 鲜 12; FB SE 

12， 右 11。 体 侧扁 。 背 馆 光 请， 大 小 一 致 ， 

略 大 于 中 段 腹 链 的 1.5 倍 ;背部 鳞 尖 向 后 向 

上 ;， 腹 馆 弱 起 棱 。 环 体 中 段 一 周 有 鲜 53 一 55 

枚 ， 咽 囊 小 ， 下 颌 两 侧 的 链 片 比 腹 鳞 略 大 。 

ISEB ADSM RS, Bake. A 

AS, @RRVEAEN DS, DRA 

PES, BUA OMB, RHA 

于 眼眶 直径 的 十 。 四 肢 送 中 ， 第 3 和 第 指 

几 等 长 ， 第 4 趾 比 第 3 BEER; Jaa aT 

伟 时 最 长 趾 达 眼 中 部 ; fenced 被 

以 天 小 不 等 微弱 起 校 的 鲜 上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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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时 头 部 为 绿 神色 ， 间 杂 以 棕色 的 小 

斑 块 。 体 背 两 侧 绿 褐色 ， 间 杂 以 棕 红 DE 

xX; AMARA ARE; 下 人 后 两 侧 至 

腹面 污 和 白色 。 液 浸 标 本 从 头 背 面 至 体 背 到 尾 

RMD tte 

生态 平 鲜 树 蜥 多 生活 在 灌木 从 生 的 

向 阳 山 坡 。 在 亚 壤 考 察 期 间 ， 我 们 曾 两 次 发 

现 这 种 树 蜥 。 第 一 次 是 在 1983 年 7 月 23 日 上 

平 鲜 树 蜥 C. medogensis 标本 量度 表 

标 本 号 
CIB 8370177 

sk ca 
午 10 时 左右 ( 畏 天 )， 在 亚 壤 村 附近 一 个 小 山 

坡 的 乱 石 堆 上 发 现 2 只 ， 它 们 一 会 在 石 堆 

上 ， 一 会 又 聆 上 小 树枝 捕食 小 虫 。 当 上 前 捕 

捉 时 ， 它 们 便 逃 跑 ， 当 我 们 站 住 不 动 ， 它 们 

也 停 下 来 回头 瞧 一 瞧 ， 又 继续 捕食 。 当 继续 

追捕 时 ， 则 和 迅 速 钻 入 附近 的 石 颖 中 。 用 铁 销 

挖 石竹 ， 抓 住 了 一 只 。 第 二 次 是 在 7 月 24 日 

下 午 ， 仍 在 原 地 发 现 了 3 只 ， 均 未 捕获 。 

(单位 : BAR) 

标 本 号 
CIB 8370177 

头 体 长 76.0 头 帘 1352 

BE 212.0 头 高 12.4 

尾 长 / 头 体 长 2.8 BY AY KK 41,0 

头 长 24.0 后 胶 长 5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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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CALOTES (Lacertilia: Agamidae) 

FROM XIZANG (Tibet) 

Zhao Ermi Li Shengqua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Calotes medogensis sp, nov. 

Holotype: CIB8370177 adult male; Yarang, Medog, 

Region, altitude 910 m; July 23, 1983; collected by Li Shengquan. 

Type specimen is preserved in Chengdu 

Xizang Autonomous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C. nemoricola but differs in, 1) dorsals 

about one and a half times as large as the slightly keeled ventrals; 2) mid—bo- 

dy with 53-55 scales; 3) nuchal crest composed of 5 lanceolate spines, the lon- 

with dorsal crest; 4) hind 

limb reaching orbit, when drawn along the body; 5) head-body length 76 mm, 

gest about 1/4 the diameter of orbit, continuous 

tail length 212 mm (2.8 times as long as the for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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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长 景 蜥 初步 调查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Physignathus cocincinus Cuvier of Guangxi 

it Physignathus cocincinus Cuvier 

BTRAAS, AHA. Met Agamidae , 

PRKBORABE. AG. Oe. Fa 

1964, 1965, 1971 及 1972 年 对 龙 州 县 作 了 初步 调 

查 ， 现 将 结果 报道 如 下 : 

分 布 ” ”长 蜂 晰 在 国外 分 布 于 越南 、 泰 国 ; 国内 分 

a+) RR. Be) B.S BRAD AER, 

4794106 .5°—107.5°, Aba 24° 以 南 之 百色 、 

天 等 、 天 新 、 龙 州 、 防 城 、 宇 明 等 县 ， 基 中 以 龙 州 

表 1 长 

头 体 长 mm) 尾 长 (mm) ”前肢 长 mm) 

309 580 100 
314 550 97 
302 580 115 
280 = 123 

3M 560 16 
236 509 11 
164 374 51 
248 530 71 
234 (C39) 90 

205 510 79 

头 体 长 164 一 314 毫 米 ， 平 均 252.32; BR 

374 一 580 毫 米 ， 平 均 419 .3 毫米 〈 断 尾 不 计 其 内 )。 

尾 长 为 头 体 长 的 2.1 一 2.64 倍 。 龙 州 县 药材 公司 收 
购 资 料 ， 体 重 可 达 1500 充 以上， 全 长 可 达 1000 毫 米 

左右 。 生 活 标 本 头顶 、 下 眼 输 以 上 绿 神色， 下 眼 脸 

以 下 深 绿 色 ， 喉 部 翠 蓝 色 ， 下 唇 鳞 带 棕 色 。 体 背 绿 

褐色 ; SPARE, RAMP. Re. LK 

色 。 体 例 锈 棕色 ， 腹 面 草 黄 绿色 。 尾 部 本 之 前 接近 

(RE, AAT. ER. Mth. RR. REDE, 

BRM AIRE. BRA 6 一 7 个 黑 环 ， 前 部 的 环 

狭 ， 越 往 后 黑 环 越 宽 。 四 胶 的 背面 同体 青色 ， 前 后 

肢 的 腹面 、 股 部 腹面 绿色 。 和 爪 浅 福 色 。 体 色 易 变 ， 

本 文 于 1984 年 5 月 12 目 收 到 。 

县 的 八角 区 为 多 。 

GS ”长 恕 蜥 的 头 呈 四 棱锥 形 ， 前 额 较 罕 ， 头 顶 

IEAM; Aen; PRK, See. EAD 

罕 ， 下 部 宽 ， 横 断面 略 成 三 角形 。 尾 长 ， 极 侧 局 ， 

向 后 浙 变 成 癫 状 。 从 头顶 后 端 至 尾 前 二 一 个 处 具 发 

SORE, DOBRA, 28 (BE) GUS AIK. Be 
4 一 6 对 。 ES BE11—-12 A, PF & #10—11 片 。 

(图 1 ) 

Row £ # 

IR EX TE (mm) ERBRCA) Pei (A) 
150 12 11 

180 11 10 

195 11 11 

187 12 11 

133 让 10 

101 12 11 

75 11 10 

120 12 11 

129 

113 

MKkEAR, BOWE, ke“, NAB 

能 改变 。 

生态 资料 

1 .栖息 环境 KERMA. Bo 

的 河流 及 水 沟 边 。 能 上 树 ， 大 多 在 老 树 、 大 树 的 树 

于 部 。 夏 日 多 在 近 水 荫 凉 的 草木 林 间 活动 ， 常 见 手 

河 边 的 石 颖 间 。 

2.9% e*K, 3A BUA ABO, 12 

月 至 翌年 2 月 进入 避风 的 岩石 洞穴 中 过 冬 。 些 期 ， 

气温 回升 时 仍 能 进行 活动 。 笔 者 在 1966 年 1 月 1 一 

4 目 于 龙 州 县 收购 部 门 观察 到 ， 气 温 157 时 仍 能 

动 。 性 喜 水 ， 能 游泳 。 怜 行 很 迅速 。 用 电 简 光照 它 

AB, ABA, BRA. MTN BCR A xci, 



图 1 KRKR (ZR) 

图 2 RAMP R Aa eP eS A OP 

eiiih, BLN, MER, AAR, ABE 
WCTNWARTAM, ERRSHRAAMR 
笨拙 。 

3. 食 性 ”解剖 观察 ， 主 要 久 鱼 、 虾 、 昆 虫 
螺 、 蜗 后 等 为 食 ， 还 有 多 量 的 泥土 、 植 物 枯草 和 纤 
维 等 。 食 物 残 河中 畏 翅 目 昆虫 比较 多 。 人 工 筹 养 能 
食 泽 蛙 、 花 姬 蛙 、 晓 蛛 、 战 、 番 、 蝶 、 蜂 、 暑 象 
星 虫 ， 暗 娜 等 ， 南 宇 动物 园 饲 喂 小 白鼠 。 取 食 时 ， 

-图 3 KRRAM HA 

Bh, See, A Ed EK 
AU, PRO PT, BMAKKRZ. 

La ”根据 龙 州 县 4 条 崔 性 成 体 解剖 观察 
见 表 2。 

综合 上 述 四 条 标本 ，4、5 月 份 应 是 繁殖 季节 ， 
因为 成 熟 卵 已 进入 输卵管 。 但 据 加 工人 员 介 绍 ， 
6、7 月 也 发 现 产 卵 ， 繁 殖 期 应 在 4 一 7 月 间 。 成 熟 待 
产 的 卵 ， 长 径 一 般 为 2 一 33 mm, RA 13 一 15 

mm， 祭 下 都 是 在 5.5--8mam 以 下 ， 当 年 不 能 发 育 
成 熟 ， 所 以 笔者 认为 每 年 只 能 繁殖 一 次 。 

每 次 产 卵 6 一 14 fh, FONE A SS 
或 不 相等 。 成 熟 的 卵 长 AG, Ae, 壳 革 质 ， 柔 
ie, | 
雄性 精 梨 长 圆 而 略 扁 ， 如 长 12.5mm， 宽 9.5 

mm, / §mm, 

RAaSzy, BUI SSRORAY, ABResEH 经 济 价值 

表 2 四 条 长 昌 新 肉 性 成 体 解 剖 

a 号 目 期 ， 怀 邦 数 左 / 右 DN4Z (284358) mm Sp OOD 

1 17, 3/3 12.520 12. 59<20 pita 25 4mm 以 下 
13X28，13X29，15X28 ppp ty 

2 4.7 5/5 13X25, 11.5X31, 13X30 36.5 °8mm, AR 
12.5X 28 a an 

3 4.14 3/6 14X29, 14X33, 15X28, ie tae e 
15X30, 14x31 。 

4 5.9 4/5 14X28(24), 14 29(348) 
15X29, 13X32, 18x 29(24) (下 转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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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 S: HHRMA RAS REP Le ese BRT 

LADLE RMES 
1, IER RRA As. X 2,000. 2. “移植 手术 后 2 Apes Meee VM 
3. 移植 手术 后 3 天 移植 片 细胞 质 申 染 色 ae. X 1,500. 
反应 加 强 .X1,500。 4, 移植 手术 后 8 天 色素 消失 时 移植 片 细胞 质 桨 和 色 

5. 移植 手术 后 22 REM BE ABH 反应 加 强 。. 又 1,800。 
的 新 角膜 ， 蛋 自 质 的 分 布 与 正常 角 6. IERIE Ssh. xX 1,500. 
PRAB CL. X 1,500. 



王子 仁 等 ， CHORAR ARG SRE PARLSE RLM SHR 图 版 了 

甲 绿 一 一 派 若 宁 法 显示 脱氧 核糖 核酸 (DNA) 和 核糖 核酸 (RNA)。 
背部 皮肤 .表皮 细胞 核 (N) 中 DNA 呈 强 的 限 性 反应 ,细胞 质 中 RNA 呈 极 弱 的 阳性 反应 。X1,500 
移植 手术 后 两 天 伤口 愈合 处 度 肤 。 可 见 细胞 质 中 RNA 嗜 染 颗 粒 〈 箭 头 所 示 ) 增多 。X1,500 
手术 后 18 天 移植 片上 度 。 细 胞 质 中 RNA 哮 染 颗粒 〈 箭 头 所 示 ) 再 次 增多 。X 1,500 
正常 角膜 。 上 皮 细 胞 核 (N) 中 DNA 呈 强 的 阳性 反应 ,细胞 质 中 RNA 呈 极 弱 的 阳性 反应 。X1,500 wm cw ho 一 

O's 72,8: 



王政 山 等 ， 

BES A\ Wi (longitudinal section through 

ovatium), (1)#38 LEZ (germinal epithe- 
lium) (2) 452928 24 (connective tissue) 

(3)4:KIN a (growth ovary follicle) (4) 

Su aA ffa l= (Follicle cell layer) (5) 脂肪 组 
#H (adipose tissue) (3,3X4) X2 
a Gn walt wR BS ) fm (section through 

the edge of oviducal trumpet mouth), 
(1) “iia” KAHL (comb-shaped mucous 
layer) (2 ) 固 有 # (membrana propria) 

(3) WL (muscular layer) (4) b ie 2a 
(epithelial cell) (3.3x 40) X2 
ener EF BS Hy) jo] (cross-section through 
middle part of oviduct), (1) #5, RE 

(oviduct cavity) (2) MB Kh AB LE 
(simple columnar ciliated epithelium) (3 ) 
fal (membrana propria) 〈4) 单 管 腺 及 

分 泌 颗 粒 (simple tubular gland and secre- 
tory granule) (3.3X 40) X2 

‘as RELHHREIZ UG (section through the 
mucous layer of posterior part of ovi- 
duct) ,( 1) #90 Hs (oviduct cavity) (2) 
单 层 柱状 粘膜 上 皮 细 胞 (simple columnar 

Ry we As He Fe HY HE a] at LB 

mucous epithelial cell) (3) ize \ SR 
粘膜 上 皮 细 胞 (mucous epithelial cell shed- 
ded into tube cavity) (4) [fi (mem- 
brana propria) (3.340) x2 
Silk Jl) fy Congitudinal section through 
scent gland), (1) 复 层 扁平 上 J& (stratified 
pavement epithelium) (2 ) 泡 状 腺 (acinous 
gland) (3) SiS 4545282R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4) 62H (blood capillaries) 
《457) 丝 密 结 缔 组 织 〈demse connective tissue) 
《6) 横 纹 肌 (striated muscle) (7) 外 fx 
(tunica adventitia) (8 )ARARRS (glandu- 
lar cavity of scent gland) (3.320) x2 
Fife Bi Y) fii Congitudinal section through 
scent gland)。(1) 复 层 扇 平 上 皮 (stratified 
pavement epithelium) (2) jr HR (stra- 
tified acinous gland) (3) wipezeeenen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 4 ) 2H if (blood 
capillaries) (5 )#2s25452H20 (dense conn- 

ective tissue) (6) 脱 落 的 扁平 上 皮 细 胞 
(shedded pavement epithelium) (7 7) 分 沁 
物 (secretory product) (8 ) 5g RRS (glan- 

dular cavity of scent gland) (3,3x 20) x2 



T。 

王 岐 山 等 ， 尖 吻 峡 生殖 系统 的 解剖 和 组 织 学 观察 

Eafe 3 4) ji Clongitudinal section through 
scent gland), (1) 52 fRARRS (glandular cavi- 
ty of scent gland) (2) 4} (secretory 

product) (3 ) 泡 状 腺 的 腔 障 及 分 刻 物 (la- 
cunaand secretory product of acinots 
gland) (4) ja 3k AR (stratified acinous 
gland) (5) HS 25442828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6 )52 2825432820 (dense connective 
tissue) (3,.3X 20) X2 
S23L MMS (8 WD iM (cross-section through 

testis and epididymis), (1) #|2#/2 (cap- 
sula of epididymis( (2) BI (apididymis 
tube (3) 肾上腺 (suprarenal glaud) (4) & 

丸 被 膜 (capsula of testis) (5) 结缔 组 织 及 血 
管 (confective tissue aud blooq vessel)6) 
曲 细 精 管 (seminiferous tubule) (3,3x4)2 
输精管 后 段 横 切 iM (cross-section through 

posterior par of deferent duct), (1) #5 

PESRSE (mucosa fold) (2) WARS BRL 
(grape-shapeb secretory granule) (3) 肌 
层 (muscular layer) (4) #3 9 & RE (defe- 
rent quct cavity) (5) (AWM + (secre- 
tory product and sperm) (3,3X10)X2 

10, 交接 器 近 端 部 纵 切 面 Clongitudinal section 

11. 

WZ, 

near extremity of bursa copulatrix), (1) 
po Ze 状 海 绵 体 (met-corded corpora caver- 

nosa) (2) m22& HW Ay if 2m fa (blood 
sinus and blood cell) (3) 8 ERY EK 
(stratified pavement epithelium) (4) ¥eR% 

(saccular cavity) (5) WS ESA beeen 
fg (epithelial cells shedded into saccular 
cavity) (3,340) x2 
交接 器 骨 质 刺 切 面 (sectiomn of bony spicules 
of bursa copulatrix), (1) 骨 陷 赛 及 骨 细 明 
(bone lacuna and bone cell) (2) 骨 基 质 
(bone matrix) (3) 45 4% 28 2H (connective 

tissve) (3.3X20) X2 
交接 器 基部 纵 切 面 Clon3itudinal section 

through basal part of bursa copulatrix), 
(1 ) 283285 AHS (endocavitg of bursa copu- 
latrix) (2) LAnReRRIEA WEE (epithelia 
cells shedded into endocavitg) (3) 复 层 
FOE LEE (stratified pavement epithelium 
(A) 25482H2H (connective tissue) (5) 毛细 

血管 (blood capillarise) (6§)3Z73 HL (smooth! 

muscle) (3.3X20) X2 



RBH. RY Be RY Re MLR 

1, SERRA (ANBUE) 2 C1 DBA 2 缔 组 织 
(Dense connective tissue), (2) 11 (Blood 

vessel), (3) #i2% (Nerve), (4)ARE (Tu 

bule of gland), (5 )##%&(Venom), Mal- 

lory Ref (33x) X 3。 
未 排毒 主 腺 横 切 面 。〈1) 被 HE (Capsule), 
《2 ) 隔 膜 Cseptum)，《〈《3) 腺 管 (LTubule of 
gland), H-Eyef&, (13.2x) x3. 
排毒 后 主 腺 横 切 面 。(《1 ) 被 膜 〈Capstule) , 
(2 ) 隔 膜 CSeptaum)， (3) 腺 管 (Tupule of 

gland), (4 ) 玻 松 结缔 组 织 (Loose connec- 
tive tissue), H-E%, (13.2x)X3. 

AHS ERED. (1) PERERA wane 
(Simple tall columnar secretory cell), 

《2 ) 细 胞 核 (Nucleus)，(〈 3 ) 细 胞 顶端 分 这 物 

9 。 

(Secretion at cell apex), (4) /%#(Venom), 

(5 ) 2522828 (Connective tissue), H-Em 

4, (330x) X3. 

未 排毒 主 腺 横 切 面 。( 1 ) 复 层 圆 形 分 WwW 细胞 
(Stratified round secretory cell), (2) 分 

fie HAY LF 2 Ww 2 ie (Dissolving round secre 

tory cell), (3) RREHE (Lumen of tubule 

gland), H-Ey fa, (132x) x3. 
未 排毒 主 腺 腺 管 切 面 。 (1) BER K 分 刻 细 
fia (Simple columnar secretory cell), 

(2 ) 脱 落 的 分 沁 细 胞 (Eall-off of secretory 

cell) 已 进入 腺 腔 内 ，〈3 ) 毒 液 (Yemaom),， (4) 
结缔 组 织 (Connective tissue)， 箭 头 处 为 腺 管 

壁 单 层 柱状 分 刻 细 胞 已 脱落 入 腺 胁 . 囊 = 蕊 染色 ， 
(330x) x3. 



HORA, Ry ae RY HR LR i Vil 

排毒 后 主 腺 纵 切 面 。( 1 ) 腺 腔 (Lumen)，(2 ) 
单 层 柱状 分 沁 细 胞 (Simple columnar secfe- 

tory cell, (3 ) 复 层 圆 形 分 沁 细 胞 (Stratified 

round secretory cell), (4) 染色 深 的 细胞 

Hi. H-E%@, (132x) X3。 

未 排毒 主 腺 腺 管 切面 ， 示 两 种 毒液 (Yenom)， 

右边 呈 海 绵 状 分 布 ， 左 边 毒液 连 成 一 片 。 瑟 -也 

染色 ，(66x) X 3. 
排毒 后 主 腺 纵 切面 。( 1 ) 腺 总 管 腔 (Gland’s 

10. 

general lumen), (2))ig H+ @& fe (Gland’s 

lobule lumen), (3) fii (Septum) , Mallory 

Foye, (13.2x)X1.5. 

初级 导管 及 副 腺 后 部 纵 切 面 。(1) 和 初级 导管 

(Primary duct)，(2 ) 初 级 导管 窦 缩 部 (Nar- 
row part of primary duct), (3) 副 腺 后 

部 (Posterior part of accessory gland), 

H-Ey fa, (66x)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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