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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栖 耻 行动 物 学 报 ”1988 年 ?月 ，5 (1)，1 一 4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我 国 龙 蜥 属 的 初步 整理 及 头骨 比较 
HE WE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龙 蜥 属 Vatbaiura 是 Gray 于 1853 年 依据 他 

所 订 Vapafura zarie9gata 建 立 的 属 , 模式 标本 

采 自 锡金 。 本 属 已 知 22 种 左右 ， 均 系 东 洋 界 

成 份 。 分 布 于 我 国 、 尼 泊 尔 、 锡 金 、 缅 甸 、 

印度 、 印 度 尼 西亚 、 日 本 及 马来西亚 等 地 。 

关于 我 国 龙 蜥 属 的 研究 。 从 我 国 获得 龙 

蜥 标本 发 表 新 种 的 有 :Guenther(1864) 描述 
采 自 台北 淡水 的 标本 为 v . 
derson (1879) 将 采 自 云南 腾冲 的 标本 描述 

为 /7. yunnanensis, 9tejneger(1898) 将 台 

湾 蓝 屿 标本 订 为 7. 24 

年 将 四 川 宜宾 标本 描述 为 Phoxoppjprys gra- 
hami (Inger (1960) tJ apalure 属 ]，Bou- 

lenger (1906) 将 云南 东 川 、 昆 明 、 武 定 的 4 

SPRAY A Acanthosaura dymondi, RF 

1918 叉 将 其 中 采 目 昆明 、 武 定 的 3 号 标本 另 
4y fi ON Acanthosaura 

(1935) 将 后 者 作为 前 者 的 同 物 异 名 ， 并 改 隶 

Jablure 属 ; HLS. ARE , XA FI (1973) 
根据 叶 州 兴 义 标本 认为 后 者 为 有 效 名 。Bar- 

bour et Dunn(1919) 将 四 川 泸 定 标 本 及 漳 

阔 宜 昌 标 本 分 别 描述 为 vV. flaviceps 及 了 . 

splendida, Gressitt (1936) 将 采 自 和 台湾 中 

部 的 标本 描述 为 7， breviceps, WISE, i 
AR (1966) 根据 四 川 彭 县 、 天 全 标本 发 表 新 

Ry AE FE Dev (1976) 
fe “Review of the Genus Japalure Fo- 

und from Taiwan 一 文中 ， 将 台湾 埔里 至 

台南 市 产 龙 蜥 标本 订 为 新 亚 种 一 一 / . 

swinhonis; An- 

mitsukur it, 

varcoae; Pope 

FiJ . szechwanensis, 

swin- 

honis formosania, 报道 国产 龙 晰 属 新 纪 

孙 的 有 :Annandale(1912) 报道 西藏 墨 脱 产 
J, andersoniana; 赵 尔 实 、 江 耀 明 (1977) 

在 “西藏 朴 行 动物 区 系 调 查 及 新 种 描述 ”一 

文中 报道 西藏 基 拉 木 产 J. Rumaonensis, th - 

Sh, in) #7 Werner (1924), Schmidt (1927) ， 

Smith (1935) 作 过 部 分 物种 的 报道. 

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1977) 进行 过 全 面 报道 

物种 及 地 理 分 布 

我 所 多 年 来 在 两 栖 让 行 动物 分 类 区 系 研 

究 工 作 中 ， 经 过 长 期 野外 考察 ， 获 得 龙 蜥 属 

一 定数 量 的 标本 ， 连 同 外 单位 赠送 标本 ， 经 

分 析 鉴 定 ， 整 理 有 9 种 。 将 文献 记载 台湾 

产 短 及 龙 蜥 、 四 川 产 宜宾 龙 晰 一 并 计 在 内 ， 

国内 已 知 共 有 11 种 。 然 而 ， 至 今 有 的 物种 标 

本 数量 不 多 ， 有 的 未 获 标 本 ， 在 此 仅 作 初步 

整理 。 检 种 如 下 : 

1. 后 胶 与 头 体 长 相等 ， 贴 体 前 伸 达 吻 端 或 超 
Ws 体育 大 鳞 排 成 山形 ; 雄性 颈 坚 位 

T B28 E: 

Pope, 

tie Fei | andersoniana 

FAH, WARTS is 体 缘 

Ca As VIERA, ELE 

2. 眶 后 、 人 TBE Ze A AGE BE 

站 Fe TE Uf ee e+ J. grahami 

本 文 于 1985 年 2 月 5 Aue, 



眶 后 、 眶 上 及 体 侧 育 鳞 间 无 大 疣 
er 

Be, Ge Sweeties 第 四 趾 与 

ERAS s KE ABER V Bs 无 吃 
My ceesee eee Be Deb SO . Rumaonensis 

LIE RS T 7 枚 ， 鼻 鲜 与 吻 鲜 相隔 1 小 

ee, SUPT Ks AK BRE 
纵 行 … oe 机 

人 

胶 巾 体 前 伸 达 鼓膜 或 眼 ;》 体 背 侧 常 有 

一 对 平行 的 浅 色 纵 纹 ， F piel 纵 

人 REL Je bit J. dymondi 

FREs BRABIAAKRN BM, Jake 

me as a AEB 2 Sh Se A ls APE AF 

EAR, KEMBA 27K 

we, NU ASHE RATT, Sb AM aS HE pM 
To rrecersesereeseeee ELA JE ie J varcoae 

44 TREK KS BUT, 

横 斑 在 背脊 部 分 较 窗 ， 两 侧 部 分 较 宽 
大 PUI] ea J. = szechwanensis 

Sus er mae a i 

ss OBL SHE K KEAN, MAK BE 

HE ASB J 5 

4) [A] CI FA: 

. +++ 7S Pea Je be J, | yunnanensis 

DPMOEK. BRRSALE=FA A lal NH 

, KE SAME, AMAR 
is 纹 … cides wrestle aigiavelehaeletelleiele feieie 9 

peers sree i 
SORE RR 2 BNW, LE BEO—11%c, 
FP RR10-12%, BR SLRS, 
第 四 趾 长 与 头 高 相等 ， 眼 眶 四 周 有 黑 
AES MAR EMT I. flavice ps 

BE Sy WET BR 1 小 鲜 ， 鼻 鳞 与 第 一 上 
唇 鳞 相 接 或 隔 1 小 鲜 , 上 层 鳞 7 一 8 枚 ， 
偶 有 一 便 为 9, PF RB7T—OK, 

头 侧 有 一 黑色 线 纹 从 眼 

KBAR, BORKFARs AM 

i ae HORS Ss LBS 

‘Bac vend. splendida 

hee a ee, Oe ena 

TA Pfs ABA BEHE ROT s TK 
有 5 个 褐色 椭圆 形 横 斑 9 

aR Fen J, brevipes 

后 胶 贴 体 前 伸 到 眼 后 ， 尾 长 为 头 体 长 的 

两 们 以 上 ;背部 大 鳞 排 成 V 形 ; 背 背 有 
浅 色 V 形 斑 … 人 台湾 龙 晰 /swippozis 

我 国 龙 蜥 属 动物 分 布 范围 大 约 在 东经 

86 "一 121"， 北 纬 24 "一 33 "之 间 。 除 短 肢 龙 

蜥 、 人 台湾 龙 蜥 (包括 亚 种 ) 仅 见于 台湾 省 外 ， 

其 余 9 种 在 四 川 、 云 南 、 西 藏 三 省 (区 ) 有 分 
布 。 长 胶 龙 果 、 喜 山 龙 蜥 见于 西藏 云南 龙 

蜥 仅见 于 云南 ; HRTEM Fs RE 

龙 晰 分布 在 四 川 与 云南 。 上 述 5 种 龙 蜥 仅见 

于 横断 山区 及 喜马拉雅 山区 。 昆 明 龙 晰 分 布 

于 云南 、 贵 州 四川 龙 晰 沿 横 断 山 脉 经 苗 岭 

分 布 到 广西 。 分 布 区 广 的 有 丽 纹 龙 蜥 ， 已 知 

WH. BEDE. Hat, BUN. BH. BO, 

北 、 湖 南 等 '8 a K)Aah. Hk eA 

蜥 ， 已 知 陕西 、 甘 肃 、 西 藏 、 四 川 、 云 南 、 

湖北 等 6 a (KX) Aor Ai. 

头骨 特征 比较 
解剖 台湾 龙 蜥 头骨 1 号 标本 ， 长 肢 龙 

蜥 、 草 绿 龙 蜥 、 丽 纹 龙 蜥 、 昆 明 龙 师 、 云 南 
Jews 2 号 标本 ( 见 表 ) 。 

主要 特征 描述 于 后 LB). 
1. AP 草绿 龙 蜥 、 丽 纹 龙 蜥 与 台 

湾 龙 蜥 的 额 骨 较 长 ,中 段 较 窒 ;长 为 中 段 宽 的 
3 一 4 倍 。 云 南 龙 蜥 、 昆 明 龙 蜥 与 长 肢 龙 蜥 额 
骨 较 得， 中 段 较 宽 ， 长 为 中 段 宽 的 2.31 一 
2.8048, 

2, ay Pet eee 

颗 窝 缘 不 隆起 ， 因 而 顶 骨 后 部 中 央 与 两 侧 对 
窝 缘 平 草 。 云 南 龙 晰 与 长 肢 龙 蜥 顶 骨 Fa ail ee Be 

i) Eee REM ATE WS BOW Je a BE 



起 成 结 节 。 因 而 这 4 种 龙 蜥 顶 骨 后 部 中 央 明 
显 下 陷 。 

Buu deed 长 肪 龙 晰 两 号 成 体 标本 

的 顶 骨 无 松 果 孔 。 其 余 5 种 9 号 标本 都 有 明显 

的 松 果 和 孔 穿 透顶 骨 。 

4, (ep 草绿 龙 蜥 与 丽 纹 龙 蜥 眶 
后 骨 后 支 长 与 前 支 长 的 比值 大 于 1.5.。 长 肢 龙 

蜥 为 1.2 一 1.5。 其 余 3 种 龙 晰 眶 后 骨 的 后 支 

长 与 前 支 长 的 比值 小 于 1.4。 

5. 眶 后 骨 与 顶 骨 成 角 Rae MT, 

丽 纹 龙 蜥 与 昆明 万 蜥 眶 后 骨 略 倾斜， 与 顶 骨 

成 角 约 等 于 或 大 于 120 度 ;因而 上 杜 寞 开口 向 

后 上 方 。 云 南 龙 蜥 、 台 洲 龙 蜥 与 长 肢 龙 蜥 眶 

云南 龙 蜥 Japalure yunnanensis Anderson 头骨 
ay CIBR2069 AFH az 侧 视 

丽 纹 龙 蜥 Jecbcl2z7e splendida Barbour et Dunn 头 骨 
by CIBSTIZ05 7H ob. ial 

后 骨 较 直 立 ， 与 顶 骨 成 角 等 于 或 小 于 110 度 ， 
因而 上 标 窝 开口 向 后 外 方 。 

6. 2A BME SA MEM 
间 腔 较 短 ， 前 端 距 内 鼻孔 水 平 较 远 ， 后 者 且 
Ske, HAR 4 种 的 翼 间 腔 较 长 ， 向 前 接近 内 

PALACE 

7. Me eee bk. PF aia aye 
HR SHR, SHR HAW SK ee 
大 。 草 绿 龙 蜥 、 丽 纹 龙 蜥 与 长 胶 龙 蜥 前 部 尖 
齿 中 有 一 枚 特别 粗大 ， 远 大 于 后 部 三 尖 些 。 
云南 龙 蜥 、 昆 明 龙 蜥 、 台 湾 龙 晰 的 前 部 尖 此 
中 最 大 的 与 后 部 三 尖 齿 约 等 大， 差异 不 明 
显 。 

pia 

根据 上 述 头 骨 特 征 的 初步 比较 可 见 ,6 种 

万 蜥 的 种 则 差异 均 明 显 ， 说 明 头 骨 特 征 在 龙 

HBA AA ERE, ASB, Ub, = 

Je Mi. Bb WA EM UFR ARS 
的 原始 征 状 ， 如 额 骨 较 短 ; Ba 

RRs Wes AW GE i Eb 

起 ; 颌 齿 分 化 不 其 明显 等 。 HAE 

晰 与 丽 纹 龙 蜥 有 较 进 化 的 征 状 ， 如 

PUA BUR, HIRE RAE; ISR AR 

平 齐 不 隆起 ; aM ORS SB, Boat 

尖 齿 显著 大 。 人 台湾 龙 蜥 .长 胶 龙 蜥 有 
的 特征 与 更 绿 龙 晰 相近， 如 额 骨 较 

Km PRRs 有 的 特征 与 云南 龙 

蜥 近似 ， 如 顶 骨 里 窝 缘 向 上 隆起 。 

7S Je wr WS Tad AS REE, KARE 

蜥 的 项 骨 松 果 孔 消失 。 

结合 地 理 分 布 看 ， 这 6 PTE 

中 较 原 始 的 类 型 如 云南 龙 蜥 、 昆 明 

龙 蜥 ， 主 要 分 布 在 云贵 高 原 ， 而 我 

国 万 晰 属 多 数 种 类 也 分 布 在 此 地 

区 。 国 此 ， 云 贵 高 原 有 本 能 是 我 国 

龙 蜥 属 的 分 化 中 心 。 其 属 的 演化 及 
分 布 扩散 是 分 别 问 喜 马 拉 雅 山区 、 

横断 山区 及 东南 等 方 网 辐射 发 展 。 

由 于 第 三 纪 后 期 至 第 四 纪 初 期 ， 我 国 西部 发 

生 喜 马 拉 雅 造山 运动 ， 横 断 山 脉 隆 起 ， 扩 散 

至 该 地 区 的 龙 蜥 适应 变化 了 的 环境 而 产生 上 

RE oe Je IB AS LRA EERE, BIS 

龙 蜥 所 处 地 区 因 与 大 陆 的 地 理 隔 离 ， 一 方面 

保留 了 部 分 与 云南 龙 蜥 等 类 似 的 原始 征 状 ， 

3 



著 变 长 ,雄性 颈 背 具 皮 补 , 顶 骨 松 果 孔 消失 等 
方面 表现 出 较 多 的 特异 性 进化 性 状 。 

另外 与 大 陆 种 类 也 产生 了 较 显 著 的 差异 。 分 

布 到 喜马拉雅 山区 的 长 受 龙 蜥 ， 则 在 后 及 显 

Bie egies ge BR. Pe eee eae 
Comparison of the skulls of 6 species of Chinese Japalura 

He fF Charecters flavice ps splendida yunnanensis varcode andersoniana swinhonis 

RFs) 3.04 3.00 2.33 2.66 2.80 3.00 
[anak yee 3.47 4.00 2.34 2.79 2.83 

ae 后 支 长 /前 支 长 

1.90 1.37 1.39 1.20 1.20 
cicben hel 1.54 1.85 1.18 1.50 

Margin of temporal Straight Straight Convex Ridged Convex Convex 
fossa of parietal 

ae sei 
ngle Detween 4 

。 123 134 106 118 105 i04 postorbital and ee 125 143 110 128 109 2 
松 果 FL Piercing Piercing Piercing Piercing Blind Piercing 
pineal foramen 

Petes d Long Long Short Long Long Short and 

vacuity 
narrow 

Set > = Fey 
Tuberculate vs Larger Larger Equal Equal Larger Equal 
tri-tuberculate 

标 ` :本 “号 CIB86II0478 CIB639128 CIB82069 CIB625210 CIB73II5179 ”CIB745109 
No. CIB80II0333 CIB571305 CIB581732 CIB580788 CIB73IJ5061 

PTRT NNT 

STUDIES ON CHINESE Japalura AND COMPARISON OF THEIR SKULLS» 

Jiang Yaoming Hu Qixio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re are 11 species of Japalura in 

China. andersoniana, brevipes, dymondi, 

flaviceps, grahami, kumaoensis, s plendi- 

da, swinhonis, szechwanensis, varcode , and 

yunnanensis, Specimens of all the species, 

except those of breviceps and grahami, 

have hitherto been obtained by the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Members 

of the Chinese Japalura are distributed 

within 86-121°E and 24—33°N, In Sichuan: 

Yunnan and Xizang are found 9 species, 

5 of which are native species, anderson- 

iana, dymondi, grahami, kuimaoensis, and 

among the yunnanensis, Comparisons 

skulls of flaviceps, splendida, yunnanen- 

sis, varcoae and andersoniana (2 speci- 

mens of each dissected), and swinhonis 

(1 specimen dissected) are given in the 

abov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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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 8S FO Sin] BSH SS HRY 

行为 的 比较 研究 

(Alix 1) 

es 
CH 2 be ob aT ) 

早期 的 研究 者 7G Ae ia 8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Filly — # (A, sinensis) 

有 挖 利 行 为 。Reese (1915) 及 MecIlhenny 

(1935) ta 14 Hh ee BE BS , ~Neill (1971, 

p.32) 曾 报道 ; 

但 尚 无 证 据 表 明 母 名 用 任何 方 ORT BL”, 

Fogarty (1974) 从 飞机 上 简单 地 见 过 挖 梨 ， 

但 未 能 得 见 其 详 。 

J SCAN (1983). BR BEES (1984), 

乌 培 等 (1984) 、， 黄 祝 坚 等 〈1985) 等 都 先后 

报道 了 扬子 乌 的 营利 、 产 卵 与 鲜 化 等 问题 。 

AR MVEGA T fe Pa A, 1981 — 

1984 年 在 安徽 、 江 苏 、 浙 江 、 江 西 省 对 扬子 

ee, fea 2 — CEM) 1976 451978 年 在 美 

国 的 Okefenokee 国 家 野生 动物 保护 区 和 洛 

克 菲 勒 保 护 区 对 密 河 乌 详细 地 观察 了 它们 的 

营 梨 、 产 卵 、 孵 化 及 挖 梨 等 情况 。 

198246, Wo) yy bd EF HS ly WM BE BI 2 

KMF eA, SRSRK STA (B64 

《野生 动物 》1984 年 4 期 47 一 51 页 )。 上 海 

动物 园 对 模拟 野生 环境 的 人 工 养 扬子 名 有 过 

报道 (参看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报 》1983 年 2 郑 
4 期 72 一 74 页 ) . 

FER MBF RN ME SKF ENE 

rm Sees, F7A7 AP op22+, 

“尽管 一 些 断 言 与 事实 相反 ， 

iB BS De 
(美国 国家 科学 院 ) 

母 名 于 产 卵 后 儿 周 内 有 强烈 的 护 梨 表现 。 一 . 

遇 惊 扰 即 爬 伏 梨 上 ， 并 不 断 发 出 经 吼声 。 计 

经 68 天 ， 于 9 月 13 日 凌晨 开始 年 出 两头 煞 

‘, A PEAR AK, SAEs, 

FEWER AEBS 1OK, AROS TERT Bi A Be Be fe 

“mg” SNK AT pat, {Loe 些 叫 声 没有 促使 

EE as Pp BE ER ES MA 9 月 16 日 中 午 起 开始 

掉 落 脐带 。4 日 龄 开始 给 予 食 饵 。6 日 龄 时 长 

出 细 齿 ， 此 时 能 吞食 1 一 2 厘米 长 的 活 鱼 。 

在 动物 园 的 养 鲍 场 观察 到 母 鳄 在 产 卵 时 

表现 极为 安定 ， 对 外 界 的 干扰 反应 迟钝 ， 但 

在 产 卵 结束 离 巢 下 水 后 ， 却 变 得 非常 凶猛 ， 

护 梨 性 很 强 ， 当 受到 惊扰 就 会 主动 攻击 并 发 

SRY “WE” A RROD es, oe VE AE AGE 

BIOOKISVEEA, MEGS Jali AR UL: Ze 

3 Sh ie ZEA EK me SSI 

附近 有 动静 时 便 急 促 紧 张 守护 。6 周 后 反应 

又 趋 迟钝 ， 但 也 有 些 母 鲜于 孵化 后 期 不 顾 梨 

而 他 往 的 。 

在 安徽 省 的 野生 环境 ， 曾 观察 到 峻 扬 于 

鳄 衔 草 营 利 ， 其 护 梨 性 以 在 好 化 早期 的 3 一 4 

AMAR TMB, RARARE 改 ， 特 此 
致谢 。 
2 



周 内 和 在 后 期 纵 鳄 鸣叫 待 出 壳 前 表现 得 特别 
mel, ape hse aS, BL AE pS 
(ARERR, WARE HOK, Bede 
th Ae a SESE OTe eT. HERE 
LMR BBA PME, 
TFM, MRBLHEH OMAR. (Es 
9 AU BE 3] fk WE HE HES J ea FE 
tM SBE, aes OS eT 
Sl] 5 Jey BE LF TB a ABB 8S 
Hse, APOE, BSR 
窒息 的 危险 。 母 名 会 用 口 咬 破 卵 壳 营 救 ， 纵 
句 山 沉 后 ， 若 受到 惊扰 而 鸣叫 时 ， 母 乌 会 迅 
速 赶 到 ， 用 口 衔 住 仔 名 转 移 到 安全 地 方 。 在 
向 扬子 姻 自然 产地 的 群众 访问 中 ， 了 解 到 母 
铀 和 雏 乌 互相 用 鸣 声 呼应 ， 母 名 借 此 诱导 和 雏 
$22 JO 35] 7k tak ae ZF EE OS Me BO At OBE 
Pate, 

1976 年 在 美国 的 Okefenkee 国家 野生 动 

物 区 观察 一 头 肉 密 河 鲍 C， 其 梨 筑 在 保护 区 
内 通 Chesser 岛 一 条 木板 路 旁 约 3 米 远 处 ， 
附近 是 潮湿 的 大 草原 或 沼泽 地 ， 距 集约 2 米 
外 有 一 直径 约 30 米 的 池塘 ， 母 恕 很 易 爬 到 其 
Bi, 6H 28 日 前 后 产 卵 ， 母 名 常 在 梨 的 附 
近 出 没 ， 一 直 保 持 警惕 ， 对 接近 的 人 呈 戒 备 
姿态 。1978 年 在 洛克 菲 勒 保 护 区 找到 一 个 密 

河 乌 人 梨 A， 位 于 沼泽 区 运河 附近 ， 曾 是 曹 水 
池 的 大 坦 ， 从 坦 上 有 一 旧 木 板 路 ， 这 路 延伸 
到 梨 的 西 侧 约 20 米 处 ， 与 本 区 其 他 的 Bag 
ll, $3 BR AK B (Spartina pat- 
ens) 组 成 。 

Bia ws eH WAT HK, ESE A 
HB, Ze RS 29 3 OKADA ORS, BAe 
Hae ww, OA LA 8N 184, Rie 

23.90, MESH, BeVERMH RH 
SE, GE Bl) ME a hc Ha — 0 4 gS fh 
WA, Rew MME, KIL BEML, 
FASO, TA eH OR BE OF BITE AR 
的 低微 “ 目 "“ 目 ” 声 ，8 时 40 分 回 到 水 里 约 
15 分 钟 ， 旋 于 8 时 55 分 重 到 其 梨 ， 把 头 放 在 

梨 上 ， 并 在 梨 上 摩擦 着 头 部 的 两 侧 。 这 时 可 

§ 

LLM 3 — Fh SA IFAM RRR REAR 
Bk, AROS SY Ey AEN, I 
材料 紊乱 但 均匀 地 推 到 -- 侧 . 

真正 的 挖 集 在 9 时 37 分 开始 ， 母 鳄 把 类 
部 和 整个 腹部 平山 硅 梨 上 ;用 停 开 的 四 指 从 
后 面 单 次 或 接连 多 次 的 殴 击 进行 着 挖 第。 复 
盖 着 的 钢 梨 材料 便 露 出 。 从 9 时 55 分 到 10 时 

iE, OSM EKHEB 6 Oss, BBE 
继续 挖 党 50 分 钟 。10 时 56 3) EE Oe FB] KH 
时 ， 发 出 第 一 个 “ 玻 啦 ”“ 玻 啦 ” 的 声 ， 接 
SUH, “bk eS, EE 
BS ZE7K HB SILIIN 2047, ida, Reve, IF 

He AOA OS ET A SE | eee hes Sh at 
程 中 ， 大 部 分 是 用 前 肢 进 行 ， 但 间或 则 用 后 
肢 进 行 。 
VELOUR BEINN, ESM T HE Bae 

Ames ee BIE, BOE eH Lk ee 
ES OG EE 

BEOE 4212 16 分 ， 即 开始 接触 梨 后 约 4 
小 时 ， 便 用 两 颌 夹 起 第 一 头 雏 忽 并 很 快 便 把 
它 带 到 水 中 ， 并 在 水 中 叫 出 “ 咯 ”“ 咯 ” 声 ， 
母 名 这 时 轻 轻 张 开 两 俩 把 雏 乌 放 掉 ， 在 水 中 
CNR, CRATE, 
EXETER, AE 8 都 发 出 “ 哼 哼 ” 
声 。 整 个 挖 梨 的 过 程 和 时 间 见 表 1。 在 水 中 
停留 的 最 长 时 间 为 连续 80 分 钟 ， 是 在 14 时 55 

分 时 开始 的 ， 当 时 的 气温 约 为 307 。 
DA SAME WR J 334 SESS, BEE SIZE 10 

So, BEAM Sk FE ED OIA HE AY) SPE OS BR 
ZI (AR 1, 2), SR AARSS Fe 
MTN, “HUE” ps 等 引导 到 水 中 的 。 
一 次 ， 有 一 雏 鳄 原 速 想到 木板 路 ， 但 当 它 听 
SDK AK EWI, “BE? SN, 
HEBD CS 7k th A, WAAC GS, 
eT CASI 在 离 A 很 近 的 坦 上 控 
洞 ， 而 且 继续 挖 到 翌日 ， 好 几 次 母 旬 试 图 四 
tS 62, (RRM, RSBMA BK 
HA, 1b FAIR RA aE FAS WO ks OH HF 
里 。 

ABB Hy E92 JE EL PITA, eee 



表 ; 瞧 密 河 名 进行 了 挖 合 时 在 水 中 和 水 外 停留 平均 时 间 
SS a Se ee oe ee re AT 

Kae 在 水 中 的 平均 时 间 
(47 Hh) 

SEE PRES TM PERE LT NS CRIES REL PEE LSM A RESELL PE SINT yey 

Ale t 时 间 局 的 时 [A] 
Bit Be Gi > 钟 ) 

BER AEH 4 6} 0 十 9.0 50. 6 三 4 238 

SS 752* 5a it. 9 IC 6-F10 5 394 

te 计 5.8 12 G22 
OST TES TE ARE A CRE OTT OT a OS Se 

# 表明 记 有 ; ed W255 4 冲 的 观察 时 间 。 

i DIY MRC HOR AS, Af af Bs Ze ZEEE BS I 
SIS HAY (gh 1, fae 

el be ESC, Swe Ae ca ee me A ES fs 

we BE HS UP 3 AS A IK RA BS, Xs 

阶段 。 
1978 年 8 月 26 日 12 时 35 分 在 洛克 菲 勒 保 

PX US RAT REN, Mim ZH 

XP St Ree FEPAIG Pa oS AAR 

温 为 36.4C ， 相 对 湿度 为 56 罗 ， 先 后 飞 来 两 

RAGE ERM Min, ALB IEA EE ee WY 

Baws, Fy VLAD Seis te TE BE 8s 4 a oF 

REG Sc, 45 1 Sk SESS FELON 4547 tH 5c, ie 

J SLAY THB EL 7d, be EY 

AK, BSA BM 7AM, 32% A nt 

现 第 2S HGS, “EE 7ST LAB IF HK IAL 

远方 的 水 池 ， 哼 呼 地 叫 了 5 oy Bhs fe es I 

到 水 里 ,先后 接连 出 现 11 头 仔 乌 ,最 后 工头 在 

近 22 时 出 集 的 ， 而 最 后 的 一 阵 哼 哼 声 是 在 19 

时 49 分 发 出 的 ， 其 后 的 欠 名 都 是 在 几乎 平静 

的 情况 下 出 壳 的 ， 有 两 头 雏 鳄 在 梨 顶 停留 到 

全 身 二 了 ,然后 到 水 里 去 ,21 时 15 分 听 到 一 次 

Mp, 212257 AKA AES A te to TRIE 

声 ， 只 有 当 我 们 接近 最 后 孵 出 的 两 头 雏 鱼 

时 ， 它 们 才 停 在 人 梨 顶 上 发 出 哼 声 ， 检 查 这 个 

有 二 人 

中 心 ， 右 上 方 和 在 底部 的 背 水 处 。 

ene 8 分 时 ， 了 听见 水 有 冒 泡 声 ， 但 始 

24 GL BITE AS, ZEA EYEE IS 100 米 的 大 堤 对 

ae ay ose ah 

Ly SLA SE BS ab pel Hint A ZK A 

8H 28 FBO BRE MTC, ETH 

PLAY A 20-7 SN FART Aa A BT ER oe, 

把 当 把 梨 顶 打开 时 ， 它 们 发 出 “ 哼 哼 ”的 叫 

I A TTS BI I A RTD COTTE PIPL ST ET 

8 IN 1827 FFARR. TSAR, ZL8IN504 SEHR HR 

AN a3 5 FEEL TH 

i ee ie Ee ke ee ee ee ee] 

» ABI A BES AS we Se, 4 A EG Le 
人 

7ERL HL, FORUE MESSE, HBO A AA 

梨 的 顶部 仍 无 任何 变化 ， 但 梨 内 被 火 蚁 严重 

Wf, Zee RAN ME ON Se, HE SI 

“TEE” BAY NL Fe 

it 

通过 本 文 作 者 的 研究 证 实 

ise Aldea 

i PA AHS OA A PET, (AE ie 

Bh Uy bal tal FEN HF BS th DL 些 BE we IF Os 

i, CAPER SAT MRAK, RS Ree 

被 雨水 ， 微 生物 等 腐烂 有 头 。 ee 

出 现 母 鳄 不 在 而 雏 鲁 能 自己 从 梨 爬 出 是 

母 乌 在 控 梨 后 〈 介 上 有 三 个 出 口 可 能 是 挖 梨 

的 一 种 方式 ) 离 去 ? 则 有 待 继 续 进 行 观察 。 

至 于 这 两 种 名 的 挖 梨 行为 基本 是 相同 的 ， 但 

宅 巢 的 方式 则 有 一 些 差 异 。 作 者 观察 到 扬子 

名 多 用 前肢 接 梨 ， 而 窗 河 鲍 则 前 后 肢 并 用 ， 
ek AA Aye (Hunt，1978 一 1981) ， 这 些 差 

RLS MINKA MARA PERAK, OR 

By AGA Ti LA Ee a, PP RES ET PS 

ITA, Paes They A Tal, Tt AL ae yay BS Ze lal 

一 地 区 ， 作 者 观察 到 的 是 在 早上 8 时 许 开 始 

AY, i Hunt (1978—1981) 见 到 的 独眼 的 

母 句 控 梨 则 是 在 天 亮 之 前 开始 的 ， 继 续 到 卓 

出 之 后 。 可 见 它们 的 挖 策 时 间 除 种 和 地 区 有 

差异 外 ， 个 体 间 亦 不 同 。 挖 梨 行 为 显然 是 起 

着 帮助 雏 鳄 离 巢 的 作用 。 作 者 曾 观察 到 确 有 

无 力 冲 破 缠绕 在 一 起 的 草 茎 被 室 息 死亡 的 雏 
4 
-Jo 

T mf ts me 



这 两 种 鲜 有 相同 的 扩 卵 习性 。 这 种 习性 
Hie LF EA Bes as. TAY, “ET 

fea] FE He SUL ARS (Ct 1 —2 Fe AS Se fg AH SL] 9 Tf 

EY ig Ze BAIN Op Reps, ek BP AL A YY 

WiAvAve--Plae eo, SR ene RNR, 

dE Ai BI CR BE ee AY SE SR, A AY 

Jp 3 Se We A S| EARS PE 7K, DIRE eas IA 

这 种 类 似 的 报道 及 论述 Wl Mcllhenny 

(1935)，Alten 与 Neill (1952), Cott(1968, 

1969)，Pooley(1969) Fogerty (1974) Po- 

oley 与 Gans (1976) Five Ha EHS 

LE AAS He WS st 1 ae FOR a SY) CE Bg, 

ft fics BU SPER HY, aR VE A be BY GE A BE Bs 

ST EL 8 2 mig SF A rE HE FF 
FA, A OR Lee (1968), Vince (1969) 都 提 

Hy fe 8S ZE AR HE re BT AY WS HY PS tA eT BBR 

HEAY SB te Zed 进 作 A, Campbell (1973) 

SHE WE Aa Ny HG A dik 3) PY 2 5 | se BS OB AY Tal BY AZ 

BAB. (Beer all BALA, 

正如 前 述 ，Hunt 与 Watanabe (1982) 所 明 

确 指出 的 ， 母 鳄 在 挖 梨 时 纵 包 已 接近 连续 旷 

ALT a Pa Staton 与 Dixon (1977) 反对 

HA A 099 98 EL 1 9 
feet, TM Ay ax Pay Bs HY By a8 8S S FF BS 

(THERA, RANCH ea 

HESS A ERT N, Bo RS Tal IN EE BX 

得 不 到 进化 上 的 效益 。 Watanabe 认 为 排斥 

这 种 理论 是 不 正确 的 ， 因 为 可 以 上 背 定 雏 鳄 是 

会 形成 一 个 群体 (Hunt 与 Watanabe 1982), 

MAAS, 它 科 行动 是 一 致 的 ， 

Herzog 5Burghardt (1977), Deitz (1979) 

5B As He Ba PO pa a 
BS A HS ZAI TR ob ee Pa EF, Hh rc ie 

SA Ao AF, Watanabe (1980), Hunt 

与 Watanabe (1982) 还 观察 到 当 RWS 7 Re 

近 杀 鳄 时 这 种 鸣叫 也 发 出 的 。Deitz (1979) 

发 现 已 进入 水 里 的 委 乌 的 叫 声 能 吸引 刚 出 过 

扬子 句 雏 在 出 充 后 一 般 要 在 2 日 龄 时 才 

下 水 ， 而 密 河 乌 雏 则 于 出 壳 后 不 久 便 即 下 
水 ， 而 且 即 使 在 没有 母 乌 诱导 的 情况 下 也 能 

HOMER BB KR ae FF EM 

般 要 母 锣 鸣叫 诱导 入 水 。 出 现 这 种 差异 可 以 

认为 由 于 不 同 的 种 和 生境 条 件 不 同 经 长 期 适 

应 发 展 的 结果 。 

这 两 种 鲁 跟 其 他 鳄 一 样 ， 每 当 遇 到 政 害 

或 不 恨 环 境 时 ， 亲 乌 都 常用 两 颌 吗 住 雏 鳄 或 

把 雏 名 衔 在 类 袋 里 并 把 它们 转移 到 认为 安全 

的 地 方 ， 然 后 才 把 雏 鲁 放下 或 吐出 。 也 曾 见 

到 这 种 乌 的 母 铺 有 时 通过 类 袋 协助 雏 鳄 出 壳 

的 。 

经 验 说 明 ， 当 移动 忽 卵 时 必需 接 卵 原 在 

AKASH LP iB, Fe Oy BO 

率 。 对 卵 上 下 的 辨别 ， 可 从 卯 上 有 和 白色 带 或 

白色 带 较 宽 部 分 应 朝 上 。 

1X PY Ais Ze SES REE ig, SRA) ROL 
卵 壳 的 存在 。 正 如 民 ushlana 与 Simon(1981) 

fa th FES A A a, BMS BSE, 

BLIP USERS MS HE, BORE AY GER AY 
掠 食 动物 受到 这 些 东 西 的 吸引 。 同 时 也 可 作 

”为 检查 所 有 生存 的 雏 乌 是 否 都 出 元 的 依 

据 。 



NEST EXCAVATION AND HATCHING BEHAVIORS OF 

CHINESE ALLIGATOR AND AMERICAN ALLIGATOR 

Huang Zhujian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Myrna E, Watanab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Abstract 

This is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behaviors of nest building, egg-laying, 

hatching and nest excavation of the 

Chinese alligators observed in the prov- 

inces of Anhui, Jiangsu, Zhejiang,and 

Jiangxi,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981-84 . 

and of the American alligators observed 

in two American wildlife refuges in 

1976 and in 1978: Tie 

these two species are quite similar with 

behaviors of 

slight differences, which may be specif- 

ic, individual, or due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 

Female Chinese alligators exhibit 

nest building, egg-laying and _ nest 

protecting behaviors after mating, The 

total incubation lasts about 68 days, In 

response to the chucks from the. un- 

. hatched eggs, which may be heard 1 一 2 

days before the breaking of egg shells, 

with its 

fore-limbs to release the young, If any 

the female digs up the nest 

hatchling is not powerful enough to 

break out of the shell, the mother bie 

help it to do so, using its jaws, The 

first author witness death of hatchlings 

which had got entrapped in entwined 

grass in the absence of the female, If 

the hatchlings are agitated and call in 

alarm, the mother will pick them up in 

them 

place, Young usually go into the water 

her mouth and_ take to a safer 

at a 2-day age, lured by their mother’s 

vocalizations, The umbilical cord comes 

off in 3-4 days after hatching, 

Female American alligators do 

excavate their young from the nests, 

and one animal observed carried and 

lured her hatchlings to the wate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emale, the young 

hatched 

several hours, but in the absence of the 

serially over a_ period of 

female, only some of the young were 

able to 

remainder, in the case observed, 

escape from the nest, the 

were 

destroyed by fire ants, 

Prenatal grunting may serve to co- 

ordinate activity both among the young, 

and the adult. 

After hatching young grunt while moving 

and between the young 

and feeding, and when approaching 

the female, This grunting could aid in 

communication and cohesion between 

members of the pod, 

of both 

removal of egg debris 

exhibit 

from the nest 

Females species 

areas during and immediately after 

excavation, which serves to remove a 

possible source of chemical and visual 

attraction to a potential pred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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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e 

王 培 潮 

eee CHlaphe taeniurus Cope) 

是 我 国 分 布 较 广 、 最 普通 的 一 种 无 毒蛇 。 有 
关 其 活动 规律 和 生理 生态 特性 等 尚未 见报 

道 。 本 文 试 图 对 黑 眉 锦 蛇 热能 代谢 及 体 误 调 

节能 力作 一 初探 ， 这 不 仅 对 我 国 怜 行动 物 生 

理 生 态 研 究 方面 有 一 定 意 义 、 对 黑 眉 锦 蛇 资 

源 的 合理 开发 和 利用 方面 亦 有 一 定 帮助 。 

材料 与 方法 

于 海地 区 的 成 体 198 条 、 头 体 长 HF 

ALIJ) 106.714 14,.60cm, {&K 386.374 

20 

实验 时 间 1983 年 6 月 及 11 月 。 

体温 测定 ”直肠 温度 。 上 海 医 学 仪表 厂 生 产 

的 7151 型 细 探 针 点 温 计 。 测 定 体温 前 ， 锦 蛇 

在 实验 温度 等 级 中 驯化 24 小 时 。 实 验 温 度 分 

10, 15, 20, 25, 30K%35C0 A+ SR, 

HCob, tel Ul SA is ee HE —5 TH Se HP se 

能 力 及 致死 体温 〈 在 极限 温度 中 死记 个 体 达 

50 旨 以 上 的 体温 均值 ) 

静止 代谢 率 ”以 每 区 体重 在 每 小 时 ie 

示 “〈 即 cal/g.hr)。 用 自制 的 闭 路 系统 耗 氧 

量 测定 仪 〈 王 培 潮 等 ，1980) 。 测定 的 环境 

温度 等 级 同上 项 。 每 次 测定 时 ， 先 把 动物 在 

实验 温度 中 驯化 24 小 时 ， 然 后 观测 其 在 每 单 

位 时 间 体 重 的 耗 氧 量 ! BRE MISH 

谢 热 能 4.7 卡 (cal) 。 

温度 对 禁 食 时 期 体重 的 影响 观测 :环境 

10 

黑 眉 锦 紫 的 热能 代谢 与 体温 im al [a 

陆 厚 革 
(上 海 华东 师 大 生物 系 动物 生态 

温度 同上 项 。 观 测 60 条 ， 先 在 15 一 18TC 条 件 

禁 食 10 天 ， 然后 分 成 六 组 ， 每 组 10 条 ， 平 均 

bit306 交 ts 每 一 组 各 在 一 个 温度 

SE MA ARE TR rer ei 85% Te) 

观测 每 一 组 在 7 天 中 体重 减轻 状况 。 

结果 与 讨论 

1. 体温 

眉 锦 蛇 在 不 同 温 度 等 级 中 24 小 时 后 的 

体温 ， 图 1 所 东 。 
(1)  fAUih Sj DP Ga iin BE CIE Et 28 [AYA 

由 图 1 表明 ， 黑 眉 锦 蛇 的 体温 是 随 着 环 

境 温 度 升 高 而 升 高 ， 即 体温 (TD 与 环境 

温度 〈La) 成 直线 回归 。 如 1983 年 6 月 中 

旬 ，22 条 黑 眉 锦 蛇 ， 体 重 363 04 25.365, 

e+e (My BRLTI) 104,30412,22 HR, 

不 同 温 BE 等 vee an 6929+ 

0.8894Ta， 相 关系 数 z 一 0.9999， 经 1 

著 性 测定 ，P<0.01， 相 关 很 显 z. 19834 

11 月 中 旬 ， 观 测 36 条 黑 巾 锦 蛇 ， 体 重 409.64 

+25. .3787, 4E4E109.11417. 09K, EE 

HY =0,9321+0,9533Ta, 相关 AM r= 

0.9998, HK RRS CP<0.01), 

由 以 上 表明， 黑 眉 锦 蛇 的 体温 与 短 尾 晶 
ie (Agkistrodon blomhof fii 1 

相似 ， 其 体温 是 受 环 境 温 度 制 约 的 〈 王 培 

本 文 于 1985 年 2 月 10 日 收 到 ， 



。 一 一 1983 年 6 月 Sway 

epi 0 

at \ Ty 19884 ay Vos 

1 ,1983 年 11 月 份 同 温 区 
@ : 

eed i,‘ 

Y=0,9321+-0.9533 Ts 
na : | r=0.9987 $=0.4921 

; 了 ==2,.6929+0.8894 in NOV 

20 re0 ,9999 5 

$=0 , 4672 

# in june yg Ip 
| 

15 

rg 
10 1 

10 J 20 20 30 35 

Hh Sh. inlay Cosby) 

Al 黑 转 锦 蛇 体 温 与 环境 温度 的 关系 
1.@—— AOA GIR, Y=2.6923+0.8894Ta, Y =2.6923+0.8894Ta, r=0.9999, 

r=0.9999. 2.4——— shows body temperature in November. 

2.4——— ALA yi, Y=0.9321 +0. 9533Ta, ¥ =0.93214+0.9533Ta, r=0.9987. 
r=0.9987. 3 shows isotherm (Tb=Ta), 

3: 示 等 温 线 (Th=Ta) 4. Tishows identical temperature zone in June, 

£0 TimbAaiak, 8. Tanta Aik 5. J2shows identical temperature zone in Nove- 
1.@—-— shows body temperature in ae mber, 

ih 等 ，1983) ， 是 主要 靠 吸收 外 界 环 境 辐射 热 17 左右 。 短 尾 蜡 蛇 的 同 温 区 亦 有 季 节 2 
来 维持 世 :体温 的 | -种 外 热 动物 (Ectothe- 5% CERISE, 
Tm) , ) HA 1 ee, Jeg ate Xb Ze AE Tad im DY 1, 

(2) JBM Cdentical temperature 围 ， 其 体温 则 偏离 环境 温度 、 偏离 程度 是 随 

zone) 与 非 同 温 区 着 环境 温度 等 级 升 或 下 降 而 增 大 ， 如 图 ! 

黑 眉 锦 蛇 的 体温 虽 与 环境 温度 成 正直 线 所 示 ， 即 表明 黑 眉 锦 蛇 是 有 一 定 的 调 温 能 

EA, (ht, HAI 20-250 EF ATH vay 

现 与 环境 温 相符 或 同 温 的 (Identical tempe- 仆 行 动物 的 体温 调节 由 生理 与 行为 二 个 
rature) 。 如 图 1 中 体 回 归 线 与 等 温 线 (Tb= 方面 构成 的 ， 生 理 调 温 ， 包 括 内 部 产 热 、 血 
Ta) 相 重 区 所 示 ， 这 是 体 热 与 环境 热量 交换 管 舒 缩 、 水 分 蒸发 冷却 等 ; 行为 调 温 ， 如 到 

KS F AEA. EIN, BER RES Hh ee A 暖 、 姿 势 与 方位 的 变化 、 温 度 选 择 等 (Ba- 

RK, Akh, MEK, Wee Rist, rtholomew et Tucker, 1964; Bartholo- 

相当 文献 中 所 指 的 选择 体温 CPerferred bo- mew, 1982; Brattstrom, 1965; Heatwo- 

dy temperature) ( 王 培 潮 等 ，1983 ,1984) . le，1976) 。 例 如 ， 黑 眉 锦 蛇 暴 露 在 107C 或 

黑 眉 锦 蛇 的 同 温 区 尚 有 季节 性 差异 、 如 10Y7 以 下 环境 温度 时 ， 其 身体 即 随 着 温度 降 

6 月 中 旬 ， 约 25 士 1 左右，11 中 旬 ， 则 20 士 低 而 开始 盘 卷 成 团 ， 这 可 缩小 暴露 的 体 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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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以 减少 体 热 散 失 ， 而 有 助 于 延缓 体温 下 

降 ， 当 暴露 在 357 环境 温度 时 ， 其 体 躯 伸 
展 ， 张 口舌 尖 伸 缮 活动 、 气 喘 等 ， 这 是 扩大 

桶 露 体 表面 积 与 增加 呼吸 道 的 通气 量 ， 以 加 

快 散热 ， 有 助 于 防 正体 温 过 高 的 一 种 生理 与 

行为 调 温 。 

2. 体温 升降 速率 

黑 眉 锦 蛇 在 恒定 低 于 体 瘟 与 高 于 体温 的 

环境 中 ， 即 平均 体温 与 环境 温度 相差 1 度 ， 

每 小 时 的 体温 下 降 与 上 升 速率 是 不 同 的 。 如 

图 2 所 示 ， 体 重 298.10 土 24.38 克 (124%), 
在 恒温 5C 或 250C 时 ， 在 相同 的 时 间 与 温差 

时 ， 平 均 体温 与 环境 温度 相差 1C， 每 小 时 

的 体温 升 高 0.8316C， 即 其 升温 率 为 

0.8136 /hr， 而 其 体温 下 降 仅 0.59177 ， 

即 升温 率 较 降 温 率 大 0.2219C 。 这 种 差异 ， 
Barholomew et al(1963) #i Heatwole (1976) 

等 认为 ， 是 与 心血 管 运动 及 内 部 产 热 状况 有 

关 。 当 处 在 热 环境 时 ， 心 率 加 快 、 血 管 仁 
0.9 下 一 一 一 Ff RE 

tz, » ee 

O08 bese be lit 48 

60 

时 iA] ( min) 

A2 SBR SC S52CHABTRS 
上 升 速率 

1. 一 一 体温 上 升 率 ; 2. 一 一 一 体温 下 降 率 。 
Fig. 2 Rising and falling rates of body temperatue 

re of Cope’s rat snake at constant temperatures of 

25 and 50 

1. rising rate of temperature; 

2. 一 一 一 -falling rate of temperature, 

12 

张 ， 则 血 流 加 快 ， 使 体 表 获 得 的 外 热 很 快 传 
,到 体内 ， 同 时 ， 代 谢 产 热 亦 相应 地 增加 ， 而 
处 在 冷 环境 时 ,. DSR, AP Ce, 
亦 减 慢 ， 则 体内 的 热量 较 缓慢 地 传 到 体 表 ， 
则 体温 下 降 率 相对 慢 于 上 升 率 。 这 种 体温 调 
节 方式 ， 能 在 短 时 间 内 迅速 使 其 体温 上 升 到 
活动 体温 水 平 ， 如 果 环 境 温 度 下 降 时 ， 而 延 
缓 其 体温 下 降 ， 有 盟 于 捕食 、 御 敌 或 逃跑 等 

ED). 7 
3. SHRIB—S CHB mt See 

黑 眉 锦 蛇 20 条 》， 体重 390.10 士 13.64 克 ， 
由 常温 移 至 一 5C 条 件 下 ， 其 体 温 变化 与 而 
受 能 力 ， 如 图 3 所 示 ， 由 图 表明 下 列 几 点 : 

(1) ， 当 体 温 降 至 4.15 士 0.85C 时 ， 失 - 
去 运动 能 力 。 

(2.)， 当 体温 降 至 摄氏 零度 左右 ， 则 出 
Alp: 
es @> 

oe Oo & © GS 8 @& & 

D 7: =—-6°C - 
ap 乒 | 二 一 = — = 

i 

i 39 60° 4 120 188 

a - iW ( min) 

A3 AMEE -SCUPRN HAMAR RA 

E athia; A mA BRAD: BRR: 
C 示 致 死 临界 体温 ，D 示 环 境 温 度 ( 一 5 ) 。 
Fig. 3 Body temperature and tolerance at ambient 

temperature Of —5C 

E shows body temperature; 

A shows immobility; 

B shows chilled-coma or paralysis; 

C shows critical lethal body temperature; 

D shows ambient temperature of —5T, 



SL RR 

(3) 当 体 温 降 至 一 1.87C， 如 果 立 即 
移 至 14 一 15Y7 环境 取暖 ， 经 16 一 20 小 时 ， 能 
全 部 复苏 (Revival) 。 

(4)， 当 体温 降 至 一 28 以 下 时 ， 即 使 
立即 移 至 14 一 157C 环境 取暖 16 一 20 个 小 时 ， 

亦 不 能 复苏 。 因 此 ， 一 20C， 可 能 是 致死 临 

一 一 示 6 月 份 乎 多 代谢 率 

耐 受 零下 1 一 2 fe, Lowe et al(1971) 在 讨 

(RAMEE BRAMAN EH, me 

(TOOT LR ORR 

FOC; HTBAWCAEN, Aims 22 Ry 

shy WHE GE vk 19 Hk Woh ER, 

AG, 7A) i te FER GSS EB NE, 

这 与 其 组 织 冰点 较 低 有 关 ， 它 能 在 我 国 北方 

寒冷 地 区 亦 有 分 布 ， 这 可 能 与 其 过 冷 能 力 亦 

AERA, 

代谢 座 

aes 

20 30 30 

. 0 
Al4 xe eee RSE 

界 体温 。 

由 以 上 表明 ， 黑 眉 锦 蛇 在 短 时 间 内 ， 可 

让 
“一 一 和 ONLI CUTS 

一 一 一 示 11 月 份 平 均 人 

15 20 

环境 温度 

1. 生 一 一 图 表示 6 月 份 代谢 率 ; 
2. 人 生 一 一 全 表示 11 月 份 代谢 率 ; 
3. 表示 6 月 份 平 均 代 谢 率 ; 
4. 一 一 一 表示 11 月 份 平均 代谢 率 。 
Fig. 4 Relation of metabolic rate in Cope’s rat 

snake to ambient temperature 

1. © @shows metabolic rate in June; 

2. &--—Ashows metabolic rate in November; 

3. 一 一 Shows mean metabolic rate in June; 

4， 一 一 一 Shows mean metabolic rate in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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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能 代谢 

(1) sk RE 黑 眉 锦 蛇 暴露 在 

10 一 35 温度 范围 ， 其 静止 代谢 率 〈cal/ 

g.hr)， 如 图 4 所 示 。 

1) 静止 代谢 率 〈cal/g.hr) fii AIK 

Bei Fe MY, Bae be Et Ri ES 

中 | (10D)， 其 代谢 水 平 最 低 》 暴露 在 最 高 

温度 等 级 中 〈35D )， 代 谢 水 平 则 最 高 。 这 

种 代谢 现象 与 得 尾 蜡 蛇 和 大 WER (Bufo. 

gargarizans) 相似 )， 而 与 恒温 动物 (Endo- 

therm) 不 同 ， 即 代谢 水 平 最 低 在 中 性 温度 

区 (Thermoneutral zone), {Ui 水平 最 高 

是 暴露 在 低温 等 级 区 ( 王 培 潮 等 ，1983 

1984) 。 因 此 ， 昧 眉 锦 蛇 的 代谢 水 平 星 现 出 

外 热 动物 特点 。 

2 人 谢 水 平 与 地 贡 的 汶 系 

明 ， 不 同 季 节 的 代谢 水 平 是 不 同 的 。 

这 种 季节 差异 ， 可 能 是 对 自然 季节 性 气 

温 下 降 的 一 种 代谢 反应 。 

3) “ 产 热 能 力 ” 黑 眉 锦 蛇 的 产 热能 力 与 

其 它 爬 行动 物 相 似 ， 而 比 同 体重 的 恒温 的 内 

Hush tye, Bartholomew (1982) #F itis IEF 

由 图 4 表 

动物 体温 调 妆 时 指出 ,有 的 爬行 动物 ,其 一 天 ， 

的 消耗 能 量 ， 仅 相当 同体 重 的 鸟 类 或 兽 类 基 

础 代谢 的 1/20， 如 一 种 沙漠 晨 蜥 〈2auro7t0- 

lus obesus) 热能 消耗 ， 仅 祖 当 同 体重 的 恒 

mM AAG) y4—7%, BIA YA he 

389 23437, 808%, 7£10—35 时 的 平均 代 

谢 率 为 0.9487 cal/g.hr， 仅 相当 相同 环境 

温度 (10—35C) 与 相近 体重 的 恒温 内 热 动 
— ty ——- KK BEI (Chinchilla lanigera) 的 

25% , 

4) 代谢 增加 速度 hu, Wein 

BE HS MCT By BE Be KN a Od 2 A ER 
et (Rule of Van’t Hoff), Ble Ew 

加 10C ， 代 谢 强度 增加 2 一 3 倍 或 Qio 一 2 一 3。 

这 原 是 无 机 化 学 反应 过 程 中 一 个 定律 ， 如 果 

应 用 到 具有 上 生命 活动 的 爬行 动物 的 代谢 反应 

中 来 ; 可 能 不 合适 。 因 代谢 反应 是 一 系列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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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的 生理 生化 过 程 ， 其 代谢 率 是 不 可 能 随 着 

HE 

温度 ， 其 代谢 增加 速度 是 随 着 环境 温度 增加 

papain Ik, Van/t Hofffege — 

能 确切 地 反映 代谢 增加 速度 ， 我 们 在 估 

whet 目 锦 蛇 由 工 至 了 温度 的 代谢 增加 速度 Q 

时 ， 以 二 的 代谢 率 M: 减 去 To 时 的 代谢 率 M。， 

然后 ， 除 以 温差 (Ti-Tou)， 其 公式 为 Q= (Mi 

-Mu 7/ (DT ， 由 此 公式 可 以 估计 出 不 同 温 

条 件 下 代谢 增加 的 速度 。 黑 眉 锦 蛇 在 10 一 

35°C 时 的 代谢 增加 速度 如 图 5 所 示 。 - 

in June 

(%) 

.代谢 增长 百分率 

环境 温度 (人 

图 5 Je Seee Ait CM) eine (Q) 与 环境 
温度 (T) 关系 

1. 为 一 一 含 示 6 月 份 代谢 增加 率 ; 
2. 熏 一 一 一 盆 示 11 月 份 代谢 增加 雍 。 

Fig. 5 Relation between increased rate (Q) of me- 

tabolism (M) in Caope's rat snake and ambient te- 

mperature(T) 

i. @ shows the increased rate of metaboli- 

sm in June; 

2. A-—--—-—Ashows the intreased rate of metabo- 

lism in November. 

3. Q=(Mi/Me)/(Ti-To), 

由 图 5 表明 ，10 一 357 范围 ， 代 谢 率 是 



随 着 温度 而 正 加 速度 地 增加 ,到 30 时 ,增加 

速度 达到 高 峰 ， 自 30 以 上 ，: 增 加 速度 减 

慢 ， 即 负 加 速度 地 增加 上 由 此 启示 ,， 当 环 境 

温度 升 高 到 一 定 程 度 时 ， 代 谢 将 达到 极限 ” 

(2) 温度 对 禁 食 黑 届 锦 迪 体 重 减 轻 的 

wy) ， 每 组 黑 眉 锦 蛇 在 指定 的 温度 等 级 中 

RETR, HR RUA A. AAR 

OP JL: x 

EMSS Op). 

FURIE G09 

Fa wnit fs mae SOR 图 6 SRN, 
a 

Fig. 6 Relation between reduction of body weight 

and ambient temperature during fast 

1) 在 10 一 350 范围 ， 体 重 减轻 百 分 

是 随 着 环境 温度 于 Fries Id 4 Hn, AN10C RH, ae 

重 最少 ， MZ GA 0 393 而 Say On oie 失 

重 最 大 ， 占 原 体 重 1.769 匈 ， 比 10 习 时 增加 5 

一 6 倍 ， 

2) ， 由 失重 率 与 温度 关系 启示 ， 避 人 进 对 

或 食物 不 足 的 黑 眉 锦 蛇 是 不 利 的 。 禁 食 

时 期 的 能 量 消耗 是 依赖 于 体内 贮藏 物质 3 

低 刘 是 有 利于 减少 贮藏 物质 的 消耗 。 

3) ， 由 失重 率 最 高 水 平 (1.769%) 局 

Am, RE BRIN, Beit, Base 

的 耐 俄 能 力 很 强 的 。 

小 OG 

de 眉 锦 蛇 的 体温 是 与 环境 温度 成 正 

直线 回归 。 ee 境 辐 射 热 来 维持 其 

体温 的 ， 但 有 一 定 的 生理 与 行为 调 有 温 能 

2.， 当 处 在 30 一 357 环境 时 ， 其 体温 低 

于 环境 温度 ! 当 处 在 207C 以 下 时 ， 其 体温 高 

于 环境 温度 。 

3, tei LF RT feild FERRE, 

4.， 当 体温 降 至 4.15 士 0.85C 时 ， 即 失 

运动 能 力 ， 降 至 0C 左右， 出 现 冷 ROR, Be 

至 一 2 以 下 ， 即 致死 。 

5. 静止 代谢 率 是 随 着 环境 温度 升 高 而 

增加 ,显示 出 外 热 动物 代谢 类 型 ， 夏 季 (6 

A) ,代谢 水 平 较 秋 季 CALA) 1930,12%, 

6.， 当 动物 安静 时 ， 其 代谢 增加 速率 是 

因 环 境 温 度 而 异 ，10 一 30C 是 正 加 速度 增 

Kk; , 自 307C 以 上 ,是 负 加 速度 增长 。 

7., 在 )10 一 35 范围 ,，: 禁 食 ' 7 天 的 体重 

减轻 ， 是 随 着 环境 温度 升 高 而 增 大 ， 但 失重 

仅 丘 原 体 重 0.3 一 1.769 哆 。 

HEAT METABOLISM AND THERMOREGULATION OF COPE'S RAT SNAKE 

Wang Peichao ~ Lu Houji 

(De partment of Bi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deals with the heat 

thermo-—regulation of 

Cope’s rat snake, Elaphe taeniurus, The 

(body weight 386,37+ 

32,lig, SVL 106,71+14,60cm) studied 

This paper 

metabolism and 

198 specimens 

the suburbs of 

from June through November 

were collected from 

Shanghai 

1983, 
Before their body 

were taken from the rectum, the snakes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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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cclimatized for 24 hours at six 

different of temperature, 10, 

15, 20, 25, 30, and 357, Observations 

of the tolerance of the 

grades 

snakes were 

made at —5© and the minimum lethal 

temperature was measured,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60 snakes was also 

observed, They were first fasted for 10 

days at 15-180, then equally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and fasted for another 

7 days at the above-mentioned temper- 

ature grades, The resting metabolism 

was measured, using a closed-system 

respirometer (Wang Peichao et al,, 

1980), The results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bod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emperature has a 

ambient 

temperature, This can be expressed as 

Only 

when the body temperature equals to 20 

-25c will it be identical to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The 

a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identical 

temperature zone varies with season, 

The body temperature is lower than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when the latter is 

above 30C, and is higher when the 

16 

latter is below 20 (Fig. 1). 

2. The increased rate of body 

OS 18eNG/ br iat: P25 er; 

which is 37.5%higher than the decreased 

rate, 0,5917C/hr, at 5 (Fig.2), 

3, The snake loses mobility when 

its temperature drops to 4,15+0,85T 

and the minimum lethal temperature for 

tas’ -2 (Pig. 3) 

4, The resting metabolic rate of 

the snake in June is 30,12% higher than 

in November (Fig, 4), The 

metabolic level in the snake is only 25% 

that of the endothermic Chinchilla lani- | 

gera with the same weight and at the 

temperature is 

resting 

same ambient temperature of 10-35, 

5,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c rate 

accelerates with the ambient tempera- 

ture ranging from 10 to 30Cand decelera- 

tes from 30-35 (Fig. 5), 

6, During a fast at 10-35 the 

snake’s weight loss increases with 

ambient temperature, However,after a 

fast of 7 days at 350, the weight loss 

only accounts for 1,769% of the original 

weight,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报 ，1988 年 2 月 5(《1)，17 一 23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中 华 警 洪水 心动 徐 组 的 研究 

EG i 刘 宁 生 ” 
(南京 师范 大 学 生物 学 系 ) 

脊椎 动物 中 海豹 、 鸭 等 许多 湾 水 动物 当 

潜 没 于 水 中 时 会 发 生 潜水 心动 徐 缓 〈divimg 

bradycardia), 一般 认为 ， 这 种 反应 有 利于 

动物 因 潜 水 而 呼吸 暂停 时 延长 体内 有 限量 氧 

的 利用 (Anderson, 1966; Hempleman, 

1978). 

有 改行 类 中 有 些 成 员 为 水 生 或 半 水 生生 

i. USAW HR, Wife, WL ORK 

Ae we ASPET KD LE RMI. 

有 很 强 潜水 能 力 ， 除 出 水 时 靠 肺 呼吸 外 ， 在 

水 中 能 靠 密布 口 、 咽 腔 壁 富有 血管 的 粘膜 绒 

FE, FS Ss EK A KY 

UR ARIEL, 使 血液 和 水 交换 气体 (Dun- 

son, 1960) .但 整 潜水 时 是 否 有 一 船 潜水 动 

物 所 具有 的 潜水 心血 管 反 应 ， 未 见 文 献 报 

道 。 作 者 以 中 华 & (Trionyx sinensis) 为 

材料 ， 初 步 研 究 了 整 潜 水 时 心率 变化 的 特征 

和 某 些 机 理 。 

材料 和 方法 

ATI VES EIR, AREA LE, 

体重 0.45 一 0.75 公 斤 ， 购 自 市 场 ， 分 养 于 陶 

土 缸 中 。 选 用 的 动物 无 外 伤 ， 活 动 灵 活 。 实 

验 时 动物 处 于 清醒 状态 ， 记 录 湾 水 前 、 潜 水 

时 和 出 水 后 的 心电图 ， 按 其 QRS 复 合 波 计算 

心率 。 
本 文部 分 实验 工作 所 用 仪器 为 热 笔 式 心 

电 图 机 ， 间 隔 时 间 记 录 心 电 图 ;部 分 工作 用 

生理 记录 仪 长 时 间 连 续 记 录 心 电 图 。 用 12 号 
一 14 号 注射 针头 焊接 导 联 线 作成 针 状 引导 电 
极 。 在 相当 于 区 前 肢 基部 后 缘 和 右 后 肢 基部 
内 侧 的 裙 边 与 背 甲 交界 处 的 皮下 组 织 ， 插 进 
电极 ; 操作 方便 、 快 速 和 不 易 挣 脱 ， 可 记录 
METER, AYES 工 标准 导 联 的 心 电 
图 。 记 录 时 定 标 电压 为 10 毫 米 =1 毫 伏 和 0.5 

毫 伏 。 心 电 图 机 纸 速 为 每 秒 25 毫 米 站 生理 记 
录 仪 纸 速 为 1 毫米 、5 毫 米 或 10 毫 米 。 有 的 整 
心电图 电压 很 低 ， 和 但 因 整 在 安静 时 的 心电图 
基线 甚 为 平稳 , 很 少 肌 电 千 扰 ， 一 般 在 提高 
增益 后 ， 有 规律 的 心 电 讯 号 仍 可 辨认 。 

取 直 径 为 30 厘 米 、 高 40 厘 米 的 大 玻璃 钟 
HETRABEKWKaH, REAR 
7K RHE IE RK WAS, MEER ELA CBR 
AERMHER, SARSARABMM ie 
录 其 陆 上 心电图 。 然 后 贫 中 放水 并 用 抽 气 机 
通过 玻 罩 顶端 的 活塞 玻 管 抽 气 使 盆 中 水 向 玻 
置顶 上 升 ， 抽 尽 玻 音 内 空气 使 水 充满 玻 埋 。 
这 样 ， 整 能 拖带 着 导 联 线 在 水 中 随意 游 动 或 
静 息 但 不 能 出 水 呼吸 空气 ， 以 实现 强迫 洪 
水 。 另 外 ， 用 平时 整 养 于 其 中 的 敞 口 陶土 缸 
作为 随意 潜水 的 容器 ， 缸 内 径 36 厘 米 、 高 24 
厘米 。 

为 探究 束 潜 水 心动 徐 缓 反应 的 传 出 神经 

kee, WRAL 
* “现在 通信 地 址 南京 师范 大 学 附中 。 

本 文 于 1985 年 2 月 25 月 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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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 给 动物 腹腔 注射 神经 递 质 阻 断 药 的 针 
剂 ， 以 及 作 迷 走神 经 切断 术 ， 观 察 切 神经 或 
注射 药剂 前 后 鳌 潜水 时 的 心率 变化 。 为 作 迷 
走神 经 切断 术 ， 先 用 人 工 降 温 造成 变温 动物 
(RAAT HIS HEHE 《cold torpor) 状态 ， 即 
jE RE HSK FG PY 07C 去 右 10 一 12 小 时 使 冷冻 麻 
Ran, ABBERKL, BKM, OH 
颈 腹 面 正 中 线 皮 肤 ， 分 离 两 侧 迷 走神 经 并 用 
线 作 松 扣 ， 线 头 留 颈 外 ， 缝 合 皮 肤 切口 并 涂 
以 凡士林 ， 待 鳌 体 自然 升温 解除 冷凝 滞后 再 
VED MAA, JARO KSI, 

实验 结果 

1, 中华 警 的 潜水 心动 徐 组 

在 南京 地 区 4 月 至 7 月 中 华 警 的 繁殖 季 

节 ， 作 者 先后 共用 13 ASE Se 

水 。 以 各 整 自 身 的 潜水 前 心率 作为 衡量 该 浆 

潜水 时 心率 变化 情况 的 对 照 。 洪 水 时 自来水 

水 温 较 室温 低 1 一 27 。 

在 安 播 引导 电极 之 后 让 鳌 安静 一 段 时 

li), —VERBEMBBRN S53 Beh 

闻 挣 扎 ， 但 不 久 都 能 静 伏 。 这 种 外 观 安 于 并 

非 完 金 静 息 或 睡眠 状态 ” 而 是 眼 常 睁 着 ， 头 

有 时 晃 动 ， 对 环境 中 刺激 比较 敏感 的 警觉 状 

态 ， 这 种 状态 下 鳌 的 呼吸 运动 比较 经 常 。 作 

者 对 8 号 一 13 号 共 6 只 获 以 生理 记录 仪 连续 

心电图 记录 法 测定 了 各 自在 淆 水 前 工 小 时 内 

的 陆 上 平均 每 分 心率 上 对 其 余 各 例 潜水 前 20 

分 钟 内 间隔 .5 分 钟 作 一 次 心率 测定 。 结 果 表 

WH, SHAE AAR LD Bee 

较 小 ARMM AR AVE RK, MD BRE 

MEAS SOY IO AB RK OLS). 

— fir, Fa 46 Ee Be Be AP ae oe 8 7 7K Ja 

一 段 短 时 间 约 1 57 PLA BA, APL 'R 

RAZR LWA, (ARLEN ae 

MULAN, JADA TIA EVE OA OF I 

动 ， 大 部 分 时 间 睁 目 ， 头 半 昂 或 颈 伸 出 ， 身 

AREER LIE). Soe MES ALA id 

录 者 外 ， 其 余 作 间 隔 时 间 记 录 的 鉴 ， 潜 水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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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间隔 1 一 2 分 钟 记 录 一 次 以 观 心 率 变化 趋 

势 ， 以 后 间隔 5 分 钟 记 录 一 次 。 实 验 结 

TS: RB ARTE he BGA FB Re DR OF BE BOF 

久 地 维持 着 ) 的 时 间 , ;13 例 中 有 一 例 经 历 了 : 

65 分 钟 ) 其 余 12 例 这 时 间 范 围 在 2 一 30 分 钟 
之 间 ， 心 动 徐 缓 的 发 展 表现 为 渐进 性 的 特 
征 。 统计 13 例 整 潜水 时 的 最 低 心 率 ， 其 范围 
为 各 自 潜 水 前 心率 的 4,0—33,.3%, AIC HR 
$= RAM 10. 11, 125) 连续 心电图 记录 

计算 所 得 的 每 分 心率 变化 绘制 的 曲线 (图 1) ， 
示 变 动 范围 较 小 〈10 号 ) 和 较 大 (11、12 号 ) 
的 两 种 类 型 陆 上 心率 ， 并 示 潜 水 心动 徐 缓 发 
展 的 速度 和 深度 . 

YEE MEO RRB, TIF 
PLUM MISH, TLE ARN, MRR 
ZK DL BAY 28 SUE, Bee 2 BB 

SRE KPA, ob IAI, HH 
水 后 几 秒 内 心动 徐 缓解 除 。 

实验 还 表明 同一 只 整 在 一 次 实验 中 作 多 
次 潜水 ， 或 在 环境 温度 相近 而 在 前 后 不 同 实 
验 日 的 潜水 ， 心 动 徐 组 发展 的 速度 和 深度 大 

致 相同 。 
中 华 束 陆 上 相当 于 第 工 标 准 导 联 的 心 电 

图 P 波 向 下 ;QRS 复 合 波 为 QS 型 或 Qr 型 ;下 波 
HY ERE KD DREN DEAT; Q-T 
闻 期 稍 有 延长 ; :心率 减 慢 使 T-P 间 距 显 著 延 
Key 个 波 从 直立 位 减 小 振幅 变 成 低 平 以 至 倒 
置 (图 2) ;但 当 潜 水 过 久 ， 窒 息 状 态 加 深 时 ， 
T 波 又 转 为 直立 ， 电 压 增 加 而 时 程 延长 : 

除 强 人 迫 潜 水 实验 外 ， 作 者 以 三 只 整 (2、 
4、7 号 ) 作 了 在 陶 二 年 中 随意 潜水 的 心电图 
记录 ， 结 果 与 整 强 迫 潜 水 时 的 情况 相同 也 会 
发 展 为 程度 深 、 持 续 时 间 较 长 久 的 潜水 心动 
徐 缓 〈 图 3)。 当 警 鼻 吻 部 出 水 呼吸 空气 ， 心 

动 徐 缓 也 立即 解除 : 

2. 延长 强人 迫 潜 水 时 间 的 心率 变化 和 一 

般 状 态 

fEBW= AR C4, 5, 6S) HET RK 

时 间 极 限 试验 ， 观 察 了 它们 的 心率 和 行为 变 

二 re 



s 12 ¥ (27.86, 26°C) 4 
ce--- tf S (27.6%, 26) 
a 10 & (24/22) 

Met eee Oe 强迫 
括号 内 数字 : 左 为 室温 ， 右 为 水 温 

SS \eialen vay aans. 关 向 下 : FFs 

图 2 中 华 敬 发 展 潜水 心动 徐 绥 时 的 I 导 心电图 
Bu 24, 水温 220D LE: 洪水 前 A 

| WB: 254DK/%, AEBS AMIE 

2 

2. fie 
> 

一 一 一 上 二 

~ | 

Ly he 

法 水 5 分 钟 时 TP: 

~ ‘ 
SO Se et tw 0 i ss 

LAM DRS 

(058) — 
潜水 45 分 钟 时 “ 

增益 : 1 膏 伏 /厘米 ， 图 业 坚 格 每 中 格 0.5 Se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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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o-~ > 

15 20 25 30 35 40 45 & 85 60 65 40-120 140 

了 时 间 (分 ) 

5 ”中华 警 随意 潜水 和 出 水 时 的 心率 变化 

SAA Kia 

1, BRA =A MO MK AE 
AE, FEL aS EO KE Td 4 
ERE BORA, 

5S Wea iH PE KS NIN BSE, GX RE ZE 
达到 最 大 程度 潜水 心动 徐 缓 之 后 ， 心 率 未 能 
持久 地 维持 于 这 种 低 水 平 ， 尤 其 从 潜水 后 90 
分 钟 开 始 ， 心 率 不 断 地 逐渐 加 快 时 ， 咽 呼吸 
频率 则 逐渐 减 慢 ;至 潜水 后 150 分 钟 时 心率 
已 接近 潜水 前 水 平 ， 心 电 图 了 T 波 电压 增加 而 
时 程 显 著 延 长 ， 结 合 行为 观察 ， 表 明 室 息 显 
SMA, WN, MARA he, | 
体 无 力 ， 平 衡 失常 ， 最 后 心率 突然 转 为 濒 死 
前 的 急剧 减 慢 ， 咽 呼吸 停止 ， 涡 死 。 

6 号 整 强迫 潜水 6 小 时 内 长 时 间 维 持 着 心 
HRB: MATAR, bee 
顶 企图 呼吸 空气 的 运动 逐渐 增多 ， 心 率 渐 加 
快 ， 至 9 小 时 30 分 时 心率 已 接近 潜水 前 。 其 
后 咽 呼吸 停止 ， 进 入 濒 死 状态 ， 心 率 也 急剧 
减 慢 ， 至 潜水 10 小 时 澳 死 。 

4 号 攻 强 迫 潜 水 长 达 13 小 时 30 分 钟 仍 安 
然 ， 心 率 维持 于 低 水 平 。 后 因 避 游 动 过 猛 使 

20 

箭头 向 下 :， 开始 潜水 箭头 向 上 : 出 水 

引导 电极 脱 下 而 被 迫 结束 实验 。. 该 攻 在 潜水 

后 期 虽然 也 呈现 较 频 繁 的 上 冲 运 动 ， 但 未 出 

现 显 着 加 快 心率 和 动作 不 协调 的 程度 。 

3. 警 潜水 心动 徐 缓 反 射 的 传 出 途径 

VES ARE 〈10 号 、3 号 ) 作 了 切断 

颈 部 迷走 神经 对 湾 水 心动 徐 缓 影响 的 试验 。 

10 号 警 潜 水 前 1 小 时 内 心率 为 每 分 41 一 46 次 ， 

平均 44 次 。 先 使 作 两 次 强迫 潜水 ， 每 次 潜水 

2 分 钟 后 开始 减 慢 心率 ， 两 次 分 别 在 潜水 22 

和 25 分 钟 时 达 最 低 心 率 并 维持 着 ， 心 率 每 分 

10 次 和 12 次 。 然 后 迅速 地 把 预先 用 手术 分 离 

的 颈 部 两 侧 迷走 神经 切断 ， 再 使 潜水 ， 未 再 

出 现 切 神 经 前 深度 发 展 的 心动 徐 组 〈 图 4) ， 

但 心率 仍 有 轻 度 下 降 ， 然 后 上 升 再 下 降 。 潜 

水 1 小 时 ， 警 即 频 繁 地 上 冲 玻 罩 顶 ， 让 出 水 

呼吸 ， 经 历 两 分 钟 心 率 才 恢复 至 潜水 前 水 

平 。3 号 警 切 迷走 神经 前 、 后 心率 变化 情况 

510% B28, {AS 7K 1 小 时 当 出 现 频繁 上 

冲 的 室 息 反应 时 ， 未 及 时 结束 强迫 潜 水 ， 心 

率 突然 减 慢 ， 心 电 微 弱 ， 处 于 凑 死 状态 ，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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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PEE (105) 切断 两 侧 迷 走神 经 前 
后 心率 变化 的 比较 

室温 24C ， 水 温 227C 

实 线 箭头 向 下 : 开始 潜水 

实 线 箭 头 向 上 : 出 水 
REACTS PF: 切断 迷走 神经 

出 水 呼吸 ， 心 率 才 逐渐 回升 。 

作者 用 另 一 只 整 〈《4 号) 作 注射 胆 碱 能 

神经 递 质 阻 断 剂 阿托品 (atropine) 前 、 后 

潜水 心率 变化 的 比较 观察 。 使 该 整 先 作 两 次 

Rok, Bri K 20 分 钟 时 已 达 深 度 心 动 徐 

缓 ， 心 率 每 分 钟 5 次 ， 为 潜水 前 心率 的 1/7。 

然后 给 腹腔 注射 1 毫克 阿托品 ， 出 现 并 维持 
着 阿托品 化 时 的 较 快 心率 。 在 此 基础 上 再 使 

潜水 ，1 小 时 内 未 再 出 现 注 射 阿托品 前 较 快 

发 展 的 深度 心动 徐 缓 ， 但 与 切 迷 走神 经 敬 相 
同 ， 心 率 仍 有 所 降低 ， 每 分 31 一 32 次 ， 为 这 

次 潜水 前 陆 上 阿托品 化 心率 的 3/4。 
让 前 述 切断 迷走 神经 并 作 过 潜水 实验 的 

105 4K BOK BEB KS, IP 

情况 相同 ， 未 出 现 深 度 心 动 徐 组 但 心率 仍 有 

轻 度 下 降 。 为 探究 这 种 心率 变化 是 否 交 感 神 

经 紧张 性 降低 所 致 ， 给 该 束 腹 腔 注 射 肾 汗腺 

素 能 8 受 体 阻 断 剂 心得 安 Cpropranolol) 1 

党 区 ， 注 射 后 8 分 钟 ， 心 率 已 降 为 每 分 钟 21 

一 22 次 ， 略 低 于 注射 心得 安 前 潜 《水 时 达到 的 

最 低 心 率 水 平 。 然 后 再 使 强迫 潜水 ，15 分 钟 

内 心率 很 稳定 地 保持 在 每 分 钟 22 次 的 水 平 ， 

与 潜水 前 注射 心得 安 后 的 心率 相等 CAND), 

实验 结果 表明 ， 心 得 安 消除 了 警 心 脏 交感 肾 

上 腺 素 能 反应 ， 预 先 使 心率 减 慢 ， 也 就 使 切 

迷走 神经 束 潜 水 时 较 快 开始 的 渐进 性 心率 轻 

度 减 慢 不 再 出 现 。 然 而 不 久 ， 鳌 开始 频繁 地 

上 冲 ， 呈 严重 宣 息 状态 ， 不 久 心 率 又 突然 减 

慢 ， 让 出 水 呼吸 ， 心 率 才 逐渐 上 升 。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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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VM KERBSHN PES (105) 注 

射 心 得 安 前 后 潜水 时 心率 变化 的 比较 
室温 26C , 7Kin24C 

实 线 箭头 向 下 ， 开 始 潜水 
eR Ai ATE: 出 水 

虚线 箭头 向 下 : 注射 心得 安 

在 很 长 的 时 间 里 ， 有 关 许 多 潜水 动物 潜 

水 心动 徐 缓 反 应 的 资料 ， 大 多 是 从 动物 强迫 

潜水 实验 获得 的 。 本 世纪 六 十 年 代 以 来 ， 人 
们 发 现 有 些 潜水 动物 在 随意 潜水 时 心率 下 降 

的 程度 并 不 很 深 。 如 Gaunt “ (1969) 报 
iH LPI & (Caiman crocodilus) 在 水 箱 中 

Pi BSP KN OS te LS TP OBE AK, 

Butler“ (1979) 报道 红头 潜 鸭 (4ytphya fe- . 

rina) FIA FS CAythya fulgina) 在 室 

外 水 塘 中 随意 潜水 时 ， 当 最 初 迅速 发 生 时 间 

很 短暂 的 心率 下 降 后 即 回 升 ， 不 像 目 由 潜水 

的 海豹 那样 维持 心率 于 稳定 的 低 水 平 ， 并 且 

心率 下 降 程度 不 如 强迫 潜水 。Butler 认为 海 

葛 自 然 潜水 时 间 比 潜 鸭 长 得 多 ， 可 能 这 是 阁 

Bc He 鸭 和 海豹 自由 潜水 时 心率 变化 不 同 的 原 

因 。 我 们 的 工作 关于 中 华 整 在 帮 口 缸 中 目 由 

地 随意 潜水 以 及 在 玻 章 内 强迫 潜水 的 实验 ， 

表明 都 发 展 着 深度 心动 徐 组 并 能 较 长 时 间 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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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咽 呼 吸 和 皮肤 呼吸 ， 但 在 水 中 维持 着 缓 

慢 的 心率 一 一 潜水 心动 徐 组 仍然 是 这 种 动物 

具有 长 时 间 潜 水 能 力 的 一 项 重要 生理 基础 。 

我 们 的 工作 还 支持 了 Butler 的 上 述 论断 ， 

因为 中 华 束 生活 中 自然 潜水 时 间 之 长 也 远 不 

是 鸭 类 所 能 比拟 的 。 我 们 认为 束 置 于 玻 罩 中 

强迫 潜水 ， 在 后 来 当 警 发 生 窒息 反应 之 前 有 

相当 长 的 时 间 沉 在 水 底 ， 依 靠 均匀 有 力 的 下 

律 性 咽 呼 吸 运 动 和 适应 性 的 潜水 心血 管 反 

应 ， 使 鳌 能 较 长 时 间 维 持 着 相对 安静 状态 时 

的 低 水 平 氧化 代谢 ， 可 能 尚 无 出 水 换 气 的 生 

需要 。 因 此 这 段 时 间 内 的 玻 罩 强迫 潜 水 能 

反映 随意 潜水 时 的 情况 。 

White (1966) 和 Penny (1973) 报道 

47 Hilts, (Pseudemys seripta) 在 水 槽 中 

Be AS 7K Le BY PR a HEE A J WY FR GE, 而 

Belkin (1964) 报道 另 一 种 拟 怨 (Pseudemys 

concinna) 随 意 潜水 几乎 在 入 水 的 瞬间 心率 

就 降 至 最 低 值 。 我 们 的 工作 表明 ， 虽 然 有 的 

浆 入 水 后 经 2 一 3 分 钟 心 率 就 降 至 最 低 值 ， 但 

还 不 同 于 海豹 等 动物 潜水 时 初始 一 瞬间 就 达 

到 深度 心动 徐 缓 的 情况 。 无 论 是 强迫 潜 水 或 

随意 汪 水 ,中华 整 心 动 徐 组 的 发 展 呈 渐进 性 ， 

并 且 心 动 徐 缓 渐 性 进发 展 的 速度 有 很 大 的 

个 体 差 别 。 一 般 认 为 怨 类 渐进 性 发 展 潜水 心 

动 徐 组 的 特征 ， 意 味 着 这 类 动物 心动 徐 绥 反 

射 的 发 动 和 维持 可 能 主要 与 血液 缺 氧 和 二 和 氧 

化 矶 增多 的 化 学 性 刺激 因素 有 关 (Gordon, 

的 (7 

疏 行 类 动物 的 肺 呼吸 规 式 是 由 肺 通气 期 

和 时 间 长 短 不 一 的 非 通气 期 交替 组 成 的 周期 

性 呼吸 类 型 (Glass and Wood,1983) , # 

DOVE SG Oe WS rH a es Ey ee le Fy oy By 3 

Burggren & (1975) 报道 的 红 耳 拟 龟 的 情 

钦 相 似 ， 心 率 和 肺 通 气 状 况 之 间 存 在 着 耦合 

反应 ， 即 通气 期 心率 加 快 ， 非 通气 期 心率 减 

慢 ， 并 注意 到 这 种 耦合 反应 的 明显 程度 有 个 
体 差 异 ， 表 现 为 陆 上 心率 随 肺 通气 状况 的 变 
oye RA BRB, Johensen (1977) 报道 

红 耳 拟 危 陆 上 心率 与 肺 通 状况 的 耦合 反应 ， 

其 外 周 刺 激 因 素 是 肺 的 幸 张 状况 和 肺 的 容积 

变化 ， 与 向 肺 内 灌注 气体 的 二 氧化 碳 含 量 无 
关 ， 并 认为 这 种 水 生 龟 类 湾 有 水 时 心率 减 慢 和 

出 水 时 心率 加 速 也 是 这 种 耦合 机 制 在 起 作 

用 。 关 于 中 华 束 陆 上 心率 的 呼吸 性 变化 以 及 

潜水 和 出 水 时 心率 变化 的 外 周 刺激 因 素 的 本 

质 ， 尚 待 进一步 研究 。 

注射 阿托品 或 切断 迷走 神经 都 导致 束 不 

再 出 现 深 度 发 展 的 心动 徐 缓 ， 表 明 与 其 他 许 

多 潜水 动物 相同 ， 迷 走神 经 中 的 胆 碱 能 心 抑 

制 纤 维 是 束 光 水 心动 徐 缓 反 射 的 主要 传 出 和 途 

径 。 但 在 上 述 两 种 情况 中 ， 中 华 整 潜水 时 心 

率 仍 有 所 减 慢 ， 根 据 切 迷走 神经 束 用 心得 安 

阻 断 心脏 B 受 体 分析. 比较 注射 心得 安 前 后 

潜水 时 的 心率 变化 ， 提 示 交 感 神 经 系统 对 心 

加 速 影 响 的 减少 似乎 在 较 小 程度 上 参与 着 正 

间 警 洪水 心动 徐 组 的 发 展 。 至 于 在 该 项 实验 

HW, COE MAH END BW BAR 

ow SS He kt Za RK MRAM, BPE 

EY HY 4779 TR AS A Ss A oe PS 7K AS Td AR PR ak 

念 结 末 ， 我 们 设想 其 原因 可 能 是 严重 的 窒息 

状态 体内 缺 氧 和 二 氧化 碳 过 多 对 浆 心 脏 的 直 

接 损 害 所 致 。 



STUDIES ON THE DIVING BRADYCARDIA OF Trionuyx sinensis 

Wang Zhaoxian Liu Ningsheng 

(De partment of Bi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diving bradycardia of the 

soft—shelled 

Thirteen adult animals of both sexes, 

turtles, Yrionyx sinensis, 

weighing from 0,45-0,75 kg, were used 

in our experiments carried out in Nan- 

jing in late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The heart rate was counted from the 

QRS complex (QS or Qr) of the electro- 

cardiographic recording, 

The mean heart rate of each turtle 

kept in a quiet but alert state twenty 

minutes or one hour before submersion 

was recorded, In case of forced submer- 

sion, the turtles managed to swim freely in 

a glass cylinder jar (30cm in diameter, 

40cm in height) filled with water, but 

could not surface to breathe air. It was 

found that the forced submersion caused 

pronounced bradycardia in all thirteen 

turtles experimented upon, The minimum 

heart rate of the turtles in submersion 

to 4,0-33.3% of the 

obtained before 

dropped valte 

diving, The heart rate 

slowed down gradually at a speed varying 

from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If air was 

allowed to get into the jar through the 

stopcock on top of the jar and the water 

level was lowered to allow the animal to 

get above the water surface to breathe 

within air, the bradycardia remitted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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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虎 属 三 种 壁虎 的 核 型 研究 

(图 版 工 ) 

RRA GS ROR 
(南京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be Beja Gekko 的 核 型 已 见报 道 者 有 两 个 

Ait. = “pe G, gecko (Cohen 3, 1967; 

ADK, 1984) ARAB R G, subpal- 

matus 〈 吴 贯 夫 等 ,1984) .本 文 研 究 了 和 采 目 江 

苏 省 的 三 种 壁虎 ， 多 疣 壁虎 G. japonicus, 

铅 山 壁虎 CG. hokouensis Fil 7G BE BE KR OG. 
swinhonis 的 核 型 ， 并 进行 了 比较 。 

材料 己方 法 

Byw bP, So .江苏 省 南京 市 
PURER ，5?，7o .江苏 省 宜兴 县 
Fe BREE 182, 15 .江苏 省 徐州 市 

动物 按 3ug/g 体重 腹腔 注射 秋水 仙 素 溶 

im (0.65%NaClit#l) ， 三 小 时 后 取 其 骨 

Be, VL 0.075MKC1L 低 渗 30 一 40 分 钟 ， 甲 醇 

冰 酷 酸 (3:1) 固定 两 次 ， 每 次 半 小 时 。 制 

Fig, 2&7 JB, YM i (H7.4) % 

色 。 

LIE 

络 果 

1, APR RE 132 个 细胞 ，2a 王 38， 

包括 5 对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3 对 近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2 对 近 端 和 9 对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其 相 

对 长 度 、 和 臂 比 、 着 丝 粒 指数 及 着 丝 粒 位 置 见 

a1, 

24 

接 当 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位 置 可 分 

成 4 组 CART). 
A 组 共 两 对 〈1、2) ，. 均 为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sili: lest hai 别 的 两 

对 。 

B 组 包括 9 对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3、5、 

6, 9, 10, 11, 13, 15, 19) ,第 3 和 第 5 对 是 ， 

本 组 中 最 大 的 两 对 ,所 以 也 最 易 识 别 ,但 是 它 

们 之 闻 的 差异 并 不 显著 。 其 它 各 对 的 相对 长 

度 依次 递减 。 第 19 对 为 最 小 的 一 对 。 

C 组 共 3 对 染色 体 (4, 7, 8) 。 第 4 和 第 

7TH HW ipa 色 体 ， 第 8 对 则 为 近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这 三 对 也 很 易 与 其 它 染 色 体 

区 别 开 来 。 

DAA lia 5 OM Ae fafK (12,14, 16, 17, 

18) 。 其 中 第 12 和 第 14 两 对 染色 体 为 近 中 着 

丝 粒 的 ， 第 163 17 和 18 三 对 为 中 着 丝 粒 的 。 

这 5 对 染色 体 是 所 有 中 及 近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中 

最 小 的 ， 因 而 在 整个 染色 体 组 中 也 较为 显 

著 。 第 17 和 第 18 对 染色 体 从 它们 的 相对 长 度 

和 臂 比 来 看 差别 不 大 ， 但 是 在 第 17 对 染色 体 

的 长 营 上 有 时 可 见 到 次 弱 痕 ， 因 而 这 对 染色 

KKB! ess 周 开 亚 副 教授 审阅 并 提 宝 
中 意见 。 刘 功 和 营 、 王 振 、 孙 霄 啸 等 同志 协助 采集 标 
本 。 ce tually Fadia DBI Sec FY IE Be. 

高 晓 华 、 黄 水 涛 两 同志 参加 部 分 工作 . 

本 文 于 1985 年 ?月 10 日 He Fi, 



表 1 多 疣 壁虎 染色 体 的 各 项 代表 值 
Table 1 Chromosome measurements (mean and S, E,) of Gekko japonicus 

based on 7 female cells and 5 male cells 

yu fe 体 对 td MW te 3) bb 者 丝 粒 指数 着 丝 粒 位 置 
Pairs. of Relative length Location of 
chromosomes (% Arm ratio Centromeric index centromere 

1 11.688+-0. 204 1.477 士 0.057 40.233 十 0.993 m 

2 10.940 士 0.202 1.404 十 0.045 41.345 十 0.7959 m 

3 T. 4780. 132 t 

4 7.178+0.071 3.826-+0.213 21.728--0.888 st 

6 7.00 0.117 t 

6 6.487 十 0.081 

T 6.223 士 0.128 3.230+0. 149 24.014+0.812 st 

8 5. 78240. 106 2.869-+0.127 26.240+0.809 sm 

9 5.535 士 0.088 t 

10 4.918+0.087 t 

11 4.092+-0.082 t 

12 3.6390. 096 1.9680. 108 34.022+1.237 sm 

13 3.478 十 0.069 | t 
14 3.120 士 0.068 2.17620. 111 32.357 寸 0.959 sm 

15 3.08810. 096 ecient ad t 
16 2.924 士 0.092 1.568 士 0.067 39..616 士 1.113 m 

17 2.363--0. 117 1.1930. 039 44.7700. 867 m 

18 2.0600. 082 1.219+0.057 45.615+1.027 m 

19 1.900-+0.109 t 

5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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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对 长 度 

Relative length (°%) 

All ZRERRERAIKENSZAEA LS BIR (P=95%), 

tin 2200 RACAL, RARER RATA). 
Fig 1, The mean confidence limits(P=95%) of Gekko japonicus 

at 



表 2 “ 销 山 壁虎 染色 体 的 各 项 代表 值 : 
Table 2 Chromosome measurements (mean and S, E,) of Gekko hokouensis 

based on 6 female cells and 6 male cells 
二 pe sa a LES ERE SE ae SS a Se ee eee ee TRS SS Se 

ye fe 体 对 相 -对 度 VS ai 44 Le HAR 着 丝 粒 位 置 
Pairs of Relative re Location 

chromosomes (%) Arm ratio Centromeric index of centromere 

1 10.95--0. 107 1.545 士 0.055 39.3986 十 0.988 ~ in 

2 10.12-+0. 969 1.490+0.045 40.425-+0.728 m 

3 7.53-+0.090 3.010+0.112 25.407-40.558 st 

4 7.20--0.110 t 

5 6.870.091 3.010+0.191 26.036-40.865 st 

6 6.18-0.117 2.4400. 087 29.281 70.898 sm 

if 6.120.103 t 

8 5.82 士 0.400 t 

9 5.38 十 0.066 t 

10 4.860.078 t 

it 4.18+9.102 t 

12 3.63-+0. 108 t 

13 3.440.071 人 

14 3.41--0.100 2.169+0.146 $2.548+1.400 sm 

15 3.40-1-0. 108 . t 
16 3.2026: 103 2.521+0.242 29.62941.716 sm 

TT 2.740.071 1.494 士 0.090 40. 662+. 518 m 

i8 2.53200. 081 1.65440. 271 41.118-+1.839 m 

19 2h. A640. 089 t 

2 UE BE GEE CRAM KBE 
均值 的 置信 限 (P=95%) 

2. 铅 山 壁虎 ,114 个 细胞 ，2N 王 38。 

包括 4 对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3 对 近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2 对 近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和 10 对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表 2) 。 根 据 它 们 的 相对 长 度 、 

Bea S, thilaA4d (ARI). 

A 组 包括 第 1 和 第 2 两 对 最 大 的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有 全 RS 

2 全 着 将 特 人 染色 体 :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依次 递减 。 第 12、13 和 第 

15 这 三 对 染色 体 不 易 区 别 。 第 19 对 染色 体 也 

是 整个 染色 体 组 中 最 小 的 一 对 。 

CHA 3x (3, 5,6) 染色 体 。 第 3 和 第 

5 两 对 为 近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第 6 对 为 近 中 着 

丝 粒 的 。 

Dzatk 4 ef HR (4, 16, 17, ve 

ELH OS 14 ALON Fy IE a ZA aK, EG 

205 oles 

26 

Te EE OTT Oe RC Me yor ES Se ewes 

们 之 间 的 差别 不 明显 。 第 17、18 两 对 为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在 收缩 适宜 的 分 裂 相 中 ， 在 第 

17 对 染色 体 的 长 医 上 经 常会 出 现 次 绞 痕 。 

铬 出 壁虎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 

数 平 均值 置信 限 见 图 2。 

3. JOREhe Be. 139 个 细胞 忆 2N 王 38. 

各 对 染色 体 的 各 项 代表 值 见 表 3。19 对 染色 

Wu 4775 428 CAT) . 

A 组 有 两 对 C1. 2) 最 大 的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B 组 包括 第 4、1 14, 15, 17 ROW 

ley ye task, Er § eae a 对 ,其 

它 各 对 的 长 度 依次 递减 。 第 14、15 和 17 三 对 

的 大 小 相差 无 几 。 
C 组 共有 7 对 (3、 5, 6. 7, 8. 9, 10) i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第 3 对 是 这 一 组 中 最 长 的 

一 对 ， 第 7 和 第 8 两 对 染色 体 兰 别 不 显 卷 。 第 

9 和 第 10 对 染色 体 也 不 易 识 别 

Dever 5) Cie, ae. Jeg 18, 19) 4% 

色 体 。 第 12、13 和 16 对 为 近 中 着 丝 粒 的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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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 锁 山 壁虎 染色 体 相 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数 平均 值 置 信 限 (P=95%) 

Fig 2, The mean confidence limits(P=$5%) of Gekko hokouensis 

R3 ARE RAAADSURREA 
Table 3 Chromosome measurements (mean and S,E,) of Gekko swinhonis based on 8 

female cells and 4 male cells 
SEEN ES A ES TE EE SD. a Re AS ee A A RS 

mw 色 fk 对 相 对 BE = Ee 着 丝 粒 指数 着 丝 粒 位 胃 
Pairs of Relative length Location 
chromosomes (%) Arm ratio Centromeric index of centromere 

1 11.069--0. 165 1.553--0.520 39.540-40. 864 mH 

2 10.069-F0.118 1.3547-0.048 42.787-c0. 868 Fost 

3 7.543-+0. 136 3.5650. 152 22.00 0.743 st 

4 7.235+0.114 t 

5 6.974 十 0.079 3.539 十 0.201 22.358 十 1.061 st 

6 6.275 士 0.063 3.846 士 0.267 21.570 士 1.299 st 
T 5.958-+0. 082 3.198--0. 260 23.920-+1.333 st 

8 5.684--0.064 3.192-+0.186 25.570 士 1.369 st 

9 5.313-+0.065 3.089-+0. 155 25.5290. 984 st 

10 - 4.967+0.096 3.2330. 239 24.977 士 1.258 st 

ii 4.470+0.117 t 
12 3.933+0.276 2.5500. 186 28.123-+1.887 sm 

13 3.702 士 0.042 2.696 十 0.228 28.451 十 1.504 sm 

14 3.301 +0.089 t 
15 2.995 十 0.095 t 

16 2.968 士 0.082 2.019 十 0.154 33.766 十 1.439 sm 

LT. 2.6940. 086 t 

18 2.6430. 062 1.599 士 0.111 41.175-+1.614 m 

19 2 -265-F0.099 1.479+0.059 40.725-+1.53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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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了 ”无 中 壁虎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 Bee SPR(P—95%) 
Fig 3, The mean confidence limits(P=95%) of Gekko swinhonis 

两 对 之 闻 不 易 识 别 。 第 18 和 第 19 两 对 染色 体 

为 中 着 丝 粒 的 。 在 第 19 对 染色 体 的 长 臂 上 有 

Tk ati. 

Fo BREE FE BRIT RE, 2 

数 平 均值 置信 限 见 图 3. 

oS 论 

1, 本 文 报 道 的 三 种 壁虎 ， 其 二 倍 体 数 

均 为 2n0 王 38， 均 无 微小 染色 体 ， 亦 未 发 现 有 

异型 性 染色 体 。 此 外 ， 三 种 壁虎 均 有 两 对 最 

大 的 最 易 识 别 的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2. Nakamura (1932) HG 腊 切 片 、 

铁 和 机 苏 木 精 染色 法 对 多 疣 壁虎 的 精子 发 生 、 

初级 精 母 细胞 和 次 级 精 母 细 胞 进行 了 研究 ， 

指出 多 更 壁虎 有 38 条 染色 体 ， 由 4 条 大 的 近 

中 着 丝 粒 的 和 34 条 大 小 不 等 的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组 成 ， 但 并 未 进一步 作 核 型 分 析 。 我 们 的 

MAAR: STRAW BAA 5 对 中 着 丝 粒 

28 

染色 体 、3 对 近 中 着 丝 粒 的 、2 对 近 端 着 丝 粒 
的 和 9 对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3, Pope (1928) 根据 铅 山 BAB 

ZEN ABTA, MS PER RA 2—3 

TAGES, FLEE RTA Se Be hw 

种 。 周 开 亚 等 〈1982) 根据 这 两 种 壁虎 的 形 

态 区 别 、 同 域 分 布 以 及 生态 差异 等 建议 将 铬 

山 亚 种 自 多 疣 壁虎 分 出 改 隶 种 级 ， 即 铅 山 壁 

虎 . 

本 文 对 这 两 种 壁虎 的 核 型 作 了 比较 。 铅 

ly BE Pe AS PERE BE RA A Se A zh, 

如 两 者 都 有 两 对 最 大 的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以 及 

两 对 近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和 三 对 近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但 也 存在 一 定 的 差异 :多 疣 壁虎 的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共 9 对 而 铅 山 壁虎 的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则 为 10 对 * 多 疣 壁虎 的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为 5 对 而 铅 山 壁 虎 则 为 4 对 。 根 据 这 些 差异 ， 

我 们 认为 从 细胞 遗传 学 方面 来 看 ， 这 两 种 壁 

虎 的 分 化 已 达到 种 间 的 差异 。 



4, 无 中 蛙 虎 亦 有 38 条 染色 体 ， 其 中 4 

对 为 中 着 丝 粒 的 ，3 对 为 近 中 着 丝 粒 的 ; 

近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有 7 对 ， 端 着 丝 粒 兴 色 体 

MRA SM. Abb, ORR RNR S aw 

种 壁虎 的 核 型 有 明显 的 差别 ，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S OF THREE SPECIES OF THE GENUS Gekko 

Chen Juncai Peng Xianbu Yu Duowei 

(Department of Bi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karyotypes 

of Gekko japonicus, G, hokouensis, and 

G, swinhonis, all of which have the 

en= 38, ‘Mo 

discernible heteromorphic 

same diploid number, 

chromo- 

somes are observed in the three species, 

Nakamura (1932) reports that the 

karyotype of G, japonicus consists of 

4 large, submetacentric. and 34 telo- 

centric chromosomes of various sizes, 

but he makes no detailed karyotypic 

analysis, Our experiments reveal, 

however,that G, japonicus has 5 pairs 

(1,2, 16—18) of metacentric, 3 pairs 

(8,12, 14)of submetacentric, 2 pairs 

(4,7) of subtelocentric and 9 pairs 

(3,5, 6, 9-—11, ‘die. bb. 19) of telo- 

centric chromosomes, 

The karyotype of G, hokouensis is 

largely identical to that of G, japon- 

icus except for the slight differences 

that the former has 10 pairs (4, 7— 

13, 15; 19) of telocentric and 4 pairs 

(i, a LZ.398) of metacentric chro- 

mosomes, As concerns the taxonomic 

position of G, hokouensis, Pope 

(1928) places it as a subspecies of G, 

japonicus; Zhou et al, (1982) raises 

it.to,a specific, position. based .. on 

the morphological and_ ec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izards and 

the fact that their geographical dis- 

tributions overlap.Our present findings 

provide a cytological and. genetical 

proof favourable to Zhou’s suggestion, 

The karyotype of G, swinhonis 

differs markedly from those of the 

other two. species, It. has 4 pairs (1, 

24. 18,19). 20&4)-metacentric, 3).,pairs 

(12.15 2G)" ob »submetacentric, \_7 

pairs(3,5—10)of subtelocentric and 5 

pains: (A011 TA. iby Li jot telocentrc 

chromos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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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 te ie FS}. Colubrinae Mapes 
的 比较 研究 

Cl hi li) 

MRE BRP ways 谢 兴 富 
(浙江 医科 大 学 生物 学 教研 室 ) 

本 文 报道 核 型 的 4 HER, RT ae 

亚 科 的 锦 妮 属 和 乌 梢 蛇 属 。 游 蛇 亚 科 是 蛇 关 
中 为 数 最 多 亲缘 关系 最 复杂 的 一 个 亚 科 。 国 

外 对 游 蛇 亚 科 核 型 有 过 一 些 研 究 ， 对 于 锦 蛇 

属 和 乌 梢 蛇 属 的 核 型 Nakamura， Kobel, 

Fischman, Itoh, Becak et al. 曾 分 别 发 

表 过 6 种 锦 蛇 〈 包 括 亚 种 ) 和 黑 线 乌 梢 蛇 的 

核 型 ， 未 文 作者 (1983) 报 道 过 3 种 锦 蛇 的 核 

型 ， 现 又 报道 3 HREM 乌 梢 蛇 的 染色 体 ， 

并 作 比 较 研 究 。 

材料 与 方法 

4 448 ie Elaphe dione Pallas 辽宁 (3 

宁 吧 

Wee Elaphe moellendorf fi Boe- 

tiger(20")) 西 

oy a sake Elaphe rufodorsata Cantor 

(4 蛙 ) 浙 江 
12,44 We Zaocys dhumnades Cantor(4c 2 

2) 浙江 

染色 体制 片 ， 采 用 和 白细胞 为 材料 。 活 体 

腹腔 注射 秋水 仙 素 4 一 5mg/kg， 经 4 一 6 小 时 

后 ， 心 脏 取 血 ， 以 每 分 钟 500 转 离心 10 分 钟 ， 

离心 后 血 分 三 层 ， 上 层 为 血浆 ， Hey Aa 

30 

fa, TEAAMR, MELE MK, RH 

层 和 细胞 移 署 于 另 一 离心 管 ， 按 作者 (1981) 

蛇 类 核 型 方法 制作 。 

在 油 镑 下 观察 计数 ， 选 取 10 个 分 裂 相 拍 

照 放 大 和 测量 ， 计 算出 前 8 对 大 染色 体 的 相 

对 长 度 ， 臂 比 和 着 丝 点 指数 。 染 色 体 形态 划 

分 依 Deaver 会 议 规定 。 由 于 蛇 类 染色 体 第 8 

对 之 后 均 量 点 状 )， PERAABA ASE, 

不 作 三 个 参数 的 测量 。 染 色 体 不 分 组 ， 以 相 

对 长 度 排列 ， 最 长 为 工 号 ”以 此 类 推 。 

观察 结案 

在 光 镜 下 染色 体 数 目 统计 结果 见 表 1。4 

种 蛇 类 二 倍 体 众 数 为 36。 
观察 中 来 发 现 染色 体 成 倍增 加 和 结构 易 

位 的 改变 ， 肉 人 性 个 体 性 染色 体 为 异型 ， 其余 
都 可 配对 ， 前 8 对 为 大 染色 体 ， 后 10 对 为 小 
染色 体 。 

4 种 蛇 类 大 染色 体 的 三 个 参数 见 表 2。 
4 种 蛇 类 的 核 型 见 表 3。 

结果 表明 ，3 种 锦 蛇 除 性 染色 体 有 差别 
外 ， 其 它 的 染色 体 类 型 基本 一 致 。1、3、 

本 文 于 1985 年 2 月 10 日 收 到 。 



5 三 对 为 中 着 丝 点 ， 站 条 锦 蛇 和 百花 锦 蛇 着 

丝 点 位 置 以 第 1 对 最 为 居中 ， 依 次 偏离 ， 而 

红 点 锦 蛇 第 5 对比 第 3 对 居中 。3 种 锦 蛇 第 

2、7、8 三 对 为 亚 中 着 丝 点 ， 第 6 对 为 亚 端 

228, 马 梢 蛇 的 1. 53 5, 7, SAW 

体 类 型 与 3 种 锦 蛇 相 一致 ， 所 不 同 的 是 第 6 

对 ，3 种 锦 蛇 是 亚 端 着 丝 点 ， 而 乌 梢 蛇 为 中 

着 丝 点 ， 此 外 ， 乌 梢 蛇 第 4 对 长 臂 似 乎 有 次 

绞 痕 存在 ， 有 待 进 一 步 证 实 。 

1. 关于 染色 体 的 数目 和 形态 

Becak 等 (1969 ) 曾 对 游 蛇 科 13 个 种 作 综 

合 分 析 ， 染 色 体 数目 变化 在 2a=24 至 2na 王 50 

之 间 ， 以 2n= 王 36 的 种 数 为 最 多 ， 从 已 报道 的 

锅 蛇 属 10 种 和 乌 梢 蛇 属 2 种 来 看 ， 除 双 班 锦 

蛇 为 34 外 ， 其 余 均 为 36 条 染色 体 ， 

1 PL AHRE ASSREPR ARIS 
EE RTS URRY Sad STE eS ET ed GRRE SST 73 

a. 2n 二 36 百分率 
0 

Ae Bane 250 78 

27. ya Bale G2 cg 

乌 i me 95 85 

AS SC FIL9834E Fee FETS a HE Tl FI OR 

道 的 梯 纹 锦 蛇 (Elaphe climacophora) 和 四 

GN; Bea eee (Llaphe quadrivigata) #4 Eh a, mB 

PS fe HE op 4 FU 37 SE A — EBS, (A 

大 染色 体 数目 和 形态 基本 类 似 ， 仅 在 相对 长 

让 

长 期 的 演化 中 保持 着 染色 体 数目 和 形态 的 相 
对 恒定 ， 同 时 也 存在 着 种 与 种 之 间 的 微细 的 

Becak(1969) 的 报道 ， 

差异 。 至 于 属 与 属 之 间 差 异 比较 明显 ， 从 现 
有 资料 看 锦 蛇 属 10 种 锦 蛇 第 6 对 同 源 染色 体 
为 亚 端 着 丝 点 ， 而 乌 梢 蛇 属 的 第 6 对 为 中 着 
丝 点 。 

2, 关于 性 染色 体 

驼 类 性 染色 体形 态 变 化 较为 复杂 ， 根 据 

有 的 种 类 能 发 现 性 染 

色 体 ， 有 的 则 检测 不 到 。 能 检测 性 染色 体 的 

同 乌 类 的 性 染色 体 相 似 ， 属 于 ZZ/ZW 型 。 
雄 性 2 同型， 一 般 为 中 着 丝 点 ， 但 也 有 端 

着 丝 点 的 ， 本 文 报道 的 红 点 锦 蛇 和 百花 锦 蛇 

属 前 一 种 类 型 ， 马 梢 蛇 属 后 一 类 型 。 肉 性 

LW, HASH, 

(1) 2 与 WHY KER e AeA 

同 ， 如 中 国 水 We (Enhydris salah Au gt 

Grit (Enhydris plumbea)Z Be fi fk rH 央 

#422 i, TT WE a ig a 

(2) ZEW KEMZER, B tt 
相同 ， 如 青 Avge (Hydrophis cyanocine- 

fus) 2 与 页 均 为 中 央 着 丝 点 。 但 长 短 相差 甚 
ve, 

(3) 2 与 WW 相 对 长 度 、. 璧 比 都 不 相同 ， 

Se Cee my We thy IE akan 

LZRTWAZ HR, (2th AW 大 于 2 
的 ene A ACHE SB ke (Ala phe bimacula- 

) MARR — A, HE 锦 He (1a phe 
carinata) A128 JS a ke (Elaphe taeniura) 属 

Ja — FH, Becak(1969) 4838 BY (Clelia occi pi- 

tolutea) 7, th BWASZH, 

AUER AS ALLE MILI RA, ARE 

进一步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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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 种 蛇 类 六 染色 你 着 丝 所 位 置 及 核 型 公式 

1 2 3 4(Z) 4W) 5 6 7 8 Bm A 4 式 
— 

A & $8 Mi 28 Re ak BSI MALMAL AY § S 16(7M+1S-+2A) 

A fe aR RE M S M MM M A S S 16(™M+7S+ 2A) 

rk 38 KE MS Mk MiB o M A S S 16(TM+7S+ 2A) 

B th we A S Manco S 1 BE es S 16(8M+ 8S) 

io eee | See Ree e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KARYOTYPES OF FOUR SPECIES IN COLUBRIN AE 

Yang Youjin Huang Meihua Qu Yunfang Xie Xingfu 

(Department of Biology, Zhe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reats of the karyotypes being sex chromosomes, which belong 

of four snakes, Elaphe dione, FE, to ZW type, Table 3 gives the compari- 

moellendorffi, E. rufodorsata, and son of the karyotypes, 

Zaocys dhumnades, in the subfamily The karyotypes of the three Elaphe 

Colubrinae, The slides are prepared species are much similar to one another, 

with the leucocytes, using a method but differ from that of Z. dhumnades in 

described by Qu et al,(1981), that the sixth chromosomes of the three 

All the four species.have the same laphe species are acrocentric while 

diploid number, 2n=36, the fourth pair those of Z, dhumnades are meta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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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两 栖 类 寄生 虫 的 研究 
IT. 寄生 于 标 胸 峙 的 吸 忠 包括 一 

Ye Ae 张 剑 英 

浙 种 的 描述 

Ee 

(华南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鱼 类 研究 室 ) 

| PYG AS AEE EPR Ze, FRAG HY PAS IP 

较 多 ， 国 外 做 了 大 量 的 研究 工作 。 关 于 我 国 

两 栖 类 寄生 吸虫 的 报道 有 能 大 仕 (1934)， 吴 

光 (1937)、 李 来 荣 (1936、1937、1938)、 人 金 

大 雄 (1940、1941、1963、1974)、 陈 心 陶 

(1944、1948、1956、1977) 、. 祝 如 海 (1950)、 

TL YK (1951). YEHREK(1959, 1977,1980), 

fa S= (1959). 

IRAE (1984), FENN 4(1938), ABH 
(1940), Fischthal and Kuntz(1975),Rin 

and Wallace(1961), Wallace(1936) ,Ran- 

kin(1938), Yamaguti & Mitunaga(1943), 

Conber(1976) 等 人 ， 此 外 在 东北 、 江 西 、 
四 川 等 地 亦 有 一 些 记录 。 

近年 来 ， 作 者 在 进行 广东 两 栖 类 区 系 调 
查 时 ， 曾 对 其 寄生 虫 作 过 一 些 研究 。 现 先 报 
MFA RoE Rana spinosa 的 四 种 吸虫 ， 
余 者 当 陆 续 发 表 。 

发 状 科 Gorgoderidae Looss, 1901 

1, wm EH ee ROR Gorgoderina(N eogor- 

goderina) zigzagorchis Chin, 1963(A 

一 1 ) 

fA Shia 膀胱 。( 和 寄主 新 记录 ) 。 

RAP He OT RRR. A, 

he ARR. 

BE, B0.674—0, 82422 K, 

42. 087—4.152 

最 宽 处 在 腹 吸 盘 

34 

SUK, PU PR(1978),. BR ， 

Bia, OM ht F Bil tg, 0.364—0,460x 
0.321—0.514% >, BX, PRA RHA 

末端 0.321 一 0.420 毫米 处 . BMAKT 

口 吸毒 ，0.500 一 0.803x 0.407 — 0,621 2 

米 。 

学 丸 一 对 ， 甚 大 。 和 斜 列 于 体 中 部 ， 肠 支 

AM, PUTS BBS, Cate 虫 体 的 1/3 

左右 的 空间 。 长 形 ， 两 端 较 尖 ， 具 有 2 一 4 个 
弯 折 。 前 摆 弯 折 较 少 ， 大 小 为 0.428 一 0.599 

x0.128 一 0.257 毫 米 。 后备 弯 折 较 多 ， 较 

Kk, WSS “2” 字形 ， 但 亦 见 某 些 标本 

RE “LZ” BiB, BAW, 大 90.535 

一 0.963X0.118 一 0.268 毫 米 。 生殖 孔 开口 

FBR Za, TARE AIK, 

WRT ACA, a BB, 0.193— 
0.332 0.097 一 0.182 毫 米 ， 它 在 卵 赞 腺 之 
后 ， 其 前 端 可 与 之 重 亚 ， 在 肠 支 门 侧 或 伸 出 

肠 支 之 外 。 唱 黄 腺 块 状 ， 稍 为 分 叶 ， 大 小 

0.107 一 0.182x0.064 一 0.128 毫 米 ， 位 于 腹 

Rt Zin, SE MAF RRBs BARN 

室 间 ， 内 具 大 量 虫 卵 。 卵 大 小 为 0.023 一 

0.030 X0,014—0,019%2>K, 

以 上 描述 依据 5 个 封 片 标本 〈 观 察 标 本 

ex Ty) 

附 图 由 林 国 辉 和 潘 洪 乐 同 志 绘制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2 月 了 日 收 到 。 



广东 标本 与 贵阳 标 本 〈 寄 生 于 棘 腹 蛙 

Rana poulezger) 相 比 ， 在 形态 上 并 无 明显 

ET ec SOY MM A 全 汪 

Vo a. Pay 
(ADVE 1985) 

NH, Me TSAI By “2” FI. 

(Rak aaD)T ie a@eke CR1). 

表 1 PUMAERS MSCS MRBSSR (Hh: mm) 
el 

贵 标本 
Coit 1963) 

寄 主 Rana.s pinosa R. soiien ber 

Hh 体 2.086-—4.156 0.674—-0.824 516—6.2 1—1.3 

Fl We ah 0.364—0.46 X0.321—0.514 0.58—-0.69 

Wi WHat 0.5 —0.803X0.407—0.621 0.73—1.07 

前 学 0.428 一 0.599X0.128 一 0.257 1.5 一 1.7X0.19 一 0.41 

ja 0.535—0.963X 0.118—0. 268 1.2—-2.0X0.32—0.39 

yp 0.193—0.332 0.696—0. 182 0.483—0.56X6.13—0.24 

Hee 0.107—0.182 0.064—0. 128 0.2i—0.39x 0.19—0.24 

yi 6. 023—0. 0306. 014-0. 019 0. 025—0. 031x0. 016 一 0.019 
IT EIT STL SIE a OREN -TI OF OOD OR A eb 上 天 

蛙 蠕 科 Batrachotrematidae Dollfus & 

Williams, 1966 

2. BS = kB Opisthoparorchis — ra- 

nae Wang, 1980 (ii Kj2A, B) 

寄生 部 位 肠 

wR PH ORR, RGR 6 PAK 

描述 。 

虫 体 呈 椭圆 形 ， 前 端 稍 钝 ， 长 1.177 一 

1.658 毫 米 ， 宽 0.621 一 0.813 22k, HOA 

自前 端 可 至 沁 丸 末端 水 平 。 口 吸盘 位 于 前 

端 ，0.127 一 0.154x0.140 一 0.199 毫 米 。 咽 

Ka lil JZ, 0.068—0,086x 0,068—0, 081 毫 

米 。: 食 道 长 0.193 一 0.321 党 米 。 肠 支 伸 至 时 

HEB, 2 RE PEA a nly daa 

0,535—0,674 35k, JR Bie BAGH 

tb, AMPAF OWE, 0,151—0,189 x 0,176— 

0.18425, 

墨 丸 一 对 ， 位 于 虫 体 中 部 之 后 ， 平 列 。 

TARY AIG. RIB = AIG A Fal 

度 的 缺 刻 (图 2 一 B) ,大 小 为 0.268 一 0.386X 

0.241 一 0.321 宇 米 . 阴 茎 囊 细 长 ,起 自 腹 部 吸 

盘 前 缘 ， 但 有 些 标 本 可 见 它 向 后 超过 腹 吸 盘 

水 平 。 生 殖 孔 开口 于 口 吸 盘 稍 侧 。 阴 茎 塞 大 

J\0 ,428—0, 620 X 0,054—0,11742 2K, Gp ML 

在 螺 丸 前 方 稍 侧 ， 形 状 可 以 是 圆 形 、 椭 圆 形 

或 稍 有 突起 ，0.161 一 0.203X0.182 一 0.214 

PhO ERA VIATT WIIR TEAE JW Y 0 -7 入 1 二 了 PT Te a IRL DE A ONS ENTE PA EIEN AT 9 

aK, Ache eH AE sO AY. I, 7 

wp fH Zia, Kh) 0,086—0,193 x 0,064— 

0.08622°K, WRRIBKAMM, WA A 

a He yk, 0,035—0,100x 0,027—0,049 %& 

米 ， 分 二 组 分 布 于 虫 体 肠 支 两 侧 及 墨 丸 之 后 

Sl], FERS a A A PS AK 

FLSp, BAN Wy 0,041—0,046 x 0,022— 

0,026 22 米 。 广 东 的 标本 证 实 本 种 具有 受精 

囊 ; 阴茎 囊 向 后 可 超过 腹 吸 盘 水 平 。 福 建 标 

本 除 食道 外 ， 有 关 量 度 均 比 广东 标本 为 大 。 

3, 侧 殖 后 平野 吸虫 Opistpoparorc1is ple- 

urogenitus Wang, 1980 〈 见 图 3) 

寄生 部 位 :5 01 肠 
标本 产地 广东 韶关 、 河 源 。 依 据 10 

A St Fron ARG 

HH AK Se HAT I,K ZN 7g 1, 712-2, 482 

X0,770—1,133>%, ARAM AE Ba 

Migs Jo 4a 22 SE IL AR ig ZRF MA, 0.081 

一 0.203 又 0.111 一 0.230 毫 米 ， 食 道 长 0.214 
一 0.268 毫米 。 口 吸盘 亚 端 位 0.154 一 0.245 

x0.181 一 0.256 毫 米 。 肠 支 粗 壮 ， 伸 至 虫 体 

后 半 部 ， 止 于 沁 丸 前 。 腹 吸盘 位 于 虫 体 中 横 

线 前 缘 ， 大 小 0.194 一 0.264X 0.192 一 0.257 

kK, SOMAKD AU. 

睾丸 一 对， 位 于 晶体 后 部， 也 9 
斜 ， 为 椭圆 形 或 亚 圆 形 ， 大 小 0.312 一 0.624 

只 区 
Die 



x 0.225 一 0.406 毫 米 。 阴 茎 囊 长 棒状 ， 自 肠 
支 分 支 处 开始 向 左前 侧 斜 伸 ， 有 些 标本 后 缘 
FT SERRA MARMARA 前 缘 ，0.375 一 
0.738x0.075 一 0.161 毫米 。 生 殖 孔 开口 于 . 

体 前 端 之 侧 ， 距 口 吸 盘 0.161 一 0.278 紧 米 。 

划 梨 亚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位 于 腹 吸 盘 后 侧 缘 ， 
大 小 为 0.214 一 0.289x0.182 一 0.289 毫 米 。 

BSH, HHH, 0.096—0,139x 0,075 

毫米 。 卵 黄 腺 起 自 食 道 两 侧 ， 向 后 可 达 学 丸 

mR, WRK MM, KK) 0,027—0,095 x 

0.024 一 0.050 2K FSERAFRRASS 

丸 之 间 ， 办 仿 虫 卵 。 卵 0.035 一 0.036X 0.019 

—0, 02272, 

广东 标本 虫 体 较 大 ， 有 关 量 度 比 原 描 述 

稍 大 。 

孔 肠 科 Opecoelidae Ozaki, 1925 

4, RARFMRB GR) Horairema ori- 

-entalis Pan & Zhang sp, nov, Chit 

4). 

寄主 pk AXE ~Rana spinosa Devise 

7 te Rana limnocharis Boie 

寄生 部 位 iB 

标本 产地 广东 韶关 、 河 源 。 模 式 标 

本 保存 于 华南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虫 体 中 等 大 小 ， 光 滑 ， 无 车。 长 0.899 

一 1.891 毫 米 ， 宽 0.472 一 0.821 Sk, Ww 

Ie PAI, 个别 标 本 为 梨 形 。 两 端 圆 钝 ， 

尤 以 后 端 为 甚 。 

口 吸 盘 端 位 ， 局 椭圆 形 ， 长 Fa FORE, 

0.081 一 0.149x0.124 一 0.203 毫 米 。 腹 吸盘 

大 于 口 吸 盘 ，0.214 一 0.342X0.225 一 0.364 

毫米 ， 位 于 体 中 部 稍 前 约 1/3 处 ， 它 一 侧 与 

肠 支 重 登 ， 另 一 侧 与 肠 文 条 有 间距 ， 或 两 侧 

WA x. UA hi I, 0.054—0,149x 

0.100 一 0.181 毫 米 。 食 道 长 0.095 一 0.203 毫 

米 。 肠 盲文 终止 于 近 体 末端 

SLAY, BF, A SRI ALE, 

位 于 体 中 横 线 之 后 ， 体 长 后 1/3 处 .前 学 

0.132 一 0.225x0.118 一 0.257 毫 米 。 后 粤 稍 

大 ，0.150 一 0.257X0.128 一 0.257 毫 米 。 具 

a, Ue, ZAR LAN 

HH, ARH, PH2E BK 0.405—0.662 训 

米 ， 宽 0.081 一 0.162 毫 米 ， 它 沿 腹 吸 盘 之 侧 

向 前 伸 。 生 殖 孔 开口 于 咽 下 方 食道 之 外 侧 。 

RES, WH, CARNAL 

EBAY ALT SSeS LA TF S2F.,0.096—0,171 

x 0.123—0.19723%K. ERM, KW 

至 虫 体 末端 ， 并 几乎 占据 体 后 部 空间 ， 亦 可 

Set. Sl. J Seem ee 4 ee 

$S HHT NER Al, Tala BSE, 

末端 具 卵 ， 它 沿 腹 吸 盘 之 侧 ， 向 前 伸 至 生殖 

孔 ， 卵 大 小 为 0.035 一 0.046X0. 027—0.035 

HEHE RE YR, ZEBAULD RM, Janay 

标本 可 见 有 一 凹陷 。 

以 上 撕 述 依据 15 个 封 片 标本 〈 查 看 标本 

共 30 人 个， 包括 少数 童 体 在 内 ) 。 

本 种 与 Manter (1947) 报告 寄生 于 美 

国 Florida 州 的 Odontoscion dentex (Cuv. 

& Val.) ,Eques (Bloch & 

Schneider), FE. lanceolatus (Linn,) ,Ha- 

emulon carbonarium 等 种 动物 体内 的 Hora-- 

trema crassa Manter，1947 相 似 ， 但 有 下 列 

差别 ， 故 应 是 一 新 种 : 

1, AAPA A RBA ON FE Al 

acuminatus 

种 。 
2, HON ARN, 

x 0,027—0, 03422, 

3. 生殖 孔 的 位 置 ， 已 知 种 在 咽 处 ， 新 

PENA PF ee ae ZO. 
“已 知 种 寄生 于 鱼 类 。 

已 知 种 为 0.049 一 0.058 



蛙 后 平 告 吸 虫 《 正 体 ) 

Opisthoparorchis ranae W 

图 2A TRE UR 
Gorgoderina (NNeogorgoderina) zigzagorchis 

> Chin, 

图 1 

1980 ang, 

1963 

ite Ja OF ae He FL 图 2B 

Opisthoparorchis ranae Wang, i9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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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a a Se 

Opisthoparorchis leurogenitus Wang, 1980 

图 5 

fhe RE Rist, 

“38 yeh 
be ee Geet 

AA 东方 界 孔 吸虫 新 种 ， 

Horatrema orientalis Pan et Zhang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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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yers *, 及 es, Ci, a ERA eet See = vat wet sty 了 | My 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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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PARASITES OF AMPHIBIANS OF GUANGDONG 

|, FOUR SPECIES OF TREMATODES OF Rana spinosa,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Horatrema 

Pan Jionghua Zhang Jianying Wang Zhigao 

(Department of Bi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four species 

of trematodes,Gorgoderina zigzagorchis, 

Opisthoparorchis ranae, O, pléurogenitus, 

and a new species, Horatrema orientalis, 

of Rana spinosa captured from the coun- 

ties of Shaoshan and Heyuan, Guang- 

dong, The first trematode species is 

found to live in the urinary bladder, 

the rest in the intestine, 

_Horatrema orientalis Pan et Zhang sp, 

nov, 

Host species, R, spinosa and R, 

limnocharis , 

Localities, Shaoshan and Heyuan, 

Guangdong, 

Location, Intestine, 

Description, Body 0.899-1.891 x 0,472 

-0.821 (mm), 

elliptic or ovoid, obtuse at both ends; 

Oral sucker 0,081-0.149x 0.124-0,.203; 

Acetabulum 0,214-0,324 x 0.225-0.364, at 

theanterior one-third of the body;Pharynx 

0,054-0,149X 0,100-0.181; 

0,095-0,203; Intestinal crura extending 

smooth -and spineless, 

Esophagus 

to somewhere near the posterior end; 

Excretory bladder Y~shaped, bifircating 

in front of the posterior testis; Testes 

elliptic or ovoid, diagonally arranged, 

situated at the 

of the body, anterior testis 0,132-0,225 

X 0,118-0,.257, posterior testis 0,150- 

0,257 0,128-0,257; Cirrus sac 0,405- 

0,662; opening on the 

outer side of th> esophagus, under the 

pharynx; Ovary suboval, 0,096-0,171 x 

0.123-0,197,- situated in..front of: the 

Vitellaria 

posterior one-third 

Genital pore 

posterior testis; extending 

from below the pharynx to the posterior 

part of the body, Uterus coiling between 

ovary and acetabulum; eggs 0,035- 

0,046 x 0,027-0,035,, 

The new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Hy crassa but differs in having larger 

body and 

ecgs, and in the position of the genital 

smaller testes, ovary and 

pore,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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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两 栖 类 寄生 虫 的 研究 

Th. 有 尾 两 栖 类 一 种 中 肠 吸 虫 Mesocoelium 的 记述 

eae: 
《华南 师范 大 学 

中 肠 吸 th Mesocoelium Odhner, 1911 

为 两 栖 类 习 见 的 肠 道 寄生 虫 ， 但 新 近 在 我 国 

亦 有 鱼 类 寄生 的 记录 CHK, 1980, FIA 

云 ，1982) .过 去 国内 的 报道 仅 限 于 有 尾 两 本 

类 .;( 唐 仲 璋 ，1977、 汪 请 钦 ，1980) 。 作 者 在 

深圳 的 疗 旺 肠 中 采 获 一 种 中 肠 吸 虫 ， 现 报告 

aT 

4é F% ch A OR BR Mesocoelium 

Goto & Ozaki,1929 

守 - EN Ag e324 We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Myers & Leviton, 1962) 

FER 

AP He TORR PRI TH. 

elongatus 

中 国 新 记 

录 : 

PME, VAR ORR, bo A AAR Ap dita 

体 中 部 或 体 之 2/5 处 。 

#0 ,524—0, 82442 >K, 

口 吸 盘 亚 端 位 ， 大 于 腹 吸 HE, 0.194 一 

0.311X0.203 一 0.297 2K, 0A KE IY, 

0.059 一 0.167x 10.095 一 0.154 毫 米 。 食 道 长 

0,054—0,17622k, Jax, Aik FSH 

水 平 。 腹 吸盘 位 于 虫 体 中 横 线 前 ， 体 长 的 

1/3 处 ,大 小 为 0.149 一 0.189x 0.135 一 0.189 
= ae z 

SILO, HRIAIG, FAL, fede terh 

40 

长 1.295 一 3.371 豪 米 ， 

生物 系 鱼 类 研究 室 ) 

横 线 之 前 ， 腹 吸盘 之 侧 或 稍 前 稍 后 ,0.178 一 
0,243 0,148—0,2273>K, PHEW, 

贮 精 宫 发 达 起 自 腹 吸盘 之 前 ， 其 后 缘 可 与 腹 
吸盘 重 莹 或 相 接 . 大 小 0.086 一 0.205x 0, 059 

一 0.162 坚 米 。 生殖 孔 开 口 于 近 肠 又 分 歧 处 。 

钊 人 梨 亚 圆 形 ， 或 在 一 侧 咯 有 侧 突 ， 位 于 

商 丸 之 后 侧 ， 近 中 横 线 处 ， 大 小 为 0.096 一 © 

0.189x 0,108—0,157 毫 米 。 受 精囊 肾 形 

在 尝 丸 之 后 ,卵巢 之 侧 或 稍 后 ,0， eee 206 

X0,059—0,162*. FRRIA, uF 

Za Bai, AFC ON, ON SAR 

4A Za, ASM, laa GAS A 

中 部 水 平 ， 形状 不 规则 ， 大 小 为 0.057 一 

0.110 0,041—0,11445>, JN0.035—0,043 

X 0,024—0, 02722, 

本 种 原 为 Goto & Ozaki (1929) 发 

现 于 日 本 的 Dieyzazycty1us pyrrhogaster 肠 中 ， 

山口 佐 仲 亦 作 过 报告 (Yamaguti，1936) 。 原 

仅 知 一 种 寄主 CH EE Rana rugosa) 。 我 国 

香港 疗 晨 为 其 新 寄主 ， 广 东 的 标本 在 形态 上 

与 原 描 述 相 近 ， 但 有 关 量 度 大 于 日 本 的 标本 
(Goto & Ozaki, 1929), 

ASSO 198542 2A 7 ABE, 



中 国标 本 与 日 本 标本 有 关 量 度 比较 (单位 ，tnm) 

四 2 a ra de 

体 e 1.78—1.82* 1.295—3.371 

体 i 0.42—0. 46 0.524—0.824 

ee | 0.22—0.25 0.194—0.311 0. 203—0.297 
Bik Q.11 0.054—0.176 

np] | 0.065 0.059—0.167X0.095—0. 154 

ASW tak 0.17 0.149-0.189x0.135—0.189 

SEAL 6.10—6.14«0.07—0.09 0.176—0.243 X0.149—0. 227 

PA a 0.13X0.15 0.086—0.205 X6.059—G. 162 

Sd x 0.10—0. 11 . 0.096 —0.189x0.108—0. 157 

bp 0.040—0.043X0.025—0.027 0.035—0.043 x 0.027—0.629 
OSE SO PS SEIT ET EES SS OS TOS SESS WASTES TST 

8 yet A AVN 4y2.95--3120.5— 0.6222K, 

SO ETS SED ST RNS SU RT ES ES SS SS TE PT 

5§0.036—0.051 X0.024—0.02822k. 

0.5 mm 

长 形 中 肠 吸 虫 

Mesocoelium elongatus Goto & Ozaki, 1929 

STUDIES ON PARASITES OF AMPHIBIANS OF GUANGDONG 

ll, A SPECIES OF Mesocoelium OF URODELES 

Pan Jionghua Zhang Jianyi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South China Normiu University) 

This paper reports a_ parasite, 

Mesocoelium elongitus,which is a Chinese 

new record, 

Host, 

a new host,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 

Location, Intestine, 

Locality. Shenzhen, Guangdong, 

The present specimens are larger in 

size than the type specimens described 

by Goto et Ozaki, 1929, Their bodies 

are cylindrical and armed with minute 

spines over the anterior half, 

Abstract 

Measurements (mm) ; Body. 1,295- 

3.371 X 0.524-0.824;oral sucker0,194-0.311 
x 0,203-0, 2973 Ne 
0.189 x 0.135-0.189; pharynx0,059-0.167 x 

0,095-0,154; length of esophagus 0,054 

-0.176; ovary 0,096-0,189 x 0,108-0,157; 

length 0,087- 

0,206; 0.176-0, 243 x 

0,148-0.208; posterior testis 0.190-0.243 x 

0,176-0,227; length of cirrus sac 0,213 

-0 423; egg. 0,035-0,043 X.0.027-0.029. 

ventral sucker 

of seminal receptacle 

anterior. test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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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TEMPERATURES OF SNAKES IN THe FIELDS 

Hajime Fukada 

(Kyot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Ukyoku, Kyoto 615, Japan) 

Abstract 

Body 

(BT), air and substratum temperatures 

Cae ST) od 

in the fields between May 1958 and 

October 1969, while studying the growth 

(oesophageal) temperatures 

snakes were measured 

of snakes, Recently I analyzed these 

data of temperatures, 

The mean BT of Elaphe quadrivir- 

gata (Eq, n=1434) is 28.7+SD 3.726, 
Rhabdophis tigrinus (Rt, n=1099) 26,8+ 

4.20C, Elaphe climacophora (Ec,n=83) 

27.7+3.15C, Amphiesma vibakori (Av, 

n=44) 24,9+3.70C, and Elaphe cons pi- 

cillata (Econy n=24) 24 At 318 Ta 

Eq and Rt, mean BT of females (29.2, 

27.3C)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s:(23.8C, 26.3’), | while, in, other 

speci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detected between sexes, In Eq,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T between 

snakes with prey (29,2C) and without 

pray (28.6C) in their stomachs, But in 

Rt, no difference between fed and fasting 

snakes, 

Monthly mean BT of Eq, 25.4€ in 

42 

March gradually increases toward August 

(31,7C) and then decreases in November 

(23,0C), and almost constant from June 

(30.7C) through September (30,.7C), In 

Rt,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in monthly 

mean BT between May (28,7) and June 

(28,90), and also July (30,6C )through 

(30,5T). 
mean BTs of June 

September In Ec, monthly 

(29.3C) through 

September (29,80) are almost constant, 

As to Nv and Econ, none was captured 

in July and August, and in September 

one Nv was caught but no Econ, These 

two species seem to prefer lower tempe- 

ratures than other species, 

In Eq, monthly maximum BTs of 

April (35,6C) through October (34,4) 

In. RY, those!on 

April, May, and October are around 

are almost constant, 

33°C, and from June to September around 

35C. The monthly maximum BT of Ec 

is around 310 from March to June, and 

around 33© in July through September, 

In every species, BT correlates more 

closely to ST than to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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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RED RECEPTION IN SNAKES 

Richard C, obs 

(Dept, of Anatomy, School of Medicine, Yokohama City University, 

Urafune-cho, Minami-ku, Yokohama, 232 Japan) 

Abstract 

Certain groups of snakes have recep- 

tors in the facial and labial region which 

enable them to “see” infrared, that is, 

These are the Boidae 

and the subfamily 

heat radiation, 

Crotalinae of the 

Boidae, the 

macroscopic structure and location of the 

Viperidae, Among the 

receptors differ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Some, such as Boa constrictor or Eunectes 

murinus, have the receptors embedded in 

the labial scales, with no external sign 

of them showing, Others havethe recep- 

tor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deep or 

shallow depressions in the Jabial and 

rostral scales, The depressions are called 

“SUS. \0f ,. pil orgatis . “According to 

the species, the pits may be in the 

rostral scales, in the upper labials, in 

the lower labials, or in various combi- 

nations of these locations. 

In the Crotalinae, all species have 

only a single pair of pit receptors, one 

on each side of the face, in the loreal 

region between the nostril and the eye, 

Although there are minor differences in 

size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externalk 

pit opening, the pit organs have essen, 

tially the same structure in all Crota- 

line species,That is, the pit organ con- 

sists of an outer chamber and an inner 

chamber separated by a thin membrane 

called the pit membrane, The outer 

chamber has a wide opening facing almost 

directly forward in some species, The 

diameter of the pit opening is smaller 

than the diameter of the pit membrane, 

so that radiation entering the pit 

produces a pattern of light and shadow 

on the membrane, The inner chamber 

communicates with the outside through 

a small pore at the corner of the eye, 

The infrared receptors are located 

at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pit membrane, 

Radiation striking the receptors raises 

their temperature, When the temperature 

rise reaches a certain threshold value it 

initiates a nerve impulse, i, e,, an 

action potential, that travels by appro- 

Thus, 

since a response depends on raising the 

the pit 

membrane increase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priate pathways to the brain, 

temperature of the receptors, 

organ by suspending the receptors away 

from the smake’s head, making it possi- 

ble for a very small amount of radiation 

to produce a threshold rise in tempera- 

ture, By contrast, the receptors in the 

pits of the Boidae are less sen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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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some of the radiation which 

head 

structures with which they are in direct 

reaches them escapes into the 

contact, 

In both the Boidae and the Crotali- 

nae, the pit receptors are innervated by 

branches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As seen 

with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recep- 

tors are clusters of free nerve endings 

Shaped like the palm of a hand facing 

outward, The clusters have been named 

“terminal nerve masses”, and are about 

40 um in diameter, They are arranged 

in a single layer at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pit membrane in the Crotalinae, and 

at the bottom of the pits in the Boidae 

which have pits, When a 

prey animal moves within the receptive 

warmblooded 

field of a pit, the movement of light 

and shadow across the layer of terminal 

nerve masses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ze, shape, direction of movement, 

etc, of the animal, From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snakes use their pits to detect warm- 

blooded prey animals and to direct the 

swift motion of the head (this motion 

is called a “strike”) used to capture the 

prey (in the Boidae) or to inject venom 

(in the Crotalinae), 

Nerve impulses from the pit receptors 

travel across several trigeminal ganglia 

to a unique nerve tract in the medulla 

oblongata called the lateral descending 

44 

tract and nucleus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This structure is present only in 

snakes that have infrared receptors, It 

is not found in other snakes, In the 

Crotalinae, ‘the nerve impulses next 

travel to another medullar structure, 

the nucleus reticularis caloris, From 

there the impulses travel to’ the contra- 

lateral side of the brain and enter the 

tectum opticum (superior colliculus), 

where their information is processed and 

collated with information arriving from 

the optical nerve, In the Boidae, the 

nucleus reticularis caloris is lacking, 

and the 

directly from the lateral descending 

to the 

infrared intormation travels 

nucleus contralateral tectum 

opticum, 

In the tectum opticum, there is a 

‘topographical organization of infrared 

neurons similar to that of visual neurons, 

In addition, many neurons have been 

found that respond in various ways to 

both visual and infrared information, 

If we consider this anatomical and phy- 

siological information together with the 

information gained from various behay- 

ioral experiments, we can conclude tnat 

the pits function as a single system 

with the eyes in the efficient detection 

and capture of warm-blooded prey, on 

which snakes with infrared sensitivity 

feed wholly or in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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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VE FREQUENCY OF FEMALE MAMUSHI, 

Agkistrodon blomhof fii blomhof fii, IN NATURE 

Kiyoshi Isogawa 

‘(Yomeishu Seizo Co,, Ltd., Centr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Kushikino Branch Lab,, No, 2248, Shimimyo, Kushikino, 

Kagoshima 896, Japan) 

Abstract 

Reproductive frequencies of female 

Mamushi-s were examined in nature and 

outdoor captivity, Proportion of gravid 

females in nature was 36.6% (sample 

size.6832),which was smaller than would 

be expected in a biennial population and 

greater than in a triennial one (P<0,01, 

respectively), 

females le oursoot  taptivivy, 

(continuing p,46) 

multi-note call, In central Taiwan and 

the Ryukyus the former is predominant, 

while in Miantianshan, Guishan and 

Jiaxian the latter predominant, From 

the field observations, multi-note call 

seemed to play some roles in vocal in- 

teractions between males in the breeding 

aggregations, Because the breeding sites 

of central Taiwan and the Ryukyus(tree 

holes or bamboo stumps) are dispersed 

sporadically in the forest, the frogs there 

don’t form breeding aggregations, 

From these comparisons, it is con- 

in adult shape and 

reproduced some young in 2 or more 

successive years, 

To conclude.female Mamushi-s have 

the potentialitiés of reproducing every 

year, They will be, however, forced to 

reproduce nearly every three years by 

the severe environmental circumstances, 

especially by the severe food-supplies, 

in nature, 

cluded that the central Taiwan popula- 

tions are identical with R,eiffingeri of 

the Ryukyu Islands(=type locality) and 

that the populations of Miantianshan, 

Guishan and Jiaxian should be treated 

as a distinct new species, Resemvlance 

acoustic features 

suggest clo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while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breeding habits and larval development 

provide an interesting problem regarding 

evolutionary shift in reproductive  stra- 

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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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RAN AMPHIBIANS OF TAIW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THE eiffingeri GROUP OF TREEFROGS (RHACOPHORIDAE) 

Mitsuru Kuramoto 

(Department of Biology, Fukuok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unakata, Fukuoka, 811-41 Japan) 

Abstract 

Several populations of Rhacophorus 

(2) eiffingeri from Taiwan and the Ryu- 

kyu Islands were compared, The frogs of 

central Taiwan (e, g, Xitou and Guan- 

ziling)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Ryu- 

kyu Islands in morphometric values of 

15 body parts, Dorsal color often chan- 

They have 

back and 

ges from brown to green, 

calcareous spinules on the 

males have large thenar tubercles, The 

frogs from other Taiwan populations 

(e, g, Miantianshan, Guishan and Jia- 

xian) a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in their 

body size, never change dorsal ground 

color, and lack calcareous spinules and 

large thenar tubercles, 

Observations of breeding habits and 

Jarval development revealed more conspi- 

cu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frogs of central Taiwan,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Ryukyus, lay eggs singly 

on the inner wall of tree holes or bamboo 

stumps where a small quantity of water 

is accumulated, Jelly coat is adhesive 

and clutch size estimated is about 80, 

Tadpoles are unique in their depressed 

body, dorsally situated frontal 

mouth parts with huge beaks and poorly 

developed labial teeth, and oviphagous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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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habit, In the laboratory, tadpoles 

vigorously attacked conspecific eggs,broke 

the jelly coats and eventually ate the ova, 

In contrast, the frogs of Miantian- 

shan and Guishan lay eggs on the ground 

near the edge of water, Outer jelly coat 

is tough and not adhesive, Clutch size 

is about 180, In an experiment, it was 

shown that hatching was inhibited both - 

in water and on land, and most embryos 

hatched when they were transferred from 

dry to wet conditions, This 

that the hatching of embryos in the field 

Tadpoles are 

indicates 

is stimulated by rainfall, 

of typical standing-water type and grow 

in ponds or pools, They did not attack 

the conspecific eggs, 

The two groups have 2n=26 chro- 

mosomes consisting of 5 large and 8 small 

pairs, Karyotype obtained from popula- 

tions of central Taiwan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Ryukyus, but differ 

of Miantianshan and Guishan 

from that 

in that 

pair no, 1 is significantly longer, pair 

no, 3 has higher arm ratio and small 

pairs are shorter, 

All populations analyzed have two 

kinds of and call 

(see p,45) 

calls, singl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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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VARIATION OF CLUTCH PARAMETERS OF 

THE SALAMANDER, Hynobius nebulosus tokyoensis 

Tamotsu Kusano 

(Department of Bi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size of eggs may affect 

considerably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hatchlings in species with no faren- 

tal care, egg siz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s in understanding 

their 

studies show that egg size varies among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Recent 

populations or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in 

a variety of animal groups, In order to 

elucidate the ultimate factors determi- 

ning egg size, we need tocompare egg 

size among populations in detail, and 

to search environmental factors cor- 

responding to variation of egg size, In 

this paper, the interpopulational varia- 

tion of clutch parameters of the sala- 

mander, Hynobius nebulosus tokyoensis is 

reported,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it is 

discussed, 

Hn, tokyoensis breeds in a small 

and is distributed 

along the Pacific coast of Honshu island, 

chietly in the Kanto district, First,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clutch parameters 

pond in early spring, 

was made between two populations: 

Habu and Kanay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gg size,clutch size,and total clutch 

volume, Since body size of females also 

differed significantly, analysis of co- 

variaace was made to adjust this differ- 

ence, When compared with females of 

the same body size,egg and clutch siz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wo popu- 

lations again, but total clutch volume 

did not, From these results, it is con- 

clud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in allocation of reproductive 

materials to individual offspring between 

of 22 

-27 populations were surveyed to know 

populations, Secondly, a total 

the magnitude of intraspecific variation 

of egg and clutch sizes, The mean egg 

and clutch sizes of a population showed 

a great geographic variation; that is, 

2 5-3.0 mm in diameter (8-14 mm® in 

volume) and 50-140, respectively,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find envi- 

ronmental factors corresponding to the 

geographic variation. of clutch para- 

meters, Among them, annual mean tem- 

perature was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variation, Egg siz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clutch size wa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it, that is, the 

salamander produces a small clutch of 

large eggs under cool climatic condi- 

tions, and a large clutch of small eggs 

under warm climatic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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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VARIATION AND SYSTEMATICS IN THE TOADS OF 

THE Bufo bufo COMPLEX FROM CHINA AND SURROUNDINGS 

Masafumi Matsui 

(Biological Laboratory, Yoshida College, Kyoto University) 

Abstract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applied 

to geographic variation of 40 morpho- 

metric characters in 43 samples of the 

Bufo bufo complex from Far East USSR, 

China, 

systematic revision is 

Korea, and a and Taiwan, 

proposed, Toads 

of this group are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classify, and Asiatic members have 

long been treated as subspecies of Euro- 

pean B, bufo, but are currently specifi- 

frommt rp 

linensis Nikolsky from Sakhalin is only 

cally differentiated sacha- 

slightly divergent from several  conti- 

nental populations and is synonymized 

with B. gargarizans Cantor,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s of common toads from 

northeastern China and most part of 

central China failed to reveal distinction 

of B, 

Instead, populations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ticus from 8B, — gargarizans, 

A8 

China (Fujian) * and China 

(Sichuan), once synonymized with B, 

western 

bankorensis, were found to be divergent 

from more northern populations and are 

regarded as a distinct subspecies of B, 

gargarizans, Several taxonomic problems 

remain unresolved for the stream breed- 

andrewsi Schmidt and B, 6, 

Schmidt and Liu; they are 

tentatively treated as a distinct species 

Loo 

Barbour 

ing B, 

wri ghti 

andrewsi, B, and are referred 

bankorensis from Taiwan is 

regarded as valid species; it resembles 

the geographically remote B, andrewsi, 

but is completely distinct from adjacent 

populations of B, gargarizans ssp, B, 

minshanicus Stejneger ‘and B, tibetanus 

Zarevsky are also treated as distinct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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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ITEMS OF MAMUSHI, Agkistrodon b, blomhof fii, IN NATURE 

Sadaaki Mistui Sueo Higashizono 

(Yomeishu Seizo Co,, Lid,, Centr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Kushikino Branch Lab, , 2248 Shimomyo Kushikino, 

Kagoshima 896, Japan) 

Abstract 

Food-items contained in the sto- 

machs of Mamushi-s, Agkistrodon 6, 

blomhof fii, were observed in the nature 

from 1967 to 1984, 

387 Mamushi-s were captured near 

Kushikino and 43,.7%(169 

them had one or two, sometimes more, 

their 

tively, The total number of items were 

211, of which Amphibia tormed 71,1% 

(150 specimens), Mammalia 8.6% (17 

specimens) , Pisces 7.6% (16 specimens) , 

Reptilia 6.6% (14 specimens), Opistho- 

goneata 6,2%(14 specimens) and Aves 

0.5% (1 

classifying 

snakes) of 

food-items in stomachs respec- 

specimen), The results after 

these 

groups were as follows, The numbers in 

items into smaller 

parentheses mean the frequencies, 

Amphibia: Rana nigromaculata (35) , 

Rana limnocharis (35), Rana rugora (4), 

Rana japonica(4) , Rhacophorus '‘schlegelii 

(21), Hyla arborea (3), Triturus pyrrho- 

gaster (27), unknown(21) 

Mammalia: Microtus (15), Mus 

musculus(1), Urotrihus(1) 

Reptilia: Takydromus tachydromoides 

(7), Natrix vibakari(4), unkown(3) 

Pisces: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14), Anguilla japonica(1).,Chaenegobirus 

vrotaenia(1) 

Opisthogoneata: Scolopendra(13) 

Aves: Muscicopa narcissina(1) 

To conclude, the food-items which 

were detected in the stomachs of Mam- 

mushi-s captured in the nature were 

classified into 6 classes and 17 species, 

And 87,6% of these items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 active seasons from June to 

August, There were, however, no cle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food—varieties and 

the body-sizes in Mamus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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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ND FOOD CONSUMPTION OF MAMUSHI, 

Agkistrodon b, blomhof fii, IN CAPTIVITY 

Akira Moriya Sueo Higashizono 

(Yomeishu Seizo Co,, Ltd,, Centr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Kushikino Branch Lab, 2248 Shimomyo Kushikino , 

Kagoshima 896, Japan) 

Abstract 

Seven female and two male new- 

born mamushi, Agkistrodon 6 .blomhof fii, 

were raised to maturity in two years, 

They did not 

on weighed 

hibernate and were fed 

mice, Their mean body 

weight and mean total length grew from 

6.0g and 22 lcm to 121,3g and’ 54/7 

cm, There were cyclic peaks in body 

weight and total length specific growth 

rate, Formulae Y=854X°%.?78 for female 

and Y=680X°*-**4 for male were obtained 

length (Xm) and body 

weight (Yg), The monthly increment of 

between total 

body weight was more in proportion 

of total length to 

Body 

correlated 

length with total weight of 

than the increment 

the monthly food 

weight (Yg) was also more 

than total 

consumption, 

5 

food 

and approximate with equations Y=331 

(1—e7%- 154-0, 00173x)2, 088 for female and Y= 

TIZ{1 6, % °8e 0. 00% Ox ee rtor, mallet nae 

significant 

consumption (Xg) in both sexes, 

change was observed in 

conversion efficiency(increment of body 

weight/weight of food consumption x 

100%) due to the age, total 

body weight of the 

length, or 

snakes in either 

sex, Increment of total length and body 

weight during two years were correlated 

with conversion efficiency and weight 

of total food consumed,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in these four relations, was 

of body 

total food con- 

observed between increment 

weight and weight of 

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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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TE ON TAXONOMIC PROBLEMS OF THE 

AGAMID LIZARD Japalura IN TAIWAN 

Hidetoshi Ota 

(Department of Zo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Kyoto University) 

Abstract 

All the 

Japalura have been combined as J .swin- 

Taiwanese populations of 

honis and divided into three subspecies: 

J. s, swinhonis from northern region, 

J..s, formosensis from western region, 

and J, s, mitsukurii {rom eastern region 

including Lanyu Island, Liang and 

Wang(1976) noted that there were some 

places where two of these three subspe- 

cies occurred syntopically, It is; howe- 

ver unlikely that two subspecies belong- 

ing to a single species coexist syntopi- 

cally according to the biological defini- 

tion of species, In the present study, I 

revised the current classification of 

Japalura in Taiwan, taking the above- 

mentioned problem into consideration, 

I examine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249 specimens from eight localities of 

Taiwan, as well as of 555 specimens of 

J. polygonata from eleven localities of 

the Ryukyu Archipelago for compari- 

sons,Some of them were also examined 

for genetic divergence with the technique 

of starch gel electrophoresis, 

Among 29 specimens from Taibei, 

northern Taiwan, there were two types 

in the hind 

limb length (HLL) in relation to snout 

to vent length (SVL): short-leg type 

(S-L type) and long-leg type (L-L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ype), The HLL/SVL values in the S- 

L type were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ose 

rer eat Om those 

in the L-L. type were 

polygonata, whereas, 

constantly 

greater than those in J, polygonata and 

agreed with the values in the specimens 

from central,and southern Taiwan and 

Lanyu, 

The S—L type showed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head not much elongated; 

body moderately compressed; nuchal 

and dorsal crests only slightly devel- 

oped; upper oral mucosa yellowish pink,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in the L-L 

type were: head much elongated; body 

strongly compressed; nuchal and 

dorsal crests remarkably developed; 

upper oral © mucosa dark gray, The 

numbers of interorbital scales, suprala- 

bials, infralabials and mid-body scale- 

rows in the S-L type were significantly 

tite ol type. 

Moreover, the S-L type was constantly 

smaller than those in 

differenciated from the L-L type in a 

combination of allele of some loci such 

as LDH-1,2 and SOD, In most of these 

features, the S-L and L—L type agreed 

with J. polygonate and the’ specimens 

from the other regions of Taiwan, res- 

pectively, 

From the comparisons of the 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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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s of the present specimens with those were included in J. swinhonis and that 

in the previous descriptions, the S-L the form regarded as the nominal sub- 

type seemed to represent Js. swinhonis, species is allied more closely to J, poly- 

and the L-L type and the- specimens gonata than to the other two subspecies, 

trom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erefore, the latter two subspecies 

represent J, s, mitsukurii and/or J, 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J. swinhonis 

formosensis , and redescribed as a good species, J,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mitsukurii , 

has revealed that at least two spec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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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两 栖 疏 行 动物 学 学 术 讨 论 会 在 广州 召开 
由 中 国 两 栖 想 行动 物 学 会 倡议 ， 与 日 本 国 恨 出 两 栖 类 学 会 共同 主持 召开 的 “中 日 两 栖 有 爬行 动物 学 学 术 讨 

论 会 ”， 于 1985 年 8 月 26 日 至 31 日 在 中 国 广州 市 华南 师范 大 学 举行 。 出 席 会 议 的 ， 有 中 国 代表 50 人 ， 日 本 国 

代表 15 人 ， 美 国 代表 ?人 与 瑞士 国 代表 1I 人 。 会 议 共 收 到 论文 170 篇 ， 其 中 绝 大 部 分 均 在 会 议 上 宣 于 ， 全 部 中 方 

代表 的 论文 及 日 方 代表 的 论文 摘要 ， 均 已 分 别 发 表 在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报 》 一 九 八 五 年 第 四 老 第 二 、 三 四 期 及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五 卷 第 一 期 上 。 中 国 华南 师范 大 字 校 长 潘 炯 华 教 授 在 大 会 上 作 了 题 为 “中 国 两 栖 卜 行 动物 学 研 

究 的 进展 ”的 报告 。 日 本 国 代表 : 日 本 蛇 族 学 术 研 究 所 所 长 泽 并 芳 男 教授 作 了 “亚洲 地 区 的 蛇 咬 竹 症 ”， 上 日 

本 横 浜 市 立 大 学 RC, Goris 博士 作 了 “ 蛇 类 的 红外 感 爱 ”， 日 本 福冈 教育 大 学 仓 本 满 教授 作 了 “琉球 群 

岛 和 中 国 台 湾 省 的 无 尾 两 栖 类 ”，| 日 本 岛 根 大 学 满 户 武 司 教授 作 了 “有 尾 目 小 鲍 科 的 核 学 研究 ”的 特别 讲 

演 。 大 会 上 上， 美国 与 瑞士 国 部 分 代表 应 邀 作 了 学 术 报告 : 美国 康 乃 尔 大 学 K, AdlerHMHMA “i Rey 

的 定向 行为 ”， 美 国 新 墨西哥 州立 大 学 民 ， Conant 教授 讲 题 为 “北美 癜 属 蛇 类 的 动物 地 理学 与 亲缘 关系 ”， 

KAPRMNZAKEK, V, Kardong 教授 讲 题 为 “响尾蛇 咬 一 一 防御 与 攻击 行为 ”， 美 国 斯 密 桑 宁 研 究 院 

J, G, Frazier 博 士 讲 题 为 “海外 的 研究 ”， 瑞 士 洛桑 绾 族 馆 主任 Jean Garzoni 的 讲 题 为 “ 蛇 类 的 饲养 ”。 

广东 省 委 副 书记 、 广 东 省 人 民政 府 副 省 长 王 屏 山 , 广 东 省 科学 技术 协会 主席 .著名 屁 册 学 家 薄 昔 龙 教授 等 

广东 省 、 广 州 市 负责 同志 出 席 了 开幕 式 并 发 言 祝 轩 会 议 成 功 。 暨 南大 学 梁 启 沫 教授 代表 广东 省 动物 学 会 向 大 

会 致 视 媳 。 出 席 开 幕 式 的 还 有 新 闻 界 人 士 及 广东 省 有 关 动 物 学 研究 单位 的 代表 ， 以 及 中 山大 学 、 暨 南大 学 、 

华南 师范 大 学 的 生物 学 系 师 生 。 

会 议 期 间 ， 代 表 们 参观 了 广东 省 曲 湖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 中 国 科学 院 华 南 植物 研究 所 所 长 郭 做 郑 与 广 未 唤 顺 

出 研究 所 副 所 长 秦 狼 亮 向 代表 们 介绍 了 保护 区 的 动 植物 情况 。 广 州 动物 园 选 出 部 分 两 栖 疏 行动 物 送 到 华南 师 

范 大 学 供 代 表 们 参观 。 华 南 病 范 大 学 生物 系 与 笃 类 研究 室 邀 请 全 体 代 表 光 临 指导 。 此 外 ， 代 表 们 还 抽空 浏览 

了 广州 市 容 ， 并 在 珠江 夜 游 时 与 华南 师范 大 学 师 生 联欢 。 

9 月 1 日 至 5 日 ， 部 分 代表 到 海南 岛 坝 王 岭 进行 短期 学 术 考 察 。 在 海南 岛 期 间 ， 代 表 们 顺道 参观 了 设 在 亿 

县 那 大 的 华南 热带 作物 学 院 与 华南 热带 作物 研究 所 ， 由 该 所 副 所 长 引导 代表 们 参观 了 植物 园 。 美 国 代 表 CK, 

Adler 教授 与 日 本 国 代 表 R, C, Goris 博 士 还 应 海南 大 学 之 邀 为 该 校 师 生 作 了 学 术 报告 。 海 南大 学 校长 林 英 

教授 在 琼 苑 了 琢 究 寺 待 了 全 体 代 表 ， 海 南 行政 区 党 政 领导 应 邀 作 陪 欢 迎 代表 。 

中 日 两 栖 眼 行动 物 字 字 术 讨论 会 的 主席 团 由 以 下 专家 学 省 组 成 : 中 国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会 的 代表 潘 烟 华 教 

授 、 丁 汉 波 教授 与 赵 尔 安 副 研 究 员 ， 日 本 国 代表 团 的 正 、 副 团 长 R，C. Goris 博 士 与 松井 正文 博士 ， 美 国 的 

玉生 dler 教 授 ， 瑞 士 国 的 Jean Garzoni 专 家 。 潘 灿 华 担任 主席 团 主席 R. C, Gofis 与 丁 汉 波 担任 副 主 席 ， 

赵 尔 癸 担任 秋 书 长 。 会 务工 作 由 华南 师范 大 学 校 部 各 处 、 生 物 系 与 鱼 类 研究 室 的 部 分 同志 承担 ，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卜 行动 物 研 究 室 的 部 分 同志 也 参与 协助 。 由 于 僵 体 工作 人 员 的 共同 努力 与 辛勤 劳动 ， 全 

体 代 表 的 友好 配合 ， 会 议 进 行 十 分 顺利 ， 按 预定 计划 完成 全 部 日 程 ， 达 到 了 预期 的 目的 。 会 议 不仅 充 分 交流 

了 学 术 成 果 ， 与 会 各 国 代表 还 建立 了 牢固 的 学 术 友 谊 。 在 究 会 与 联欢 会 上 中 外 代表 同 台 演 出 ， 放 上 声 高 歌 ， 

来 表达 共同 友谊 与 欢乐 心情 。 年 过 七 自 的 丁 汉 波 教授 ， 也 主动 上 人 台 高 歌 一 曲 ， 他 说 这 是 几 十 年 来 第 一 次 - 唱 

K, KSI, WIT 2. ( +H EE] PNG Th Yo SB R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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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KEBITES IN THE ASIAN AREAS 

Y. Sawai 

(The Japan Snake Institute, Y abuzuka-honmachi, 

Nitiagun, Gunma 379-23, Japan) 

Abstract 

Venomous snakes responsible for bite 

in the Asian Areas are species of Agki- 

strodon, Trimeresurus,V ipera,Naja, Ophi- 

ophagus, Bungarus and Hydrophis, Howe- 

ve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snakes va- 

ries among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us 

the mortality rate of bites, which depend 

on the kind and population of venomous 

snakes, are higher in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Burma, Sri Lanka and India, 

Naja 

caeruleus and Vipera russelli species are 

On the other 

from 

where bites by naja, Bungarus 

predominant in number, 

hand, 

Japan, 

lower rates are recorded 

Korea, Hong Kong, Taiwa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where bites by 

pit viper such as Agkistrodon and Tri- 

meresurus species predominate, Seasnake 

bites are also a problem among fisher- 

men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 

Seasonal patterns in snakebite 

depend upon the atomospheric tempera- 

ture and the agricultural activity in 

each area, The bites extended over a 

wide range from the teens to fifties, 

Most of the bites occurred in agricul- 

tural field, in residence and on road, 

where there is frequent and close contact 

Although 

most of the snakes are nocturnal, two- 

between humans and snakes. 

third of the bites occurred during day- 

light, when the snakes lie under cover, 

Bites by Vipera russelli occurred mainly 

in agricultural field while the victims 

are working, whereas bites by Bungarus 

caeruleus occurred at night when the 

victims are asleep. Bites by Trimeresu- 

rus flavoviridis and Naja naja occurred 

both in daylight and night hours, The 

extremities are the most sites of bites, 

although the ratio of the bites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extremities varies 

with the habits and of the 

snakes. 

species 

Fatality due to snakebite depends 

on the toxicity and the amount of venom 

injected into victims, The amount of 

venom ejected by a snake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venom in the venom gland 

and on the agressiveness of the snake 

and also the site of the body of the 

victims penetrated by the fangs, On the 

other hand, secretion from Duvernoy’s 

gland of Rhabdophis tigrinus is highly 

toxic, however, severe envenomation 

rarely occurs when the patient is injured 

by the rearmost maxillary teeth of the 

snake, 

Swelling at the locus of bites is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symptoms of 

bites by species of Agkistrodon, Trimere- 

Ophiophagus and Naja, surus, Vi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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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ve swelling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vesicles, Hemorrhage is another sym- 

ptom of bites by Agkistrodon, Trimere- 

surus and Vipera species, In severe enve- 

nomation, both swelling and hemorrhage 

extended not infrequently far from the 

locus of the bite, 

tissue does not always occur in these 

Although necrosis of 

bites, it often results in motor distur- 

bances after the wound had healed, as 

seen in bites by T. flavoviridis or Naja 

naja, Systemic symptoms such as para- 

lysis, systemic hemorrhage and coagula- 

tion of blood and acute and cronic state 

of shock. Drowsiness, ptosis of eyelids, 

blurred vision, drooling of saliva, diffi- 

culty of speaking, dyspnea and uncons- 

bites by Naja, 

Bungarus and Hydrophis species. Syste- 

ciousness appear in 

mic hemorrhage such as ecchymosis and 

prolonged coagulation of blood occur 

also in severe envenomation by species of 

Calloselasma rhodostoma, Deinagkistrodon 

acutus, Vipera russelli, Echis carinatus 

and Rhabdophis tigrinus. More serious 

effects of venom are hemorrhagic and 

necrotic lesions in internal organs such 

as kiduey, lung and heart in fatal bites 

of V. russelli or A, blomhof fit, In such 

cases patients expire after. three to ten 

days of subacute diseases, In fatal bites 

by the habu most deaths occur within 

24 hours, Vomiting, hypotension, cyano- 

sis and rapid and formicant pulse are 

the characteristic symptoms. 

About 300 deaths 

annually from the Philippines, mainly 

were reported 

due to bites by NV. n. philippinensis. Most 

of the deaths may be attributed to ina- 

dequate supply of antivenom to hospital 

fd 

and inadequate Nt by medicine 

men, Thus, the fatality rate among trea- 

ted patients was 12.5 percent, as com- 

pared to 63,6 percent among victims 

who died outside hospital without recei- 

ving any medical treatment.By contrast, 

the fatality rate was 7,7 percent among 

victims of NV. n. Raouthia bites treated 

in hospital in Thailand where the sup- 

ply of antivenom seems fairly good. 

B, multicinctus’ occur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and 

account for 20 percent of the total bites 

in Taiwan, where the fatality rate is 23 

percent, The antivenom is produced in 

Taiwan, B, caeruleus is also a cause of 

fatal bites Lanka, 

Antivenom is available from India, Bites 

Thai- 

and other 

in’ India «and » Sri 

by B, fasciatus occur widely in 

land, Malaysia, Indonesia 

countries of Asia. However the morbid- 

ity and mortality rates are relatively 

low as compared to those bitten by 

multicinctus and caeruleus, owing to the 

docile habit of the snake and consid e- 

rably low toxicity of the venom. On 

the other hand, B. candidus is highly 

toxic as compared to fasciatus, Ophio- 

phagus hannah is widely distributed thro- 

ughout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Howe- 

ver, report of the bite are inirequent 

owing to the jungle habit of the snake, 

Bites by V. russeili make an impor- 

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atality rate 

among snakebite victims in Burma, 

India sand. Sri Lankgy In» jtatal 

systemic hemorrhage and drowsiness are 

Cases 

observed in addition to local swelling 

and cellulitis, and most of the deaths 

occur within 24 hours of the bite. On 



the other hand anuria or oliguria caused 

by acute renal failure often resulted in 

chronic death within a few days after 

the bite. Echis carinatus viper bites are 

reported in India, The fatality rate is 

not higher than that caused by V. rus- 

selli bite owing to the smaller size of 

the snake, A characteristic symptom is 

systemic hemorrhage such as gum blee- 

ding, although local signs are not mar- 

ked, India is the only source of antive- 

nom, 

Bites by 7. flavoviridis (habu) are 

very common on the Amami aad Oki- 

nawa Islands of Japan, Bites by T, 

limited to the 

Isiand in Okinawa, The number ot habu- 

elegans are Yaeyama 

bites averaged 610 annually during the 

nine years from 1962 to 1970, The hig- 

hest morbidity rate per 1000 was 4,5 on 

the Tokunoshima Island. Necrosis at the 

locus of bite occurred by 6,8 percent, 

and the incidence of motor jdisturbances 

after the wound had healed was 4.5 

percent, The fatality rate was 0.9 per- 

cent, All of the patients received 20-40 

ml of purified antivenom,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the total bites in Taiwan are 
4} by T. mucrosquamaius and T, stejnegeri, 

and most of the patients are treated 

with medicinal herbs, although divalent 

antivenom against both venoms is pro- 

duced, 7. albolabris, T. popeorum, T. 

macrops and 7, stejnegeri are called 

green pit vipers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ites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total bites in 

their clinically, 

Thailand are due to green pit vipers, 

Fatal bites are very rare, although the 

bite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over Sou- 

theast Asia, Bites by A. blomhoffi (ma- 

mushi) are common in Japan apart from 

the Amami and Okinawa, Bites by A. 

and A, 

saxatilis are reported from Korea, A, 0, 

6b. brevicaudus, A, caliginosus 

brevicaudus also occur in China, Regio- 

nal lymphadenopathy and swelling of 

the bitten area are the major signs of 

envenomation, but blurred vision and 

drowsiness were observed in some cases, 

A prolonged state of shock and acute 

renal failure were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he total 

bites in West Malaysia occurred in the 

northwest area of the Malay Peninsula, 

where 75 percent of the bites were cau- 

sed by Calloselasma rhodositoma, The same 

species was responsible for 49,3 percent 

of the total bites in Thailand, Swelling 

and necrosis of the tissue are very com- 

mon, with subcutaneous bleeding and 

vesicle formation, Systemic symptoms 

such as prolonged coagulation of blood 

and hemorrhagic diatheses occur in some 

cases, Deinagkistrodon acutus occur in 

Taiwan and south China, In severe cases, 

both local and systemic hemorrhage and 

prolonged coagulation of blood are cha- 

racteristic sequelae, Hypnale hypnale 

bites are common in Sri Lanka, altho- 

ugh the mortality rate is very low. 

Conclusively, more detail epide- 

miological and clinical analysis of snake 

bite in the Asian areas should be pro- 

moted to decrease the severe and fatal 

cas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method of 

should be 

reinvestigated to improve the medical 

distribution of antivenom 

treatment of bite, In parallel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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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reatment of bite, deve- be encouraged to decrease the fatality 

lopment of prophylactic toxoid against rate, 

Bungarus, Naja and Vipera bites should 

新 ,书简 介 
《世界 两 栖 动 物种 一 一 一 本 分 类 学 与 地 理学 参考 书 》 (AMPHIBIAN SPECIES OF THE 

WORLD: A TAXONOMIC AND GEOGRAPHICAL REFERENCE) 于 1985 年 8 月 由 美国 堪萨斯 州 爱 

伦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Allen Press，Inc, ) 与 分 类 学 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Systematics Collections， 简 

称 ASC) 联合 出 版 ， 编 者 Darrel R, Frost, 

本 书 共 732 页 ， 除 正文 642 页 外 ， 还 有 二 篇 附录 ， 一 篇 解释 文献 缩 略 语 ， 另 一 篇 说 明博 物 馆 缩 略 

语 ， 最 后 是 索引 部 分 。 它 记述 了 全 世界 的 两 栖 动 物 共 4,014 种 ， 隶 属于 3 目 37 科 41 亚 科 ， 其 中 无 尾 目 23 科 ; 有 

尾 目 9 科 ; 无 足 目 5 科 。 联 合 国 环保 计划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34 wt H FER 

和 危 野 生动 植物 国际 贸易 会 议 秘书 处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e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Secretariat) 为 本 书 搜集 原始 数据 提供 资金 。 三 年 来 ， 有 21 个 国家 的 约 名 两 栖 动物 

学 家 为 本 书 撰写 及 审阅 稿件 ， 我 国 的 胡 淑 琴 研究 员 参 与 撰写 蛙 亚 科 物 种 ， 并 审阅 中 国 物种 的 有 关 稿 件 ， 赵 和 尔 

必 副 研 究 员 也 审阅 了 所 有 中 国 物种 的 有 关 稿 件 。 世 界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会 议 (World Congress of Herpeto- 

logy) 委托 编 委 会 负责 保管 本 书 的 计算 机 存储 资料 ， 以 便 日 后 随时 可 以 修正 、 增 补 和 再 版 此 书 。 这 是 WCH 

和 AsSCc 的 一 项 长 期 合作 计划 。 

世界 两 栖 朴 行动 物 会 议 名 录 审 定 委员 会 (WCH Checklist Committee) ABI GH Sid: “这 本 

《世界 两 栖 动物 种 >》 是 本 世纪 第 一 本 具有 如 此 规 异 的 两 栖 动 物 名 录 参 考 书 。 要 准备 这 样 一 本 书 的 精确 的 分 类 

学 资料 ， 显 然 不 是 一 个 人 万 至 少数 几 个 人 力所能及 的 事 。 因 此 本 省 的 编 委 会 成 员 人 选 ， 不 仅 要 考虑 其 对 两 栖 

动物 的 某 些 科 或 动物 类 群 的 专业 知识 ， 还 要 考虑 其 对 全 世界 的 两 栖 动物 学 家 的 了 解 和 熟悉 。《 世 界 两 栖 动物 

种 > 一 书 确实 是 21 个 国家 的 绚 名 撰写 者 和 审阅 者 的 一 种 国际 性 大 协作 的 劳动 结晶 。… 编 委 会 递 癌 参 与 本 书 纺 

审 工 作 的 各 国 两 栖 动 物 专家 表示 训 心 的 感谢 ，… 尤 其 感谢 主编 Darrel R, Frost, (hAK—- WOR SNM 

的 问世 ， 献 出 了 近 四 年 的 闻 勤 劳动 。 

本 书 及 时 收入 了 我 国 近年 来 在 两 栖 动 均 分 类 研究 方面 的 新 成 就 ， 如 : 在册 UE WE A, PR SE 

TE AK FG HE aE RYE Brachytarsophrys ,和 依据 沙坪 角 蟾 建立 的 无 耳 奖 属 4tymzboanrobprys; 在 有 尾 

目 中 ， 依 据 原 订 巫 山北 鲍 〈 三 施 氏 小 鲍 ) EVN Bese (并 将 拉丁 名 更 正 为 Livia), Bie s (A ypselo- 

triton) PRAYER (Cynops), eM (Echinotriton) (EAE (Tylototriton) 的 亚 属 ,等 等 。 此 外 ， 

本 书 在 以 下 一 些 方面 的 安排 ， 与 我 国 习 侍 沿 用 的 分 类 不 同 ， 如 : 对 我 国产 应 蛙 种 类 的 属 称 采 用 zolobps; tk 

Ra Dubois (1980) WRI, Ketel (Vibrissaphora) SfAM sé WS 属 (Leptobrachium); 将 原 隶 树 峙 属 

(Rhacophorus) 中 的 leprosus 改 隶 Theloderma js, japonicus, pollicaris, robustus 改 隶 Buergerials, 

dennysii, dugretei, feae, leucomystax, mutus, omeimontis 改 隶 Polypedates 属 ， 将 原 隶 Rhacophorus 

fens effingert 5)asR/) WHS (Philautus) 的 doriae 与 vittatus 改 隶 Chirixalus 属 。 

本 书 按 无 尾 目 、 有 尾 目 、 无 足 目 ， 分 别 将 目 中 各 种 按 科 名 的 拉丁 字母 顺序 排列 ， 在 各 科 中 详 列 已 知 属 

种 。 对 各 属 种 依次 记 其 模式 种 ( 属 ) 或 模式 标本 号 《种 )， 模 式 标 本 产地 ， 分 布 以 及 与 分 类 有 关 的 不 同 见解 等 。 

总 之 ， 本 书 是 全 世界 两 栖 动物 科 属 种 的 全 面 记述 ， 是 了 解 世界 两 枉 动 物种 的 重要 文献 。 如 需 此 书 ， 请 按 下 列 

地 址 联系 购 关 : 

Amphibian Species of the World 

EO: Box. 368 

Lawrence, Kansas 66044. 

MY ods, a 

AAA — EEE Eee 

陈 年 长 

《成 都 生物 人 研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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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OLOGICAL STUDIES ON HYNOBIIDAE, CAUDATA 

Takeshi Seto 

(Department of Bi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Shimane University, Matsue 690, Japan) 

Abstract 

Sixteen species of hynobiid sala- 

manders are currently known in Japan, 

Among them 14 species belong to genus 

Fynobius, They are found mostly in the 

breeding season;some species are living 

in limited localities and some are wi- 

dely distributed in Honshu, Shikoku 

and Kyushu, Members of this genu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ond type 

and the mountain-stream type, which 

are so classified by the breeding habi- 

tat and the shape of egg and larvae, 

The karyotypes of all Japanese spe- 

cies of Hynobiidae have been examin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by the squash te- 

chnique with intestinal epithelia and 

gonadal tissues from adult animals, as 

well as the air-drying technique with 

embryonic tissues, 

Bight of 9 FHlynobius species of the 

tokyensis , pond type, i, e, nebulosus, 

dunni, abei, nigrescence, lichenatus, ta- 

kedai and tsuensis, have the same chro- 

mosome number (2n=56) and have si- - 

milar karyotypes, But interspecific kar- 

yotype difference is detected in some 

elements of the medium-sized (pair nos, 

10-13) and the small-sized (nos, 14-28) 

chromosome groups, Exceptionally Hy- 

nobius retardatus living in Hokkaido has 

40 chromosomes and the karyotype dit- 

fers largely from other pond type spe- 

cies, but the nuclear DNA content is 

similar with known Hynobius species 

ranging irom 33 to 38 pg, 

The mountain-stream type species 

including 1, naevius, kimurae, stejne- 

geri and boulengeri have 58 chromoso. 

mes each, with an exception of H, 

okiensis having 56 chromosomes, A sli-’ 

ght karyological difference among these 

species are also distinguishable in me- 

dium-sized and small-sized chromosome 

groups, Salamandrella keyserlingii (2n= 

62) has an unique karyotype, bearing 

10 pairs of uniarmed large chromosomes, 

Biarmed elements are fewer than other 

hynobiid members, Onychodactylus japo- 

nicus, a lungless salamander,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romosomes in order 

Caudata, 2n=78, This high number i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uniarmed micro- 

in the 

that the FN (number of chromosome 

chromosomes constitution, so 

arms) indicates similar amount to other 

hynobiids, 

The karyological features of Hyno- 

biidae are defined as follows: (1) high 

chromosome number, 2n=40 to 78, (2) 

bimodal formula owing to the presence 

ot 



of mactochromosomes and microchro- numb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uai- 

mosomes, (3) asymmetrical owing to modal and symmetrical karyotype in the 

the simultaneous presence of meta- caudate Amphibia, 

centric and telocentric chromosomes of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Hynobi- 

very different sizes, As described by idae and Cryptobranchidae (2n=60) are 

Moreschalchi (1975), in the course of defined as the most primitive salaman- 

karyological evolution there exists a ders in Caudata, 

jendency toward lower chromosome 

-一 一 一 ~ 一 人 人 一 人 人 全 一 一 全 人 全 一 天 -一 一 -一 一 一 

日 本 于 美 国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家 访问 成 都 

1985 年 9 一 10 月 ， 先 后 有 三 批 日 本 与 美国 的 两 枉 想 行动 物 学 者 赴 成 都 访问 ， 进 行 学 术 活 动 。 现 报道 如 

7 ° Pa 

1985 年 9 月 7 日 ， 刚 结束 了 参加 中 日 两 栖 有 爬行 动物 学 学 术 讨 论 会 ， 日 本 学 者 吉田 朝 启 、 三 井上 克明、 五 十 咱 

a. THAW, BAMA, ROY, PHEASKWRAF HAA, ZABFRMWEZKS HF AK, V, 

Kardong 教授 ， 与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所 参加 广州 会 议 的 代表 ， 从 广州 同 机 飞 抵 成 都 ， 进 行为 期 8 天 的 学 术 

访问 。 这 批 上 日 美学 者 主要 是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想 行动 物 研 究 室 泰 观 和 查 看 标 本 的， 政 .V. 

Kardong 教授 与 日 未 国 弟 绳 县 公害 卫生 研究 所 所 长 吉田 朝 启 博 十 还 应 邀 到 四 川 大 学 作 了 学 术 报 告 .日 本 稳 美 

国学 者 作为 四 川 省 科学 技术 控 会 的 客人 ， 在 省 科 恢 刘 国 宣 副 主 席 与 学 术 部 华 迪 副 部 的 等 同志 的 陪同 下 ， 先 后 

参观 游览 了 乐山 大 佛寺 、 灌 县 都 江 震 、 杜 甫 草堂 、 式 侯 祠 、 新 都 宝 光 训 等 名 胜 古 迹 与 成 者 动物园。 省 科 协 副 
主席 周 王 振 、 冯 彬 撒 、 刘 国富 等 同志 还 会 见 并 余 请 了 日 本 与 美国 学 者 。 

1985 年 9 月 15 日 到 21 日 ， 根 据 中 国 科 守 技术 协会 与 美国 科学 院 “ 高 级 学 者 交换 计划 ”, 关 国 康 妨 尔 大 学 神 
经 生物 学 与 行为 学 专家 发 Taig Adler 教授 从 北京 到 成 都 进行 学 术 访 问 。 四 川 省 科学 技术 协会 常委 赵 尔 室 代 表 
四 川 省 科 协 到 机 场 钨 接 。 在 成 前 期 间 ，Adter 教授 应 四 川 省 动物 学 会 与 中 国 两 栖 上 爬行 动物 学 会 之 六， 在 省 科 

协 料 技 演讲 厅 为 中 学 教师 与 生物 学 界 作 了 题 为 “动物 行为 学 研究 的 进展 ”与 “美国 的 全 竭 学 教学 ”的 报告 。 

Adler 教授 还 专程 访问 了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恨 行动 匠 研 究 室 ， 并 应 邀 作 了 “中 国 与 北美 两 栖 外 
行动 物 的 比较 ”的 专题 学 术 报告 。 根 据 中 国 科 协 与 美方 交流 计划 的 安排 ，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副 研 究 
员 刀 和 尔 安 与 助理 研究 员 吴 贯 夫 陪 同 Adler 教 授 到 峨眉 山 进 行 了 短期 野外 考察 。 

1985 年 10 月 ?日 到 12 日 ， 与 福建 师范 大 学 合作 进行 我 国 沿海 海 色 研究 的 美国 学 者 ] .GErazief 与 S. S, 
Frazier 从 南京 到 成 都 进行 短期 学 术 访 问 。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部 生物 研究 所 副 所 长 赵 尔 室 陪 同 下 ，Fraziet 博士 

参观 了 该 所 两 栖 锥 行动 物 标本 ， 并 游览 了 成 都 市 及 近 半 的 名 胜 古 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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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EMPERATURE-DEPENDENT 

SEX DETERMINATION IN REPTILES 

Shoji Tokunaga 

(Department of Bi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Kyushu University 33, Fukuoka 812, Japan) 

Abstract 
/ 

(1) Temperature-dependent Sex 

Determination in Reptiles 

Recent work indicated that sex 

differentiation of some reptiles is con- 

trolled by 

during embryogenesis (reviewed in Bull 

1980, 1983, Tokunaga 1982), This me- 

chanism has been termed “temperature- 

incubation temperature 

dependent sex determination” (TSD), 

TSD is observed in a variety of 

turtles, lizards, and crocodilians, One 

species of snake,two of lizards and one 

of turtle, however, lack TSD, In some 

lizards, Agama agama and Eublepharis 

macularius and an alligator,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a warm temperature 

produces males and a cool temperature 

produces females, This pattern is rever- 

sed in most turtles, A third pattern of 

TSD is seen in females developing at an 

extremely low as well as high tempera- 

ture, and males developing at interme- 

diate temperatures, This pattern is ob- 

served on some turtles, Chelydra_ ser- 

Chry- 

semys picta and a crocodile, Crocodylus 

pentina, Sternotherus odoratus, 

jOhnstoni , 

(2) TSD in Gekko japonicus 

Female Gekko japonicus were obtai- 

ned in Fukuoka City, Japan and were 

kept in a laboratory at room tempera- 

ture, All eggs collected within 24 hr 

after. being laid were incubated at 

constant | or temperature, The 

sex of hatched identified 

by histological’ check of their 

room 

geckos was 

gonad 

or by the presence and/or absence of 

Mtillerian duct, 

Histologically, all testes and ova- 

ries wer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at the 

time of hatching, Hermaphroditic 

gonads were never found, A part of 

this study was published in Tokunaga 

(1985) . 
A. Incubation at constant temperature 

Eggs were incubated at constant te- 

mperatures, 20, 24, 26, 28, 30 and 320. 

Eggs incubated at 200 never hatched, 

The sex ratios of the hatched lizards 

varied at all incubation temperatures, 

The male/(male+ female) 

0.07 (Number of geckos=14) at 24T, 

0.22 (23) at 26C, 0.76 (21) at 28°C, 
0°22 (23) at '30C ‘and’'024(21)° at 32-0", 

Binomial tests showed that the dispari- 

ratios were 

ties of the sex ratios from 1/2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all tempera- 

tur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sex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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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26 and 280 and between 28 and 

300 was significant (P<0,005,x7-test) , 

B, Incubation at room temperature 

Female geckos laid eggs from late 

May through July in 1984 at room tem- 

perature, The eggs were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geckos hatched 

from late July through mid September, 

The daily 

rature during 

varied from 21,6C to 30,30. 

Eggs with mean incubation tempe- 

mean of the air tempe- 

the incubation period 

rature below 27C produced more males 

than females, Those with mean incuba- 

tion temperature over 28C _ produced 

more females than males, The differ- 

ence in the number of males and fema- 

les between the two temperature 

were significant (P<0,025, x*-test) .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xual 

ranges 

determination in Gekko japonicus is af- 

fected by the constant incubation tem- 

perature as well as by the fluctuating 

one, 

(3)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TSD 

Studies of 

sex determination has its significance 

temperature-dependent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biology and 

also on the conservation of wild reptiles 

and of farming reptiles, 

A, Challenge to the Present Theoreti- 

cal Biology 

60 

In some populations of reptiles, 

highly skewed sex ratio was observed, 

The hatchling sex ratio of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in Louisiana was 0,17 

(Ferguson and Joanen, 1983) and that 

of Graptemys pseudogeographica was0,24 

(Bull, 1983), It is very interesting why 

the skewed sex ratios were favored by 

these reptiles with TSD, The theoreti- 

cal biologists have not yet found con 

clusiv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 The Significance of TSD on the Con- 

servation of Wild Reptiles 

Recently, some reptiles, especially 

sea turtles, are severely endangered, In 

order to conserve them, artificial rea- 

ring was conducted, The present conser- 

vation practices, however, may be pro- 

ducing all male, all female, or even 

(Morrealle et al, - 

1982) , because even a change of 1 to 20 

intersex hatchlings 

can make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to 

the sex ratio of the hatchlings (Mrosov- 

sky & Yntema 1981), 

C. Application of TSD to the Farming 

of Reptiles 

TSD enables the manipulation of 

sex ratio by controlling the incubation 

temperature of farmed reptiles, Repro- 

ductive efficiency can be increased by 

biased sex ratio to females, We can 

also increase profitable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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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GENUS Agkistrodon WITH 

21 SCALE ROWS IN EASTERN ASIA 

Michihisa Toriba 

(The Japan Snake Institute) 

Abstract 

In the review of the Korean Agkis- — 

Gloyd (1972) recognized three 

species in Korean Peninsula, Thus his 

trodon, 

study clearly indicated that A, halys in 

the sense of Pope (1935) is “actually 

several related species, 

After the death of Dee releayd > hss 

monographic study on the genus Agkis- 

made up ot 

trodon is completed by his friend, Dr, 

A, blomhof fii blomhof fii (Boie) +++. eee 

A.D» brevicaudus Stejneger-+:+++ +++ ++ 

A uo dubitatus Goyd eee eee eee 

AG siniticus Gloyd 9 9 

wie Dy ussuriensis Emelianoy:+-+++++-+: 

A, caliginosus Gloyderrsecsreeseceeeseeee ens 二 

Among them, three forms, brevicaudus, 

dubitatus and siniticus, are very similar 

and only show slight difference in colo- 

ration, Thus I treated them as a single 

subspecies, Obrevicaudus, in this study 

for the convenience of discussion, 

In describing A,.caliginosus as a new 

species, Gloyd mention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a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species, Higher number of ventrals 

and subcaudals than brevicaudus; longer 

tail than brevicaudus; dark color in tail 

tip of adult snakes, pink tongue; loreal 

longer than high, subrectangular dorsal 

Before the 

they 

Conant, and in press now, 

publication of this monograph, 

published the summary on the classifi- 

cation of Agkistrodon halys-blomhof fii 

complex in 1982, According’ to them, 

the genus Agkistrodon with 21 dorsal 

scale rows in Eastern Asia is classified 

as follows: 

Japan 

Korean Pen,, and Northeast China 

‘Hebei, China 

Changjiang Basin, China 

Northeast China and USSR 

Korean Pen, 

body blotches, In the observation of 

live ussuriensis from USSR, I have noti- 

ced that the characters mentioned above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ussuriensis, The 

only difference seems to be the shape ot 

blotches on dorsal body, However, this 

character is variable in both caliginosus 

Gloyd noticed 

of caliginosus 

and ussuriensis, Even 

some specimens having 

round blotches like 

tongue coloration of ussuriensis seems to 

brevicaudus, The 

be not known to Gloyd, furthermore, In 

general, ussuriensis is far more similar 

to caliginosus than to  brevicau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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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PETOFAUNA OF OKINAWA ISLANDS, RYUKYU ARCHIPELAGO 

Masanao Toyama 

(Okinawa Prefectural Office of Education) 

Abstract 

Okinawa Islands are located in the land The habitat has mainly been classi- 

central part of Ryukyu Archipelago, fied in three types, I think, The first is 

The Islands consist of the largest Oki- Mountains and Terraces, the second is 

nawajima island and of many small is- Limestone Terrain and Rolling Upland, 

lands which are surrounding the big is- the third is both of them, The habitats 

land LI triedto fit the habitat of Amphi- of the herpetofauna of Okinawa, the 

bia and Reptilia in generalized physio- main island, and the surrounding small 

graphic pattern (Flint et al,, 1959); islands, as well as the habitat of each 

(1) Mountains, (2) Dissected Flanking species are discussed, The herpetofauna 

Terraces, (3) Intricately Dissected Ter- of these islands are influenced by geo- 

rain (4) Rolling to Dissected Uplands, graphical, phsi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5) Limestone Terrain, (6) Level low- factors, 

Therefore J considered that caliginosus is whereas those of brevicaudus and blom- 

the synonym of ussuriensis which is a hof fii are markedly higher than wide, 

distinct species from blomhoffii, To test Such an interspecific variation of verte- 

this idea, I have made the study on the brae is known also in European Vipera 

characters which is not used by Gloyd, ISzyntlar, 1984), The ratio of head 

In the osteological study, I have fength to snout-vent length is also dif- 

found that the shape of vertebrae shows (erent between ussuriensis and brevicaudus 

large variation between the species and or blomhof fii, The former has shorter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haracter in head, 

the classification of Agkistrodon species. In conclusion, I recognize the fol- 

In ussuriensis including caliginosus, neu- lowing forms, A, blomhoffii blomhof fii 

ral spine and hypapophyses are more in Japan: A, blomhof fii brevicaudus in 

depressed than in brevicaudus, Then in Korea and China; A, wussuriensis in 

cervical vertebrae, neural spine of ussu- northeastern China, USSR and Korea, 

riensis is markedly wider than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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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HYSICAL 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HATCHING 

OF THE EGGS OF HABU, Trimeresurus flavoviridis 

Chokei Yoshida Takao Kamura Yasutetsu Araki 

(Okinawa Prefectur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Japan) 

Abstract 

J+. -datreduction, 

HABU, Trimeresurus 

is the most poisonous land snake among 

flavoviridis , 

four species which occur in the Ryukyu 

Islands and gives rise to more than 300 

snake bites every year, 

Ationg =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is loc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breeding control of this snake within 

residential areas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of 

segregating man from HABU, 

HABU is relatively more stubborn 

than the other three poisonous land sna- 

kes and séems to survive ot proliferate 

even in the midst of a buzzing town 

area, provided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offered. @ suffi- 

cient population density of both sexina 

closed area, @ sufficient 

living conditions are 

amount of 

food animals such as lizards, bitds,small 

mammals, @) natural and artificial ca- 

vities with suitable physical conditions 

for their aestivation and hibernaton, 

Sciefitific information, however, 

about the cavities used by HABU for 

their. breeding and hibernation is very 

scarce, . 

The object of this series of obser- 

vations and experiments was to know 

about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breeding 

cavities of HABU and to determine the 

critical physical conditions for hatching 

the eggs of HABU, 

I. Preliminary Tests, 

1, Temperature in a breeding 

cavity, 

An underground breeding cavity of 

HABU was casually found ona slope of 

a bushy hill in August 1979, 

In its vicinity, an analogous hole 

was made soon and temperature in it 

was iteasured with a _ self-registering 

thermograph for five days, 

Test revealed constant temperature 

ag i af Oe 

Humidity was not measured because 

of instrument disorder. 

2,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t 

a laboratory corridor. 

Five eggs were found casually laid 

by an escaped HABU on the floor of 

corrido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the air around the eggs measured 

with a self-registering thermograph 

were revealed to be almost constant 

between 25—270, 80—82% R.H., 

All five eggs failed in hatching, 

3, Influence of overhumidity on 

h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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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odd-numbered eggs of a uterine 

batch set on a dry cotton bed and the © 

remaining five even—aumbered soaked in 

water 2 cm deep, were 

seven weeks in. an underground shelter 

with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t 266 and 96% R.H. 

The five soaked eggs swelled double 

size, Yet,all ten of both groups hatched 

successfully by the end of the seventh week. 

I. Humidity Test in a BIOTRON, 

To get. more accuracy of critical lo- 

west humidity, observations were made 

on. two groups of eggs,! one in, the 

BIOTRON 

and.humidity adjusted to. 26C and 85% 

R.H,., and the other as a control on,a 

with. constant temperature 

wet bed in a constant room temperature 

at..30C, .;Half,. of) the.-eggs, inj he 

BIOTRON were exposed,to air current 

with the velocity.of ca, 0,5m/sec, and 

the rest were. set... in a box. lightly 

covered, to protect from the wind, 

All the twenty eight eggs in the 

BIOTRON failed in hatching. irrespecti- 

ve of the wind velocity at the surface 

of the egg shells, .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much. higher. 

rate, 86%. 

VV. Discussion and. Summary,- 

It is seldom that one has a. chance 

to witness the eggs laid by feral 

HABU, Even when found by 

structure of the den may, often be de- 

chance, 

formed and leaves no space for original 

conditions, 

People in the habitat of HABU, 

through experiences,have vague know- 

breeding spot of HABU, 

to them that feral 

ledge of 

and it is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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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d: for: 

hatching 

HABU lays eggs only in a secluded 

unseen cavity, the 3 

But, no scientific report has yet 

been made about general features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interior space 

of it, 

Physical conditions in-the space of 

a. breeding cavity can be summarized in 

five factors, temperature, humidity, air 

current, illumination, and other tangi- 

ble effects, 

The latter three factors are thought 

to be subordinate to and. dependent on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because when 

these tw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a 

breeding cavity in the natural world, the 

“other three will conjointly follow them, 

Furthermore, temperature is also. subor- 

dinate mainly to the prevailing atmo- 

spheric conditions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from July to September, and .af- 

fects the eggs mildly, with wider range 

of variation, 

Therefore, the most dominant .and 

vital physical condition for the hatching 

of eggs of HABU) is .considered.to,..be . 

the humidity, in the breeding cavity... 

The temperature 270, measured: in 

a simulated underground cavity. can be 

thought as a suitable thermal condition 

preferred naturally bya. feral 

HABU, 7 . 

The second group of different uterine 

batch exposed to the humidity 80~82% 

Ry bk,,aad to 

25~27:C,\ failed in, hatching, sugg est- 

pregnant 

the suitable temperature 

ing that the critical lowest humidity. at 

suitable temperature level might.be 

higher than 82% R.H, 

While another. third batik d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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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variation of HKumeces elegans 

Tsutomu Hikida 

(De partment of Zo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Kyoto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eographic variation of Eumeces elegans was studied, using 216 specimens 

from 14 localities; Ningguo (Anhui), Chongan and Nanping (Fujian), Wanxian 

(Sichuan), Kunming (Yunnan), Taibei, Hualian, Tianxiang, Ruisui, Puli, Nanshanxi 

and Gaoxiong Nanxiaodao, Baisha (Taiwa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applied 

to these populations in the scutellation and the measurements. 

Out of ten meristic characters in the scutellation, the significant , differences 

among the populations wer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six characters: the numbers of 

supralabials in contact with posterior loreal, supercilliaries, nuchals, fourth toe 

subdigitals, mid-body scale rows and mid-—dorsal scales, Therefore, the canonical 

discriminan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all the populations, using these six characters, 

PASS ee 

ded in two groups all hatched in a cave 

(shelter) with constant suitable tempera- 

ture 26 and humidity 96% R,H.,sug- 

gesting that the critical lowest humi- 

dity might not exceed 96% R.H, Eggs 

soaked half in water showed strong resi- 

stance to excess humidity yielding - the 

same hatching rate.100% as the contro} 

batch, 

Test in a BIOTRON ‘showed that 

the eggs of HABU 

higher than 85% R.H., for. 

hatching , 

require humidity 

successful 

Our experiments are too scanty and 

casual to be more than suggestive for the 

critical physical conditions, 

However, the critical lowest humi- 

dity may safely be determined between 

85~96% R.H, 

Finally, rough speculative demar- 

cation of critical and optimum range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for the hatch- 

ing of eggs of HABU were set between 

20~37C, 90~100% R.H, and 25~27C, 

95~100% R.H, respectively, tor dis- 

cussions, 2 

VY. Acknowledgements, 

The authors are indebted to Prof, 

Ichiro Miyagi, Ryukyu University, for 

the use of BIOTR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Penghu population was distinctive in the 

first canonical component, which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the fourth 

toe subdigitals, The populations from the continental China, Taiwan Island and 

Diaoyu Islands were overlapped each other in the first two canonical components, 

Thus, it is impossible to divide them, Moreover, Penghu population differed from 

the other populations in coloration; Dorsal color in adult was light brown in this 

population, but dark brown in the other populations, Also even young adult fema- 

les lost vivid coloration in Penghu population, but young adult female retained 

such coloration in the other population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adult males, using the follo- 

wing 13 measurements in log scale: snout to vent length, axilla to groin length, 

snout to shoulder length, head length, head width, head depth, eye diameter, snout 

to eye length, eye to ear length, snout to ear Jength, fore limb length, hind limb 

length and fourth toe length.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represented the size and 

the second the proportion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the relative size of head to leg. . 

In each population, as males grew in size, their heads became relatively large and 

legs became relatively short, Such changes begin when males become mature, The 

matured males in Penghu population were smaller in size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populations, The populations of Gaoxiong and Ruisui, Taiwan Island, also showed 

similar tendency like Penghu population, The canonical discriminant analysis using | 

these 13 measurements also separated the populations of Penghu, Gaoxiong and Rui- 

sui, from the remaining populations, These ditferences, howerver, seemed to reflect 

merely the different mature size, which may be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above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Penghu population had somewhat differentia- 

ted from the other populations and that there were slight apparent differences 

among continental and Taiwanese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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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 ILE We EME 〈Vibrissaphora iui) 

She PERN OTe 

On the Reproductive Habit of Vibrissaphore liui of Jiulomgshan, Zhejiang 

九龙 山 位 于 浙江 省 西南 部 ， 遂 昌 县 境 内 ， 东 径 
118"52 ,北纬 28 21'。 属 武夷 山系 但 霞 岭 的 一 个 分 
支 。 山 高 坡 陡 ， 林 木 繁 益 ， 阴 闭 度 大 。 

学 安 影 蟾 是 根据 Pope(1926) 在 福建 尝 安 地 区 采 

得 标本 ,， 于 1947 年 命名 的 。 据 文献 ， 江西 井冈 山 ， 

福建 武夷 山 、 浙 江西 南山 区 ; 约 在 北纬 25 一 2 之 

闻 ， 海 拔 700 KU LAOH, BERBER OD 最 

广 的 一 个 种 。 但 该 蟾 个 体 生态 研究 尚 缺 乏 报道 。 作 

者 于 1983 年 11 月 和 1984 年 11 月 ， 对 浙江 省 九龙 山 地 

PAA 3o8 Se Be RF AE 8 进行 调查 研究 。 现 报道 如 

下 : 

1. 性 别 鉴别 

雄 蟾 的 体 长 ， 前 辟 的 宽度 显著 大 于 肉 性 个 体 。 

测量 43 SHS, LASHER, CEWEK 

89.13(80.20-—100.00) 2E7K, WERE 79.40(68.20 

—96.50) 毫米 。 雄 蟾 比 肉 桨 平均 体 KK 11.2%. 

HE, EWES ATR EEE oT BY 16.15014.50—19.90) 

毫米 和 7.60(5:90- 一 10.50) TEAR, BESSA EE 度 比 

PEWS TK 21.25 狗 。 雄 蟾 前 营 在 繁殖 期 才 变 粗 。 

雄 蟾 繁殖 期 上 唇 缘 角 质 刺 发 过。 观察 43 号 标本 ， 

角质 刺 数目 很 不 稳定 ,每 侧 角 质 刺 1 一 3 枚 不 等 ( 表 1)， 

即使 在 同一 条 山 溪 中 所 采 的 标本 ， 上 唇 缘 角质 刺 数 

目 亦 不 相同 。 刺 基部 宽 为 3.5 一 5.5 富 米 , 刺 高 为 2.9 

一 3.7 毫米 .一 般 前 刺 小 ,后 刺 大 ， 旬 亦 有 前 刺 大 后 

刺 小 的 实例 〈 图 9)。 其 中 更 有 一 例 标 本 角质 刺 分 上 

下 两 列 排列 。 室 内 饲养 自 11 月 20 日 到 11 月 25 且 角 质 

刺 先后 全 部 脱落 ， 基 部 留 下 米黄 色 的 软组织 ， 然后 

慢 慢 吸收 掉 。 据 文献 记载 ， LEAH 

质 刺 ， 仅 在 相应 部 位 有 米黄 色 小 点 。 本 文 发 现 13 号 

’ 

x 1 AEE BR Fa ASE TE 
A AMO LD Tl LITE A the Oot Be 

AM LER 
a a Ak LA A SU a 7 MTT 

Ze LER mk MB i 
角质 刺 数 FH AH BW i ae Oh ee 

| 1 2 4.6 FY 

1 2 sr ngea sD 

2 1 1 a3 

2 2 237), 68 加 4 

3 2 3 6.9 [5 

2 3 4 9.8 |. As 

3 et 总 DT 
2 9 下 

eT, 5 BRAM LE ees 都 有 一 枚 角质 

刻 〈 图 10)， 而 刺 其 小 ， 刺 基部 宽 为 1.1 一 1.2 毫米 ， 

刺 高 为 0.7 一 1.1 毫 米 。?2 号 标本 一 仙 有 米黄 色 小 点 ， 

mais Ark, RA 号 标本 上 唇 缘 每 侧 各 

AS ARH YN 

ye FH |) GE: Be WS 

MHA BARR, 

2. TREE iy 

He Ms ENR HE — ARTE AR ART, SRK ABE 

Bek, WE, MPOAU ES, EWR. Be 

全 年 大 部 时 间 生 话 于 陆 上 ， 据 当地 群众 介绍 OFA 

县 地 有 在 溪流 附近 的 草 从 ， 林 下 枯 梳 落叶 层 ， 林 中 

大 石 块 下 和 新 开垦 的 玉米 地 。 繁 殖 季节 才 集 中 到 山 

溪 中 。 产 卵 场 所 的 选择 ， 一 般 都 在 山 溪 的 上 游 或 上 

滑 到 溪流 的 源头 ， 水 流 比较 平缓 ， 或 仅 有 间断 流水 

地 段 。1984 年 11 月 8 一 10 日 ， 于 海拔 1100 米 处 的 一 

本 文 照片 由 曹 未 元 同志 摄影 ， 谨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2 月 5 日 收 到 。 

背部 皮肤 比 叭 性 影响 松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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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水 浅 而 流速 慢 的 山 溪 中 ， 取 350 米 ， 宽 2 米 的 地 段 ，， 

偿 晚 根据 鸣 声 对 雄性 个 体 进 行 数 量 统计 ， 共 有 37 

只 。 
3. 繁殖 时 间 和 行 ; 

影 蟾 的 繁殖 季节 性 很 强 ， 繁 殖 期 短 。 根 据 当地 
群众 反映 ， 浙 江 地 区 在 立冬 前 后 才能 听 到 鸣叫 ， 小 
雪 鸣 叫 终止 。1983 年 在 九龙 山 调 查 采 集 的 记录 是 : 
11 月 3 日 开始 听 到 鸭 叫 ，7、8 日 采 到 孵 粒 ，10 日 左右 

发 现 大 量 卵 群 。 检 查 8 日 采 到 的 9 只 只 蟾 ,发 现 有 2? 只 
已 产 卵 ，7 只 未 产 。 解 训 2 只 未 产 卵 的 具 蟾 ， 其 卯 粒 
ES Mu AMINE, BURT RMA ee 
进入 临产 期 。 但 也 发 现在 同一 地 区 ， 随 着 柄 息 地 海 
拔高 度 的 升 高 ， 产 卵 期 提早 ， 一 - 般 海拔 每 升 高 100 
米 ， 了 鸣叫 提早 1 一 2 天 〈 表 2)。11 月 10 日 从 野外 采集 

的 标本 中 选择 3 只 雄 蟾 在 室内 饲养 ， 开 始 每 晚 鸣 叫 ， 
于 22 日 前 后 鸣叫 停止 。 因 此 推测 影 蟾 在 附近 地 区 的 

产 卵 期 可 持续 15 一 20 天 左右 。 

表 2 第 一 声 鸣 叫 时 间 与 海拔 高 度 的 关系 

第 一 声 鸣叫 时 间 地 点 so a 

1983 年 1 月 3 上 日， 九龙 山内 北 坪 1000 © BELLA 
1983 年 11 月 5 日 岩 ip 300 
i9sGrin2n ydke Loon” 
1984471135 LBS 900 af 

0 PM OD GG 2 ee 

4 SEATS, REAL Srh, 寻找 
底部 有 流水 ， 并 有 一 定 空 阶 的 大 石 块 ， 用 后 肢 将 石 
块 下 的 细 砂 、 碎 石 推出 ， 筑 成 四 形 Ay “IR” | SAIS 
外 外 于 “ 策 ” 中 。 通 常 每 石 一 蟾 ， 仅 发 现 一 例 大 石 
(1.6 米 X2.3 米 X0.8 米 ) 下 有 两 奖 . 也 曾 发 现在 

Al ”上唇 缘 角 质 刺 左右 各 1 枚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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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 石 块 (CO.AVKXK 0. 3TKX 0. 259K) PF AME “BR 
i”, Ger aa Re Bie, FSM, 78 Sl 
性 。 鸣 叫 一 般 都 在 下 午 四 时 左右 开始 ， 傍 晚 进 入 高 
峰 ， 到 次 日 清晨 才 停 止 。 在 盛产 期 ， 也 发 现 个 别 雄 

奖 全 天 鸣叫 。 鸣叫 时 都 希 钼 在 “ 集 ” 边 缘 ， 头 探 出 
石 块 ， 发 出 有 节 考 的 “ 啊 一 啊 一 啊 ” 声 。 繁殖 期 间 ， 
EMS, IMRT, MARAE GRR, TE 
FEA BE PASTY fy HESS EBB ek Pig, 埋 于 水 中 ， 

继续 鸣叫 不 止 。 但 鸣 声 变 得 低沉 。 石 块 FATES, 
遇 有 雌 竟 到 来 ， 立 即 追 逐 , 用 前 肢 拥 抱 肉 蟾 下 腹 (图 
11)。 一 般 都 在 黎明 前 产 卵 。 叭 蟾 产 完 卵 后 迅速 离 
开水 域 。 雄 蟾 仍然 留 在 卵 群 周 围 ， 或 遇 有 肉 曝 还 能 
继续 抱 对 排 精 ， 因 此 在 产 卵 场 采集 到 的 害 蟾 ， 其 两 

性 比例 相当 悬殊 。 
4. 孵 粒 和 产 卵 量 . 

器 桨 是 属于 一 次 性 产 卵 类 型 的 两 栖 动物 ， 经 一 
段 时 间 抱 对 后 将 卯 一 次 排出 ， 产 出 的 卯 随即 烙 附 于 
KAA, SORTA, BARU KK CA 

12) 。 卵 粒 乳 白色 ， 外 面包 以 透明 胶 膜 ， 动 tk 

深 ， 呈 浅 灰 色 。 去 掉 胶 膜 后 任意 取样 ， 称 重 计算 Op 

重量 ，100- 粒 卵 重 为 5.31 克 ， 卵 径 为 4.1 一 4.6 毫 米 。 

存 粒 发 育 进 入 原 肠 期 时 ， 经 镜 检 ， 受 精 率 为 9 匈 。 

野外 采集 得 四 团 卵 群 ， 分 别 Jy 298, 343, 353 
和 356 粒 。 平 均 337.5 粒 。 在 采集 中 也 曾 发 现 有 两 团 

卯 群 未 粘 住 石 块 ， 而 被 水 流 冲 至 下 游 ， 

ARI QR MA SPAY HERE, DRAB ADI LOR, 

LTP OPAL FO RCHR 225, RAL 37%, §N 373 BL, 

男 一 只 总 体重 48.5 克 ， 其 中 孵 粒 和 胶 膜 重 18 .2 克 ， 

上 体重 37.5 力 ， 卵 285 粒 。 

图 2 ”上唇 缘 角 质 刺 右 2 左 1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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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TO THE HERPETOFAUNA OF 

DINGHUSHAN, GUANGDONG 

广东 省 易 潮 山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区 系 调查 

At one time, China provided the only 

continuous corridor on Earth Mil: vast areas 

of tropical and temperate forests, Elsewhere on 

Earth the tropical and temperate forest zones 

are separated by seas or deserts, Only remnants 

of China’s forest corridor remain, The UNESCO 

Man and Biosphere Reserve, Dinghushan, ca 8( 

km WNW 

“specially important remnant, The Reserve has 

of Guangzhou, Guangdong, is an 

an area of about 1,200 ha and spans elevations 

from about 20 to over 1,Q0Qm. A detailed des- 

cription of the vegetation is provided by Wang, 

et al,(1982); a general description in English is 

provided by Howard (in Thorhaug, 1978), The 

principal habitat types are described and map- 

ped in Liao(1982). Five major zones are recog- 

nized, J , agricultural land outside the Reserve; 

¥ . shrub vegetation succeeding from cultivation; 

YB. valley rain forest; [JV . pine and eucalyptus 

thicket, 

M and V represent original habitats with little 

plantations; and VY. montane Zones 

disturbance, In a preliminary list of the verte- 

brate fauna,Zhou,et al ,(19§1) list 11 species of 

amphibians in five families,all of Order Anura, 

We add two frogs, Rana livida (Ranidae), 

Calling from 25 May to 3 June, 1984, and 

10 

Kalophrynus pleurostigma interlineatus (Micro- 

hylidae),actively breeding from 16 to 31 May, 

1984. We also add Order Apoda, 

thyophidae, I chthyophis gluti nOSUS , 

Of reptiles, Zhou et al. (1981) list 24 spe- 

cies, Four species of turtles belong to three 

family Ich- 

families, The remaining 2) species of Squamata 

are in six families, We add four snakes, all 

Colubridae, and three lizards, one in Gekkoni- 

dae, two in Scincidae, Table 1, Voucher speci- 

mens for each species have been deposi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Zoology,Guangdong Institute 

of Entomology, 

We are indebted to Ding Guangqi, Wu 

Weigiang, Cary Fournier, and Marla Isaac for 

collecting specimens, and to many other people 

who assisted us in the field, 

We believe we have only begun our com- 

pilation and that additional work will reveal 

many species as yet unrecorded at Dinghushan, 

本 文 于 1985 年 5 ALS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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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a tiannanensis, a Record New to Hainan, China 

IA pte: Rana tiannanensis Yang et Li 此 前 海南 总 的 无 尾 类 已 增 达 三 十 八 种 。 

仅 发 现 于 我 国 云南 省 河口 市 串 区 。 笔 者 等 今年 4 月 6 RIG RIA 

日 在 海南 岛 坝 王 岭 海拔 约 1,000 米 的 东 六 林 区 附近 小 《华南 师范 大 学 ) 
出 溪 内 采 到 一 种 大 型 蛙 类 的 两 个 峻 性 个 体 。 体 长 达 Li Zhenchang Qian Xiongguang 

110262K, Jae K, FERC ATI AIA A RE 吻 端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qa Baa a RB, aS Be bi) 密集 小 RHR 

Di, PUR ATAIE ee Ee 6 DERE BE CHE EE) 5 Bre ke eB AE 0 Ot 9 Br 

AiG 腹面 web, FARES 版 部 Wu Guanfu 
FC HE; 四 胶 背 面 有 隐约 可 见 的 横 纹 。 经 与 地 模 标本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Ura eRe Bash de E SEEK, ETS AS EF GE ce 7 Academia Sinica) 

致 。 因 此 确定 为 污 南 奥 蛙 。 为 海南 岛 新 纪 录 ， 至 此 

本 文 于 1985 年 :9 月 21 日 收 到 ， 

TABLE 1 

Ten species newly recorded from Dinghushan, Guangdong, 

and their habitats from Liao (1982), 
ONES BE ARE NT TEN AN ST Oe 6 ETRE 2 ET BRETT ee Ee PE EES DANO SITLL REPEL IIT ELI LE TF ED Te 

Habitats 

Scientific Name Elevation if I I V 了 

Wit fa Ichthyophis glutinosus 30 一 

KRG Rana livida T8-230 + 

花 细 狭 口 峙 Kalophrynus p. interlineatus 20-240 + + 

a Gekko chinensis 50-243 a 

Fare Ser Leiolopisma reevesii 159 . 十 

MAAK Eumeces quadrilineatus 59-491 ni a 

si FED = Calamaria se pientrionalis 50-206 + + + 

Be ee ie Elaphe porphyracea 116 os 

SRS HARE Elaphe taeniura 28 + 

SAGE Opheodrys major 50-228 i 

James Lazell 

(The Conservation Agency, Rhode Island, USA) 

Liao Weiping 

(De partment of Zoology, Guangdong Institute of Entomology)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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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 | 
和 PME OEM OPM OP. vB 

快速 .简便 的 核 仁 组 织 者 区 (Ag_NORs) 
的 一 步 染 色 法 

A Handy One-step Method for Silver-staining NORs | 

(PAK WV) | 

4 EY Hy ot 2 么 观察 到 ， 

部 位 J. (Heitz, 1931; McClintock, 1934; Beer- 

mann，1960)， 这 些 部 位 就 是 染色 体 的 核 仁 组 织 

区 (NORs)。 由 于 NORs 在 细胞 生命 活动 中 具 Lj 

的 功能 ， 细 胞 遗传 学 家 不 断 地 从 细胞 水 平 、 亚 细 胞 

水 平和 分 子 求 平 对 它 进 行 着 广泛 而 深入 地 研究 。 

Pardue 和 Gall(1969) 用 从 非洲 爪 BECK enopus 
1aeuis) 揭 核 仁 中 提取 出 来 的 fYRNA 经 你 记 后 作 探 针 ， 

对 果 曲 、 家 鼠 、 人 的 中 期 染色 体 进 行 了 原 位 分 子 杂 

交 (ia situ hybridization)， 首 次 从 分 子 水 平 上 确 

切 地 证 明了 核 仁 中 的 TRNA 基因 (=*DNA) 就 位 于 

某 些 染色 体 的 特定 部 位 (NORs) 上 ， 并 且 这 些 部 位 

往往 就 在 染色 体 的 RIEL. Sei, 由 于 原 位 分 子 

杂交 需要 分 子 生 物 学 方面 的 复杂 设备 、 药品 等 条 件 

及 技能 ， 加 之 实验 周期 较 长 ， 目 显 影 过度 时 还 可 能 

造成 假象 而 影响 其 惟 确 性 。 这 些 都 限制 了 原 位 分 子 

Fuse fer RNA SIA Ph] ‘ap 泛 应 用 。 

十 十 年 代 以 后 ， 许 多 人 从 亚 细 胞 水 平 上 提 et I £9 

新 的 显示 NORs 的 方法 ， 推 动 了 细胞 遗传 学 的 发 
Matsui 和 9asaki(1973) 提 出 了 一 种 显示 NORs 的 “N 

带 法 当 并 用 此 法 对 瓜 蟾 、 果 晶 等 进行 了 NORs 的 定 

位 ，; 发 现 了 与 原 位 分 子 杂交 一 致 的 结果 ,小 局 来 ， 他 

们 又 对 方法 作 了 改进 ,并 在 更 多 的 动 \ 植 物 上 进行 了 
NORs#iy ei (Matsui, 1974; Funaki et al, 1975), 

Howell 等 (1975) 首 先 提 出 了 一 种 染 出 NORs 的 

AS-Ag 法 。 他 们 将 此 法 用 于 人 的 中 期 染色 体 ， 发 现 

染 出 的 部 位 全 在 具有 次 缴 痕 的 卫 组 和 ,SG 组 染色 体 的 

短 辟 随 体 处 ， 遂 将 此 法 命名 为 “AS9-95AT 技术 ; 

( 银 染 随 体 技术 )。 同 年 ，Goodpasture 和 了 loom 也 提 

72 

二 核 生 物 在 细胞 分 ZS Bu 3 

的 中 期 ， 其 核 仁 会 附着 到 一 对 或 几 对 染色 体 的 特定 

出 了 一 种 类 似 的 AS-Ag 法 ， 并 在 九 种 哺乳 类 进行 比 

较 系 统 地 研究 ， 发 现 NORs 除 主要 位 于 次 痕 乌 外 ， 

有 的 还 位 于 端 部 和 着 丝 点 附近 等 处 。 可 见 ，Howell 

等 (1975) 命 名 的 “As-SAT 技术” 是 不 恰当 日 

Bloom 和 Goodpasture(1976) 又 对 AS-Ag 和 

些 改进 ， 并 提出 了 一 种 简便 的 银 染 法 (Ag- 工 法 六 

Howell 等 (1978) 又 报道 了 在 中 期 染色 体 上 同时 显 出 

G 带 和 Ag-NORs 带 的 方法 。 
Latu 等 (1979) 对 N 带 法 和 Ag-NORs 法 作 了 比较 ， 

认为 如 果 Ag-NORs 染 出 的 是 在 分 裂 中 期 以 前 细 胞 

周期 中 活动 的 YIRNA 基因 的 话 (Miller，1976)，N 
带 法 染 出 的 区 域 就 包括 了 NORs 的 有 活性 区 和 无 活 

性 区 。 

Howell 和 -Black(1980) 又 提出 了 一 种 新 的 Ag- 

NORs 法 。 此 法 以 一 种 明胶 作为 银 染 时 的 保护 剂 和 

显影 剂 ， 在 70C 下 只 需 2 分 钟 即 可 染 出 染色 体 上 

ee Gold et al, (1982) 将 此 法 应 用 到 #8, 

、 蝙 蝠 和 人 等 不 同类 的 脊椎 动物 ， 并 做 了 一 些 改 

进 。Gold(1984) 又 用 此 法 对 6 种 鲤 科 鱼 的 家 ORs pt 

行 ,也 分 9 

作为 细胞 遗传 学 研究 的 第 eae 作者 有 目 1984 

年 以 来 ， 用 再 owell et al, (1980) 的 方法 对 10 多 种 

无 妊 类 染色 体 进 行 了 NORs 定位 及 其 异型 分 析 ， 并 

在 实验 中 对 原 方 法 作 了 部 分 改进 。 实践 证 明 ， 我 们 

目前 使 用 的 这 种 方法 是 一 种 快速 、 稳 定 的 简便 方 

法 ， 它 既 可 避免 Bloom et al, (197627) 报 道 的 AS- 

Ag 法 中 的 重复 染色 和 在 显微镜 下 观察 银 染 反应 时 易 

造成 的 物件 污染 ， 也 比 Ag- 工法 省 时 和 重复 率 高 。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4 月 收 到 . 



更 重要 的 是 ， 此 法 由 于 在 反应 中 加 入 了 保护 性 的 明 
胶 显影 滚 ， 吕 免 了 一些 不 必要 的 酸 、 碱 对 染色 体 的 
损害 。Ag-NORs 染色 对 染色 体 的 外 形 无 多 大 损坏 ， 
便于 与 其 他 分 带 方法 (aC HE, G 带 法 等 ) 联合 使 
用 和 进行 其 他 精细 的 细胞 遗传 学 分 析 。 现 将 我 们 改 
进 后 的 Ag-NORs 方 法 介绍 如 下 : 

es Ue EC hill She oe HE ir 

1 配制 50 罗 AgNO; 液 

在 10 堂 升 无 离子 的 车 馏 水 中 。 | 

2. 配制 明胶 显影 液 将 工 克 粉 状 明 胶 (Ge- 

latine，Fluka) 加 入 到 50 毫 升 无 离子 的 蒸馏 水 中， 

再 加 0.5 毫升 纯 甲酸 ， 搅 拌 或 振荡 ， 使 明胶 充分 溶 

解 ( 约 需 10 分 钟 )。 

3. 2%Giemsa 

—T1.0) MF. 

4, 其 他 准备 

(1) 超级 恒温 水 浴 1 个 ; 

C2) 7 二 个 较 大 的 培养 亚 ( 直 径 约 120 毫 OK), 

内 放 二 根 粗细 相同 的 玻 棒 作为 垫 枕 ， 在 培养 下 底部 

加 入 少量 水 ; 

(3) Bes, Ue Fae: 

C4) 1008 FR. DRER, FFL IR; 

(5) 75 狗 酒精 ; 

C6) 常规 法 制备 的 中 期 染色 体 标本 。 

将 5 克 AgNO, ish 

用 Sorensen's PBS(pH6.8 

具体 操作 步骤 

1, 检查 染色 体 标本 。 本 研究 中 使 用 的 染色 体 
标本 ， 主 要 是 按照 吴 政 安 (1982) 的 方法 ， 从 两 栖 类 
骨髓 细胞 中 制备 的 。 试 验 表 明 ， 也 可 恬 利 用 以 其 他 
方法 制作 的 各 种 动物 的 染色 体 标示 。 要 求 染色 体 载 
HE, Whe TRA, WAH 75 驳 酒精 漂洗 、 
HF, ASU AT ES ER RAY AX 底 ， 影 响 Ag-NORs 

染色 的 质量 及 其 部 位 的 确定 。 
2.， 把 玻璃 培养 下放 入 水 浴 中 ， 水 不 要 超过 培 

FY LA, FRANC, Bie. RNG 预 热 

蒸馏 水 。 | 

3. FR ARR OEE TB) Be Fe UL OR 

上 ， 依 次 加 上 2 滴 明胶 显影 液 和 4 注 AgNO， 液 ， 用 
DER AN AAR, SSE Ree Se 上 

A, “观察 反应 ; 待 反应 液 由 无 色 透 明 变 黄 、 最 

后 变 成 入 褐色 后 ( 绝 需 ?一 4 分 钟 )， 立 即 取出 载 片 
用 预 热 的 蒸馏 水 彻底 站 洗 ， 随后 景 干 或 用 滤纸 汲 二 
即 可 镜 检 ， 

5. 染色 适度 的 片子 ， 染 色 体 臂 为 金黄 色 、 
NORs3y £5, ) 如 镜 下 可 辨 出 NORs， 但 染色 较 浅 
或 反差 不 足 ， 可 用 2 网 Giemsa 复 染 30 秒 至 1 分 钟 。 

TE Se Til. 

1. FA Ag-NORs 染色 的 染色 体 标本 ， 最 好 

是 新 鲜 制 备 的 。 据 我 们 的 经 验 ， 以 一 周 以 内 的 片子 

为 好 。 

2. 银 染 用 的 两 种 反应 液 最 好 新 配 ， 闭 入 标 色 

瓶 中 ， 用 完 后 存放 于 4 Cu, Beth,” AgNO, 液 的 
使 用 寿命 较 长 ， 明 胶 显 影 液 的 使 用 时 间 最 好 不 超过 

Fi : 

3. 注意 使 用 物 具 、 载 片 的 清洁 。AgNOs 液 的 

腐蚀 性 较 强 ， 不 要 使 之 接触 手 或 污染 器 有 具 。 

A, “反应 所 需 的 温度 和 时 间 可 能 依 不 同 物种 而 

略 有 差异 。 温 度 较 高 则 反应 加 快 ， 反 之 亦 wR A 
采用 的 刘 度 和 时 间 可 依据 镜 检 时 的 染色 效果 进行 调 

整 。 
5. 在 实验 中 我 们 曾 改 变 明胶 显影 液 中 的 甲 酸 

浓 冻 ， 发 现 适量 增加 甲酸 的 浓度 可 促进 反应 过 程 。 

结果 
采用 这 各 新 的 Ag-NORs 染色 法 ， 我 们 普 对 四 

Witt Amolops mantzorum, FAB: A, lifan- 

ensis, Ke sayast A, loloensis, rE pea) 

Rana chensinensis, HAMRE R, japonica, PER: 

R limnocharis, 42a: Rhacophorus chenfut, 

Ha feieie Bufo gargarizans, {Epq Heke 已. ande- 

rewsi 等 无 尾 两 栖 类 的 染色 体 进 行 过 Ag-NORs 的 定 

“位 ， 均 取得 较 好 的 效果 〈 见 图 版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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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ONS 

1. The last line on page 86, No, 2, Vol, 4 should read, middle Pleistocene (500 thousand 

years ago), late Pleistocene (100-200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he last sentence on page 87 

should read;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members of the genus Cuora in Japan as well as in the 

mainland 

Japan, in Taiwan and continental China provide the paleogeograpkers, , . 

9, The scales of Figs, 2 and 4 on page 236, No, 3, Vol, 4 should read, Q,5cm 

table 1, page 237 should read C.reevesii, angle of rami of the mandible in C, 

of China and the occurrence of living members of C flavomarginata on some islands of 

, G reevesii in 

megalocephala in 

table 2, page 238 should read, >>9)°, and parietal in C kwangtungensis should read “M”-shpaed, 

terminal not extending,,. 

3, The last but one sentence on p, 348, No, 4, Vol, 4 should read: The young hatched from 

eggs which had passed the winter after being laid grew faster than those hatched fromeggs without 

passing the winter, probably because,,,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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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图 版 

Elie OS Sch PEL Agse Hatchling in female's buccal pouch, 
HE SS (FSS, FR MVAA MANN LAA, Female facing hatching young, Notice 
heademergent position of hatchlings to tight of eggsh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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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y ARE (WS) «(Rana chensinensis); 4. EAxtKE (Rana jap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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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斑 麻 晰 和 山地 麻 蜥 几 种 组 织 中 的 乳酸 
Be 3 ig (LDH) 同 工 酶 酶 谱 的 比较 研究 

eR & 
(徐州 师范 学 院 生物 系 ) 

FEL He RMT , brenchleyi (Guenther) 的 
几 种 组 织 中 发 现 了 一 条 高 泳 动 率 区 带 一 
LD 互 。 并 对 同 工 酶 区 带 数 ， 亚 单位 组 合 及 
两 种 麻 晰 的 生态 等 问题 进行 了 讨论 ， 
早 在 五 十 年 代 时 期 ， 外 就 有 学 者 

(Neidlands, 1952; Vesell & Bearn, 1957; 
Markert，1959) 运 用 电泳 的 方 %&, FEAT 
种 动物 的 机 体 组 织 中 ， 发 现 糖 代 谢 的 分 枝 酶 
之 一 一 乳酸 脱 氢 酶 (LDH) 具 有 多 条 酶 活 
性 区 带 ，Markert (1959) 据 此 认 为 ， 乳 酸 脱 
氢 酶 具有 多 种 分 子 形式 ， 并 且 将 这 种 酶 反应 
相同 ， 而 分 子 形式 多 样 的 酶 蛋白 称 为 isoen- 
zyIme 或 1sozyme， 译 为 “fet ae 

人 至今， 大 量 的 研究 结果 均 表 明 ， 乳 酸 脱 
到 酶 同 工 酶 在 动物 体内 的 分 布 不 仅 具有 组 织 
器 官 特异 性 ， 而 且 也 有 种 属 特异 性 ， 故 目 前 
对 它 的 研究 已 被 广泛 地 应 用 于 探讨 生物 进 
化 ， 种 间 亲 缘 关 系 ， 分 子 遗 传 ， “MABE 
细胞 分 化 ， 以 及 生物 大 分 子 的 化 学 修饰 ， 免 
疫 学 等 方面 。 

电泳 分 离 同 工 酶 这 项 技术 是 生物 分 类 的 
一 种 有 效 工 具 ， 该 技术 的 推广 在 我 国 乃 是 八 
十 年 代 才 兴起 来 的 ， 目 前 国内 应 用 电泳 方法 
对 两 栖 类 , 疏 行 类 动物 的 研究 ,已 见 几 则 报道 
GARE, 1980; BX, 1981; Fe 

2, 1982; 杨 玉 华 ， 1983 ; 尤 永隆 等 ，1984， 
RUM, 19845 陆 佩 洪 等 ， 1984 等 等 ) | 

本 文 拟 对 蜥 蝎 科 Lacertidae 麻 蜥 属 天 re- 

?0s 中 的 两 个 北方 常见 种 ， 丽 斑 PRAT Erem- 
tas argus(Peter) fli) HERR ME. brenchleyi 

(Guenther) 的 几 种 组 织 中 乳酸 脱 氢 酶 同 工 酶 
的 分 布 特征 做 一 个 比较 研究 ， 以 助 于 冰 明 这 
两 个 种 的 种 间 亲 缘 关 系 。 

材料 和 方法 

1, ANDERRMT “1984.6. 采 自 徐 州 市 云龙 
山 ， 四 雄性 成 熟 个 体 。 

山地 麻 蜥 1984.10. 采 自 徐州 市 部 太 
山 ， 二 雄二 瞧 性 成 熟 个 体 。 

2, 驶 击 致 崩 动物， 立即 解剖 取出 该 动 
物 的 几 种 组 织 〈 心 肌 、 骨 骼 肌 、 肝 脏 、 肾 
胜 、 眼 、 精 梨 、 卵 偶 、 脑 ) ， 用 冷 生理 盐水 
浸泡 这 些 组 织 ， 尽 量 洗 净 组 织 中 的 残留 血 
液 ， 然 后 置 一 107C 冰箱 中 保存 待 用 ， 

3. 取 上 述 各 种 组 织 ， 按 100mg 组 织 / 
lm]1 生 理 盐 水 ， 制 备 各 种 组 织 的 匀 浆 液 ， 离 
心 〈12000 转 /分 ) 6 分 钟 ， 取 上 清 液 做 电泳 ， 

4, 本 实验 以 琼脂 糖 (上海 东海 制药 厂 

此 工作 承蒙 我 系 邹 寿 昌 老师 的 大 力 支持 和 热情 
帮助 ， 南 京师 范 大 学 生物 系 陆 佩 洪 老师 对 本 文 提 出 
修改 意见 ， 我 系 杨 忠 超 和 胡 风 歧 两 位 同志 捕捉 动物 
标本 ， 在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2 月 14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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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BRAK, FTHKD ARAL, 

方法 参照 有 关 实 验 技术 〈 稍 加 改进 ) ， 电 访 

分 离 时 间 为 70 分 钟 ， 分 离 效果 比较 满意 。 

5. 电泳 到 时 之 后 ， 即 在 琼脂 糖 凝 胶 上 

涂 布 染 色 剂 〈 尽 量 避 光 ) ， 染 色 剂 是 在 

50C AEF, FeFR0. 89 tr AS EER: ee 

液 ，1M 乳 酸 钠 王 6:4:1 (体积 比 ) Nae 

均匀 ， 并 乘 尚未 冷凝 涂 布 ， 然 后 ， 置 标本 于 

避 光 处 ，377 保温 染色 30 分 钟 ， 之 后 ， 即 用 

蒸馏 水 漂洗 标本 大 约 3 分 钟 ， 再 用 2 多 的 冰 酷 

酸 溶液 固定 处 理 三 个 小 时 以 上 ， 即 可 取出 进 

行 干 燥 ， 制 成 永久 保留 玻 片 标本 。 

结 果 

1. ， 丽 斑 麻 晰 瓦 remias argus(Peter) JL 

种 组 织 中 的 乳酸 脱氧 酶 (LLDH) 同 工 酶 酶 谱 

ist (Al ， 按 向 阳极 泳 动 率 的 快慢 ， 

tk yk tz 4% LDH,,, LDH,, LDH,#ILDH, 

(此 命名 方法 仅仅 是 根据 泳 动 率 而 定 ， 并 不 

与 其 它 种 动物 的 命名 相当 ) 。 

Tata ies Pole 
BO ; = L D H ia 

a os DERE sem 一 -L DHi 

人 
3 aL Dis , : 

A B C D E F 

Ali ptm remias argus 

(Peter) 几 种 组 织 中 的 乳酸 脱 

ij (LDH) 同 工 酶 酶 谱 模 式 图 

A 心肌 B BREIL C FFE D GR 

E 脑 F tai 

2. 山地 麻 晰 已. brenchleyi (Guenther) 

几 种 组 织 中 的 乳酸 脱 氢 酶 (LDH) 同 工 酶 

谱 模 式 图 (A) 按 向 阳极 泳 动 率 的 快慢 , 依 

疾 命 名 为 LDH,、 LDH,,, LDH,, LD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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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s. brenchleyi 

(Guenther) 几 种 组 织 中 的 乳酸 

AM Si fig (LDH) 同 工 酶 酶 谱 模式 图 

A ”心肌 B S#AL C 肝脏 D ER 

Ew F #8 G me H Bik 

LDH, “Uae * 

3. TINDER BTA BAR A on A, LDH 

同 工 酶 均 在 琼脂 糖 凝 胶 支 持 物 上 显现 出 2 一 4 

条 酶 活性 区 带 ， 且 具有 组 织 器 官 特异 性 。 山 

地 麻 蜥 各 种 组 织 样品 中 ，LD 瑞 同 工 酶 均 在 

琼脂 糖 凝 胶 支持 物 上 显现 出 2 一 5 条 酶 活性 区 

带 ， 也 具有 组 织 器 官 特 异性 。 两 种 麻 蜥 的 

LDH 同 工 酶 酶 谱 中 ，LDH 区 带 上 方 有 一 条 

与 之 极为 接近 的 狭窄 区 带 ， 活 性 比较 低 ， 作 

者 特 称 之 为 LDHia。 

另外 ， 在 山地 麻 蜥 的 几 种 组 2RLDA fal 

工 酶 酶 谱 中 ， 有 一 条 向 阳极 快速 沪 动 的 酶 活 

性 区 带 ， 其 泳 动 速率 远 高 于 LDH 区 市 ， 作 

4 eK ZALDH), 

| ARRERRHE Mee RK A, BA 

Be PRAT AT Ly HR LRP A 

酶 LDH 同 工 酶 的 分 布 特征 与 已 探讨 得 比较 

深入 明了 的 哺乳 类 动 物 42 RHA LDH fl 

工 酶 的 分 布 特征 有 相似 之 处 。 即 两 种 麻 蜥 的 

心肌 、 脑 和 山地 麻 蜥 的 肾脏 〈 均 为 耗 氧 型 组 

织 ) 中 ，LDH, 型 酶 含量 RA 〈 可 能 富 含 卫 

ae LDH 



表 ”两 种 麻 蜥 LDH 同 工 酶 活性 比较 

LDH2 | LDH; 

q BA 山 | nh | iy © Zz 山 丽 uy 

ae Merc) eee + dechee | be O O 

CRRROM WON EH ++ ++ | ++ | tet | ttt 

o | tt + [th ) +++ | 444+ | +44 Pane. + + 

Oo WON OUP ea+ | hee bose | tet | +44 | 4+ 

O hp Oc liete oly PeRei merit | (cere aee FOL Sickert” Pty ats ++ A 

Cie CF FER SIG) skeet | ToheR a 十 十 十 十 O O 

fe BOS es 

| Wore. 2 

十 十 十 十 表示 活性 很 高 ， 十 十 十 表示 活性 较 高 ， 十 十 表示 活性 较 低 ， 十 表示 活性 很 低 

G 〇 表示 肉眼 未 见 到 该 泳 动 速率 的 区 带 
/ 表示 未 取 该 组 织 做 同 工 酶 检测 
王 和 一 表示 两 种 麻 晰 酶 活性 的 区 别 大 小 m CO NO 过 

型 亚 单 位 ) ， 此 型 酶 适 于 催化 乳酸 转变 成 丙 “ 蜥 有 较 密 切 的 亲缘 关系 。 

酮 酸 ， 丙 酮 酸 进而 参加 三 羧 酸 循环 ， 以 产生 3. 关于 LDH,。 实验 中 发 现 , 这 两 种 麻 

较 多 的 能 量 (AIE)， 而 骨骼 肌 等 厌 氧 型 组 晰 的 LDH 同 工 酶 酶 谱 ，LDH, 区 带 的 上 方 
rh, JOWLDH AE 〈 可 能 富 含 M 型 有 一 条 与 之 极为 接近 的 狭 窗 区 带 ， 其 酶 活性 
亚 单 位 ， 此 酶 适 于 催化 丙酮 酸 转变 成 乳酸 ， 也 低 ， 我 们 推测 这 是 一 条 LDH, 变 异体 区 带 ， 
以 适应 厌 氧 呼吸 代谢 对 “还 原 力 ” 的 需求 可 能 是 LDH 的 化 学 修饰 变异 体 ， 称 之 为 
〈 及 时 产生 NAD-*， 继 而 再 生成 (NADH+  ， LDH,,。 已 有 不 少 学 者 ， 在 若干 种 脊椎 动物 

时 六 ， HABA, WMS" 1 WS LDH Bees 

| 值得 注意 的 是 ， 这 两 种 麻 晰 的 肝 组 织 谱 上 有 亚 带 分 布 为 LDH 同 工 酶 的 变异 体 。 可 

LD 丽 :含量 甚 徽 ， 相 比 之 下 LDH, 和 LDH: 的 ”以 认为 ， LDH 同 工 酶 变异 KW 出 现 ， 使 得 
含量 较 多 。 一 般 说 来 ， 肝 脏 糖 代谢 类 型 类 似 ”该 酶 对 糖 代谢 的 调节 更 加 精细 准确 。 由 于 目 
骨骼 肌 〈 即 应 当 是 LDHs 含 量 Re) ， 但 这 

两 种 麻 蜥 的 肝脏 糖 代谢 与 之 有 异 ， 也 许 就 是 
这 两 种 麻 蜥 肝 组 织 中 LDH 同 工 酶 的 分 布 特 

点 。 上 ine(1963) 认 为 : 各 种 动物 肝 组 织 
LD 互 同 工 酶 的 分 布 各 有 其 特 点 ， 从 部 分 路 

齿 类 动物 和 反刍 类 动物 来 看 ， 可 能 与 该 动物 
的 食性 、 行 为 等 方面 有 关 。 
2, LDH 同 工 酶 区 带 数目 从 模式 图 土 来 

看 ， 两 斑 麻 蜥 的 几 种 组织 中 LDH 同 工 酶 
呈现 出 2 一 4 条 区 带 ， 而 山地 麻 蜥 的 几 种 组 织 

My Reins 于 Ree PC 
G Cae eS PAL ee | 

o sne * te Peres 
= *»e zee S 
et atean oornguge 

AC a 省 ， 

(HL DH Ia) 1 ag) SL 2—5 eK 带 。 除 了 人 

山地 麻 蜥 比 丽 班 麻 蜥 多 出 一 条 LDH 区 图 5 2M 尿 素 对 山地 麻 蜥 肝脏 LDH 
ne 同 工 酶 活性 的 抑制 作用 情况 

int 28 A 对 照 物 B 山地 麻 蜥 肝 胜 LDH 同 工 酶 受 2M 
相似 ， 从 这 个 角度 出 发 ， 可 以 说 明 这 两 种 麻 尿素 处 理 后 的 活性 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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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证 据 尚 属 不 足 ， 暂 不 能 最 终 确 定 这 条 

LDH 区 带 的 真实 属性 ， 有 待 于 更 精细 的 同 

工 酶 分 离 和 进一步 讨论 。 

4. 关于 LDH， 我 们 的 实验 结果 表明 ， 

在 山地 麻 晰 的 几 种 组 织 (心肌 、 肝 脏 和 多 

&) 的 LD 蔬 同 工 酶 酶 谱 中 ， 有 一 条 向 阳极 

快速 泳 动 的 酶 活性 区 带 ， 其 泳 动 率 远 高 于 

LDH, kar, #2 ALDH,, 

Abc, LDH, 2 Bs 2 Lh ae eR 晰 的 一 个 显著 特 

征 ， 可 用 之 与 丽 斑 麻 蜥 在 同 工 酶 水 平 上 相 区 

别 。 

LDH 区 带 的 属性 如 何 ” 当 用 2M 的 尿素 

对 样品 处 理 电 泳 后 ， 用 2M PR ARR BE, UE 

行 保温 染色 ， 结 果 见 图 3 〈 模 式 ) 表 明 经 尿 
素 处 理 后 的 LD 孔 同 工 酶 各 条 区 带 均 有 不 同 

程度 的 消 色 ， 即 LD 孔 , 消 色 甚 微 ，LDH, 稍 

AiK—@, LDH,jaRe, LDH,5 全 消 色 。 

曾 有 实验 结果 表明 : 2M 尿素 对 富 含 五 

A A PLE LDH fa) TE ME 的 抑制 性 较 弱 ， 

my ee MAW ALDI aE ERD 

制 性 甚 强 。 本 实验 结果 基本 与 前 人 的 结果 相 

AF, HILDA ews CRRA HH 亚 单 

位 ) , MLD, Ree CRED REM , 

LDH: 和 LDHs 消 色 较 大 〈 可 能 富 含 M 型 亚 单 

AE) . 

HFLDHWkmyses, AM2MRA 

A BREA AK -FLDH,, @ARESLDH, 

Naw, LDH, 更 大 的 可 能 是 受 另 一 种 基 

Al 编码 控 制 合 成 的 新 型 LD 卫 同 工 酶 . 众 所 周 

‘1, LD Hie] TS —hik 2 HA, BASSE 因 编 码 

控制 合成 对 应 的 两 种 多 肽 链 〈 即 形成 两 种 亚 

单位 ) ,它们 可 以 纯 聚 合 或 杂 聚 合成 四 聚 体 。 

Wie, FREED DARA LMT SC 

FLA tee HARALD Tw 〈 只 形成 

纯 四 聚 体 ) ， 又 在 某 些 鱼 类 的 肝脏 中 发 现 了 

受 上 基因 编码 控制 合成 的 LD 甩 同 工 酶 〈 也 只 

形成 纯 四 聚 体 ， 且 同 阴 极 访 动 ) 。1980 年 ， 

AAR ARB ATE If GATE Be- 

loniformes 竹 刀鱼 #}Scombresocidae), 4 

鲈鱼 〈 鲜 形 目 Clupeiformes f£ #- Salm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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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丽 班 麻 晰 

dae) 等 鱼 类 的 视网膜 组 织 中 ， 发 现 了 一 条 向 
阳极 快速 泳 动 的 LDH 同 工 酶 区 带 并 且 他 
认为 ， 这 条 酶 活性 区 带 是 受 已 基因 编码 控制 
合成 的 LDH 同 工 酶 〈 也 是 纯 四 聚 体 ) 。 那 
么 ， 山 地 麻 蜥 几 种 组 织 中 LDH 同 工 酶 的 酶 
谱 上 出 现 的 这 一 条 向 阳极 快速 泳 动 的 区 带 ， 
是 否 也 属 受 已 基因 编码 控制 合 成 ，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探讨 。 
5, 亚 单位 的 组 合 ” 由 于 本 实验 未 对 LDH 
同 工 酶 的 物理 、 化 学 性 质 ; 酶 促 反应 
动力 学 人 性质， 免疫 化 学 ;分 子 杂 交 等 方面 做 
进一步 的 测定 和 探索 ， 故 还 不 能 对 同 工 酶 区 
带 的 亚 单位 成 分 做 出 肯定 的 结论 。 作 者 仅仅 
根据 LDH 同 工 酶 分 布 的 组 织 特异 性 、 区 带 
间距 ， 对 2M 尿 素 的 敏感 性 等 方 面 来 推测 ; 
LDH,- M,H,, LDH,-MH,, LDH,-H,, 

LDH,i-H”,, (LDH ,-Bie); 

6. 酶 的 稳定 性 ”在 实验 工作 过 程 中 发 现 ， 
两 斑 麻 蜥 机体 组 织 中 的 LD 囊 同 工 酶 的 

稳定 性 较 弱 〈 大 约 50 小 时 ， 酶 活性 丧失 一 
半 ， 而 山地 麻 蜥 机 体 组织 中 A LDH ie 
的 稳定 性 较 强 〈 大 约 100 小 时 ， 酶 活性 丧失 

一 半 ) 。 
7 .形态 及 其 生态 out Hh BR MT AO ON BE RR 
均 为 我 国 北方 常见 种 ， 前 者 生活 于 山区 ， 后 
者 一 般 生 活 于 平原 ， 但 也 能 向 丘陵 山区 渗透 
分 布 。 赵 肯 堂 〈1983) 曾 总 结 过 我 国 麻 蜥 属 
的 分 布 情 况 及 13 种 〈 包 括 亚 种 ) 麻 蜥 的 形态 
特征 、 分 布 特点 。 由 于 上 述 两 种 麻 晰 的 分 布 
区 域 有 部 分 重 释 ， 且 两 者 形态 相似 ， 以 往 曾 
把 山地 麻 蜥 作为 丽 斑 麻 蜥 的 亚 种 ， 但 赵 肯 堂 
根据 山地 麻 蜥 为 “ 石 质 地 栖息 ,体形 纤细 , 晰 
尾 较 长 和 雄 蜥 于 繁殖 期 在 腰 侧 部 出 现 一 条 醒 
目的 红色 纵 纹 ”， 以 及 具有 扩大 的 眶 下 鳞 

伸 入 上 层 鳞 之 间 ， 山 地 麻 蜥 当 毋 良 置 疑 地 应 
为 一 独立 晰 种。 

作者 通过 对 上 述 两 种 麻 蜥 的 几 种 
组 织 LDH 同 工 酶 酶 谱 的 比 较 研 究 ， 在 同 
THK LR AHWR SA CBIR 
谱 相 似 ， 山 地 麻 蜥 另 具 一 条 LDH, 区 带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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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斑 麻 蜥 为 两 个 种 的 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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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ISOENZYME PATTERNS OF LDH 

IN SOME TISSUES OF Eremias argus AND EF, brenchleyi 

Feng Zhaojun 

(Depariment of Biology, Xuzhou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The isoenzymes of lactate dehy- 

drogenase in some tissues of Eremias argus 

(Peter) and E brenchleyi (Guenther) are 

separated by means of agarose gel elec- 

trophoresis, The electrophoretograms 

of the two species are quite similar, 

except that there is an additional band 

labelled as LDH, in the pattern of E. 

brenchleyi, It is notable that in both 

species there is an extra narrow band 

above the band of LDH,, This is proba- 

bly a chemically modifying variant of 

LDH, and is labelled as LDH,, by the 

author, The two species are considered 

to be closely related at the molecula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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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 条 件 下 扬子 鳄 血 Fs bel AS a 

ae = tt. 

a Ml! Kee Ft 
《中 国 科 学 院 发 育 生 物 学 研究 所 ) 

SRE PEE 
(中 国 科学 院 动 物 研 究 所 ) 

if # (Alligator sinensis) 的 人 工 繁 

殖 做 了 很 多 工作 ， 但 人 工 繁殖 仍 只 停留 在 天 

然 产 卵 。 在 饲养 条 件 下 如 何 控制 人 工 排卵 沿 

无 报道 ， 国 外 关于 扬子 鳄 生 理 生 化 的 研究 报 

道 也 很 少 。 开 展 人 工 排卵 的 研究 ， 必 须 了 解 

人 工 饲 养 下 扬子 鳄 激素 变化 规律 。 本 文 在 不 

伤害 扬子 乌 的 条 件 下 抽取 血样 ， 并 用 放射 免 

WEAK (RIA) eye min eA 
激素 1 一 12 FAW, Aw TA LH A 

SH Gf bh Se oa dF fs He PEs SEE RH 

材料 和 方法 

1. 省 体 激 素 抗 OB, MH tic Bw, RIA 

缓冲 液 ， 闪 烁 液 入 为 动物 所 内 分 

室 提供 。 

2. 实验 动物 以 北京 动物 园 的 扬子 鳄 为 

研究 材料 B= Rigeiem bids, BA 

取 血 一 次 ， 连 续 12 个 月 ， 每 只 取 血 约 5 毫升 ， 

WAS BA Hite. Pita Bs) BH 

> MF-20CKkHHAA, 27 AN 

清 取 齐 后 ， 进 行 实 验 。 

3. 样品 的 制备 〈 刘 以 训 ，1982) 

(1)， 肉 激素 和 孕 酮 的 抽 提 Be 450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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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 BEA 陈 立 东 
(北京 动物 园 ) 

升 血清 加 到 10 毫 升 磨 口 离心 管 中 ， 再 加 入 6 

坚 升 无 水 乙 栈 ， 在 液体 快速 混合 器 上 振动 2 

sy oh, Be 5 分 钟 使 有 机 相 和 水 相 分 界 ， 置 

于 液 氮 镀 中 冷冻 10 秒 钟 ， 水 相 即 结 冰 ， 把 乙 

AEB ALOT, BASS CH KAM, 

在 通风 橱 闷 抽 气 2 小 时 ， 乙 醚 挥发 干净 后 ， 

让 激素 留 在 试管 里 ， 加 入 450 微 升 人 IA 缓冲 

液 振荡 溶解 。 

(2) 溶剂 空白 管 (Be) 在 10 毫升 

磨 口 离心 管 中 加 入 450 微 升 RIA 缓冲 液 ， 再 

加 入 6 毫升 无 水 乙醚 ,振荡 抽 提 ,方法 同 (1); 

最 后 加 入 450 微 升 RIA 缓 冲 液 溶解 ， 

(3) 质量 控制 管 〈 了 R 管 ， 加 免 血 清 ) 

a, E10 BOB DE HMMA 450 微 

升 免 血 清 

b. 在 10 毫 升 磨 口 离心 管 中 加 入 450 微 

升 免 血 清和 标准 液 ( 峻 激素 12.5 微微 克 /0.2 

坚 升 ， 孕 酮 25 微 微克 /0.2 晶 升 )。 

a boy KA) 的 方法 抽 提 ， 最 后 加 入 

本 文 承蒙 北京 动物 园 李 扬 文 主任 的 大 力 支持 ; 
发 育 生 物 学 研究 所 的 张 燕 生 ， 李 光 三 同志 协助 取 
Ih; 动物 研究 所 庄 临 之 同志 的 热情 指导 和 A= 
持 ， 特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4 年 2 月 19 日 收 到 . 



450 微 升 RIA 缓 冲 液 振荡 溶解 。 

4. 放射 免疫 法 测定 肉 激 素 和 孕 酮 BR 

1 加 入 样品 和 标准 品 ， 再 加 入 抗体 和 标记 

物 ， 混 合 均匀 后 置 37@C 温 箱 ， 保 温 半 小 时 ， 

移 到 47 冰箱 黎 育 过 夜 ， 次 日 加 入 300 微 升 葡 

聚 糖 一 一 活性 碳 基 译 液 (D/C) , 振 荡 5 分 钟 ， 

离心 10 分 钟 (3000 转 /分 ) ,将 上 清 液 一 次 倒 入 

PASSA PAW RN WH , 暗 处 放置 

6 小 时 , 置 于 液体 闪烁 计数 器 (Beckman LS 

9000) 上 测定 每 分 钟 放射 活 性 的 记 数 (cpm) 。 

5. 激素 含量 的 计算 分 别 求 出 总 计数 管 
(T 管 ) c. p.m 的 平均 值 (T)， 非 特异 结 
B® (NE) ce. p. mF (N), REA 
Mee ec. p.mIFI(H(B), MH 公 式 ; 

PN x100 锡 ， 分 别 算出 结合 率 ， 在 半 对 i's 

数 纸 上 以 标准 曲线 各 点 结合 的 百分数 对 激素 
浓度 作出 标准 曲线 ， 按 稀释 度 和 回收 率 计 算 
各 样品 激素 的 含量 。 

表 1 肉 激 素 和 孕 酮 放免 测定 方案 

eee . 了 PoP me RIA AER OHH gy DICE 

有 

3—4 ae 合 管 = 0.3 0.1 = 0.3 

5—6 a la ss 0.2 0.1 0.1 0.3 

1-8 下 = 0.2 0.1 0.1 0.3 

9—20 慰 HE iat 管 0.2 一 0.1 0.1 0.3 

21—24 质 量 fi 计 0.2 a 0.1 0.1 0.3 

pouty Fe eer 0.2 es 0.1 0.1 0.3 

结果 与 讨论 雌 激 素 及 孕 酮 的 含量 ， 每 次 测定 重复 一 次 ， 

ot Al Wl ET SA dF is CHE) 1 一 12 月 的 

数据 基本 一 致 ， 以 质量 控制 管 计 算 ， 每 次 收 

率 在 81 匈 以 上 ， 结 果 见 表 2。 

表 2 扬子 鳄 肉 激素 和 孕 酮 测定 结果 

1 
Zp 酮 40 30 20 19 18 19 20 23 19 24 35 19 83 

a ae As) Gea aro oer || 20 2 ae 6 GL? TST UGS Ge Oe 
2 

Ze Wt 15 27.5 26 17 21 24.5 26.4 23 22 27.5 27.5 22.5 2 

Hee 6T 15 26 2.6 Saeed Goo go oe 3.0 3.0 19 90 
3 

& Bi 22 26 20 23 20 22 30 a7.6 2 28 24 24 85 

: —_— iio oe og? 2G Bree wat, | 4.2 - 5.2 Ade) 142 2.8 | (Bl 
FRAN HE A 4 434 0.6+ 0.34 0.3+ 04+ 14+ 35+ 0.74 0.7+ 1.2+ 6.7 2%” 
误 ， 差 Pa fia 25.6 27.8 22.0 19.7 19.7 21.8 25.5 26.2 20.7 24.8 28.8 21.8 94 

; oe ge eee 2G 22eeal ft ee seme 4.32 iis 2.1 4.1L 28 



比较 表 中 所 列 数据 ， 发 现 其 变化 趋势 有 

相似 之 处 ， 把 3 只 乌 鱼 每 月 崔 激 素 和 孕 酮 合 

量 作 平 均值 处 理 ， 并 绘 成 曲线 ， 见 图 1 和 图 

了 

图 2 “扬子鳄 血清 中 肉 激 素 一 年 中 含量 变化 

从 测 得 的 结果 可 知 ， 乌 鱼 血清 中 的 孕 酮 

含量 水 平 比 肉 激 素 的 含量 高 (92mith and 

Bear, 1976) 3 这 与 哺乳 动物 和 其 他 两 栖 、 

有 爬行 动物 一 致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扬子 乌 通常 是 

FAR Bie. GAM, Er UQPoLA 

EF CHA et SCAM Sak e4E, 1983), 人 工 饲养 

的 鲍鱼 ， 
从 测 得 的 数据 可 知 ， 在 相应 的 发 情 期 孕 酮 和 
肉 激素 都 略 有 升 高 ;在 产 卵 后 进入 孵化 期 的 
?一 8 月 份 仍 有 上 升 的 趋势 。 本 文 发 现在 2 一 8 
月 份 这 两 种 激素 含量 变化 趋势 基本 一 致 ， 而 
在 9、10、11、12、1 月 份 其 含量 变化 有 相反 
的 倾向 。 把 测定 结果 和 海龟 (Chrysemys 
picta) 血清 中 激素 含量 的 全 年 变化 比较 
(Jones,1978) ,发 现 有 很 多 共同 处 。 海 怨 在 每 
年 的 5 一 8 月 份 处 于 生殖 期 ， 其 血清 中 激素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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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在 全 年 温度 变化 不 大 的 室内 。 但 

量变 化 很 大 。 孕 酮 在 五 月 份 开 始 上 升 ， 产 兄 
前 〈6 月 份 ) 很 快 上 升 到 最 高 峰 ， 其 含量 约 
为 非 生 殖 期 的 15 倍 左右 ; 产 卵 后 逐渐 下 降 ， 

八 月 份 降 到 最 低 点 ; 九 月 份 略为 上 升 ， 十 月 
份 降 到 最 低 点 ;一 直到 第 二 年 四 月 份 趋 于 稳 
定 。 其 瞧 激 素 则 是 从 一 月 份 开 始 逐 浙 上 升 ， 
一 直到 六 月 份 产 卵 前 才 达 到 高 峰 ， 含 量 约 为 
非 生 殖 期 的 100 倍 左右 ， 产 卵 后 直线 下 降 到 
SUR BER, Eb. JW WAS 无 明显 变 
化 ， 在 11 月 份 略为 升 高 。 人 工 饲养 下 的 扬子 
鲍 ， 其 血清 中 激素 含量 变化 虽 波动 较 少 ， 但 
其 变化 趋势 与 海 旬 基 本 相似 ， 即 在 生殖 前 其 
孕 酮 和 雌 激素 都 是 上 升 ， 产 卵 后 这 两 种 激素 
BETA; 而且 孕 酮 上 升 得 快 ， 下 降 得 慢 ; 

而 峻 激素 上 升 得 慢 下 降 得 快 ， 并 且 在 9 一 10 

月 份 都 略为 升 高 。 这 种 现象 可 能 由 于 钱 鱼 和 
海龟 都 属于 故 行 动物 ， 因 此 它们 的 生殖 生理 
变化 有 很 多 相似 之 处 。 一 般 认 为 激素 水 平 的 
变化 是 动物 对 体外 条 件 变化 的 反应 而 孕 酮 
AMMEN SRI SN Ow. HEL 
受精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ACLs az OF Ae 
中 全 体 激素 的 含量 变化 ， 可 以 了 解 乌 鱼 的 生 
殖 生 理 状态 ， 对 人 工 排卵 的 研究 是 很 有 用 
的 。 

应 该 强调 指出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扬 子 鳄 
在 当年 的 11 月 底 到 第 二 年 的 5 月 初 处 于 冬 眼 

期 ， 基 础 代谢 很 低 。 冬 眠 期 扬子 馈 的 激素 含 
量 是 否 变化 ， 没 人 作 过 实验 。 但 从 本 文 测 得 
的 数据 可 知 ， 人 工 饲养 条 件 下 的 鳄鱼 ， 在 相 
应 的 冬眠 期 ， 其 激素 含量 是 变化 的 。 在 冬眠 
的 初期 ， 动 物 园 的 扬子 鳃 只 激素 上 升 ， 到 第 
二 年 的 一 月 份 上 升 到 全 年 的 最 高 水 平 ， 随 后 
是 下 降 ， 到 五 月 份 下 降 到 全 年 的 最 低 点 ;而 
孕 酮 的 含量 在 相应 的 冬眠 初期 是 下 降 的 ，12 
月 份 下 降 到 全 年 的 最 低 水 平 ， 从 第 二 年 A 
! 份 开始 上 升 ，2 月 份 上 升 到 全 年 的 最 高 点 ; 

_ 质 相 应 的 冬眠 末期 ， 即 4 月 份 又 下 降 到 最 低 
| 水平 。 当 野外 扬子 鳄 处 于 冬眠 期 时 ， 动 物 园 
| 的 扬子 名 血清 中 的 省 体 激素 为 什么 会 有 变 
化 ， 可 能 是 动物 园 中 冬季 保持 恒温 ， 冬 眼 受 



到 影响 所 致 ， 实 验 所 用 的 扬子 铝 尽 管 在 冬季 

食欲 减退 ， 但 仍 进 食 ;， 活动 明显 减少 ， 但 并 

未 进入 真正 冬眠 期 ， 因 此 所 测 的 数据 与 目 然 

条 件 下 的 扬子 乌 是 有 差异 的 。 本 研究 的 目的 

是 要 利用 动物 园 内 的 扬子 鲍 进 行人 工 排卵 ， 

授精 等 ， 因 此 ， a 些 数 据 对 动物 园 条 

件 下 繁殖 这 种 珍贵 是 有 很 大 参考 价值 

AY, 

SPAT RMP, HTH SHALL 

排卵 、 授 精 等 有 许多 困难 ;一 般 饲 养 单位 是 
等 待 扬子 鲍 天 然 产 卵 ， 然 后 再 进行 人 工 的 或 
天 然 的 旷 化 ， 因 此 受到 气候 和 地 理 条 件 的 限 
制 ， 很 难 提高 繁殖 速度 。 据 所 知 ， 扬 子 鳄 的 
繁殖 仅 限于 长 江 的 中 下 游 ， 长 江 以 北 尚未 有 
扬子 徊 繁殖 成 功 的 例子 。 我 们 认为 若 根据 扬 

子 钞 各 个 月 份 的 生殖 生理 变化 特点 ， 采 用 注 

射 激素 ， 进 行人 工 催情 ， 授 精 和 风化， 在 北 
HALRB EBA BAMA: 这 对 提高 
扬子 鲍 的 繁殖 速度 ， 更 好 地 保护 这 种 黎 有 动 

物 将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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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CHANGES OF THE SERUM STEROID HORMONES 

IN CAPTIVE 

Shi Yingxian Chen Qingxuan 

Alligator sinensis 

Li Shipeng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Huang Zhujian Cao Yuru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Liu Weixin Ma Lianke Chen Lidong 

(Beijing Zoo) 

Abstract 

The seasonal changes of the 

steroid hormones contained in the 

blood of three captive female Alligator 

sinensis fed in Beijing Zoo are deter- 

mined by radioimmunoassay, It is 

found by comparison of the levels of 

progesterone and estrogen of each 

month that,i)the annual average level 

of progesterone (125pg/m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strogen(50pg/ml) ;2) the 

contents of both hormones increase 

from June to August but change con- 

3) unlike 

the hibernating alligators in the wilder- 

versely during other months; 

ness, the non—-hibernating captive alli- 

gators exhibit some changes in hormone 

level in winter, The data provided in 

this paper is of referential value for 

the artificial oviposition and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of captive allig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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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1 — ID 

杨 玉 华 

(四 川 大 学 生物 系 ) 〈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we we B-Salamandridae 7/¢ +1 El 4> 4 A 4 

Jeg, FLA PE WE JT Viototritom 形 态 上 被 认为 是 

最 原始 的 一 属 ， 蝶 晨 属 Cynops 中 东方 蝶 晨 种 
#1 (orientalis species group); Al7H ith BE We Ap 

4H (wolterstorffi species group) 外 形 上 有 

明显 差异 ， 地 理 分 布 上 存在 大 的 间断 ， 属 的 

演化 有 竺 进一步 探讨 〈 赵 尔 作 、 胡 其 雄 ， 

1984), 

2 Ut Wa BR FB, I od tp 

Foi. BEA. we. BIKAR 

吉 岭 ， 其 细胞 核 型 CA ik (Ferrier 等 ， 

1974; Chattejee 等 ，1974) , KEM HW 

SHERAAI GRAB, SUR MR 
SbF BARE. ZAPATA TE RRMA HE DS 全 

小 、 色 斑 上 与 贵州 水 城 地 模 标本 有 差别 ， 

定 为 云南 亚 种 〈 杨 大 同 ，1983) 。 pote 

BB FG AS es AE TFA EB] ee we BY HY 3 SS PY EIR 

APRIE, ARSC IRIE ZT IR Ge WR A HE ew ZS 

南亚 种 的 减 数 分裂 。 

材料 和 方法 

“Tepe we 了 . (T .) verrucosus (3 中 ) 和 蓝 

90 

ERE WR EMEC, c。 yunnanensis (11) 4) 
于 1984 年 8A KABHBRRREL. MRD 

裂 染色 体 的 制备 ， 按 30ug/g 体 重 的 剂量 对 被 

斌 动物 腹腔 注射 秋水 仙 素 溶液 (3mg/ml) ,14 

一 16 小 时 后 处 死 动 物 ， 取 出 测 丸 ， 在 工 免 柠 

檬 酸 钠 溶 液 中 剪 碎 ， 制 成 细胞 悬 液 ,1500 转 / 

分 离心 7 分 钟 ，0.4 匈 民 C1 低 渗 1.5 小 时 ， 甲 

Be. VK MEME (3:1) le 3 次 ， 每 次 30 分 钟 ， 

Lill Fr, 5% Giemsa Bem Rit yk (pHe. 8) 

染色 1 小 时 后 镜 检 。 

结 末 

1. 减 数 分 裂 各 期 染色 体 〈 图 版 [一 工 )。 

细 线 期 可 见 染 色 体 的 线性 结构 CA 

11M T,1). 

偶 线 期 由 于 染色 体 不 断 螺旋 化 ， 线 

性 结构 变 粗 ， 并 可 见 联 会 结构 〈 图 版 [ ,2 及 

图 版 工 ,2) 。 

本 文 实验 用 动物 承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分 院 生态 研 

帘 室 陈 火 结 等 同志 提供 ， 庙 心 致 以 感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6 月 26 日 收 到 。 



粗 线 期 联 会 完成 ， 染 色 体 继续 螺旋 

化 《图 版 ,3 及 图 版 工 ,3) 。 

双 线 期 ”染色体 进一步 螺旋 化 ， 同 时 

联 会 的 二 价 体 开 始 分 离 ， 交 叉 和 四 分 体 清 晰 

可 见 〈 图 版 ,4.5 及 图 版 工 ,4) 。 

ARR 染色体 最 大 程度 螺旋 化 ， 二 

价 体 分 散 恨 好 ， 便 于 观察 二 价 体 的 构 型 和 数 

A (Ale 1,6, 1,5). 

? 3A | “NRE CARI, 

TRAIT, 6.7). 

中 期 卫 与 中 期 ] 相 比 ， 染 色 体 数目 

mk (AW I ,9 及 图 版 工 ，8) 。 

末期 下 单 倍 染色 体 解 螺旋 (图 版 工 ， 

大 

2, 终 变 期 二 价 体 

对 红 疗 疣 晨 的 40 个 、 蓝 尾 蝶 旺 云南 亚 种 

的 67 个 MI 终 变 期 细胞 的 观察 和 统计 结 果 : 

两 个 种 的 单 倍 体 染 色 体 数目 均 为 a 王 12, 由 此 

可 知 2a 一 24， 这 与 蝶 景 科 已 报道 的 大 部 分 种 
的 情况 一 致 (Morescalchi，1975; 朱 季 美 、 

BR, 1981; Seto 等 , 1982), 但 两 ;个 种 

之 间 终 变 

ST AT 下 下 

人 + utes tk 度 (又 十 S.D.) 

交叉 数 各 异 〈 图 版 直 ， 表 1 ) 。 

表 1 RRA ERAS ik 

长 度 和 相对 交叉 数 

相对 长 度 (X 士 S.D.) ”相对 交叉 数 ( 驻 十 S.D.,) 
价 fk 
号 T.verruco- C.yunnan- T .verruco- C.c. yunna- 

ae _____ensis sus mensis :这 
1 12.49+0.83 11.92+0.31 10.29+1.62 11.65+1.33 
2 11.65+0.79 11.30-+0.51 8.29+2.11 9.14-+2.21 

3 11.07-+0.62 10.58+0.37 9.36+1.93 9.16+2.36 
4 10.24+0.54 10.10+0.45 8.81-+1.23 9.77+2.05 
5 9.36+0.52 9.42+0.29 7.92-+0.57 9.63 士 2.10 

6 8.66+0.50 8.83 士 0.31 8.44 十 1.73 7.82-40.90 
0 二 0 人 2 人 0 

2 
9 6.28-+0.48 6.60+0.24 8.89+1.90 6.92+0.72 

10 5.77T+0.39 5.86+0.27 7.38+1.31 7.21-40.75 
11 5.25+0.38 5.42+0.32 7.92+0.57 6.92+0.72 
12>), 2205-0. 5 M4. BTHEOMAT 1240262. 42 6.920372 

3. MT 中 期 染色 体 

分 别 对 两 个 种 的 ME 中 期 染色 体 的 长 度 

进行 了 测量 和 计算 ， 结 果 表 明 ， 二 者 的 染色 

体 数目 虽然 相等 ， 但 各 条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期 二 价 体 的 形态 、 相 对 长 度 和 相对 
及 染色 体形 态 存 在 差异 (图 版 下 , 表 2)。 

表 2 AREAL RORY MT 中 期 染色 体 的 细胞 学 数据 

比 2 - (X+S.D.) 着 丝 RF 

号 8 T.verrucosus C.c.yunnanenceis T .verrucosus C,c.yunnanensis T ,verrucosus C.c, yunnanensis 

1 fa, 16-1267 12.03+0.75 1.270.15 1.30.11 m m 

2 1039=-0283 11.23-+0.54 18 me ly fiat 0: 14 m m 

3 10.92+-1.05 10.24+0.39 1.50.53 1.2+0.08 m m 

4 10.27 士 0.90 10.07 十 0.39 1.4F0.10 1322049 m m 

5 9.5610.50 9.46+0.38 1.40.13 1.4+0.32 m m 

6 7.8140. 91 8.91+0.34 PiT0.36 1.3--0.39 In, Sm m 

T 7T.48+0.80 8.280. 41 1.9-+0.76 1.5+0.89 sm m 

8 TISSH 0:82 T.63--0.58 1.7-40.58 2.00.26 m.sm sm 

9 6.87+0.77 6.66 十 0.58 1.6 士 0.26 1,.6270.28 m m 

10 5.60-+0.86 5.98-+0.60 1.4+0.26 1-62-0738 m m 

1i 5. 202-0. 81 5.320. 43 1.40.05 1.6-£0.38 m m 

12 4.45+0.90 4.28 十 0.25 2.5-+0.81 Wh. 52t-0..32 sm m 

从 图 版 下 和 表 2 HY, ACHR TC WRAY OB 7 

号 和 第 12 号 染色 体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其 

余 均 为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蓝 尾 蝶 蚌 云南 亚 种 

仅 有 第 8 号 染色 体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从 核 型 学 的 观点 来 看 ， 蝶 早 科 是 现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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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类 中 最 特 化 的 一 科 (Morescalchi ,1975) , 

至 今 所 报道 的 本 科 的 20 多 个 种 的 核 型 数据 ， 

除 少数 种 的 2na 王 22， 大 多 数 种 的 2n 王 24， 并 

且 多 是 由 中 着 丝 粒 和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组 
成 ， 设 有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和 微小 染色 体 。 这 

与 有 尾 目 最 原始 的 小 鲍 科 的 核 型 成 鲜明 的 对 

比 (Chattejee 等 ，1974;Morescalchi ,1975 ， 

1977,1979; Session, 1982), 7E/\HB HH, 

染色 体 数 目 变 异 大 ，2a 王 40 一 78 Gh KB 

生 ，1982) ， 其 中 包括 24 王 56,58,60,62,64， 
66 等 不 同 数目 ， 由 大 染色 体 和 微小 染色 体 组 

成 ,包括 中 着 丝 粒 和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为 二 型 
不 对 称 核 型 。 属 之 间 的 二 倍 体 染色 体 数 目 有 

明显 差异 ,如 小 鲍 属 2n 王 56 一 58, 极 北 鲍 属 为 

62， 山 诅 鲍 属 为 62， 异 鲍 属 为 64。 本 文 所 观 

察 两 个 种 的 减 数 分 裂 的 结果 表明 ， 虽 然 这 两 

AY BGS Bl SEF ER UR AT AB, (ER BE 

色 体 数目 都 是 2n 王 24， 且 全 由 中 着 丝 粒 和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组 成 ， 反 映 了 蝶 晨 科 内 核 型 

的 变异 不 如 小 鲍 科 的 显著 ， 趋 于 相对 的 稳 

定 ， 属 于 比较 高 度 进 化 的 核 型 。 

然而 在 生物 的 进化 过 程 中 ， 染 色 体 的 变 

化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蝶 晨 科 的 核 型 虽然 较 小 

鲍 科 更 特 化 ， 但 在 不 同 的 分 类 阶 元 之 间 仍 然 

存在 着 一 定 的 差异 。 从 本 文 结果 来 看 ， 虽 然 

ZC FADE We A A eR Ss IL PAY 2n 一 24, 都 

BO dita 25 22 0 AD NY tg 23 22 EE F(A BIS 

PRA ZS eA MAS OLAS Aa, By 

者 交叉 少 ， 较 稳定 ;后 者 交叉 多 ， 变 异 较 大 

( 表 1 )。 二 价 体 的 交叉 是 减 数 分 裂 中 最 重要 

的 遗传 事件 之 一 ， 一 定 程度 上 反映 了 物种 的 

细胞 遗传 特性 。 另 外 红 疗 普 蛛 和 蓝 尾 蝶 晨 的 

ME 工 中 期 染色 体 ， 属 于 亚 中 着 丝 粒 类 型 的 染 

色 体 数目 有 不 同 〈 表 2 ) 。 如 与 同属 动物 比 

Hi, WE WE ART ERC. orientalis 的 核 型 中 

共有 4 对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CRE 美 等 ， 

1981) ， 而 蓝 尾 蝶 晤 云南 亚 种 则 只 有 1 对 亚 中 
A223 kK, PUR ZER EI. Pew 

RAS FERGIE WET. (E.) andersoni #20 3B ve we 

不 仅 在 第 10 对 染色 体 的 形态 上 不 同 ， 前 者 为 

9%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后 者 为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并 且 两 个 种 的 C- 带 差异 亦 较 大 (5eto 等 ， 

1982) , |r) 7220 BR He we , Perrier (1973) Arik 

道 的 核 型 中 ， 有 3 对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和 1 

对 亚 病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与 本 文 的 结果 有 4 对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略 有 不 同 ， 除 了 可 能 是 染 

色 体 制 户 技术 上 的 原因 外 ， 亦 可 能 是 同 种 不 

同居 群 之 闻 遗 传 差异 的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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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YTOTAXONOMY AND EVOLUTION OF SALAMANDRIDAE OF CHINA 

I. THE MEIOSES OF Tylototriton (T.) verrucosus and Cynops cyanurus 

yunnanensis 

(Plates [—f) 

Yang Yuhua 

(Depariment of Bi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Hu Qixiong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meioses of 7, (7) verrucosus 

and C, c, yunnanensis, including chromo- 

somes in the prophase [, bivalents in 

the diakinesis, and chromosomes in the 

metaphase, are observed, using testis 

prepa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species 

have the same haploid number, n=12, 

consisting of metacentric and submeta- 

centric chromosomes, The diploid 

number, 2n, deduced from the haploid 

number equals 24, The two species differ 

in chromosome morphology, relative 

length,and relative number of chiasmata 

For instance, chromosomes 7 and 12 i: 

T. (T.) verrucosus are submetacentric, 

but in C, c, yunnanensis only chrom )- 

some 8 is submeta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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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小 鲍 科 有 6 属 14 种 GRR, HAE 

雄 ，1984)， 国 内 对 其 细胞 学 的 研究 尚 少 ， 
只 报道 了 极 北 鲍 Salamandrilla keyserlingii 

(=F Whe SE, 1983), ily HK tht Batrachuperus 

pinchonii 和 北方 山 诅 鲍 已 . tibetanus (HE 

46, QAR, 1984) WBA, Be Hl Xe- 
nobius melanonychus 是 最 近 发 表 的 新 属 新 

种 ( 张 服 基 、 胡 其 雄 ，1985)。 本 文 报道 该 种 

的 核 型 并 初步 探讨 其 进化 意义 。 

材料 和 方法 

THIS 2, 19844E4 月 采 自 安徽 

省 金 寨 县 。 

体 细胞 染色 体 的 制备 根据 Princee 等 

(1983) 和 吴 政 安 (1982) 的 方法 进行 。 

1. 对 供 试 动物 按 0.09mg/g 体重 的 剂 

量 每 隔 24 小 时 注射 一 次 PEHA(5mg/ml)， 共 

三 次 ， 最 后 一 次 注射 后 24 小 时 左右 ， 按 30 

kg/g 体 重 注射 秋水 仙 素 溶液 (3mg/ml) 。 

2. 秋水 仙 素 溶液 注射 后 14 小 时 左右 用 

乙醚 麻醉 ， 取 出 脾脏 放 1 儿 柠檬 酸 溶液 中 洗 

净 、 剪 碎 ， 然 后 加 适量 低 渗 液 (0.4 匈 人 CC]) 

制 成 悬 液 。 

3. 将 县 液 静 止 片刻 ， 让 大 的 碎片 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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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 A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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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按 悬 液 的 细胞 密度 大 小 ， 滴 几 滴 于 干净 

RH EAR BIT, FREAD RAMA 

两 条 直径 相同 的 玻璃 棒 上 ， 载 片 要 保持 水 

Y, Desi, 在 密闭 环境 中 低 渗 
30 分 钟 。 

4, 揭 开 了 亚 盖 ， 缓 缓 注 入 固定 液 “〈 无 水 
Cle? vk CMR eK = 12:3), ERD HIR 

面 超越 玻 棒 上 缘 和 碰撞 载 片 ， 盖 上 严 盖 ， 室 

温 固 定 120 分 钟 。 

5. 取 开 严 盖 ， 用 吸管 将 固定 液 吸 去 ， 

换 无 水 乙醇 ， 盖 上 秋 盖 ， 再 固定 20 分 钟 。 
6. 取出 载 玻 片 ， 缓 缓 倾斜 倒 去 低 渗 

液 ， 用 吸管 将 固定 液 〈 无 水 乙醇 : 冰 乙酸 = 

1:2) BRA Loi, tem —EB ak, R 

复 3 一 4 次 后 空气 和 干燥， 

7. 345% GiemsaBeie Rit 液 (pH6 .8) 

染色 30 分 钟 ， 镜 检 。 

a. Gee 

油 镜 下 观察 计数 30 个 细胞 ， 并 从 中 选择 
8 个 较 好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拍照 、 放 大 、 剪 贴 、 
测量 ， 然 后 计算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和 臂 比 

本 文 于 1985 年 了 7 月 13 上 日 收 到 . 



Kl RMARRASANAN KE MSI 

AX x RE =f c , 染色 体 对 GEE sis by) 着 丝 粒 位 置 

1 5 和 十 08 3 二 0.15 m 

2 10.06+0.49  3.7+0.75 st 

3 9.58+0.40 t 

4 8.95-+0.31 t 

5 $; 762-050. + 150.07 m 
6 7.48-+0.29 t 

T 6.79+0.38 t 

8 5.71 十 0.45 

9 4.90 士 0.32 

10 4.68 十 0.29 

11 4.25+0.37 t 

12 3.96 士 0.34 

13 3.42 士 0.38 t 

14 92 21sE0¢37 t 

15 2.870. 45 t 

(#1), 

结果 表明 ， 黑 爪 异 鲍 的 24 王 64， 其 中 大 

染色 体 15 对 ， 微 小 染色 体 17 对 (图 1) 

根据 染色 体 的 大 小 和 形态 ， 按 Levan 

(1964) 的 方法 将 染色 体 进 行 分 类 ( 表 1、 图 版 

NF). 

第 一 组 (1 一 5 对 ): 最 大 的 一 组 染色 体 ， 

其 中 第 1 和 第 5 对 是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第 2 对 

是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易 于 区 分 :第 3、4 对 

均 为 问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与 其 它 三 对 也 较 易 区 

分 ， 但 相互 间 有 时 不 易 鉴 别 。 第 1 对 与 第 2 

对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悬 殊 较 大 。 

第 二 组 (6 一 15 对 )，， 10 对 染色 体 全 是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除 相对 长 度 外 ， 相 互 间 难 以 

区 分 。 

HT Manas nie 
Fa JN FF A BY AY AR at A 

第 三 组 (16 一 32 对 ): 一 组 微小 染色 体 。 

最 大 的 微小 染色 体 与 最 小 的 天 染色 体 之 间 相 

对 长 度 有 时 差异 不 大 。 

有 

迄今 的 研究 认为 ， 小 鲍 科 是 有 尾 目 中 最 

原始 的 一 个 类 群 ， 其 演化 过 程 比 较 复 杂 。 赵 
尔 必 和 胡 其 雄 (1984) 选 择 23 项 在 小 鲍 科 的 属 

闻 有 差异 的 性 状 进行 比较 ， 初 步 讨 论 了 小 鲍 

科 的 进化 。 国 内 外 现 已 报道 的 小 鲍 科 的 核 型 

数据 〈 表 2) 亦 为 进一步 探讨 小 鲍 科 的 系 统 

发 育 , 提 供 了 有 意义 的 资料 。 

从 表 2 可见， 小 鲍 科 的 二 倍 体 染色 体 数 

目 2 一 40 一 66;， 除 个 别 种 为 单 型 核 型 外 ， 绝 

大 多 数 种 的 核 型 都 是 不 对 称 的 〈 有 具有 不 同 大 

小 的 中 着 丝 粒 和 痊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和 二 型 的 

(具有 大 的 和 微小 的 染色 体 )。 在 小 鲍 科 中 ， 

核 型 的 变化 不 仅 表 现在 科 内 不 同属 间 ， 在 同 

属 的 不 同 种 间 ， 也 可 能 存在 较 大 的 差异 。 如 

小 鲍 属 A ynobius 现 已 报道 的 二 倍 体 染色 体 

数目 至 少 有 三 种 ， 即 2 和 40、56、58;，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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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 鲍 科 部 分 属 、 种 的 核 型 数据 

a, 端 着 丝 粒 的 wu， 
Ee Ter 

Hynobius Lichenatus 58 Morescalchi(1975) 

leechit 56 Morescalchi(1975) 

naevius 56 Morescalchi(1975) 

kimurai 56/60 Morescalchi(1975) 

okiensis 56 \、 Morescalchi(1975) 

stejnegeri 56 Morescalchi(1975) 

nigrescens 56 _ Moresealchi(1975) 

sadoensis 56 Morescalchi(1975) 

nebulosus 56 0 16 Morescalchi# (1979) 
tsuensis 56 0 16 _ Morescalchi 等 (1979) 

dunni 56 0 16 Morescalchi¥ (1979) 

retardatus 40 4 0 Morescalchi (1979) 

Pachypalaminus boulengeri 56 Morescalchi(1975) 

Salamandrella keyserlingii 62 24 24 Morescalchi (1979) 

Ranodon sibiricus 66 18 38 Morescalchi=¥ (1979) 

Batrachuperus mustersi 62 10 38 Morescalchi=# (1979) 

pinchonii 62 24 BRIE. AAR IK (1984) 

tibetanus 62 24 杨 玉 华 、 赵 尔 密 (1984) 
Onychodactylus fischeri > 66 6 > ae Sessions }(1982) 

japonicus 58-2 0 18 Morescalchi¥ (1979) 

Xenobius melanonychus 64 24 34 本 文 

SH, retardatus 的 20 一 40， 没 有 微小 染 色 

体 ， 为 小 鲍 科 中 唯一 的 单 型 核 型 ; TN 

其 它 绝 大 多 数 种 的 2* 王 56， 且 具有 较 多 的 微 

小 染色 体 。 赵 和 尔 几 和 胡 其 雄 从 形态 、 地 理 分 

布 特征 提出 该 种 的 分 类 地 位 有 深入 研究 的 必 

要 (1983，1984) ， 核 型 的 研究 结果 亦 提 出 了 

类 似 的 证 据 。 又 如 在 爪 鲍 属 Onychodactylus 

MH PIAS Pht, japonicus 的 2n 一 58 士 2， 
其 中 有 18 条 微小 染色 体 ， 设 有 端 着 丝 粒 的 大 

染色 体 ， 而 fischeri 则 2n 之 66， 有 6 条 端 着 

丝 粒 的 大 染色 体 和 22 条 以 上 的 微小 染色 体 。 

因此 ， 欲 了 解 小 鲍 科 内 核 型 变异 的 原因 及 演 

化 过 程 ， 有 等 加 速 对 现 有 属 、 种 核 型 的 研究 

和 运用 染色 体 分 总 技术 及 有 关 的 生化 手段 

(Meorescalchi，1975)， 这 对 研究 小 鲍 科 的 

系统 演化 过 程 也 是 相当 重要 的 。 

Morescalchi(1979) 指出， 有 尾 目 核 型 

演化 的 趋势 是 从 具有 较 多 的 染色 体 数 目的 二 

型 的 、 不 对 称 的 核 型 ， 通 过 罗 伯 逊 氏 易 位 等 

染色 体重 排 事件 及 微小 染色 体 的 丢失 ， 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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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染色 体 数 目 较 少 的 单 型 的 对 称 核 型 。 因 

此 ， 在 小 鲍 科 中 ， 一 般 来 说 ， 染 色 体 数目 较 

多 、 特 别 是 微小 染色 体 数 目 多 ， 核 型 为 二 

型 、 不 对 称 的 种 ， 在 系统 发 育 上 被 认为 较 原 

ta; 相反， 染色体 数目 少 ， 有 少量 或 没有 微 

小 染色 体 ， 核 型 为 单 型 和 对 称 的 种 则 较 进 

化 。 黑 爪 异 鲍 的 2n 王 64， 其 中 有 24 条 端 着 丝 

粒 的 大 染色 体 和 34 条 微小 染色 体 ， 从 核 型 学 

的 观点 来 看 ， 属 于 小 鲍 科 中 较 原 始 的 种 。 并 

且 黑 爪 异 鲍 的 核 型 与 已 报道 的 小 鲍 科 各 属 的 

核 型 均 存 在 明显 差异 。 如 北 鲍 属 的 Ranodon 
sipi7jicus 的 2n0 一 66， 有 18 条 端 着 丝 粒 的 大 染 

色 体 和 38 条 微小 染色 体 ; 山 诅 鲍 属 的 Batra- 

chuperus mustersi 2n=62, 4 10 条 端 着 丝 

粒 的 大 染色 体 和 38 条 微小 染色 体 。 因 此 ， 黑 

爪 异 鲍 的 核 型 数据 为 张 服 基 、 胡 其 雄 (1985) 

根据 形态 、 生 态 等 特征 将 其 作为 小 鲍 科 的 一 

新 属 新 种 提供 了 细胞 学 方面 的 依据 ， 同 时 也 

为 推 听 异 鲍 属 可 能 是 小 鲍 笠 中 较为 原始 的 一 

个 独立 类 群 的 观点 提供 了 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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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KARYOTYPE OF Xenobius melanonychus 

AND ITS PHYLOGENETIC SIGNIFICANCE 

(Plate IV) 

Yang Yuhua 

(Department of Bi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Hu Qixiong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karyotype of X, 

is studied by means of the spleen pre- 

paration obtained by a vapour-fixing 

method, The diploid 

equals 64, including 15 pairs of macro- 

number, 2n,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ao 本 刊 

melanonychus chromosomes and 17 pairs of microch- 

romosomes, The karyotype is asymmet- 

rical and bimorphous, suggesting that the 

species is one of the primitive forms in 

the family Hynobiidae,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天 

读 者 

本 刊 从 1986 年 起 改 由 四 川 省 高 等 院 校 编辑 出 版 发 行 中 心 发 行 。 没 有 收 到 征订 单 的 读者 ， 

请 直接 来 信 我 刊 编辑 部 GR, RAW 416 信箱 “两 栖 有 爬行 动物 学 报 编辑 部 ”) ER, 

如 需 补 购 过 期 本 刊 ， 请 直接 与 编辑 部 联系 即 可 。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报 》 编辑 部 

97 



两 本 人 疏 行动 物 学 报 19864F5A; 5(2): 98 一 101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乌龟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初步 研究 
(图 版 V) 

高 建 民 叶 冰 莹 TREK 
(福建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发 育 生物 学 研究 室 ) 

关于 旬 类 染色 体 的 研究 。 国 外 Glascock 

和 Jordon (1914) 首先 报道 。 随 后 Matthey 

(1930, 1931) , Nakamura (1935, 1937, 

1949) , Oguma(i942), Wickbom(1945), 

Sasaki 和 Iton (1967), Ayres(1969) ， Bull 

(1974) , Bickham(1975) ,Sites (1979), 

Carr(1981) x faF} (Testudinidae) . 海 怨 

科 (Chelonidae) 等 科 龟 类 的 染色 体 均 有 所 

报道 。 但 是 , 因 限 于 当时 的 方法 和 技术 条 件 ， 

一 般 未 能 对 染色 体 组 型 进行 详细 的 研究 。 

Sasaki 等 (1967) 虽 曾 比较 日 本 产 的 日 本 水 

44, (Clemmys japonica) fi &, 44, (Geoclem- 

mys reevesii)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但 无 测量 数 
据 ， 而 在 国内 对 龟 类 染色 体 的 研究 则 尚未 见 

报道 ， 鉴 于 乌龟 (CHiprerays reevesii Gray) 

是 一 种 常见 的 经 济 有 爬行 动物 ， 为 了 提高 经 济 

效益 ， 在 国内 早已 进行 了 人 工 繁殖 的 研究 ， 

对 乌龟 胚胎 发 育 的 研究 也 有 了 初步 报道 。 为 

了 深入 研究 乌龟 的 发 育 过 程 并 摸 清 其 繁殖 才 

律 ， 进 行当 色 体 组 型 的 分 析 ， 也 是 重要 的 基 

础 工作 。 我 们 应 用 肾 细胞 单 层 培养 和 骨 艇 细 

胞 直接 制 片 法 对 产 于 我 国 的 鸟 怨 染 色 体 组 型 
进行 了 研究 ， 在 染色 体 组 型 分 析 上 与 95asaki 

“= (1967) 所 报道 的 结果 略 有 不 同 。 

材料 与 方法 

1 实验 动物 乌龟 (Chinemys reeve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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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y) 购 自 福 州 市 水 产 商店 , 性 成 熟 的 个 体 

y ENE Sanat se ci 

2 肾 细 胞 单 层 培养 及 染色 体 标 本 的 制 

备 按 Paul(1960) 并 进行 了 修改 〈 高 建 

民 ，1983) 。 实 验 用 的 培养 溶 采用 改进 的 并 

适合 于 冷血 动物 渗透 压 的 了 ank's 水 fie FL H 

白 小 牛 血 清 培养 滚 ， 并 加 入 双 抗 (青霉素 100 

单位 /毫升 和 链 霉 素 〈100 微 克 / 毫 升 ) ， 用 . 

59 NaHCO, pH#7.2—7.4, fil Ania 

BR BOT IEE 0.25% RBS, 7E30C 无 

右 的 水 浴 中 消化 ,必要 时 中 间 更 换 一 次 胰 酶 ， 

在 短 时 间 内 “〈2 小 时 左右 ) 即 可 充分 分 散 细 

胞 ， 一 对 肾脏 约 可 制 得 细胞 悬 液 20 毫 升 〈 细 

胞 数量 约 30 一 50 万 /毫升 ) 。 培 养 温 HE 30T 

左右 。 一 般 在 第 二 天 细胞 开始 附着 。 角 的 肾 

细胞 生长 较为 缓慢 ， 需 在 一 周 以 上 才能 形成 

致密 的 单 层 。 此 时 即 可 加 入 秋水 仙 素 溶液 

(最 终 浓 度 为 10 一 20 微 克 / 毫 升 ) 。 经 18 一 

20/\\ikt FH FRO. 25% RBS AO. 02% EDTA 

组 成 的 混合 消化 液 (pH7.6) F30T 长 成 的 

单 层 细胞 分 散 ， 经 10 一 20 分 钟 后 再 用 弯曲 吸 

管 轻 轻 地 吸 打 促进 ， 即 可 分 散 成 细胞 悬 液 。 

然后 离心 (800—1000r,p.m,847 FH) 收获 

细胞 ， 用 预 热 307C ZAM0. 49% KCLIE ik 低 

渗 处 理 15 分 钟 ， 按 常规 空气 干燥 法 制 片 。 

3, 骨髓 细胞 直接 制 片 法 ffi Tijo 

本 文 于 1985 年 5 月 17 日 收 到 。 



(1965) 加 以 改良 。 在 取材 前 6 小 时 左右 ， 腹 
腔 内 注射 秋水 仙 素 〈5 微 克 / 每 克 体 重 ) ， 取 
出 四 肢 长 骨 ， 刊 去 肌肉 肌 妥 ， 剪 开 骨 骼 两 端 
的 肯 山 ， 用 适量 0.4 匈 KCl 冲 出 骨髓 ， 空 气 
于 燥 法 制 片 。 

4. 分 析 按 Denver 会 议 (1960) 规定 选 
10 个 细胞 进行 测量 ， 算 出 每 一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 每 条 染色 体 的 长 度 占 单 倍 体 总 长 度 的 
匈 ) ， 各 比 指数 着 丝 粒 指数 以 相对 长 度 的 大 
小 ,分 组 排列 。 本 文 着 丝 粒 位 置 的 确定 ,参照 
Levan 等 〈1964) 提出 的 标准 . 

结 果 

Sane BARA, HOKE, Bb, 
着 丝 粒 指数 及 分 组 结果 见 表 1 和 表 2， 染 色 体 
组 型 见 图 版 YY。 乌龟 二 倍 体 染色 体 数 为 2na 一 
52， 平 均 丘 观察 细胞 数 的 81 狗 ， 显 然 可 分 为 
大 型 与 小 型 两 类 ， 大 染色 体 11 对 ， 小 染色 体 
15 对 。 根 据 其 相对 长 度 ， 可 分 成 二 组 ，A 组 
(Nos1—11) 为 大 型 的 染色 体 ， 相 对 长 度 在 

4,24%—17.67%, #rHNosl, 2, 7, 8, 9. 
10 为 中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而 No.11,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Nos3、4 为 亚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Nos.5、6 为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Bai 〈Nos12 一 26)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下 其 中 Nas 12, 13, 15 4th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而 Nol14 为 亚 中 着 4 Hy we 
色 体 。 其 余 均 为 微小 染色 体 ， 在 光 镜 下 一 般 
难以 区 分 其 着 丝 粒 ， 因 此 也 无 法 进行 测量 分 
析 。 未 见 有 异型 性 染色 体 对 . 

站 

9asaki 和 Iton(1967) 报 道 的 AAA AR 
水 #4 (Clemmys japonica) 和 &  (Geo- 
clemmys reevesii) 5 本 文 报道 的 我 国 乌 角 
(Chinemys reevesii) 在 染色 体 数 目 上 一 
致 ，2n 王 52， 且 都 明显 地 区 分 为 大 染色 体 和 
小 染色 体 两 类 ， 但 对 染色 体 的 类 型 和 组 型 分 

析 结 采 有 不 同 。Sasaki 等 (1967) 未 能 对 
Clemmys japonica 和 Geoclemmys reevesii 

染色 体 进 行 测量 与 统计 分 析 并 指明 划分 大 、 

小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标准 ， 故 对 他 们 认为 的 

大 型 染色 体 和 小 型 染色 体 分 别 为 15 对 和 11 对 
无 法 进行 明确 的 比较 :但 从 核 型 图 上 看 ， 
Nos.11 和 14 倾向 为 亚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在 
WEE, Chinemys reevesii 与 Geoclemmys 

reevestt 实 为 一 种 ， 两 者 在 染色 体 组 型 上 有 
一 些 差异 ， 是 否 由 于 技术 上 的 问题 ， 抑 或 是 

因为 产地 不 同 的 原因 ， 值 得 进一步 研究 。 

ta AOR, Meh yee 
较为 复杂 (Tienhoven, 1983) 。 在 现存 的 

惧 行 动物 中 ， 发 现 有 性 染色 体 的 种 类 不 多 ， 
EKA WZ HY VE Bl BRS OO A EE 

所 决定 。 在 个 别 发 现 有 性 染色 体 的 种 ， 其 分 
化 程度 都 较 低 。Catrr (1981) 曾 发 现 亚 洲 黑 
7K #,(Siebenrockiella crassicolis) 具 XX/Xy 

型 性 染色 体 ， 但 x 与 大 小 相近 ， 仅 着 丝 粒 
位 置 不 同 ，x 是 亚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y 是 亚 

中 看 丝 粒 染 色 体 ， 并 认为 这 可 能 是 臂 间 倒 位 
所 致 。 说 明 这 种 性 染色 体 分 化 的 程度 很 
低 ， 仍 处 于 初始 的 阶段 。 我 国产 的 乌龟 和 日 
本 产 的 Clemmys japonica 与 Geoclemmys 

reevesti—t¥ ,都 未 见 有 性 染色 体 。 看 来 ， 性 
染色 体 的 出 现 是 动物 进化 发 展 的 产物 。 在 低 

SAE 〈 如 鱼 类 两 栖 类 、 龟 类 ) 中 ， 发 
现 异 型 性 染色 体 的 种 屈指 可 数 ， 且 绝 大 多 数 

性 染色 体 的 分 化 是 微弱 的 。 目 前 ， 在 两 栖 

类 只 有 用 复制 带 型 才能 辨认 这 种 仅仅 部 分 分 

化 的 性 染色 体 Git BFE, 19835 尚 克 刚 
等 ，1983) 。 因 此 ， 动 物 的 性 别 决定 机 制 和 

性 染色 体 是 有 等 进一步 研究 的 问题 。 我 们 需 
要 改进 疏 行 动物 的 染色 体 研 究 技术 ， 特 别 是 
分 市 技术 ， 才 有 可 能 检测 出 其 分 化 微弱 的 性 
染色 体 。 

龟 类 被 认为 是 最 古老 、 构 造 最 复杂 的 让 
行动 物 。 从 已 研究 了 染色 体 的 几 种 色 类 动物 
Ke, MBCA, SAH, HRA 
数目 较 多 ， 其 中 为 数 众多 的 小 型 染色 体 呈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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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且 形态 较 模 糊 ， 制 片 时 容易 丢失 或 被 措 ”提高 染色 体 的 分 散 程度 ， 避 免 徽 小 染色 体 的 
盖 ， 因 而 难于 计数 ， 这 给 分 析 其 染色 体 组 型 BARMERA, KENAREEK, ABH 
带 来 了 困难 ， 根 据 我 们 工作 中 的 体会 ， 为 了 分“〈 最 后 一 次 固定 可 过 夜 ) 。 

S| ee a ne ee 
性 Bl 观察 4 fg Be 厅 

48 49 50 呈 52 53 54 

cf 50 4 2 2 3 39 

2 150 13 1 6 2 123 1 4 

AeA (%) 8.5 1.5 4 2.5 81 0.5 2 

表 2 ”乌龟 染色 体 的 测量 结果 
ROT TE 地- 

组 别 染色 体 编 号 MMW K E 2) oe 着 丝 粒 指数 着 丝 粒 位 置 

1 17.69+1.4 1.52-+0.1 39.74+2.2 m 
2 13.69+1.1 Peat 0.4 44.14+2.4 m 
3 9.61+0.6 4.86 十 0.9 17; 38-Eoya st 
4 7.830.6 3.55+0.8 22.67+4.4 st 
5 6.84+0.4 t 

A 6 6.35+0.2 t 
T 6.18+0.3 ato? 43.39+3.4 m 
8 5.56 士 0.2 1.30 十 0.1 43.64 十 2.6 _ 
9 4.97 士 0.2 1.29 十 0.09 43.60 士 1.7 m 

10 4,72+0.4 1.25+0.1 44.60 十 2.9 m 
11 4.24 十 0.2 2.30+0.2 30.37+1.8 sm 

12 3.74 士 0.4 1.22 十 0.1 45.23 士 2.4 
B 13 3.34 士 0.3 1.40 十 0.3 42.31 士 5.2 m 

14 2.75 士 0.3 2.08 士 0.5 33.18 士 5.1 sm 
15 2.60 士 0.3 1.36 士 0.2 42.74 十 4.1 m 

Cell Genet, 31, 178-183(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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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 GRIBBLE 3, 69-79 (1983). yotype of two speciesof turtles, Clemmys 

VS SES AE ha be oh fa Pe JS een be ek he de ke japonica and Geoclemmys reevesit, Chro- 

any pte sees 19(4), 291—297(1983). mosome Inform, Service, Hokkaido Univ,, 

Benirschke K et al,. Chromosome Atlas, Fish, 8; 21-22(1967). 

Amphibians, Reptiles and Birds, Vol, 3, Tienhoven AV, Reproductive Physiology of 

Springer-Verlag, (1975). Vertebrates, Cornell Univ, Press, (1983). 

Carr TL et al,. Sex chromosomes of the Asian Tijo JH et al,, In Human Chromosome 

black pond turtle, Siebenrockiella crassicol- Methodology(ed, JJ Yuni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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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KARYOTYPE OF Chinemys reevesi 

(Plate V ) 

Gao Jianmin Ye Bingying Ding Hanbo 

(De pariment of Bi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karyotype of Chinemys reevesii 

is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monolayer 

cell cultivation of kidney tissues and 

direct preparation of bone marrow 

cel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ploid 

2n=52, which can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size, 

Humber,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consists of the first eleven pairs 

of large chromosomes, The chromosomes 

in group B are so small that their cen- 

tromere positions are not readily detec- 

ted, Pairs 3 and 4 are subtelocentric; 

Pairs 5 and 6 telocentric; Pairs 11 and 

14 submetacentric; the rest metacentric, 

No heteromorphic chromosomes are 

observed, 

« ati a Se (BIOLOGY OF AMPHIBIANS) 
William E, DuellmanSLinda TruebS% 

Meee Hit Book Co. GmbH 19864F Hh, 670K 

大 学 自然 历史 博物 秘 两 栖 朴 行动 物 部 主任 、 分 类 与 生态 学 系 教授 内. E, Duellman5 
= CSS, PRM, RA, SDA. SEER. 

第 一 章 ，” 两栖 动物 概述 

Ea zZ— L, Trueb 亲手 绘制 的 精美 插图 400 幅 。 书 末 附 有 参考 文献 
书 是 继 G. K, Noble 的 名 著 《 两 栖 纲 生物 学 >》 自 1931 年 出 版 后 ， 五 

为 每 一 位 两 栖 动物 学 者 一 读 ， 也 是 任何 一 个 开展 以 两 栖 动 物 为 研究 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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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栖 假 行动 物 学 报 1986 年 5 月 ;542 )，102 一 105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太原 产 虎斑 游 蛇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分 析 
Chi VID 

4 涛 
(山西 大 学 生物 系 动物 教研 室 ) 

染色 体 核 型 是 生物 类 群 特征 之 --， 与 生 

物 遗 传 、 变 异 、 分 类 、 区 系 和 系统 发 生 都 有 

着 密切 关系 。 目前， 利用 染色 体 资 料 ， 探 索 

生物 类 群 的 系统 关系 ， 解 决 分 类 上 的 一 些 疑 

难 问题 ， 已 成 为 一 种 愈 来 愈 被 广泛 重视 的 手 
B, BRD wee L, M72 IE 

MASA) WIE A, AIL PRIA ah we 
型 对 探讨 其 分 类 及 演化 有 着 重要 意义 。 国 外 

有 关 蛇 类 染色 体 研 究 较 多 ， 自 Thatcher 

(1922) 之 后 ， 至 今 已 有 大 量 文献 报道 。 国 

内 这 方面 的 研究 起 步 较 上 晚 仅见 吴 美 锡 

(1980) , HH 2937 (1983), BEAKER (1982), 

谢 兴 夫 等 (1983) ， 刁 福山 等 (1985) 对 三 科 14 

种 蛇 的 核 型 报道 。 

Nakamura(1928) 首先 报道 了 虎斑 游 蛇 

(Rhabdophis tigrina)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其 

后 Itoh(1970) 又 报道 了 同 种 的 核 型 ， 刁 福山 

等 (1985) Isa PR. 14。1aterajiis 的 核 型 。 

关于 虎斑 游 蛇 ， 分 类 上 记载 我 国 大 陆 分 

#4 R, t, lateralis 大 陆 亚 种 ， 人 台湾 省 分 布 

有 R, t, formosana Maki 台湾 亚 种 ， 日 本 

产 有 R, t, 4igrina。 我 们 在 研究 了 太原 产 
虎斑 游 蛇 之 后 ， 发 现 与 刁 福山 等 研究 的 辽 宇 

产 虎 斑 游 蛇 ，Itoh 研 究 的 日 本 产 虎 斑 谤 蛇 在 

核 型 上 均 存 在 一 定 差异 ， 现 报道 如 下 。 

材料 与 方法 

BE EBENIEO (322, 30°07) 均 采 自 
102 

山西 省 太原 市 郊区 。 

方法 ” 按 (10 一 15mg/kg 体 重 ) 剂量 ,腹腔 注 

iy} PHA (广州 医药 所 产 ) ,24 小 时 后 ， 同 法 

注射 PHA (10-15mg/kg 体重 ) 加 秋水 仙 素 

(3mg/kg 体 重 ) .5 一 6 小 时 后 处 死 ， 取 肋骨 数 

根 ， 将 其 上 附着 肌肉 剥 尽 ， 放 入 研 钵 中 ， 加 

入 生理 盐水 (0.65 匈 ) ,适当 将 肋 骨 AOE, 

REAR, MER HR, Ws00r-p-m 离心 

8 分 钟 ， 吸 弃 上 清 液 ， 将 沉淀 物 用 0.075M 

KC1 低 渗 40 一 50 分 钟 ， 然 后 在 新 配制 的 固定 

液 “〈 甲 醇 ， 冰 醋酸 = 王 3:1) 中 国定 20 分 钟 ， 

重复 三 次 。 最 后 》 SAT RERH, Giemsa 

Ze fA, : 

在 显 微 错 下 ， 选 择 分 散 良 好 ， 着 丝 点 清 

晰 的 优良 分 型 相 ， 进 行 计数 ， 并 拍照 放大 ， 

对 染色 体 进 行 测量 和 臂 比 、 相 对 长 度 、 着 丝 

粒 指 数 的 统计 分 析 ， 按 相对 长 度 分 组 排列 。 

染色 体 分 类 按 Levan 标 准 。 

结 末 

观察 了 虎斑 游 蛇 骨 艇 细胞 134 个 (co 81， 

平 51)， 其 中 二 倍 体 数 2n 王 40 者 占 80%, MR 

本 文 是 在 朱 才 宝 副 教授 指导 下 完成 的 。 照 片 承 

本 系 电 镜 室 金 晓 弟 同志 帮助 拍摄 ， 在 此 一 并 表示 感 

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9 月 20 日 收 到 . 



据 对 20 对 染色 体 相 对 长 度 和 和 臂 比 测量 OLR 
1)， 可 明显 地 区 分 为 大 染色 体 和 小 染色 体 两 

类 。 大 染色 体 8 对 ， 按 相对 长 度 依次 排列 ， 

其 中 第 1.2.3.6 对 大 染色 体 具 中 间 着 丝 点 ， 
第 4.7.8 对 具 端 着 丝 点 。 第 4 对 端 着 丝 点 染色 

体 臂 端 ， 几 乎 在 所 有 分 裂 相 中 都 呈现 一 对 随 

体 〈 图 啤 贡 ， 箭 头 所 示 ) .第 5 对 为 性 染色 

体 ， 雄 性 二 倍 体 染色 体 同型 ZZ, aE 性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异型 为 ZW，2 染 色 体 具 中 间 着 
丝 点 ， 相 对 长 度 11.98 士 0.62， 丽 染色 体 为 
亚 中 着 丝 点 ， 相 对 长 度 18.15 土 0.66。 其 余 

12 对 小 染色 体 ， 极 小 ， 在 光学 显微镜 下 一 般 
难以 区 分 着 丝 点 。 

此 外 ， 在 观察 大 量 太 原 产 虎 斑 游 蛇 骨 骼 

细胞 中 期 分 裂 相 之 后 ， 发 现 我 们 的 结果 与 刁 
福山 等 〈1985) 报道 的 辽宁 产 虎 斑 游 蛇 的 核 
型 之 间 ， 既 有 较 大 一 致 性 ， 有 又 显著 的 特异 
性 〈 见 表 2 ,图 1) , 现 比较 如 下 : 

it al 
和 
图 1 太原 产 与 辽宁 产 虎斑 游 蛇 相对 应 染色 

体 组 型 模式 图 比较 
A: 太原 产 虎 斑 游 蛇 
A: 辽宁 产 虎 斑 游 蛇 

太原 产 虎 斑 游 蛇 与 辽宁 产 虎斑 游 蛇 染 色 
体 组 型 的 一 致 性 方面 ，( 1 ) 两 者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 均 为 2n 王 40， 都 具有 明显 的 8 对 大 染色 
体 和 12 对 小 染色 体 。( 2 )Z 染 色 体 及 第 1.2、 
3.4.6.7.8 诸 对 对 应 染色 体 相 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 数 都 很 接近 。 两 者 差异 是 : (1 ) 辽 宁 产 

席 斑 游 蛇 第 3 号 染色 体 短 臂 末端 具有 一 对 随 

体 ， 而 太原 产 虎 斑 游 蛇 未 发 现 有 此 特征 。 
(2) 性 染色 体 差 异 显著 ， 辽 宁 产 虎斑 游 蛇 W 
染色 体 相 对 长 度 13.26， 为 端 着 丝 点 染色 体 
(1， 而 太原 产 虎 斑 游 蛇 允 染色 体 相 对 长 度 

18.15， 着 丝 粒 指数 32.75， 为 亚 中 着 丝 点 染 
色 体 (MI) 。 

与 此 同时 ， 我 们 还 比较 了 日 本 产 虎 斑 游 
he A, t, tigrina ) Ye & fk 44 I (Itoh, 
1970) ,发 现在 核 型 上 ， 三 者 亦 有 一 定 差异 。 
首先 ， 日 本 产 虎斑 游 蛇 在 相对 长 度 排 列 的 组 

型 中 ， 其 对 应 于 本 文 第 4 号 的 端 着 丝 点 染色 
体 被 排 在 第 2 号 位 ， 均 长 于 本 文 的 第 2.3 号 染 
色 体 。 其 次 ， 日 本 产 虎斑 游 蛇 的 到 染色 体 为 
亚 疹 着 丝 点 染色 体 (93T) , 在 长度 上 接近 于 Z 
染色 体 ， 而 太原 产 虎 斑 游 蛇 允 染色体 为 亚 中 
着 丝 点 染色 体 (SM), BZ KW, 
由 于 Hoh 所 作 日 本 产 虎 斑 游 蛇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中 没有 每 对 染色 体 的 具体 测量 值 ， 故 在 数值 
上 未 能 做 进一步 的 细微 比较 。 从 三 者 核 型 的 
染色 体形 态 独 ， 太 原 产 虎斑 游 蛇 较 辽 宁 产 虎 
班 游 蛇 更 接近 于 日 本 产 虎斑 游 蛇 。 

wT 6 6h 

1, 一 般 认 为 ， 染 色 体 具有 种 的 特异 

人 性， 也 就 是 说 ， 同 一 物种 的 所 有 个 体 都 有 相 
同 的 染色 体 数目 和 形态 。 日 本 产 虎 斑 游 蛇 与 

太原 、 辽 宁 产 虎斑 游 蛇 在 染色 体 组 型 上 均 有 
不 同 ， 说 明 上 磺 斑 游 蛇 种 内 之 不 同 亚 种 ， 在 进 

化 过 程 中 可 能 由 于 地 理 分 布 或 其 它 原因 而 有 
了 染色 体 多 态 现象 ,这 主要 表现 在 W 染色 体 
上 。 瓦 一 方面 值得 注意 的 是 太原 产 虎 斑 游 蛇 

和 辽宁 产 虎 斑 游 蛇 ， 同 为 Rhabdophis tigri- 
na lateralis 一 个 亚 种 ， 在 第 3 号 染色 体 及 其 

失 染 色 体 上 ， 却 存在 如 此 大 之 差异 ， 这 一 情 
帝 说 明 它 们 是 否 是 同一 亚 种 ， 甚 至 不 同 种 有 

必要 进行 深入 的 研究 。 关 于 虎斑 游 蛇 种 下 分 
类 ， 以 前 认为 大 陆 只 有 Rhabdophis tig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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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eralis(Berthold) 一 个 亚 种 ， 我 们 认为 太 

原 产 虎斑 游 蛇 与 辽宁 产 虎 斑 游 蛇 有 可 能 是 同 

种 中 的 两 个 不 同 亚 种 。 因 在 这 方面 ， 尚 缺 形 
态 、 解 剖 上 的 可 靠 证 据 ， 因 此 有 竺 进一步 次 

中 ， 可 能 不 仅 由 于 臂 闻 倒 位 而 成 为 亚 中 着 丝 

点 染色 体 ， 而 且 发 生 了 重复 ， 使 其 大 于 4 染 

色 体 。 

Zl 太原 产 虎斑 游 蛇 大 染色 体 测 量 值 

入 研究 。 相对 长 度 车 tt 着 丝 粒 指数 

2, 太原 产 席 斑 游 蛇 的 性 染色 体 类 型 在 1 24.68 士 1.67 。 1.03 十 0.05 ”49.19 士 1.12 

蛇 类 中 是 较为 罕见 的 一 种 类 型 。 游 蛇 科 (Co- 2 18,080.83 1.03 士 0.07 ”人 9.30 士 1.50 
lubridae) 中 ， 性 染色 体 分 化 差异 较 入 ， 全 3 14.42-+0.58 1.04 士 0.05 。 妇 .06 士 1.03 
无 异型 性 染色 体 ， 到 各 种 类 型 的 异型 性 染色 sds hae 
Ys (Becak and Becak 4969)5 司 报道 的 从 多 z 11.98 士 0.62 ”1.04 士 0.06 49.08+1.27 
数 蛇 类 性 染色 体 中 ， 人 染色 你 均 小 于 或 捷 近 w 18.15 士 0.66 。 2.06 士 0.11 32. 7511.58 
于 和 染色体， 也 就 是 说 染色 体 在 分 化 过 程 6 9.18 士 0.58 1.04+0.05  49.14+1.18 
中 。 一 般 趋 向 变 为 一 个 小 染色 体 ， 但 太原 产 a a eae 
BEBE DERE AY WE fh PH Dy 22 BY 1.5 1, i: ch ae ea 
3X Fe BAAR Pe DE ae WE We ERR FE OF ah 

表 2 太原、 辽宁 与 日 本 产 虎斑 游 蛇 的 染色 体 比 较 

FOS ee Be aR Sr. ee: 
太原 产 虎 斑 游 蛇 ”相对 长 度 24.68 16.08 14.42 13.59 11.98 18.15 9.18 5.54 4.58 

辽宁 产 虎 斑 游 蛇 ”相对 长 度 24:62 16.17 14.704 12.94" 12.75) 13.2690 62) |G. 01 deme 

太原 产 席 斑 游 蛇 ”着 丝 粒 指数 ”49.19 49.30 ”49.06 49.08 32.75 49.14 

WTP RR = eR 48.59 48.04 46.07 47.11 48.76 

太原 产 虎 斑 游 蛇 类 型 M M 时 M SM M 和 

wT Re 类 型 M M T M T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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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ARYOTYPE OF Rhabdophis tigrina lateralis FROM TAIYUAN 

(Plate VI) ; 

Ma Tao 

(Depariment of Biology, Shanx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observa- 

tional results of Rhabdophis 二 

pound in Taiyuan in adult bone marrow 

lateralis 

preparation, The diploid number, 2n,is 

40, including 16 macrochromosomes and 

Pairs 1,2,3,and 

6 are metacentric while pairs 4,7 and 8 

24 microchromosomes, 

telocentric, Pair 4 carry a satellite at 

the arm terminal, Pair 5 are sex chro- 

mosomes, The female has ZW-chromo- 

somes, showing female heterogamety, 

The Z-chromosome is metacentric; the 

W-chromosome, which is 1,5 times as 

large as the Z-chromosome, is submeta- 

centric, 

It is thought that chromosome poly- 

morphism is probably present in differ- 

and that 

members of Ff, ¢.lJateralis found in Tai- 

ent subspecies of this species, 

yuan and those found in Liaoning may 

be of two different subspecies, based on 

comparisons of the karyotypes between 

members of FR, ¢, lateralis found in dif- 

ferent localities of Taiyuan and Liao- 

ning, and R, ¢, tigrina ocurring in Ja-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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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Myers & Leviton) 

KONG Yun-Cheung ( 江 润 祥 ) & TONG Tat-Ming (H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INTRODUCTION 

The genus, Paramesotriton, includes three species: P, deloustali Bourret (found 

in N, Vietnam), P, hongkongensis Myers & Leviton (found in Hong kong island 

and vicinity) and P, chinensis Gray (found elsewhere in southern China) , Compared 

with P, chinensis, P, hongkongensis has a smooth and less tuberculated skin, short 

and less divergent parasphenoid teeth, larger red colored spots on the abdominal 

region, much stronger dorsolateral ridges and a broader head and interorbital region 

(Myers & Leviton 1962), 

The newt prefers living in cool running streams in the hills at 300 metres above 

sea level and higher,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breeding occurs in September and ~ 

February, Ovulation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ver several days or even weeks, Fer- 

tilization is internal, After courtship, the female newt picks up the spermatophore 

and inserts it into the cloaca (Salthe 1967), The final stage of oogenesis (matura- 

tion) is dependent upon the stimulus from the breeding males (Porter 1972), Molting 

is common in this newt, 

Sexual dimorphism is distinct in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Romer 1951) with 

a swollen cloacal flap in the male,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 it takes the newly laid 

eggs 2 months to complete metamorphosis, and another 3 years to reach sexual 

maturity,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A, mexicanum (Schreckenberg & Jacobson 1975), 

Triturus pyrrhogaster (Okada & Ichikawa 1947), T, helveticus (Gallien & Bidaud 

1959), IT, viridescens (Hitchcock 1939), Pleurodeles waltii (Gallien & Durocher 

1957) and Yaricha torosa (Twitty & Bodenstein 1948) had been worked out . The 

normal table of development in Paramesotriton spp, have never been reported,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is to find out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Hong Kong newt,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Th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bove men- 

tioned Salamanders have been worked out by Wake and Ozeti (1969). 

AMF 19854F 7 月 10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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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 

The eggs of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were collected in the laboratory and 

placed in plastic containers (21x10x7cm*) with about 400 ml of water and 10 eggs 

per container at 200, The egg or larva was observed under a dissecting microscope 

and measured with the aid of an ocular grid, Photographs of the earlier stages were 

taken under dissecting microscope, Figures with emphasis on landmark features were 

redrawn from the photos (Appendix 1), The distance measured from the tip of snout 

to the anus was taken as body length and that from anus to the tip of tail as tail 

length, Limb length was measured from its base to the end of digit or toe, 

There are 54 distinguishable stages in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each  sug- 

gested by the most prominent morphological feature that first appeared at that par- 

ticular stage, The following diagnostic features serve to identify the main stages: 

Diagnostic feature Stage 

Blastopore groove present gastrula stage 

Yolk plug present yolk plug stage 

Neural fold present neurula stage 

Tail bud present tail bud stage 

Melanophores in sight melanophore stage 

Emergence of gill gill emergence 

Emergence of forelimb forelimb stage 

Emergence of hindlimb hindlimb stage 

Details of each stage are tabulated below, Each identifiable developmental stage 

is photographed and described, Values are th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for at 

least 10 specimens in each case, All the ages and length cited refer to the beginning 

of each stage, 

The growth curve in length representing a composite curve derived from many 

individual observations was also recorded but not presented here, It was more or 

less linear up to 42 days, when the larva reached 17 mm, 

RESULTS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Stage 1 (One cell) Age: O hr; Diameter:2.9+0.03mm. 

The egg is enclosed by four layers of jelly capsules, Pigmentation is darker at 

animal pole, A white spot at animal pole indicates the second polar body, 

Stage 2a (First cleavage furrow appears) Age:10 hr, 

Stage 2b (Two cells) Age: 12 hr. 

The cleavage furrow extends from pole to pole, Gray crescent can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 

Stage 3 (Four cells) Age: 14 hr.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leavage furrows are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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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4 (Eight cells) Age: 16 1/3 hr, 

The third cleavage furrow is complete, The four blastomeres at animal pole are 

smaller than those at vegetal pole, They are usually triangular in appearance and 

with a size about 0.69-0.82 mm, 

Stage 5 (Sixteen cells) Age: 18 1/3 hr, 

_ Eight micromeres are observed from the animal pole, Cells are usually rectan- 

gular in appearance and with a size about 0.66-0.79 mm,  . 

Stage 6 (Morula) Age: 22 hr, 

Cleavage becomes asynchronous, About 10-16 micromeres are observed in animal 

pole, Micromere size about 0.5-0.6 mm 

Stage 7 (Blastula I) Age: 1 d, 2 hr, 

More than 20 complete cells are observed at animal pole and are round in ap- 

pearance, Micromere size about 0,44-0,46mm, The boundary between cells is well 

defined, 

Stage 8 (Blastula Il) Age: 1 d, 4 hr, 

Micromere size about 0,12-0,14 and 0,23-0,30 mm, 

Stage 9 (Blastula III) Age: 2 d. 

Cell boundary is indistinct under dissecting microscope, Animal pole becomes 

paler due to repeated division, 

Stage 10 (Gastrula 1) Age: 3d, 

The animal pole view is similar to that in stage 9, but a small groove appears 

at vegetal pole, Above this groove lies the dorsal lip, 

Stage 11 (Gastrula Il) Age: 3d, 6 hr, 

The dorsal blastopore groove bends and becomes crescent-shaped, 

Stage 12 (Gastrula III) Age: 3d, 11 hr, 

The lateral lips have formed, Thus the blastopore groove is observed as a semi- 

circle, The yellowish yolk remains as a median streak continuous with the open 

end of the semi-circle. 

Stage 13 (Gastrula IV) Age: 3d, 17 hr. 

The lateral lips pass the equator and their rims are approaching each other to 

form a horseshoe-like structure, 

Stage 14a (Yolk plug I) Age: 3d, 19 hr, 

| Blastopore groove closes ventrally and results in the formation of a large yolk 

plug, Yolk plug diameter is about 1,4 mm (1/2 that of egg), 

Stage 14b (Yolk plug II) Age: 3d. 21 hr. | 
The diameter of yolk plug is about 1.0 mm (about 1/3 that of egg). 

Stage 14c (Yolk plug III) Age: 4d, 3hr. 

Yolk plug diameter is about 0,5 mm (about 1/6 that of egg), Pigmented field 

can be observed radiating from the Yolk plug. 

Stage 15 (Slit blastopore) Age: 4d, 19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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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olk plug is reduced to a slit-like structure, Two pigment-concentrated 

areas (the future neural fold) emerge from the slit on either side of the dorsal 

surface, Median neural groove is clear but is not complete anteroposteriorly, 

Stage 16 (Neurula I) Age: 5d, 7 hr, 

Neural plate is clearly outlined by the developing neural fold, Neural groove 

is clear along the median portion, The anterior border of neural fold is well de- 

fined . 

Stage 17 (Neurula II) Age: 5d, 11 hr, 

Neural folds are rod-like and apparent, The middle portion of the neural plate 

has narrowed, The minimal distance between the neural folds is about 1,0 mm, 

Stage 18 (Neurula III) Age: 5d, 14 hr, 

The minimal distance between the neural folds is about 0,5 mm, 

Stage 19 (Neurula 1V) Age: 5d, 17 hr, 

Neural folds touch each other at the future hind-brain level. 

Stage 20 (Neurula V) Age: 5d, 19 hr, 

Half of the total length of neural folds is apposed together, 

Stage 21 (Neurula VI) Age: 6d, 

”Body length: 3,270.08 mm 

Height: 2,7+0,08 mm 

Neural folds touch each other but without fusion. Anterior end of neural fold 

is much thickened and forms approximately three brain regions, Gill region can 

barely be identified, Eye pouch is not visible while otic region is clearly distin- 

guishable, About 4-5 somites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epidermis along and below the 

neural canal. 

Stage 22 (Neurula VII) Age: 6 d. 17 hr. 

BL 3.)4-60.05 mm, Ho 2 6s0. 04mm. 

Neural folds completely fused, especially at head region, The three brain levels 

are identified, Gill appears as a flat plate. Eye pouch is visible but not apparent. 

There are about 6-7 somites, 

Stage 23 (Pre-tail bud) Age: 6 d. 18 hr. 

Bel.: 3,420, 05mm i/o iy 2/60; 05mm 

The embryo lies sidewards, Gill plate becomes more prominent than that in stage 

22. About 8-9 somites can be seen, 

Stage 24 (Tail bud 1) Age: 6 d. 20 hr. 

By Le: 3,50, 08mm; HH.) 2,6:50,04mm., 

Mandibular arch is visible, Gill area appears as a small pouch, Tail bud ap- 

pears, Pronephric bulge is visible. About 9-10 somites can be seen, 

Stage 25 (Tail bud II) Age: 7 d., 

Bees 360° 02mm. Hee dsee 0, 04mm! 

Gill pouch is apparent, Tail bud is more prominent, More than 10 somite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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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seen. 

Stage 26 (Tail bud III) Age: g d. 

BS ies 40g 01emar se) Hi 2) 44-0) 10mm) 

Vitelline membrane dissolves. The roof of rhombencephalon thins out,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gill pouch is grooved representing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gill arches, 

Eye ball is visible, Olfactory placode appears. Tail bud is apparent, The number 

of somites varies broadly but it is usually more than 17, » 

Stage 27 (Melanophore I) Age: 9 d, 

Bo dered 9420} émem-.! Tail dength::0 77 0006mnm 

Mandibular arch is well developed. Body axis usually bends due to the increase 

in length, Gill arches are visible. Eye cup is formed. Tail: separates from yolk, | 

Invagination of olfactory placode occurs, Melanophores appear sparsely beside the 

neural canal, Stomodeum is visible. The embryo shows initial reaction to manipula- 

tion and other external stimulation. 

Stage 28 (Melanophore II) Age: 10 d. 

Bade) 6.87 potent: sp iLi2.03970 05mm! 

The mandibular arches fuse in the middle posterior to the stomodeum, The gill 

arches are quite apparent, Lens is formed, Tail fin develops. Pronephric bulge is 

still visible but is confused with the posterior developing forelimb bud. Melano- 

phores spread to the pronephric bulge level. Y-shaped blood vessel appears at the 

ventral side, 

Stage 29 (Melanophore III) Age: lld. 

B ike i62F0! 1 Omang of Tg olstod , O20 20 Gmim> 

Gill arches are apparent, Melanophores spread to 1/3 of the body height. Heart 

begins to beat. Spontaneous movement occurs, 

Stage 30 (Emergence of gill) Age: 12 d. 

B) Lie v6y ark i0 408i 3y | (Tides 1 a0, Wana; 

Gill emerges, Tail fin is transparent, Melanophores spread to half of the body 

height, Forelimb bud is apparent and with melanophores developing on it, The ven- 

tral blood vessel is straightened, Circulation begins (as indicated by the movement 

of blood corpuscles inside the ventral vessel). 

Stage 31 (Forelimb I) Age: 13 d. 

| 本 

Forelimb length: 0,3+0,01mm. | 

Melanophores spread to 3/4 of the body height. Stomodeum has a width of 

about 0,6 mm, Forelimb emerges. 

Stage 32 (Forelimb II) Age: 15 d. 

B; 162-6 60) 15mm¢* To 2 0 bem 

F. LO j4ee 07 05mm. 

Gill branches (1,2,2). Hindlimb bud ap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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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33 (Forelimb III) Age: 16 d. 

Bae. 67 +0.06mm,: 71. b,.9 320464 0nd. 

Fhe 04 4-0" 08am, 

Operculum develops. Gill circulation begins (as revealed by the movement of 

red blood cells in the gill filaments), Melanophores start to invade the eye region, 

Stomodeum is about 0.8mm in width. 

Stage 34 (Forelimb IV) Age: 17 d. 

Bog 7 Dime Io ety OO mmm, 

Reb 3 °0'. 620. 05mm - 

Gill branches (2,4,4). The eye region is black, Elbow forms, Hindlimb bud is 

apparent. 

Stage 35 (Hindlimb I) Age: 18 d. 

B, L.: 6,8+0.33mm; T. Li: 3,5+0,24mm, 

F, L.: 1,0+0.06mm; MHindlimb length: 0,4+0,03mm, 

The whole body is black. The lower jaw is transparent. Gill branches (3,5,5). 

Xanthophores and guanophores develop on eye region. The ventral blood vessel is 

not directly leading to the heart. Forelimb shows sign of digitation. Hindlimb 

emerges, 

Stage 36 (Hindlimb II) Age: 19 d. 

Bales! G) 6200 Sama... 17. Tis 3) 9H 0) Amma, 

By Bete fi 0) 06mm’, OH, dit) 5-08 0Amonr, 

Xanthophores (as depigmented spots) are present in head region, Gill branches 

(5,7,7). Stomodeum is about 1,2 mm in width. Two forelimb digits are present. 

_ Stage 37 (Hindlimb III) Age: 21 d. 

BL 7,0+0,07mm, .T. L.: 4.5+0.138mm: 

RA Oe 360 Obmim)i El, uh. 7 0006 aim, 

The dorsal part of the body becomes brownish black. Melanophores invade 

lower jaw. The third digit will appear. Ankle forms. 

Stage 38 (Hindlimb IV) Age: 23 d. 

By Leta Otay VP) UL. gar 0 925mm , 

Fo Ld 62 0on2marg bly 110 840. 06mm, 

The whole body is brownish-black. Three digits are present. 

Stage 39 (Hatching) Age: 25 d. 

Beds 7-5 0. 5am, TT, L.: 5.4+0:44mm; 

Pea 2027 FOU Amin tite FL, beg 0rgck'0 , OPmam:, 

Gill branches (7,9,9). The fourth digit and the second toe will appear. Mouth 

opens, About half of the body is occupied by yolk. 

Stage 40 (Hindlimb VI) Age: 28 d. 

Bee) 43mm, TL: 58+ Oleimm: 

Peep eie Ta0 09mm: ©! Hyak, tsip0c 0/0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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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4 digits and 2 toes. 

Stage 41 (Hindlimb VII) Age: 29 d. 

B. Li: 7,920,14mm; T. lauaihgode0}14mm; 

Py Ljatngdeo 04mm) Hole, fo 003mm, 

The third toe will appear. 

Stage 42 (Hindlimb VIII) Age: 31 d. 

B; Le. 8.340:56mm; T. L.:.6.320.09mm: 

F, Tear), 274.0) 12mm; '|H. Ly ¢; te 20) Omang, 

Xanthophore spots a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whole body. Gill branches further. 

3 toes are present. 

Stage 43 (Hindlimb IX) Age: 34 d. 

Belivts 8 At 0. 05mm: 1. 14.8.9 04m, 

FP, beet 2) 3203 10mm; WH, dtd 650, iar, 

The fourth toe will appear. 

Stage 44 (Hindlimb X) Age: 36 d. 

Biche: e6b0.46mms. Ty el-7..5c40.51mm.- 

Pik 2 FeO, 19mme » day) 134 O50 fl beam, 

There are 4 toes. 

Stage 45 (Hindlimb XI) Age: 42 d. 

B. L.: 9,440,05mm; T. L.: 7.640,05mm, 

FB. bym2sse0210mmi, 1H. logn2h1c-0rl mm 

The fifth toe appears. 

Stage 46 (Hindlimb XII) 

There are 5 toes. Gill branches (9-10,14-15,14-15). 

Stage 47 (Growing phase 1) 

Body grows in length and in width, Gill, tail fin, and limbs develop further, 

Stage 48 (Metamorphosis 1) 

Degeneration of tail fin occurs. 

Stage 49 (Metamorphosis II) 

The branching of gill is reduced. Body becomes thinner. Cornification of skin 

begins. The ventral colored spots are more prominent. 

Stage 50 (Metamorphosis III) 

Gills retract further and degenerate. Head region becomes triangular in shape. 

Stage 51 (Metamorphosis IV) 

Gills almost completely degenerate. Ventral spots take the adult form, Larva 

leaves the water. 

Stage 52 (Metamorphosis V) 

Gills completely disappear. 

Stage 53 (Metamorphosis V1) 

Skin is heavily cornified. Dorsal and lateral ridges appear. Skin color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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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lack to brownish-black or brown. 

Stage 54 (Growing phase IT) 

Body grows in length and in width. Skin is further cornified. 

DISCUSSION 

The eggs of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are appreciably larger than those from 

many other urodeles (Hamburger 1960)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Urodeles Egg Diameter (mm) 

Amblystoma maculatum 235-3 

Amblystoma tigrinum bah 

Amblystoma opacum 2.7 

Triturus viridescens 125 

Triturus pyrrhogaster 2.0-2.1 

Taricha torosus 2.0-2.8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2.975 0,08 

The developmental rate of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is comparatively slow 

but is still faster than that of Triturus pyrrhogaster (Anderson 1943) . 

The ovulated egg is protected by a vitelline membrane and a jelly capsule con- 

taining four transparent layers (Salthe 1963), The outermost layer is sticky, The 

vitelline membrane dissolves in tail bud stage III] while the jelly capsule will be 

broken at the time of hatching, 

At one cell stage the egg is shed into water, The first cleavage furrow 

appears about 10 hours later, 

Pigments are concentrated at the animal pole and will disappear in 10-20 hours 

if the egg is not fertilized, The fertilized egg can float freely inside the fertiliza- 

tion membrane and its perivitelline space with the heavier vegetal pole always 

facing the earth, Rotation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distinguishing the fertilized 

from the untertilized eggs, The second polar body is not necessarily observable in every 

egg, Likewise, the gray crescent may not be observed in heavily pigmented eggs, 

The completion of cleavage in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reguires two days 

while that in Triturus pyrrhogaster requires four days(Anderson 1943), The blastula 

stages were sub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micromere size in this experiment, 

Gastrulation start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dorsal lip and ends up when the 

yolk plug is reduced to a thin slit, 

The first sign of organogenesis is neurulation (neural canal formation), The 

otic region is the first easily identifiable sensory structure after neural canal form- 

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ill is the most prominent morphological change before 

the forelimb stages, After this, attention is turn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mbs. 

The exact time for the occurrence of stomodeum and operculum and the number of 

somites are not certain because these structures are not identified until they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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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prominent, 

The heart begins to beat in stage 29, The rate of heart beat is about 60+2 

times per minute, The length of the embryo increases rapidl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heart beat, 

Melanophores appear in stage 27, but the aggregation of pigment cells changes 

considerably from stage to stage (especially in later stages), As a result, the late 

embryos show a variable coloration pattern, At night, the larvae are nearly trans- 

parent, 

The occurrences of gill plate, eye pouch, pronephric bulge, Y-shaped ventral 

blood vessel and heart beat are quite consistent in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and 

Triturus pyrrhogaster while those of melanophore and limb ‘buds are very different 

(Okada & Ichikawa 1947). 

Mouth opens in hindlimb stage V (the normal time of hatching), but the larvae 

do not feed until the reserved yolk is completely utilised. 

The time of hatching may be delayed if the late embryo cannot break through 

the jelly coat, This process probably involves mechanical and biochemical reactions 

(Carroll & Hedrick 1974; Salthe 1963), Thus anything that can reduce the me- 

chanical barrier, e.g, fungal action, can shorten the hatching time, 

The length of larvae at the time of metamorphosis is variable, Generally 

speaking, metamorphosis will occur when the larvae reach 40-44mm in length, The 

age of the larvae entering metamorphosis is about two months and is affected by 

food and space. 

The function of the gill is highly reduced in stage Metamorphosis IV, This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newts must leave water at this stage, This land- 

ing behaviour is probably controlled by hormones, 

Metamorphosis stages last for about 2-3 weeks, The length of the young adult 

just after metamorphosis is slightly reduced (3.6-4.0cm) . 

Appendix 2 shows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Parame- 

sotriton hongkongensis, Amblystoma mexicanum and Triturus pyrrhogaster, Before stage 

26, there is much similarity in external features among the three species, Greater 

discrepancies occur in later stages,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is comparatively 

more related to Jriturus pyrrhogaster in terms of the sequence of morphogenesis, 

The most prominent difference between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and Tritu- 

rus pyrrhogaster is the absence of balancer in the former species, In TJriturus, bal- 

ancer is used as a main feature to define a developmental stage (Bodenstein 1943), 

Therefore, in Paramesotriton, other external features must be used for the assign- 

ment at this stage. | 

Pigment cells appear in stage 27 in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in stage 34 in 

Triturus pyrrhogaster and in stage 35 in Amblystoma mexicanum, The final pattern of 

Pigmentation also varies in the thre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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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limb and hindlimb buds appear much earlier in the Hong Kong newt than 

in the other two species. 

The stage of hatching is quite consistent among the three species, but the mo- 

rphology of the embryos at the time of hatching is quite different, In Paramesotri- 

ton hongkongensis, the highly branched gills and 3-4 digits can be seen, In Amblys- 

toma mexicanum, forelimbs are Just beginning to become visible as bulges, In Tritu- 

rus pyrrhogaster, digitation has just be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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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Representative stages redrawn from original photos with emphasis on landmark structures. 

1. One cell stage, A=animal pole; V=vegetal pole 

2b, Two cell stage, G=gray crescent 

3, Four cell stage, 

4a, Eight cell stage, dorsal view, 

5 , Sixteen cell stage, 

6. Morula, 

8 , Blastula J, 

9a, Blastula J, dorsal view, 

10 . Gastrula J , D=dorsal lip 

12. Gastrula J. 

14a, Yolk plug J, V=ventral lip 

15. Slit blastopore, C=pigment concentrated area (region of future neural fold) 

16a, Neurula [, dorsal view, F=future neural fold; P=neural plate 

16b, Neurula [, view from the slit blastopore, 

17. Neurula J, N=neural fold 

18. Neurula J. 

20a, Neurula VY, dorsal view, 

20b, Lateral view, 

2ia, Neurula Y[, dorsal view, 

21b, Neurula Y[, lateral view, A=auditory pit; G=gill region 

22a, Neurula Wf, dorsal view, S=somite 

23a, Pre-tail bud stage, dorsal view, 

23b, Lateral view, G=gill plate 

24a, Tail bud stage [, lateral view, G=gill plate M=mandibular arch 

O=optic pouch P=pronephric bulge 

25a, Tail bud stage J ,dorsal view, 

25b, Lateral view, 

27, Melanophore stage |. 

30 . Emergence of gill, A=anus; H=heart 

31. . Forelimb stage |, 

32. Forelimb stage [.; H=hind limb bud 

35 . Hind limb stage I, 

39 . Hatching, 

Appendix 2: Comparison among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P), Am- 

blystoma mexicanum (A) and Triturus pyrrhogaster (T): 

Special morphological Stage 

features | (P) (A) (T) 

one cell 1 1 
two cells 2b 2 2 

four cells 3 3 3 
eight cells 4 4 A 
ES ao SURBITON AO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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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e 

sixteen cell® 5 5 5 
morula © 6 6 6 

late cleavage 7 一 9 7—8 7 一 10 
dorsal lip 10 9 11 

crescent -shaped blastopore groove 11 AD os. 12 

blastopore groove as semi-circle 12 1] 19h 

horseshoe-shaped blastopore groove “13 12¢ 

yolk plug 14a 一 14c 12 一 13 ，13a 一 13c 
slit blastopore 15 14 15 
neural plate 16 15 17a 
neural fold N= 16 17b—18 
neural folds meet at hindbrain level 19 17 19 

neural folds touch each other along the whole length 21 20 20 

otic region is visible 21 24 

three brain levels are identified 22 21 

optic vesicle is visible 23 21 22 
mandibular arch is visible 24 21 ae 

gill pouch is visible 24 24 22 
pronephric bulge is visible ; 24 23 25 

olfactory placode is visible 26 26 

melanophores appear 27 35 34 

gill arch is visible 27 27 24 

Y-shaped blood vessel appears 28 . 28 

forelimb bud is visible 28 40) oa 

heart begins to beat 29 34 

gill emerges 30 37 32 

forelimb emerges 31 37 

gill branches - 32 39 37 

hindlimb bud is visible 32 48 

operculum begins to form 33 36 

melanophores invade eye region 33 39 

hindlimb emerges 35 48 

2 digits 36 44 

3 digits | 38 48 
hatching 39 40 39 

2 toes 40 5] 

3 toes 42 fae 

4 toes | 44 55 

5 toes 46 58 

metamorphosis AS—54 60 | 

LE ET OT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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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不 同 产地 的 中 国 林 蛙 产 卵 前 输卵管 

的 组 织 学 和 组 织 化 学 

Cli VID 

ize, SES RF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ALPE WH RARE, MEME, Se 
fh EAT 2S LT PRES, EE OB EH 
干 制品 是 名 贵 的 中 药 。 富 含 恒 白质、 脂肪 、 
糖 关 、 多 种 维生素 和 激素 。 具 有 滋补 强壮 的 
效用 ,还 能 治疗 精力 耗损 、 神 经 衰弱 等 疾病 ， 
被 视 为 珍贵 的 补品 。 

近 些 年 来 ， 由 于 大 量 捕捉 ， 哈 士 蜡 资 源 
曹 到 严重 的 破坏 ， 野 生 资源 供不应求 ， 不 能 
满足 药 用 和 国内 外 市 场 的 需要 。 因 此 ， 积 极 
开展 哈 土 蜡 的 生物 学 研究 ，- 方 面 为 人 工 养 
殖 哈 土 蜡 提 供 必 不 可 少 的 基本 资料 ， 另 - 方 
面 对 开 发 天 然 的 哈 十 蜡 资 源 、 发 展 国民 经 
济 、 繁 荣 祖国 医药 事业 都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 
为 此 ， 特 将 吉林 柳河 产 中 国 林 蛙 与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的 输卵管 ， 作 组 织 学 和 组 织 化 学 
的 观察 。 了 解 其 组 织 结 构 和 组 织 的 化 学 成 

分 ， 试 图 扩大 哈 士 蜡 的 天 然 药 源 . 

材料 和 方法 

试验 所 用 之 动物 中 国 林 峙 (Kana cpey- 
sinensis David, 捕 自 吉林 柳河 和 四 川 红 原 。 

1984 年 4 月 18 日 ， 两 个 产地 的 林 蛙 时 值 抱 对 

产 卯 时期。 选择 性 成 熟 未 产 卵 之 上 肉体， 各 10 

BA, FARE OHA RADE, ARH 

ARE, HORA MARHRSW—EB, 

FA Zenker—formol(10:1) 液 和 Bouin 氏 液 固 

定 , 氯 仿 透 明 ,石蜡 (54 一 567 ) 包 埋 , 横 切 8 一 
10u, 用 Ehrlich 氏 苏 林 精 和 伊 红 ; Delafield 

氏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色 , 作 一 般 的 组 织 学 观察 。 

并 选择 完好 的 组 织 切 片 ， 用 目镜 测 微 尺 随机 

测量 和 输卵管 管 壁 的 厚度 和 固有 层 中 管状 腺 的 

直径 ;用 DNA ,多糖 类 .和 蛋白质 的 三 色 染 色 半 

显示 组 织 中 的 化 学 成 分 用 Alcian 蓝 -PFAs 

染色 法 鉴别 中 性 粘 多 糖 和 酸性 粘 多 糖 。 

WH OK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的 组 织 结 构 ， 由 粘膜 上 

皮 、 固 有 层 和 浆 膜 组 成 。 现 列 述 如 下 : 

1. 吉林 柳河 产 中 国 林 蛙 〈 哈 士 蜡 ) 

粘膜 上 皮 ”观察 吉林 柳河 产 中 国 林 蛙 

产 卵 前 输卵管 中 段 的 组 织 切 片 ， 可 以 看 到 输 

卵 管 的 管 壁 较 厚 ， 用 目镜 测 微 尺 测量 平均 为 

1011.24 K. SRMDACAN, FRA 

SEA , (WTC RR AK NIE TK AN Fe (1), 

数目 较 少 。 粘 膜 表 面 系 单 层 柱状 纤毛 上 度 。 

粘膜 上 皮 细 胞 又 分 两 种 类 型 : 一 种 是 纤毛 细 

胞 ， 细 胞 顶端 有 纤毛 ， 胞 质 染 色 较 浅 ， 核 贺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4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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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或 卵 圆 形 ， 位 于 细胞 的 中 部 或 近 表 面 ; 另 

一 种 为 无 纤毛 的 分 沁 细 胞 ， 夹 杂 在 纤毛 细胞 

Zi, BRAY, BARA 〈 图 2 和 图 3) 。 

在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色 的 切片 上 ， 粘 膜 上 皮 细 

胞 质 为 哮 伊 红 的 ， 染 成 火红 色 ;， 用 DNA、 多 

糖 类 、 蛋 白质 的 三 色 染 色 法 ， 上 皮 细 胞 染 成 
深 红 色 ， 上 上皮 细 胞 的 纤毛 染 成 黄色 ;在 Alc- 

ian 蓝 -PAS 染 色 的 切片 ， 上 皮 细 胞 质 染 成 
深蓝 色 。 

国有 层 ”在 上 皮 细 胞 的 下 面 ， 有 一 层 

很 薄 的 结缔 组 织 ， 其 中 可 见 少 量 散在 的 平滑 

肌 细 胞 。 此 外 ， 疝 有 微血管 ， 微 血管 中 充满 

血球 ， 显 充血 现象 。 固 有 层 主 要 是 由 单 管状 

腺 组 成 。 管 状 腺 的 直径 平均 为 126 微 米 。 管 

状 腺 的 管 腔 消失 ， 腺 细胞 的 成 分 全 部 转变 成 

胶 质 〈 图 版 开 ，3)。 在 高 倍 镜 下 ， 粕 液 性 的 

胶 质 显得 较 租 密 ， 内 有 许多 颗粒 。 各 管状 腺 

闻 有 菲 薄 的 结缔 组 织 隔 膜 。 在 接近 输卵管 管 

腔 面 的 管状 腺 口 部 和 颈 部 的 细胞 已 分 泌 出 粘 

液 性 的 胶 质 〈 图 版 亚 ,3) 。 随 着 胶 质 的 排出 ， 

细胞 立即 恢复 原来 的 短 柱状 。 这 种 细胞 具有 

ARN AR, BWA. EKG RMN 

单 管状 腺 细胞 中 ， 仍 充满 胶 质 ， 细 胞 膨大 ， 

彼此 没有 清楚 的 分 界 ， 核 萎缩 ， 不 规则 ， 

被 胶 质 挤 压 到 细胞 的 基部 〈 图 版 亚 , 3 )。 在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 色 的 切片 上 ， 固 有 层 的 管状 

腺 染 成 火红 色 ， 核 染 成 深蓝 色 。 用 DNA .多 

糖 类 、 蛋 和 白质 的 三 色 染 色 法 ， 管 状 腺 和 粘液 

染 成 深 红 色 (ARM) ， 提 示 为 多 糖 类 物 

Ks 管状 腺 间隔 膜 染 成 黄色 ， 表 明 为 蛋白 质 

成 分 》 核 蓝 色 ， 显 示 DNA。 在 Alcian 蓝 

-PAs 染色 的 切片 上 ， 管 状 腺 和 分 刻 的 粘液 

染 成 深蓝 色 ， 被 鉴别 为 酸性 粘 多 糖 类 物质 。 

XR ”和 输 角 管 的 最 外 层 是 浆 膜 ， 由 单 

层 扁平 上 皮 细 胞 组 成 。 在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 色 

的 切片 上 ， 浆 膜 胞 质 染 成 火红 色 ， 核 深蓝 

fs; 用 DNA、 多 糖 类 、 有 蛋白 质 的 三 色 染 色 

法 中 , 浆 膜 胞 质 染 成 黄色 , 核 蓝 色 ; 在 Alcian 

蓝 -PAS 染色 的 切片 上 ， 浆 膜 胞 质 染 成 淡 蓝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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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旦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产 卯 前 输卵管 中 段 

组 织 的 形态 结构 和 吉林 柳河 产 中 国 林 峙 大 

体 上 相同 。 但 也 有 一 些 差 异 。 其 一 是 输卵管 

的 管 壁 较 薄 ， 平 均 为 899.94 和 人 微米。 粘膜 上 度 

TZ RIN SRA ASE, STE RR CA 

亚 ,5)， 数 目 较 多 。 上 皮 MBER AM 

分 , 由 原来 的 柱状 转变 成 扁平 状 较 明 显 。 其 次 

是 固有 层 中 的 管状 腺 BR) (AVM). Be 

平均 为 95.5 微 米 。 管 状 腺 内 的 粘液 胶 质 颗粒 

显得 有 些 稀疏 。 另 外 ， 在 DNA、 多 糖 类 、 

蛋白 质 的 三 色 染 色 法 中 ， 粘 膜 上 皮 细 胞 质 染 

Re, BRE, BIKAR MRR eK 

红色 用 Alcian 蓝 -PAS 4% MHiK, BR 

腺 和 粘液 胶 质 染 成 蓝 色 。 其 余 的 二 者 大 体 上 

相同 。 

We 

As fea] pe, FS FB 8] ae a OD SE BE BY J BE 

MMARAESRRABE HEA RWa Rw 

量 的 结果 作 一 比较 ， 可 以 看 到 吉林 柳河 产 中 

国 林 蛙 和 输卵管 管 壁 厚 约 为 1011.24 微米 ， 较 

四 川 红 原 产 的 899.94 微 米 略 厚 。 固 有 层 中 管 

状 腺 的 直径 前 者 约 为 126 微 米 , 较 后 者 95.5 微 

米 长 。 这 与 我 们 在 解剖 这 些 蛙 时 ， 观 察 到 言 

林 柳 河 产 中 国 林 蛙 的 输卵管 普遍 比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峙 的 粗大 。 在 重量 上 ， 前 者 较 后 者 

重 的 一 些 事实 相符 合 。 

在 组 织 化 学 反应 强度 方 面 ， 用 DNA, 

多 糖 类 、 有 蛋白 质 的 三 色 染 色 法 和 Alcian 蓝 

-PAs 染色 ， 显 示 粘 多 糖 类 的 反应 ， 可 以 看 

到 在 吉林 柳河 产 中 国 宁 蛙 输 卯 管 的 切片 上 ， 

呈现 较 强 的 阳性 反应 ， 而 四 川 红 原 产 的 则 三 

现 较 弱 的 阳性 反应 。 这 说 明 前 者 输卵管 组 织 

中 类 多糖 类 的 含量 较 后 者 的 略 高 。 

我 们 在 不 同 产地 的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的 组 

织 切 片上 ， 用 组 织 化 学 方法 显示 粘 多 糖 类 获 

得 阳性 的 结果 与 Eolkes 等 人 (1950) 的 研 



究 证 明 蛙 卵 胶 中 含有 大 量 的 粘 多 糖 类 一 致 。 

PEI RPS BA, ERE MT MNS 

固有 层 的 管状 腺 肉 。 与 朱 洪 文 等 人 1957) 

TIE BE) BES ie OS IBS BS FZ ake SE BE A a ON A A 

中 相符 合 。 

林 峙 输卵管 的 管 辟 富 含 腺 体 。 内 表面 回 

着 管 腔 ， 有 许多 突出 的 纵 行 隆起 ， 罩 盖 着 一 

层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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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 成 熟 的 卵细胞 通 

过 时 ， 这 些 腺 体 分 泥 一 种 胶 状 物质 ， 便 释 一 

包 庄 在 卵细胞 的 外 面 。 两 栖 类 卵细胞 外 面 的 

这 一 层 胶 膜 和 卵细胞 的 受精 ， 有 着 密切 的 关 

系 。 如 果 没 有 外 面 的 这 层 胶 膜 或 用 人 工 的 方 

法 除去 胶 膜 后 ， 都 没有 受精 能 力 〈 朱 洗 等 

1956), 

aE SN BE AE AG SY fd OW A ac BY Ta) 
ui, Kambara (1956, a, b) 用 组 织 化 学 的 

Ti iI T SCA we We C(Triturus pyrrhogas- 

ter) 在 生殖 季节 和 非 生殖 季节 的 输卵管 中 ， 

磷酸 酶 和 粘 多 糖 类 的 分 布 与 消长 变化 ， 指 出 

了 碱 性 磷酸 酶 对 输卵管 分 泌 卵 胶 的 作用 ， 并 

讨论 了 输卵管 上 皮 细 胞 中 类 多 糖 类 和 碱 性 磷 

酸 酶 的 关系 。 朱 洪 文 等 (1957) 用 组 织 学 和 组 
AAAI TTI, OILS We (Bufo gargar- 

 izans) 产 卵 前 后 输卵管 的 组 织 结构 以 及 磷酸 

酶 、 粘 多 糖 类 的 定位 变化 。 证 明了 碱 性 磷酸 

酶 和 卵 胶 的 形成 与 组 织 分 解 《〈 产 卵 前 期 ) 有 

关 ， 而 酸性 磷酸 酶 和 组 织 的 修复 ( 产 卵 后 期 ) 

有 关 。 而 且 也 证 明了 粘 多 糖 类 的 分 布 和 碱 性 

磷酸 酶 的 分 布 位 置 是 一 致 的 ， 它 们 有 并 行 的 

消长 关系 。 在 输卵管 的 第 二 段 粘 多 糖 类 反应 

最 强 。 我 们 在 不 同 产地 的 中 国 林 蛙 输卵管 中 

段 的 组 织 切 片上 ， 显 示 粘 多 糖 类 的 反应 ， 也 

获得 了 大 致 相同 的 结 

林 蛙 在 生殖 季节 不 同 的 生理 时 期 ， 输 卵 

管 的 组 织 学 结构 是 不 同 的 。 在 输卵管 的 固有 

层 中 ， 有 升 口 于 输卵管 管用 面 的 单 管状 腺 。 

腺 管 的 内 表面 具有 一 层 柱 状 的 分 泌 细 胞 。 在 

生殖 季节 每 个 分 沁 细 胞 内 容 丰 满 ， 脱 胀 得 很 

大 。 在 产 卵 前 ， 这 些 腺 细胞 充满 胶 质 ， 因 

此 ,细胞 膨大 而 变形 。 在 这 些 变形 的 细胞 中 ， 

核 萎缩 呈 不 规则 状 ， 被 细胞 的 胶 质 挤 压 到 细 

胞 的 基部 。 后 来 细胞 膜 破 裂 ， 其 分 废物 便 循 

腺 管 而 进入 输卵管 中 ， 腺 体 即 行 萎 缩 ， 输 久 

管 也 就 变 薄 。 这 些 细胞 在 排出 胶 质 后 ， 便 很 

快 恢复 原来 的 大 小 。 观 察 输 匈 管 在 分 弯 过 程 

中 组 织 结构 的 变化 ， 可 见 管状 腺 的 分 泌 先 是 

从 腺 口 和 腺 颈 部 分 的 细胞 开始 ， 其 次 是 腺 诬 

部 分 的 细胞 。 与 朱 渤 文 等 人 (1958) PERE RR 

中 观察 到 的 相同 。 

欧州 林 蛙 CR temporaria) 二 倍 体 细 胞 

染色 体 数目 2a 为 26 ， 是 由 5 对 大 型 染色 体 和 

8 对 小 型 染色 体 所 组 成 ， 是 典型 的 蛙 属 (人 a- 
na) f) 4 (64k 2H HU (Guillemin, 1967), 东北 

(辽宁 和 黑龙 江 ) 产 的 哈 士 晓 和 四 川 红 原 产 

的 中 国 林 蛙 ， 在 染色 体 组 型 上 十 分 相似 ， 二 

者 的 染色 体 数 目 2n 均 为 24， 由 6 对 大 型 染色 

体 和 6 对 小 型 染色 体 组 成 〈 吴 政 安 ，1982; 罗 

Pel, 1984) 。 中 国 林 蛙 和 欧洲 林 蛙 在 染色 

体 组 型 上 的 显著 差异 ， 表 明 中 国 林 蛙 不 应 作 

为 欧洲 林 峙 的 亚 种 ， 应 恢复 为 种 级 ， 学 名 条 

Fu. Rana chensinensis (2° th3$, 1985) , 

ME He AG Wey ce Be 5 EL ft a DX BY Fs] PE 

在 染色 体 组 型 上 是 十 分 相似 ， 但 在 形态 特征 

上 存在 着 一 些 区 别 。 因 此 ， 中 国 林 蛙 可 能 包 

括 了 若干 个 不 同 的 亚 种 。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与 东北 产 哈 士 蜡 可 能 是 中 国 林 蛙 的 不 同 亚 

种 。 

刘 承 钊 、 胡 淑琴 C1961) 曾 对 辽宁 、 北 

京 、 山 东 、 四 川 、 甘 肃 、 青 海 等 地 的 中 国 林 

蛙 液 浸 标 本 进行 了 比较 ， 发 现 各 地 标本 在 体 

形 大 小 、 后 肢 长 得 、 肥 的 粗细 等 形态 方面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区 别 。 肉 性 输卵管 的 吸水 量 也 不 

同 。 哈 士 蜡 的 液 浸 标本 常 因 输卵管 吸收 大 量 

的 水 分 而 腹部 膨胀 成 球状 ,甚至 使 腹壁 破裂 。 

其 他 地 区 的 大 量 保存 标本 尚未 发 现 此 现 家 。 

显然 东北 的 哈 士 蜡 与 其 他 地 区 的 林 峙 存在 着 

一 定 的 区 别 。 本 实验 的 结果 也 表明 吉林 柳河 

及 四 川 红 原 地 区 的 中 国 林 峙 在 输卵管 形态 方 

面 存在 着 一 些 差 别 。 前 者 个 体 肥大 ， 输 匈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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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粗 ， 后 者 的 个 体 较 小 ， 输 卵 管 较 细 。 它 们 

的 输卵管 的 组 织 学 和 组 织 化 学 也 有 一 些 不 

同 。 在 生化 方面 ， 言 林 蛟 河 、 柳 河 以 及 四 川 

红 原 等 地 的 中 国 林 蛙 眼 晶 状 体 蛋 白 、 和 输卵管 

糖 蛋 白 的 等 电 聚 焦 和 SDS 聚 丙 烯 酰 胺 凝 胶 

HULK GS La, 其 结果 是 大 致 相同 ， 但 也 有 

一 些 差异 〈 邑 未 远 等 ，1984; 鄂 未 远 等 未 发 

表 资料 ) 。 以 上 事实 说 明 ， 它 们 很 可 能 是 属 

于 同一 种 类 的 不 同 亚 种 之 间 的 差异 。 与 刘 承 

el, HHA (1961) 关于 我 国产 中 国 林 蛙 的 

分 类 看 法 基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2 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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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LOGY AND HISTOCHEMISTRY OF THE OVIDUCT IN Rana chensinensis 

FROM TWO LOCALITIES BEFORE OVIPOSITION 

(Plate VI) 

Ya Lu He Jizhi 

Li Shengquan Yu Pi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histology of the oviduct in 

Rana chensinensi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ucopolysaccharides over the tissue 

are studied by histological and _ histo- 

middle 

frogs 

methods, using the 

oviduct of the 

different 

Liuhe, Jilin and Hongyuan, Sichuan as 

chemical 

section of the 

captured from two places, 

a research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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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of the oviduct consists 

of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lamina 

and serosa, The oviducal 

structures of the 

are much the same with some differences. 

propria 

two different forms 

As compared with those caught from 

Hongyuan, females obtained from Liuhe 

have less folds on the mucous epithelium, 

thicker oviducal wall, greater diameter 



of the tubular glands in lamina propria, 

and the in the 

tubular glands produce stronger positive 

mucopolysaccharides 

reaction, when treated with histochemical 

methods. 

The karyotypes of the two forms 

are quite similar (Wu Zhenan 1982;Luo 

Xueya 1984) . However, the two forms 

differ to some extent in morphology, 

size, the histology and histochemistry 

of oviduct, lens proteins, and glycopro- 

teins of the oviduct, etc, It is thought 

that they are probably of two different 

sub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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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 显微镜 术 在 组 织 学 研究 上 的 应 用 

C4 hz VID 

A TA BR 
(兰州 大 学 生物 系 ) 

视网膜 的 解剖 学 及 组 织 学 研究 ， 前 人 已 
做 :了 了 大量 工作 Walls(1942)， 攻 cehoa= 

Duvigneal(1943)， 和 Duke-Elder (1958) 

总 结 了 早期 对 视网膜 结构 的 研究 工作 ， 在 普 

通 光 学 显微镜 水 平 上 确定 了 疹 椎 动物 视网膜 

十 层 共 有 的 基本 结构 。 为 了 对 视网膜 功能 的 

结构 基础 作 更 深入 的 研究 ， 仅 用 普通 光学 显 

微 镜 的 研究 已 不 能 满足 这 一 要 求 了 ， 为 此 

Nilsson(1964) 用 透射 电镜 技术 研究 了 葛 峙 

Rana bbiens 视 网 膜 的 细微 结构 ， 对 于 接受 

光 刺 激 的 感光 细胞 外 节 进 行 了 详尽 的 研究 。 

Dowling fil Hla] S$ (1968, 1969, 1970) 研究 

了 两 栖 类 Ga Oe be 2H He Va) FS RSG, aE 

来 视网膜 的 研究 已 深入 到 分 子 水 平 ,Jan and 

Revel(1974) 利用 免疫 电镜 技术 确定 了 视 紫 

红 质 (rhodopsin) 分 子 在 盘 膜 上 的 亚 显 微 位 

置 ，>ardet 等 (1976) HN SAX HESS TIE TT 

紫红 质 的 形状 和 大 小 。 但 是 由 于 电子 显微镜 

的 制 样 复杂 ， 特 别 是 透射 电镜 对 包 埋 材料 的 

体积 以 及 观察 样品 的 面积 的 限制 ， 很 难 获得 

一 张 完 整 视网膜 超 微 结构 的 高 倍 照 片 ， 使 得 

这 些 研 究 与 早期 的 光 镜 研究 之 间 产 生 了 一 定 

的 距离 ,给 电镜 照片 的 分 析 带 来 了 一 些 不 便 ， 

Meyer 和 Cooper(1966) 曾 用 相差 显微镜 对 鸡 
视网膜 的 未 染色 的 常规 石 螨 切片 (64Um)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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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获 得 了 较 好 的 结果 ， 但 他 们 仍 沿用 党 

规 石 螨 切片 法 ， 因 此 不 能 将 材料 用 作 电 镜 观 

察 。 为 了 解决 上 述 问 题 我 们 用 半 薄 切片 术 和 

相差 显微镜 观察 研究 视网膜 ， 以 期 得 到 一 张 

较 普 通 光 镜 观察 更 细微 ， 较 透射 电镜 观察 更 

全 面 的 显 微 照片 ， 使 近代 的 电镜 研究 资料 与 

早期 的 普通 光 镜 研究 之 间 建 立 起 联系 ， 为 分 

析 视 网 膜 的 功能 提供 必要 的 结构 基础 。 

材料 和 方法 

在 兰州 市 郊 捕捉 日 间 活 动 的 花 背 蚁 内 

Bufo raddei strauch 成 体 作 为 研究 视网膜 的 

PAR. eS OR HB BER AY WB RZ BU a, 

摘 取 眼球 ， 勇 去 眼球 前 三 分 之 -一 《〈 眼 球 解 剖 

学 方位 ) HeS=aZ_LBAM & 24TH 

2% FR RE PHAR TE ERA, KARL CL 

定 4 小 时 后 ， 经 砷 酸 缓 冲 液 冲洗 ， 然 后 用 1 幼 

Ri BS 砷 酸 固定 液 置 4 冰箱 后 固定 处 理 4 

小 时 ， 常 规 乙醇 ， 丙 酮 脱水 ，Lufer's 混合 

Epon 812 包 埋 剂 (1966) 包 埋 ,在 35C 45, 

COCKE PF RRA 24), AO 820 型 切片 

机 切 成 1.5—2um 的 半 薄 片 ， 展 于 载 玻 片上 

直接 用 Olympus 广 视 野 相 差 显 微 镜 观察 ， 照 

未 文 于 1985 年 5 月 27 日 收 到 。 



相 记 录 。 对 一 部 分 半 薄 片 用 sato & Shamo- 

to“s 染 色 法 (1967) 染色 ， 普 通 光 镜 观 察 ， 

照相 记录 ， 以 便 与 相差 显微镜 观察 的 结果 进 

行 对 照 。 

结 OR 

用 相差 显微镜 观察 视网膜 半 薄 急 片 的 结 

果 与 普通 光 镜 观察 染色 后 的 半 薄 切片 结果 大 

致 一 样 ， 但 能 更 清楚 地 观察 到 疹 椎 动物 视 网 

膜 的 典型 十 层 结构 (AA, 1). HW RH 

差 显 微 镜 的 观察 结果 描述 如 下 : * 

1. 视网膜 色素 层 (Pigmented Retinal 

Epithelium) (图 版 三 ，2) 视网膜 的 最 外 

层 ， 在 一 很 平 直 的 基 膜 (Bruch’s mem- 

brane, MB) 上 排列 了 一 层 柱 状 色素 上 皮 细 

胞 ， 细 胞 之 间 昼 线 不 清 ， 顶 端 有 很 多 细胞 质 

突起 伸 向 感光 细胞 的 外 节 COuter segment, 

OS) 之 间 。 细 胞 核 一 般 居 细胞 中 央 ， 为 圆 

形 ， 可 见 到 核 仁 ， 细 胞 质 中 能 观察 到 四 种 形 

和 瑟 和 密度 不 同 的 颗粒 : (1) 成 熟 色素 颗粒 

(mature melanosome，MM)， 这 种 颗粒 多 

集中 在 细胞 的 顶端 和 胞 质 突起 中 ， 密度 最 

大 ， 呈 均 质 的 墨 点 线 样 ， 特 别 是 胞 质 突 起 中 

的 颗粒 呈 小 棒状 ， 长 轴 与 短 轴 之 比 最 大 可 达 

4 倍 。 (2) RRR HH MIL (Immature mela- 

nosome，TM) ， 一 般 位 于 细胞 顶部 和 近 顶 

部 ， 多 为 圆 形 和 卯 圆 形 ， 颗 粒 中 间 密 度 小 ， 

呈 淡 灰 或 中 空 样 .(3) 细胞 器 颗粒 (Organoid 

granule，OG)， 密 度 最 小 ， 位 于 细胞 基部 ， 

呈 小 棒状 样 ， 它 们 相当 于 普通 光 镜 下 的 细胞 

as. (4) 吞噬 体 颗粒 (了 hagosome， 了 >)， 为 

较 大 的 圆 形 颗粒 ， 密 度 介 于 色素 颗粒 和 细胞 
器 颗粒 之 间 ， 是 色素 上 皮 细 胞 吞噬 了 感光 细 

胞 外 区 脱落 的 盘 膜 形成 的 ， 相 当 于 电镜 下 的 

板 层 结构 (Lamellar structure), 

2. 视 杆 视 锥 层 (Layer of Rods and 

Cones) (图 版 亚 ，1RC) 由 视 杆 细胞 (rod) 

和 视 锥 细胞 (cone) 的 内 节 及 外 节 所 组 成 。 

根据 外 节 的 形状 ， 内 节 是 否 含 油 滴 (Lipid 

droplet), ， 和 椭圆 体 CEllipsoid) 的 密度 ， 

可 分 出 视 杆 细胞 和 视 锥 细胞 的 内 、 外 蔬 《图 

版 看 ，1.3) 。 视 杆 细胞 (ROD) 的 外 节 (OS) 

呈 高 圆柱 状 ， 顶 端 较 平 ， 内 节 dS) AAs 

胞 体 相 联 ， 向 外 与 外 节 相 联 。 由 于 椭圆 体 的 

轮廓 和 内 、 外 节 间 狭窄 的 颈 部 ， 使 得 和 内、 外 

TS ZI AAR ote aE, BADR OY) Be OE 

kK, 2-SARK(AM WW, 3E). HAA 

部 分 为 肌 样 部 (Myoid)， 密 度 小 而 均匀 。 视 

杆 细胞 再 根据 其 核 在 外 核 层 的 位 置 分 为 红 视 

杆 细 胞 Cred rod) 和 绿 视 杆 细 胞 (greea 

rod) ( 见 外 核 层 的 描述 ) 。 视 锥 细胞 的 外 于 呈 

短小 的 锥 形 。 在 单 锥 细胞 CAV, 30) 和 

双 锥 细胞 (图 版 三 ，3CO) 。 主 部 (principal 

member) 的 内 节 最 外 仙 有 很 大 的 油 泣 ， 呈 中 

空 的 圆 球 ， 每 个 内 节 有 1 一 3 个 。 向 内 部 分 为 

椭圆 体 和 肌 样 部 ， 因 两 者 密度 相当 ， 所 以 不 

易 区 别 。 双 锥 细胞 的 从 属 部 (accessory 

member) 由 节 没 有 油 滴 。 
3. 外 界 膜 (External Limiting Mem- 

brane)( 图 版 亚 ,1XLM 3) 在 图 中 呈 一 断 

续 的 直线 ， 与 感光 细胞 相 接 处 密度 最 大 。 它 

是 Mtiller's 细胞 的 质 膜 与 相 邻 的 感光 细胞 质 

膜 之 间 的 一 些 终 板 连结 处 (terminal bars), 

因此 Hendrickson (1966) 将 外 寞 膜 称 作 外 连 

结 带 (External Junctional Zone), 

4. 外 核 层 (Outer Nuclear Layer) (4 

KV, 1ONL, 3) 由 不 同 细胞 的 内 、 外 

两 层 细胞 核 组 成 ， 视 锥 细胞 的 核 和 红 视 杆 绍 

胞 的 核 位 于 近 外 界 膜 一 侧 ， 绿 视 杆 细胞 核 位 

于 近 外 网 状 层 一 侧 。 感 光 细 胞 核 两 侧 的 细胞 

质 很 少 ， 看 不 到 细胞 器 。 在 感光 细胞 之 间 

Miller's 细胞 质 呈 透 壳 的 区 域 。 

5. 外 网 状 层 (Outer Plexiform Layer) 

(图 版 亚 ，10PL) 两 栖 类 的 外 网 状 层 一 

AAG EE RRR AE, (ETT MERRY SDK RA ah 

经 视网膜 的 1/25， 它 包括 两 个 部 分 ， 外 半 部 

分 由 感光 细胞 的 轴 突 加 一 部 分 Miller's 细胞 

#* 本文 均 按 眼球 解剖 学 方位 进行 描述 



质 所 组 成 ， 较 密集 ， 也 叫 也 enle“s 纤 维 层 (图 

版 佣 ，1H)， 内 半 部 分 由 双 极 细胞 (bipolar 

cell) 的 树 突 和 水 平 细 胞 (horizontal cell) 

NAAM, ERP, SMEAR, AR 

状 部 分 (POR VM, IP). EX PRR 2 FR Ab 

可 见 到 一 大 致 位 于 同一 水 平 的 不 连续 黑 带 

( 见 图 版 于，3， 四 个 箭头 所 示 )， 这 是 感光 

细胞 和 双 极 细胞 间 的 轴 树 突 触 的 前 、 后 

膜 及 突 触 间 隐 在 镜 下 的 结构 ， 即 致密 连接 斑 

(Dense attachment foci), Fine 和 Zim- 

meman (1962) 将 这 种 墨 带 称 为 中 界 膜 (Mid- 
dle Limiting Membrane), 

6. WK (Inner Nuclear Layer) (图 

ARVO, 1 INL) 由 六 层 细胞 核 所 组 成 ， 有 

四 种 不 同 细 胞 的 核 (ARR, 4): 水平 细 胞 

(HC) 位 于 内 核 层 的 最 外 层 ， 数 量 较 少 ， 细 

胞 核 的 长 径 或 者 极 性 与 视网膜 平行， 细胞 质 

较 多 。 双 极 细 胞 (BC) 的 胞 体 是 组 成 这 层 

的 主要 成 份 ， 其 细胞 核 较 大 呈 圆 形 ， 可 见 到 

核 仁 ,在 核 的 周围 几乎 看 不 到 细胞 质 。 Mtil- 

ler’s 细胞 (MC) 的 核 夹 杂 于 双 极 细胞 核 之 

间 ， 呈 椭圆 形 ， 其 长 径 与 视网膜 垂直 ， 核 周 

围 被 很 多 透亮 的 细胞 质 所 包围 ， 这 些 细胞 质 

贯穿 内 界 膜 到 外 界 膜 之 间 的 部 分 。 内 核 层 最 

内 侧 可 见 到 数量 很 少 的 无 长 足 细 胞 (amacri- 

ne cell, AC) 的 核 存 在 ， 

7. 内 网 状 展 (Inner Plexiform Layer) 

很 厚 约 占 神经 网 膜 总 晨 的 1/4 (AM, 1 

IPL) 。 在 接近 内 核 层 处 可 观察 到 一 不 太 清 楚 

IN, HARA RN RES Bi CRY, 

4, 三 个 并 排 箭头 所 示 ) 不 如 中 界 膜 明显 。 双 

极 细 胞 的 轴 突 较 短 ， 节 细胞 的 树 突 较 长 ， 所 

以 突 触 斑 接 近 和 内核 层 。 由 黑 带 到 节 细 胞 层 均 

RR MIRA. ARS Muller's 纤维 

的 轮廓 与 视网膜 呈 垂 直 走 向 ， 在 图 片上 呈 一 

KH Be (PAM, 1, 4) 

8, SHR (Ganglion Cell Layer) (图 

版 亚 ，1GC) 主要 由 神经 节 细 胞 体 所 组 

成 ， 为 一 单 层 细胞 。 根 据 细 胞 核 的 位 置 和 形 

SS, BTA SO Ala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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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 其 核 位 于 外 侧 ， 细 胞 核 边 界 清 楚 ， 核 均 

质 ， 有 清晰 的 核 位 ， 呈 墨 点 状 位 于 核 中 央 ， 

细胞 质 较 少 。 第 二 类 细胞 ， 其 核 位 于 内 侧 ， 

核 的 边界 不 光滑 ， 较 大 、 呈 不 均 质 样 ， 未 见 

核 位， 细胞 的 体积 很 大 《〈 图 版 全 ，5.7) 。 

9. 神经 纤维 层 (Nerve Fiber Layer) (图 

版 亚 ，1NFL) ` ”由 很 多 细 丝 样 的 纤维 和 部 

分 Muller’s 细胞 质 共 同 组 成 ,在 图 RV, 

图 5 中 可 以 看 出 这 些 纤 维 是 由 节 细 胞 体 所 发 
出 的 轴 突 。 

10. 内 界 膜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ERR, ILM) 在 图 片上 呈 一 条 稍 有 波 

动 的 粗 线 ， 它 由 两 部 分 所 组 成 ， 外 侧 为 一 条 

黑色 的 细 线 ， 内 侧 为 一 较 粗 的 淡 灰 色 线 〈 图 

版 而 ，5ILM)。 黑 色 的 细 线 是 由 Mtiller's 

细胞 的 质 膜 融合 而 成 ， 淡 灰色 较 粗 的 线条 是 

细胞 的 分 泌 物 所 形成 的 。 在 两 条 线 之 间 我 们 

还 观察 到 一 种 呈 半 透镜 样 的 细胞 ， 其 平面 紧 

帖 在 外 侧 的 黑 线 上 (图 版 三，5、7) 核 很 扁 密 

度 较 大 ， 细 胞 质 较 少 。 在 油 浸 物 镜 观 察 中 每 

2 一 3 个 视野 就 能 看 到 这 样 一 个 细胞 ， 细 胞 之 

间 的 距离 不 等 ， 

讨 re 

1. 相差 显微镜 观察 半 薄 切片 技术 的 应 用 

价值 ” 半 薄 切片 术 是 七 十 年 代 随 着 透射 电 

镜 的 广泛 应 用 而 发 展 起 来 的 一 项 新 技术 。 这 

项 技术 要 求 包 埋 材 料 必 须 有 一 定 的 EA 

硬度 ， 常 用 制备 透射 电镜 材料 所 用 的 包 埋 

Fl, WES. Fe BAe A A AA AE A eh i 

等 。 半 薄 切 片 一 般 在 24m 以 下 ， 很 薄 ， 光 透 

过 时 产生 的 各 种 和 干涉、 衍射 效应 小 。 早 期 由 

于 染色 技术 困难 和 结果 不 好 ， 半 薄 切 片 只 用 

来 对 电镜 观察 材料 进行 定位 。 随 着 染色 方法 

的 不 断 改 进 ， 近 年 来 已 作为 一 种 研究 组 织 及 

细胞 结构 的 重要 手段 。 但 是 因 各 种 染色 方法 

FREER, CHAAR ERM RANKS 

力 变 小 等 原因 ， 使 这 项 技术 的 应 用 受到 了 一 

定 的 限制 。 而 相差 显微镜 的 特点 是 能 观察 未 



染色 的 材料 和 活体 组 织 ， 也 适用 于 未 染色 切 

片 的 细微 结构 的 观察 ， 且 方法 简便 。 因 此 在 

理论 上 把 这 两 项 技术 结合 起 来 是 可 行 的 。 本 

文 用 相差 显微镜 观察 半 薄 切片 获得 了 清楚 的 

光学 显 微 照 片 。 早 期 也 有 人 用 相差 显微镜 观 

察 半 蒲 切片 ， 但 结果 不 够 理想 ， 这 主要 原因 

是 所 使 用 的 相差 显微镜 的 物镜 放大 倍数 较 

小 ， 使 一 些 刀 痕 和 包 埋 剂 的 图 像 出 现在 视野 

中 ， 而 影响 了 对 样品 材料 的 观察 CP, 

6), (i Al yHee tH 22 Be (x 100) 就 能 克服 

上 述 缺 点 《图 版 硬 中 的 其 它 各 图 均 为 油 浸 物 

镜 〈x100) WEN, AORN HRB, 

使 得 透 过 样品 被 改变 了 相位 的 各 种 光 中 ， 只 

和 感光 胶片 所 觉察 。 其 它 被 改变 了 相位 的 

光 ， 国 没有 被 转变 成 振幅 变化 ， 所 以 不 被 肉 

眼 和 感光 胶片 觉察 。 同 时 相 环 也 使 得 一 些 无 

关 光 线 的 影响 变 为 最 小 所 以 本 文 认 为 ,用 相 

差 显 微 镜 观察 半 薄 切片 既 可 用 于 电镜 材料 的 

快速 定位 ， 又 可 对 未 染色 的 切片 进行 观察 人 研 

帘 ， 作 为 电镜 研究 的 参考 ， 它 具有 方 读 简便 

易 行 、 快 速 ， 分 辨 能 力 高 ， 图 像 清 楚 ， 不 会 

产生 因 染 色 、 脱 树脂 等 步骤 引起 的 组 织 变 形 

等 优点 ， 是 一 项 研究 组 织 细 胞 的 有 效 手 段 。 

2. TEAS SERRA RR ot Ss {6 

ie 0 PA RE A SEAS 2 AY Je PBR 

栖 类 视网膜 结构 。 一 - 般 两 栖 类 视网膜 的 感光 

细胞 有 视 杆 、 视 锥 细胞 两 大 类 ， 外 核 层 由 1 

一 3 层 细胞 核 所 组 成 ， 外 网 状 层 较 狭 罕 ， 内 

核 层 由 5 一 8 层 细 胞 核 组 成 ， 内 网 状 层 较 宽 ， 

节 细 胞 层 有 1 一 4 层 细胞 核 。 花 背 蝎 内 视 网 膜 

WSS ABI. TEs TE LR DAR 

层 中 视 锥 细胞 核 靠近 外 界 膜 ， 和 乌 类 、 哺 乳 

类 视 锥 细胞 核 所 在 的 位 置 近似 ， 与 Nitsson 

(1964) 的 观察 结果 不 同 。Nilsson fk Oy ee 

Rana 太 z 因 es 视 锥 细胞 的 核 离 外 界 膜 较 远 。 

文 种 差异 是 两 个 属 间 共 有 的 差异 ， 还 是 个 别 

种 间 的 差异 ， 有 符 进 一 步 研 究 。 

3. 色素 颗粒 的 区 分 色素 颗粒 的 数量 ， 

FAS FN Hi eK LRN Gl HB RE, 

在 一 个 细胞 中 可 有 不 同 发 育 时 期 的 色素 颗粒 

存在 ，Fitzpatrick 等 (1967) 用 电镜 研究 了 

色素 上 皮 中 色素 颗粒 的 来 源 及 发 育 过 程 ， 

他 们 认为 色素 颗粒 (melanosome) 来 自前 
色素 体 (Premelanosorme)， 色 素 颗 粒 根 据 

色素 的 沉 集 又 可 分 为 早期 色素 颗粒 《Earl7 

melanosome)， 后 期 色素 颗粒 (Late mela- 

nosome) (这 两 种 均 属 未 成 熟 色 素 颗粒 ) ， 万 

一 种 是 成 熟 色 素 颗 粒 (Mature melanosome) 

(FARR VM, 1). 本文 根 据 相 差 显 微 镜 的 观察 

结果 ， 并 参考 Fitzpatrick 等 的 研究 ， 将 色素 

颗粒 分 为 未 成 熟 的 和 成 熟 的 两 种 。 

aw. » = ey 

Ay £8, 28 Pil 

0 
由 

EAA 晚期 | 期 

hy OQ € 
som 

过 二 | AN ; oh Pp. 
成 熟 色 系 颗 粒 

色素 颗粒 

rey 

色素 颗粒 发 育 过 程 ( 引 自 Eine & Yanoff 1972) 

4. 内 界 膜 上 的 半 透 镜 样 细 胞 的 归属 

船 公认 视网膜 的 内 界 膜 是 由 Malter' s 细胞 

质 膜 融合 而 成 的 ， 到 目前 为 止 我 们 在 两 醒 类 

的 视网膜 中 还 未 见 到 有 关 此 类 半 透 镜 样 细胞 

的 报道 ，Teng(1969);， Kondo(1982) 在 哺 

乳 类 的 视网膜 的 内 界 膜 内 侧 观察 到 了 这 种 细 

胞 ,他 们 称 之 为 玻璃 体 细胞 (Vitreous cell), 

这 种 细胞 是 否 系 玻璃 体 膜 的 豚 胎 残余 细胞 ， 

尚 需 证 实 。 因 此 对 于 这 种 细胞 的 归属 有 待 进 
一 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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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RETINA IN Bufo raddei BY SEMI-THIN SECTIONS 

——APPLICATION OF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Y TO 

HISTOLOGICAL STUDY 

(Plate VW) 

Tong Yunxu Gu Sumin 

(De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s the 

histology of the retina in adult Bufo 

raddei Strauch by means of semi-thin 

section and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ic 

techniques, By checking relevant litera- 

ture, the pigment granules, or melano- 

somes, in the pigment epithelium cells 

are grouped into immature ot mature 

melanosomes according to their morpho- 

logical... characteristies. .A groupm at 

“hemi-convexlenoid” cells is observed in 

the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Some 

problems which are usually met with in 

utilizing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y are 

discussed and solutions for them are 

suggested . 

《中 国 科学 院 院 刊 》 创 乔 

《中 国 科学 
技术 事业 的 方针 政策 ， 评 述 科技 发 展 趋势 ， 
会 的 联系 ， 加 强国 际 科学 交流 。 

《中 国 科学 院 院 刊 》 为 季刊 
会 ”、“ 科 学 家 ”、“ 院 所 介绍 ”、 

冬 中国 科 学 院 院 刊 》 由 叶 笃 正 任 主编 。 

RN 

SHAE HT. 48590, A) RIT. BRIT. #h7T. 本 刊 由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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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院 刊 》 为 中 国 科学 院 的 机 关 刊 物 。 主 要 任务 是 
增进 社会 各 界 对 科学 院 的 了 解 ， 

主要 栏目 设 有 “学 科 发 展 ”、 

“书刊 评介 ” n Fel By 2S Pin” . 

科学 出 版 社 发 行 处 ;中国 工商 银行 东 

宣传 党 和 政府 关于 发 展 科学 
沟通 科学 院 与 社 

工作 研究 ”、“ 科 学 与 社 
“档案 库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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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RIA. OP ae 的 淡水 湖沼 地 

带 。 它 与 北美 密西西比 河流 域 的 密 河 名 (-4/- 

ligator mississi ppiensis) 在 亲缘 关系 上 十 分 

eit, VESPER, AKT ss VIBAK Al, ii 

液 学 及 染色 体 组 型 、 生 态 习 性 和 地 理 分 布 以 

及 人 工 繁 殖 等 方面 的 研究 ， 已 经 作 了 不 少 工 

作 。 但 是 对 于 卯 壳 结 构 的 特征 ， 尚 未 见 有 报 

道 ， 国 际 上 关于 鲁 鱼 蛋 壳 结构 研究 的 资料 

也 不 多 。 近 10 多 年 来 ， 随 着 扫描 电镜 的 应 

用 ， 有 关 这 方面 的 研究 ， 才 受到 了 一 定 的 注 

意 。 因 此 ， 我 们 用 光学 显微镜 和 扫描 电镜 观 

察 扬子 鲍 蛋 壳 的 显 微 结构 和 超 微 结 构 ， 探 讨 

其 结构 与 功能 的 关系 。 

材料 和 方法 

材料 来 目 中 国 科 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 包 括 

刚 产 下 的 蛋 一 枚 ， 孵 化 期 至 少 经 历 了 2 周 的 

蛋 2 枚 ， 和 雏 乌 出 党 后 的 碎 壳 片 等 不 同 钱 化 期 

的 蛋 元 标本 。 

除 用 于 研究 蛋 壳 表 面 的 材料 外 ， 所 有 标 

本 用 环 氧 树脂 包 埋 。 制 作 薄片 标本 是 采用 普 

通 的 磨 片 方法 ， 把 样品 切割 并 磨 成 垂直 于 有 蛋 
Tae GDH) 和 大 致 平行 于 蛋 壳 表面 

椎 动物 与 古人 类 研究 所 ) 

i We le 
(中 国 科 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 

(20h) 的 镜 检 标本 ， 薄 片 厚 度 约 为 30 一 

70 微 米 。 然 后 在 偏光 显微镜 下 观察 和 测量 。 

用 于 扫描 电镜 观察 的 标本 ， 除 作为 研究 

蛋 壳 外 表面 和 径 向 的 机 械 断 裂 面 的 标本 直接 

用 黄金 喷 久 外， 其 余 的 则 根据 不 同 的 要 求 ， 

在 喷 镀 黄金 之 前 ， 将 标本 进行 特殊 处 理 。 用 

于 研究 蛋 壳 内 表面 晶体 结构 的 标本 用 5% 的 

氨 氧 化 钾 溶 液 煮沸 10 一 20 分 钟 ， 溶 解 掉 粘 附 

在 上 面 的 卵 壳 膜 等 有 机 质 纤 维 ， 然 后 冲洗 干 

净 ， 人 烘 干 :用 于 研究 蛋 壳 径 切面 结构 的 还 可 

以 将 包 埋 在 环 氧 树脂 的 标本 磨 干 、 抛 光 、 清 

洗 和 干净 ， 在 实体 显微镜 下 检查 至 无 机 械 的 痕 

为 止 。 用 0.1N 醋 酸 蚀刻 抛光 面 约 15 一 16 秒 

钟 ， 再 冲洗 干净 。 

Bi-F Ja ATE ME 〈 约 300 埃 ) 的 标本 ， 

便 可 直接 在 JSM-T200 一 2 型 扫描 电镜 (15 一 

20k V jn HA HE) 进行 观察 。 

结果 与 讨论 

扬子 名 蛋 的 形状 和 北美 密 河 鲍 的 基本 相 

似 ， 呈 长 椭圆 形 ， 两 端 差别 不 显著 。 根 据 本 

文 作者 之 一 ( 黄 祝 坚 ) 对 野外 发 现 的 7 RF 

本 文 于 1985 年 8 月 14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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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 卵 〈 总 共 108 枚 ) 的 测量 ， 其 平均 长 BAH 

58, 126%K (52,4—64 52K) ， 最 大 宽 径 平 

均 为 34.2 毫 米 〈30.0 一 37 452%) ， 比 密 河 

SE AQHA NN, SHIN RAT AS. 

表 ”扬子鳄 与 密 河 鳄 蛋 形 的 比较 MAT, mm 

扬 下 fis 蛋 密 mW i 

A x 黄 祝 坚 等 (1985) 陈 壁 辉 等 (1984) Ferguson(1982) 

长 径 58.1 60.5 5 12 
it 径 34.2 35.4 35 士 1.6 42 
形 状 指 数 58.8 58.5 58.6 58.3 

扬子 乌 蛋 元 一 般 和 白色 透明 ， 中 部 有 不 透 

明 的 和 白色 条 带 〈 卵 豚 位 置 》。 随 着 胚胎 的 发 

育 ， 不 透明 和 白色 条 市 逐渐 癌 两 端 扩 展 ， 这 种 

变化 和 密 河 龟 的 相似 。 

扬子 乌 蛋 壳 厚 约 0.7 毫米 ， 由 内 、 外 两 

FARK. A ce ee Ne AOD BY OD ot 

膜 ， 外 层 则 是 糙 附 在 卵 壳 膜 外 表面 上 的 钙 质 

re, ECB, CEE PEE, Pele x 

8 5 AERA AER, FLIER 5E Hb 

面 穿 过 柱状 层 和 锥 体 层 ， 终 正 于 卵 党 膜 之 上 

CAN, B), 

1. OAR 

厚 约 0.2 毫米 ， 由 很 多 随机 方向 的 有 机 

质 纤 维 交错 编织 而 成 的 一 种 微细 网 状 结 构 
(图 版 K，A) 。 这 些 纤维 的 表面 一 般 比 较 

光滑 ， 在 其 上 面 往往 具有 很 多 特有 的 颗粒 状 

突起 。 

在 靠近 钙 质 壳 内 表面 处 ， 纤 维 较 粗 ， 一 

般 呈 圆 条 状 〈 直 径 约 1 一 2 微米 ) 或 条 带 状 
〈 宽 径 约 2 一 4 微米 ) 。 在 高 倍 放大 下 ， 还 可 

以 见 到 一 些 由 3 一 4 根 或 更 多 的 细 纤 维 融合 或 

互相 盘 绕 而 成 的 粗 纤维 束 。 由 外 向 里 ， 纤 维 

逐渐 变 细 。 然 而 它 的 内 表面 ， 即 与 卵 白 接触 
的 面 ， 则 是 一 种 无 定形 的 膜 状 结构 ， 即 使 在 

高 倍 放大 下 ， 也 见 不 到 有 纤维 状 的 形态 ， 但 

在 其 上 面 分 布 有 很 多 小 孔 ， 孔 径 约 2 一 3 微 

米 。 很 明显 ， 这 些小 孔 是 与 其 上 面 的 微细 纤 
维 网 状 结构 相通 的 ， 它 和 钙 质 壳 中 的 气孔 道 

组 成 一 个 复杂 的 通气 系统 ， 从 而 保证 了 胚胎 
发 育 时 呼吸 所 需 的 气体 交换 和 阻止 微生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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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erguson, 1982), AS SAN Ws RR 

不 相同 。 乌 类 卵 壳 膜 可 以 明显 地 分 为 内 外 两 

Bs 在 蛋 的 钝 端 ， 内 外 卵 帝 膜 分 开 并 形成 气 

室 。 鲁 鱼 卵 壳 膜 中 的 纤维 形态 和 结构 ， 从 里 

到 外 虽然 有 些 差 别 ， 但 还 不 能 明显 地 把 它 分 

为 两 屋 ， 因 此 在 正常 的 发 育 过 程 中 ， 也 没有 

气 室 的 形成 。 

2. 锥 体 层 

JE FEO .2—0. 25%, ARPS Mh 5 

厚度 的 1/2， 由 具有 球形 晶体 结构 的 锥 体 组 

成 。 锥 体 的 基部 是 粘 固 在 卵 元 膜 外 表面 上 的 

$2 (ARN, B, E), PRERN EES 

全 去 掉 卯 帝 膜 纤维 后 的 蛋 壳 内 表面 ，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到 乳 突 顶端 是 一 些 针 状 或 纤维 状 的 文 

石 微 晶 集合 体 (AK, ©,D), 

用 机 械 方 法 去 掉 乳 突 顶 端的 纤维 状 或 针 

状 晶体 ， 可 以 见 到 晶体 的 生长 中 心 一 一 乳 究 

Hots (ARN, D) ， 如 果 观 察 乳 突 的 驴 切 

面 薄片 标本 ， 在 正 交 偏 光 镜 下 ， 显 放射 状 十 

字 消 光 。 

由 乳 突 中 心 生 长 的 针 状 或 纤维 状 的 文 石 

微 晶 向 外 逐渐 过 洲 为 方解石 徽 晶 组 成 的 锥 

体 ， 每 个 锥 体 由 3 一 4 个 模 形 体 组 成 (图 版 区 ， 

B, 卫 )。 在 高 倍 放大 镜 下 ,方解石 晶体 呈现 较 

规则 的 萎 面 体式 的 亚 显 微 结 构 ， 由 于 受 基质 

纤维 的 控制 ， 这 些微 晶 基 本 上 排列 成 与 蛋 用 

表面 平行 的 样式 。 

锥 体 排 列 紧密 ， 各 锥 体 之 间 两 侧 几 和 巴 融 



合 一 起 ， 只 有 在 靠近 乳 突 处 ， 才 能 勉强 区 分 

出 其 基部 的 形状 。 但 在 普通 光学 显微镜 下 观 

察 其 径 切面 或 骇 切面 薄片 ， 各 个 锥 体 的 轮廓 

仍 非常 清晰 。 在 正 交 偏光 下 呈现 随意 消光 。 

3. 柱状 层 

厚 约 0.2 一 0.25 豪 米 ， 由 砍 柱状 方解石 

晶体 组 成 。 径 切面 中 可 以 看 出 它们 是 由 放射 

状 的 锥 形体 逐渐 过 湾 向 外 与 蛋 壳 表面 垂直 的 

柱状 排列 。 虽 然 其 中 具有 明显 的 与 蛋 壳 表面 

平行 的 生长 增长 纹 ， 但 柱状 层 和 锥 体 层 之 间 

无 明显 的 分 界 。 在 偏光 显微镜 下 ， 往 往 可 以 

看 出 柱状 层 中 方解石 晶体 的 消光 位 和 它 相 连 

的 锥 体 是 一 致 的 ， 转 动 镜 台 时 ， 同 样 呈 随 意 

消光 ， 说 明 柱 体 光 性 L 轴 方位 不 一 。 如 果 从 

径 向 折断 蛋 壳 标 本 ， 在 高 倍 放 大 下 ， 断 裂 面 

第 显示 出 完全 规则 的 或 不 规则 的 尧 面 形 解 理 

(AWN, FF), KPRENSER RHE 
壳 非 常 相 似 (Schmidt, 1964; Erben, 

1970), 

4, 气孔 道 

主要 分 布 在 蛋 的 中 部 ， 即 不 透明 的 白色 

Ti XI, BEET KAKA FD 1-244. 

. 这 种 特征 可 能 和 胚胎 的 位 置 有 关 ， 因 为 气孔 

是 胚胎 呼吸 时 气体 交换 的 通道 ， 扬 子 乌 卯 呈 

长 椭圆 形 ， 豚 胎位 于 蛋 的 中 部 ， 而 作为 储存 

水 分 的 卵 自主 要 位 于 有 蛋 的 两 端 ， 因 此 气孔 大 

都 分 布 在 蛋 的 中 部 有 利于 胚胎 发 育 时 气体 的 

交换 ， 同 时 也 可 避免 水 分 过 多 的 蒸发 。 

从 径 切 面 观察 ， 气 孔道 大 体 上 与 蛋 壳 表 

面 垂 直 。 一 般 说 来 ， 由 里 向 外 ， 和 孔径 逐渐 缩 

小 ， 在 靠近 外 表面 处 ， 孔 径 急剧 缩小 ， 只 相 

当 于 内 侧 最 宽 处 的 1/5 一 2/5， 因 此 气孔 道 状 

如 钟 形 〈 图 版 信 ，B)。 

从 和 蛋 充 外 表面 观察 ， 气 孔 口 一 般 呈 圆 
7, WAU RA AIG (图 版 X，A、B、C、 

D)， 孔 径 在 30 一 100 微 米 左 右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在 那些 孵化 期 至 少 经 历 了 两 周 以 上 的 标本 
中 ， 气 孔 口 周围 一 般 都 旦 同心 环 的 阶梯 状 凹 

BBC) 

此 外 ， 在 低 倍 放大 下 ， 还 可 以 见 到 气孔 

口 经 常 被 一 些 球状 或 膜 状 的 物质 所 覆盖 或 博 

塞 (AMX, A, C, D) 。 这 种 现象 也 见 

于 密 河 铂 的 蛋 壳 中 。 可 以 认为 ， 它 与 某 些 鸟 

类 ， 如 火 烈 鸟 ， 珍 珠 鸡 以 及 家 禽 等 蛋 壳 气孔 

的 孔 栓 在 性 质 和 组 成 上 不 同 ， 后 者 是 天 生 

的 。 根 据 我 们 的 观察 和 Ferguson(1982) 所 

描述 的 密 河 乌 蛋 壳 结构 ， 并 未 发 现 这 两 种 蛋 

壳 的 外 表面 上 有 一 层 真正 的 蛋白 质 护 膜 被 履 

着 ， 因 此 这 些 气 孔 堵 塞 物 可 能 是 后 天 获得 

的 ， 它 对 于 胚胎 的 正常 发 育 可 能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 我 们 检查 了 一 枚 雏 乌 已 发 育 完 全 但 未 出 

壳 就 死 掉 了 的 蛋 壳 样品 ， 发 现 其 中 大 多 数 气 

孔 都 被 一 些 膜 状 或 球 粒 状 的 物质 所 堵塞 。 因 

此 有 理由 认为 它 是 由 于 得 不 到 足够 的 氧气 而 

室 息 的 。 

有 趣 的 是 在 观察 那些 贱 化 期 至 少 经 历 了 

两 周 以 上 的 蛋 壳 和 纵 甸 出 壳 后 的 碎 蛋 片 ， 在 

它们 的 外 表 上 都 存在 着 很 多 呈 阶 梯 状 的 侵蚀 

小 凹 ， 而 在 一 枚 刚 产 下 的 卯 过 上 ， 则 几乎 疫 

有 昂 到 ， 这 些小 凹 大 小 不 一 ， 但 都 呈 同 心 环 

阶梯 形状 ， 越 靠近 止 底 ， 小 凹 的 直径 越 小 。 

这 些小 凹 呈 圆 形 ， 卯 圆 形 ， 方 形 或 不 规则 形 

(AlkxX, B, C, D, E, F), haa He lak 

(ERE, 2) KREINER, FB 

了 更 多 的 同心 环 阶梯 〈 图 版 X F). 

在 胚胎 发 育 过 程 中 ， 气 孔 口 的 变 宽 和 侵 

蚀 小 四 的 形成 可 能 有 助 于 胚胎 呼吸 气体 的 交 

换 ， 而 且 在 孵化 的 后 期 阶段 ， 也 大 大 地 削弱 

了 和 蛋 壳 的 强度 ， 从 而 有 利于 雏 乌 的 破 壳 和 出 
#3(Ferguson, 1982), 

综 上 所 述 ， 笔 者 想 就 以 下 两 个 问题 简单 

的 作 一 些 探讨 。 

1, 根据 Erben(1970) Wik, Be 

RALNTHREARARN, WDABRRKA 

Hy AE i eis 2 (Pseudosuchia) AAR, FH 

GN 52 WS EAS aE eg i ee EE 

物 一 一 文 石 微 晶 组 成 的 乳 突 。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 例 如 进化 到 了 恺 龙 和 鸟 类 ， 由 文 石 微 晶 
组 成 的 乳 突 便 大 大 的 缩小 ， 或 者 退化 成 为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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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 即 一 般 称 为 乳 突 中 心 ) ; Siti, X 

发 展 出 新 的 结构 成 分 ， 即 由 较 稳定 的 矿物 

方解石 微 晶 组 成 的 锥 体 和 柱状 体 。 但 是 

鳄鱼 蛋 壳 完全 由 方解石 组 成 ， 其 基本 结构 单 

PMB AF SAMBA “HER” . Alt 

EC A BE EBs 5 Wit Ee TS — a 

AMMAR GRRA, Hie ez 

壳 的 矿物 成 分 和 乌 类 的 一 样 主要 是 方解石 

外 ， 在 乳 突 顶端 还 有 少量 文 石 (ARK, C, 

D)。 这 一 发 现 与 Jenkins(1975) 研究 的 结果 

似乎 比较 一 致 ，jJenkins FAX 光 衍 射 研究 了 
Crocodylus novae guineae & FWA fy ALF), 

发 现 其 中 含有 极 微 量 的 约 0.4 匈 文 石 。 

扬子 鳄 钙 质 蛋 壳 的 基本 结构 单位 ， 由 里 

向 外 为 乳 突 、 锥 体 及 柱状 体 ， 和 鸟 类 及 和 恐龙 

类 有 蛋 沈 结构 的 基本 模式 相似 (Tyler, 1969, 
Erben, 1970; 赵 资 奎 等 ，1974) 。 这 就 表明 

扬子 鲁 钙 质 蛋 充 的 形成 过 程 和 了 恐龙 类 及 鸟 类 

的 基本 相同 ， 在 蛋 壳 的 演化 过 程 中 ， 它 不 可 

能 代表 一 个 独特 侧 支 。 根 据 现 有 的 资料 ， 钱 

类 和 蛋 壳 的 矿物 成 分 及 其 基本 结构 可 能 比较 复 

杂 ， 也 许 它们 正 处 于 钙 质 蛋 壳 演化 的 中 间 阶 

段 ， 在 不 同类 群 的 结构 上 便 反 映 出 其 多 样 化 

来 。 因 此 更 系统 地 综合 研究 各 种 鳄 类 蛋 壳 的 

结构 及 其 矿物 成 分 ， 将 有 助 于 弄 清 它们 之 间 

的 系统 演化 关系 。 

2, BRERA DRL BH 

定 阶 段 中 在 繁殖 上 对 环境 适应 的 一 种 产物 ， 

它 的 功能 就 是 保证 胚胎 的 正常 发 育 。 根 据 对 

鸟 蛋 的 实验 观察 ， 钙 质 蛋 壳 最 主要 的 作用 在 

于 防止 豚 胎 脱水 。 从 本 文 的 研究 结果 来 看 ， 

扬子 乌 蛋 壳 结构 和 鸟 类 的 基本 相似 ， 说 明 它 

具备 了 鸟 蛋 充 的 一 般 功 能 ， 但 还 存在 着 一 定 

的 差别 。 

(1) 扬子 甸 蛋 壳 外 表面 没有 护 膜 被 覆 

着 ， 气 孔道 也 没有 任何 有 机 质 充 填 ， 因 此 水 

分 莱 发 较 快 。 这 就 要 求 扬子 乌 蛋 需要 在 比较 

ey BY die BER EP BE TR 
(2) MPAA eE)MAERK 

RARE, SRM, B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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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 化 过 程 中 ， 由 于 集 章 发 酵 的 产物 一 一 酸 对 
蛋 壳 表面 侵蚀 的 结果 (Ferguson，1982)。 

有 趣 的 是 在 始 新 世 的 鲍鱼 蛋 壳 化 石 的 表面 上 
也 保存 着 这 种 特征 〈Hirsch，1985)， 从 而 
WM BAIL MB eee 类 所 特 有 
的 。 前 面 已 经 指出 ， 这 种 变化 现象 有 利于 后 
期 阶段 胎 鳄 的 正常 发 育 和 破 壳 。 因 此 有 理由 
认为 短 吻 鲍 用 杂 章 或 枝叶 筑 梨 产 卵 是 在 繁殖 
上 的 一 种 适应 ， 而 且 这 种 繁殖 习性 早 在 + 
多 万 年 前 的 始 新 世 就 已 形成 了 . 

由 此 看 来 ， 进 一 步 开 展 有 关 扬子 鲍 营 梨 
产 卵 习性 以 及 蛋 壳 结构 与 功能 的 研究 ， 对 于 
提高 我 国 这 一 特有 的 珍贵 物种 的 保存 与 增殖 
可 能 有 重要 的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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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LTRASTRUCTURE OF THE EGGSHELL OF CHINESE ALLIGATOR 

(Plates K-X) 

Zhao Ziku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aeontology and Pala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Betjing) 

Huang Zhujian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Abstract 

Observations of the eggshell of Al- 

ligator sinensis by polarization micro- 

scopy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reveal that the shell consists of shell 

shell. The 

single-layered shell membrane is made 

membrane and calcareous 

up of randomly interwoven fine fibres 

which have a comparatively smooth sur- 

face on which are particals of various 

sizes, The calcareous shell is composed 

of mammillae, cone layer and columnar 

layer, Pore channels run from the sur- 

face of the shell through calcareous shell 

to shell membrane, The notable mam- 

millary tip is a spherulitic aggregate of 

acicular aragonitic crystallites radiating 

from its core, suggesting that the shell 

is mainly of calcite as well as a small 

amount of aragonite in mineral compo- 

s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mbryo, 

the pores undergo gradual changes to 

become crateriform orifices; meanwhile 

numerous small erosion craters appear 

in the outer part of the columnar layer, 

This may facilitate respiratory gas ex- 

Change through the shell,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embryonic devel- 

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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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RARER TTT 
AML KR ASK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横断 山脉 中 段 ， 位 于 东 经 98 "一 100 "， 

北纬 27 一 29 的 云南 西北 地 区 ， 包 括 德 钦 、 

贡 山 、 维 西 和 中 旬 4 县 。 该 区 相对 高 差 几 近 

3000 米 ， 垂 直 分 带 十 分 明显 ， 动 物 垂 直 分 布 

是 区 系 上 的 重要 特征 。 

本 文 利 用 每 百 米 小 带 物种 相同 百分率 统 

HAE, HuaMAA 5 PHEG: (1) 

脚 带 (1300 一 2100 3K), (2) 低 山 带 〈2100 一 

3200 米 )，(3) 中 山 带 (3200 一 3700 米 )，(4) 

高 山 带 (3700 一 4000 米 )，(5) 山 顶 带 (4000 

eur) 6 | 

两 栖 类 的 垂直 分 布 表 明 : (1). (2) a 

主要 物种 是 东洋 界 类 型 ， 而 (4)、(〈5) 带 则 为 

十 北 界 类 型 。 因 此 ， 中 山 带 可 作为 两 大 动物 

地 理 界 在 本 区 的 过 洲 带 。 本 区 两 栖 类 的 垂直 

分 布 带 最 明显 。 文 中 , 尚 对 物种 的 跨 带 原因 、 

特有 种 的 分 布 规律 以 及 本 区 动物 地 理 区 划 等 

问题 作 了 初步 探讨 。 

调查 地 区 及 结果 

关于 横断 山区 的 范围 ， 地 理学 上 诸 家 所 

见 不 一 ， 狭 义 概念 与 广义 概念 相差 甚 远 。 本 

文采 用 严 德 一 所 定 的 范围 , 亦 即 狭义 概念 ( 陈 

富 斌 ，1984:，，31 一 35)。 文 中 研究 的 地 区 约 为 

东经 98 "一 100" ， 北 纬 27 "一 29"， 包 括 云南 

西北 部 的 德 钦 ， 贡 山 、 维 西 和 中 旬 4 县 。 其 

位 置 正 处 于 横断 山脉 的 中 有 段 。 

本 区 地 形 是 典型 的 高 山峡 谷 区 。 区 内 河 

134 

流 与 山脉 相间 ， 南 北 走向 。 自 西 至 东 分 别 为 

Beni, BIL, BU. We, ae Ss 

山 、 金 沙 江 和 中 旬 雪 山 等 。 河 谷 海拔 高 度 约 

在 1300 一 2300 米 之 间 ， 山 顶 平均 高 度 约 为 

4000 一 5000 米 ， 相 对 高 差 几 乎 达 3000 米 。 本 

区 地 势 是 西北 高 ， 东 南 低 ， 金 沙 江 以 东 的 中 

甸 尚 保存 有 较为 完整 的 高 原 面 。 

本 区 因 地 形 特殊 ， 和 气候 条 件 的 垂直 变化 

十 分 明显 ， 如 据 研究 COE TES, 1982) ， 

RPS aaa 5 See: (1) AA te 

干旱 小 叶 灌 丛 带 〈2700 米 以 下 ) (2) Bela 

PERT PYAAR UMA PR 〈2700 一 3100 

HK), (3) Rim VERS STIL AK 带 〈《3100 一 4100 

KK), (4) 高寒 灌 从 和 草 旬 带 (4100 一 4600 

HK), (5) TK BR tr (4600KVE). 

各 地 垂直 地 带 的 组 合 与 海拔 又 因 地 域 不 同 而 

发 生变 化 ， 上 自然 条 件 相 当 复 杂 。 
1973 一 1984 年 间 ， 笔 者 曾 对 中 段 地 区 4 

县 28 个 考察 点 进行 过 调查 采集 CLT 

近 县 地 区 ) 。 考 察 点 分 布 较 均 匀 ， 共 获 两 栖 

类 标本 2325 号 ， 隶 7 科 11 属 21 种 及 亚 种 。 

物种 的 区 系 从 属 关 系 的 分 析 

“所 谓 区 系 ， 是 指 由 一 定 的 发 展 过 程 ， 

本 文 应 用 了 1982 年 以 来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协作 进行 横断 山区 调查 取得 的 部 分 资料 ， 参 
OER Sb CER A AAT BARK, TERS fA Ee A 
志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4 年 9 月 14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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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4g¢ ZH #@ KR 

Oe He BA US Re ae 山 A Dee eis 

a if 

Te OE ae Ty ee) 

3200—3700 3700—4000 4000 米 以 上 

LR ae I Ls EWE Rll) Os SW 

DER Ls He FR DAG FS WE PU at WE 
HRT AS We Pa i WS Se 

Dy LL Ti FS BE JES AR HEE 

JR) BIT FS HE 倭 蛙 

SEDGE bis 
Pa pec Me 

FESR RE: 

DOC) rn Be Sz LV 

4 科 T 属 1 种 3 科 4 属 5 种 2 科 2 属 2 种 

1300 一 2100 2100 一 3200 

tke ipa 
各 Deh DAMS KBE 

A fe Bef va ws 
ayn HL 

a 华西 雨 蛙 贡 山 亚 种 IBGE EHS 
big Ab ieee AEDs ie 
无 指 盘 臭 时 Tawa 
日 本 林 上 蛙 昭 觉 亚 种 华西 雨 蛙 贡 山 亚 种 日 本 林 蛙 昭 觉 亚 种 

物 四 川 溃 蛙 金 江 亚 种 无 指 盘 臭 峙 
2 日 本 林 蛙 昭 觉 亚 种 Bei: 
溃 蛙 属 一 种 eae 

种 贡 山 权时 pel J ase WD 
| BE a 

科 、 属 、 种 总 计 5 科 了 属 13 种 6 科 8 属 12 种 

华南 区 物种 2 15.4% 
ARES 西南 区 物种 i1 84.6% 9 75.0% 

古 北 界 | RRA 0 0 3 25.0% 
TT err ETL TE FIT 人 ET 

在 一 定 的 地 理 区 域 和 一 定 的 自然 环境 条 件 下 

所 形成 的 动物 综合 体 。” “ 郑 作 新 ，1982: 

444)。 因 此 ， 在 判断 这 个 动物 综合 体 的 每 个 

成 员 的 区 系 从 属 关 系 时 ， 不 仅 要 考虑 到 它 的 

分 布 区域 ， 还 要 注意 分 析 其 对 环境 的 生态 适 

ME. 

本 文 根 据 张 荣 祖 提出 的 动物 地 理 区 划 与 

物种 的 分 布 类 型 、 生 态 地 理 动 物 群 之 间 的 关 

系 ， 并 参考 物种 的 垂直 分 布 、 生 态 习性 等 方 

面 的 资料 ， 对 本 区 21 种 两 栖 类 的 区 系 从 属 关 

系 进 行 综合 分 析 ， 并 归纳 为 三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 分 别 从 属于 不 同 的 区 系 成 分 〈 表 1) 。 

工 高 地 型 物种 一 一 高 地 森林 草原 一 草 

甸 草 原 、 寒 次 动物 群 一 一 青藏 区 物种 。 如 胸 

ARS WS, RUNS HS, TSS, PR 

Tete, ENN SHKEBE RRS 

原 〈 藏 东 ,. 藏 东南 ) 、 横 断 山 北 段 高 山高 原 地 

区 《青海 玉树 、 甘 肃 曲 玛 和 川西 北 的 阿坝 、 

BRK) WR RY Be atu. B 

江 ) 。 垂 直 分 布 一 般 都 在 3000 米 以 上 ， 属 高 
地 型 的 分 布 种 类 。 栖 息 环境 大 都 是 高 山 森林 

草原 一 一 草 甸 草 原 的 开阔 景观 ， 生 态 上 耐 受 

6 54.5% 1 20.0% 0 0 

5 45.5% 4 80.0% 2 100% 

高 寒 ， 活 动 的 节律 性 明显 ， 冬 眠 期 长 ， 繁 殖 

期 短暂 ， 而 在 物种 组 成 上 表现 贫乏 化 ， 在 数 

量 上 却 相 当 丰 富 ， 是 较 典 型 的 高 地 森 林 OE 

ki — Bee, RRR, WI, LR 

TD RIX AIR AR re LE eR LK 物 

种 。 
2. 横断 山脉 一 瘟 马 拉 雅 型 物种 一 一 亚 

热带 森林 动物 群 一 一 西南 区 物种 。 此 类 物种 

为 广 记分 布 于 横断 山脉 中 、 低 山 或 延伸 至 喜 

马 拉 雅 山南 坡 森 林带 以 下 的 物 BP LR 

BL KERR, PERITSE, AE RESE RR BERL 

Wit. Tots RH, AAP RENATO 4 

AG eR ee FH FE Be HEE BP, EN BE OP A 

23731500—3000K, HAAR S Aik Rar 

绿 阔 叶 林 、 灌 从 、 草 地 以 及 农耕 区 ， 属 于 典 

型 的 亚热带 森林 动物 群 。 在 横断 山脉 地 区 ， 

此 类 自然 景观 虽 与 上 述 高 地 森林 草原 一 一 单 

fa] Feiss WARE, (ABABA Hw AA 

同 ， 根 本 原因 在 于 随 海 拔 的 升 高 而 导致 生物 

气候 带 的 巨大 变化 。 因 此 ， 本 分 布 型 所 联系 

的 栖息 环境 、 水 热 条 件 、 食 物 因素 等 方面 都 

较 上 述 分 布 型 更 有 利于 两 栖 类 的 生长 .繁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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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而 其 物种 的 种 类 组 成 丰富 ;活动 期 长 ， 冬 
眠 期 短 ; 繁殖 期 长 而 缺乏 节律 ， 在 不 同 的 生 
境 具 有 不 同 的 优势 种 。 上 述 特征 ， 说 明 这 些 
物种 属于 西南 区 物种 。 

3. 东南 亚热带 一 一 亚热带 分 布 型 一 一 
热带 森林 、 林 灌 、 草 地 、 农 田 动物 群 一 一 华 
BX wt. AARMAAM, BERRA 2 种 。 
其 分 布 区 南 达 印 度 半 岛 、 中 南 半 岛 及 附近 岛 
屿 ， 北 伸 至 我 国 南部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 但 
未 能 越过 秦岭 淮河 一 线 ， 而 在 本 区 也 只 达到 
独 龙 江 和 澜沧江 河谷 处 〈 维 西 白 济 汛 ) ， 分 
布 高 度 都 在 1800 米 以 下 ， 故 属 热带 森林 、 林 ， 
灌 、 和 草地、 农田 动物 群 ， 为 华南 区 物种 。 

此 外 ,横断 山区 还 以 特有 种 丰富 而 著称 ， 
成 为 其 区 系 上 的 重要 特色 。 因 本 区 地 处 横断 
山脉 的 中 段 ， 横 断 山脉 各 地 所 见 特 有 种 在 本 
区 也 多 有 发 现 ， 据 统计 共有 14 种 ， 占 本 区 物 
种 的 66.7 匈 ， 它 们 在 种 类 组 成 和 垂直 分 布 上 

也 有 独特 之 处 〈 见 后 述 ) 。 

垂直 带 的 划分 方法 及 结果 

动物 垂直 带 的 划分 ， 以 往 多 按照 植被 带 

的 分 布 并 结合 动物 优势 种 来 确定 。 这 种 方法 

虽然 简单 易 行 ， 但 容易 受 某 些 表面 现象 的 迷 

惑 而 难以 准确 揭示 动物 自身 分 布 规律 。 谭 泡 

匡 、 郑 作 新 采用 每 百 米 小 带 相同 百分率 统计 

法 来 划 定 垂直 带 ， 能 比较 客观 地 揭示 动物 分 

布 的 目 然 规律 ( 谭 耀 匡 等 ,1964，308 一 309 ) 。 

本 文采 用 谭 氏 的 划 带 方法 ， 研 究 横 断 山脉 中 

段 两 栖 类 垂直 分 帝 问 题 。 

HEE: 首先 把 全 山 按 每 100 KH 

直 高 度 划 分 成 若干 小 带 ， 并 分 别 统计 各 小 带 

的 物种 数 、 每 小 带 与 其 它 小 带 相 同 种 数 ， 然 

后 按 下 列 公 式 计 算出 两 小 带 间 物种 相同 百 分 

SS 一 两 小 带 间 相同 种 数 X2 
两 小 带 种 数 之 和 

为 了 便于 观察 比较 ， 按 下 列 方法 设置 表 

格 : 依次 列 出 各 小 带 ， 设 立 横 列 与 纵 列 ，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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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100%, 

列 中 任 一 小 带 与 纵 列 中 相同 的 小 带 相 比 ， 因 
其 种 数 完全 相同 ， 故 ?为 100 匈 ,以 符 号 "一 - 

表示 。 若 这 小 带 与 海拔 较 之 低 的 各 小 带 比 

较 ， 相 同 物种 数 依次 填 入 “一 ”的 正 上 方 ， 

对 应 的 相同 率 填 入 “一 ”的 左 侧 。 例 如 ， 

2000 一 2100 米 小 带 与 2000 米 、1900 米 …… 

1400 米 各 小 带 比 较 ， 相 同 物种 数 在 “一 ”上 

Fiala: 6, 6, 5,749", 2. 0, In ww 

IN 47 4 OR KA: 75.0, 66.7, 

58.8, 53.3, 53.3, 28.6, 0, RH HOH FY 

WABA GR2); 

检测 表 2 可 知 ， 两 小 带 间 相同 百分率 的 

差异 一 般 不 大 ， 但 在 2000 一 2100 米 、3100 一 

3200 米 、3600 一 3700 米 、3900 一 4000 米 等 

处 ， 相 同 率 的 差异 明显 增 大 ， 平 均值 在 14.7 

一 33.3 之 间 ， 显 著 的 差异 说 明 在 上 述 各 海拔 

高 度 处 ， 两 栖 类 物种 组 成 发 生 了 较 大 的 变 

动 ， 据 此 可 作为 划 带 的 标准 。 经 分 析 整 理 ， 

将 本 区 划分 成 5 个 垂直 带 :(1 ) 山 脚 带 1300 

—21002Ks (2 ) 低 山 带 2100 一 3200 米 : (3) 

中 山 带 3200 一 3700 K; 《4) 高 山 带 3700 一 

4000K; (5 ) 山 顶 带 4000 米 以 上 。 

上 述 划 带 结 果 ， 与 本 区 植被 带 比 较 ， 大 

体 有 下 列 关 系 ， 山 脚 带 仅 限于 独 龙 江 和 怒江 

河谷 ， 为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河谷 次 生 灌 从 、 章 坡 

Heit, 低 山 带 因 带 幅 较 大 ， 包 括 从 第 绿 

fal H+ ARB Et hed ERC PM as 中 山 带 相当 

F Fein VERS SEH a. ZEHE 4a) ah Le 

草地 ;高山 带 的 植被 大 体 同 中 山 带 ， 区 别 仅 

在 于 高 山 草 地 景观 被 高 山 杜 鹃 灌 从 和 垫 状 杜 

鹏 灌 丛 所 代替 ;山顶 带 相 当 于 高 寒 灌 丛 草 甸 

植被 带 。 

垂直 带 的 区 系 分 析 

各 垂直 带 均 具 有 自己 独特 的 带 性 ， 彼 此 

以 不 同 的 带 性 相 区 别 。 其 主要 表现 在 各 带 物 

种 组 成 、 种 数 ,数量 ,优势 种 和 跨 带 状况 等 方 

面 。 现 就 上 述 内 容 ， 对 各 垂直 带 逐 一 子 以 分 

析 。 



山脚 带 ” 共 有 13 种 ， 隶 5 科 ?7 属 ， 均 为 

东洋 界 成 分 ， 具 有 人 鲜明 的 热带 亚热带 特色 ， 

WA DK WR. PERC MER, QA EL 2A 

dee A 2 AL REE, BRE MPS A HIB A 

AK, REBMAI LM BAMA, HA 

MA AWE, DEAR RS ER Kio. HAs 

为 西南 区 中 、 低 山 种 类 。 本 带 物 种 组 成 复 

杂 ， 优 势 现象 不 甚 明 显 ， 仅 在 本 区 北部 独 龙 

江 、 人 金沙 江河 谷 见 到 缅 北 棘 蛙 、 四 川 满 蛙 金 

江 亚 种 的 优势 现象 。 本 带 代 表 性 物种 一 般 不 

再 往 上 分 布 ， 反 映 出 东南 亚 热 一 一 亚热带 类 

群 对 湿热 环境 的 严格 选择 。 

会 山 带 ， 2100 一 3200 米 ， 本 带 大 体 以 针 

阔 混 交 林 为 上 限 。 共 有 两 栖 类 12 种 ， 隶 6 科 

8 属 ， 东 洋 界 物种 依然 占 优 势 (75.0%) , 尤 

DAFT RSX APR AEH, BOK RS, TERIA 

es, AE PR HSA, EPG EDTA, Fete 

Fue, AA PRRERR OE BL DOS aE SW 

种 等 。 此 外 ， 本 带 上 缘 也 承接 了 部 分 从 中 山 

带 或 高 山 带 下 延 分 布 的 物 种 ， 如 山 溪 饮 、 

2A SSNS. Pa gWe ee RARE SE, (A 是 ， 

它们 在 本 带 的 数量 均 不 大 ， 其 所 采 标 本 数 的 

比例 还 不 到 本 带 总 标本 数 的 1 多 ， 而 上 述 7 种 

西南 区 代表 种 类 的 标本 数 可 占 本 带 标 本 总 数 

的 92 用 ， 因 此 这 也 反映 了 西南 区 物种 在 数量 

上 占 明 显 优势 。 优 势 种 中 ， 尤 以 静水 域 中 的 

大 中 铃 蟾 最 突出 ， 其 标本 数 高 达 531 号 ， 占 

全 带 标 本 总 数 的 62 儿 ; 日 本 林 峙 昭 觉 亚 种 其 

次 〈103 号 ) 所 占 比 例 为 12 匈 。 本 带 西南 区 

代表 种 类 ， 跨 带 现象 普遍 而 突出 ， 或 进入 中 

Wir, Be PRE LU, A AY HSS EE WL 

3 个 垂直 带 之 中 。 

中 山 带 ”3200 一 3700 米 ， 相 当 于 暗 针 叶 

林 的 下 市 。 本 市 有 两 枉 类 11 种 ， 隶 4 ALT, 

物种 组 成 上 分 属 两 大 类 型 ， 一 是 古 北 界 青 藏 

区 物种 ， 计 有 3 APG SSMS, Pa aC HS ee FOE 

等 5 种 《〈 占 本 带 物种 的 45.5 匈 ) ,它们 主要 占 

据 着 高 原 面 的 开阔 草地 景观 。 另 一 类 型 为 西 

南 区 的 耐寒 种 类 ， 如 山 溪 饮 、 疣 刺 齿 蝎 、 华 

Powe ee, A APR REAR EI APL SARE PIII 

ig SE ETL WY AE 6 BE C545), Be 

Hh BRAK Re BTA EA, SLA. AK A 

组 成 上 ， 十 北 春 物种 略 少 于 东 详 界 ， 但 从 数 

量 组 成 上 ， 古 北 界 物种 标本 数 却 超过 东 详 界 

物种 的 标本 数 ， 仅 倭 峙 一 种 ,标本 达 368 

Ss, Sempre 1/2, HEI HAH 

成 体 虽 因 季 节 问 题 和 高 海拔 地 区 的 采集 困难 

而 所 得 不 多 ， 但 在 德 钦 贡 卡 海 ， 中 旬 属 都 海 

和 怕 江 的 相 罗 雪山 等 考察 点 ， 都 可 见 到 密度 

极 大 的 晴 昨 和 次 成 体 。 本 带 静水 域 中 的 优势 

Phy Be oe, CIS Es 而 在 录 水 组 流 中 

则 是 山 溪 鲍 和 3 PPE, Lik eA Ay A 

耐寒 种 类 ， 故 在 跨 带 分 布 的 趋向 上 一 般 不 向 

低 海 拔 各 带 分 布 ， 即 使 有 些 种 类 进入 低 山 

i> IMIR FR ELA, MEW HEAR ar 

因 些 ， 综 观 本 带 的 物种 组 成 、 数 量 组 成 、 自 

然 景 观 以 及 优势 种 诸 方面 情况 ， 可 以 看 到 十 

北 界 与 东洋 界 成 分 在 本 带 混 杂 分 布 ， 从 而 决 

定 本 带 的 带 性 是 混交 性 带 。 因 此 ， 中 山 带 可 

当 作 两 大 动物 地 理 界 在 横断 山脉 地 区 的 过 湾 

‘TH 0 

高 山 带 ”3700 一 4000 米 ， 相 应 植被 为 暗 

针 叶 林 的 上 带 ， 局 部 地 区 兼 有 高 山 杜 静 灌 从 

生境 。 由 于 目 然 条 件 进 一 步 恶化 ， 致 使 本 下 

物种 天 为 减少 ， 仅 见 两 栖 类 5 种 ， 隶 3 科 

4 属 。 物 种 组 成 上 显然 是 以 古 北 界 青 藏 区 种 

ASHE WRIA SSS, TUL See, PHS 

i A ee (80.0%); MAREE FL es KK MM 

HERR RE— FP (20.0%), KK ABT AY Se ee 

证 明了 本 带 的 区 系 性 质 的 根本 变化 。 上 述 5 

种 两 栖 类 , 除 肥 腺 蛙 之 外 ,大 部 分 物种 仅见 于 

横断 山脉 北 段 和 藏 东南 的 高 山地 区 ， 并 且 往 

往 是 上 述 地 区 的 优势 种 ， 就 目前 调查 资料 而 

言 ， 它 们 的 南端 界限 大 体 在 此 。 这 种 分 布 现 

象 不 仅 说 明了 横断 山脉 高 山 环境 是 青藏 高 原 

耐寒 种 类 向 西南 区 渗透 的 主要 通道 ， 也 说 明 

了 本 区 区 系 与 青藏 区 的 关系 。 
山顶 带 4000 米 以 上 ， 其 自然 景观 更 趋 

恶劣 ， 多 为 高 寒 灌 丛 草 甸 或 垫 状 杜 鹏 灌 从 。 

本 带 物 种 极为 黎 少 ， 目 前 仅见 刺 胸 齿 突 昌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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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蟾 秦 2 种 ， 西 南 区 物种 未 发 现 ， 区 系 上 
显示 出 完全 的 古 北 丰 特征 。 

对 本 区 垂直 分 布 若干 

问题 的 探讨 

1. 非 地 带 性 分 布 与 地 带 性 分 布 的 关系 

许多 学 者 极力 强调 我 国 山地 研究 中 非 地 

带 性 因素 的 重要 作用 和 意义 〈 胡 焕 良 ,1964: 

54—57, SSAA, 1979214) 。 同 时 也 承认 地 

带 性 影响 的 存在 。 本 区 两 栖 类 的 垂直 分 布 与 

水 平分 布 相 比较 ， 可 以 看 到 非 地 带 性 因素 

(垂直 变化 ) 影响 巨大 、 体 现 明 显 ， 同 时 也 

存在 着 地 带 性 的 变化 ， 二 者 互相 补充 ， 使 本 

区 区 系 特 征 表 现 得 更 完整 、 统 一 。 

表 4 列 出 本 区 区 系 成 分 随 垂直 变化 而 变 

化 的 趋向 。 从 山脚 带 到 山顶 带 ， 东 洋 界 物种 

Ar a Et Bl A: 100 %. 75.0 %, 54.5%, 

20.0%, 0; 而 十 北 异 物种 的 比例 则 为 0、 

25.0%, 45.5%, 80.0%, 100%, RH, 

随 海拔 升 高 ， 东 洋 界 物种 逐渐 减少 ， 古 北 界 

物种 则 渐次 增加 。 诚 然 ， 上 述 变 化 的 趋势 不 

仅见 于 垂直 方向 ， 也 见于 由 南 至 北 的 纬度 地 

带 方向 和 由 东 至 西 的 经 度 地 带 方向 上 〈 杨 大 

同等 ，1983:39)。 然 而， 两 栖 类 区 系 成 分 在 

三 度 空 间 的 变化 中 ， 首 数 垂直 变化 最 剧烈 ， 

充分 体现 出 垂直 分 布 的 因素 是 影响 本 区 区 系 

的 主要 因素 ， 故 可 认为 ， 横 断 山 脉 中 段 地 

布 。 

2. 跨 带 的 现象 及 原因 探讨 

山地 垂直 分 带 尽 管 是 明显 的 ， 但 物种 的 

跨 带 分 布 仍 是 普遍 的 。 本 区 也 不 例外 ， 全 区 

21 种 两 栖 类 ， 其 中 11 种 存在 跨 带 现 宵 ， 少 则 

27. 2M 跨 4 带 。 不 同 的 类 群 的 跨 带 能 

和 跨 融 的 幅度 是 不 一 样 的 。 大 体 而 言 ， 凡 属 

西南 区 的 物种 ， 震 其 在 水 平分 布 上 可 跨越 多 

个 如 度 带 的 种 类 ， 则 在 垂直 分 布 上 也 可 跨越 

By He Bit. WIPER AM 〈 其 分 布 区 北 从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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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 ARMB TE oT BRT ARES He i HE op 

西南 ， 南 达 演 西南 ) 可 以 从 山脚 带 分 布 到 中 

ars; Swe PRR, ES AK CEM 

陕西 ， 南 达 云 南 、 广 西 ) , 跨 带 的 幅度 更 大 

一 一 从 山脚 带 下 缘 直 达 中 山 带 上 缘 ， 垂 直 分 

45 KG IK 20006 K, HEMAA APE 
觉 亚 种 、 四 川 满 峙 金 江 亚 种 。 相 较 而 言 ， 另 

外 一 种 类 型 是 分 布 区 较 狭 塞 、 或 比较 原始 、 

或 生态 适应 上 趋 于 特 化 的 物种 ， 它 们 的 跨 带 

现象 并 不 突出 ， 如 本 区 中 的 山 诅 鱼 、 大 中 铃 

蟾 、 胸 腺 齿 突 蟾 和 倭 蛙 等 。 

虽然 存在 着 物种 的 跨 带 现 象 ， 但 从 物种 

的 数量 分 布 上 仍然 可 以 发 现 物种 的 主要 分 布 

地 段 。 如 疣 刺 齿 蟾 跨 带 幅 度 为 2000 一 3550 米 ， 

主要 数量 集中 在 2000 一 2400 米 处 ， 该 处 采 获 

标本 占 其 总 标本 的 80 匈 ， 华 西 哆 内 CSF 
1500 一 3650 米 ) HJ90% RAS FEF 1500—2300 

KH BE; 华西 雨 峙 贡 山 亚 种 〈 分 布 于 1500 一 

.3000 米 ) N88 % IRAE 于 1500—1800 HK He 

BE, 

物种 跨 带 分 布 的 原因 是 垂直 分 布 研究 中 

的 重要 问题 之 一 。 就 物种 本 身 而 言 ， 不 同 的 

物种 具有 不 同 的 生态 适应 能 力 ， 亦 即 生态 幅 

不 同 ， 跨 带 的 能 力 大 小 有 别 。 另 外 ， 从 各 垂 

直 带 的 自然 条 件 来 看 ， 带 与 带 之 间 的 界线 不 

是 截然 划分 的 ， 而 往往 具有 一 定 程度 的 过 湾 

性 ， 这 是 由 于 不 同 的 景观 相 骨 分 布 ， 上 下 活 

透 ， 从 而 形成 带 与 带 之 间 的 界线 往往 是 犬 牙 

交错 的 状态 (eM, 19642115) Hk, fen 

山地 垂直 自然 分 带 的 基本 特征 不 同 于 水 平分 

带 一 一 带 间距 离 短 ， 也 缺乏 有 效 的 屏障 ， 对 

有 一 定 活 动能 力 的 动物 来 说 ， 短 距离 的 上 下 

移动 是 可 能 的 Gok 荣 宜 ，1979:16) 。 最 后 ， 

横断 山脉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以 及 南北 走向 的 

特殊 地 势 ， 有 利于 南 来 暖 湿 气 流 沿 河谷 上 

湖 。 上 述 种 种 自然 地 理 因素 ， 为 物种 的 跨 带 

分 布 创 造 了 有 利 条 件 ， 也 是 物种 跨 带 分 布 的 

客观 原因 。 

3. 特有 种 及 其 垂直 分 布 的 规律 

横断 山脉 以 特有 种 众多 而 著称 。 帮 把 分 



布 于 横断 山脉 各 段 并 见于 本 区 的 物种 作为 特 

有 种 的 话 ， 经 统计 本 区 共有 14 种 ， 占 全 部 物 

种 的 66.7 匈 ， 它 们 在 种 属 类 型 上 和 垂直 分 布 

方面 颇具 特色 。 

具有 代表 性 的 特有 种 是 一 批 比 较 古 老 的 

JER, AOR A A i, eR Be 

4E ATE A, ENTERS, a 

布 区 相对 集中 ， 甚 至 互相 重 迭 ， 然 而 大 多 数 

种 类 的 分 布 区 并 不 广 ， 对 生境 选择 也 较为 严 

格 ， 显 示 出 这 些 古 老 物 种 残存 与 退缩 的 现 

状 。 其 次 ， 它 们 在 垂直 分 布 上 都 处 在 较 高 的 

HX, FAUT, YAIR —ALTE2000K, HR 

HS —ARZE3000K, HRM AEE — AA F hal St 

WAS AR 7K, FAV, 1 ARR o> fp BE) 

能 与 横断 山脉 的 地 史 ， 无 其 是 十 冰川 的 分 

布 有 关 。 据 近年 横断 山脉 十 冰川 的 研究 ， 证 

实 更 新 世 时 横断 山脉 甚至 青藏 高 原 ， 并 未 发 

生 过 广泛 的 冰 备 ， 而 古 冰川 的 性 质 又 属 山 芒 

冰川 和 山谷 冰川 〈 郑 作 新 等 ，1981:15) 。 据 

此 可 推测 那些 得 以 残存 的 种 类 大 多 是 处 在 山 

正 带 以 上 的 物种 ， 也 就 是 说 ， 十 老 物 种 的 

“如 难 所 ”所 处 的 高 度 可 能 在 山 玉 带 以 上 。 

当然 ， 今 日 的 高 度 也 与 横断 山脉 的 多 次 拾 升 

有 关 。 尽 管 尔 后 冰川 的 退缩 或 消失 ， 但 上 述 

物种 对 高 山 环 境 的 适应 已 成 习性 ， 更 何况 当 

代 河 谷 环境 已 变 得 过 分 于 热 ,- 更 难 满 足 它 们 

的 生存 要 求 。 根 据 上 述 地 史 变 迁 ， 也 可 以 理 

解 横断 山 低 山 及 河谷 地 带 缺 乏 特 有 种 的 原 

因 。 冰 期 以 后 ， 河 谷 区 系 的 重建 ， 物 种 来 源 

大 抵 是 邻近 地 区 的 渗入 。 进 入 本 区 的 种 类 ， 

虽然 面临 新 的 自然 环境 ， 随 之 产生 新 的 变 

异 ， 地 理 隔 离 也 极 有 利于 这 些 变 异 的 积 宗 ， 

但 毕竟 历史 尚 短 ， 故 其 分 化 的 程度 不 高 ， 一 

般 只 达 亚 种 水 平 而 已 ， 如 华西 雨 峙 页 出 亚 

种 、 目 本 林 蛙 上 昭 觉 亚 种 、 四 川 满 蛙 金 江 亚 种 

等 。 分 布 在 横断 山脉 北 段 、 中 段 的 倭 蛙 又 是 

另外 一 种 类 型 ， 它 与 分 布 在 藏 东 南 和 喜 山 北 

坡 的 高 山 蛙 仅 隔 以 澜沧江 ， 呈 平行 分 布 。 二 

者 之 间 颇 有 相同 之 处 ， 分 布 区 较 广 ， 各 为 当 

地 静水 域 的 优势 种 ， 它 们 虽 各 为 不 同 的 属 ， 

但 在 形态 及 生态 上 都 较为 相近 ， 种 的 分 化 不 

大 ， 都 是 单 属 单 种 。 可 以 推测 ， 这 两 个 历史 

较为 年 轻 的 耐 高 寒 种 类 很 可 能 是 随 高 原 隆 起 

而 同时 形成 的 ， 彼 此 间 具 有 较 近 AY ak 缘 天 

Fro | 

4. 横断 山脉 中 段 两 栖 动物 区 系 区 划 问 题 

动物 区 划 的 原则 ， 应 兼顾 区 系 和 景观 的 

不 同 而 进行 。 区 系 是 以 动物 的 发 展 历史 及 

地 理 分 布 为 依据 的 ， 而 景观 区 划 则 是 以 不 同 

景观 及 动物 生态 分 布 为 依据 的 〈 郑 作 新 ， 

1982:456 一 457) 。 两 者 的 结合 ， 体 现 了 动 

物 在 其 发 展 历 史 过 程 中 与 环境 的 统一 关系 。 

横断 山脉 中 段 ， 地 处 西南 区 与 青藏 区 分 界线 

附近 ， 亦 为 东洋 、 十 北 两 界 在 我 国 西部 地 区 

分 界线 。 为 确定 这 条 分 界线 的 具体 走向 ， 有 

关 学 者 多 年 来 一 直 进 行 着 努力 探讨 。 张 荣 祖 

依据 鸟 、 兽 类 资料 的 分 析 ， 提 出 分 界线 的 有 具 

体 走 向 是 “ 自 东 北 的 着 尔 兽 经 黑 水 马尔 

康 、 康 定 、 理 塘 而 至 巴 塘 ” 〈 张 荣 祖 ,1979: 

77) ， 并 指出 ， 青 藏 区 无 论 从 区 系 或 生态 地 

理 的 角度 出 发 ， 还 可 包括 横断 山脉 森林 带 以 

上 (3000 一 4000 米 以 上 ) 的 高 原 和 高 山 带 

G32 48, 1979:9) 。 郑 作 新 等 对 青藏 高 

Bs ii a FS Eo) oH IX AE A, 横断 山 

脉 中 段 高 山 带 以 上 属 古 北 春 ， 高 山 带 以 下 属 

FRESE CA VE 新 等 ，1981:3) , ANH EB 

Br LL Bik Ha BS BGA EX AOE ER ASH, 整 

AY FH Be Hi Jat 7 FBLA AR ER Bo? 76.29%, A 

北 界 成 分 仅 占 23.8 匈 ， 就 整体 范围 而 言 ， 本 

区 无 疑 仍 属 东 详 界 ， 两 大 界 的 水 平分 界线 拟 

应 在 本 区 北面 ， 但 从 区 系 和 景观 的 垂直 变化 

来 看 ， 高 山 带 的 古 北 春 成 分 已 明显 超过 东洋 

界 , 拟 应 划 为 十 北 春 , 而 中 山 带 作为 两 大 动物 

地 理 界 的 过 湾 地 带 是 合适 的 。 根 据 两 栖 类 区 

系 研 究 得 出 的 结论 ,大 体 与 张 、 郑 结论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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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AMPHIBIANS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S 

Su Chengye Yang Datong Li Sim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Situated in northwestern Yunnan, 

within 98-100°E and 27-29°N, the mid- 

dle section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s 

covers the four counties of Deqin, Gong- 

and Zhongdian, With the 

almost reaching 

shan, Weixi 

difference in altitude 

3,000 m and well-defined vertical zones,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be- 

come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fauna 

in this section, 

The section is divided into 5 zones: 

1) foot zone (1,300-2,100 m), 2) low 

zone(2,100-3,200 m),3) mid zone(3,200- 

3,700m), 4) high (3,700-4,000 

m), and 5) top zone(above 4,000m) by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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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istical method of the percentage 

of the 

areas of 100 m band, The results show 

same species living in small 

that the predominat species in zones |- 

2 are oriental, those in zones 4-5 are 

palaearctic,with zone 3 being the tran- 

sitional zone,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amphi- 

bians is more conspicuous than horizon- 

tal distribution, The reason for one 

species spreading over 2 or more zones, 

the law gov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endemic species and the drawing of zoo- 

geographical realm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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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 A RIESR RAMESH 

赵 尔 必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Gee(1930) 在 其 中 国有 扑 行 动物 初步 名 录 
中 统计 我 国产 龟 整 目 动物 21 种 ， 其 中 3 种 系 

同 物 异 名 ， 实 录 得 18 种 。 方 炳 文 (1934) 记载 

RE BSR wll, BAKER RA 
Fi as Wt AK ES fa Chinemys me galoce pha- 

fa, Pope (1934) 依据 广东 罗浮 山 标 本 发 表 

新 种 广东 乌 fi Geoclemys kwangtungensis, 

Pope (1935) 在 其 《中 国 的 爬行 动物 》 一 书 

中 共 记 我 国 龟 浆 类 动物 22 种 ,其 中 2 种 系 同 物 

FAK, AA—-MAR SAI RIE BAR 

超出 土 的 怨 元 亚 化 石 发 表 的 安阳 龟 Pseudo- 

cadia anyangensis, 但 迄 未 发 现 过 现 生 动 

物 *, 故 实 有 19 种 。 毛 寿 先 (1971) 记 台湾 省 及 
其 沿海 龟 攻 动 物 9 种， 首次 报道 台湾 省 苏 澳 
附近 南方 澳 及 蓝 屿 岛 有 丽 龟 志 ezbidochelys 
olivacea (Eschscholtz)4>%; 198346, AIF 

亚 又 报道 丽 龟 也 见于 江苏 省 虽 四 沿海 。 赵 尔 

作 (1973) 报道 新 疆 西 部 产 四 爪 陆 旬 Testudo 

horsfieldi Gray 为 国内 新 纪录 。 宗 愉 与 马 
积 藩 (1974) 报 道 在 海南 岛 获 得 凹 甲 陆 旬 Tes 
judo impressa (Giinther) 国内 新 纪录 ， 四 

川 竺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爬 行动 物 研 究 室 (1974， 
1976, 1977) 先后 列 记 我 国产 龟 整 类 动物 均 
为 24 种 ， 其 中 2 种 为 同 物 异 名 ， 实 有 22 种 。 
宋 鸣 涛 (1984) 依 据 陕 西平 利 徐 家 坝 标本 描记 

新 种 潘 氏 闲 过 龟 Cuora tamwi。 张 明 华 (1984) 
依据 浙江 桐乡 县 罗 家 角 遗 址 出 土 龟 壳 亚 化 石 
朱 记 新 种 太湖 有 Pelochelys tathuensis, 3: 

认为 杭州 、 吴 兴 及 江苏 省 苏州 、 镇 江 、 南 京 
一 市 现 生 动物 亦 归 属 本 种 ， 它 们 与 浙江 南部 

Pre? zz @Pelochelys bibroni(Owen) 有 明显 

Kal, ati SSRs (1985)AA Geoclemys 
Rwangtungensis Pope，1934 为 一 有 效 种 ,但 

应 改 隶 于 CHmneyzys 属 (McDowell1，1964) 

综 上 所 述 ， 我 国产 龟 丈 目 动物 计 有 26 

种 ， 分 隶 6 科 15 属 。 现 编制 其 校正 名 录 并 列 
洽 各 种 已 知 的 分 布 省 〈 区 ) 如 后 。 

我 国 龟 警 目 动物 校正 名 录 

1. 平胸 龟 科 PLATYSTERNIDAE 

1, 平胸 #8 Platysternon megace phalum 

Gray 

45: J] FR, Ye. J Pa. 福建、 

Wil. WH. RM. We. A. 

云南 、 贵 州 
I. fa@EMYDIDAE 

2. | #&fChinemys kwangtungensis 

(Pope) 

ay 4: JAR. J 

3. KK ft Chinemys megaloce phala 

Pang 

ay 45: Yop, Lvs. J Ba. WAAL 

4, 2 f@Chinemys reevesii (Gray) 

分 布 WAL, YRS. WAR. WR, 

2. Be. Hit. Bl, AH. 

贵州 、 湖 南 、 淹 北 、 浙 江 、 福 建 、 

“下 美 年 (Bien，1937) 将 其 归 入 Ocaaia sinensis 

(Gray), 
本 文 于 1986 年 1 月 30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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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14, 

146 

1a. a. TR 
海南 闭 壳 龟 Cuora hainanensis (Li) 

oy ti: 海南 岛 

GRAS fCuora pani Song 

AY AB: 陕西 

=i se fCuora trifasciata (Bell) 

4: 广东 、 海 南 岛 、 广 西 、 福 建 
云南 闭 壳 龟 Cuora yunnanensis 

(Boulenger) 

ay i: BEA 
ie & Hh 4, Geoemyda flavomarginata 

(Gray) 

Sy 45: TRS. PS). waidc. Wire. 

1H, AB. AE. BB. WH, 

wil. J 

Ee oe Hh faGeoemyda mouhoti(Gray) 

oy 4h: 海南 岛 、 广 西 

kh faGeoemyda spengleri(Gmelin) 

i: JR, HS. BR. We 
Ht We HL 7K f& Mauremys mutica 

(Cantor) 

分 布 : 广东 、 海 南 岛 、 广 西 、 福 建 、 

SS. Wil, oo. RB. a 
4¢ f4Ocadia sinensis (Gray) 

3%: JR. HHS. Be. 

aS. Wa, HTL 

HE Bt 7K f4.Sacalia bealei (Gray) 

a4: J IR. WS. Be. 

江西 、 安 徽 、 贵 州 

陆 龟 科 TESTUDINIDAE 

a 4a) Bi; #4 Geochelone 

(Blyth) 

分 布 : 广西 

[| ABE H Geochelone impressa 

(Ginther) 

ay i: 海南 岛 、 云 南 

四 爪 陆 龟 Testudo horsfieldi Gray 

46: PBA AAA 

elongata 

it fF} CHELONIDAE 

i Caretta caretta (Linnaeus) 

19, 

20, 

21, 

Mos 
22, 

23. 

Le. 

26, 

分 布 ， 江 苏 、 浙 江 、 福 建 、 广 东 、 
J)" Pas tA... dea | 

i faChelonia mydas japonica 

(Thunberg) 

ay: WAR. WIL. Me. BR. 

Tk, eS.) 8 
PRES Eretmochelys imbricata squa- 

mata Agassiz 

分 布 ， 山东、 江苏 、 浙 江 、 福 建 、 

ais.) R, Bes. 7 
丽 怨 Lepidochelys olivacea 

(Eschscholtz) 

分 布 : 1. MH. BIS, 
bie BL DER MOCHELIDAE 

#8 % fa, Dermochelys coriacea schle- 

gelii (Garman) 

435: 30°F, Wan. TL oe, ee 

moe. BS.) AR, 
LT RIONY CHIDAE 

@Pelochelys bibroni (Owen) 

分 布 ， Ui. FE. IR. TS, 

a. ae 
KH BPelochelys taihuensis Zhang 

分 布 : UTIL. WH 
MT rionyx sinensis Wiegmann 

yah: RR. Bit, He. eR 

未 见报 道外 ， 全 国 其 余 各 省 〈 自 治 

区 ) 都 有 分 布 
Ly Fa %& Trionyx steindachneri 

Siebenrock 

分 布 :广东 、 海 南 岛 三 西 ,云南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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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SED CATALOGUE OF CHINESE TORTOISES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catalogue of totally 26 species 

belonging to 9 families and 15 genera is 

reported, based on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tor- 

toises .The known range of each species 

ss given in names of provinces or 
4 

autonomous regions, 

I. PLATYSTERNIDAE 

1, 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 Gray 

Range,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Fujian, Zhejiang, 

Anhui, 

Hunan, Yunnan, Guizhou, 

I. EMYDIDAE 

2, Chinemys kwangtungensis (Pope) 

Jiangsu, Jiangxi, 

Range, Guangdong, Guangxi, 

3, Chinemys megalocephala Fang 

Range, Jiangsu, Shanghai, Guangxi, 

Hubei, 

4, Chinemys reevesii (Gray) 

Range; Hebei, Henan, Shandong, 

Jiangsu, Anhui, Shaanxi, 

Gansu, Sichuan, Yunnan, 

Guizhou, Hunan, Hubei, 

Zhejiang, Fujian, Jiangxi, 

Taiwan, Guangdong, 

5. Cuora hainanensis (Li) 

Range; Known only from Hainan 

Island, 

6, Cuora pani Song 

Range, Known only from the type 

locality Shaanxi, 

7. Cuora trifasciata (Bell) 

Range,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Fujian, 

8. Cuora yunnanensis (Boulenger) 

Range, Yunnan, 

9. Geoemyda flavomarginata (Gray) 

Range, Henan, Sichuan, Hubei, 

Hunan, Jiangxi, Anhui, 

Fujian, Taiwan, Jiangsu, 

Zhejiang,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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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i ae 

12: 

13. 

14, 

15; 

PRA 

ve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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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emyda mouhoti (Gray) 

Range, Hainan Island, Guangxi, 

Geoemyda spengleri (Gmelin) 

Range,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Hunan, 

Mauremys mutica (Cantor) 

Range,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Fujian, Taiwan, 

Zhejiang, Jiangsu, Anhui, 

Yunnan, 

Ocadia sinensis (Gray) 

Range,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Fujian, Taiwan, 

Jiangsu, Zhejiang, 

Sacalia bealei (Gray) 

Range,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Fujian, 

Anhui, Guizhou. 

ZT. TESTUDINIDAE 

Geochelone elongata (Blyth) 

Jiangxi, 

Range, Known only from Guangxi, 

Geochelone impressa (Gunther) 

Range, Hainan Island, Yunnan, 

Testudo horsfieldi Gray 

Range. Known only from western 

Xinjiang, 

V. CHELONIDAE 

Caretta caretta (Linnaeus) 

Range, Jiangsu, Zhejiang Fujian, 

Guangdong, Guangxi, Shan- 

dong, Liaoning, 

Chelonia mydas japonica (Thunberg) 

A 

ae 

22. 

23. 

24, 

29°. 

26. 

Range;Shandong, Zhejiang, Fujian, 

Taiwan,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Eretmochelys imbricata squamata 

Agassiz 

Range, Shandong, Jiangsu, Zhejiang, 

Fujian, Taiwan, Guangdong, 

Island, Guangxi, 

Lepidochelys olivacea (Eschscholtz) 

Hainan 

Range, Jiangsu, Fujian, Taiwan, 

Guarigxi, 

V. DERMOCHELIDAE 

Dermochelys coriacea schlegelii(Gar- 

man) 

Range, Liaoning, Shandong, Jiang- 

su, Zhejiang, Fujian, Tai- 

wan, Guangdong, Guangxi, 

W. TRIONYCHIDAE 
Pelochelys bibroni (Owen) 

Range, Zhejiang (southern part), © 

Fujian,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Yunnan, 

Pelochelys taihuensis Zhang 

Range, Zhejiang (northern part), 

Jiangsu, 

Trionyx sinensis Wiegmann 

Range, All over the 

cept Ningxia, Qinghai, Xin- 

country “ex 

jiang and Xizang (Tibet), 

Trionyx steindachneri Siebenrock 

Range, Guangdong, Hainan Island, 

Guangxi, Yunna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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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 yates eRe 
生物 活力 的 测定 

Het 张 洪 基 FAR HAG 4] BN 

(中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 

蛇毒 中 含有 多 种 蛋白 质 和 酶 ， 是 一 种 较 

为 丰富 的 天 然 资源 。 蛇 毒 的 分 离 纯化 及 其 生 

物 活力 的 研究 将 有 助 于 生化 、 药 理学 等 基础 

学 科 的 发 展 。 目 前 ,国内 外 对 于 蛇毒 的 研究 进 

展 较 快 ， 对 烙铁 头 属 蛇 毒 的 研究 以 黄 绿 烙铁 

K (Tu, 1977), WR KK (Ouyang, 1976, 

1979), tex ty t+ (Ouyang, 1974), i 

ae te BS (Anderson, 1972) 的 研究 较为 

AA, MAXABTIYSESRNERSEA 

简单 的 研 究 (Minton, 1968) 之 外 ， 其 它 

则 很 少见 有 报道 

本 文 报道 白 唇 竹叶青 蛇毒 的 柱 层 析 分 宛 

及 各 分 离 组 份 的 几 种 生物 活力 的 测定 结果 。 

材料 和 方法 

1. 8 Se TH+ ws CTrimeresurus — al- 

polabris) 蛇 毒 收集 自 云南 陇 川 地 区 。 取 得 的 

新 鲜 毒 液 置 于 盛 有 五 氧化 二 磷 的 真空 干燥 器 

中 ， 真 空 干 燥 。 干 燥 的 蛇毒 粉末 于 棕色 瓶 中 

保存 备用 。 

2, 仪器 、 试 剂 5E-400L 型 部 分 收集 器 

《日 本 产 ) ,9nektromom 201 型 分 光 光 度 计 

CO FF); 化 学 试剂 与 另 一 篇 报道 相同 ( 张 

洪 基 等 ，1980)。 
3。 柱 层 析 分 离 DEAE-cellulose DE52 

(Whatman) 用 0.05M，pH8g.4 Tris-HCl 

缓冲 液 平衡 。 将 150 Se BiH ee 

AF 上述 缓 冲 液 2 毫升 中 上 柱 。 用 上 述 缓 

Hi, NaCl 0—1,0M, 4:2 i (18—19C) 

下 进行 直线 梯度 洗 脱 。 洗 脱 滚 用 自动 部 分 收 

far (SF-400L) 收集 ， 每 管 3 毫升 ， 每 小 

时 5 管 ， 共 180 管 。 收 集 液 在 280 毫 微米 紫外 

光 下 测定 其 光 吸 收 值 。 蛋 和 白 回 收 按 光 密 度 回 

收 计算 为 104 匈 。 

4, 酶 活力 的 测定 ” 精 氛 酸 酯 酶 、 蛋 和 白水 解 

酶 、L- 和 氨基酸 氧化 酶 、 碱 性 磷酸 酯 酶 、 三 磷 

酸 腺 苷 酶 、 二 磷酸 腺 苷 酶 、5/- 核 苷 酸 酶 、 

磷酸 二 酯 酶 、 核 糖 核酸 酶 、 乙 酰 胆 碱 酯 酶 的 

测定 与 另 一 篇 报道 ( 张 洪 基 等 1980) 相 

同 。 

5. 凝血 、 出 血 及 纤 溶 活性 的 测定 “与 另 一 

篇 报道 〈 张 洪 基 等 ，1980) 相同 。 

6. 毒性 测定 ”昆明 品系 小 和 白鼠， 体重 20 

士 2 克 ， 每 ee 每 个 分 离 组 份 试 样 用 一 

组 小 和 白鼠 作 实 验 ， 每 只 小 和 白鼠 腹腔 注射 100 

微克 试 样 ， 观 察 24 小 时 内 死亡 数 。 

结 果 

1， 柱 层 析 BETH Fees DEAE 
-cellulose DE52 柱 层 析 分 离 可 以 分 出 17 个 

组 份 ， 见 图 。 

2 各 分 离 组 份 的 酶 活力 测定 经 酶 活 

本 文 于 1985 年 1 月 19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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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280pD? 

ST EEE SS SS 

ee aL aon 
BE 

5 Ak 50 83 一 15 一 62 — 

i a BR BB 75 一 一， 一 ,一 一 127 

磷酸 二 酯 酶 一 1.11 0.60 0.80 一 一 一 

碱 性 磷酸 酯 酶 60 he ee 60 

二 磷酸 腺 音 酶 ”6.2 25.6 1.6 一 一 一 5.2 

= BERR RE BS ip 62 3 一 一 一 一 

5/"- 核 音 酸 酶 2 "255. °° 28 5 一 一 4.6 

核糖 核酸 酶 — 0.074 0.021 0.065 — — 0.061 
本 

乙酰 胆 碱 酯 酶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 精 氢 酸 酯 酶 活性 集中 于 组 份 6 一 11， 其 

中 组 份 6 一 10 的 比 活力 〈 单 位 /毫克 ) 都 在 100 

以 上 ， 组 份 8 活力 最 高 ， 其 比 活力 为 333.3 单 
位 /毫克 ， 是 尖 吻 晶 蛇 毒 分 离 组 份 〈 张 洪 基 

等 ,1980) 最 高 活性 峰 8 的 4 倍 。 而 组 份 6 一 11 

的 含量 约 占 全 蛇毒 的 40 匈 以 上 。(3) 5/- 核 

FRE. “RR. SMR. oF 

酸 二 了 酯 酶 主要 集中 于 组 份 1， 其 中 5/- 核 苷 

表 2 和 白 唇 作 叶 青 蛇 毒 及 各 分 离 组 分 的 凝血 、 出 血 毒 、 溶 纤 及 毒性 测定 结果 

全 

ae 

1 和 白 唇 竹 叶 青 蛇毒 及 各 分 离 组 份 的 酶 活力 〈 单 位 / 毫 死 ) 

力 测 定 发 现 其 中 存在 蛋白 水 解 酶 、 精 氨 酸 酯 

酶 、 碱 性 磷酸 酯 酶 、 三 磷酸 腺 昔 酶 、 二 磷酸 

腺 苷 酶 、5“- 核 音 酸 酶 、 磷 酸 二 酯 酶 、 核 糖 

核酸 酶 。 但 不 存在 上 上 - 氛 基 酸 氧 化 酶 及 乙酰 

胆 碱 酯 酶 活力 。 结 条 见 表 1, 

从 表 1 可 以 看 出 ，( 1) 蛋白 水 解 酶 活性 

分 布 较 广 ， 但 省 力 都 较 低 ， 以 组 份 1、5.、11、 

14、15 较 高 ， 其 比 活力 在 50 单 位 /毫克 以 上 ; 

8 galg0 lis te 13 14 1516 17 7 

—. — if 8 7 42 48 5050— = 
290 333106 1394 78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022 0.22 0.04 0.08 一 一 一 一 
— 1171584 90 一 — — =——-— = 

4.80 EO Ee a ra 

2.8 2.72.2 — — | oe eee 
0.238 0.556 — 一 0.044 0.086 0.159 0.089 一 一 一 

—_=_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SS 

Ta 

酸 酶 活力 较 高 ， 其 比 活力 为 255 单 位 /毫克 

(4) 碱 性 磷酸 酯 酶 活力 主要 分 布 在 组 份 8、 

9、10， 组 份 10 活 力 最 高 ， 比 活力 为 300 单 位 

(25, (5) 各 分 离 组 份 酶 活力 最 高 峰 均 比 

粗 毒 活力 高 1.5 一 5 倍 。 而 5“- 核 背 酸 酶 活 

力 最 高 的 峰 1， 其 比 活力 为 粗 毒 的 30 倍 。 

3, 凝血 、 出 血 毒 、 纤 溶 及 毒性 测定 

见 表 2。 

ta AR 

wea (凝血 时 间 ) = 1/40" Ne eee ee! oe A RR ee a” a0" 26" 3! pa 

溶 纤 活 性 (32K?) 0 uaeR ee |e hh ee he eh ee os fe ee 

出 血 毒 活 性 〈 厘 米 2 4.0 一 — — 3.0 7.8 7.0 6.0 6.4 6.3 5.0 1.5 0.4 0.06 — — — — 

Rese (HRs) «61/6 — —— — — —é6/e 6/6 6/6 6/6 6/6 —. — — — — — 
EARL LN SE EE BIEL L EE BEES A TT ID ETS 2 

6/6 6/6 6/6 6/6 6/6 一 

”“ 一 "表示 凝血 在 30 分 钟 不 凝 ;“ 一 "表示 无 溶 纤 活 性 ;“ 一 "表示 200 微 克 无 出 血 毒 活性 ; 
“一 "表示 在 24 小 时 内 100 微 克 / 每 支 剂 量 腹腔 注射 后 没有 动物 死亡 。 

H#e2 AA, At 8. 9. 10, 1 显示 了 

凝血 活性 ， 其 中 组 份 9、10 最 高 。 但 它 的 活 

力 高 低 与 精 氮 酸 酯 酶 的 活力 高 低 不 成 正比 

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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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 溶 活性 则 较 弱 ， 仅 组 份 1、2 有 较 弱 的 

活力 。 出 血 毒 素 则 分 布 较 广 ， 组 份 4 一 13 均 

有 出 血 毒 素 活性 ， 其 含量 约 占 60 匈 以 上 。 可 

见 其 含量 是 相当 高 的 ， 它 为 酶 类 的 利用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困难 。 特 别 是 药 用 。 

自 过 2 还 本 网 ， 组 你 人 8 9, 10 了 蕊 有 

致死 毒性 。 与 上 列 结果 相 联系 ， 除 组 份 6 以 

外 ， 似 乎 可 以 说 : 凡 具 有 较 高 精 氮 酸 酯 酶 洒 

力 而 又 有 较 高 出 血 毒 素 活性 的 组 份 则 具有 较 

高 的 毒性 。 

对 JE 

国内 首次 将 和 白 层 竹叶青 蛇毒 用 DEAE- 

cellulose DE52 柱 层 析 分 离 得 17 个 蛋白 组 

份 ， 并 对 各 分 离 组 份 进 行 了 生物 活性 测定 ， 

发 现 其 中 酶 含量 是 相当 丰富 的 ， 特 别 是 凝血 

酶 样 酶 、5“- 核 昔 酸 酶 、 碱 性 磷酸 酯 酶 、 三 

磷酸 腺 苷 酶 的 比 活 力 较 高 。 由 此 为 开发 利用 

这 些 酶 发 气 了 又 一 个 新 的 源 录 。 同 时 本 方法 

简便 易 行 ， 不 同 种 的 酶 又 较 集中 ， 便 于 进 一 

Pa, AMSA SS ee 

毒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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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OLATION OF Trimeresurus albolabris VENOM AND 

ITS BIOLOGIGAL ACTIVITY 

Xiao Changhua 

Yang Junru 

Zhang Hongli Tang Shaozong 

He Life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17 fractions are separated trom Tri- 

DEAE- 

cellulose column chromatography, The 

meresurus albolabris venom by 

venom is found to contain protein hydro- 

phosphodieste- 

ADT, 

ATP, 5/-nucleotidase, and ribonuclease, 

lase, arginine esterase, 

rase, alkaline phosphoesterase, 

but no L-amino acid oxidase and ace- 

tylcholinesterase by testing its activity 

of anzyme, coagulation, fibrinolysis, 

haemorrhagic toxin, and toxicity, 

Fractions 1, 5, 199 dA, andoib are 

of high protein hydrolase activity; frac- 

tions 6-10 of high arginine esterase 

activity; fraction 1 of phosphodiesterase, 

ADP,ATP, and 5/-nucleotidase activity; 

fractions 8-11 of high coagulation activ- 

ity; fractions 1 and 2 of fibrinolytic 

activity; and fractions 7-11 of high 

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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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R—H—AAR RE 
PARMA RK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 

在 整理 云南 两 栖 类 标本 中 ， 采 自 云南 宁 
藻 的 丈 圣 ， 系 一 新 种 。 现 描述 于 下 : 
Fc Ss Fh te 新 种 Rana muta sp, nov, 

模式 标本 iE#E; KIZ790060% ,1979 

27H 23H, Be TRRRA AEP, 

He th26502*%; Boe: K1Z790119, Sir 

lA Shes BNR. 170%, 152 2, 1979 

年 7 月 23、26 日 采 于 上 述 地 点 ， 海 拔 2600 一 

2650 米 。 

全 部 模式 标本 保存 于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动 

物 研 究 所 。 

鉴别 特征 

muta 55 WN Ay ee He) cE Rana phrynoides Boulen- 

ger 较 相近 ， 但 新 种 体 小 ， 鼓 膜 清 晰 ;雄性 
无 声 襄 ， 仅 1、2 指 有 黑色 婚 刺 ， 雌 性 成 体 第 

1B CRs BLES AIA, ES, SRR AG RE 体 

形 粗 大 ， 鼓 膜 不 清晰 :雄性 具 单 咽 下 内 声 
囊 ， 内 侧 三 指 均 有 黑色 婚 刺 ， 雌 性 成 体 第 1 

指 基 部 亦 有 黑 刺 ， 趾 全 中 。 

形态 描述 (KBR), HMA Ce 

BY ig 3h EAR) SEIS R64. 23K, HE 

性 平均 体 长 61.2 毫 米 ; KEMAFAERs BD 

i, WRT, MSs, SPE XK 

FER SAFE, GRINS. AMM, AD 

HR 7253/5; Baw Aa 7, BAA SILA 

RAM, Sia wHA, ABA RA, FE 

Kil, Jain Rel, 

前 肢 粗 短 ， 不 及 体 长 之 半 ;， 指 长 顺序 为 

3, 1, 4 2， 其 中 2.、 14 指 刀 等 长 3》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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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 SE BRE Rona 

末端 圆 但 不 膨大 ， 雄性 成 体 第 1 指 基 部 背面 

有 密集 的 锥 状 黑 刺 ， 第 2 指 背面 及 内 掌 突 游 

ADA MiG RIAs 肉 性 成 体 指 背 无 刺 ; 

2、3 指 站 侧 共 浅 色 的 缘 膜 ， KEP, Fe 

ALP RK: AMRBK, BREKR, Ja 

BO, AA ARR ER, AL BRB 

ATI, FBKRARR 236s 趾 端 圆 ， 但 不 明 

WEAR ERIK; Bhiees Pa), phe 

下 瘤 显著 ， 但 第 4 BEA BESS PA ABR Oy 

1、5 趾 外 侧 缘 膜 极 发 过 ;内 号 突 窗 长 ， 无 外 

a 

BHR, AWA RAMA, 

RBH RT, BLAA—-T)ARMRA 

刺 粒 ! ADEA ERIE SE ZA), Be ED 

/)\ GE RE RAT. ER ABR RA, BE Se 

著 ; 雄性 成 体 胸 部 有 一 对 刺 团 ， 其 周边 皮肤 

Pia, Ww, BRN Af Gi, BL Ja 

仍 可 见 和 白色 刺 基 ， 难 性 成 体 胸 腹 部 光 消 无 

Ril , 

RIA HR, FoR Rb & BR 

Ks 四 肢 背 面 有 粗大 的 深 色 横 斑 ; 腹面 污 自 

&, UA, AE aS 及 四 胶 腹 面 散布 着 紫 棕 色 云 

斑 。 

第 二 性 征 ”雄性 成 体 前 胶 粗 壮 ， 胸部 

有 一 对 边界 清晰 的 刺 团 : 内 侧 1、2 指 及 中 掌 

我 所 黄 顺 友 同 志 采 集 标本 并 提供 资料 ， 吴 保 陆 
绘图 ， 谨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4 年 11 月 8 AWE, 



突 游 离 缘 具 黑 刺 ， 无 声 说 ， 无 雄性 线 。 8X SK, ASN SB A HB2. 23K, HD 

生物 学 资料 Te BRERT Ter RKB E, HORE. 

WHOM BK, LAM) Sane 相近 种 的 比较 LP SR ER BE 

石上 。7 月 底 仍 可 见 到 大 量 个 体 , 其 中 有 的 正 已 知 7 PH, BUA AL RR: Rana arnoldi, R He 

在 抱 对 。 剂 视 肉 成 体 ( 民 1I279011)， 已 产 过 ER, boulengeri, ARBERRKER. feae, {ERR 

卯 ， 卵 梨 萎缩 ， 和 输卵管 仍 见 膨大 ; AWS KER. maculosa, MAREN, phrynoides, 

10 mm 2 
ee | : 

Fc 75 Rt Rana muta Su et Li 

t. AKZO? 2. | 8 

无 ee BR 蛙 (Ba HS FT We) 

apne pie 1077 52 $ re, aire 100% 5S 

ie +2. .84.0  TT.0 58.0—80.0 59.0—63.0 x & 5.0 4.5 3.0—5.0 3.0—4.0 

| 64.2 61.2 3.8 3.6 
5.9% 5.9% 

x #£ 30.0 28.0 23.0—30.0 22.5—24.0 He 37.0 33.8 26.5—88.0 26.8—28.0 

25.0 23.2 手 “ 长 30.2 27752 

38.9% 37.9% 47.1% 44.4% 

+ 32.0 30.5 22.0—29.0 23.5—25.2 HUB = =©615.0 9.5 7T.5—13.0 7.5—8.0 

25.4 24.4 9.4 ear 

39.6% 39.9% 14.6% 12.6% 

ag eee ace OFA h 2 8.2—12.0 9.0 一 10.0 ote, 625.0) (9 21:0)’ 16/0—28.5  16:4--18.0 

9.7 9.5 18.6 17.3 

15.1% 15.5% 29.0% 28.3% 

BH 7.0. 7.0 5.0—7.0 5.2—6.2 后 肢 长 125.0 111.0 87.0—121.0 93.0—95.0 
6.2 5.9 100.0 93.6 

9.7% 9.6% 155.8% 152.9% 

ARIA) 5.0 5.0 4.0 一 5.0 4.0 一 4.2 KB +t 41.0 937.0 29.0—40.0 30.0—82.0 

4.3 4.2 33.3 30.8 

6.1% 6.9% 51.9% 50.3% 

眼 瞪 宽 6.0 5.2 4.0—5.5 4.2—5.0 KHEeK 60.6 56.0 45.0—60.0 44.0—47.0 

4.9 4.8 50.1 45.8 

7.6% 7.8% 78.0% 74.8 

He f §=6T.0 T.0 5.5—T7.0 5.6—6.0 J. tf 41.0 39.0  30.0—41.0 30.5—33.0 

6.1 5.9 34.2 92.52 

9.5% 9.6% 53.3% 52.6% 

注 ， 量 度 以 毫米 为 单位 ， 百 分 率 是 各 部 量度 与 体 长 之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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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 spinosa, FRATRER, uncuanus =, 

MPIC RRR, muteZ +S LRA 种 区 

All. 

oe BE SS BE BY Fp LY DX J) SE St He HL EA Tad HP 

的 雄性 成 体 第 二 性 征 上 ( 刘 、 胡 ，1961: 

165) 。 无 声 囊 环 蛙 以 胸部 具 左 右 分 列 的 刺 团 

区 别 于 无 刺 团 的 棘 肛 蛙 以 及 刺 团 不 分 列 的 球 

腹 蛙 、 环 胸 蛙 。 与 其 他 具 一 对 胸 刺 团 的 三 种 

(与 双 团 环 胸 蛙 的 比较 见 文 中 “鉴别 特征 ) 

比较 如 下 : AA AL HR BE HE HE BAA fil] 2 或 3 指 

有 黑色 婚 刺 ， 具 一 对 咽 侧 下 内 声 囊 ; fa. bb 

端 膨 大 成 球状 ;无 跨 禄 。 眼 斑 环 蛙 体 大 ( 体 长 

922°), BARE, 膀 部 有 镶 白 边 的 黑色 

HER BE (Boulenger， 1890:446, 1920 :68 一 

69) 。 花 棘 蛙 鼓 膜 不 显 ; 内 侧 3 指 有 锥 状 黑 

Rll, AO UA MUA es eR BOE, 

PERV) Mot, Go-LAGRs Wee ATE BES 

a, RRA a. 

参考 xX 献 

刘 承 钊 、 胡 淑琴 中国 无 尾 两 栖 类 。 科 学 出 版 th. 

153—166(1961). 

Boulenger GA; Reptilia and Batrachi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 

ma, London, 446(1890). 

__.__; Descriptions of the genus Rana, 

Ann, Mag, Nat, Hist, 8(20):413-418 — 

(1917). 

Fauna 

: A monograph of the South 

Asian, Papuan, Melanesian and Australian 

A NEW ANURAN SPECIES FROM YUNNAN—— Rana muta 

Su Chengy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Roni muta sp, nov, 

Holotype, K1IZ79006, adult male; 

Ninglang County, Yunnan, alt, 2,650m; 

23 July, 1979; by Huang Shunyou, 

Allotype, K1Z79011, adult female, 

collected with the holotype, 

Paratypes:17co oand15 时 ;from the 

same locality, alt, 2,600-2,650m; 23 

and 26 July, 1979. 

frogs of the genus Rana, Rec, Indian 

Mus, 20:68-73(1920). 

Li Simin 

The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Diagnosis, The new _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R, phrynoides Boulen- 

ger,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by, 1) 

body small, tympanum distinct; 2) no 

vocal sac,adult male with black nuptial 

spines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fingers 

only; 3) toes fully web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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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R Wh HK Aa ee ay ee LS 

Observations on the Feeding Habit of Bufo gargarizans of Dongshan District, 

Wuxian, Jiangsu 

1985 年 6 一 ?月 ， 在 老师 指导 下 ， 对 江苏 吴县 东 

LDC Hewes Bufo gargarizans 食性 做 了 一 

些 调 查 ， 对 不 同 生境 ， 不 同 采集 时 间 ， 不 同体 重 的 

个 体 的 食性 进行 分 析 比 较 ， 从 而 了 解 蟾 蟾 的 食谱 ， 

取 食 习 性 以 及 与 其 它 动物 的 取 食 关系。 

材料 与 方法 FAIA, ATTA) Se Ses tet 

A; 

生境 工 _ 席 家 花园 内 ,与 晶体 管 三 的 隔 墙 下 。 阴 

A. i, DSR. BR KNOBS Tis 

脚 基 石 脱 陷 处 ， 腹 下 泥土 微 上 四 ， 光 消 ， 有 两 只 共 栖 

者 。1985 年 7 月 2 目 15:40 采 集 。 

生境 下 ”说 车 站 以 东 大 约 2 公里 公路 旁 ， 桔 树 

林内 。 潮 湿 ， 小 草 和 稀世， 公路 边 及 树林 内 BOA ok 

沟 ， 水 沟 边 杂 草 较 密 。1985 年 "月 2 日 20:35 采 集 。 
标本 采 回 后 2 小 时 内 称 重 ， 取 明 ， 浸 入 10 匈 的 

福 尔 马 林 滚 中 国定 保存 。 削 胃 ， 鉴 定 内 含 物 ， 列 出 

食谱 ， 对 各 种 情况 下 不 同 食物 出 现 的 频次 及 数量 进 

行 比较 ， 分 析 产 生 差 寞 的 原因 。 

结果 和 讨论 ” 共 采 集 标 本 32 只 ， 生 境 [ 20 只 ， 生 

境 芷 12 只 。 均 为 动物 性 食物 ， 以 昆虫 为 主 ， 分 隶 六 X 

SE, BVWIE. RE. BMA. PSE. ww 

目 、 鳞 地 目 ， 此 外 有 多 足 纲 、 腹 足 纲 动物 以 及 取 食 

时 混入 的 植物 叶 、 茎 、 果 、 砂 粒 等 杂 物 。 

1. 时 间 ， 生 境 与 食物 的 关系 ”从 表 !1 可 见 ， 

15:40 采 集 的 标本 中 空 胃 与 近 空 胃 的 比例 大 于 20:35 

所 得 标本 的 比例 (60 匈 之 25 免 )， 并 且 消 化 道中 食物 

入 为 碎片 ， 无 一 完整 形体 。 而 20:35 RRMA 

中 食物 大 部 完整 ， 还 未 消化 。 从 而 可 以 推测 蝎 虹 的 

取 食 时 间 是 在 夜间 。 大 约 20 点 左右 开始 取 食 (20:30 

时 仍 有 近 空 胃 ， 并 且 无 一 胃 完 全 充满 )。 白 天 则 ke 

在 墙根 或 草丛 下 等 阴 湿 的 地 方 体 息 ， 偶 有 取 食 。 

15:40 明 中 食物 大 部 分 已 初步 消化 ， 形 成 食 BE, vt 

入 小 肠 中 。 

在 不 同 的 生态 环境 中 ， 各 种 动物 的 分 布 密度 是 

表 1 SRR TARR DEV ARRAN MAKSRS 

Mei FHS go BE as 
(G) zey SSR ps “RRR 88 ey MBE i 。 革 起 目 GE 。 多 足 纲 MR 条 物 

一 二 一 -一 

本 T 20 60 和 50% 20%. 10% 

十 十 一 一 

oY) ie © 12 75% 0 0 

Ge er 0 
ae ae 100% 100% 25% 

+ 十 一 一 

量 重量 28 46.4% 0 3.5% 

+ 0 一 

“ 一 ”一 1 一 2 只 “ + "—30% 站 十 om "—50%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28 日 收 到 。 

10% 10% 10% 30% 40% 60% 
二 -一 二 十 二 = 

16.6% 0 25% 25% 50% 50% 

一 0 ++ + = 一 

50% 0 0 0 50% 50% 

一 0 0 0 一 一 

TAZ > tz 17.8%  .d2:1% 48.2% 671% 

一- 一 十 十 十 十 一 

二 一作 区 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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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 AMARA Rh RaW Bae 

A, MHI 可 见 ， 各 类 食物 出 现 的 频次 与 数量 骨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例 如 ， 生 境 开 中 蝉 幼体 和 腹 足 纲 动物 

的 分 布 密度 较 大 ， 故 在 此 生境 蟾 内 胃 中 出 现 的 频次 

5 SEER TAK > 10%, +4+>+4: 

50% >40%, +>-), 

2. 体 重 与 食性 的 关系 ， 按 标本 体重 分 为 轻 量 级 

(1 一 3g) 与 重量 级 〈42g 一 131g) HA, ROAM 

科 和 同 疙 目 蝉 幼体 在 轻 量 与 重量 级 蟾 尹 四 中 出 现 的 

频次 与 数量 差异 最 大 (100 匈 盖 0， 十 一 >>0 0< 

17.8%, 0<C++). 体重 小 的 个 体 身 体 小 ,食量 

少 ， 代 谢 水 平 低 ， 活 动能 力 差 ， 消 化 能 力也 较 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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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其 一 般 多 取 食 身体 小 ， 活 动能 力 较 差 及 易 消 化 的 

食物 。 所 解剖 的 4 REA, ADAYA ARAL 

比例 ， 未 发 现 蝉 幼体 和 多 足 纲 动 物 ， 胃 中 的 腹 足 纲 

动物 也 仅 是 号 体 较 小 的 豆 螺 。 而 体重 大 的 个 体 则 相 

反 ， 食 物 中 个 体 大 的 食物 多 而 个 体 小 的 食物 少 。 在 

一 只 体重 131g 的 蟾 内 衣 中 发 现 6 只 完整 的 蝉 幼 体 ， 

衣 内 无 其 它 食物 。 | 
x 松 

《华东 师 范 大 学 生物 系 ) 
Huang Song 

(Depariment of Bi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报 ”1986 年 5 月 ，5(2)157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A) ae BE Je TL AE Hy 20 

Five Snake Species New to Sichuan 

四 川 省 渡口 市 辖 米 易 县 ， 位 于 四 川 最 南部 ， 地 

理 座 标 约 在 北纬 27 度 与 东经 102 度 之 交 的 周围 。 境 

内 有 安宁 河 自 北 而 南 流入 金沙 江 ， 光 热 资 源 为 全 省 

之 冠 ， 积 温 高 ， 无 霜 期 长 ， 具 有 以 “ 岛 状 ”南亚 热 

带 为 基带 的 主体 气候 ， 植 物资 源 丰 寅 。 结 合 四 川 省 

在 欧西 地 区 米 易 县 主体 农业 经 济 开 发 规划 试点 ， 建 

立 了 米 易 蛇 围 。 据 初步 调查 ， 在 米 易 县 境内 发 现 五 

种 蛇 系 四 川 省 新 纪录 ， 现 报道 如 下 ， 
1. 7A Elaphe frenata Gray 

黄 草 乡 ， 海 拔 1600m。 

1 午 及 1 幼 早 。 无 颊 鳞 ， 眶 前 鳞 1， 眶 后 鳞 2。 上 

fe 9, 3—3—35t; 下 唇 鳞 11， 前 5(6) 枚 切 前 颌 

片 。 长 度 及 鳞 被 其 它 特征 如 表 ; 

性 别 err) wil 鲜 @ figs 
scents At ne pa. ere Wen I ys 人 re Se ee RCRA CaN 

2 330 +300 1 十 2 

BO 360+140 24+2/3 

WBE 尾 下 wR 

pig? leoyptze + | 

213 136/136 十 1 

2. 饰 纹 小 头 蛇 O1igoadon ornatus Van Den- 

burgh 

黄 草 乡 ， 海 拔 1600m。 

1%, @K550+95mm, FMB, FosA IA) wR, 

HE AU 1, FESR], mileR2+ 2. ERE, 2—-2—2 

212195515 

ite 15 

st; 下 唇 鳞 ?， 前 3/4 枚 切 前 颌 片 。 前 颌 片 大 于 后 颌 

片 。 背 鳞 通 身 15 行 ， 腹 鳞 163; 肛 鳞 二 分 ; Fe OP we 

87338 十 1 背面 有 红 棕 色 机 班 8 二 3 个 

3. 颈 斑 蛇 Plagiopholis blakewayi Boulen- 

ger 

黄 草 乡 ， 海 拔 1600m。 
222, FceBE, HERTS, HESS who, Beet 

1, ESS, 2—-1—2sk. ABBA, AL we SE 

a, EZ PB22/22+1, KERMA ER, 
本 文 于 1986 年 1 月 27 日 收 到 。 

全 长 (mm) PF i we ee 

330+ 42 6 (3) 119 

340 +45 ri SS a 

4, “RPS (ARM AP) Rhabdophis — sub- 

miniata helleri Schmidt 

BA) ey ti, HR ION—1500m, 

17229, MBE, HERT@E 1, SS BE10, H5 

枚 切 前 颌 片 ， 肛 鳞 二 分 。 鳞 被 其 他 特征 如 表 : 

PEI Ae pao Baa a je fe 

o7 4/8 2+2 a 2 一 3 

3 2+2 3/2—3—3 

2 3 3 十 2 3/2—3—3 

ree fight betes 尾 "7 ai 

19—19—17 163 19/79+1 

18—19—17 160 84/84+1 

18-19-17 166 me 
5. HR EH Ophiophagus hannah Cantor 

草场 乡 沿 安宁 河 谷 一 线 ， 海 拔 800 一 1200m。 

lv"29?99?。 背 鳞 19 一 15 一 15 行 。 长度 及 鳞 被 其 

他 特征 如 表 ; 

性 别 全 长 (mm) 腹 鳞 三 

ra 2240 十 550 240 88/88 二 1 前 7 枚 成 单 

2 1900+420 ”239 87/87 二 1 ,前 10 枚 成 单 

和 卷曲 未 量 ”252 81/81 二 1, 前 7 枚 成 单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刘晓波 康 绍 和 

《四 川 米 易 蛇 围 )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Liu Xiaobo Kang Shaohe 

(Miyi Snake Farm,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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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AN 

简报 
SOS MOD MA OD OD ADSM ON IOS LOD LOD EOD we a A ° pe HOR ONO? 

甘 肃 新 纪录 
Two New Records of Venomous Snakes From Gansu 

1985 年 7 一 8 月 在 康 县 采 到 一 批 蛇 类 标本 。 经 鉴 
定 ， 其 中 丽 纹 蛇 Caljiobpis macclellandi 及 山 烙 铁 

头 华东 亚 种 Trimeresurus monticola orientiis 为 

甘肃 省 新 纪录 ， 现 将 其 主要 特征 描述 如 下 ; 

两 纹 蛇 Calliophis macclellandi Reinhardt 

标本 编号 850011 昱 

RA He 康 家 城关 镇 孙 家 院 ， 海 拔 2483 米 。 

形态 描述 有 前 沟 牙 ; 头 部 短 而 宽 ， 上 展 鳞 

7, 2—2—35k, Pew, AISA DATA; TERT wR 

1， 眶 后 鲜 2; BUBEI+1; 体 鳞 光滑 ， 通 体 13 行 ; 腹 

212; 肛 鳞 2; 尾 下 鳞 27 对 ; AA SK 535+508 

米 。 

头 背 黑色 ， 眼 后 有 一 白色 宽 横 带 ， 第 2 上 唇 鳞 、 

眼前 鳞 及 前 额 鳞 的 前 缘 直 至 吻 端 为 淡 褐 色 。 FS 

上 缘 淡 黑色 。 绒 部 有 一 墨 褐色 横 斑 ， 占 3 鳞 宽 。 体 

痛 棕 色 ， 最 前 部 有 黑 褐 色 横 斑 4 个， 其 后 为 黑 褐 色 

环 纹 〈 占 一 鳞 ) 25 个 ， 腹 面 自 色 ， 在 二 环 纹 间 各 有 

一 黑 褐 横 斑 。 尾 背面 棕色 ， 有 黑 环 纹 3 个 ， 最 后 为 

一 黑 褐 横 班 。 HMA. 

生活 于 河 边 草地 区 。 

种 。 

系 我 省 眼镜 蛇 科 唯一 的 蛇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21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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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烙 铁 头 华东 亚 种 Trimeresurus monticola 

orientalis Schmidt 

标本 编号 850021 2 

采集 地 ， 康 县 王 坝 乡 庄 子 山 ， 海 拔 2483 米 。 

形态 描述 有 长 管 牙 ;， 头 呈 三 角形 ， 吻 端 较 

钝 ; WRATH; BAMA, AAA A 

鳞 ; _L JES 310, 28 —_L JS we ESE 5 BA 鳞 分 

开 ， 第 二 上 层 鳞 构成 颊 帘 的 前 缘 ; MA SAMA 
细 鲜 ; 眼 与 鼻 鳞 间 有 两 枚 鳞片 ; 左右 眶 上 鳞 间 有 细 

BO; Amt, MHRA TRA ee, ED 

24 一 23 一 19 行 ; 腹 鳞 142; 肛 鳞 1; 尾 下 鳞 36 对 。 体 

全 长 600 十 100 毫 米 。 

头 背 红 褐 色 。 有 颈 背 有 “VY” 形 红 褐 色 斑纹 。 体 

背面 淡 褐 色 ， 背 面 有 不 规则 云彩 状 近 方形 块 班 ， 体 

侧 云 彩 状 斑 不 显著 。 A fio PA UG AS ABBE, 

生活 于 山区 草丛 中 。 

HAL 

(兰州 医学 院 ) 
Feng Xiaoyi 

(Lanzhou Med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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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 AAA EAA EAA ANE AN OS? 
: 

j 3 
i TR 3 

* 
ernew mA ON ey te rr ev ry 心 

AT Mi ea a 20 3 BAA BT 

A New Record of Skinks in Liaoning——FEumeces xanthi Guenther 

辽 字 的 石 龙 子 类 分 布 种 数 较 少 ， 已 报道 的 仅 两 
种 ， 北 清晰 和 醒 仁 滑 蜥 。 笔者 于 1985 年 5 月 4 日 上 午 

十 时 许 ， 在 辽宁 医 巫 间 山 山脉 主峰 南 侧 、 北 镇 县 大 
阁 采 到 石 龙 子 类 标本 1 号 ， 哇 ， 经 鉴定 为 黄 纹 石 龙 
子 ， 系 省 内 新 纪录 ， 石 龙 子 属 在 省 内 也 是 首次 纪 
录 。 现 报道 如 下 ; 
ERR; BUM, RAFI: aime 

一 对 ， 左 右 不 相 接 ， 额 鳞 盾 状 ， 最 宽 处 在 前 三 分 之 
—; MBM, AE: 顶 间 鳞 向 前 以 三 角形 
RAPT BEA MAR; 顶 鳞 一 对 ， 被 顶 间 鳞 分 开 ; Fi 

鳞 二 对 。 外 鼻孔 将 鼻 鳞 分 为 前 后 两 片 ， 有 后 鼻 鳞 
比 外 鼻孔 稍 大 ;， 闫 鳞 二 枚 ， 前 枚 较 高 、 较 窗 ， 后 枚 
较 宽大 ;， 眶 上 鳞 四 枚 ;上 睫 鳞 六 枚 ; 类 鲜 1 十 2， 前 
枚 较 小 ， 第 二 列 下 矣 鳞 前 窗 后 宽 ， 呈 扇形 ， 上 唇 鳞 
七 枚 ， 第 七 枚 最 大 。 后 冰片 两 枚 ; Fob. fh 
中 段 环 体 一 周 鳞片 22 枚 ; PHAR Ey SHE FE ic Hy A 

片 50 枚 ; BHAA ALR BAL HIATT RRR OR. Fe 

下 正中 一 行 鳞 宽 大 。 

头 体 长 65 毫 米 ， 标 本 尾 断 掉 一 部 分 。 前 胶 长 18 

本 文 于 1985 年 5 月 31 日 收 到 , 

毫米 ， 后 胶 长 25 毫 米 ， 腋 膀 间 距 34 OK, SHH 

消 ， 硼 部 古铜色 ， 阳 光 下 闪耀 着 金属 光 译 。 体 侧 自 

眼 后 经 耳 孔 上 方 、 前 后 胶 基 部 上 方 至 尾部 有 一 黑色 

纵 纹 ， 在 体 中 部 占 0.5 十 1 十 0.5 枚 鳞片 。 背 部 自 颈 

鳞 至 尾部 有 两 条 深 铜 色 纵 纹 ， 每 条 纵 纹 的 边缘 有 蜂 

KTH. Ami, 

本 种 在 当地 生活 在 海拔 ae ie Ll) Fe 

， 多 石和 植被 较 好 的 林 缘 或 林 中 空地 等 处 。 黄 纹 

oe ae 笔者 目 8? 年 9 pies 年 5 

A 4 ASSET), AA LARA ae 

采集 ， 仅 见 到 三 只 ， 捕 到 一 只 。85 年 5 月 4 日 后 又 利 

用 4 天 时 间 采 集 ， 均 一 无 所 获 。 因 此 ， 文 中 只 描述 

1 号 标本 。 饲 养 观察 ， 该 种 以 各 类 昆虫 为 食 。 

标本 送 沈阳 师 院 生物 系 标 本 室 保 存 。 

姜 雅 风 

《辽宁 省 北 镇 高 级 中 学 ) 
Jiang Yafeng 

(Beizhen Senior Middle School, Liaoning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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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009990000000080000080080000 

简 报 
00400900400900400400400940040049 

60000000 
HY0000000008 w) 

ACE SEAR If 
A Variant of Elaphe mandarina(Cantor) 

198426 9 月 在 浙江 天 人 台 发 现 一 条 体 色白 化 和 鳝 

片 显 著 变化 的 玉 斑 锦 蛇 。 

天 84918 号 ， 浙 江天 台 ， 陈 立 锁 采 。 标 本 保存 

于 浙江 医科 大 学 生物 学 教研 室 。 

SEK: 15072%, B 长 : 522K). LE 

igs. 702—2—3), Pew. 8 CAD HA). AR 

ge; 眼前 鳞 1， 眼 后 鳞 2, 晒 鳝 2 十 2， 腹 鳞 216， 尾 下 

白化 异 鳞 玉 斑 锦 蛇 头 部 
Ve, eres 2. 侧 示 3. Aas 

本 文 于 1985 年 11 月 14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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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鳞 20 对 ( 断 尾 )， 肛 鳞 2 分 。 除 体 色白 化 外 ， 鳞 被 主 

SEYLER SEARS, RLS RES, 

RMA AM, ZEW ES HT AE Ba Be 

EARS AL Se, 4S he 

鲜 分 隔 不 完整 。〈 见 图 ) 

eh, A. i, MBA 

头 部 、 背 、 腹 、 侧 照片 与 整体 照 

ae 

4b eR SE BE op RE 

Ki HAF 

(浙江 医科 大 学 生物 学 教研 室 ) 

Huang Meihua Yang Youjin 

(Department of Biology, 

Zhejiang Medical Univ.)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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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图 义 的 探讨 
a) 

Am WEEE, RNA BRERA 

re INE BR CS ) BAR 



BRS: 乌龟 染色 体 组 型 的 初步 研究 Al hi 

A. 马 龟 ( 千 ) 肾 细胞 染色 体 及 染色 体 组 型 (标尺 王 10b) 

A. 乌龟 (oz) 骨 散 细 胞 染色 体 及 染色 体 组 型 (标尺 =10p) 



马 涛 ， 太原 产 虎斑 游 蛇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分 析 、 

A. 太原 产 虎斑 游 蛇 \ 平 ) 染 色 体 组 型 

A. 太原 产 虎斑 游 蛇 (oz ) 染色 体 组 型 

(箭头 示 第 4 号 染色 体 的 随 体 ) 



1. 言 林 柳河 产 中 国 林 蛙 产 卵 前 输卵管 中 段 的 

切片 。 示 粘膜 皱 福 和 粘液 腺 。Zenker-formol 液 固 

定 。Delafield's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色 。X 100. 
2. 言 林 柳河 产 中 国 林 蛙 产 卵 前 输卵管 中 段 的 

切片 。 示 粘膜 上 皮 细 胞 。Zenker-formol jk Al #, 

卫 hrlich“s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色 。X 200. 
3. PRA HE MORES ON a GN EF BE 的 

切片 。 示 固有 层 中 的 管状 腺 。Zenker-formol 液 固 
定 。 芝 brlich'“s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 色 。X 100. 

4， 言 林 柳 河 产 中 国 林 蛙 产 卵 前 输卵管 中 眉 的 

切片 。 示 多 糖 类 物质 。Zenker-formol jx fA] #, 
DNA、 多 糖 类 、 蛋 白质 的 三 色 染 色 法 染色 。X 100. 

5.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峙 产 卵 前 输卵管 中 段 的 
切片 。 示 烙 膜 上 皮 的 皱 裤 。Bouin's 液 固定 。Dela- 
field's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色 。X 100。 

6. 四 川 红 原 产 中 国 林 蛙 产 卵 前 输卵管 中 段 的 
切片 。 示 烙 膜 上 皮 和 固有 层 中 的 管 状 腺 。Zenker- 
formol 液 固定 。Ehrlich's 苏 木 精 和 伊 红 染色 。 
X100. 



ASTRA: TE WS BR DL REE Oy aR 

1. 示 视 网 膜 十 层 基 本 结构 ， 网 膜 色素 层 PR、 
钢 杆 视 锥 层 人 C (内 节 JS、 外 节 OS)、 外 界 腊 又 LM、 
外 袍 层 ONL、 外 网 状 层 OPL (Henle’s#F4i EH, 
网 状 部 P), Ai INL、 内 网 状 层 IPL、 节 细胞 层 
GC、 神 经 纤维 层 NEL、 内 界 膜 ILM ees 

Os 人 视 杆 细 胞 
ASA, Sb, Beate A he MM, aig teen 

IM、 细 胞 器 颗粒 OG、 吞 噬 颗 粒 PS、 视 杆 ROD 和 
基 膜 MB  X750 

3. 示 外 界 膜 、 外 核 层 、 及 外 网 状 层 ， SHE 细 
胞 OO、 单 锥 细胞 C、 椭 圆 体 下 、 中 界 膜 〈 为 并 排 四 
个 箭头 所 示 ) 。 

4, 示 内 核 层 中 四 种 不 同 的 细 He: 

C、 水 平 细 胞 HC、 
双 极 细胞 

无 长 足 细 胞 AC 和 Miiller’s 细 

构 观 罕 

te 

+ DP tH: SANE a Aa 
See a aS fa MC, ft + 内 网 状 层 的 不 连 

所 示 。X750 
5. 示 两 种 不 同形 状 的 节 细 胞 GC 和 神经 纤维 

层 中 由 区 细胞 发 出 的 神经 纤 : 维 NE。 内 界 膜 为 深浅 
不 同 的 两 条 细 线 构成 。 箭 头 所 示 半 透镜 样 细胞 
x 900 

6. 示 用 40 倍 相差 物镜 观察 时 的 切 痕 及 包 埋 剂 
NAR. x200 

7. 箭头 示 两 个 半 透 镜 样 细胞 X500 

iE: Wi— 一 7 9768 EE ee 
差 显 微 照 片 。 图 6 为 相差 物镜 (X40) 的 
观察 照片 ， 其 余 均 为 相差 物镜 (X100) 的 
观察 照片 。 

图 版 而 



AY ASE, 8G Ee a A he 

ALINE: “BB. 径 向 断裂 面 ， 由 下 往 上 为 卵 帝 膜 (em) , 乳 突 (m)， 锥 形体 (co)， 柱 状 体 (cD) ,图 的 右 侧 
为 一 气孔 道 (p) “C. 除 神 外 壳 膜 的 蛋 壳 内 表面 ， 图 示 一 个 乳 突 的 顶端 ， 由 针 状 文 石 微 晶 组 成 了. 去 掉 外 壳 膜 的 
蛋 壳 内 表面 ， 图 示 单个 乳 突 项 端 ， 箭 头 方向 为 乳 突 及 锥 形体 构造 F。 柱状 
层 ， 示 方解石 晶体 的 解 理 面 ， 



BEES, UTRE TN BME 4 

A. 蛋 壳 外 表面 ， 示 一 为 粒状 物 (pp) HEME ALO 口 ， 在 其 上 侧 为 一 侵蚀 小 止 ”也 . 蛋 壳 外 表面 ， 示 一 不 规则 

B. 蛋 壳 外 表面 ， 图 的 中 央 为 一 圆 形 气孔 ， 右 侧 有 两 个 侵蚀 ” 形 的 侵蚀 小 四 卫 .孵化 后 期 的 蛋 壳 外 表面 ， 示 一 个 旺 更 多 

PH 《. 蛋 壳 外 表面 ， 示 一 为 膜 状 物 (pp) HEMEL 同心 环 的 阶梯 状 侵 蚀 小 四 。 

口 了 .和 蛋 壳 外 表面 ， 图 的 中 央 为 一 膜 状 物 覆 盖 的 凹 形 气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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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HGNC TT oh HD Hh 

目 & 

l Ras 

KE aia 7 he 

J FRIL AE : 

泽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CG i7 2: plas alas acl 

C 带 和 Ag-NORS 和 研究 …………… 和 9 siete 

[UI] TEV et: fig SPE ee A SE PE DG GLARE ES TEU YEG cre cee ce cee eee ee eee te eee eee tenes eee F 

el APE os es LH ASS PD YG Bcc cee cee cee cee cee cee eee eee eee eee eee eh SB IF 

22 MW ih DX FE AS PS et a 6S ky EJ IS A eee ce eee ee eee cee eee oo BR eh 

BRS ee we BS LA A BY SC He 

PY HME TT Bh IX ARS Dr Be Hb BEX XI + 
#8 bor LL ewe ot Ah ed Seance ce meeeCn Set Adin Se 

4 Of te We Be BS SEG VE FA 0 2 Po BY eee Bey 

ies (a) BE EE A PE FP cs Fp Boh 

ty ¥ fs AE oh BS fe XL tel FEAR EP BE eve tee eee see eee ee BR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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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aes 

KE Pics He RRS 

A ie HED (285C100—1214F), HE EX 

Bra AB, fe “ORE” SA, FEE. “DTD, 

长 一 义 , 7K, AAR; WA CAS 

Fam Kea) Mh, wR”, RERE: 

Fess. SS, SF, 

RZ SAA A, ER EARR 

州 〈 今 潮 安 ) Re HE RS , OTELE 

«FHS CD 而 闻名 遐 途 。 然 而 ， 在 此 之 前 

NAS, KP MR WED (470150—200 

se, 1). KEAN E> (230 一 260 年 ， 

万 宕 )， 以 及 公元 265 一 420 年 间 问 世 的 《 博 

Was > (AE). 《交州 志 交 〈《 刘 欣 期 )、.< 志 林 > 

( 广 喜 ) 的 作者 们 ， 早 就 先后 于 其 著作 中 对 分 

布 在 华南 的 鳄 进行 过 简 繁 不 等 的 记述 。 自 十 

八 世 纪 分 类 学 迅速 发 展 以 来 ， 国 内 外 除 得 悉 

FH ER >" 4 BES ER i - #8 Alligator sinen- 

sis(Fauvel) 外 ， 古 代 曾 经 分 布 在 广东 \、 广 

FAM PLE RSS A iy, Mle Sle 

中 外 学 者 极 大 的 兴趣 ， 因 而 对 此 进行 调查 和 

考证 也 就 成 了 大 家 十 分 关注 的 问题 。 

me 85 5F 

mliwTes, BRBMSERF RHR 

骨 文 ， 这 就 表明 人 们 在 三 千 多 年 前 便 认 识 了 

这 种 爬行 动物 。 乌 字 的 出 现 要 比 昌 晚 一 和 干 八 

百 多 年 ， 张 华 在 《博物 志 》 中 明确 地 记述 了 

“Mists, Roo, + "5 aoa, 4 

PAAR RES ER SMALE XRS ZA 

宗 it 马 积 落 
(上 海 自 然 博物 馆 ) 

同 的 另 一 种 动物 。 

我 国 上 述 古 厌 所 记载 的 广东 下 鳄 ， 是 为 

身躯 庞大 、 体 造 PIL, Ke A a 

暴 、 和 猪 食 人 畜 的 巨 物 。 与 其 形容 的 外 瑶 特 征 

类 同 的 鳄鱼 ， 在 亚洲 地 区 主要 有 食 鱼 名 亚 科 

(Gavialinae) h) @& f4 #Gavialis gangeticus 

(Gmelin) A #2 WF-(Crocodilinae) Ky BX 

i (Tomistoma schlegelii Miller) , 7% # 

(Crocodilus porosus Schneider) 等 3 Af, 

47 7 ERI PE A aE 体 长 仅 2 一 3 米 ， 

且 其 吻 短 融 钝 ， 性 较 裔 顺 ， 对 于 人 冀 并 无 威 

bh, Aik Stee, BAMA. 

oR Ta Be ARK oS Ah, TRE Pear, We 

热带 的 江河 和 沼 译 中 ， 偶 而 也 可 来 到 河口 的 

海边 活动 。 历 代 地 方志 记载 发 生 乌 害处 有 广 

AA IN, HA. eR ORB). AY, 

油状 、 海 南 岛 和 广西 的 苍 梧 、 柯 州 、 合 浦 、 

钦州 、 南 宁 CPR: KIND FH) BE «HA 

— 3S ° FAT HYD ). abi (oc «KE FB — 

与 胜 览 六 PF )AHL, ERAS 资料 ， 足 以 证 

REA RAMA, BS Ale 

fp 4 Fe EI EL BENS, 

正确 的 分 类 位 置 

在 肯定 广东 从 前 曾 有 乌 的 前 提 下 ， 进 一 

本 文 承 张 备 闻 教授 审阅 ， 徐 建 亚 同 志 绘 制 播 
图 ， 并 在 工作 中 得 到 广东 省 顺德 县 博 物 馆 的 大 力 支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28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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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确认 广东 十 乌 是 现存 21 种 鲍 中 属于 哪 一 个 

mH, RT CAMARA, KAS 

POP GS, wR) Rae RAE, aie ee 

AIEEIZC, IM ee 8S 8 AE ye CEL A A 

志 也 是 世界 上 最 古老 的 文献 。 比 起 以 双 名 制 

为 第 一 种 鲍 订 立 学 名 的 时 间 ， 几 乎 整整 早 了 

二 于 入 下 年。 ATA 4 9, Lesson {kik 
Zep Pees, Cantor (1842, 1847), 

Guenther (1864) , Boettger(1885) , Boulen- 

ger (1889, 1890, 1912), Gadow (1901), 

张 孟 闻 (1975, 1978), A He (1980), 

邦 杰 (1980), BREEHE (1984) 等 中 外 学 者 

相继 发 表 了 大 量 论文 ， 一 再 报道 和 肯定 六 鳄 

曾经 长 期 生活 在 中 国 南 部 ， 而 Mell 于 1922 年 
所 出 版 的 《中 国 动物 志 记 要 >”(Beitrage zur 

Fauna >inica) 一 书 中 ， 还 记载 了 他 在 香港 

和 珠江 口 澜 头 岛 得 到 过 两 具 湾 鳄 的 骨骼 及 一 

个 乌 颇 ， 并 保存 在 柏林 动物 博物 馆 内 。 广 东 

i ai FL 19634F #1197 345 4) BT OS 5c ee 

Si —-A R&S as pH, ey HB He (1980) 

shia ae 但 他 也 推测 在 珠江 三 

角 洲 地 区 有 司 能 生存 过 马 来 鲍 。 和 运 今 为 止 ， 

RAS RATA, WHS «AH 

fA > TARTS KAS BAVA IS iD 

乎 已 属 确凿 无 疑 之 定论 。 

为 证 实 广东 十 乌 的 属 种 ， 我 们 专程 手 

1985 年 8 月 赴 顺 德 县 博物 馆 对 出 土 铝 骨 进 行 

了 测量 和 研究 Gl, AD ， 经 鉴定 后 确认 

1X HG BB BF Ss BE(Crocodilidae), # WP 

BZ ois LARS HH, Wis) AYR 

ARB. RMU Se ts, ee 

WP He DX BAK HS PE GT TT be 较 ( 表 2)。 

RA, AFA pape 

AR, ROW REE SARA, VI 

表 1 DREHMAMSRAR KE: mm; we: Ko) 

GS 出 土 日 期 “出 土地 点 ”向 全 ABE LE yp MS Li a Rae Fee 上 人 毛 PR 
a iS SS 缘 宽 Gil b= < SS h 

Di13 1973. W,15 a 1000 3880 

zs 1963.K,? 930 

449 690 

880 880 380 702 

注 : 5D1134 8A N+ 

AX FE ZS Fy 

203 344 590 620 445 440 

273 300 699 =< =a <a 

Sik BIE | ee ra 
Fe(2)+16+(3) 左 18 
右 (2) 十 16 十 (3) 右 18 

Jeol x 
#21 

的 ， 尚 有 唐 代 、 北 宋 的 陶器 300 余 件 ; FCS HSA CEI PE eek, RAI IC, BAIL 

表 2 亚洲 3 种 巨型 鳄 的 颅骨 特征 比较 

食 & & a 名 马 来 多 
Gavialis gangeticus( Gmelin) oo ee Schneider Tomistoma sehlegelii Miller 

Mt B= Ah, ve, Hips ITER, 前 伸 而 长 ， 与 PINE Bai, 吻 基 往 前 引伸 而 各 ‘a 
BE, 两 痢 分 界 显 老 二 人 吻 与 脑 颅 分 界 不 。” 脑 颅 分 界 明 显 。 

We. 

AS Ay Ae sK AA) AE_E we RE pHa AIA, AE Ewa a RE DHE FOE LAS eK, Ah 
而 隆起 。 观 较为 平滑 。 

An > LL Bote fap Oe l pe AAS 吻 长 与 吻 基 之 比 See 1% ES alii. 27 AT 

_AB 后 小 ， 被 上 全 二 卫 开 而 ARTOIS R ZI IRS, RS ee 
| ena. 往 前 接触 骨 质 鼻孔 ; 上 颌 骨 被 ”上颌 骨 不 在 中 线 部 互 切 

鼻骨 左右 陋 

HE 间 距 大 于 眼眶 横 径 。 大 于 眼眶 横 径 。 狭窄 ,其 宽 约 与 眼眶 横 径 相等 
FAKES 夹板 肯 参 果 组成; oe 夹板 骨 不 参与 组 成 ; 下颌 联 有 Farman 
ere ie, (eras Soe | ee tee i 后 缘 到 达 第 十 三 至 第 十 五 齿 。 

从 

27 一 29 4(5)+13—15 21 
eke 25 一 26 14 一 15 18-19 
和 : SOR PS mini tb ay PmaAss kmnvAaezZy an 齿 大 Be S_E a Ae FH HE 

REREAD HR IRN, HOR ome ARS 时 的 位 置 Baa. 



BR REA Ae is, HABE 

MERES, RMN AMAA Feb fs 2 

IE SRW NRA, Luks 7 RPE 

«Fis NOD 是 针对 主要 栖息 于 江河 淡水 中 

的 马 来 鲍 ,而 非 生活 在 海域 内 的 湾 鲍 。 因 此 ， 

顺德 县 出 土 的 乌 骨 乃 是 马 来 乌 在 我 国 的 新 记 

录 。 黄 权 珀 在 《台海 使 棋 歌 > 〈1763 年 ) 和 李 

准 于 《 巡 海 记 》 (1907 年 )， 分 别 记载 在 滚 湖 

列岛 ， 以 及 自 海 南 岛 至 西沙 群岛 一 带 曾 见 到 

wk kes, ii Mell Miki 7 46 Rr" 8s", Br 

以 也 不 能 完全 排斥 南海 沿海 过 去 存在 过 少量 

75 EN A) RE. 

图 1 B3R3.8 

马 来 鳄 记述 

«TER 62 & Miller+1838 4 & # Weekes 

Crocodilus(Gavialis) #f Fh}, Ja 2#Gray (1867 

aE) Ces IM SE A KR 85) (Tomistoma) 。 

STG ts Mie RAK, Kim6—TOK, A 

Aw, AMBRE, WFR Aa, Shari 

Hb 47 FRA; AR SAZE DEAE, STARA 2 枚 小 

形 枕 鲜 ， 其 后 之 颈 鳞 及 背 鳞 共 22 列 ， 排 成 连 

SWIC A, KTR ERAT Be 

4 行 ， 中 间 2 行 往 后 消失 于 尾 基 = 处 ， 两 全 

腹面 (19634297 th 85 i) 3. Pama C9734E8 4 we, D113) 

SUA, BEIGE GW AUT i we 

背 鳞 外 侧 有 2 BAP AS Se EAS Oe, A 

We, SOR 2, PRER, WILWR, OK 

Be EWE, Se BCIER ED Ja BBE Z Sb ALA SR 

ta Se AER, PRAM 2 BLSD, Bk Be Hy BE Ke 

KB; BH, PHAR AOBCN, Bean 

体 长 的 4 RVR TEMAS WE 
的 灰 绿 色 而 具 棕 色 小 点 ， 尾 及 后 背部 常 有 棕 

* ” 张 孟 闻 教 授 曾 于 1937 年 赴 柏林 动物 博物 馆 ， 
ERAMMelES EMAL RMR E, RAM 
粹 当权 ，Mel ! 为 犹太 人 ， 不 受 重视 ， 未 看 得 标本 ， 
现 正 去 函 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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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色 横 带 ;腹面 白色 。 两 颌 边缘 饰 以 棕色 班 

纹 。 

吻 其 狭长 ， 约 为 吻 基 宽 的 2.5 一 3.4 倍 。 

鼻骨 细 长 ， 前 端 不 达 骨 质 鼻 孔 ， 但 与 前 颌 骨 

WHE; 上 杜 窝 大 于 鼻孔 而 较 眼 眶 略 小 ， 几 乎 

位 于 颅 背 正 中 ; 眼眶 直径 超过 其 横 径 ， 眼 间 

PAN, LL Fast ek, Ba 
iG, SO LMA, 第 五 、 第 六 沧 之 间 有 一 

四 陷 ， 第 十 二 上 颌 此 最 大 ， 后 方 各 此 则 渐次 

WATER; 闭 嘴 时 第 一 、 第 四 下 俩 此 露出 口 

Ss, BFEMBAZMBAN,. PRRKAK, 

夹板 骨 参 与 组 成 联合 ， 并 往 后 延伸 至 十 三 或 

第 十 四 下 颌 此。 

oh tsk 45 eS KS, REMARK 

齿 具 有 下 列 特征 ，1) 吻 长 可 达 吻 基 宽 的 4.0 

倍 ， 随 着 生长 发 育 ， 两 者 的 比例 逐渐 减 小 至 

2.5 一 3.4 倍 ;2) 颌 齿 尖 利 而 长 ， 略 St 圆锥 

形 ， 分 化 程度 不 高 ，3) 第 四 上 颌 齿 大 表现 得 

未 明显 天 区 际 鸭 尾 领 以 第 二 、 BN, BIG 

最 大 ， 下 癸 以 第 一 、 第 四 此 最 大 4) 下颌 联 

合 往 后 延伸 至 第 十 四 和 第 十 五 枚 下 颌 齿 之 间 

( 据 上 海 自 然 博 物 馆 2069 号 标本 。 体 测 记 

录 : 体 长 570 毫 米 ， 尾 长 460 毫 米 , 头 长 169 毫 

米 ， 吻 长 120 毫 米 ， 吻 基 宽 29 毫 米 ， 眶 间距 6 

ZK) 。 

马 来 乌 的 现代 分 布 区 在 马来西亚 的 马 六 

甲 和 印度 尼 西 亚 的 苏门答腊 、 婆 罗 洲 〈 加 里 

曼 丹 岛 ) 。 该 属 的 化 石 种 类 曾 出 土 于 地 中 海 

沿岸 的 马尔 他 和 撤 地 尼 亚 等 地 的 中 新 世 地 

层 。 我 国 广东 茂名 县 始 新 世 地 层 和 台湾 省 再 

溪 县 ， 也 曾经 在 1958 年 及 1972 年 发 现 过 石油 

O, #2* (Tomistoma petrolica Yeh) 和 台湾 

O, #2 (Tomistoma taiwainicus Sikama) J 

化 石 。 

马 来 鳄 在 华南 的 绝 灭 

广东 南部 ， 尤 其 是 珠江 三 角 洲 主要 为 沼 
泽 平原 区 ， 地 势 低 平 ， 沼 泽 众多 。 此 地 的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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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气候 远 较 今 日 温暖 ， 因 此 许多 水 陆 交 织 

沼 地 泽国 都 是 马 来 鲁 生存 繁衍 及 铀 群集 居 的 
生境 ， 并 可 沿 河 权 伸 入 离 海 内 陆地 区 而 几乎 
遍及 两 广 南部 。 唐 宋 时 期 ， 由 于 鲍 的 数量 甚 
多 ， 所 以 在 某 些 地 区 还 形成 了 特有 的 乌 患 。 

广西 、 广 东 是 古代 马 来 鲍 连续 分 布 区 的 

北 界 ， 从 其 自然 条 件 看 ， 原 非 该 旬 的 最 适 生 

境 ， 很 难 忍 受 和 适应 近 两 千年 来 气候 逐渐 转 
AWE, AIMS BIRKIN RSA 

THEA ERLE PTR, KS 

北方 移民 越过 五 岭南 下 来 到 广东 ， 并 在 广 亦 
的 珠江 流域 建立 村 市 ， 兴 筑 堤围 、 开 BBS 
农 ， 于 是 为 患 人 类 的 马 来 鲍 首先 是 失去 其 繁 
衍生 息 的 基地 ， 继 之 便 成 了 人 们 经 济 开 发 时 

首 当 其 位 的 消灭 对 象 。 短 时 期 内 ， 马 来 鲍 在 
珠江 三 角 洲 就 被 人 们 杀 胜 殖 尽 ， 而 苟 安 辕 存 

FIN EPR RE. BAK, BIN, BRINE 
Hi Arh AOE eS, ARE ETC 

ACHR WR, NA BRS BIRKS 

fi, KAW BEM. PAE 

们 绝 非 被 人 驱赶 离 去 ， 只 能 是 遭 人 残杀 而 就 

地 绝 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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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NCIENT CROCODIL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Zhao Kenta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Suzhou Railway Teachers College) 

Zong Yu Ma Jifan 

(Shanghai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bstract 

The earliest literature recording the 

crocodiles of China is “Shuo Wen Jie 

Zi”( 《说 文 解 字 》 ,pp 100-120), The di- 

stribution of crocodiles over Guang- 

dong and their ecology were described in 

written from the 

2nd to the 5th century, After the pu- 

“Mou- 

rning Crocodiles”by Han Yu (#687), a 

famous essayist of the Tang Dynasty, 

many local annals 

blication of the article entitled 

Guangdong’s ancient crocodiles became 

well-known to the Chinese peopl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many scho- 

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published 

a lot of articles, alleging that the exti- 

net Guangdong’s ancient crocodiles were 

gulf crocodiles, (Crocodiles 

Schneider), 

However, the authors had a chance 

to make a Study of the two skulls of 

porosus 

crocodiles which were unearthed from 

Shunde County, Guangdong in 1963 and 

1973, respectively, and are now on dis- 

We fo- 

und that both the skulls belonged not to 

the gulf crocodiles but to the Malay 

crocodiles (Tomistoma schlegelii Miller), 

play in the County Museum, 

Moreover, fossils of Petrol Malay croco- 

diles, 

Taiwan’s Malay crocodiles, (Tomistoma 

(Tomostoma petrolica Yeh), and 

taiwanicus Sikama), had also been disco- 

vered in Guangdong and Taiwan,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go, 

Malay crocodiles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over Borneo and Sumatra of Indonesia, 

Malacca of Malaysia, Guangdong and 

China, 

change in climate, the increase in human 

Guangxi of But owing to the 

pop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 

riculture, this species died out of China 

during the Yuan or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record of 

Malay crocodiles of China, The measu- 

rement of their skulls and the compari- 

son with the othertwo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are shown in tables 1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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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报 ”1986 年 8 月 ，5(3)，166 一 170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SaaS (MTA MEAD) 
半 阴 芍 形 态 的 比较 研究 

tk lk 2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我 国 后 沟 牙 蛇 类 包括 水 生 的 水 游 蛇 亚 科 

oHmalopsinae 和 陆 生 的 林 蛇 亚 科 Boiginae。 

根据 现 有 的 研究 ， 一 般 认 为 林 蛇 亚 科 并 非 是 

一 个 单 源 类 群 ， 在 长 期 演化 的 过 程 中 这 类 屹 

的 后 沟 牙 的 出 现 可 能 曾 多 次 发 生 ， 并 且 在 不 

同 的 类 群 中 可 能 经 历 了 不 同 的 过 程 (chmi- 

dt, 1949; Parker， 张 隆 溪 中 译本 1981), 

因此 仅仅 依据 后 沟 牙 的 有 无 而 划分 的 林 蛇 亚 

科 这 一 阶 元 并 不 能 反映 其 真正 的 系统 关系 。 

在 我 国 长 期 以 来 把 这 类 陆 生 后 沟 牙 蛇 类 并 入 

游 蛇 亚 科 Colubrinae 中 讨论 《四川 省 生物 研 

35, 1977; Smith, 1943), 

SH ETE MER op ROPE, HT ARIAS 

形态 特征 的 讨论 已 较 多 ， 为 了 能 进一步 深入 

地 探讨 我 国 后 沟 牙 蛇 类 的 关系 ， 本 文 报 道 了 

这 类 蛇 的 半 阴 茎 的 解剖 比较 结果 ， 并 对 其 形 

态 特 征 进 行 了 分 析 。 

材料 和 方法 

我 国 后 沟 牙 蛇 类 现 已 知 6 属 12 种 ， 本 文 

He fe PA MAE TAR, SES), SABINA ill 

观察 标本 如 下 : 

rH 7k te Enhydris chinensis 64 J 6407, 

64 [1 6405, 625082 

en fa 7k te E Plumbea 64][ 5567, 64] 

5672, 64 I] 5337 

we db ite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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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 5949, 64] 5516, 64] 

5375, 64][ 6413, 64 I] 6619 

ere pkite B, Rraepelini 665051, 603807 

SAF pKiteE Botga multomaculata 665083 

705009 

2¢ je ke Dryophis prasinus 655174 

花 条 We Psammophis lineolatus 80] 

0001 | 

Fe ll re RE A eB et BE, SR Ja Pl Se We a 

HEAD ANTE TBE. BORRWLAK, Beit 

jae a BE IE, FE MASE AW ee PARA SRRAK 

4G Na, ITM, BMRA 

镜 下 观察 有 沟 层 表面 结构 。 详 细 观 察 外 翻 态 

标本 的 特征 。 

各 属 、 种 形态 特征 

1, 水 蛇 属 天 ppyaqris 

我 国共 4 种 ， 现 观察 中 国 水 蛇 和 铅 色 水 

ie PAH C1, 2). 

Sy MAYBE. FER MAL in yy 

分 布 一 种 非常 小 、 角 质 化 程度 较 差 的 乳头 结 

构 ， 呈 锥 形 。 在 其 分 叉 点 近 端 ， 锥 形 的 乳头 

逐渐 过 渡 到 大 而 硬 的 #9 形 刺 ， 但 无 游 蛇 属 

Notrix 等 蛇 类 那 种 特殊 的 基部 大 刺 。 精 沟 属 

Fibs, FRSA ALAM, IE 

本 文 于 1984 年 9 月 10 日 收 到 。 



图 

A 

人 

图 5 
ne 

ve 
cutie 

Ni 

v vig Hy sist at 4 

Wa, 

x “ 

中 oa ae chinensis 

B. 6496405 右 外 翻 态 

图 2 ” 铝 色 水 蛇 忆 .pp1wzzazpea 

64 开 5567 右 收 缩 态 B, 

ae ¥ 4 有 
Ngee : < 46 rm SP 

7 ala =H 1 
ae : wine 

Nees ~ 

pee 人 

二 * | 5 a Vv 
wD SAK 7] 

Wi 
oy 44 y\ we! SN EW 2B 

} | 

6405337 4 外 翻 态 

紫 沙 蛇 Psammodynastes pul verulentus 

6415516 右 收 缩 态 B; 6406413 左 外 翻 态 

于 顶端 。 外 翻 态 时 较 脱 胀 ， 明 显 粗 短 ， 每 一 

分 支 的 顶端 外 便 均 有 一 较 光 裸 的 小 区 域 Ce 

图 18 和 箭头 处 )。 

收缩 态 时 中 国 水 蛇 半 阴茎 达 第 9— 11 Fe 

BBE CLT MBB Ry 5 一 6 TBE), 

长 约 43cm， 半 阴茎 长 1.3 一 1.5cm Cb WA 

长 约 1.3cm); 铅 色 水 蛇 半 阴茎 达 第 5 一 6 尼 

下 鲜 〈 其 分 叉 部 分 长 约 3 个 鳞片 )， 蛇 体 长 

32.5 一 39.5cm， 半 阴茎 长 约 0.9cm 〈 外 翻 态 
长 约 0.5 一 0.7cm ) 。 

2, ‘yb tt le Psammodynastes 

我 国 仅 紫 沙 蛇 一 种 CAS), 

半 阴 茎 分 叉 型 。 从 其 顶端 起 向 基部 排列 

有 8 一 9 列 斜 行 裙 裙 ， 其 边缘 有 大 小 较 一 致 的 

坚硬 小 刺 ， 人 

RUS, HAA shor, FBP AM 

MAB aE or SL. WC ASIN GA 5 9 —1 0 Fe PB EL 

4y SLB 4 —5 4 EE +), HE TARE 40—47cm, 

RRA RAL Scm 〈 外 翻 态 长 0.85 一 lcm)。 

外 翻 态 时 粗 而 短 。 

3. the he Botga 

我 国共 4 种 ， 现 观察 绞 花 林 蛇 和 繁花 林 

ie PY CP4, 5). 

半 阴 蕉 形态 特征 与 锦 蛇 属 Elaphe ie 

类 基本 相同 。 不 分 叉 : 其 远 端 葛 区 的 苯 属 于 

ZR BE RIN RAS, BE BK Sia ll 

XW eH SS, R29 100 CRE 2 一 

2.5mm)， 刺 区 基部 及 其 精 沟 旁 的 刺 较 小 。 

精 沟 亦 不 分 又 。 收缩 态 时 达 第 11 一 14 尾 下 

饼 ， 蛇 体 长 77.5 一 128.5cm， 半 阴 莽 长 2.3 一 

3.7cm。 外 翻 态 时 较 脱 大 。 

现 已 知 绿林 蛇 已 .cyanea 半 阴 A AY SEAR 

efElal Li (Smith, 1943), 

4, ete hg Dryo phis 

Fx EL 1K ER IE HE FH CNG), 

同样 与 锦 蛇 属 Elaphe 蛇 类 的 特征 基本 

FATA, NRE BN, Ri 过 渡 到 刺 区 的 

刺 ， 精 沟 劳 的 刺 较 小 ， 但 精 沟 背面 有 6 一 7 枚 

较 粗 大 刺 “〈 刺 长 可 达 3mm)。 收 缩 态 时 达 第 8 

尾 下 鲜 ， 蛇 体 长 约 104.5cm， 半 阴茎 长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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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DR. OSH EK, 
“uy, wetR4100cem 左右 ， 而 半 阴 茎 仅 1cm 

KG. BARDON, PRAMS. WE 
Bg, H LIAR, HGH, WH 
态 时 达 第 3 尾 下 鳞 CDowling F, 1960), 

形态 比较 及 其 分 类 鉴定 意 > 

aan IA-EGR OTL, Java oP ae Seve Be Ble ae 
a i 虽 为 数 不 多 ， 但 其 半 阴 芭 的 形态 多 样 ， 属 间 
AN ABBA. Smith (1943) 的 报 道 亦 知 ， 
Waal it MAGI C14), TEAR GHD VARY 
tes Ki aD 的 属 内 不 同 种 间 半 阴茎 的 基本 
Vinee | 特征 相近 ， 与 本 文 的 观察 结果 一 致 ， 水 游 蛇 

由 THAR A MTOR, (Smith 认为 

图 4 2 ee Boiga kraepelini 

A.，665051 右 收缩 态 B. 603807 右 外 翻 态 

ee Ne 
yin mh 141 in 

) vii f a aR Psammo phis Chryso pelea 
V4 iy /¥ fi fd ung . 

My / i i lineolatus ornata 

YMA Nye 80 I 0001 堪 外 翻 态 收缩 态 〈 自 Pope) 
Ar 

Al | Iyy rf 
Ww ty | 站 司 

‘il 水 游 蛇 类 半 阴 茎 的 远 端 被 一 种 浅 而 边缘 有 小 

钝 刺 的 苯 ,Pope(1935) 认 为 这 种 结构 应 是 小 
图 5 ”繁花 林 蛇 也 。 图 6 Seek Dryophis 乳头， 而 我 们 的 观察 认为 称 乙 为 小 乳头 则 较 

multomaculata prasinus 恰当 。 些 外, 他们 所 报道 金 花 蛇 属 CArysobpefea 
665083 右 收缩 态 655174 右 收缩 态 半 阴 茎 特征 与 锦 蛇 属 蛇 类 的 也 相近 (图 8)， 

1,7cm, FANS DLK, Java es-ES elR AA 

5. 4&4 hele Psammo phis 同 种 间 的 形态 特征 较 接 近 ， 但 在 不 同属 间 存 

我 国 仅 花 条 蛇 一 种 〈 图 7)。 在 不 同 程度 的 差异 ， 有 的 差异 则 较 大 ， 如 花 

半 阴 茎 不 分 又 ， 无 刺 无 莹 ， 其 表面 仅 有 ”条 蛇 属 、 紫 沙 蛇 属 和 其 他 属 的 半 阴 茎 相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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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且 这 些 特征 也 较 稳 定 ， 可 作为 属 的 鉴定 特 
征 ， 也 可 作 种 间 比 较 时 参考 ， 

属 的 检 & 

人 

AAS ME + 机 人 

2. 从 顶端 起 有 8-9 列 斜 行 裙 裙 ， 缘 被 小 刺 ， 

沟 劳 并 列 两 枚 基部 大 刺 … 

oe Be vb hy jee Psammod ynastes 

CEE AAV BE — FP) 

分 又 点 以 远 被 细小 的 锥 形 乳 头 , 近 端 被 硬 刺 ， 
无 基部 大 刺 .………… 水 蛇 属 已 ppyadris 

3, US SE CHM, HNN AS BEE Kees cee eter 

FRIES, SASH ae a ae! 
eis ae Ze ke je Psammo phis 

Mees as 

4, SSH RK, RZ 00%, HRB 

SRN, ASR 区 ， 沟 旁 刺 小 ， 沟 背面 有 

6 一 7 枚 较 大 而 粗 的 刺 ……… 瘦 蛇 属 Dryophis 

《我 国 仅 绿 瘦 蛇 一 种 ) 

Kee aia Ue 

sees DKK lg }=Boiga 

ge 忆 长 的 2/5… 

oo 46 hE jeg CHhrysobelea 

《我 国 仅 金 花 蛇 一 种 ) 

We 

根据 形态 差异 的 程度 ， 我 国 后 
半 阴 茎 有 4 种 不 同类 型 ， 4 
所 代表 ; 

Rok?) 
(2) 

A) A We 3S 

Sy Bl Ea PB R474 BE 

水 蛇 属 

FeV WE IB 

(3) 林 蛇 属 、 瘦 蛇 属 、 金 花 蛇 属 

(4) 花 条 蛇 属 

水 蛇 属 〈 包 括 整个 水 游 蛇 亚 科 ) 半 阴 葵 

| 

Sy MBA, sta A, AiR 

其 差别 是 在 其 远 端 的 那 种 小 而 软 的 FL 

构 ， 这 种 小 锥 形 的 乳头 可 能 与 刺 间 亦 存在 某 

种 关系 ， 即 是 一 种 角质 化 程度 很 差 的 结构 。 

此 外 ， 水 游 蛇 类 主要 分 布 于 东南 亚 地 区 ， 于 

整个 驱 干 椎 均 有 椎 体 下 突 ， 并 有 宜 于 陆 上 有 疏 

行 的 扩大 腹 鲜 ， 因 此 这 些 特 征 说 明 水 诉 蛇 类 

与 Natricine 类 群 的 系统 关系 较 近 。Malnate 

(1960) 曾 认 为 Natricine 可 能 起 源 于 东南 亚 

羊水 生 或 水 生性 祖先 ， 在 这 一 类 群 中 半 水 生 

性 种 类 较 原 始 ， 而 陆 生 性 种 类 较 进 化 。 由 此 

看 来 ， 水 游 蛇 亚 科 很 可 能 和 Natricine 在 起 

源 了 有 一 定 关系 ， 有 内 不 过 它们 朝 更 加 适应 水 

生生 活 的 方向 发 展 ， 并 发 育成 为 水 生 后 沟 牙 

oe en Tae 

紧 沙 蛇 属 有 分 叉 半 阴茎 和 向 心 式 分 叉 精 

沟 、 让 因 
此 其 基本 特征 也 与 Natricine 类 群 较 相似 ， 

但 它们 间 的 差别 也 较 明 显 ， 如 刺 基 部 的 皮肤 

膜 相 连 成 请 补 ， 一 对 基部 大 刺 并 列 于 精 沟 两 

SF, i ve tt ie SOAR SERBS 

的 基部 外 侧 。 此 外 ， 紫 沙 蛇 类 与 Natricine 

同样 在 其 整个 驱 干 椎 均 有 椎 体 下 突 ， 亦 分 布 

于 东南 亚 地 区 ， 在 个 体 大 小 上 均 属 于 中 等 仿 

小 的 蛇 类 〈 紫 沙 蛇 50cm 7A, Natricine 大 

多 在 50 一 100cm A), ELC AT VATE WW AY 

ie Jag 55 Natricine BEER Att 4g Colubrine 

类 群 的 关系 较为 接近 ， 并 且 是 适应 陆 生 生活 

BY Jed A BE AEA — 4 Sp 3M 

WORT AR, PREC. BER Se TE ies 

半 阴 茎 的 基本 特征 同 锦 蛇 属 蛇 类 ， 因 此 从 半 

阴茎 的 形态 特征 可 见 它们 与 Colubrine 类 群 
的 关系 镑 近 ， 并 且 大 多 是 树 栖 生活 的 种 类 ， 

主要 分 布 于 东南 亚 ， 林 蛇 属 可 达 菲 洲 和 澳洲 

的 热带 地 区 。 但 它们 的 椎 体 下 罕 特 征 较 复杂 ， 

瘦 蛇 属 与 锅 蛇 属 蛇 类 一 样 在 其 身体 后 部 的 躯 

FEL GRD REDE PF SS, TRE ea AS EK 

椎 均 存在 椎 体 下 突 ， 金 花 蛇 属 两 种 情况 都 存 

在 ， 这 种 状况 曾 给 椎 体 下 突 这 一 特征 在 分 类 

ERI MA ae SE A XE CMalnate, 1960), {8 

也 说 明 这 些 蛇 类 间 的 关系 较为 复杂 ， 有 进 一 

步 深 入 研究 的 必要 。 

至 于 花 条 蛇 属 无 刺 无 萝 并 特别 细小 的 半 

阴 葵 反映 了 它 的 独特 性 ， 并 且 也 不 可 能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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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的 类 型 。 这 种 半 阴 茎 同样 也 见于 花 条 蛇 
RUA (Dowling 等 ，1960)。 它 们 
从 非洲 到 亚洲 西部 和 南部 地 区 的 分 布 状 况 
(我 国 现 仅 见于 西北 地 区 ) 也 说 明 花 条 蛇 属 
与 我 国 其 他 后 沟 牙 蛇 类 的 关系 并 不 密切 。 

依据 半 阴 茎 的 形态 特征 以 及 上 述 的 初步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我 国 后 沟 牙 蛇 类 并 不 是 一 个 
单 源 的 类 群 ， 尤 其 是 原来 归于 林 蛇 亚 科 的 陆 
生 种 类 之 间 的 关系 较为 复杂 ， 进 一 步 证 实 了 
这 些 蛇 类 的 后 沟 牙 在 演化 过 程 中 可 能 曾经 历 
了 多 次 的 发 生 和 形 失 ， 因 此 仅仅 依靠 后 沟 牙 
的 有 无 来 探讨 其 分 类 地 位 和 关系 是 不 够 的 ， 
还 需 结 合 其 他 形态 学 等 的 研究 作 进一步 深入 
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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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IES ON HEMIPENIAL MORPHOLOGY OF 

THE CHINESE OPISTHOGLYPH GENERA (REPTILIA, COLUBRIDAE) 

Zhang Fuj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natomical comparison 

on hemipenial morphology of the chinese 

°phisthoglyph including 7 species of 5 

genera are worked, There are 12 species 

of 6 genera of the opisthoglyph so far 

known in China, Many varieties on the 

morphology between these genera are 

discovered,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and the polyphyletic evolu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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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genera are analysed, Based on the 

morphology their hemipenes can be divi- 

ded into four forms which belong to 

four groups as following, 

(1) Enhydris 

(2) Psammodynastes 

(3) Boiga Dryophis Chrysopelea 

(4) Psammophis 

A diagnostic key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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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九 种 无 尾 类 染色 体 组 型 比较 研究 

CAlkx I — 1) 

ws 
(广州 师范 学 院 生物 系 ) 

染色 体 组 型 分 析 是 细胞 遗传 学 的 基本 内 

容 之 一 ， 研 究 无 尾 类 染 色 体 组 型 ， 对 探讨 其 

进化 过 程 、 分 类 地 位 、 亚 种 分 化 等 有 一 定 参 

考 价值 。 有 关 这 方面 的 工作 ， 国 外 做 了 很 

多 ， 国 内 自 1978 年 以 来 亦 迅 速 展开 。 本 文 分 

析 了 九 种 无 尾 类 核 型 ， 其 中 五 种 为 国内 首次 

报道 ， 三 种 与 前 人 报道 略 有 差异 。 

材料 及 方法 

实验 动物 均 采 自 广 州 市 部 及 我 省 有 罗浮 山 

X: Mews we Bufo melanostictus 9chnei- 

der 26°39, j% t: Rana limnocharis Boie 

4o49?， 虎 纹 蛙 尽 . tigrina rugulosa Wie- 

gmann 20°32, jHkE R, guentheri Boule- 

nger 4074 9. 48 74 iit: Staurois ricketti ( Bo- 

ulenger) 20°32, BE fk tt : Rhacophorus 

leucomystax (Gravenhorst) 30°22, 46 4 

ke OE Kalophrynus pleurostigma interlin- 

eatus (Blyth) 37292, 4&@3€ Of &: Kaloula 

pulchra pulchra Gray 2°22, 4e amie Mi- 

crohyla pulchra (Hallowell) 2°12, # 

f Uk br AB Hil VE 8 — See SB eds AF 

法 ， 秋 水 仙 碱 剂量 是 1.5 一 3Ug/g 体 重 ， 作 用 

时 间 是 6 一 12 小 时 。 每 种 动物 计数 100 个 中 期 

TR, FRR MAD. GAR 

位 置 按 Levan(1964) 标准 划分 8 染色 体 大 

小 的 分 组 刀 本 文 为 了 和 便于 在 科 属 间 进 行 比 

较 ， 据 Borger(1974) 的 标准 略 加 修改 成 ; 

相对 长 度 超过 170 为 特大 型 ，90 一 1709o 为 
KE, 70-90% AHA, 70% FA). 

本 文 还 规定 次 弱 痕 出 现 率 在 40 男 以 上 者 为 党 

VK ans, FRONT Se eA a sth, ALS Ze 
40% WA PBA WKAR, (MOF # 

中 。 

结 果 

九 种 核 型 全 部 由 中 着 丝 粒 〈m) 和 亚 中 

4a 22 (sm) 染色 体 组 成 ， 按 染色 体 大 小 

顺序 排列 如 图 版 |、T， 测 量 结果 整理 如 表 

1， 次 乡 出 现 位 置 和 频率 整理 如 表 2。 

峙 科 四 种 都 是 2na 一 26， 染 色 体 简 式 是 ， 

泽 蛙 22m 十 4sm， 人 出 oh， 虎 纹 蛙 20m 十 6sm， 

Wah; ia ke 20m + 6sm, V ph, Wah, X ph; 

46 pe gt: 20m+6sm, Viah. 4 fA 可 分 

两 组 ， 前 五 对 为 大 型 组 ， 后 八 对 为 小 型 组 。 

PERE AteE2n=26=22m+d4sm, VW[qh, #1— 

AS SCTE GM Bae RPE Bat 
参加 本 文 工 作 的 还 有 阮 7) He. RE. Sih 

良 、 王 树 基 、 陈 旭 初 、 王 言 、 曾 鸣 等 同志 。 
本 文 于 1985 年 11 月 1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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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 种 无 尾 类 次 弱 痕 统计 表 

分 析 细 

胞 数 党 见 

oe ES es 76 M (94.7%) 

泽 峙 80 而)(92952 ) 

Ke oC 64 Wo(81%) 
7 性 39 WV .(41.5%) 

W(73%) 

X »(58.4%) 

4B PA ting HE 50 W. (88%) 

BRE Fabs xy HEE 45 W.(13.3%) 

花 细 狭 口 蛙 25 L W262) 

4ESK FE 35 V »(54.3%) 

46, We HE 44 M.(68.2%) 

罗马 字 代表 染色 体 编号 、 所 代表 短 营 、4 RAR, 

5 CNOI—5) AKA, NOG AH A 4A, 

No7—13 Fy #4, SAHE WE 内 2n=22=18m 

+4sm, Mph (/)Bitk), Nol 为 特大 型 组 ， 

MU 2 一 6 AKHA, NO7—11 为 小 型 组 。 姬 蛙 

科 三 种 ， 花 细 狭 口 蛙 2na 一 26 一 24m 十 2sm， 

Wash， 花 狭 口 峙 2n 王 28 王 24m 十 4sm，Vah; 

花 姬 蛙 Qn=24=22m+2sm, Wah, 4 falk 

” 均 可 分 三 组 ， 取 1 一 5 为 大 型 组 ， 了 6 为 中 型 
4H, NOT 以 后 为 小 型 组 。 有 关 各 对 染色 体 的 

特征 可 查 表 ， 不 再 一 一 枚 举 。 本 文 观 察 到 沼 

蛙 一 个 分 裂 相 的 巩 4 短 臂 出 现 两 个 次 绕 JE, 

学 者 称 之 为 衔接 随 体 tandem satellite, 

华南 满 蛙 有 一 个 染色 体高 度 浓 缩 的 分 裂 相 ， 
Axell J. J. Dietrich (1983) =i\®% B— 

种 变性 有 丝 分 裂 现 象 degenenting mitotic 

Stages; HE WERE NO1L RA RIRA DR 

HS, ALI BA BARE fe K, =NO10S BP 

AN RR HE (以 上 均 见 图 版 [ 11, 

12、13)。 在 仔细 研究 华南 滑 蛙 核 型 后 ,并 未 

发 现 像 四 川 淇 蛙 那 样 的 高 度 异 形 性 染色 体 ， 
(RHR, 1984). 

1, 蛙 科 核 型 ”四 种 峙 均 属 2n 一 26 类 型 ， 
若 与 全 国 已 发 表 的 约 20 种 蛙 科 核 型 相 比 

SN aS f ~ boo ky 2s 

Km Rae eS Rp 

1 (1.8%) 1.(1.8%) V 61.3%) NV «1.3%) 

X (2.6%) M pe (7.9%) 

V (5%) Wc (3%) Wi(3%) Ko(1.2%) 

I (7.8%) V .(38.1%)W.(1.5%) 

I (3.8%) 1.(1.3%) 0 (4.4%) 

W (25.8%) X«(2.2%) 

AF i W, 

I o(2%) Wo (6%) M4(2%) 

1 (2%) 1 o(13.3%) V (2%) K.(11.1%) 

Xl( 4% ) 

XV(8.5%) 

I (9%) WM o(11%) 1 o(4.5%) Wo(11.4%) X (9%) 

较 ， 可 看 出 它们 的 大 型 组 染色 体形 态 都 彼此 

RA, PCR ENOL, 党 比 不 超 动 1 相对 长 

HE 7E139—159% Z lal, th Aika, Fee 

Wy fae ASE aA, NOS 的 保守 性 亦 很 OR, BF 

Lb#E1 .7—2.22\e), BRE 1984) B48 

出 这 是 峙 属 染色 体 组 同 源 性 的 一 个 重要 方 

fi, NO4#ANOS ASB’ Am, Hr Nos 臂 比 略 高 

FNO5, AA NO2E AA Arh eR AER 

的 成 份 ， 着 丝 粒 接近 sm 位 置 ， 在 水 蛙 群 、 

环 蛙 群 、 林 蛙 群 、 消 蛙 属 则 多 数 达 到 sm 的 

范围 。 大 型 组 的 上 述 特 征 还 存在 于 大 多 数 其 

他 无 尾 类 核 型 中 ， 而 且 种 间 差 别 不 大 ， 故 可 

视 为 无 尾 类 的 共同 核 学 特征 。 而 小 型 组 则 相 

反 ， 在 蛙 科 中 种 间 差 异 甚 著 ， 尤 其 是 网 7、 

8, 9, 11, 123, BIEMA1.1214,044, #& 

mA REAR aT, Fl AER BS yee AE A] 

位 和 不 等 易 位 。 小 型 组 中 亦 有 较为 稳定 的 染 

色 体 如 贡 6、10、13， 一 般 都 是 巴 ，( 只 有 虎 

纹 蛙 群 、 林 蛙 群 为 sm) F#¢ & BK APR, 

Schmid, 7h 445 Hit NO10 的 保守 性 ， 我 们 

的 分 析 与 之 相符 。 

我 们 注意 到 广州 地 区 泽 蛙 染 色 体 组 型 与 

meat (1983) 测定 的 安徽 地 区 泽 蛙 有 两 对 

小 型 染色 体 存 在 差异 ， 了 芭 6， 前 者 em, JA 

acest, MWILWAAm, BAAsm, AT 

确定 这 些 差 异 是 否 由 于 操作 技术 所 造成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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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选取 10 个 广州 地 区 译 蛙 中 期 分 裂 相 拍片 测 

项， 结果 不 变 。 说 明 上 述 差 别 是 不 同 地 理 纬 

度 种 群 所 固有 ， 可 理解 为 在 长 期 地 理 隔 离 之 

后 ， 这 两 对 染色 体 发 生 了 结构 的 改变 。 类 似 

情况 亦 见 于 吴 政 安 (1980) 报 导 的 中 国 黑 斑 峙 

与 日 本 黑 斑 蛙 的 观 7 有 差异 ,前 者 为 卫 ， 后 者 

为 Sm; 罗 学 娅 (1985) 报 道 的 中 国 林 峙 与 日 本 北 

海道 林 峙 的 秽 6. 双 10 有 差异 ,前 者 均 为 sm， 

Ja IQA st. VEX, FIN He RAE Pe OL Zac 

EDL Np. Way Xv, CNR HE My fz 

F Vp. Wa. Xa, 3 10 对 的 差别 亦 可 能 是 

发 生 和 臂 间 倒 位 的 结果 。 类 似 的 情况 亦 见 于 几 

个 中 国 林 峙 种 群 之 闻 次 弱 痕 的 复杂 变化 (Y 

学 娅 ， 同 上 )。 而 广州 地 区 的 虎 纹 蛙 与 云 南 

HDX Pe BC HE CE py YR 1984) 核 型 差别 不 

显 。 这 些 材料 说 明了 小 型 组 染色 体 的 不 稳定 

性 ， 在 不 同 地 理 纬 度 种 群 中 可 能 发 生 结构 的 

Bee, 

2. 姬 蛙 科 核 型 国内 报道 不 多 (RES 

1981), ANPMN=ATHORE TE. EB 

中 狭 口 蛙 属 的 2n 数 目 最 多 ， 具 有 较 多 sm By 

色 体 ， 应 较为 原始 。 姬 蛙 属 2 数目 最 少 ， 且 

sm 染色 体 较 少 ， 应 较为 特 化 。 姬 峙 科 核 型 

与 蛙 科 显然 不 同 之 处 是 具有 一 中 型 染色 体 ， 

使 大 小 型 组 的 相对 长 度 的 差距 变 得 不 明显 。 

这 一 中 型 染色 体 还 普遍 存在 于 树 蛙 科 、 雨 蛙 

A. SEWER. BBA, BSRKAE, 

FERED FF 1G AS BE OS RAB PEA MU Jc, 

见 其 原始 性 。 

有 趣 的 是 在 林 峙 群 中 的 一 些 种 类 亦 具 此 

中 型 染色 体 ，Green i\ W 2n=24 Fh 

的 中 型 染色 体 可 能 是 由 2n = 26 种 类 的 小 型 

染色 体 在 发 生 臂 间 倒 位 的 同时 发 生 融 合 而 形 

成 的 ， 并 导致 2n 数 目 减 少 。 但 这 就 很 难 解 释 

这 些 蛙 类 的 中 型 染色 体 是 否 与 低 等 类 群 的 中 

型 染色 体 同 源 。 总 之 ， 这 是 一 个 值得 进一步 

探讨 的 问题 。 

3, HeoRRYZ RY Natarting(1958) 曾 报道 

过 黑 眶 蟾 崔 核 型 ， 我 们 未 看 过 该 文 。 本 文 所 

Yl Ze AY AR HEE We He SE KR 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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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 LL ( 杨 慧 一 1982)。 特 点 :是 有 六 对 大 型 

染色 体 ， 了 出 1 的 相对 长 度 特 别 大 ， 可 单独 成 

为 一 特大 型 组 ; 了 贡 2 一 6 则 刚好 与 其 他 无 尾 类 

的 如 1 一 5 相对 应 ; 尤其 是 项 4 是 sm, 当 与 其 

他 无 尾 类 的 如 3 对 应 ，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定位 标 

4, PERE ” 斑 腿 树 蛙 核 型 与 大 树 蛙 相 

似 ， 具 有 一 中 型 染色 体 ， 而 且 贡 3 是 sm 染色 

四 科 无 尾 类 的 染色 体 ， 据 相对 长 度 的 大 
小 ， 可 分 为 特大 型 、 大 型 、 中 型 、 小 型 四 
组 。 大 型 组 在 绝 大 部 分 无 尾 类 十 分 相似 ， 是 
较 保 守 部 分 ， 小 型 组 则 相反 ， 在 科 、 属 、 种 
之 间 ， 其 数目 和 形态 都 有 较 大 变化 ， 是 较 具 
变异 性 的 部 分 ， 不 同 纬度 的 地 理 种 群 在 长 期 
地 理 隔离 之 后 ， 小 型 组 的 某 些 染 色 体 可 能 发 
生 结构 的 改变 ， 这 可 能 是 导致 亚 种 分 化 或 新 
种 形成 的 机 制 之 一 。 中 型 组 普遍 存在 于 树 峙 
A, WHER GRAS OR, DLA. WH 
ee BL A PRE RE WO RG BAR), LL PLLA 
ee, PEACH 2M) ae BL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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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S OF NINE 

ANURAN SPEC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Plates [—][) 

He Haiyen 

(Department of Biology, Gu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ports the karyotypes 

of nine species of Anura found in Gua- 

ngdong, Among them, five ar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thre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By comparison of the known kary- 

otypes of anurans reported in China, 

the chromosomes of anurans having a 

diploid number of 22-28 can be classi- 

fied according to their relative length 

super group (over 

170% ),which is typical of the family 

Bufonidae; 2, large group (90-170%), 

similar in most anurans;3,medium group 

into four groups: 1. 

(70-90%,),only existing in lower forms; 

and 4, small group (below 70%,), vary- 

ing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in number 

and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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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4 带 和 Ag-NUORs 研究 

CAl idx ILD 

BG" 2 ARR 

泽 蛙 (Rana limnocharis Boie) 在 东南 

亚 地 区 分 布 很 广泛 ， 是 森林 、 草 地 及 作物 区 
消灭 害虫 的 一 种 有 益 动物 。 ”>ato(1933) 报 道 

了 日 本 产 泽 峙 的 染色 体 数 目 ， 玫 uramoto 
(1970) 研 究 了 日 本 产 泽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并 

对 日 本 与 菲律宾 产 译 蛙 不 同 亚 种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做 了 比较 。 国 内 温 昌 祥 等 (1983) 曾 报道 过 

安徽 产 泽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杨 玉 华 (1983) 研 

究 了 成 都 市 郊区 产 泽 蛙 的 核 型 和 Ag-NORs. 

Vesa EF 198545 BF Fe FPS JI wa Ne LL PE AY 

染色 体 ， 发 现 其 染色 体 组 型 与 以 上 报道 有 明 

显 的 差别 。 

材料 和 方法 

泽 蛙 (3 吕 、19?):， 于 1985 年 3 月 捕 自 四 

川 峨 眉山 区 的 洪 雅 县 柳江 乡 ， 海 拔 约 1300 米 

的 农田 附近 。 

按 吴 政 安 (1982) 报 道 的 两 枉 类 骨 瞻 细胞 

的 染色 体 标 本 制作 法 制备 染色 体 标 本 。 

按 改 进 的 Sumner(1972) 法 制备 染色 体 ( 

带 标本 。 主 要 的 改进 是 : 〈 1 ) 依 不 同 物种 和 

片 龄 适当 调节 Ba(OH): 处 理 的 光度 和 时 间 

(一 般 约 50C 、7 分 钟 ); (2 )Ba(OH) kb BE 

后 ， 先 用 蔡 饮 水 冲洗 ， 继 之 用 0.2N HCl iil 

洗 〈 在 玻璃 杯 内 ) ,以 去 掉 载 片上 的 Ba(OT)， 

残余 颗粒 ; 再 放 入 75 匈 酒精 中 脱水 ， 以 保持 

176 

染色 体形 态 和 防止 染色 体 脱 落 。 

fe ee ot A Howell fi Black( 1980) Fie 

Ag-NORs 带 。 此 法 采用 明胶 作为 银 染 时 的 
保护 剂 和 显影 剂 ， 可 快速 、 稳 定 地 染 出 染色 
体 上 rRNA 基因 的 位 点 。 现 将 我 们 使 用 的 方 
法 简介 如 下 : 1. 加 明胶 显影 液 〈50 宫 升 无 离 

子 水 中 加 入 1 区 明胶, 振荡 溶解 ,再 加 入 0.5 坚 - 

Ft FARR) 218), 50% AgNO, ik 4 滴 于 染色 体 标 
本 片上 , 混 匀 ,在 707C FRB A2—457 HR; 2. 
显影 结束 后 ,用 预 热 的 蔡 馏 水 冲 净 载 片 ;3. 必 
要 时 可 用 2 匈 Giemsa 复 染 〈 约 30 秒 ) (此 法 详 
见 “ 快 速 简便 的 核 仁 组 织 者 区 (Ag- 
NORs)— 252% ik” —XM CHARI 5 全 

第 1 期 )。 

用 Olympus 显微镜 、 富 士 Minicopy 胶 
卷 拍照 。 用 投影 机 放大 、 描 出 染色 体 图 后 测 

量 。 按 Levan et al.(1964) 提 出 的 标准 确定 
染色 体 着 丝 点 位 置 : THWREK FIONA 

大 型 染色 体 组 ， 相 对 长 度 小 于 7 狗 的 为 小 型 
染色 体 组 。 

* ”中 国 科学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 关中 国 科学 院 发 育 生物 学 研究 所 。 

发 言 所 欧阳 慧 星 同志 协助 部 分 实验 工 
作 ， 谨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4 日 收 到 。 



二 

1. PH (OJ) 产 泽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表 1) 

从 表 1 可 见 ， 泽 蛙 的 染色 体 2 一 26， 可 

分 为 大 型 和 小 型 的 两 组 。 

大 型 染色 体 组 ”包括 Nos.1 一 5 等 5 对 染 

色 体 .No.1 的 相对 长 度 显 著 大 于 Nos.2 一 4。 

Nos.1.2.3.5 为 中 部 着 丝 点 ，No.4 为 亚 中 部 

7a 22 8, No.2 的 和 营 比 指 数 为 1.68， 接 近 亚 

中 部 着 丝 点 。 

小 型 染色 体 组 ”包括 Nos.6 一 13 等 8 对 

He fa tk No, 8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点 ,No.11 的 各 比 

指数 为 1.69， 接 近 亚 中 部 着 丝 点 ， 其 余 全 为 

中 部 着 丝 点 。 

在 No.6 染 色 体 短 臂 靠近 着 丝 点 处 有 次 

ani CARMA). 

未 见 泽 蛙 有 雌 、 雄 异型 的 性 染色 体 。 

2. 泽 蛙 的 Ag-NORs 带 和 C 带 

银 染 表 明 ， 泽 蛙 的 标准 NORs 位 于 No.6 
染色 体 的 短 臂 中 央 ， 也 即 是 在 该 种 染色 体 组 
中 出 现 的 主要 次 绞 痕 的 地 方 CR, AY 
B).。 在 所 分 析 的 20 个 Ag-NORs 染 色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中 ， 未 观察 到 NORs 的 扩 增 现象 。 

C 带 染色 表明 ， 泽 蛙 的 结构 异 染色 质 主 
要 位 于 染色 体 上 的 着 丝 点 处 。 在 亚 中 部 着 丝 
点 的 No.8 染 色 体 长 臂 上 ， 还 有 两 条 臂 间 C 带 
(ARE, C). | 

ii Ok 

1, HE) (Rew). AA, FEE RE 

色 体 组 型 的 比较 及 其 地 理 变 异 的 初步 探讨 

泽 蛙 的 地 理 分 布 广 这 ， 生 存 的 生态 环境 

多 样 ， 在 外 形 上 也 表现 出 一 些 差 异 。 探 讨 译 

蛙 不 同 种 群 的 地 理性 变异 对 于 了 解 物种 的 分 

化 与 演进 具有 一 定 的 意义 。 

日 本 学 者 必 uramotol( 1967 1969 .1970) 

对 泽 峙 进行 了 比较 系统 的 研究 。 日 本 和 菲 律 

窒 的 泽 蛙 在 外 形 上 有 明显 的 差异 ， 已 分 别 被 

iJ Rana 1, limnocharis#iR, 1, vittigera 

—A WA, 19694F, Kuramoto 将 日 本 与 菲 

律 宾 的 这 二 个 亚 种 进行 了 杂交 。 他 发 现 ， 妆 

以 前 者 的 雄性 与 后 者 的 雌性 杂交 时 ， 产 生 了 

正常 的 后 代 ， 反 之 则 杂交 不 育 。 这 说 明 这 二 

地 的 泽 峙 的 遗传 物质 已 经 发 生 了 一 定 的 分 

化 ， 它 们 属于 同 种 内 的 不 同 地 理 群 亚 种 

级 关系 。 开 uramoto (1970) 又 对 日 本 与 菲 律 

窒 产 泽 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做 了 比较 〈 见 表 1)。 

从 表 1 可 见 ， 中 国 (峨眉 山 )、 日 本 和 菲 

律 宾 产 泽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是 很 相似 的 。 它 们 

2 一 26， 都 有 5 对 大 型 、8 对 小 型 染色 体 ; 

No .i 都 显著 大 于 Nos. 2 一 4 Nos,4, 88h 2 

中 部 着 丝 点 。 主 要 的 区 别 是 ， (1 ) 中 国产 泽 

te: Nos.1 一 5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略 小 而 Nos, 

6 一 13 的 略 大 ， 这 有 可 能 是 测量 、 统 计 误 差 

所 致 。( 2) 表 1 中 四 个 种 群 的 译 蛙 在 Nos.2、 

6.7.11.12 等 对 染色 体 的 臂 比 指数 上 表现 出 
较 大 的 差异 。 我 们 在 对 中 国 10 种 无 尾 两 栖 类 

染色 体 的 研究 中 ， 发 现 近 缘 种 之 间 相 对 长 度 

比较 保守 ， 而 劈 比 指数 则 变化 较 大 ， 并 认为 

这 是 引起 近 缘 种 分 化 的 原因 之 一 〈 竺 发 表 资 

料 ) 。 泽 蛙 不 同 种 群 在 臂 比 指数 上 存在 如 此 大 

的 差异 的 事实 ， 也 是 这 种 观点 的 证 据 之 一 。 

(3 ) 日 本 福 图 和 奉 美 大 岛 产 译 蛙 的 次 弱 痕 在 

No.7 % @##e 8 Es; PE GRU) re 

蛙 在 No.6 染色 体 短 臂 上 ， 而 菲律宾 产 泽 些 

fENo 9# BAKE LE. 

由 于 没有 日 本 和 菲律宾 产 泽 蛙 染色 体 的 

Ag-NORs 和 C 带 的 研究 报道 , 故 还 不 能 对 四 

川 帮 眉 山 与 日 本 和 菲律宾 产 泽 峙 染色 体 上 结 

构 异 染色 质 的 分 布 〈C 带 带 型 ) 和 TRNA 基 

因 位 点 (NORs) 做 精细 的 比较 。 但 从 前 述 染 

色 体 组 型 的 比较 已 能 看 出 : (1 ) 四 个 种 群 的 

泽 蛙 在 染色 体 上 都 已 经 发 生 了 明显 的 变化 ， 

其 中 菲律宾 产 泽 蛙 (RK, |, vittigera) 与 其 

他 三 个 种 群 (CR, 1, limnocharis) 的 差别 更 

BE, AER ARKRENUVEMR L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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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特别 明显 ， 而 据 研 究 认 为 ， 次 弱 痕 和 和 臂 比 

是 反应 物种 间 亲 缘 关 系 的 有 用 指标 。( 2 ) 中 

国 峨 眉山 、 日 本 福 国 和 桩 美 大 岛 这 三 个 种 群 

的 译 蛙 虽然 都 订 为 上 下。 1, limnocharis, {6 

也 存在 一 些 差 异 。 如 No.2 3 色 体 的 劈 比 指 

数 在 日 本 福 图 产 的 译 蛙 为 1.50， 桩 美 大 岛 的 

为 1.87 六 而 中 国 峨 眉山 的 为 1.68” 界 于 前 二 

种 群 之 间 ，No.11 染 色 体 也 表现 出 类 似 的 倾 

向 。 作 者 等 初步 认为 ， 这 种 现象 不 是 偶然 

的 ， 它 可 能 反应 出 译 蛙 在 地 理 分 布 上 的 连续 

性 变异 ， 而 中 国 就 可 能 是 泽 蛙 的 分 化 中 心 之 

一 。 对 中 国 和 东南 亚 更 多 地 区 泽 蛙 种 群 的 研 

究 将 有 助 于 冰 明 这 个 问题 。 

温 昌 祥 等 (1983) 报 道 了 安徽 省 蚌埠 地 区 

产 泽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比 较 表 明 ， 四 川 峨眉 

山 、 目 本 、 菲 律 宾 与 蚌埠 产 译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差异 也 是 显著 的 。 特 别 突出 的 是 ，( 1 ) 蚌 

坊 产 译 蛙 No.6 染 色 体 为 亚 端 部 着 丝 点 ， 

No.7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点 ,而 峨眉 山 .日 本 和 菲 

律 宾 产 的 译 蛙 Nos.6.7 均 为 中 部 着 丝 点 ; (2) 

晨 埠 产 No.3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点 ，No.4 为 中 部 

看 丝 吉 汪 而 夏 眉 出 、 目 术 - 非 律 塞 产 No 3 为 

中 部 .No.4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点 ; (3 ) 蚌 埠 产 泽 

圣 的 次 弱 痕 位 于 No.7 染色体 上 ， 而 作者 等 

测量 的 峨眉 山 产 泽 硅 的 次 弱 痕 在 No.6 染色 

体 上 。 有 趣 的 是 ， 同 属于 西南 地 区 的 成 都 市 

郊区 〈 杨 玉 华 ，1983) 与 峨眉 山 〈 本 报道 ) 

产 泽 蛙 的 染色 体 也 有 较 明 显 的 差别 。 如 前 者 

产 No ,3 为 亚 申 部 、No.4 为 中 部 着 丝 点 ， 与 

安徽 产 泽 蛙 相 似 ， 后 者 则 正好 反之 。 但 前 者 

次 弱 痕 的 位 置 与 后 者 是 一 致 的 ， 而 与 安徽 产 

泽 蛙 不 一 致 。 这 说 明 中 国产 泽 蛙 的 染色 体 已 

发 生 了 较 大 的 分 化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这 种 分 化 

与 泽 蛙 不 同 地 区 地 理 变 异 的 关系 还 是 不 清 的 。 

2. 泽 蛙 的 C 带 和 Ag-NORs 
如 前 所 述 ， 泽 蛙 的 Ag-NORs 位 于 No.6 

染色 体 的 短 辟 中央， 刚好 与 次 弱 痕 的 位 置 一 

致 (图 版 下 ,人 A.B)。 值 得 提出 的 是 ， 作 者 采 

FAR — het 7 iE ( 详 见 Mok 5 NoJ1)。 

实践 证 明 ， 此 法 具有 人 快速、 简便 、 染 色 效 果 

好 等 优点 。 用 此 法 对 10 多 种 无 尾 类 〈 分 属 峙 
科 Ranidae、 树 蛙 科 Rhacophoridae fi Hs 

科 Bufonidae) 进行 Ag-NORs 的 定位 ， 都 取 

得 了 恨 好 效果 。 

泽 蛙 WC 带 较 难 制备 。 从 图 版 焉 ,CC 可 

见 ， 泽 蛙 的 C 带 主要 位 于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点 

处 ， 但 除 No.8 等 少数 染色 体 以 外 ， 多 数 染 

色 体 的 C 带 都 很 弱 ， 特 别 是 Nos.9-13 染 色 体 。 

某 些 无 尾 类 CC 带 难以 制备 的 情况 ， 在 作 

者 对 黑 斑 蛙 (上 .Wigro7acuUatc)、 金 线 蛙 

(及 Rb1ozcyi )、 花 背 蟾 内 (Bufo raddei) 

等 两 栖 类 染色 体 的 分 带 中 也 有 发 现 〈 未 发 表 

资料 ) ,国外 对 此 也 有 报道 。>chmid (1978) 

在 对 3 FH AR dee CChiromantis xerampelina, 

Leptopelis bocageifiiKassina wealii) 的 分 

带 中 ， 发 现 它 们 的 染色 体 对 碱 处 理 特别 敏 
感 ， 不 容易 制备 出 好 的 C 带 ; Yoiculescu et 

al.(1972), Vistorin et al,(1976) ZF IR ZL 

类 染色 体 上 也 观察 到 类 似 情 况 ， 并 认为 这 是 

结构 异 染 色 质 异 质 性 (heterogenity) 的 表 

现 。 有 意义 的 是 ， 作 者 不 易 获得 好 的 4 带 中 

期 板 的 这 四 种 无 尾 类 都 是 中 国 分 布 很 广 记 的 

种 ， 它 们 大 都 生活 在 受 人 类 影响 比较 大 的 地 

区 。 这 是 否 意味 着 这 四 种 无 尾 类 在 这 些 环境 

下 ， 遗 传 物质 已 发 生 了 某 些 变化 〈 如 耐 碱 

性 ), 或 是 我 们 处 理 方法 不 当 而 没 能 诱导 出 好 

的 C 带 ? 或 是 某 些 种 本 身 就 缺乏 Cire 这 些 

问题 尚 每 进一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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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arious areas and som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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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耳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及 银 带 带 型 研究 

Cl fix Il 

郭 超 文 董 永 文 
(安徽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蛙 属 为 无 尾 两 栖 类 中 的 一 个 大 属 ， 在 全 

世界 有 广泛 的 分 布 。 我 国 蛙 属 动物 有 52 个 种 

( 亚 种 )， 放 今 进行 过 染色 体 组 型 或 带 型 分 析 

的 改 近 20 种 汉 吴 贯 AS, 1984, RAS, 

1978, 1983, Ziti, 1981, 1982; HE 

be aen 10eo9 M7 El Sey 1964; ) 但 友 

耳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及 带 型 尚未 见报 道 。 本 文 

研究 了 凹 耳 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和 Ag-NORs。 

现 将 结果 报道 如 下 。 

材料 和 方法 

[4] Hod: Rana tormotus Wu (207, 42) 

IA Mtn aye eee. De he ae 

til 4 BAHAR, BEAT LO—16/N\INY, de 

体重 8 一 10 微 克 / 克 的 剂量 进行 背部 皮下 注射 

AKK fil Be UK. FAO.49% KCI fe Blk 

下 低 渗 20 一 30 4) hh, FRAG FA. ok AB 

(3:1) 固定 40 分 钟 ， 其 间 更 换 固 定 液 一 次 。 

最 后 用 1/10Giemsa 7X (pH6.8) 染色 20 一 30 

分 钟 。 共 观察 123 个 中 期 分 裂 细 胞 ， 统计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目 。 并 选择 10 个 优良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 进 行 染 色 体 组 型 分 析 。 着 丝 粒 位 置 

的 确定 采用 了 ~Haertel 等 (1974) 的 标准 。 

银 梁 技术 参照 张 锡 然 等 〈1982) 改进 的 

Goodpastufre 等 (1975)、Miller 等 〈1976 ) 的 

表 1 四 耳 蛙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目 的 分 布 

观察 3 人 人 

细胞 数 23 24 25 2 

人 46 1 2 43 

GT 1 3 5 68 
合计 123 1 4 7 | 

H 分 率 0.8 3 .3 5.7 $0.2 

Ag-As 方 法 。 银 带 分 析 观 察 雌 雄 个 体 计 50 个 

中 期 分 裂 相 ， 统 计 Ag-NORs 的 出 现 频率 。 

次 弱 痕 和 Ag-NORs 位 置 的 确定 是 在 所 观察 

的 50 个 分 裂 相 中 有 5 个 分 裂 相 中 均 显现 为 

“te 

结 OR 

2 WA SE , MY EP aE ye £4 AR A Py n= 26, 
NF 一 52， 可 分 配 成 13 对 同 源 染 色 体 。 其 中 
5 对 为 大 型 染色 体 (macrochromosomes), 8 

对 为 小 型 染色 体 (microchromosomes) Chl 

表 1， 图 版 下 ,1)。 大 型 染色 体 与 小 型 染色 体 

差别 明显 ， 极 易 鉴 别 。 根 据 各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位 置 ， 可 分 为 3 组 〈 见 #2), 

A 组 (NL 为 最 大 的 一 对 中 部 着 丝 粒 

本 文 承 陈 壁 辉 副教授 审阅 ， 谨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9 月 28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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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PARA RAKE, 臂 比 数 、 着 丝 粒 指数 

yf fk 相对 长 度 臂 比 指数 4 22} fad 首 丝 粒 类 型 

A 1 15.1440. 45 1.14-+0.14 47.29+2.01 m 

2 12.03-+0.13 2.17+0.09 31.54 士 2.36 sim 

3 11,250.27 1.90-+0.18 34.48+1.01 sm 

ioe: 10.99-+0.30 1.55 士 0.12 39.22 士 2.37 m 
5 9.8340. 43 1.40+0.08 41.67 十 1.90 m 

6 6.38-+0.19 1.72 十 0.09 36. (121.14 sm 

if 5.61+0. 41 1.83+0.22 35. 0622509 sm 

8 5.52+0.28 2.28-+0.20 30.47+1.99 sm 

9 5.13+0.39 1257220,17 38.66+1.18 m 

= 10 4.83+0.22 1.82+0.07 35.45+1.96 sm 

11 4. 70s-0.17 13a 0.41 43.24+2.75 m 

12 4.61+-0.27 2.45-0.25 28.97+2.57 sm 
13 3.97+0. 41 1.51=£0.08 38.99 士 1.65 m 

染色 体 ， 其 相对 长 度 为 15.14。 

B 组 (好 2 一 5) -为 4 对 大 型 染色 体 ， 相 对 

长 度 9.83 一 12.03， 其 中 妈 2 一 3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了 好 4 一 5 为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NM2 与 好 3， 了 好 4 与 好 5 的 相对 长 度 差 别 均 较 明 

显 。 退 3 与 好 4 的 相对 长 度 虽 然 接 近 ， 但 着 丝 

粒 位 置 明显 不 同 。 | 

C 2H (NO6—13) 包括 8 对 小 型 染色 体 。 

该 组 中 了 贡 6 一 8 均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其 

FA bE fa AMT Te], NOG 的 相对 长 度 明 显 大 于 

No7， 并 且 其 长 车 上 有 一 明显 次 绕 痕 。 而 如 8 

染色 体 除 相对 长 度 略 小 于 观 7 外 ， 着 丝 粒 位 

置 明 显 更 靠近 端 部 :了 到 9 是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与 No8, NO1O 相 比 较 ， 其 相对 长 度 的 差 

别 也 较 明 显 ， 而 且 闻 10 染 色 体 的 长 臂 近 着 丝 

PLEX AT Kat. WADE NOS, NOO#INO1OZE fh 

都 容易 区 别 ;N11 染 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与 其 10， 

N12 染 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差 别 不 大 ， 但 其 着 丝 

粒 位 置 却 差别 明显 。 了 好 11 为 中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了 观 10 和 了 商 12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可 

据 着 丝 粒 位 置 和 次 弱 痕 有 无 将 黄 10 与 欧 11 区 
别 开 ， 同 样 ， 也 可 据 着 丝 粒 位 置 ， 识 别 豫 11 

NOIZE AA, BNI AA, SHER 
ANS — YH EB 22 ee feta, TA if th ay 

别 。 

根据 表 2 数据 ， 可 绘制 凹 耳 蛙 染色 体 模 

182 

式 组 型 图 〈 见 图 1)。 表 2 中 的 数据 还 表明 ， 

凹 耳 蛙 的 染色 体 全 属于 中 部 和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因 此 ， 其 染色 体 组 型 可 表示 为 

12m-+ 14sm 

在 染色 体 组 型 中 未 发 现 异型 性 染色 体 。 

凹 耳 峙 的 Ag-NORs 核 型 如 图 版 下 所 示 。 

Pi 
i 2's 4°6 G9 8 © 10 45 fe es 

Al 四 耳 蛙 染色 体 组 型 模式 图 

从 图 中 可 见 ， 凹 耳 蛙 在 驶 10 染 色 体 长 江 

Em Ag-NORs, Hi BS Kak K 

一 致 。 这 对 Ag-NORs 的 位 置 相当 稳定 ， 出 

现 率 为 89 狗 。 但 在 不 同 个 体 间 或 同一 个 体 的 

不 同 细 胞 间 ， 存 在 Ag-NORs 大 小 及 染色 深 

度 的 变化 。 



3 

染色 体 是 遗传 信息 的 载体 ， 生 物 的 种 属 

不 同 ， 其 染色 体 的 数目 、 形 态 有 区 别 。 自 从 
Sato(1934) 首次 观察 蛙 属 两 栖 动 物 的 染色 

体 以 来 ， 据 不 完全 统计 ， 送 今 国 外 已 报道 过 

染色 体 组 型 的 蛙 属 两 栖 动物 近 30 种 〈 亚 种 ) 

( Morescalchi，1973 等 )， 国 内 进行 过 染色 

体 组 型 或 带 型 分 析 的 也 已 近 20 种 。 其 中 除 个 

别 的 例外 〈9cheel，1973;， 吴 贯 夫 ，1984; 

刘 万 国 等 ，1984)， 绝 大 多 数 种 〈 亚 种 ) 的 

二 倍 染 色 体 数 均 为 2 一 26 (Levan, 1964; 

Scheel 1973; Rez, 197844), ## HAR 

FI US Fe ak, SK, 2n=26, HXWWE 

染色 体 是 峙 属 染色 体 组 型 的 两 个 基本 特征 ， 

四 有 耳 蛙 也 是 如 此 。 然 而 ， 各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粒 

MEW RK MEINE A Asya, HIRE Tal WY 

种 类 而 有 较 大 的 变化 。 这 又 是 比较 蛙 属 各 种 

群 染 色 体 组 型 ， 探 讨 其 杂 缘 关系 的 主要 特 

fk. Geikid§ (Msc, 1983, BMA, 

1984)， 我 国 蛙 属 动物 的 染色 体 组 中 ， 一 般 

属 中 部 着 丝 粒 的 染色 体 为 多 数 ， 属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的 染色 体 较 少 ， 并 且 ， 了 3 染色 体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是 蛙 属 染色 体 组 型 同 源 性 

的 一 个 重要 方面 .本 文 的 结果 表明 , 凹 耳 蛙 的 

N3 染 色 体 系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与 多 数 

峙 属 种 类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相似 。 然 而 ， 凹 耳 蛙 

染色 体 组 型 中 属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达 7 对 

之 多 ， 是 迄今 已 发 现 24 三 26 峙 属 动物 染色体 

组 型 中 具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对 数 较 多 的 种 

。 因 此 ， 染 色 体 组 型 中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占 多 数 ， 避 看 成 是 凹 耳 蛙 的 主要 特征 

a) 

另外 ， 不 少 人 主张 次 绕 痕 也 可 作为 染色 

体 有 效 的 形态 学 特征 〈Bogart，1968; 陈 文 

元 等 ，1983) 。 在 染色 体 组 型 分 析 中 ， 次 绞 

狠 的 存在 与 否 和 位 置 的 变化 受到 普 人 饥 的 重 

钢 。 本 文 分 析 凹 耳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中 发 现 ， 

在 各 6 染色 体 的 长 臂 近 着 丝 粒 区 有 一 明显 的 

了 » 

类 之 一 

次 弱 痕 ， 其 出 现 率 为 70.9 力 ， 是 一 个 比较 稳 

定 的 特征 。 同 时 ， 在 观 10 染 色 体 的 长 稼 上 可 

见 到 出 现 率 更 高 (90.7 匈 ) 的 次 弱 痕 。9ch- 

mid(1978b) 曾 认为 蛙 属 如 10 染色 体 的 长 臂 

上 都 出 现 次 弱 痕 ， 是 长 期 演化 过 程 中 保存 下 

来 的 ， 具 有 一 定 的 标志 意义 。 凹 耳 蛙 贡 10 染 

BRA Kat, ROWS SB PAD 

物 染 色 体 组 型 演化 上 的 同 源 性 。 至 于 NOG 染 

色 体 的 次 欢 痕 ， 则 本 作为 凸 耳 蛙 细 胞 分 类 学 

和 物种 的 鉴别 特征 之 一 。 

一 般 认 为 ， 银 染 所 反映 的 是 185 十 289 

rDNA 的 转录 活性 。 没 有 活性 或 活性 低 的 

NORs 并 不 能 银 染 。 现 已 证 明 Ag-NORs 也 就 

2185+ 28SrDNA 的 分 布 区 (Goodpasture 

%, 1975), 称道 党 等 认为 在 许多 物种》 次 

ik =NOR=rDNA, (HARM, A 

MASA ZH, TE Ee te ee, = Ag- 

NORs (.-F NO1O2¢ (4 AUK SK, | Ae EW 两 

者 位 置 的 一 致 性 。 但 常规 Giemsa 染色 显示 

出 次 绕 痕 的 贡 6 染 色 体 上 没有 Ag-NORs 显 

示 ， 有 不 一 致 现 象 ，Schmid(1978b) 还 根据 

目 己 的 工作 ， 认 为 亚 美 地 区 各 种 蛙 属 两 栖 动 

物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中 应 有 多 于 1 对 的 Ag-NORs 

存在 ， 而 且 Ag-NORs 数目 少 者 较为 原始 ， 

多 肴 较 特 化 。 依 据 这 种 假说 ， 纵 观 国 内 部 分 

已 进行 过 银 染 分 析 的 蛙 属 两 栖 动 物 ， 回 耳 

蛙 、 日 本 林 蛙 和 绿 遇 蛙 均 只 显示 1 对 和 Ag- 

NORs， 同 属 较 原 始 类 型 。 而 滇 蛙 〈14 对 Ag 

-NORs)， 无 指 盘 具 蛙 〈11 对 Ag-NORs) 和 

牛蛙 〈7 对 Ag-NORs) 则 较 特 化 (王子 淑 

apy 1 1983 7 -ISs, -1984)0 5 

由 于 蛙 属 染色 体 组 型 Ag-NORs 分 布 和 

数目 有 大 差异 ， 因 此 ， 推 想 在 进化 过 程 中 可 

能 涉及 到 染色 体重 排 ， 确 切 地 说 倒 位 和 一 般 

易 位 十 分 可 能 是 蛙 属 染色 体 组 型 进化 的 机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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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KARYOTYPE AND Ag-BANDING PATTERN 

OF Rana tormotus Wu 

(Plate I ) 

Guo Chaowen Dong Yongwen 

(Depariment of B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karyotype of R, tormotus is de- 

termined by observations of plates of 

femur marrow cells in metaphase by the 

colchicine-hypotonic-air-drying method, 

The diploid number, 2n, is 26, consis- 

ting of 5 pairs of large and 8 pairs of 

Like 

members of the genus Rana, this species 

small chromosomes, most other 

has meta—- and submetacentric, but no 

telo— or subtelocentric chromosom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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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constrition is observed at a 

position near the centromere on the long 

arms of chromosomes 6 and 10, No he- 

teromorphic chromosome is observed in 

the karyotype. 

One homologous pair of NORs are 

constric- 

Ag-AS 

found to lie in the secondary 

tion of chromosome 10 by the 

stain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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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 BE Be ep A AR i zB) od BA 

(Alix IV—V) 

“rag de BEANE BRD AE 
《福建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发 育 生物 学 研究 室 ) 

尾 两 栖 类 在 有 胎 学 教学 、 科 研 中 占有 

人 对 无 尾 两 栖 类 早期 朋 胎 发 育 的 

研究 ， 国 内 外 均 有 报道 。Pollister,Moore 

首先 发 表 了 林 蛙 (Rana sylvatica) 的 正常 发 

育 时间 表 ， 将 胚胎 的 早期 发 育 划 分 为 23 期 ， 

为 蛙 类 豚 胎 发 育 的 研究 提供 了 一 个 分 期 标 

人 准 。9humway 发 表 了 药 蛙 (Rana pipiens) i 

正 币 发 育 分 期 表 ， 分 为 25 个 不 同时 期 。 

在 国内 ， 王 布 成 报道 了 青蛙 的 发 生 ;， KR 

治平 和 施 履 言 就 18C AY SA DEE (ana nigro- 

maculata) 的 胚胎 发 育 进 行 了 分 期 ， 并 对 各 

期 的 形态 特征 及 内 部 解 谢 的 一 些 情况 作 了 详 

细 的 摘 述 和 介绍 ; Ge EE OW hE 
(Bufo bufo gargarizaoxs)、 葛 瑞 昌 等 对 花 理 

Wee (Bufo radaei) 的 早期 豚 胎 发 育 也 分 别 

作 了 观察 研究 此外， 其 他 学 者 也 分 别 就 不 

同 的 材料 进行 了 研究 。 

SA HE WS > (Bufo melanostictus) 分 布 于 

fae. TAR, ) RULE) PACK), 县 

产 卵 季节 延续 较 长 。 在 福建 ， 个 体 大 者 一 般 

F=. GA, PA)DSTFRE/VA A 

co, AS. AO eM, 1, 

KT BEM PHAR R AW SHE SRA 

报道 ， 现 对 其 发 育 过 程 进行 观察 研究 ， 以 期 

fr am 8 日 收 到 。 
” 本 系 83 届 毕 

对 今后 胚胎 学 的 教学 、 科 研 提 供 参考 

材料 和 方法 

ARSE Her FA A) SE HE Ss eT GING, A 

TH SERARERAA” HECRBE 

射 。 

精子 巧 浮 液 用 10 狗 人 Ringer 氏 液 制 备 。 

KDI AFELBS CY 220.250, 

和 287 Wim PRET. Sea 的 卵 带 移入 

10%Ringer Rik, A RIBFI8cC. 22c, 

25C 、287 IT Fae i FE, RS WS 

Ed ac ema 

Bh ae 3 左右 的 胚胎 显示 某 时 期 典型 特征 

bs RS apie 

期 的 结束 。 作 好 分 期 记录 ， 并 分 别 照 相 记 录 

25 个 发 育 时 期 胚胎 的 典型 特征 。 

观察 结果 

1. 胚胎 发 育 的 分 期 

PTE We Be BAe A 8 oy 期 与 Shumway 

观察 的 豹 蛙 相 似 ， 分 成 25 期 。 本 文 观察 了 三 

十 多 批 材料 ， 得 出 胚胎 发 育 分 期 表 ( 表 1).。 从 
表 中 可 见 不 同 温度 条 件 下 ， 从 受精 卯 开始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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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 时 左右 鳃 盖 完 全 封闭 为 止 几 个 关键 时 期 所 

需 的 时 间 。 在 18C 条 件 下 ， 受 精 后 21 分 钟 翻 

正 ，107.3 小 时 旷 化 ，279.6 小 时 鳃 盖 完 全 封 
Ml; 在 22C 和 条 件 下 ， 受 精 后 20 分 钟 WE, 

52.79 小 时 孵化 ，193.40 NIN ZA BR Se ES 

封闭 ; 在 25C 时 ， 受 精 后 18 分 钟 翻 正 ,37.77 

小 时 孵化 ， 到 141. 02 小 时 鳃 盖 完 全 闭合 ;在 
28CW, Sige 21747 SPIE, 27. 78//\ 

化 ， 约 在 100 小 时 鳃 盖 完 全 闭合 。357 以 上 。 
1570 以 下 胚胎 均 不 能 正 第 发 育 。 

2. 各 期 外 部 形态 特征 (图 版 了 一 V ): 

(1) Stops 卵子 直径 1.5mm 左 

右 ， 由 儿 层 胶 膜 包 被 形成 卵 带 。 卵子 动物 半 

球 呈 标 神 色 或 略 深 褐色， 植物 半球 颜色 较 

浅 ， 呈 淡 黄 色 。 

(2) 翻 正 期 AMERY PRE 

间 不 一 ，18D 时 ， 受 精 后 约 20 分 钟 左 右 可 见 

卵子 全 部 翻 正 ， 富 含 色 素 的 动物 极 朝 上 ， 植 

物 极 朝 下 。 

(3) 三 细胞 期 “第 一 次 卯 外 为 经 列 ， 

在 动物 半球 表面 形成 一 明显 裂 沟 ， 翻 转 裂 球 

A Lie RAR, ASR, 

(4) 四 细胞 期 第 二 次 卵 裂 为 经 裂 ， 

并 与 第 一 次 卵 裂 面相 垂直 ， 为 等 裂 。 
(5) 人 细胞 期 “第 三 次 卵 裂 为 纬 裂 ， 

与 前 两 次 卵 到 面 相 垂 直 ， 但 裂 面 偏 向 动物 

极 ， 分 和 肥 成 上 为 四 个 小 分 裂 球 ， 下 为 四 个 大 

分 裂 球 ， 上 下 分 裂 球 呈 对 位 排列 。 

(6) 六 细胞 期 ”第 四 次 卵 裂 为 经 

A, (255 “次 卵 裂 面 的 二 侧 形 成 与 之 平行 的 

二 个 分 裂 面 。 但 是 ， 分 裂 毅 不 同步 而 且 不 规 

Wil, 分裂 球 排 列 不 一 致 。 

(7) 27-2 FRKWAWAS 

A, PO KRWAML PAM, BROS 

之 平行 的 分 裂 面 。 卵 裂 不 规则 ， 分 裂 球 排 列 

AR, 

(8) Mee 324neAwtak ww 

后 ， 分 裂 球 数 目 逐 渐 增 多 ， 体 积 逐 渐变 小 ， 

分 裂 球 间 界限 清楚 。 侧 面 观 可 见 色素 细胞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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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向 下 移动 ， 并 占 整个 胚 体 的 ; 以 上 。 
(9) 细 圭 胚 期 分裂 球 数 目 更 多 ， 体 

积 更 小 。 动 物 极 细胞 界限 不 清 ， 侧 面 观 可 见 

色素 细胞 超过 胚 体 3 处 。 

(10) 原 肠 军 期 ”在 胚 体 动 植 物 极 交界 

偏 回 植物 极 的 区 域 处 ， 首 先 出 现 一 个 小 旧 

陷 ， 此 后 逐 疾 向 下 弯曲 形成 半月 形 的 浅 沟 。 

IEA ELI RNa, WAR ba BABS. 

(11) RmAPRM Mas PHHw+ 

DRAMAS A, WR IS EW oh ek BR AM he 

AI) PS, SARS al — i we, FB RRS 

蹄 形 的 侧 唇 。 

(12) 原 肠 晚期 植物 半球 细胞 继续 被 

包 入 ， 马 蹄 形 甩 孔 向 腹面 延伸 汇合 成 圆 形 的 

孔 状 ， 由 卵黄 栓 填 充 ， 胚 孔 随后 逐渐 变 小 ， 

卵黄 栓 也 随 之 缩小 ， 以 致 最 后 被 包 入 。 

(13) 和 神经 板 期 ”， 胚 体 背 面部 分 逐渐 变 

平坦 ， 形 成 前 宽 后 罕 的 神经 板 ， 呈 倒 梨 状 。 

神经 板 的 狭 罕 部 分 最 后 与 豚 孔 处 相连 ， 神 经 

板 区 域 赢 色 浅 些 ， 中 间 略 隔 成 一 浅 沟 ， 颜 色 

BREE, ERATE 15 ya 

(14) 神经 宰 期 ”神经 板 边缘 隆起 形成 

补 、 中 间 内 陷 成 神经 沟 ， 体 形 略 区 长 。 神 经 

守 前 端 两 侧 可 见 感觉 板 略 为 隆起 ， 神 经 衬 逐 

ir Wal HH Re GE 

(15) sn MARE A 

已 靠近 ， 前 后 两 端的 神经 裙 相距 较 远 。 豚 体 

明显 变 长 。 在 神经 裙 前 端 侧面 ， 可 见 一 对 感 

觉 板 和 稍 后 的 一 对 鳃 板 。 胚 体 与 受精 膜 之 间 

的 间 隐 加 天， 胚胎 在 膜 内 旋转 ， 转 动 方向 不 
ro 

kee 

(16) ee HA pera A Be ial ay lal 

后 逐渐 愈合 ， 形 成 神经 管 。 背 正中 线 有 一 浅 

A, WRABA, BIA. 

(17) LFF PEAR ee aS Il bar 

直 ， 出 现 尾 芽 。 口 腺 发 育成 明显 的 口 吸盘 ， 

位 于 头 部 腹面 。 头 部 与 驱 干 有 凹陷 的 界限 。 

此 期 初 豚 胎 风化 ， 孵 化 后 受精 膜 仍 与 口 吸 芋 



粘连 。 

(18) 肌肉 效应 期 RB HARKS TSI 

起 肌肉 收缩 和 身体 弯曲 。 此 时 身体 比 前 一 期 

更 长 扁 ， 尾 部 进一步 拉 长 ， 眼 原 基 突起 

(19) 心跳 期 在 紧 靠 吸盘 后 的 四 陷 部 

鲁 基 部 皮肤 隆起 ， 旺 昱 可 作 长 距离 游泳。 

(23) S$ 2799) SBR SED ok WRT AE Te 

， 腹 面 观 察 时 清楚 可 见 鳃 盖 补 ， 体 透明 ， 

可 见 腹 内 肠管 卷曲 

(24) @2MeeZ ASH “ 右 侧 鳃 盖 生 长 

位 ， 透 过 皮肤 可 见 到 微弱 的 心脏 搏动 。 此 时 较 快 ， 将 右 侧 鲁 丝 全 部 包 入 体内 ， 并 与 皮肤 

喘 体 仍 在 加 长 ， 外 鳃 处 有 突起 所 形成 的 鲁 HOS, LM AO BF RSD. 

芽 。 (25) wegen A Mme eat 

(20) ie HRA Spee He MTR TR oP 左 侧 鳃 丝 全 部 包 入 体内 。 早 期 胚胎 发 育 完 

核 ， 稍 透明 ， 可 见 鳃 内 血液 作 脉冲 式 的 流 成 。 

(21) 开口 期 OHI, OBS, i ve 
aS Fs WU EDF IDES, (EIN B/E Se BR OS ie 

vk. 1, BRI RPUMIRKR AW eK 

(22) 尾 血 循环 期 ”尾部 扁平 且 长 ， 大 AES HBR, FER, FADE 

于 身体 ， 呈 透明 状 。 可 见 小 血管 内 血液 慢 速 鹏 蛙 等 进行 比较 ， 可 以 看 出 它 的 变化 过 程 与 

流动 。 头 部 开始 变 宽 且 扁 平 ， 吸 盘 退 化 ， 外 上 述 几 种 无 尾 两 栖 类 大 致 相同 ， 而 无 明显 差 

表 1 whEMBRA ABNER (NIH. ANN) 

分 其 1840.56 225-05 25+0.5C 2820-516 

pe. et Cee a es ae ae, 
时 [B] 时 间 时 [Bl RY [al AY [Al 时 间 时 [Hy 时 |B 

1 Soe NH 0 0 0 0 0 0 0 0 

2 a IE 0.35 0.35 0.33 0.33 0.30 0.30 0.28 0.28 

3 二 细胞 期 3.36 3.01 2.03 1.70 1.30 1.00 115 0.87 

4 四 细胞 期 4.36 1.00 2.63 0.60 2.01 0.71 1.80 0.65 

5 八 细胞 期 5.49 Ts 3.16 0.53 2.46 0.45 2.20 0. 40 

6 十 细胞 期 6.36 0.87 ie! 0.55 gee 0.35 2.50 0.30 

T 三 十 二 细胞 期 7.19 0.83 4,52 0.81 3.32 0.51 3.00 0.50 

8 HE BE A 13.57 6.38 8.82 4,30 6.82 3.50 5.60 2.60 

9 21 ae 20.07 6.50 11.82 3.60 8.82 2.00 7.00 1.40 

10 原 肠 早期 26.90 6.83 16.82 5.00 12.82 4.09 10.70 3.70 

11 原 肠 中 期 33.90 7.00 19.75 2.93 14.99 PAT tt 70 1.00 

12 原 肠 晚期 42.43 8.53 23.01 3.26 17.59 2.60 13.45 1.75 

13 神经 板 期 56.11 13.68 30.09 7.08 22.09 4.50 16.45 3.00 

14 神经 福 期 68.76 12.65 35.17 5.08 26.92 4,83 18.35 1.90 

15 pe 转 期 79.06 10.30 42.67 7.50 29.12 2.20 21.08 2.13 

16 神经 管 期 90.81 11.75 46.93 4.26 32587 3.15 24.08 3.00 

17 尾 芽 期 TOTE31 16 .50 52.79 5.86 31,11 4.90 27.18 3.70 

18 HLA 288 120.81 13.50 66.06 1.21 45.57 7.80 35.33 7.55 

19 心 Bk 期 141.60 20.80 82.27 16.23 57.92 12.35 45.33 19.00 

20 鳃 血循环 期 150.36 8.75 90.74 8.45 63.42 5.50 49.13 3.80 

21 FO 175.94 25.58 103.19 12.45 74.02 10.69 56.98 7.85 

-~ 尾 血 循环 期 209.54 33.60 128.90 25.71 96.52 22.50 66.65 9.67 
23 GR oS HEH 221.64 12.10b 48.90 20.00 104.52 8.00 72.95 6.30 

24 7A ase aa 251.64 30.00 169.40 20.50 123.02 18.50 83.95 11.00 

25 lS 279.64 28.00 193.40 24.00 141.02 18.00 99.95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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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体形 变化 方面 ， 黑 斑 蛙 在 神经 板 

期 体形 明显 加 长 》 花 背 蝎 内 、 葛 蛙 在 旋转 期 

AFG SER; Ti SA HEE WE ee Ze ah 28 4 

加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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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in the normal develo- 

EARLY STAGES OF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IN Sufo melanostictus 

(Plates V—YV) 

Ye Ruigiong Hong Xiaofeng Chen Xiaozhou 

(Research Laboratory of Developmental Biology, 

Department of Biology, Fujian Teachers University) 

Abstract 

normal The 

ment in Bufo melanostictus and the exter- 

embryonic develop- 

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stage were observed at constant 

temperatures of 1870.56 ,22+0,.5€ ,25 

+0,5¢, and 28+0,5¢ under laborato- 

ry conditions, The whole course of de- 

velopment is divided into 25 stages ac- 

cording to the exter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bryos, The ar- 

tifially fertilized eggs take 279.64 hrs 

ath8a-0,5 C193, 40brs at222-0,5,6141 02 

hrs at 25+0,5c, and about 100hrs at 

28+0,5C to complete operculum, The 

188 

embryos undergo abnormal development 

at tempertures above 35¢C and below 

15c. Under the same temperature con- 

this 

those of 

embryos of species 

than 

ditions, the 

develop slightly faster 

nigromaculata, but 

those of 9, 

sylvatica by comparisons of the results, 

Rana pipiens and R., 

much more slowly than 

This species has its own specific  fea- 

tures in some aspects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uring embryonic develop- 

ment, though 

much the same with those of other spe- 

other characteristics are — 

cies in anurans, 



PYRE TT FAIR ”1986 年 8 月 ;5(3): 189 一 193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 J Sth BX FE ee Ae SR BY) SE JE HE A 

CAN VID 

KR KAA Bp 山 
(兰州 大 学 生物 系 ) 

花 背 蝎 蜂 是 兰州 地 区 两 栖 类 中 数量 最 多 

的 一 种 ， 为 满足 教学 和 科研 的 需要 ， 我 们 于 

62 一 65 及 81 一 83 年 对 花 彰 蚁 内 精 梨 的 年 周期 

变化 进行 了 观察 和 分 析 。 

KF we 8 BOS toe HG BLS OF 9 He _E 

纪 末 就 已 开始 ， 以 后 wf Rana temporaria, 
R. pipiens Bufo melanostictus ky #8. hy 24 48 

学 、 组 织 化 学 及 季节 性 变化 都 做 过 较为 详细 

的 实验 研究 ， 但 未 见 过 对 Bufo raddei 的 报 

33, Al, ANCHET YT AOL. 

材料 和 方法 

除 冬 眠 期 (11 月 至 次 年 2 月 ) 外 ， 每 月 

下 旬 在 兰州 郊外 的 池塘 、 和 稻田 有 水 草 处 捕捉 

6 只 至 61 只 成 熟 雄 性 个 体 ， 体 长 55 一 68mm 。 

冬眠 期 ， 蝎 晓 潜入 地 下 ， 不 易 得 到 标本 。 

1963 年 11 月 作者 将 在 郊外 松软 潮湿 的 土壤 中 

FA BI HELE A, op A A ai a EAD 

内 ,每 箱 6R, ARES AA—-AR EY 

HUT, FAL RW--L, RMU WR 

叶 ， 用 标本 时 ， 每 月 取出 一 小 箱 。 所 有 采 得 

HOHE I BRAS ZEA AN RISE, 采用 Rugh(1939) 

的 方法 取出 精 巢 。 然 后 分 别 测 量 体 长 和 脂肪 

体 的 长 度 以 及 体重 ， 精 人 梨 、 脂 肪 体 的 重量 。 

MR AZenker KAM, ABH, Wonk, 

HEADAMRSGRHEBER GE, DH 

镜 观 察 。 用 描绘 器 和 求 积 仪 求 得 曲 细 精 管 间 

三 角 地 市 间 质 细胞 的 面积 ， 并 用 测 微 尺 测量 

闻 质 细胞 核 ， 求 得 核 的 面积 。 

在 精子 发 生 过 程 中 ， 各 种 雄性 生殖 细胞 

在 不 同月 分 的 平均 数 是 根据 Mondal and 

Basu(1960，1961) 对 FEMI TRAE 

的 分 期 来 统计 的 。 即 把 精子 发 生 过 程 分 为 六 

期 

0 期 ， 初 级 精 原 细胞 的 静止 期 。 

] 期 ， 细 肥 团 中 次 级 精 原 细 胞 少 于 10 

og 
Ti, MAAR BM Na 多 于 10 

下 期 ， 初 级 精 母 细 肥 。 

Vi: KA Me: 

V 期 ， 精 细胞 。 

DIA OE 

At 8 Ue be ST, EN I, J Be 

钝 圆 。 位 于 肾脏 的 腹面 ， 左 右 精 人 梨 往往 不 在 

同一 水 平面 ， 两 者 的 大 小 也 不 尽 相 同 ， 偶 和 尔 

本 文 得 到 全 人 允 棚 教授 的 热情 指导 与 大 力 支 持 ， 
ERA RH, 

本 文 于 1985 年 8 月 5 A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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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左右 精 梨 合 二 为 一 者 。 左 右 精 梨 以 册 丸 

系 膜 悬挂 于 背部 体 壁 。 

1, 精 梨 平均 重量 的 年 周期 变化 

花 背 效 内 的 精 梨 在 一 年 中 的 不 同时 期 的 

大 小 及 重量 的 变化 见 表 1 及 图 。 在 3 一 4 月 精 

Bice OFI9H50 825) ， 以 后 重量 猛然 

wn, B7 AAS WE (82.33%) , 随后 
Kip PME, Nussbaum 和 了 loetz 认为 Rana 

fusca 的 WiSi7E 5 月 排 精 后 最 小 ， 以 后 逐渐 

增 大 ， 直 至 8 月 达到 最 大 ， 秋 季 精 梨 减 小 ， 

冬天 减 林 得 更 多 (3|GHolmes, 1934), 

Wiitschi 对 Rana tezporaria 研 究 后 所 绘 的 精 

人 梨 的 自然 大 小 图 象 ， 也 可 看 出 精 梨 在 4 及 5 月 

分 最 小 ，7 及 8 月 分 达到 最 大 ， 以 后 则 逐渐 减 
小 ( 引 罕 再 olmes， 1934), Ez (1964) 

报道 中 华 大 蟾 崔 的 生殖 腺 与 副 性 器 官 在 夏季 

与 早秋 季节 生长 迅速 ， 到 晚秋 和 冬季 则 生长 

停 瑞 ， 副 性 征 出 现 。 从 以 上 几 种 动物 精 集 重 

AERA, Rie PRAM we Ze HER 

I> SRBRAME, A. EAE 

胞 繁殖 迅速 ， 精 集 重 量 和 逐渐 上 升 。 本 文 的 观 

察 结 果 和 前 述 观 点 是 一 致 的 。 

1 AHR AHAB ENS BSH 

月 份 

1 2 3 4 5 T 8 9 10 11 12 

精 标本 数 6 6 61 59 42 35 33 28 oF 6 12 6 

平均 值 692. 56.38, .50 51.6. 54.8 58.5 82.3 76.6 75.6 64.3 55.0 54.7 

sa (mg) 15.2 O61 aieled “eas =23eT S211 22956) 19.9 3-25 Geese cel aee omen 

He 标本 数 29 20 ie 18 14 11 12 

肪 FRE 114.3 239.3 145.3 69.6 455 433.6 203.3 
Pf (mg) SAD 35 S82 BVeR24eO SEB ES: 0 sa see Ti ests al 

ay 
2) ett a Se 

re = 
te 村 
部 = 

精 梨 和 脂肪 体重 量 的 年 周期 变化 

个 或 成 团 分 布 。 上 皮 中 有 两 种 细胞 ， 一 种 为 

支持 细胞 ， 另 一 种 为 各 级 雄性 生殖 细胞 。 生 

殖 细胞 包括 精 原 细胞 、 精 母 细 胞 、 精 细胞 

和 精子 。 生 殖 细胞 中 除 静 止 期 的 单个 的 初级 

2, 曲 细 精 管 生 精 上 皮 组 成 的 变化 

精 梨 主要 由 许多 曲 细 精 管 及 少量 结缔 组 

织 所 组 成 。 曲 细 精 管 上 皮 外 被 基 膜 。 细 胞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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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原 细胞 外 ， 其 他 各 级 生 精 细胞 在 两 栖 类 都 

比较 特殊 ， 它 们 都 成 团 分 布 ， 而 且 团 内 的 细 

胞 是 同步 的 ， 细 胞 团 外 有 1 一 2 个 极 局 的 滤 泡 

细胞 包围 。 初 级 精 原 细 胞 是 最 大 最 幼稚 

的 细胞 ， 在 基 膜 上 单个 分 布 ， 细 胞 周围 也 有 

扁平 滤 泡 细胞 围 比 。 用 铁 苏 木 精 染色 时 ， 有 用 

质 呈 空 泡 状 ， 核 大 染色 浅 ， 核 表面 有 许多 折 

VIZ RUA, WAVES ARM NER GE 

起 形成 A CRW VW. 1).Sharma & Dhin- 

dsa(1955), 认为 是 核 的 多 型 性 。 次 级 精 原 

细胞 由 初级 精 原 细 胞 分 裂 而 成 ， 细 胞 稍 小 于 

初级 精 原 细胞 ， 形 成 大 小 不 同 的 细胞 团 ， 细 

胞 界限 不 清 ， 只 见 一 团 深 染 的 细胞 核 〈 图 版 

下 ，2)。 初 级 精 母 细 胞 的 大 小 仅 次 于 初级 精 

原 细胞 ， 因 为 它 在 进行 第 一 次 成 熟 分 裂 的 时 

间 较 长 ， 因 而 较 容 易 看 到 ， 这 种 细胞 虽 也 成 

Bl, (HELM, HT BER CAM 

下 ，3)。 次 级 精 母 细 胞 比 初级 精 母 细胞 稍 

小 ， 因 它 进 行 第 二 次 成 熟 分裂 ， 存 在 的 时 间 

短 ， 一 般 看 到 的 数量 较 少 。 精 细胞 最 

Be A, MAP OR 

头 部 嵌 于 管 壁 的 支持 细胞 中 ， 尾 部 则 游离 于 

= HB. 

根据 Mondal 和 Basux} Bufo melanosti- 

ctus#iRana tigrina ky 9 AE WS 4 HAY HA 

AC We RAG LIAS AMM EM 

表 2 所 示 可 以 看 出 全 年 除 3 月 及 4 月 无 到 期 

细胞 外 ， 其 余 各 月 均 可 看 到 不 同 数 量 的 各 期 

细胞 。0 期 细胞 的 平均 数 在 1.64 一 4.34 之 间 ， 

说 明 每 月 精 集中 都 保存 一 些 静止 的 0 期 细胞 

作为 各 期 细胞 的 来 源 。 工期 细胞 2 月 一 5 月 比 

较 多 。 开 期 细胞 在 4 月 及 5 月 多 。0 期 及 本 期 

细胞 的 平均 数 在 10 月 分 最少 。 分 析 以 上 数 

i> AMUARAANMAEIGH AOR BLE 

的 ， 因 为 在 兰州 地 区 3 月 末 至 6 月 底 为 花 背 蟾 

办 的 生殖 期 ， 这 时 生 精 上 皮 中 除 成 熟 精 子 

外 ， 以 0 期 、 工 期 及 工期 细胞 为 主 〈 图 版 

出 ，1、2)， 另 有 极 少 量 的 下 期 及 V 期 细胞 。 

7 一 9 月 生殖 完毕 ， 进 行 大 量 捕 食 ， 积 葫 营养 

为 来 年 的 生殖 准备 条 件 ， 这 时 工期 及 工期 细 

IWN5 AIRE, 

胞 陆续 变 成 焉 期， 有 些 焉 期 又 变 成 了 期 ， 所 

以 生殖 后 期 〈7 一 10 A) 以 下 及 下 期 细胞 为 

= (BRU, 3), SB1I1A BS 2 AR 

进入 冬眠 期 ， 玉 期 细胞 变 成 Y 期 细胞 ， 期 

细胞 在 冬眠 时 变态 成 为 精子 。 在 工 月 的 精 合 

切片 标本 中 ， 看 到 初级 精细 胞 的 中 期 及 后 期 

分 裂 相 《图 版 区 ，5)， 进 一 步 证 明 在 冬 眼 期 

生 精 细胞 是 活跃 的 .中 prxaE 观 察 到 蟾 晓 在 

冬眠 时 精子 仍然 发 生 ， 但 是 精子 数量 最 多 仅 

在 苏醒 后 的 4 月 〈 引 自 豆 'N' 卡 拉 布 霍 夫 ， 

1959)， 本 文 的 实验 结果 与 他 的 观察 是 一 致 

的 。 

曲 细 精 管内 全 年 都 有 成 束 的 精子 附着 在 

支持 细胞 顶部 ， 而 且 曲 细 精 管 的 管 腔 及 输出 

小 管 中 经 常 有 游离 的 精子 存在 即使 冬眠 期 也 

不 例外 (图 版 区 ,6)， 因 此 全 年 可 使 用 蟾 内 精 

划 进 行人 工 授 精 ， 但 做 教学 材料 以 7 月 分 为 
a 

Els 

3. 曲 细 精 管 管 径 的 变化 

在 每 月 4 一 15 个 标本 的 精 人 梨 切 片 中 ， 选 

择 50 个 切面 为 圆 形 曲 细 精 管 测 量 其 直径 ， 得 

出 总 数 的 平均 数 。 曲 细 精 管 在 不 同月 分 ， 直 

径 不 相同 。 冬 眼 时 〈11 月 至 翌年 2 月) 管 径 

在 13&8u 左 右 ， 管 间 有 大 量 的 间 质 组 织 。 生 殖 
期 〈3 月 至 6 月 ) 管 的 直径 稍 有 增 大 ， 大 约 在 
150u 左 右 。 生 殖 后 期 (7 月 至 10 月 ) 的 几 个 

月 中 ，8 一 10 月 平均 管 径 大 致 在 156u 左右 ， 

只 有 7 月 分 管 径 特 大 ， 达 190u (#2), Blou- 
nt， 及 . F, (1929) 研究 PHpruymnosote solare 

时 也 观察 到 曲 细 精 管 的 直径 在 一 年 中 是 不 同 

的 。 他 认为 管 径 之 所 以 不 同 是 由 于 管 径 的 基 

IAI EL, APS di SEAT Be, 

HU i fe 2) 4075 BE he RS Pe 是 7 

月 分 最 重 ， 而 管 径 也 是 7 月 最 大 ， 似 乎 两 者 
有 对 应 关系 。Basu 和 Mondal 研 究 Rana 

tigrina 精子 发 生 周 期 时 曾 提 到 曲 细 精 管 的 直 

径 和 精 梨 的 重量 成 正比 。Aana tigrina 精 梨 

的 相对 重量 在 5 月 分 最 重 为 14.43 豪 克 ， 管 径 

e5 HK ape K, Fy 140,4u, ZEX— 4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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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精 了 发 生 的 分 期 ， _ 映 细 精 管 及 间 质 组 织 的 年 周期 化 

月 fy 

1 2 3 4 5 6 1 8 9 10 11 2 

精 0 BAe 22 站 3 发 Sea? 38328 二 3.42 90 人 7 164 “ See 

eee I 1:10 mtg? 1). 886 yideddo ss AD 0. GG: 4 4 202h perOe8S wD: 89. ONR52 cde TD lege 

aot I 2.90 1.64 1.76 ge 25D 1.66. 1.50. 9.00 1.02 Setieds 1 yeoman 
的 数 Yr 0.40" ON2ONRNOROSLOE5S "3.96 2.48° “4.42> Pee 9 4/82 eee ee eee 

期 Wl 0.06 0.08 =O 0 0.16 1.14 O398 138 1140.28 «0724 eee 

V 0:53 <1. 068-7, OO D:40°. 0208. 0.26 « 0:16) 0242s a4 0.26. Metea2.. 0280) LON5S 

管 径 146. st 127; jt 158.1- 136.8-+ 156. gar 151) Te iat 9+ ih i+ 157.9 155.4 145.2+ Se ot 
Hy (wu) 40. AG. OT 20.6 28.0 5 40.9 39.2 34.8 

IE at 39.8 43.7 十 33.7+ 54+ S31 tb be 4A 1+ G1.97° 46.94 42°7+ 37.04 
管 cae 16 14.8 10.3 20 16.9 17 24-240 13.7. 有 本 14.8" TO 

9 QE os.et 246+ 94. O-- 94,94 19.05- 158+ 19. 1a. 295 O21. Seeeee a 29.34 34 士 
Zi Ree) Js 008" T0150 10.8") °9.9 7.2 12.28 eS 60 ve eS 13.6 .1%.S: 34ag 

质 (mm?) 

g 
组 oe a5. 证 29. 呈 29.9 十 27.9+ 30.5 士 26.9 士 28.8 十 29.9+ 23.9+ 34.0+ 34.9 士 “37.8 士 
如 oe 4.4 7.0 a ae 9.9 (ea 3.8 3) har 9.4 

(p22) 

文 和 Basu 等 的 观点 一 致 。 分 脂肪 体 短 小 的 原因 。 
TEM TE 7 月 分 不 只 曲 细 精 管 的 直径 

最 大 ， 而 且 生 精 上 皮 也 最 厚 ， 这 可 能 和 初级 5. 间 原 组 织 的 变化 
精 母 细胞 占 优势 有 关 ， 因 为 初级 精 母 细胞 在 曲 细 精 管 之 间 填充 着 疏松 结缔 组 织 ， 
大 ， 细 胞 比较 松散 ， 因 此 形成 的 细胞 群 其 中 有 丰富 的 血管 、 淋 巴 管 和 成 纤维 细胞 ， 
天， 自然 增加 了 生 精 上 皮 的 厚度 ， 管 径 也 随 ”淋巴 细胞 等 。 另 外 还 有 一 种 具有 内 分 泌 作 用 
之 增 大 。 的 间 质 细胞 。 间 质 细 胞 多 成 群 分 布 ， 细 胞 界 

Seon dd, 限 不 清 ， 胞 质 哮 酸 性 。 核 大 呈 圆 形 、 椭 圆 形 
4, 脂肪 体 的 变化 或 圆锥 状 ， 核 膜 上 常 有 纵 行 折 统 ， 一 般 染 色 

脂肪 体 为 黄色 ， 位 于 精 集 前 方 ， 具 有 许 RRR, Aw eH ER ADK 

多 指 状 突起 ， 突 起 的 数目 在 不 同 个 体 以 及 同 “” 精 染色 片 中 ， 间 质 细胞 核 的 轮廓 显得 特别 清 

一 个 体 的 不 同时 期 都 不 同 。 脂 肪 体 的 大 小 与 ” 楚 ， 核 中 有 1 一 2 个 核 仁 《图 版 出 ,4.6)。 

重量 均 与 季节 有 密切 关系 。 仅 以 3 一 9 月 所 获 闻 质 细胞 能 合成 和 分 认 雄 性 激素 。 从 表 

AMM Ma, SING KA “2 看 出 冬眠 时 ， 间 质 组 织 面积 最 大 ， 间 质 细 

7 一 9 月 都 比较 重 ， 以 7 月 为 最 重 ， 平 均 为 445 ，” 胞 核 的 面积 也 最 大 ， 核 的 面积 乎 均 在 34k 以 

党 克 ，6 月 分 为 最 轻 ， 平 均 为 69.7 毫 克 〈 表 1 ”上 。 间 质 组 织 的 面积 从 10 月 至 次 年 1 月 增 大 

及 图 )。 脂 肪 体 的 指 状 突起 以 8 月 分 最 长 , 平 都 是 明显 的 ， 只 有 2 月 稍 低 于 3 月 ， 摘 绘 可 

均 为 31.5 毫米 ，6 月 分 最 短 ， 平 均 为 15.9 训 ”能 有 误差 ， 但 从 总 体 来 看 ， 两 者 都 是 冬眠 时 

米 。 面积 最 大 ， 这 表示 其 功能 活 跃 ， 分 泌 激 素 

ee Se, WAR WITD E MT SE Be — 9 Td OA 

DADO SEMA, PACA ， ” 胞 迅速 变态 成 为 精子 ， 另 一 方面 是 促进 第 二 

Bin INA, PEGE GIR) HBL, AAR (1966) 提 到 

需 消 耗 脂 肪 体 贮 存 的 营养 ， 这 可 能 就 是 6 月 越冬 时 期 正 营 成 熟 个 体 有 “ 婚 垫 ”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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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gh(1939) 7¢Rana pipiens< IRI (10 月 

至 次 年 2 月 ) 的 精 梨 中 ， 也 看 到 大 量 的 间 质 

细胞 ,人 asmussen(1917) 谈 到 当天 部 分 冬 眼 

By SAR [al AG AE GE, RAP BR AY 

间 质 细胞 却 在 发 育 。 以 上 学 者 所 用 实验 动物 

昌 不 相同 ， 但 与 本 文 的 实验 结果 是 一 致 的 。 

结 论 

经 过 对 人 花 背 蟾 蜂 精 梨 的 观察 研究 ， 得 

精 梨 的 平均 重量 、 曲 细 精 管 的 直径 大 小 与 上 

皮 细 胞 的 组 成 ， 脂 肪 体 的 大 小 与 重量 以 及 间 

质 组 织 的 面积 ， 都 有 季节 性 变化 。 由 切片 观 

Be | 46 Ay We eg AY He a LE), 

在 一 年 四 季 中 都 有 成 熟 的 精子 ， 因 而 随时 可 

取材 进行 人 工 授精 。 如 选择 蟾 肾 做 为 教学 实 

验 材 料 ， 最 好 选用 7 月 分 的 标本 ， 因 为 此 时 

精 梨 大 ， 脂 肪 体 也 清晰 可 见 ， 对 教学 和 科研 

有 天 是 估 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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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CHANGES IN THE TESTIS OF Bufo raddei 

Strauch FOUND IN LANZHOU AND ITS VICINITY 

(Plates VW) 

Geng Xinlian Zhang Yunxia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productive habit 

of the toad, Bufo raddei, 

be divided into 3 periods, namely, the 

a year can 

hibernating, the spawning and the 

Bull, Panjab Univ. Zool, 82. 175-187 

(1955), 

Qiu Shan 

post-breeding periods, The following 

are our observational results: 

1, The average weight of the testes 

is 78, 1mg(maximum) in the post-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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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July through October), and 

is 52.1 mg (minimum) in the breeding 

period (late March through June), dur- 

ing which the spermatozoa are 

discharged (Tab, 1). 

being 

2. The seminiferous epithelium con- 

sists of Sertoli cells and male sex-—cells 

whose stages are devided into stages O- 

V. Sex-cells of stages O-I] Predominate 

in the seminiferous epithelium during 

the spawning period (Figs, 1-2) while 

those of stages IIHI- predominate dur- 

ing the post-breeding period (Fig, 3), 

(Sug 

145 43 19] 2.00 元 

2 一 3 卷 每 期 1.00 元 

4 卷 每 期 1.30 元 

5 卷 每 期 1.50 元 

$YOSVIIT IIHS IASI AIA 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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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diameter of the seminiferous 

tubules varies with seasons, In July it 

becomes the largest, with the seminiferous 

epithelium reaching the greatest height 

(Tab, 2), 
4, The weight of the fat bodies also 

changes with seasons, The maximum wei- 

ght occurs in July-August and the mi- 

nimum in June (Tab, 1), 

5. The interstitial tissues and the 

nucleus of interstitial cells are largest 

in area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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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眼镜 蛇 皮 肤 . 肌 肉 和 毒液 的 微 

Ahn HK 

素 含 

陈 英 洋 AR 
《福建 医学 院 ) 

作者 在 研究 眼镜 蛇 血 液 过 程 中 ， 发 现 本 

院 不 少 患 有 外 科 慢 性 溃疡 及 多 种 皮肤 病 的 职 

工 ， 服 用 蛇 肉 后 ， 疗 效 显著 。 作 者 推测 眼镜 

蛇 的 肌肉 微量 元 素 有 益 于 治疗 皮肤 病 ， 且 可 

能 有 调节 机 体 免 疫 功 能 的 作用 。 因 此 ， 我 们 

利用 原子 吸收 光谱 法 测定 几 种 微量 元 素 和 安 

BCH, FELT AER EL APA 织 中 Zn, 

Cu, Fe, Ca, Mgn Git, 

材料 和 方法 

1, 材料 

采用 1985 年 4 月 中 旬 由 长 乐 金峰 首 台 墓 

KN HSK AN ER SE Naja naja (Linnaeus)6 条 

《身长 82 一 95cm) FI IN PET) Ob SE OG 

获 的 眼镜 蛇 6 条 (身长 75 一 97cm)。 各 取 其 

肌肉 、 皮 肤 和 毒液 ， 进 行 上 述 五 种 元 素 含 量 

的 测定 。 

2. 样品 制备 

(1) 皮肤 和 肌肉 样品 的 制备 “采用 二 

性 消化 法 。 将 上 述 12 条 成 蛇 分 批 解 剖 。 取 相 

同 部 位 的 肌肉 及 皮肤 ， 用 纯 水 〈 双 蒸 水 经 
Mill-QEI 型 纯 水 制备 器 再 制 ,电阻 值 达 

15M4/cm 以 上 ) 反复 冲洗 三 次 ， 用 滤纸 吸 

于 。 称 取 肌 肉 、 皮 肤 各 0.5 克 〈 湿 重 ) 分 别 

置 于 石英 霸 塌 中 经 80Y 恒温 干燥 过 夜 ， 再 移 

ABI, F400 Rit 47), a BR 

AHIR, FSI A2 Fie ie a DAA fe 

Fkty, FASE KR REL A 10ml 容量 Hh, BR 

次 加 至 刻度 即 为 待 测 样品 液 。 用 于 测定 微 

量 元 素 Cu 和 Ee。 测 定 微量 元 素 Ca 时， 将 上 

液 经 0 A a Sagi i 至 10 倍 (0.5ml 十 

4.5ml)。 测 定 Ca 和 Mg 两 元 素 时 ， Fee | 样 

品 液 再 经 0.1 狗 的 LasOs( 光 谱 纯 ) 溶 液 稀释 至 

10% (€0.5ml+4,5ml) .测定 Gtaak tame 

素 时 ， 将 待 测 样品 液 再 径 0.1 匈 的 LazOs( 光 

soi) 液 稀 释 至 10 倍 (0.5m1 十 4.5ml) 或 100 

倍 (0.1ml 十 9.9ml)。 

(2) 毒液 样品 的 制备 

1)， 取 .0. 1ml 蛇毒 加 4.9 ml Wy 0.1% 

HNO: 溶 液 ( 即 稳 释 50 倍 ) 用 来 测 Cu 和 Fe。 取 

如 上 稀释 后 毒液 0.1 ml 加 9.9 ml 0.1 匈 再 NG9， 

YER CHI AG FE50 x 100=5000f%) j]Zn, 

2) HxO.1 ml kN 4.9 ml 0.1% 

La:O: 溶 液 ( 稀 释 50 倍 ) 用 来 测 Ca, BR LR 

0.1 ml 十 9.9ml 的 0.1 匈 LaO; 溶 液 〈 稀 释 50 

xl00 王 5000 倍 ) 测 Mg。 

3. 测定 方法 

WEFX-IB 型 原子 吸收 分 光 光 度 计 ( 附 有 

数字 自动 显示 记录 仪 )， 单 元 素 空 心 阴极 

灯 为 光源 ， 采 室 气 为 燃料 的 火焰 

ve JA Wu SEE. 按 本 机 工作 条 件 及 参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29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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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一 次 成 批 测 定 。 用 标准 曲线 对 照 法 计算 40.8125ug/g。 再 次 为 Ca， 平 均值 为 24.75 

每 个 样品 含量 。 ug/g。 皮 肤 组 织 中 含 Mg 最 高 ， 平 均值 达 

76,588ug/¢, Hk Zn, KEIR 23.375 

结 果 ug/g, Bik AFe, HWA 14,175ue/g. 

毒液 含 ca 最 高 ， 平 均值 达 4636. 6146ue/g, 

1, 眼镜 蛇 肌 肉 组织 念 Mg 最 高 ， 平 均 其 次 为 Cn， 平 均值 达 2048.6875ug/g。， 再 次 

(279 75.376ug/g, HA AZna, FWHA AMg, Ff H246. 0383ug/e( #1). 

表 1 眼镜蛇 肌肉 、 皮 肤 和 毒液 五 种 元 素 含量 (hg/g) 
一 I A RR RD 

肌 肉 皮 肤 毒 i 
a ay er Os. he Cr a MRM: 7 dae 标 准 误 平 均 fh rs ME 误 8 什 标 ME 误 

(x) (S.E) (x) (S.E) (x) (S.E) 

Zn 40.8125 2.7600 23.3750 3.2426 2048.6875 168.8114 

Cu 0.5613 0.0612 0.6613 0.0875 8.5781 5.3116 

Fe 9.9125 1.5774 14.1750 1.4372 3.3958 1.0309 

Ca 24.7500 0.7408 4.0751 0.9565 4636.6146 1691. 3656 

Mg 75. 3760 18.3916 76.6880 18.6424 246.0383 85.4735 

2, 不 同 产地 的 眼镜 蛇 ， 皮 肤 ， 肌 肉 组 ”0.01)。 无 显著 差异 者 为 Cu 和 Fe 两 元 素 ( 见 
织 及 毒液 的 五 种 元 素 含量 比较 ; #9), 毒液 中 ，Zn 的 含量 无 显著 eH, 

长 乐 金峰 首 台 和 福州 西门 外 的 眼镜 蛇 肌 量 大 大 高 于 皮肤 与 肌肉 中 人 a 的 含量。 其 

Ath Me 元 素 的 含量 前 者 非常 显著 高 于 a laine © evel 即 Mg 4 
后 者 (P<0.01)，Cnu 的 含量 前 者 显著 高 于 后 “，” 量 前 者 高 于 后 者 (P<0.01)，Ca 含 量 后 者 非 
者 (P<0.05)，Zn、Fe 和 Ca 的 含量 无 地 区 ” 常 显 著 高 于 前 者 (P<0.01)，Cu 的 含量 福州 
性 差异 ( 见 表 2 )。 皮肤 组 织 中 Ca、 Zn 和 Mg ， 地 区 标本 在 最 低 检 测 限 之 下 ，Fe 的 含量 长 
NSS i 4 aIER BD 4S TB a(P< 乐 地 区 标本 则 在 最 低 检测 限 之 下 ( 见 表 2)。 

表 2 不 同 产地 的 眼镜 蛇毒 液 及 肌肉 中 五 种 元 素 含 量 的 比较 (hg/g) 

Zn Cu Fe 

Tag MR yl HAH HR PHO 
(x) (S.E (x) (S.E) (x) (S.E) (x) (S.E) (x) 

SFR = o2150.00 382.16 46. 3542 0.7253 0.4896 0.0359 0.6646 0.0460 0 = 

aN 1947, 9750 311.4 82. 50 2.0684 0 一 0.4063 0.9710 6.7916 0.5657 

bi 值 >0. NB. + >0.05 <0.0l titel or te <0.05 ae: <0.01 — 

Yi Fe a ve ae G8 heresy ; a te ae 

产地 肌肉 毒液 A 2. MM OBR OA 
平均 值 “标准 误 ”平均 值 ”标准 误 YS ihe Yh “标准 误 “平均 值 “标准 误 
(x) (S.E) (x) (S.E) (x) (S.E) (x) (S. E) (x) (S,E) 

KA «12.2708 = =—2.0102 45.7291 12.0680 35.416 0.9841 483. pose 98. 0625 19. 5833 5. 6886 

福州 6.3750 1.2310 9227.5 866.638 8.750 0.5468 8.7419 2.2919 - 9.0625 1.1150 

P {6 > 0.05 <0.01 > 0.05 <0.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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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yt 

1, 不同 产 地 的 眼镜 蛇 ， 上 述 五 种 元 素 

舍 量 之 所 以 有 不 同 程度 的 差异 ， 可 能 与 它们 

生活 环境 中 的 水 质 、 土 质 和 食物 等 环境 因素 

有 关 。 

2, “Zn, Cu 和 Fe 是 多 种 金属 酶 的 组 成 

Bae. WAU, RETRY LATA RIE 

对 机 体 代谢 的 调节 和 控制 。 特 别 Zn 对 上 皮 
细 有 角 化 程度 的 控制 ， 预 防 皮 炎 的 发 生 及 促 
进 上 上 充 组 织 的 修复 有 良好 的 功能 .Zn 还 可 促 

使 淋巴 细 肥 的 有 丝 分 裂 增加 ， 使 了 细胞 数目 

rE me: 

3 不同 产地 的 眼镜 蛇 皮 肤 组 织 中 五 种 元 素 含 量 的 比较 (kg/g) 

增多 。 活 性 增强 ， 从 而 对 生物 体 的 免疫 功能 

起 调节 作用 .Zn 还 有 防御 感染 的 能 力 , 且 对 

核酸 和 和 蛋白质 的 合成 起 直接 或 间接 作用 。 吴 

梅 金 等 (1984) 报 告 七 种 常见 皮肤 病 患 者 283 

例 ， 用 原子 吸收 光谱 法 分 析 其 血清 Cn、Cu、 

Ca、Mg 四 种 元 素 含 量 ， 证 实 人 na、Cu 含 量 较 

健康 组 有 显著 的 减少 。 徐 汉 卿 等 (1982) 报告 

测定 银 习 病 等 五 种 病人 血清 锌 含量 比 健康 人 

有 非常 明显 地 减少 。 本 实验 测定 证 实 眼镜 蛇 

的 肌肉 .皮肤 和 毒液 含 上 述 五 种 元 素 极 丰 富 ， 

是 人 体 缺 乏 微 量 元 素 时 的 一 种 优质 自然 滋补 

品 。 故 对 皮肤 病 的 治疗 可 能 有 一 定 的 作用 。 

Fe Ca Mg 7n Cu 

A yo kk Fa ER 平均 值 ER ah ORR 平均 值 HORE 
pee a ee a a 
fens 29; 1108 2.9624 0.7854 0.0621 18.3750 1.9248 6.3542 0.3233 121.4166 5.6998 

福州 13.7812 3.8721 0.4751 0.1687 7.8750 0.8276 0.6563 0.2359 。 9.3450 3.6678 
ered | eee toe loge po 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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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S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SKIN, 

MUSCLE AND VENOM OF COBRA 

Wu Ruimin Chen Yingyang Hu Wen 

(Fujian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trace elements, Zn, 

Cu, and Fe and of essential elements, 

Ca and Mg in the skin and muscle of 

‘ne cobra captured from Changle Coun- 

ty and Fuzhou were determined by atomie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and were found 

to be 

ble that the contents of some 

comparatively high It is nota-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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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ame tissue of cobra of differe- 

nt localities are markedly different( Mu- 

scle: Cu, P<0,05; Mg, P<.0.01, Skin. 

Zn, Ca, and Mg,P<0,01). The Zn con- 

tent in the venom is particularly high 

Without regional difference, 

The muscle, skin and venom of co- 

bra have therapeutic effect to many 

kinds of skin diseases, The mechanism 

is probably relative to the contents of 

Zn, Fe, and Cu in these tissues, 

四 川 省 青川 县 发 现 蟒 几 

Boa(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 Occured in Qingchuan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四 川 省 西北 部 青川 县 ， 地 理 座 标 东 经 

1056145, ab24i328355, BIn4iK820m, 

1986 年 5 月 11 日 雷雨 后 的 午后 ， 县 民政 局 汽 

车 驾驶 员 王 同志 在 城郊 食品 站 附近 公路 上 发 

现 一 已 死 的 大 蛇 。 王 同志 取 胆 剥皮 ， 笔 者 得 

见 干 蛇 皮 。 经 测量 ， 自 颈 ( 头 部 皮肤 未 保存 ) 

至 尾 灾 307c 二 ， 宽 为 33cm。 FS 4 1) HF 

滑 ， 颈 部 55 行 ， 躯 干 中 段 61 行 ， 肛 前 46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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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体 呈 云 鹏 状 大王 纹 。 据 此 ， 笔 者 认为 显 系 
3 ke (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 Schelegel) 

RR, PHAKRDGADHY RADA 

州 柴 云 ， 约 为 东经 25 度 40 分 ， 在 东南 分 布 的 

最 北 纪录 为 福建 南平 . 约 为 东经 26 度 35 分 。 

MA AAN AM, HED war KT 6 

度 ， 在 动物 地 理 分 布 的 研究 上 有 重要 意义 。 

青川 县 人 民 医 院 刘 德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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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怜 行动 物 区 系 分 析 及 地 理 区 划 

eH 李 胜 全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作者 1973 年 在 藏 南 谷地 、 喜 马 拉 雅 山南 

侧 、 藏 东 等 地 系统 调查 ，1982 及 1983 年 又 在 

南 迦 巴 瓦 峰 地 区 两 次 调查 ， 结 合 中 国 科 学 院 

综合 考察 委员 会 青藏 高 原 综合 考察 队 张 荣 祖 

与 曹 文宣 等 同志 提供 的 标本 资料 ， 中 国人 民 

解放 军 西藏 军区 卫生 防疫 研究 所 提供 的 标本 

资料 ， 以 及 参考 文献 记载 ， 现 知 西藏 自治 区 

有 疏 行 动物 54 种 (及 亚 种 )， 分 隶 35 属 7 科 2 亚 

A, BUMP BILE 4 科 13 属 22 种 ， 蛇 亚 目 3 科 

22 属 32 种 ( 表 1)。 到 目前 为 止 ， 西 藏 的 爬行 

动物 均 隶 有 鲜 目 ”尚未 发 现 龟 警 目 与 鳄 目 动 

物 。 

区 系 分 析 

PY eM TT Bh OX AAA ZAR eT BY BA Xl 

分 为 以 下 几 种 成 分 ( 表 1 及 表 2)。 由 于 目前 对 

其 中 淋 些 种 的 具体 分 布 范围 还 掌握 不 够 全 

面 ， 有 关 其 区 系 成 分 的 判断 可 能 不 十 分 准 

硝 ， 有 竺 于 今后 对 其 分 布 掌握 更 多 材料 后 ， 

再 作 更 改 。 

属于 吝 北 春 的 物种 有 9 种 ， 王 总 种 数 的 

16.67 邦 .主要 是 中 亚 亚 界 的 高 山高 原 类 型 ; 

中 亚 成 分 或 称 地 中 海 - 古 北 界 成 分 。 

蜥 蝎 亚 目 7 种 ， 其 中 4 种 ， 即 早 蜥 科 的 辟 山 

RAL A, LAL Vb iS Pa eT, BEDE 

PA PG RE. 4 AP Pa AKG 高 Ek; 793 

种 ， 即 石 龙 子 科 的 喜 山 滑 蜥 、 锡 金 滑 蜥 与 拉 

ARM, BRATS SHEL, HE 

分 布 的 高 度 可 达 4,000 米 以 上 ， 喜 山 清 蜥 亦 

FAR, HWA A 2 A, HRA WR 

是 西藏 高 原 已 知 的 唯一 蛇 种 ; HE SL I BY BY 

高 原 蜡 则 见于 藏 东 的 北部 局 山高 原 。 

属于 东洋 界 的 物种 有 45 和 种， 上古 总 种 数 的 

83.33 匈 。 按 各 物种 的 分 布 特点 ， 可 区 分 为 

以 下 四 种 成 分 : 

喜马拉雅 成 分 此 处 系 指 广义 的 概念 ， 

既 包 括 分 布 范围 局 限于 喜马拉雅 山 的 土著 

种 ， 也 包括 其 分 布 范围 在 喜马拉雅 山系 及 其 

邻近 地 区 的 种 类 。 计 有 18 Ah, AAP ae 

33.33%, Erba 7 种 ， 蛇 亚 目 11 种 。 

它们 中 的 绝 大 多 数 种 类 都 分 布 于 喜马拉雅 山 

IWR, MERI. See. DAE 

蛇 与 西藏 竹叶青 目前 仅 发 现 分 布 于 喜马拉雅 

山西 段 。 这 些 动物 基本 上 都 发 现 于 南 侧 王 部 

海拔 2,000 米 以 下 地 方 ， 故 考虑 本 区 系 成 分 

应 属 东洋 挤 成 分 。 

南亚 成 分 目前 仅 知 1 种 属于 南亚 成 分 , 即 渔 

游 蛇 指名 亚 种 ， 文 献 记载 发 现 于 墨 脱 县 南部 ， 

但 本 亚 种 的 主要 分 布 区 为 南亚 。 

印度 马 来 成 分 其 分 布 西端 在 喜马拉雅 

山东 段 山 翡 地 区 ,向 东部 及 东南 方 网 扩展 ,其 

现代 的 分 布 中 心 在 中 南 半 鸟 或 马 来 群 鸟 。 计 

有 24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44.44 匈 。 其 中 蜥 蚁 亚 目 7 

种 ， 蛇 亚 目 17 种 。 印 度 马 来 成 分 是 喜马拉雅 

山南 侧 及 雅鲁藏布江 大 拐弯 水 汽 通 道 的 优势 

本 文 于 1985 年 12 月 16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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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分 ， 这 也 是 本 文 作者 支持 将 此 一 地 区 作为 

西南 区 的 亚 区 的 依据 。 

横断 出 成 分 “其 分 布 范 围 局 限于 广义 的 横 

断 山 区 的 种 ， 在 西藏 发 现 的 种 类 只 有 2 种 ， 

即 草绿 龙 蜥 ， 见 于 藏 东 融 山 峡谷 的 北部 ， 另 

一 种 缅甸 须 槽 驼 ， 其 分 类 地 位 沿街 进一步 研 

gi 

VA ESF a UR T ON KAR, A 

依据 目前 已 知 的 分 布 资 料 进 行 初步 的 划分 ， 

其 中 一 些 种 的 区 系 性 质 尚 不 十 分 确切 。 从 上 

述 初 步 划 分 可 以 看 出 ， 西 藏 肘 行动 物 中 的 十 

北 春 物种 不 多 ， 约 9 种， 其 中 5 种 皇 据 了 广 

ZW MPAA, sO oA KS 

RELL 2, LAPAEBES SRA OO 

AN Le. HRA 4 HIB om, 21 

Se AP SS HE LL Pe ES oe ILA SS 

7K AUK ee LE kPa, Se 

SRR REF DE yet 5s ls FE TRA BO SA 

件 ; VE ps Ol AKA et WU) din ee eH, TTR 

盛 、 动 物 丰 富 ， 给 爬行 动物 提供 了 民 好 的 生 

存 环境 。 东 洋 界 物种 中 ， 又 以 喜马拉雅 成 分 

与 印度 马 来 成 分 占 绝 对 优势 。 前 者 以 高 大 的 

喜马拉雅 山体 南 侧 下 部 获得 摹 生 繁 衍 ， 后 者 

则 沿 水 汽 通 道 向 北 长 驱 直 入 。 

地 理 区 划 

按 爬 行动 物 的 分 布 情况 及 区 系 组 成 ， 西 

藏 自 治 区 可 区 划 为 以 下 三 个 动物 地 理 区 

(#22), HRM: | 

1. 西藏 高 原本 体 及 喜马拉雅 山北 侧 

相当 于 张 荣 祖 与 赵 肯 党 〈1978) 的 青 藏 

区 的 一 部 分 , 现 仅 知 有 6 种 爬行 动物 :5 种 蜥 蝎 

与 IT 种 蛇 ， 均 属 古 北 春 成 分 。 与 吉 北 春 的 其 

他 地 方 一 样 ， 爬 行动 物 的 种 类 虽 少 ， 但 在 一 

定 环 境 中 的 个 体 数量 却 非常 之 多 。 璧 如 在 日 

喀 则 郊区 有 刺 灌 丛 匾 漠 地 带 的 西藏 沙 蜥 ， 在 

Far re HS DX Ze ee SSG LL ab a AS ee 

亚 种 ， 都 是 大 量 出 现 的 。 又 如 当 雄 羊 八 井 附 

i. WiK4,350KA Ain RK in 泉 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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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也 很 多 。 游 蛇 科 温泉 蛇 属 只 有 一 种 ， 仅 

见于 我 国 西藏 ， 它 是 西藏 内 陆 高 原 发 现 的 唯 

一 蛇 种 ， 也 是 我 国 蛇 类 中 垂直 分 布 最 高 的 一 

Ah, FEU SP MEE, WARS WRN He 

度 堪 与 其 媲美 。 

2. 藏 东 高 山峡 谷 相当 于 张 荣 祖 与 赵 

Af (1978) 的 西南 区 西南 山地 亚 区 的 一 部 

分 。 此 区 位 于 南 迎 巴 瓦 峰 以 东 ， 山 有 版 多 呈 南 

北 走向 ,属于 广义 的 横断 山 范 围 , 山 高 谷 深 ， 

高 差 达 2,500 米 ， 南 来 的 暖 湿 气流 可 沿 山谷 

北 进 ， 带 来 大 量 水 分 与 热量 ， 植 被 茂密 ， 有 

利于 东洋 界 物种 沿 谷 地 向 北 扩展 。 此 区 已 知 

看 行 动物 17 种 ， 除 1 种 古 北 界 成 分 喜 山 RR ST 

拉萨 亚 种 向 东 分 布 达 到 此 区 的 北部 ， 另 1 种 

古 北 界 成 分 锡金 清晰 发现 于 波 密 - 丢 脱 公 路 

80km 附 近海 拔 2,300 米 处 ， 高 原 蜡 分 布 于 北 

部 昌都 外 ， 其 余 14 种 都 属于 东洋 界 成 分 。 后 

者 中 ， 以 印度 马 来 成 分 占 绝对 优势 ， 计 9 种 ，. 

占 本 区 种 数 的 52.94 匈 ， 说 明 印 度 马 来 成 分 

if ALE AWA. BS SHE 

成 分 与 横断 山 成 分 均 不 多 ， 分 别 为 3 种 与 2 

种 ， 而 无 南亚 成 分 。 

3. 喜马拉雅 山南 侧 及 雅鲁藏布江 大 损 

SkAB EG 相当 于 张 荣 祖 与 赵 肯 蔷 

(1978 ) 的 西南 区 喜马拉雅 亚 区 ， 但 较 其 范围 

有 所 扩大 ， 即 包括 喜马拉雅 山南 侧 各 地 段 

(海拔 2,000 米 左右 以 上 高 山 除 外 ); FES it 

布 江 大 拐弯 水 汽 通 道 不 仅 限 于 此 涝 本 号 ， 也 

包括 在 拐弯 顶 角 处 注入 此 江 的 易 贡 曲 河谷 。 

南 来 的 印度 详 暖 湿 气流 不 仅 译 被 喜马拉雅 山 

南 侧 ， 而 且 沿 此 水 汽 通 道 向 北 深 入 。 改 东 详 

神 动 物 的 分 布 ， 可 沿 水 汽 通 道北 进 ， 达 到 通 

麦 、 易 贡 一 线 。 此 区 已 知 有 爬行 动物 达 44 种 之 

&, AMA aK AAR 81.48%, ji A 

主要 集中 于 水 汽 通道 沿线 。 一 些 对 热量 要 求 

较 高 的 动物 ， 如 眼镜 王 蛇 ， 在 我 国 东部 的 分 

布 北 限 止 于 北纬 25 度 左右 ， 但 在 此 区 沿 水 汽 

通道 可 达 北 纬 28 一 29 度 。 此 区 爬行 动物 中 的 

喜马拉雅 成 分 固然 不 少 ， 计 18 种 ， 占 本 区 种 

40.91%, MAE SRR AFIG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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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藏 自治 区 惟 行 动物 分 布 名 录 

BP eli 

(i Be RE $8 8 1h LL. 
xe eS ee 

KE IK GT 

西藏 高 原 藏 东 高 山 
区 系 成 分 本 体 及 喜 马 ， 
拉 雅 山北 侧 坚 

HM 名 二 Se 名 

( Guenther ) 
a ema 

=e 1) Rohit Agama himalayana sacra MA Smith A O O O 

Fa Be it Agama tuberculata Hardwicke et Gray 从 二) 

BR ES HY HT Calotes jerdoni Guenther @ O 

OP: ftp BAT Calotes medogensis Zhao et Li 从 O 

BE K BT Draco maculatus (Gray) @ O O 

长 肢 龙 晰 Japalura andersoniana Annandale AA O 

ELSE Te HT Japalura flaviceps Barbour et Dunn I O 

Ail Japalura kumaonensis (Annandale) M O 

异 fg bir Oriocalotes paulus Smith M O 

红 尾 沙 果 Phrynocephalus erythrurus Zugmayer A O 

Pe we > BH Phrynocephalus theobaldi Blyth NN O 

喉 #8 晰 Ptyctolaemus gularis (Peters ) M O 
西藏 林 虎 Alsophylax tibetanus Boulenger TS O 

卡 西 蝉 趾 虎 Cyrtodactylus khasiensis (Jerdon) i) O 

ies 虎 Platyurus platyurus (Schneider ) g O 

ey oy Scincella himalayana (Guenther) A O 

拉 达 克 滑 是 Scincella ladacense (Guenther) A 国 

锡金 滑 果 Scincella sikkimense (Blyth) A O O 
ae Abt WE WE Lygosoma courcyanum Annandale M O 

ae iit Lygosoma indicum (Gray) @ O 

BE We ye Lygosoma maculatum (Blyth) & O 

2 He RE EN Ophisaurus gracilis (Gray) © O 

a Ly pli sk he Pareas monticola (Cantor) 从 O O 

—f Pa Be BE Amphiesma khasiensis (Boulenger) 8 Se 

SEK i Be BE Amphiesma platyceps (Blyth) AA O 

珠 . 光 we Blythia reticulata (Blyth) S © 

Pa We ee RE Elaphe hodgsoni (Guenther) M O 

= BE Ee we Elaphe mandarina (Cantor) @ 人 

Zetec sane ts! wa «Elaphe p. porphyracea (Cantor) a) O 

Fa JB Fee Elaphe taeniura Cope a O O 

1] poh A RE Dendrelaphis gorei (Wall) & O 

Ty 鳞 ke Liopeltis frenatus (Guenther ) [学 ] O 

喜 山 小 头 蛇 Oligodon albocinctus (Cantor) ® (@) O 

Pet NA RE Oligodon melazonotus Wall 从 国 

和 斜 鳞 蛇 指名 亚 种 ” Pseudoxenodon m,macropr (Blyth) @ O O 

1) SHH KE Rhabdophis himalayana (Guenther) M © O 

2 fa) So RE Rhabdophis leonard: (Wall) “f © 

Be Smal) HE Sibynophis collaris (Gray) 全 O OO 

thy) He we Trachischium monticola (Canter) M O 

A -hie He Trachischium tenuiceps (Biyth) MA O 

im 泉 BE Thermophis baileyi (Wall) a O 

Ya RE Xenochophis p. piscator (Schneidar) 如 O 

pee SAH BE Zaocys nigromarginatus (Blyth) & © (@ 

ee jar ite Ahaetulla prasina (Boie) @ 全 

Be yb ie Psammodynasies pulverulentus (Boie) 3) O 

WNDCHER BL Calliophis macclellandi univirgatus 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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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1) 

PE ek ta JES 藏 东 高 山 喜马拉雅 山南 

ag: Las Soe 区 系 成 分 本 体 及 喜 马 ”全 及 雅鲁藏布江 
拉 雅 山北 侧 坚 。” 谷 ”大 拐弯 水 汽 通道 

眼镜 蛇 译 加 拉 亚 种 Weya | naja 成 5 & 二 

BE $a —F be Ophiophagus hannah (Cantor) @ O) 

Ak 蜂 Azemiops feae Boulenger ae 图 

ra Jel ig Agkistrodon strauchii Bedriaga 点 O 

SAE EEK Trimeresurus jerdonti Guenther & 全 a 

墨 脱 竹叶青 Trimeresurus medoensis Djao (= Zhao) 从 全 
山 烙 铁 头 蔡 隔 亚 种 Trimeeresurus monticola zayuensis Jiang AA O C) 

西藏 竹叶青 Trimeresurus tibetanus Huang 从 国 

区 系 成 分 符号 : A 十 北 界 中 亚 成 分 

从 东洋 界 喜 马 拉 雅 成 分 

办 ”两 亚 成 分 

@ EW = ThE RK A SB 

小 “横断 山 成 分 

表 2 西藏 自治 区 让 行 动物 地 理 区 划 及 各 区 区 系 成 分 的 比较 

Zw ss pe RAAREB OA FR ea LES BSRELBM RESIN 区 系 成 分 
Ka LAL WC A FS thi EBB) (下 未 区 BARS ALK ABT Us pak 计 

符 = 《本 区 总 种 数 多 一 (ERK BAAS 7 ka 
at AZ) ro APALZ ) rh pay %) (4 ERAS ) 

HAG orbaEeesy 6 CA : : 由 (100.00—11.11) (17.65—5.56) (6.82—5.56) (16.67) 

\. 3 18 “18 
i, EHR: 肌 (17.65—5.56) (40.91—33.33) (33.33) 

BV BZ 1 1 
mike OV (2.28—1.85) (1.85) 
Fiske pes 9 oa 24 

ESAS © (52.94—16. 67) (50.00—40.74) (44.44) 
上 二 ae dle 2 2 

BU Ube a3 | (11.76—3. 70) (3.70) 

cere tN 6(11.11) 17( 31.48) 44(81.48) 4100.00) 

通道 向 北 深入 ， 计 有 22 种 ， 占 本 区 种 数 的 
& & MX 队 50.00%, Lime ext ie. RAL bear 1 一 

an 部 南 缘 ， 而 无 横断 山 成 

© HPAL Fe Pk oo Vl AG A LL ts LL 

oaey SHS Ao, FAA a eis bt aT ae 

ie iw. He She RR SwRI, 

东 段 物种 显 较 西 段 为 多 ， 这 固然 与 我 国境 内 

喜马拉雅 山西 段 的 南 侧面 积 不 大 有 关 ， 而 东 

段 水 汽 通道 的 存在 应 是 一 个 重要 的 因素 。 此 

外 ， 西 段 与 东 段 的 物种 组 成 亦 有 明 显 的 差 

列 。 南 亚 电 蜥 、 喜 山 龙 蜥 、 拉 达 克 滑 蜥 、 小 

头 氟 蛇 与 西藏 体 叶 青 均 仅 发 现 于 西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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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物 研 究 室 ， 西 藏 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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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假 

动物 区 系 调查 及 新 种 摘 述 。 

—71(1977), 

ANS. FUER RA Mee BIR. 
PARE Me 17 ohn Fe2(1)278(1983), 

张 荣 祖 、 赵 肯 堂 ， 关 于 《中 国 动物 地 理 区 划 >》> 的 修 

改 。 动 物 学 报 24(2) :196 一 198(1978)。 

郑 作 新 、 张 荣 祖 ， 中 国 动物 地 理 区 划 。 科 学 出 版 

(1959), 

BR, SHES. 西藏 自治 区 毒蛇 新 纪录 一 一 眼镜 

Esc. Pie TT ahs 报 2(4) 2 44(1983), 



新 种 。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报 344):77 一 78(1984) 。 

,西藏 南 迦 巴 瓦 峰 地 区 两 栖 假 行动 物 

考察 。 两 柄 爬行 动物 学 报 4(2):103 一 108(1985)。 

REPTILIAN FAUNAL ANALYSIS AND ZOOGEOGRAPHICAL DIVISION OF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Zhao Ermi Jiang Yaoming Li Shengqua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re are 54 species (and subspeci- 

es) of reptiles known to exist in the 

(Tibet), 

They belong to 35 genera, 7 families,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2 suborders, 

Palaearctic elements :9 species, 7 

belonging to Lacertilia,the rest to Ser- 

pentes, 

Himalayan elements : 118 species, 7 

belonging to Lacertilia, the rest to Ser- 

pentes, | 

South Asian elements:only one spe- 

cies, Xenochophis p, piscator, 

Indo—-Malayan elements:24 Species, 

7 belonging to Lacertilia, the rest to 

Serpentes, 

Hengduanshan Mountain elements: 

2 species, one belongs to Lacertilia, 

the other to Serpentes, 

The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3 

zoogeographical zones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reptiles, 

1, Qinghai - Xizang Plateau and 

Northern Slope of the Himalayas:6 spe- 

cies, all Palaearctic, 5 belonging to 

Lacertilia, the rest to Serpentes, 

2. High Mountains and Gorges in 

Eastern Xizang: 17 species, 3 of which 

are Palaearctic (2 lizards and 1 snake), 

the rest are Oriental, including 9 spe- 

cies of Indo—-Malayan, which are domina- 

nt in this zone,3 speciesof Himalayan, 

and 2 species of Hengduanshan Mountain 

elements, 

3, Southern Slope of the Himala- 

the Water-Vapour Pass of the 

Yarlung Zangbo 

yas and 

River: 44 species, ac- 

counting for 81,48% of the total number 

of reptiles of Xizang, The animal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Half of the reptilian 

Indo—Malayan, 40,91% are 

Moreover, the number of 

water—va- 

pour pass, 

species are 

Himalayan, 

reptilian species ranging over the 

eastern slope of the Himalayas i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species ranging over 

the western slope,and the elements found 

on the two 

different, 

slopes are conspic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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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 Win 1 — 一 新 种 

PAW MK AR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1980 年 5 一 8 月 ，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在 横断 

Ly Hh DX AR BR Hig EE PR ARSE 185 > Ke BRL er PF 

杨 大 同等 (1983) BV) take LW Hp 
Staurois mantzorum jinjiangensis subsp, 

nov jkadit; 198446 pabA wot 30 Wr A Tt 

KA. WR MIE TRA AS cee Hl — 

Ault ye Hee URL ye eEStaurois liangshanensis 

sp. nov. 的 染色 体 组 型 。1985 年 8 月 ， 吴 员 

夫 与 作者 共同 查看 了 昆明 动物 所 标本 ， 认 为 

上 上述 标本 应 为 一 种 。 鹤 于 于 述 二 种 均 系 梨 

名 ， 赵 和 尔 密 与 吴 贯 夫 同 志 建 议 由 本 文 作 者 予 

以 描述 发 表 。 

Bik. iy HE 

nov, 

¥ FL Amolops jinjiangensis sp, 

Staurois mantzorum jinjiangensis 

subsp, NOV, (AME KH FE) .1983, 

PY MGM 43 oh 24 1k2(3)231—49, 

Staurois liangshanensis sp, nov, (四 川 

照 觉 七 里 坝 ) 1984, Pe Tobe ik 

3(4):5 一 10。 

模式 标本 TE: NO.8014630, a Hy & 

钦 奔 子 栏 ， 海 拔 2010 米 ，1980 年 5 月 28 

日 杨 大 同 采 ;， 配 SH: No.8014459, 3H 

集 地 同 正 模 ，1980 年 5 月 25 日 ， 副 te: 

Wo o, 11422. 194 ears. 

JOR RAPE, Pee, BE 

等 地 ， 海 拔 2010 一 3400 米 ，1980 年 5 一 9 

月 。 模 式 标本 均 保 存 于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别 特 征 Hh iL ett Amolops jin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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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ensis +5 py J\| ya kEAmolops mantzorum 

较为 相近 ， 但 新 种 有 以 下 特征 可 与 之 区 

All; 1)3 WERE, STRERL, 2) BO 

糙 ， 匹 其 头 侧 、 体 侧 及 背后 部 ， 有 很 多 

CRU RE Naas Se ‘MY 

Bir 23: AY AR AS SE 3) MRL 

WAAL: 3—3/1: teat 

形态 描述 体 小 ， 雄 性 成 体 平 均 体 长 

A922 OK, WEMEG0A KS K KMS AF LE 

吻 端 圆 而 突出 于 下 ips tai" ate 

四 并 向 外 倾斜 ， 鼻 孔 位 于 吻 眼 之 间 ， 

闻 距 显然 大 于 眼 间 距 ， 鼓 膜 不 显 ， 表 面 
皮肤 粗糙 ， 
余 行 排列 ; 

Le BARA; FEA 
= 二 Za WPS 
Es Jel BYR ZYHAS © 

金 江 消 RECHT AE) Amolops jinjiangensis 

SP, NOV, iE#INO.80 1 46307 X1 

ARE 赵 尔 密 副 研 研究 员 及 吴 贯 夫 同 志 提供 宝 
意见 并 审改 ; 吴 保 陆 同志 绘图 。 谨 此 一 儒 致 谢 。 AA. = 

TA Ns) 

本 文 于 1985 年 12 月 25 日 收 到 。 



指 长 大 情人 OO 248)L 

tS, AME Kp Fe, ME 8 1 ta We 

小 而 无 横 沟 :关节 下 瘤 及 指 基 下 瘤 发 达 ;， S 

RE, FFI, Ja AREY 67H BIA ER EAL 

ALAR BIE, HKG KR; Bhim AMm 

BRA; BRM A 4, 5, 3, 2, 1, 

中 3、5 趾 几 等 长 ;! BRS 4 BLRA BHR SP 

Hay, RAE; 1, OL RBAAAR,; 外 

WIPER RIA, ST PRAM; ADRS 

DR 

直人 
Pen I LOT IT PEEL ERRE TE ERO EL 

i sek fk 人 漠 副 模 

80I463 801445 15a 1522 

43.0—52.0 54.0—66.4 

体 长 52.0 53.0 49.1 60.1 

16.0 一 19.0 19.0 一 23.0 

头 长 20.0 20.8 17.6 Bilis? 

35.8% 35.3% 

14.5 一 17.2 18.0—22.0 

头 宽 17.2 18.0 16.3 20.0 

33.2% 33.3% 

7.8—-8.0 8.0—9.5 

哆 长 8.0 9.0 Tee oe 

15.1% 14.6% 

5.5—6.5 5.8—7.4 

FA [A] FB 6.5 6.8 6.9 6.7 

12.2% 11.1% 

3.5—5.0 4.5 一 6.0 

AR IAA 5.0 6.0 4.5 5.3 

9.2% 8.8% 
ee eR Wy OE TRE TE ee a 

i: 量度 以 毫米 为 单位 ， 百 分 率 是 各 部 量度 与 体 长 之 比 。 

BE; 另 一 种 则 是 在 棕 褐 色 的 基色 上 显 出 深 绿 

色 的 点 班 。 四 肢 横 斑 可 见 。 咽 胸部 多 有 深 色 

BR, HAMMAR ON AZ, 

第 二 性 征 | 6 ERA REA), «BE 

大 ， 婚 垫 发 达 ; 无 声 宫 及 雄性 线 。 肉 体 大 ， 

背部 更 显 粗 烙 。 

4st ARK IS SRN RRR FM 258 

K, BRK AGRE, Bima 

BAR, 27H RRR A WT: 3-3/1: 

I—1, 44H]: 4-3/1: 1-1, RRA— 

ee eae 

ade 

蛙 

长 形 。 
皮肤 较 粗 糙 。 除 头顶 及 体 背 前 部 外 ， 从 

头 便 鼓膜 区 起 ， 沿 体 全 散布 着 大 小 不 等 的 圆 
形 竟 粒 和 疙 粒 ， 体 背后 部 和 股 、 肥 背面 亦 
然 ! 体 侧 自 标 袜 至 肛 上 方 ， 由 粗大 的 长 形 腺 
AMA, ARM, 肛 周 有 一- 对 大 普 
粒 ; 腹 后 部 及 股 基 为 扁平 送 。 

生活 时 色 斑 变 异 较 大 ， 可 归纳 为 两 种 色 
型 。 一 种 是 以 绿色 为 基色 、 杂 以 棕色 的 点 

Bae ate 

1 ee zl his 

801463 801445 1564 153O 9 

at me Ty 24.2—27.5 28.5—34.5 

27.5 29.0 25.9 32.0 

手 长 52.1% 53.2% 

15.2—17.0 17.5—21.0 

手 长 17.0 17.0 15.9 20.0 

32.4% 33.3% 

83.0—94.0 96.0—114.0 

后 肢 长 ”100.0 92.0 89.7 107.0 

182.7% 178.0% 

27.0—29.2 31.2—36.0 

BK 32.0 31.5 28.5 33.7 

58.0% 56.7% 

39.0 一 43.0 42.0—51.0 

Ree 45.0 42.5 40.3 46.9 

82.1% 82.5% 

25.0—29.0 29.0—35.5 

Jet 29.0 29.0 DA 33.2 

55.2% 55.2% 

对 圆 形 腺 体 ， 腹 后 一 对 椭圆 形 腺 体 ， 色 黄 而 

Fe 

生物 学 资料 Bea We RMS 

横断 山地 区 金沙 汇 两岸， 栖息 环境 一 般 为 中 

型 河道 ， 水 面 开 冰 ， 水 流 较 缓 ， 水 温 低 。 据 

对 奔 子 栏 一 段 河道 (5 x200m2) 的 统计 ， 共 

RELIZS HHA, BERK, MMS. 7, 9% 

月 崔 成 体 ， 卯 径 分 别 为 0.8、2.0、3.0 毫 米 ; 

输卵管 末端 逐 见 膀 大 ， 但 未 发 现 产 过 卵 的 迹 

RB. EWS WRIA 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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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Amolops FROM THE HENGDUAN SHAN MOUNTAINS 

Su Chengye Yang Datong Li Sim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Amolops jinjiangensis sp, nov, 

Staurois mantzorum jinjiangensis ssp, nov, 1983,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2(3): 

37-49(n.n.), 

S. liangshanensis sp, nov, 1984,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3(4):5—10(n,n,), 

Holotype: NO, 8014630", Benzilan, 

Deqen County, Yunnan; 2010m; May 

28, 1980; by Yang Datong, 

Allotype: N08014459,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May 25, 1980, 

Paratypes: 500707,1142 2,19 suba- 

dults, and lots of tadpoles,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and from Gezan 

and Larong, both in Zhongdian County, 

Yunnan; 2010-3400m; May-Sept, ,1980, 
Typ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Ku- 

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 pimiea: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c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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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y related to A, mantzorum, but differs 

in, 1) tympanum indistinct,with small 

granules; 2)the skin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back, and 

part of the thigh rough, with rounded 

posterior dorsal 

warts and granules; a large pair of 

warts on each side of anus; dorsolateral 

folds consisting of interrupted glands, 

3) dentition 

mainly [[:3-3/]:1-1; 4) karyotypical 

characteristics, male having a diploid 

formula of tadpoles 

number of 26, female having 27 (Wu 

et Zhao, 1984,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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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环 蛇 蛇 毒 的 镇 痛 作 用 和 毒性 
组 份 的 研究 

肖 昌 华 dh kk RRR 陈 锡 兰 李 朝 达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 

Lin Shiau 等 (1972，1975) 用 CM- 纤 

维 素 柱 层 析 把 金 环 蛇 蛇 毒 分 离 为 11 个 蛋白 

峰 ， 鉴 定 出 神经 毒 和 心脏 毒素 并 作 了 有 关 化 

学 和 药理 学 性 质 的 研究 。T. A, LO mH, 
5 LU (1974, 1978) ##—-#WSKHSD 

«ARE ae Ze HU 2 ee AY SE RHE OTTO 
zm. P. A. Nickerson ff V. Kumar 

(1974) WE ie ey CBE ABS RE TO, 
于 显微镜 的 研究 。 国 内 对 人 金 环 蛇毒 的 研究 近 
儿 年 作 了 一 些 工作 ， 涂 光 传 等 (1976) WE 

” 环 蛇 毒 的 12 种 酶 活性 进行 了 测定 ， 肖 昌 华 等 
C1981) 对 金 环 蛇毒 心脏 毒素 进行 纯化 及 生 
化 分 析 ， 张 跃 时 等 (1981) 对 金 环 蛇毒 心脏 

毒素 的 部 分 一 级 结构 进行 了 初步 的 研究 。 冲 

的 看 来 ， 对 金 环 蛇毒 的 研究 主要 着 重 毒性 成 
份 的 化 学 及 毒 理学 的 研究 ， 而 对 金 环 蛇毒 的 
应 用 研究 还 较 缺 乏 。 本 文 报道 了 金 环 蛇毒 的 
柱 层 析 分 离 ， 通 过 磷酸 纤维 素 P11 柱 层 析 可 
得 到 16 个 蛋 和 白峰 。 测 定 了 胆 碱 酯 酶 、L- 氧 
基 酸 氧化 酶 、 蛋 白水 解 酶 、 磷 酸 二 酯 酶 、 磷 
桓 酶 A 和 精 氨 酸 酯 酶 在 各 组 份 的 分 布 。 毒 性 
UWE FHA, 16S A HA 6 个 主要 毒性 峰 ; 
大 白鼠 脐 神 经 一 一 脐 肌 标本 和 离 体 蛙 心 灌流 
实验 表明 ， 峰 12、13、14 和 15 显 示 神 经 毒性 
质 ， 峰 8 含有 心脏 毒 成 份 。 通 过 电 刺 激 法 测 
痛 表 明 ， 人 金 环 蛇毒 及 其 神经 毒 组 份 具有 很 强 
的 镇 痛 效 应 ， 且 持续 时 间 长 〈 在 120 小 时 以 

上 )， 其 镇 痛 作 用 可 能 不 单 是 神经 毒 的 作用 ， 

材料 和 方法 
金 环 蛇毒 系 广州 医学 院 〈1978 年 采 毒 ) 
提供 的 真空 干燥 粉末 ;， 磷酸 纤维 素 P11， 英 

国 Whatman Hii; 4 AR-L-BAR ZB 
(BAEE) #4 Grassmann 和 Heyd (Bio- 

chemical Preparations, Vol, 6:64—65) 

的 方法 合成 ;其它 所 用 的 化 学 试剂 均 为 分 析 

纯 。 昆 明 品 系 小 和 白鼠 ,体重 18 士 2 克 ; Wistar 

AltA i, 

|, SURBMHR Bees Pl1 
用 0.5M PH4.8 的 醋酸 缓冲 液 平衡 。 层 
析 柱 1.5Xx70 厘 米 。600 毫 克 金 环 蛇毒 溶 于 上 
述 缓冲 液 3 毫升 中 上 柱 。 洗 脱 分 两 阶段 进 

行 ， 第 一 阶段 用 平衡 缓冲 液 洗 脱 ， 第 二 阶段 
进行 直线 梯度 洗 脱 :贮存 瓶 和 搅拌 瓶 均 盛 上 
述 缓冲 液 600 毫 升 ， 贮 存 瓶 氧化 钠 浓度 为 
0.8M。 

洗 脱 液 用 自动 部 分 收集 器 收集 ， 每 管 4 

室 升 ， 每 小 时 6 管 。 收 集 液 用 751 型 分 光 光 度 

计 测 280nm 的 光 吸 收 值 。 

本 文 于 1985 年 1 月 19 日 收 到 , 



2, 毒性 测定 将 层 析 各 组 份 稀释 成 0.2 

2H SBA 100K hh, BAN ARBE 

注射 0.2 毫升 ，5 只 为 一 组 ， 观 察 48 小 时 内 

死亡 数 。 对 有 毒性 的 组 份 按 改良 寇 氏 法 测定 

ae 

3. 酶 活性 的 测定 除 磷 酸 二 酯 酶 用 紫外 

SHH EK CER KS HAS, 1972), 

iW ARE RR oc BAEE 外 ， 和 蛋白 水 解 

酶 、L- 氨 基 酸 氧化 酶 、 乙 酰 胆 碱 酯 酶 、 卵 磷 

HAGA 等 均 参 照 涂 光 侍 等 〈1976) 的 方法 测 

定 。 

4. 生理 活性 的 鉴定 采用 大 白鼠 离 体 脐 

神 经 一 一 脐 肌 标 本 及 离 体 蛙 心 灌 流 法 鉴 

别 神经 毒素 和 心脏 毒素 。 

5. 镇 痛 作 用 的 测定 电 刺 激 法 ， 电 压 6 

伏 ， 频 率 50/ 分 。 给 药剂 量 : 金 环 蛇 粗 

毒 按 每 只 75、50、25 微 区; SAM HABE 
每 只 3.6、1.8、0.9、0.045 微 克 ， 以 生理 盐 

水 作对 照 。 每 组 20 只 小 自 鼠 。 按 药 前 、 药 后 
2.5, 2 20, 480" (ee See ae. lade 
170 小 BY FRI BL C90 FA 9 7K Ze 

次 ， 再 用 2% 氧化 钠 液 洗 过 的 鼠 尾 ) 五 次 ， 
RMR, SUBAREA, ee 

OR 

|. HERR ”结果 如 图 1 。 
由 图 可 知 ， 金 环 蛇毒 经 磷酸 纤维 素 Pil 

柱 层 析 分 离 得 16 个 主 要 蛋白 组 份 ， 较 Lia 
Shiau 等 用 CM- 纤 维 素 柱 层 析 分 离 为 11 个 峰 
的 分 辩 力 为 高 。 

2. 毒性 分 布 ”经 动物 实验 表明 峰 8、12、 

13、14、15、16 为 毒性 峰 〈 小 白鼠 死亡 率 为 

5/5), Sereatyw LD, WR1, 

表 1 SPR SSH AH ALD o(ip) 

= tf 4A ft 8 bz 

LDsp (ug/g) 
NE PRET ET EE A SSS LP a TT ELS mor 人 

由 表 1 可 知 峰 12 的 毒性 最 大 ， 峰 8 的 毒 

性 最 小 ， 峰 12 的 毒性 为 峰 8 的 20 倍 。 

3. 神经 毒素 及 心脏 毒素 的 鉴定 KAA 

PX ie tH 22—IR WL ABABRAR 

RAAHA, wa ikin EB Pete 在 28 一 30 摄 氏 

庆 ， 并 通 以 氧气 ， 用 移 形 电 脉冲 〈 频 率 6 次 

/分 ， 波 宽 0.5ms ims; 强度 为 超 强 刺激 ) 

Ae FAR YAR PR AD AL, | RG LA TR $e we 

和 直接 刺激 的 收缩 反应 记录 于 烟 喜 上。 做 好 

对 照 后 ， 向 溶液 中 加 入 毒性 组 份 ， 其 中 被 峰 

12、13、14、15 作 用 的 标本 ， 其 甩 肌 对 间接 

刺激 的 反应 逐渐 减 小 ， 最 后 停止 反应 ， 而 对 

直接 刺激 的 反应 不 发 生 改 变 ， 肌 和 肉 的 收缩 张 

力也 没有 发 生 改 变 。 可 以 认为 峰 12、13、 

14、15 具 有 神经 毒 活 性 〈 图 2 )。 

而 峰 8 作用 于 标本 后 ， 脐 肌 的 收缩 张力 

明显 上 升 ， 对 直接 刺激 和 间接 刺激 的 反应 均 

逐渐 减 小 最 后 停止 。 用 峰 8 灌 流离 体 峙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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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3.270.124: 0.160.007 0.42 士 0.0127 1.472:0.089, 1.49350.085 0-574:0, 036 

最 终 浓 度 为 每 毫升 100 微 克 ) ， 可 见 心肌 收 

缩 张 力 上 升 ， 收 缩 幅 度 逐 渐 减 小 ， 最 后 停止 

于 收缩 期 ， 表 明峰 8 具有 心脏 毒 活 性 《图 

3), 

在 峰 12 的 作用 下 ， 当 神经 肌肉 接头 的 传 “ 

BRIM, TATA ASTRA BR CK 

REA EE Fr 10 HSE), FY LB Bs ALY Tal Be 

刺激 的 反应 有 部 份 恢复 ， 但 随即 又 转 为 抑 

fils 用 同样 方法 鉴定 峰 13， 则 没有 观察 到 此 

种 现象 (图 4 )。 

当 神 经 肌肉 接头 的 传递 被 峰 12 阻 断后 ， 

用 与 浴 槽 内 温度 相同 的 台 氏 液 反 复 洗 标本 5 

次 左右 后 ， 可 记录 到 脐 肌 对 间接 刺激 的 反应 

有 微小 的 恢复 ， 而 被 峰 13 作 用 的 标本 ， 用 同 

样 的 方法 处 理 则 未 观察 到 此 反应 (图 5)。 

4. 酶 活性 的 分 布 测定 结果 用 半 定 量 表 

AD, BRR, 

由 表 2 可 见 ， 金 环 蛇毒 中 乙酰 胆 碱 酯 



A(280n M) 

3 

Nacl (% 

16 

IS 

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图 1 人 金 环 蛇毒 磷酸 纤维 素 P11 柱 层 析 图 谱 

图 2 金 环 蛇毒 神经 毒 作 用 于 标本 的 记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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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图 的 从 标 脏 毒 作用 于 N 
‘ 

一 / 金 环 蛇毒 图 5 

ve 抗 作用 EA at 斯 有 新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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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金 环 蛇毒 神经 毒 Fy 性 检查 

表 2 人 金 环 蛇 蛇 毒 磷酸 纤 维 素 P11 柱 层 析 各 组 份 酶 活性 分 布 
RIOT ADM NE © CR NE SIS ONE EAP I CPM 二 一 了 和 

- = 组 份 及 Fig it 性 some 

eet d eee) Gh TT 8, 8 EO T1213) Tae Tbe AG 

etn SO is ho 
L= 氛 基 酸 氧化 本 了 

乙酰 胆 碱 酯 酶 i kw te da Re ee Th ea a i ee 

DN BERRA Tc ace) ( ehcee Whe sek ap oe. stp Te 4 ot en eae 

BeBe — ABS Recep = oP oh pe hee ad. 

Fei Se BS Ba Bs Te ae eS Se ate at a a ae 

By, L-R ER AICI RON BERRA Sit 

是 较 高 的 ， 其 它 酶 则 含量 较 低 ， 卵 磷 酯 酶 A 

峰 16 最 强 。 

5. 人 金 环 蛇毒 及 其 神经 毒 的 镇 痛 作 用 为 

了 比较 蛇毒 的 镇 痫 作用 ， 对 我 国 几 种 常见 毒 

蛇 蛇 毒 进行 了 镇 痛 测 定 ， 并 与 已 作 药 用 的 眼 

Z 人 

Ba HE HHS BE —— “So RR 进 

es. 

我 们 测定 

行 对 比 ， 结 果 列 

为 搞 清 金 环 蛇毒 镇 冯 作 用 与 

了 三 组 不 同 剂量 下 的 镇 痛 效 果 ， 见 

- 

金 环 蛇毒 的 镇 痛 作 用 是 否 就 是 神经 毒 的 

表 35 KE 常见 几 种 毒蛇 蛇毒 及 眼镜 蛇 神经 毒 镇 痛 效果 ( 帮 ) 的 测定 

me 小 自 给 毒 a 2a A ll NH I Cb) WY) B&R (%) 
毒 名 称 及 给 药剂 量 2 Ss es 

限 数 BY feulee. 4) hh, Be 84 36 AS 72 84. GG 108.120. 144 

Riese LD 50 20° 0.) 920 15 25 30 30 °50 6&5 70 80 55. 60’ 50 60 65. 6 

眼镜 王 蛇 毒 去 LDso 2000 5050 12. 0.0.8 08 

Fey ite ke + LD so 10° 0 O11 0 30.8 OO 

ER EME BEA LDs0 ie O i6 50 60 33° 0 - 0.0 

眼镜 蛇毒 坦 LDso 20 0 OO 95)-20. 7 6 20 

ie eke sh eS LD so 20,0 56° GO 40 25.2 3O- °0., 0 

BR a he #41 2235: LDso 20 0. 20°. 20 25...30-/40 15. 0 

眼镜 蛇 神 经 毒 1/8LDse 10 0 15 10 20W102 0 0 0 

生理 盐水 20 0 Om 20.0 0 Oho O62 28) Ad O00. 70) OG 

iE: 金 环 蛇毒 LDeo 为 94hg ; RE HBL DH 10ng; HBL H3.8ug; 眼镜 蛇毒 LDso 为 15ug; Rye eLD se h156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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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个 同 剂量 金 环 蛇毒 的 镇 痛 效 果 测 Ie 

INA 给 毒 人 毒 后 不 同时 间 CU) 时 ) Bh ini oR (%) 
Kom HW a 2 

鼠 数 ”前 1 30 26 48 60 12 84 96 108 120 144 170 

0 30 20 30 40 6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8 33 33 

0 20 15 25 30 30 50 55 70 TO 80 55 60 50 60 65 5 0 

25ug 20° 0 @ 60.30.20 10 40 20 20 30 30 40 10, 30°30 30-0 0 

0 0 0 vo 8. 0 0 UO, he RARO OU OO OO hl 0 

表 5 人 金 环 蛇毒 神经 毒 的 镇 痛 效 果 的 测定 

小 白 给 毒 前 给 毒 后 不 同时 间 UNS) 镇 痛 效 果 ( 96) 
AAW BA 镇 痛 效 

鼠 数 30%) 2 5 12 24 48 72 95 120 

4FLDs#18(3.602) 20 0 0 0 gg ee ee 0 0 
1.8ug 20 0 0 5 35 20 40 30 5 0 

0.9ug 20 0 0 0 20 20 35 20 0 Q 

0.45u¢g 20 0 0 0 30 10 10 35 0 0 

生理 盐水 20 0 0 0 0 0 0 0 0 0 

镇 痛 作 用 ? 为 回答 这 一 问题 ， 我 们 将 金 环 蛇 
$ £ x w 

毒 神经 毒 (E12, 13, 14, 1548) HGR 

进行 镇 痛 试 验 ， 结 果 见 表 5 ， 云南 省 动物 研究 所 第 四 室 : 蛇毒 的 研究 和 利用 工 . 

我 国 几 种 常见 毒蛇 的 蛇毒 酶 活力 的 测定 。 生 物 

化 学 与 生物 物理 学 报 。8 (2):151 一 156 

二 论 (1976)。 

北京 大 学 制药 厂 ， 微 生物 学 和 酶 学 基本 知识 。 科 学 
凡 含 有 神经 毒 的 眼镜 rs We BL We ag: PY AL Eh 出 版 社 213 (1972)。 

痛 作 用 。 其 中 以 金 环 蛇 蛇 毒 作 用 最 强 ， 比 眼 肖 昌 华 等 ， 金 环 蛇 ( Bungarus fasciatus) 蛇毒 类 

镜 蛇 毒 神经 毒 一 一 " 克 痛 灵 ” 作 用 还 oR, If 心脏 毒素 的 纯化 及 生化 分 析 。 动物 学 研究 2 

目 作 用 时 间 又 特别 长 ，120 小 时 还 有 显著 的 (1):49—54 (1981), 

镇 痛 作 用 。 而 其 它 蛇 毒 最 多 能 维持 12 小 时 。 张 跃 时 等 : 广东 金 环 蛇 细 胞 毒素 亚 的 化 学 组 成 和 部 

全 环 蛇 毒 神经 毒 的 镇 痛 作 用 起 效 较 慢 ，. 份 一 级 结构 。 动 物 学 研究 (增刊 )。2(4 ):27 一 

给 药 后 12 小 时 才 显 示 镇 痛 作 用 ， 而 且 只 能 维 全 
Lin SS, MC Huang and CY Lee, A study of 

cardiotoxic principles from the venom of 
持 72 小 时 ， 是 否 由 于 分 离 时 使 镇 痛 成 分 失 

活 ， 值 得 进一步 研究 。 由 于 使 用 剂量 不 同 ， Bungarus fasciatus (Schneider), Toxicon 

ARAN ALES TE ECB 13:189-196 (1975). 
金 环 蛇毒 经 分 离 得 到 6 个 毒性 组 份 ， 其 Lo TB. and HS . Lu, Toxic components in 

中 峰 8 为 心脏 毒 ， 峰 12、 my iA. 15, 1673 Bungarus fasciatus venom, Toxicon 17:106 

PRE, Mee ERR AEM, AS (1979). 
定 ， 神 经 毒 中 的 峰 12 与 13 在 可 遂 性 方面 有 微 Nickerson PA and V Kumar, Electron micros- 

小 差异 ， 峰 16 有 神经 毒 活性 ， 其 磷 酯 酶 A 活 copic studies of acetyl choline esterase from 

性 也 较 高 ， 尚 待 进 一 步 研 究 。 Bungarus fasciatus venom, Toxicon 12:83- 

84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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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ANALGESIC EFFECT OF THE VENOM OF 

Bungarus fasciatus AND ITS TOXIC COMPONENTS 

Xiao Changhua 

Chen Xilan 

Sum Xin Cai Jingxia 

Li Chaoda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venom of Bungarus fasciatus is 

separated through cellulose P11 column 

into 16 fractions,in which the distribu- 

tion of 6 enzymes, choline esterase, 

L-amino acid oxidase, proteolytic en- 

zyme, phosphodiesterase, phospholipase 

A and arginine esterase, is determined, 

The LD,, of 6 main toxic fractions, 8 and 

12-16, to mice imtra-peritoneally is 

given in table 1, Experiments on rat’s 

phrenic nerve-diaphragmatic muscle 

preparations and perfusion of isolated 

frog’s heart reveal that fractions 12-15 

have neurotoxic properties and fraction 

8 has cardiotoxic properties, It is dis- 

covered through electric stimulus that the 

analgesic effects on mice are produced 

not only by the neurotoxic components 

but also by the crude venom, which is 

more potent than each of ‘the neuro- 

toxic components and has a analgesic ef- 

fect that lasts as long as 120 hours, This 

is thought to be a coordinated effect of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crude venom, 

Therefore, the venom of B, fasciatus 

will be used for manufacturing a new 

efficacious analge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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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福建 圆 斑 星 蛇 的 恶性 肿瘤 

Klauber (1959) 和 Backhau (1963) 

曾 发 表 过 有 关 蛇 类 疾病 的 专辑 ， 主 要 介绍 蛇 

类 的 体内 寄生 虫 或 细菌 性 感染 疾病 。 国 内 所 

报告 的 蛇 类 疾病 中 ， 寄 生 虫 病 亦 占 多 数 ， 如 

徐 药 南 (1975) 记载 了 自 1931 一 1965 年 间 我 
国 科 学 工作 者 先后 发 现 寄生 于 蛇 类 某 些 器 官 

内 的 21 种 线虫 。 但 有 关 蛇 类 的 肿瘤 ， 适 今 

内 尚未 见报 道 。 最 近 几 年 来 ， 我 们 在 研究 毒 

蛇 生 态 过 程 中 连续 发 现 有 3 ieee MERE BG 

恶性 肿瘤 ， 兹 报告 于 下 : 

例 1〈 动 802 号 ) DEERE (CSR WAP) 
Vipera russelli siamensis Smith 雄性 ,， 全 

长 88cm, 1975 4E8H ISAK RIN M GA 

Ae, MA Bas, AAHE RK RB 

好 ， 同 年 9 月 16 日 偶尔 发 现 该 蛇 颈 后 约 10cm 

WA 侧 体 壁 内 有 一 肿块 。10 月 17 日 目测 肿 

块 明 显 增 大 ， 自 此 以 后 ， 该 蛇 就 不 大 活动 ， 

直至 11 月 8 日 死 于 洞 内 ， 解 削 时 发 现 肿 瘤 生 

长 于 颈 后 10cm 的 右 侧 体 壁 彤 ，， 瘤 呈 椭 圆 

形 , 周 围 有 出 血 , 瘤 的 外 侧 包 膜 尚 完 整 ， 但 内 

侧 包 膜 则 不 清 且 与 肋骨 粘连 ， 部 分 瘤 组 织 已 

WWE Aww. PB ADA4 x2.5x2cm, 

切面 呈 棕 红色 ， 质 软 易 碎 。 显 微 镜 检 查 见 瘤 

细胞 大 小 疝 一 致 ， 多 呈 梭 形 或 枯 圆 形 ， 核 呈 

卵 圆 形 ，， 核 膜 较 厚 ， 染 色 深 ， 胞 浆 有 的 较 

丰富 ， 呈 双 极 性 突起 ， 染 色 浅 红色 ， 但 有 的 

胞 浆 则 较 少 (图 版 下 )。 磷 钨 酸 苏 木 素 染色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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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明 显 横 纹 ,但 隐约 见 有 纵 纹 。Masson 氏 染 

色 大 部 分 瘤 细 胞 胞 浆 呈 红色 。 瘤 细胞 多 呈 弥 

漫 性 排列 ， 并 向 肌纤维 内 浸润 。 部 分 肌 核 亦 

明显 增生 。 瘤 内 纤维 间 质 较 少 ， 但 含 血 管 较 

多 ， 部 分 瘤 细 胞 有 明显 坏死 及 出 血 。 病 理 诊 

断 为 肉瘤 ( 肌 源 性 ? )。 

例 2 〈 动 828 号 ) PDE wER, MELE, Sk 

87cm (4K K 75cm, BK12cm), 19794 

饲养 于 蛇 园 中 ， 突 然 发 现 死 亡 。 解 剖 时 发 现 

在 胆 圳 附近 有 一 肿 物 ， 送 验 见 肿 物 大 如 荔 

NM, GRR, 表面 有 结 节 状 。 切 面 灰 自 色 

BEA WEAKER BD). BaP 

物 系 一 腺 癌 结 构 ， 癌 细胞 多 呈 立 方形 ， 一 部 

分 呈 低 柱状 或 扁平 状 ， 核 大 小 不 一 ， 形 状 不 

规则 ， 染 色 深 ， 胞 浆 多 呈 空 泡 状 ， 瘤 细胞 排 

列 成 腺 管状 ， 大 小 不 一 ， 腔 内 含有 坏死 脱落 

Hi, AP AY BR es SE BE Se (AH). PAS 

染色 瘤 细 胞 顶端 呈 强 或 弱 阳 性 反应 。 粘 液 染 

色 (一 ) 。 瘤 间 质 较 跤 松 ,部 分 癌 组 织 有 了 明显 坏 

死 。 在 癌 组 织 内 尚 见 若干 散在 的 炎症 性 肉芽 

肿 形 成 ， 中 央 呈 凝固 性 坏死 ， 偶 见 有 散在 钙 

盐 沉 着 ， 周 围 有 上 皮 样 细胞 或 泡沫 状 细胞 的 

浸 润 ， 再 外 为 增生 纤维 性 厚 包 膜 。 但 未 见 有 

寄生 虫 的 残 体 。 肿 瘤 包 膜 外 尚 见 有 一 小 部 分 

fA FE ZAR, 

本 文 于 1985 年 4 月 29 日 收 到 . 

WHC AR Cy Be OR BAB 



管 ) 伴 有 炎症 性 肉芽 肿 形成 。 

例 3 〈 动 992 号 ) 圆 斑 蚂 蛇 ，1982 年 切 在 

饲养 过 程 中 发 现 该 昵 喂食 后 有 了 呕吐， 不 久 即 

和 死亡。 解剖 时 发 现在 肝 下 端 附近 有 种 物 与 肠 

Ae, HbA BARR AaB. ARR LA 

MRPNBEK, RMI, BRR, FH 

有 一 薄 的 纤维 性 包 膜 。 切 面 灰 自 色 ， 质 中 度 

硬 。 镜 下 见 瘤 组 织 呈 腺 样 结构 ， 癌 细胞 为 立 

方形 ， 有 的 呈 扁 平 或 低 柱 状 ， 核 稍 大 小 不 

一 ， 染 色 深 ， 核 仁 明 显 。 胞 浆 较 臣 松 而 . 透 

明 ， 排 列 呈 腺 管状 有 的 腺 腔 呈 不 规则 扩张 ， 

有 的 腺 腔 呈 共 壁 现象 (图 版 信 )。 包 膜 外 见 有 

小 肠 辟 相连， 在 肠 粘 膜 一 处 见 粘 膜 下 胆 总 管 

LRA S RANA RAB TT, PAS fie 

eS LRRB MMR RAAR NM. HG 

AE BIA SLR, a 膜 未 见 恶 

要。 病理 诊断 为 胆管 瘤 。 

it it 
有 关 蛇 类 肿瘤 的 报告 多 见于 国外 ， 复 习 

文献 获得 19 例 ， 连 同 本 文 报告 的 共 得 22 例 。 

1934 年 Luck 报 导 11 例 疏 行 动物 肿瘤 中 仅 2 Bi 

发 生 于 蟒蛇 ，1 例 为 纤维 瘤 ， 另 1 例 为 卵 梨 

瘤 。1935 年 Ratcliffe 报 告 工 例 蛇 的 胰腺 癌 。 

19494E Luck#f Schlumberger 收入 了 让 行动 

物 肿瘤 21 例 ， 其 中 8 例 发 生 于 蛇 类 ，1 例 AR 

瘤 ，1 例 横 纹 肌 瘤 (Rhabdomyoma) 2 例 黑 色 

AM, APTANA I, Se, PR RIS 

fz, 196046 Wadsworth 报告 数 例 蛇 的 肿 瘤 

及 肿瘤 样 疾病 ， 发 现 南 美 两 种 毒蛇 (Moc- 

casin 和 有 attle) 中 分 别 发 生 鳞 状 细胞 癌 和 国 

形 细胞 肉瘤 。1965 年 Ippen 报告 他 解剖 500 

例 疏 行 动物 ， 其 中 蛇 214 例 ， 蜥 蝎 218 例 ， 铀 

18H, ve 5OP], fei 214 HM BHAA 

生 虫 病 者 151 例 (70.6%) 而 发 生 肿 瘤 者 仅 

有 1 例 为 纤维 瘤 (0.47 匈 )。1969 年 Frank 和 

Schepky 报告 1 例 南 美 大 蟒蛇 CEunetes) 患 

淋巴 肉瘤 。 原 发 于 肝 胜 ， 且 广泛 转移 于 脾 、 

Be. FEAR AAR A, 197246 Finnie 报告 1 

AED RE WEE CPython molurus) BRE Ale 

样 白血病 。1974 年 Lunger 等 报告 1 OH 
的 一 种 锦 蛇 CElaghen guitata) 患 横 纹 肌 内 

fg, 197442 Elkan# 1976 年 Frye 等 各 报告 

fl ZAR, AKI, EA scm 

疝 未 见 记 载 。 本 文 报告 3 例 均 发 生 于 福建 圆 

斑 星 蛇 ， 例 1 为 肉瘤 ， 瘤 细胞 分 化 差 ， 并 同 

肌 层 内 广泛 浸润 ， 明 显 死 于 恶 液 质 与 出 血 。 

例 3 为 胆管 癌 ， 镜 下 癌 细 胞 与 胆管 上 皮 有 互 

相 移 行 。 例 2 腺 癌 虽 未 见 与 胆管 上 皮 有 互相 

移行 ， 但 上 As> 染 色 及 粘液 染色 显示 与 胆管 上 

RANE MHI, MRA BS i ROR 

腺 。 

蛇 类 恶性 肿瘤 的 病因 ， 目 前 尚 不 明 瞳 ， 

1974 年 Lunager 等 报告 1 例 蛇 的 横 纹 肌肉 瘤 ， 

在 电镜 下 发 现 瘤 细 胞 中 含有 一 种 颗粒 ， 其 形 

态 类 似 乌 类 和 哺乳 类 动物 的 4 型 病毒 颗粒 。 

1969 年 Zeigel 和 Clark 在 峰 蛇 脾 内 发 现 有 产 

生 糙 液 纤 维 瘤 的 已 型 病毒 颗粒 。 可 DC AY 

RNA 病毒 与 蛇 某 些 肿瘤 的 发 生 可 能 有 密 切 

关系 。 本 文 例 2 的 癌 组 织 内 尚 发 现 有 炎症 性 

肉芽 肿 的 形成 ， 其 中 虽 未 找到 寄生 虫 ， 但 形 

态 学 上 很 似 蛇 类 线虫 所 引起 的 病变 。 肿 瘤 与 

寄生 虫 两 者 之 间 是 否 有 因果 关系 ， 目 前 尚 难 

断定 ， 但 我 们 认为 两 者 偶合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总 结 

本 文 首次 报告 3 例 福 建 圆 班 几 蛇 的 恶性 

肿瘤 ，1 例 为 肉瘤 《〈 肌 源 性 ?) 另 2 例 为 胆管 

瘤 。 其 中 1 工 例 腺 况 与 胆管 上 皮 有 明显 互相 移 

行 的 现象 ， 另 1 例 癌 组 织 内 合并 有 炎症 性 内 

菠 肿 ， 可 能 由 线虫 所 引起 的 。 有 关 蛇 类 肿瘤 

的 病因 略 加 以 讨论 ， 是 否 与 病毒 有 关 尚 符 进 

— B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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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GNANT TUMOURS OF Vipera russelli siamensis FROM FUJIAN 

(Plates VI) 

Xiao Yushan Shi Pu Tang Ruiwen 

(Fujian Medical College) 

This paper reports three cases of 

malignant tumours of Vipera russelli 

siamensis found in Fujian, One case 

is diagnosed as sarcoma where the ab- 

normal cells are poorly differentiated 

and infiltrate extensively into muscu- 

lar tissue, A second case is diagnosed 

as adenocarcinoma with a co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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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inflammatory granuloma due 

probably to infection by nematodes 

though no parasites are observed, The 

last case is diagnosed as cholangiocar- 

cinoma in which mutual transfer of 

abnormal cells and epithelial cells can 

be observed,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报 ”1986 年 8 月 ，5(3):，217 一 222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扬子 鳄 初 生 幼 鲁 在 人 工 饲 养 

条 件 下 的 生长 

张 正 东 THE REE 

(BB 1D Fs RT FH Dy) 

NS 
N 唐 

(安徽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要 查 明 野生 幼 句 的 生长 情况 十 分 困难 。 

国内 一 些 单位 曾 对 杨 子 旬 初 生 幼 名 的 饲养 作 

了 观察 ， 例 如 安徽 师范 大 学 陈 壁 辉 副教授 曾 

在 研究 中 心 作 过 观察 ， 还 有 上 海 动 物 园 和 宁 

流动 物 园 等 。 但 由 于 他 们 侧重 于 对 杨 子 名 的 

人 工 繁 殖 作 概括 报导 ， 观 察 时 间 较 短 ; AS 

时 可 供 观 察 的 幼名 数 量 很 少 ， 使 用 的 饲料 亦 

各 不 相同 。 我 们 利用 杨 子 乌 繁殖 研究 中 心目 

“前 的 条 件 ， 对 幼 鲁 最 初 阶段 生长 作 了 重点 观 

察 ， 以 期 提供 一 点 资料 。 

材料 

KE OPE 198445 RE ays, 28a 

追踪 观察 后 随机 选取 340 条 。 其 中 一 部 分 是 

人 工 繁殖 的 ; 另 一 部 分 由 野生 铝 蛋 黎 得 。 但 

两 者 的 亲本 均 为 安徽 省 宣 城 地 区 所 产 。 

研 究 

实 验方 法 

1. 实验 期 间 鲍 部 幼 名 均 饲 关 于 室内 ， 

温度 控制 在 30C 1°; MINH AHP eS 

室 ， 温 度 保持 在 107 士 ] ， 湿 度 为 95 匈 。 

2. 全 部 幼 乌 分 两 大 组 ， 人 工 繁殖 的 为 

“家 产 组 ” COLE PHL) ;野生 95 AIRE 

出 的 为 “野生 组 ” 〈 以 下 简称 欠 组 ) 。 即 : 

HA n=262; Wi n=78, WA BIL 

Be EGY BO P/N EX Ba 2S te ZEROS ted Fe 

A, #ARA-—K, MKIK, oR 

取 食 量 ， 并 根据 各 小 区 的 取 食 量 计 算 两 大 组 

的 平均 饲料 消耗 量 。 视 取 食量 的 变化 决定 称 

量 日 期 。 

3, 整个 实验 期 分 成 三 个 阶段 ， 越 冬 前 
的 饲养 期 (117 天 六 越冬 期 (82 天 ) 越冬 后 

饲养 期 (63 天 )。 饲 料 种 类 均 为 乌 鲁 〈Dphio- 
cephalus argus Cantor)。 由 于 担心 越冬 时 

翻动 幼体 会 有 不 良 影响 ， 故 不 作 测量 而 仅仅 

调节 和 记录 温 湿 度 。 

4, 以 上 述 三 个 阶段 为 基础 ， 分 期 测定 

两 组 的 体重 、 全 长 、 躯 长 、 尾 长 及 饲料 消耗 

诸 因素 ， 作 组 间 和 组 内 比较 。 越 冬 期 只 在 开 

始 和 结束 各 测 一 次 。 

5, 幼 鲁 于 8 月 底 至 9 月 初 肚 出 ， 本 实验 

未 考虑 旷 出 日 期 的 前 后 差别 ， 均 在 9 月 15 日 

EAH ES, M-B@M9 月 20 日 为 饲养 起 点 : 

Teta. Fe Healy Be Ps BEE aA Bee) FE UES, 
参加 观察 的 还 有 架 宝 东 ， 乔 育 德 、 朱 先 发 、 张 华 良 
四 同志 ， 在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6 年 1 月 27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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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采 

1. 初始 体重 允 组 昌明 显 高 于 理 组 ， 但 

这 种 差异 在 饲养 的 最 初 32 天 即 被 旦 组 赶 上 。 

以 后 直至 越冬 两 组 的 平均 体重 始终 你 持 在 相 

似 水 平 上 ， 丈 组 的 第 一 次 生长 高 峰 出 现 得 较 

晚 ， 持 续 时 间 较 长 。 两 组 在 越冬 前 的 另 一 次 

生长 高 峰 均 出 现在 第 84 一 91 天 。 越 冬 后 两 组 

的 生长 高 峰 期 都 在 恢复 饲养 后 的 第 36 一 44 

天 。 两 组 越冬 后 的 饲料 效率 均 低 于 越冬 前 。 

(BARR) 

表 2 ”两 组 幼 鳄 在 越冬 前 和 越冬 后 取 食 量 与 增 重 的 关系 

RB 组 别 PORTE 平均 累计 取 食 量 (g) ”两 组 取 食 差异 之 ! 值 检验 “饲料 效率 备 : 注 
(g) 

Se ee 
H 31.230 131, 695:E11529 t=18.084> to.01,00 1g Eee 

起 冬 前 104.223 士 12.580 ole ue W 27.962 rot ee 一 2.576 26.8% sf 
(93.2—122) 重 为 准 。 

ie 41958 BB a2? teste t=T,606> to.01,00 13.0% (2) 已 测 得 乌 鳃 肉 合 
越 = 88.661+0.101 6610. Ly pe , 量 关 835 W 12 Aah (88. 488.7) 2.576 14.0% IKEA 83% 

Pea eee n——202- Wao n=78 

表 5 两 组 幼 鳄 全 长 变化 的 测定 比较 

2 ed ee hee 前 7 Noss a 冬 局 | 

项 目 9 月 20 目 ，10 月 22 日 -11 月 19 目 12 月 13 目 12 月 27 目 1 月 15 日 | 4588 5 月 14 日 6 月 10 日 

2 0 32 天 Bie? = Bie 98K 117% 0 8K 6K 

O95 69. 284.19 2470. 247/95 254.00; 257.69 | 25541 264558 274.16 
X (mm) 

220.66 225.75 241.62 250.89 258.35 259.56 | 258.61 267.56 280.39 
全 a a eae fee ns 

Ls H NER Men VERO feo ae aa palo Tonk O19) BE Hi 86 wc ARG, “1s t5 
mine 

长 W T92'' | e086: Wp OFS) 1GRSO 12558 “hecie 17.86. AT Se. © 19.47 

=e om 4 HH 180-257 190—266) 223-277 2238-285 224-297 220-292 | 222—285 233—298. 242315 

(mm) W  195—238 195—248 212—259 225—278 230—291 232—287 | 233—294 240—313 245—338 

本 期 平均 总 增长 H 8.56 19,41 0.35 6.05 Fa ena 9.27 9.78 

(mm) W 5.09 15.87 9.27 7.46 1,24 —0.95 8.95 12.83 

本 期 平均 日 增长 量 五 0.267 Hse OO O452)< 05kgi | —0.030) 0.257 02362 

(mm/His) W 0.159 0.566 0.386 0.532 0.058| —0.011 0.248 0.475 

a. ie »n=—262; WZ n=T8 

2. H37AHT ST LBMDBeAKRN 标 系 中 形成 曲线 ， 制 成 图 1， 以 比较 其 异同 。 

历次 测定 值 。 数 字 表 明 : 它 与 表 工 的 体重 变 

化 一 样 存在 着 波动 ， 并 且 经 过 越冬 略 有 减 

多 

3. 将 表 1 工 中 两 组 各 期 的 增 重 值 与 表 3 

所 列 两 组 在 各 期 的 平均 日 增长 量 ， 在 同一 座 

(为 作 图 方便 ， 将 增 重 单位 改 成 “mg/ 日 ”; 

将 长 度 单 位 改 成 “mm/ 日 Xx1000”) 
4. 以 越冬 前 117 天 饲养 作为 一 个 阶段 ; 

越冬 后 63 天 饲养 为 另 一 阶段 。 取 两 组 体重 、 

全 长 、 躯 民 和 尾 长 的 初始 值 和 最 终 值 作 组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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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A 

Rl 
a eine 

GRRE: abe X /000 

组 越 冬 前 越 后 

了 = PT Th | aa cae ree aa ee) Ea, F : irene 开始 越冬 i & Hi 2 实验 结束 
i 9H 20H 1 月 15 目 Ai 8H 明 10 日 

z(g) H 20.552 51.782 45, 654. 59.650 

体 W 23.025 50.987 AG. 230 61.291 

a reer ae 1 2.519 2.393 2.768 
oe 3 Es 
化 W 1 2.214 2.132 2.547 

值 8.151 134 2110 3.684 

eee H 22.563 25.763 25.511 27.416 

全 W 22.066 25.956 25.861 28.039 

ae ee: Al 1 1.141 1.130 1.215 
长 2H 长 Sa 

as, W 1 1.176 LATt ie 270 
ae <i Bessie 4 0.102 0.110 ‘0.1 133 
化 W 0.139 0.163 “0 “167 

t 值 2.603 1.198 2.014 3.027 

(cm) H 6.648 [214 7.415 7.828 

Hk W 6.407 7.388 7.623 8.062 
~ G of 4 

a WK /ZeK: H 29.467 28.23% 29.06% 28.55% 

化 W 28.97 % 28.46% 29.43% 28， 15% 

t 值 5.183 2.298 2.834 3-900 

z(cm) H 12.204 13.530 13.492 14.101 

ie W 11.207 13.648 13.766 14.416 

me 。 尾 长 /全 长 H 54.08% 52.51% 52.88% 51.43% 

MK, W 50.78% 52.58% 53.23% 51.41% 

t 值 7.420 1.463 .502 2.604 

YE; to.o05,0O=1,960 

Ha: 

to.01,0O=2.576 

n=262; W 2H: n=T78 

分 析 〈 见 表 4), FER PRG, Bee ABN 

增长 率 : 所 组 为 初生 体重 的 2.768; WAN 

2.547。 两 组 的 体 长 增长 率 分 别 为 初始 长 度 

220 

的 1.215 和 1.270。 生 长 速度 极为 缓慢 。 

两 组 取 越 冬 开 始 和 结束 这 两 点 作 各 

因素 的 自身 单 因 子 比 较 结果 见 表 5。 



表 5 ”两 组 幼 鳄 在 越冬 开始 和 结束 其 自身 体重 及 长 度 诸 因素 之 变化 
eae ae 

项 A x ee ae >(x—*)2 | 和 1 一 元 ?| WE 但 

体 H 组 越冬 前 51.782 十 5.592(40 一 63.5) 8162.600 6.128 13.147 

Es mm 2a 45.654+5.063(37—61.5) 6692. 990 

iv ae 越冬 前 50.987 士 4.846(38 一 64) 1808.988 
组 4.757 6.415 

越冬 后 46.230 士 4.403(39 一 59 ) 1492.847 

& Hy @% i 2516011 .226(22.2—29.2) 392.509 0.252 2 390 

th & 后 25.511+1.186(22—28.5) 367.598 

越冬 前 25.956 十 1.319(23.3 一 29.4) 133.992 

fp VA wes 25.861+1.786(23.2—28.7) 245.765 0.095 eam 

长 RK HA 越冬 前 2174 二 0369(6.3 一 8.4 35.704 0.141 3.234 
越 & 后 7T.415 士 0.600(6.4 一 8.5) 94.239 

Pe 越冬 前 7.388+0.430(6.3—8.2) 14.260 bai she 

3 = 越冬 后 7.621 十 0.411(6.9 一 8.8) 13.013 ; ; 

i oB@ Aw EG 13.5302-0.711(11.6—15.9) 131.956 0.038 0.620 
越 冬 后 13.492+0.689(11—15.3) 124.145 

eae 越冬 前 13.648+0.778(12.1—15.1) 46.715 ie eee 

= @ & JG 13.766-+0.821(11.8—15.6) 52.014 ; 

HE: (1) H#hn=262, Vito.os,0okto.o1, COIS; W2An=78, Vito.os, T6=1.990Mt0.01, TO=2.63543%%. 

(2) 表 中 “越冬 前 ” 即 为 1 月 15 日 的 测定 值 ; 

1. 虽然 在 饲养 初期 及 组 的 高 增长 期 出 

现 较 早 ， 生 长 量 也 高 于 允 组 ; 但 最 初 32 天 中 

是 鸣 人 饲料 效率 ，W 组 却 高 于 瑟 组 .这 一 矛盾 情 

锅 是 因为 W 组 的 初始 体重 中 尚 包 含 着 相当 

RAYON Te, Alii ae RW EN ee Fe EB 

分 来 自体 内 ， 遂 形成 取 食 量 低 ， 饲 料 效率 

mis 而 也 组 的 此 种 条 件 显然 和 还 于 W 组 ， 所 以 

进入 高 取 食 和 高 增长 期 。 

2. 根据 表 1， 初 生 幼 鳄 在 越冬 前 的 两 

次 高 增长 期 中 ， 所 组 增 重 分 别 为 482mgy/ 日 和 

534mg/H; W 组 分 别 为 418mg/ 日 和 689mg/ 

日 。 在 高 生长 期 饲料 效率 亦 相 应 地 高 。 证 明 

BC ee tal BLAS ED FS Sh Se YW AE te TREE 

AY. AB Eb Ky Ded AY 11 Bh BS Kr] 

养 的 平均 增 重 。 这 可 能 由 于 饲料 不 同 影响 了 

取 食 量 和 消化 能 力 ， 但 批量 饲养 亦 显 然 不 同 

于 11 条 的 饲养 。 

越冬 前 第 77 天 测定 值 中 两 组 显示 负增长 

7e 59) 8576114208 212A 6 A Sa ee 

“越冬 后 ” 即 为 4 月 8 日 的 测定 值 。 

发 生 一 次 疾病 有 关 (在 全 部 473 hse HK 

病 数 达 331 条 ， 且 家 产 幼 鳄 病情 较 重 )。 若 不 

发 生 疾 病 ， 幼 乌 在 越冬 前 可 能 有 一 个 持续 的 

高 生长 期 。 

3. 越冬 后 两 组 于 5 月 20 日 以 前 生长 较 

好 。 而 5 月 28 日 测定 值 表明 生长 较 差 。 乃 是 

因为 -5 月 20 一 25 日 出 现 了 连续 高 温 ， 室 内 虽 

用 风 局 加 喷 水 降 温 ， 仍 形成 6 一 8 小 时 的 327 

ee, Ses Ea FE. LAA oy BS HT 

气候 因子 是 敏感 的 。 但 越冬 前 第 98 天 测定 ; 

W 组 出 现 负 增长 ， 瑟 组 正常 。 此 一 差异 原因 

AS HA 

从 整个 实验 期 来 看 ， 表 2 反映 的 越冬 前 

后 两 组 在 饲料 效率 上 出 现 的 共同 差别 ， 可 能 

亦 为 这 两 时 期 的 气候 因素 之 差异 造成 。 因 前 

者 由 夏 入 冬 ， 室 内 小 气候 易 调 节 而 较为 适 

宜 ; 后 者 却 正好 相反 

4, 初生 幼 名 的 企 长 和 体重 没有 正比 关 

系 。 但 在 其 后 的 饲养 中 ， 长 度 的 增长 渐次 与 

体重 的 增长 形成 一 定 比 例 范 围 。( 人 参看 表 1 和 

表 3 ) 

5. 以 图 1 的 曲线 可 见 ， 当 增 重出 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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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时 ， 长 度 曲线 下 降 ， 增 重 处 于 低 值 期 时 ， 

长 度 曲线 形成 高 峰 。 这 种 相间 现象 说 明 体重 

和 体 长 的 增长 是 不 同步 的 。 
6. AAD RT PBR BRAKE. 

7. RSOWARMEKFILRN, WA 

经 过 越冬 体重 明显 减少 ， 全 长 亦 相应 下 降 ， 

经 t 值 检验 有 效 ; WAAR BME 

(t 值 检验 有 效 )， 其 全 长 在 数值 上 虽 有 所 下 

降 ， 但 t 值 表明 只 在 误差 范围 。 这 至 少 可 以 

说 明 : 

a, 两 组 经 过 越冬 ， 体 能 消耗 而 体重 下 

降 ， 只 是 电 组 的 消耗 量 KW 

D, BARRE eS iGaA LS 量变 化 有 

关 ， 但 其 变化 率 始终 是 极 小 的 ， 

FY HF al. 

8. 将 表 5 中 长 度 诸 因素 作 组 内 比较 时 

BM: 

a, 及 组 在 越冬 后 全 长 减少 (tto.os;,co ); 

Ak KIMI (t>to.o1,co), MEK (t< 
to.051C°). 

b, 机 组 在 越冬 后 全 长 无 明显 变化 Ct 
<to.o5, 76); HR 9 I Cota, 16) ie 

长 亦 无 明显 变化 (t<tuos,76)。 
这 种 奇特 现象 的 出 现 只 有 一 种 可 能 ， 越 

冬 期 幼 嫩 诺 干 部 的 腹 甲 〈 也 许 背 甲 也 如 此 ) 
仍 在 增长 而 其 他 部 分 的 甲 片 有 所 缩小 。 (〈 因 
为 躯干 长 度 的 测量 是 以 腹面 前 胸 肩 甲 部 第 一 
排 甲 片 的 前 缘 至 肛门 后 端 为 准 ) 但 这 种 推测 
尚 待 以 实验 来 证 实 . 

参 考 文 南 
陈 壁 辉 等 ， 杨 子 鳄 的 人 工 繁 殖 

PIE TT Dy FZ IR3(2), 49—54(1984) 

PCS. Pe SRBEAMIR 

Pile hy FiR2(4); 72—74(1983) 

谢 祖 培 等 ， 杨 子 鳄 的 人 工 繁殖 

野生 动物 (4)，47 一 51(1984) 

THE GROWTH RATES OF YOUNG CHINESE ALLIGATORS IN CAPTIVITY 

Zhang Zhengdong Ding Jiren Zhao Yaozong 

(Anhui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Alligator Reproduction) 

Pan Hongta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rowth rates of 340 young allig- 

ators were observed through 262 days, 

hatched 

rom wild eggs and domestic eggs in the 

These young alligators were 
f 

man-made hatching room, There are 262 

animals in the domestic group and 78 in 

the wild group, The experiment is divided 

to 3 periods: prehibernation (117 

days), hibernation(82 days) and posthi- 

bernation (63 days), The animal was 

fed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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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in,g 

1, The growth rate of body weight 

of the domestic group is 2,768, and the 

wild group is 2,547, 

2. The growth of weight is inters- 

paced with the growth of length, 

3. The increase of weight is affe- 

cted significantly by climate and disease, 

but the increase of length is not, 

4s (The lene th. hiss still 

increased in hibernation, 

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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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栖 纲 寄生 吸虫 中 肠 属 一 新 种 

和 孙 希 达 

(杭州 师范 学 

中 国 两 栖 类 的 寄生 吸虫 ， 过 去 能 大 任 

(1924). J th 3(1941,1959) ,  KoE( 1963, 

1974), 2 a ac, PS (1978), HE eK 

(1980), #142(1983) YEA 4E, SK Sl] ve (1986 ) 

等 先后 发 表 了 研究 报告 ， 但 对 有 尾 两 栖 类 的 

FPR BA Ve OI, LIAR AR Rie. 

我 们 于 1985 年 5 AEN KK, ails 

自然 保护 区 两 栖 类 吸虫 进行 了 调查 研究 ， 在 

肥 晤 指名 亚 种 的 小 肠 中 得 到 30 个 吸虫 标本 。 

经 鉴定 为 中 肠 科 (Mesocoliidae) 中 肠 属 

(Mesocoelium) 一 新 种 。 模 式 标本 保存 在 

杭州 师范 学 院 生 物 系 动物 教研 室 。 量 度 均 以 

茵 钙 为 单位 。 现 将 新 种 描述 如 下 : 
浙江 中 肠 吸 虫 Mesocoelium zhejiangensis 

新 种 〈 图 1) 
ae Az, EW YE 4% Rh pachytriton brevi- 

pes brevipes 

分 布地 点 : Sait BARPE, 

APA THR: 根据 10 个 标本 。 体 呈 长 棱 

形 ， 中 间 宽 ， 两 端 钝 圆 为 1.96 一 2.31X 

0.56—0.78, Kama, 2752] BAAR 

it, GRA Vik, 70.213—0 241 

X0,199—0,256; AIMEE AN, 114—0,142 x 

0.085—0.142, BRERA ENTORE, fi 

TRWI/3Z2)a, ORAZ A1.8:1, 咽 

短小 ， 为 0.057 一 0.114Xx0.057 一 0.128， 食 

着 较 细 长 ,长 0.142 一 0.270。 育 肠 粗 短 , 达 摆 

AMA, BASIL. BAILA, WK 

江浦 珠 

院 生 物 系 ) 

或 稍 带 斜 角 排列 于 腹 吸 盘 的 两 侧 ， 右 而 丸 为 

0,128—0,157X0,099—0.157, A @AW 

0,128—0,150X0,114—0,156, StL KF IK 

吸盘 。 阴 茎 囊 位 于 肠 分 叉 与 腹 吸 盘 之 间 ， 呈 

得 酒 瓶 状 ,为 0.198 一 0.213 x0.056 一 0.071， 

生殖 孔 开 口 于 肠 分 叉 的 上 缘 。 卵 梨 位 于 右 墨 

IZA, BBG, A0.142—0.165 x 0,156 

—0.165, ATER. ZRBEBRZAR, A 

0.114—0.119, M@FPR Ze. BRAT 

Sta Z fl, SNARE VRIK, ATR 

后 缘 至 肠 支 末端 ， 不 超过 育 肠 ， 分 布 于 体 之 

两 侧 ， 左 中 线 不 相 接 。 子 宫 卷曲 在 卵 梨 之 后 

的 后 体 部 ， 从 左 侧 盘 曲 下 降 到 体 之 后 端 ， 再 

从 右 侧 上 升 到 受精 吉 处 ， 横 向 左边 ， 到 左 尝 

ALM At HSK, BMA BIN AA LF SBA 

蔡 宫 平行 到 生殖 孔 处 。 排 泄 囊 管状 ， 在 前 端 

分 成 二 个 短 辟 。 罗 为 橄榄 形 ，0.045 一 0.052 

x 0,024—0, 031, 

讨论 : 到 目前 为 止 ， 中 肠 属 (MesocoeL- 
ium Odhner, 1910) 的 吸虫 ， 除 长 形 中 肠 

Wt Mesocoelium elongotum Goto et Ozaki, 

1929 外 ， 其 它 种 类 的 肠 支 末端 与 卵黄 腺 都 超 

图 1 浙江 中 肠 吸 虫 ， 新 种 
Mesocoelium zhejiangensis,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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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田 丸 。 新 种 的 肠 文 末端 与 卵黄 腺 也 不 超过 

AL, SRB HM, efonrgotuz 相 似 。 

现 将 新 种 与 长 形 中 肠 吸虫 比较 如 下 : (WR) 

从 表 中 可 看 出 ， 浙 江 中 肠 吸 虫 M. zhej- 

;019e1SiS 体 呈 梭 形 ， 中 部 最 宽 。 食 道 较 长 。 

卵巢 大 于 办 丸 。 卵 黄 腺 在 中 线 不 相 接 。 卵 较 

大 等 ， 可 区 别 于 相似 种 长 形 中 肠 吸虫 将 . 
‘ elongotum 

新 种 与 相似 种 的 比较 〈 单 位 : mm) 

ke wm mR 里 

| 日 本 标 本 中 国 标 本 

i) OB 圆 fa Ie in fal 形 “en 形 

长 与 帘 1.78—1.82X0.42—0.45 1.2953. 71X 0.524—0..824 1.96—2.31X 0.55—0.78 
口 吸 tt 0.22—0.25 0.194—0.3110.203—0.297 0.213—0.241 X0.199—0. 256 
AE 吸 盘 0.17 0.149--0.189X0.135—0.189 0.114 一 0.142X0.085 一 0.142 
和 长 0.11 0.054—0.176 0.142—0.27 
= ft 0.10—0.142X0.07—0.09 0.176—0.243X 0.149—0.227 0.128 一 0.157X0.099 一 0.157 
DOE 0.10—0.11 0.096—0.189X1.108—0.157 0.142—°. 165X 0.156—0. 165 

NF SEAL NF 8 大 于 睾丸 
卵黄 腺 中 线 相 接 中 线 相 接 中 线 不 相 接 

外 0.04 一 0.043X0.025 一 0.027 0.035 一 0.043X0.027 一 0.029 0.045 一 0.052X0.024 一 0.031 
# 山口 佐 促 记述 具体 大 小 为 2.35 一 3.2X0.5 一 0.6mm， 卯 0.036 一 0.051X0.024 一 0.028mm 。 

* 中 国标 本 根据 潘 炯 华 、 张 剑 英 的 标本 。 

参考 MX 献 

汪清 钦 ， 和 福建 几 种 两 柯 疏 行 寄生 吸虫 ， 福 建 师 大 学 

报 (自然 科学 版 ) C1), 81—92(1980) 

汪 溥 钦 ， 福 建 火 水 鱼 类 寄生 吸虫 的 一 些 新 种 记述 。 

福建 师 大 学 报 (BARBER) (2), 81 一 
90(1981), 

. alse, 广东 两 栖 类 寄生 虫 的 研究 。 下 、 

有 尾 两 栖 类 一 种 中 肠 吸 虫 Mesocoelium 的 

记述 。 两 栖 候 行动 物 学 报 5 ( 1 )，40 一 41 
(1986) 

Yamaguti S: synopsis of digenetic trematodes 

of vertebrates, Tokyo, Japan(1971) 

%*KUBOTHHX UM CxpaOoun, K VW: Tpemarogu 

qemopera, Tom 16(1959), 

A NEW SPECIES OF MESOCOELIUM 

PARASITIC iN AMPHIBIAN 

Sun Xida 

(De partment 

Jiang Puzhu 

of Biology, Hangzhou 

Normal College) 

Abstract 

A new species of Mesocoelium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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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in the small intestine of Pachytri- 

ton brevipes collected from Wuyan Lin, 

The type 

Specimen are kept in the Depart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Biology, Hangzhou Normal College, 

Mesocoelium zhejiangensis sp. 

(fig. 1) 
Diagnosis: This species closely rese- 

nov, 

mbles Mesocoelium elongotum Goto et 

Ozaki (1929) in the 

both caecum and vitellaria,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distinctly, The body of 

arrangement of 

the new species is spindleshaped; the 

esophagus length is longer and the eggs 

are larger than the Mesocoelium elongo- 

tum; the ovary is bigger than the testes, 

the vitellstis 

median line in the front of testes, 

does not contact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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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Karyotype of Rhacophorus gongshanensis 

CAR VID 

国外 自 30 年 代 (Sato, 1934) 开始 ， 已 对 多 种 
树 蛙 进行 了 染色 体 的 研究 。 我 国 此 项 工作 开展 较 
晚 ， 远 今 仅 对 树 蛙 科 (Rhacophoridae) 个 别 种 类 
进行 了 人 研究。 本文 报道 贡 山 树 蛙 开 pocobpporus gon- 

gsSpane1sSts 细 胞 染色 体 的 组 型 ， 

材料 与 方法 

标本 于 1981 年 采 自 云南 保山 县 高 黎贡山 东 坡 ， 

当时 仅 获 1 肉体 。 后 被 杨 大 同等 〈1984) 鉴定 为 树 

蛙 科 一 新 种 一 一 贡 山 树 蛙 。 

染色 体 标本 制备 基 本 按 John D, Haertel 等 

(1974) 方法 ， 亦 作 了 一 些 修 改 。 剪 去 活 标本 的 右 

后 肢 跃 骨 后 端 ， 然 后 用 60 闪 白炽 灯 照 射 ，48 小 时 后 

注射 秋水 仙 素 ， 再 继续 照射 。 经 上 述 预 处 理 后 取出 

四 肢 长 骨 ， 将 骨 上 散 冲洗 于 0.8 锡 Locke'“s 溶 液 中 ， 余 

下 的 步骤 同 原 法 。 

WEARER ERED RA, SWAN 

W (RAK OCH Me, 1981) 相同 。 

RS 

对 77 个 分 散 良 好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进行 观察 后 计算 

分 析 结 果 ( 见 表 1 )， 确 定 贡 山 树 蛙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 

目 为 26， 选 择 10 个 中 期 分 裂 相 进 行 测量 统计 ， 得 出 

各 对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 着 丝 粒 位 置 ( 见 表 2)。 

根据 染色 体 的 大 小 可 分 成 A、B、C 三 组 IA 

版 亚 及 图 1)。 

Ad, NOI—NO4, 4 对 大 型 染色 体 ( 相 对 长 度 

100)。 包 括 2 对 中 部 着 丝 粒 (如 1， 了 现 4)，2 对 中 部 或 

WHA 42 7(NO2, N03). S81 对 染色 体 最 大 . 

B 组 ， 退 5， 仅 有 1 对 中 型 染色 体 ( 相 对 长 度 > 

1 ， 贡 山 树 蛙 骨 散 细胞 有 丝 分 裂 中 期 染色 体 的 
模式 图 

80，<<100)， 为 中 部 或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 

C24, NO6—N013, 8X} )WRAKCA REC 

80), TA AH MM a4e WiC NO6—NO12), Hr Bexm 

第 9 对， 第 10 对 和 第 11 对 染色 体 彼此 很 相似 , .难以 

区 别 ， 第 13 对 为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位 置 ， 为 全 部 染色 体 

中 最 小 的 一 对 。 

贡 山 树 蛙 细胞 的 染色 体 分 为 中 部 着 丝 粒 位 置 和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位 置 ， 染 色 体 组 的 简 式 为 10m 十 3sZ， 

总 臂 数 N . 上 .三 52。 观 察 中 未 发 现 与 性 别 决定 有关 

的 异性 染色 体 。 

根据 Laurent(1951)》、Liein(1970) 等 人 的 见解 ， 

树 蛙 科 Rhacophoidae 被 分 为 两 个 科 ， 分 布 于 东方 
的 为 Rhacophoridae， 非 洲 的 类 型 为 再 yperoliidae 

本 文 于 1985 年 12 月 16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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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贡 山 树 蛙 二 倍 体 染色 体 的 观察 统计 

入 性 “观察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 

Be Bl Erie et 99 95 th wie! eet is 

1 2 gr 1 76 

sees Ti 1 76 

占 观察 细胞 总 数 的 多 1.3% 98.7% 

表 2” 贡 山 树 蛙 染色 体 相对 长 度 和 着 丝 粒 指数 

3 染 相对 长 总 : 着 丝 粒 指数 色 色 
体 体 染色 体 类 型 
分 编 
组 号 平均 值 标准 差 .平均 值 标准 差 

1 143.66 十 5.13 39.84 士 1.96 m 
2 130.17 十 5.40 36.11 士 3.15 sm 

A 3 117.27 +5.45 35.77 士 3.43 sm 

4 106.04 十 5.62 39.62 +2.03 m 

B 5 93.21 +6.64 40.37 +3.25 m 

6 65.22 +4.49 40.47 +2.46 m 

7 59.77 +2.81 43.06 +3.00 m 

8 55.91 十 3.46 40.43 +2.71 m 

9 53.12 +1.90 42.93 +3.90 m 

C 10 48.66 +2.12 43.58 +3.09 m 

11 46.40 十 2.54 44.27 +2.74 m 

12 41.95 +3.44 45.01 +3.01 m 

13 38.63 +3.70 34.08 十 1.86 sm 

4: 1. 相对 长 度 : 〈 每 条 染色 体 长 度 / 单 倍 体 染 色 体 
总 长 )X1000 

2. 着 丝 粒 指数 : 〈 短 臂 / 染 色 体 长 度 )X100 
3. 染色 体 类 型 50 一 37.5m ，37.5 一 25.0sm， 

在 Rhacophoridae 科 中 ， 产 于 日 本 的 Rhacophorus 

Schlegelii (Okumoto，1977)、 分 布 于 爪 蛙 和 中 国 

pH X AYR, Leucomystax (Morescalchi et al.， 

1970a， 李 炳 华 等 ，1983) 等 种 类 ， 其 染色 体 数 均 为 
2n 一 26;， 在 蔬 yperoliidae 科 中 ， 既 有 染色 体 数 2n 王 

26， 如 东非 的 Hyperolius argentovittis (Mor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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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hi, 1968), haf fK # 2n—=—24, ones dE A 

Hyperolius Kassinawealii(Morescalchi et al,, 

1970) 等 两 种 核 型 。 

在 染色 体 数 2n0 三 26 和 2n=24 这 二 个 核 型 式 之 

间 ， 正 好 相差 一 个 罗 伯 逊 〈Robertsonian) 移 位 。 

有 学 者 认为 2n 一 26 的 ， 可 能 是 树 蛙 科 染色 体 核 型 的 
基本 式 。 生 活 在 非洲 的 树 峙 种 类 所 具有 的 二 种 核 型 

式 , 其 发 生 是 一 致 的 , 具 2n=24 WERE 2n=26 
这 个 树 蛙 科 核 型 基本 式 的 (Alessandro Morescalc- 

hi，1973)。 本 文 观察 的 贡 山 树 蛙 具 2n= 26 核 型 基 ， 

本 式 。 虽 然 树 蛙 科 大 多 种 类 均 为 2n=26， 但 是 其 间 

存在 一 些 差异 ， 尽 管 有 些 种 类 差异 很 小 。 页 山 树 星 

同 已 知 的 种 类 存在 明显 差异 ，1) 页 山 树 蛙 具 4 对 大 

型 染色 体 ，1 对 中 型 染色 体 ， 而 在 已 知 的 Rhacoph- 

oridae 科 种 类 中 没 观察 到 中 型 染色 体 ， 它 们 或 有 具 5 

对 大 型 染色 体 (Rhacophortus dennysi)， 或 具 6 对 

大 型 染色 体 (Rhacophorus Leucomystax)。2) 贡 

山 树 蛙 8 对 小 型 染色 体 均 未 发 现任 何 标志 性 特征 。 

在 这 点 上 ， 多 数 人 主张 次 红 痕 亦 可 作为 树 蛙 染色 体 

有 效 的 形态 学 特征 (Bogart，1968; 李 树 深 等 ， 

1981， 陈 文 元 等 ，1983)， 不 少 人 也 观察 到 这 一 现 

象 ， 如 R hacophorus schlegii 的 第 7 对 染色 体 长 F 

LEARN 4 痕 (Hitoshi Okumoto, 1977), 

大 树 蛙 (Rhacophorus dennysi) 的 第 7 TAK 

的 长 臂 远 端 具 随 体 。 由 于 地 理 上 的 隔离 和 生活 环境 

不 同 ， 以 及 生殖 上 的 完全 隔离 ， 虽 然 树 蛙 类 二 倍 体 

染色 体 数 都 为 26， 但 其 间 差 异 仍 明 显 。 页 山 树 蛙 所 

显示 出 的 与 其 它 树 峙 的 这 些 差 异 ， 可 能 与 它 生活 在 

横断 山脉 这 一 特殊 地 区 有 密切 关系。 

HOA RRR 

(中 科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Yang Wenming Wu Guanfu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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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 HY Fe ER A FE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 of Bombina maxima 

Wwe (Bombina)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研究 ， 

国外 已 有 三 个 种 的 资料 报道 ;国内 姜 书 庭 等 《1984) 

IRI TRATES CB. orientalis) Wy ak 组 

型 ， 但 无 详细 的 核 型 分 析 资料 。 而 大 BE OCB. 

maxima)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国 内 外 阁 今 未 见报 道 。 

MHA BK 

Sc us FAA RES fs Bombina maxima (Boulenger) 

53 只 (299, 24.7), WRABHMET BAK TA 

社 。 

首先 按 20hg/g 体重 腹 有 舱 注射 秋水 仙 碱 ， 经 15 

天 ， 再 按 10kg/g 体重 的 量 第 二 次 腹 用 注射 秋水 仙 

碱 ， 再 经 10 天 处 死 动物 ， 取 出 肠 段 ， 用 Ringer’s 液 

洗 净 ， 剪 碎 后 置 离心 管 中 ， 加 入 适量 的 低 活 液 

(0.4%KCI) 90 一 100 分 钟 。 然 后 ， 以 1000 转 /分 离 

心 沉 降 5 分 钟 ， 倒 去 上 清 液 ， 缓 慢 地 加 入 新 鲜 的 固 

定 液 〈 甲 醇 ， 冰 栈 酸 =3:1) 固定 三 次 。 第 一 次 和 

第 二 次 为 每 次 20 分 钟 , 第 三 次 为 60 一 90 分 钟 .固定 

后 ， 弃 上 清 液 ， 用 适量 固定 液 将 沉 尝 于 离心 管 底部 

的 组 织 块 冲 散 ， 并 轻 轻 摇动 ， 使 肠 段 表面 的 上皮 细 

胞 洗 脱 下 来 ， 然 后 静 置 15 分 钟 ， 让 较 大 的 组 织 块 自 

然 沉 降 后 ， 用 滴 管 吸出 上 层 细胞 悬 液 ， 移 入 另 一 支 

离心 管 中 离 心 3 分 钟 〈800 转 /分 )。 弃 上 清 液 ， 加 入 

适量 45 狗 的 冰 酷 酸 溶 液 处 理 15 分 钟 ， 用 预 冷 玻 片 滴 

片 。 待 干燥 后 ， 用 1/10 Giemsa 染色 40 一 60 分 钟 ， 

可 获得 染色 体 玻 片 标本 。 

染色 体 玻 片 标本 制 成 后 ， 在 油 镜 下 观察 计数 足 

够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 按 其 占 百 分 率 最 高 的 数目 确定 二 

倍 体 的 数目 。 然 后 选择 10 个 分 散 及 形态 较 好 的 中 期 

分 裂 相 拍照 、 艾 大 、 剪 贴 和 测量 ， 计 算 相对 长 度 、 

车 比 指数 和 着 丝 点 指数 。 按 染色 体 的 大 小 进行 分 组 

排列 。 染 色 体 的 分 类 按 Levan (1964) 提出 的 标 

准 。 

结 OF 

MEAD AH, KES 蟾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为 2 

=28, NF=56, 

表 1 AESMVLAARANAABR 

染色 体 数 目 26 27 28 ee 

Hw ww 8 8 94 105 

Ey Ses 8209 7.6 89.5 100 

14 对 染色 体 可 以 分 为 三 组 。A 组 是 第 1 一 6 对 染 

色 体 ; B 组 是 第 7 对 染色 体 ; C 组 是 第 8 一 14 对 染色 
tk (#2), 

在 三 组 染色 体 中 ，A 组 的 相对 长 度 在 100— 
150 移 之 间 ， 属 于 大 型 染色 体 ， 本 组 中 各 对 染 色 体 
均 是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B 组 的 相对 长 度 约 为 45 筷 ， 
属于 中 型 染色 体 ， 且 第 7 对 是 唯一 的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ARR RNS BRAD EAA 

本 文 得 到 李 树 深 老师 的 指导 和 帮 助 ， 后 义 审阅 
HIE; PRAHA SIH 审定 ， 在 此 一 并 至 

本 文 于 1985 年 ?月 15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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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 跑 铃 蟾 的 染色 体 组 型 测量 数据 (又 士 S.E) 

染色 体 组 染色 体 对 FAN REY 臂 比 指数 2 着 丝 粒 指数 3， 着 丝 粒 位 置 

1 147.38-+2.35 1.22+0.05 45.27+0.98 m 

2 137.662 .26 1.35+0.07 42.89+1.25 m 

A 3 124.315-1 413 1.34+0.06 43.17 十 0.88 m 

4 116.56+1.20 1.61+0.06 38.67+0.91 m 

5 109.72+1.76 1.44+0.11 41.80+1.90 m 

6 101.85+2.16 1.47+0.08 40.91+1.30 m 

B T 44.31+0.76 227 0. 42 30.94+1.04 sm 

8 Oy, 0021.12 1.64+0.17 39.04+2.00 m 

9 34.70+0.83 1.35-+0.07 42.94 士 1.23 m 

10 32.87+0.90 1.31+0.08 43.7311 .53 m 

C ipl 31.22+0.84 1.32+0.10 43.53+1.74 m 

12 30,010.86". * 1.20+0.07 45.86+1.15 m 

13 OT 2931.42 1.24+0.05 44,95+1.05 m 

14 24.36+1.18 1,270.07 44,46+1.27 m 

R3 ABREALEANZHAANKEN t 值 测定 

Oo hei Oo Bh ee. on Bobs 6 EST 

t 值 2 

8 

4.99°*-2 19" 1.49 1.34 1,01 1.97. 1.% 

8 8 9 10 10-11 O12 12 4a 

“一 有 显著 性 差异 

染色 体 。 人 L 组 的 相对 长 度 在 23 一 38Yo 之 间 ， 属 于 小 

型 染色 体 。 此 外 ， 还 测定 了 毗邻 各 染色 体 对 之 间 相 

对 长 度 平均 值 差 异 的 可 信 程度 〈 表 3)。 在 大 型 染色 

体 组 中 ， 各 对 染色 体 之 间 的 t 值 都 大 于 2， 均 有 显著 

差异 。 其 中 ， 第 2、3 对 、 第 3、4 对 和 第 4、5 对 之 

闻 ，t 值 大 于 3， 有 极 显 著 的 差异 存在 ， 因 此 本 组 各 

对 染色 体 可 从 相对 长 度 上 加 以 识别 。 在 中 型 染色 体 

组 中 ， 第 7 对 是 唯一 的 亚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也 易 

于 识别 。 在 小 型 染色 体 组 中 ， 除 第 8、9 对 之 间 有 显 

著 性 差异 存在 外 ， 其 余 各 对 之 间 均 无 显 著 差异 。 但 

第 8 对 的 臂 比 指数 较 其 它 大 ， 也 可 识 别 出 来 。 其 余 

各 对 之 间 不 但 相对 长 度 间 无 显著 HR, MAR thts 

数 也 很 相似 ， 因 此 ， 它 们 之 间 频 难 识别 。 

VES, VRAD RR IR FO FE A 

rh > 4¢ 

#tEwsE (Discoglossioae) 4) (Bombina)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已 报道 了 三 种 ， 即 B, orientalis, B. 
bombina, B, variegata, ‘(#8 & 2n=24, NF= 

48， 且 均 由 6 对 大 型 染色 体 ，1 对 中 型 染色 体 和 5 对 

小 型 染色 体 组 成 。 但 本 文 报道 的 大 中 铃 蟾 的 2n= 

28, NF=56, KER RHADRE 体 和 中 型 染 色 

体 的 数目 与 出 现 顺序 与 前 三 种 完全 相 同 。 而 大 中 铃 

桨 的 小 型 染色 体 比 前 三 种 多 出 2 对 。 在 盘 G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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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 极 显著 性 差异 

现 仅 知 分 布 在 欧洲 的 盘 舌 蟾 Discoglossus pictus 的 

2n 一 28。 从 亚 中 部 着 丝 点 染色 体 的 出 现 顺 序 来 看 ， 

东方 铃 蟾 为 第 6 对 ， 大 中 铃 蟾 为 第 7 对 。 因 此 ， 根 据 

以 上 资料 ， 我 们 推测 在 铃 蟾 属 的 染色 体 组 型 演化 

中 ， 可 能 存在 有 有 罗 伯 示 易 位 和 臂 间 倒 位 的 演化 机 制 。 

AEBRERERARKE— HS. © WRK 

有 六 种 ， 两 种 分 布 在 欧洲 ，4 种 分 布 在 亚洲 ， 而 我 
国 西南 地 区 分 布 有 三 种 。 过 去 曾 将 分 布 在 西南 地 区 

H=RMREAAKRBH, AX HMRA (ZB. 
microdeladigitora) Flanggymll sys (B. fortinupti- 

cj1is)， 它 们 在 形态 上 更 接近 于 大 中 RH. (ABATE 

料 是 否 也 是 如 此 ， 还 有 待 于 对 这 两 个 种 进 行 核 型 研 

究 后 才 可 得 出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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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一 。 从 骨骼 的 形态 特征 KA, AO 

属 最 接近 于 尾 蝎 科 (Ascaphidae), Mi% 型 来 看 ， 
尾 昌 科 有 小 染色 体 (microchromosome), jij # %8 

Bike beat. A, ABBAS RA, BEE 

F&M FC PK Bl aS CE PA 

赵 元 落 

(云南 省 卫生 防疫 站 ) 
Zhao Yuanfan 

(Yunnan Provincial Health and Antie pide- 

mic Center, Ku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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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 紫 视 网 须 的 超 微 结构 观察 

An Ultrastructural Study on the Retina in Naja naja atra 

Clie TX) 

FAR ee Naja naja atra Cantor 的 活动 习 

性 问题 ， 有 的 学 者 认为 它 是 在 夜间 进行 活动 的 ， 有 

ey 已 是 以 日 天 活动 为 主 。 本 文 着 重 对 眼镜 

视网膜 光 感 受 细胞 的 显 微 和 亚 显 微 结构 进 行 观 

es 
习性 之 间 的 关系 ， 

数 量 和 活动 

提供 预防 屹 咬 伤 的 依据 。 

材料 和 方法 

实验 所 用 的 眼镜 蛇 是 从 福州 地 区 捕获 的 。 实 验 

时 取 眼 镜 蛇 4 只 ， ee 侧 眼 球 。 作为 aS 

显微镜 观察 的 材料 把 整个 眼球 固定 于 固 定 液 中 ， 

过 丙酮 、 乙 酝 ，5 匈 火 棉 胶 等 药物 处 理 后 ， ate 

HOR, H, 下 染色 。 作 为 电镜 观察 的 标本 ， 把 8 只 

眼镜 蛇 双 侧 眼 球 从 头 部 取出 ， 沿 眼球 锯 沧 缘 做 一 冠 

状 切 面 ， 保 留 后 半 部 ， 浸 入 2.5 匈 戊 二 醛 溶液 固定 3 

小 时 ， 经 磷酸 缓冲 液 冲洗 后 ， 分 离 出 视 网 膜 ， 切 成 

Imm 的 小 块 ， 置 于 1 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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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 。 然 后 切 半 

oe 在 光学 显微镜 下 定位 后 ， 再 切 超 BOE, 

经 醋酸 铀 和 枸 橡 酸 铅 染色 ,于 豆 h-12A 电镜 下 观察 。 

另 将 经 2 多 成 二 醛 固 定 后 的 视网膜 ， 置 于 1 狗 钱 酸 处 

理 1 小 时 oo ae 用 环 氧 丙 烷 处 理 ， 

eT 送 入 Lsm-35CF A 73 fig 

电镜 观察 。 

观察 与 结果 

1. 光学 显微镜 观察 

(图 版 区 ，1) 是 眼镜 蛇 视 网 膜 纵 切片 ， 其 网 
膜 组 织 可 分 为 十 层 ， 即 色 素 层 、 视 杆 视 锥 层 、 外 界 
膜 、 外 核 层 、 外 网 层 、 内 核 层 、 内 网 层 、 节 细胞 

| Nil 了 

、 神 经 纤维 层 、 内 界 膜 等 。 其 特点 是 色素 层 浓 

厚 ， 外 核 层 由 一 层 细胞 组 成 ， 内 核 层 由 多 层 细 胞 组 

成 。 节 细胞 层 和 外 核 层 相似 ， 均 由 单 层 细胞 组 成 ， 

但 细胞 分 布 较 稀 。 通 过 4 只 眼镜 蛇 视 网 膜 连续 纵 切 

AOE, WARS RM, 

2. 电镜 观察 

通过 大 量 电镜 片 观 察 比较 ， 眼 镜 蛇 的 光 感 受 

人 

成 。 大 单 视 锥 细胞 和 单 杆 细胞 之 闻 均 分 布 着 浓密 的 

色素 颗粒 ， 起 着 很 好 的 隔 光 作用 。 其 光 感 受 细 胞 的 

结构 大 致 分 为 外 段 、 内 段 、 核 和 突 触 末 稍 四 部 分 。 

(1) 大 单 视 锥 细胞 (large single cone) 其 

Shee St SAFETY, SECS Rea, AB 远 端 

Hit A A a ER BLP SR SEHR ER AR, Er 部 线粒体 

LAA) UE DAS. (Am, 3.4) 
(2) 双 视 锥 细胞 (double cone) (图 版 区 ,5) 

由 两 个 视 锥 细胞 组 成 。 电 镜 下 观察 到 其 纵 切 面 ， 两 

视 锥 细胞 的 椭 球 体 之 间 有 一 层 细胞 膜 将 它们 隔 开 ， 

其 中 一 个 椭 球 体 和 大 单 视 锥 细胞 燃 球体 的 构 知 相 

似 ， 相 球 体 中 部 的 线粒体 上 有 小 圆 形 的 颗 粒 附着 ; 

而 另 一 个 视 锥 细胞 的 椭 球 体 仅 由 许多 线粒体 聚集 而 

成 ， 其 中 部 无 小 圆 形 颗 粒 附 着 。 

(3) 单 杆 细胞 (single rod)( 图 版 信 ,2) 由 

一 个 杆 细 胞 组 成 。 其 外 段 细 长 ， 由 许多 膜 盘 组 成 。 

杆 细胞 的 体积 比 锥 细胞 小 ， 但 其 外 段 比 锥 细胞 长 。 

内 段 远 端 由 许多 有 螨 的 ， 呈 大 小 不 等 的 长 桶 圆 形 的 

外 天 平 教授 热情 指导 ， 以 及 我 校 电镜 
志 的 协助 ， 此 致 感谢 。 
bee: 25 日 收 到 . 



线粒体 组 成 。 内 段 近 端 还 可 见 到 内 质 网 和 高 尔 基 

复合 体 。 

3, 视 细 胞 计数 

4 只 眼镜 蛇 的 双 侧 眼球 连续 纵 切片 ， 置 于 显 微 

镜 下 观察 ， 并 把 各 侧 眼 球 视 网 膜 锥 杆 层 的 部 分 连续 

切片 计数 〈 人 参看 表 1) URW BMS 视 网 

膜 锥 杆 层 (PAIX ,6), 观察 结 果 都 是 视 锥 细胞 数目 

占 绝 大 多 数 ， 仅 含 少量 的 杆 细胞 。 

讨论 

1, 眼镜 蛇 视 网 膜 组 织 结构 由 十 层 组 成 ， 这 和 

vehe A piysurus auboisii 以 及 1956 年 K, Tansiey& 

表 的 游 蛇 (TVatrix natrix) 在 光学 显微镜 下 观察 的 

视网膜 主要 结构 是 一 致 的 ， 但 游 蛇 的 视 网 膜 是 纯 锥 

型 的 ， 而 眼镜 蛇 是 混合 型 的 视网膜 ， 即 它 的 视网膜 

上 含有 视 锥 细胞 〈 包 括 大 单 视 锥 细胞 和 双 视 锥 细 

胞 ) 和 单 杆 细胞 。 

2, 眼镜 蛇 视 网 膜 的 特点 是 外 核 层 和 节 细 胞 层 

均 由 单 层 细胞 组 成 ， 而 内 核 层 细胞 数目 多 于 外 核 

层 ， 因 此 它 是 属于 恒 行 性 并 椎 动物 视 网 膜 的 类 型 。 

这 种 结构 的 视网膜 具有 较 高 的 视觉 锐 度 。 

3. 从 光学 显微镜 和 电镜 下 观察 眼 Bake F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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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细胞 类 型 和 计数 ， 均 可 见 眼镜 蛇 的 视 细胞 类 型 有 
大 单 视 锥 细胞 、 双 视 锥 细胞 和 单 杆 细胞 等 ， 以 上 视 
细胞 类 型 和 澳大利亚 环 蛇 属 Acanthophis 的 视 细 胞 
类 型 相似 。 其 视 细 胞 计数 结果 是 视 锥 细胞 占 绝 大 多 
数 ， 仅 含 少量 单 杆 细胞 ， 因 此 说 明 它 的 活动 规律 是 
以 自 天 为 主 的 。 

表 1 光学 显微镜 下 眼镜 蛇 视 细胞 计数 结果 

标本 编号 锥 细胞 数 杆 细胞 数 

左 HR 16178 1110 

i & wm - 15101 1005 
2 元 眼 19072 1227 

右 限 17814 1118 

EE lig 18170 1180 

oS 4 i 16a 1117 
4 Zc 眼 18190 1128 

Aq Hie 15704 1081 

洪 怡 莎 

(福建 医学 院 生 物 学 教研 室 ) 

Hong Yisha 

(Department of Biology, Fujian Med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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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INI NINE INI INO 
: 《 

( Ade ds) 
简报 
sans AN 

Wee a 

The Lungs of Boas and Pythons 

Chie XD 

Vesa wy SY fete chy bel tal FRAY Ew Boa constr- 
ictor 和 我 国 的 蟒蛇 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 各 三 

例 ， 进 行 了 肺脏 的 解剖 学 和 组 织 学 的 观 守 。 巨 晴 和 

蟒 由 的 肺脏 均 呈 椭圆 的 长 柱 形 ， 富 有 弹性 ， 排 列 在 

体腔 前 部 。 

巨 晴 右 肺 较 长 ， 肺 末端 有 膛 大 的 气囊 ， 左 肺 较 

@, ASTFAMNKENtAZ—, AK WIC. 

RFPS PAE, WARSAW 气管 达 

到 肺脏 后 ， 立 即 分 出 支气管 进 入 右 肺 。 支 气管 软骨 

为 半 环 状 ， 相 比 排列 ， 稍 凹 入 肺 壁 ， 纵 贯 肺 的 全 

长 ， 在 接近 气 宫 时 支气管 渐 消失 〈 图 版 X，1)。 肺 

壁 厚 度 在 收缩 状态 约 为 0.5cm。 至 fifi Ac eg EAT 

SEER, ZEA Ain RIL BE, A ze Ai BE 薄 而 松 

软 。 右 肺 的 横断 面 呈 椭圆 形 ， 长 径 平 均 3.5cm， 短 

径 平均 2.0cm。 
巨 遇 肺脏 用 解剖 显微镜 观察 时 ， 与 支气管 相 联 

接 的 最 表层 〈 在 横断 面 则 为 最 内 层 ) 组 织 是 付 支 气 

管 ， 付 支气管 旦 乳白 ， 圆 润 的 索 状 结 WH, KRSX 

气管 垂直 且 排 列 成 环 ， 无 数 围绕 支气管 排 列 的 付 支 

气管 就 构成 了 肺脏 的 内壁 〈 图 版 X，1、2)。 次 级 

付 支 气管 分 布 在 付 支气管 之 间 及 其 末端 下方 ， 亦 为 

索 状 结构 ， 但 直径 较 付 支气管 为 小 ， 且 交叉 成 网 ， 

既 将 相 邻 的 两 条 付 支 气管 支撑 起 来 ， 同 时 又 分 出 三 

级 付 支气管 ， 次 级 付 支气管 彼此 多 向 联接 ， 形 成 蜂 

守 状 网 架 结 构 ， 网 孔 呈 多 边 形 (图 版 X，3)。 三 级 

何 支 气管 仍 呈 索 状 ， 只 是 直 径 更 小 ， 在 次 级 付 支 气 

管 和 肺 膜 之 间 ， 全 由 三 级 付 支气管 组 成 。 从 横断 面 

可 见 三 级 付 支 气管 基本 呈 放 射 状 排列 (RIRX, 4). 

肺 组 织 制 成 石蜡 切片 ， 用 豆 . E. ofa, V. G, 

染色 和 Masson'“s 染 色 ， 显 微 镜 下 观察 可 WL, Bak 

气管 ， 付 支气管 和 次 级 付 支气管 粘膜 均 为 假 复 层 纤 

毛 柱 上 皮 ， 固 有 膜 下 有 透明 软骨 环 和 平滑 DOR, 1B 

付 支 气管 之 固有 膜 下 有 少量 纤维 结缔 组 织 。 次 级 付 

支气管 粘膜 厚度 比 付 支气管 小， 并且 固 有 膜 下 不 同 

部 位 的 软骨 含量 有 所 减少 ， 平 消 肌 和 纤维 结 缔 组 织 

相对 增多 (MLN, 96,7), =e 付 支气管 的 精采 
为 纤毛 柱状 上 皮 ， 假 复 层 的 形 态 已 很 难 见 到 ， 并 且 

上 皮 越 接近 肺 膜 方向 越 薄 ， 固 有 膜 下 主 要 是 平滑 有 
和 一 定量 的 纤维 结缔 组 织 ， 软 骨 则 只 是 间断 出 现 

(图 版 并 ，8)。 肺 未 端 要 的 表面 为 禾 立 方形 或 更 遍 
HEA EAA, LR PARA aaa 组 织 和 虽然 较 

薄 却 很 完整 的 平滑 机 层 。 

蟒蛇 只 有 双 肺 ， 左 肺 长 度 相当 右 肺 的 三 分 之 二 

AH, RTT, i PAE A 
肺 星 ， 见 双 肺 腔 内 均 无 支气管 ， 但 在 相当 支 气管 的 
(OE, WILE. BIRLA 纵 贯 肺 内 腔 的 全 
长 ， 联 接着 每 一 图 付 支气管 《图 HEX. 2), SHER 
LEN SRA, WARS BHT. 

itt 
KEARSE COR, AAC 描述 的 较为 

详尽 了 ， 如 眼镜 蛇 等 ， 有 的 则 比 较 零 散 或 缺 如 。 本 

文 就 蟒 科 中 的 虹 亚 科 Boinae 和 蟒 亚 科 Pythoninae 肺 

脏 的 形态 、 组 织 结构 进行 了 观察 和 比较 。 

付 支气管 的 主要 功能 是 支撑 肺 腔 ， 次 级 付 支 所 
管 的 功能 是 既 支 撑 相 邻 的 两 圈 付 支气管 ， 同 时 还 支 

榜 和 联 搂 三 级 付 支气管 。 这 两 级 付 支 气管 都 仅 是 气 
流 的 通道 ， 与 气体 交换 无 直接 关系 ， 只 有 三 级 付 支 

气管 相当 于 呼吸 性 细 支 气管 

本 文 承 郑 便 融 先生 审阅 ， 并 得 到 艾 阳 同志 的 者 
助 ， 谨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1 月 28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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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末 端的 气囊 是 肺脏 的 延 2, BAA EL RBS 

呼吸 上 皮 相 似 ， 但 上 皮 细 胞 间 和 上 皮下 血管 很 少 ， 

故 认 为 气囊 没有 呼吸 功能 ， 只 有 贮 气 作用 。 

呼吸 通道 星 立 体 网 架 状 结构 ， 有 利 于 气体 畅通 

的 一 面 ， 但 同时 又 有 利于 细菌 和 寄生 虫 扩散 的 一 

面 ， 一 旦 有 感染 极 难 控制 ， 这 就 是 饲养 人 员 经 常 看 

见 蟒 科 动物 咳嗽 和 研究 人 员 经 常 发 现 蟒 科 动物 肺 部 

有 感染 甚或 致死 的 原因 之 一 。 

蛇 类 肺脏 受 其 圆 简 状 体型 影响 较 大 ， 其 不 仅 极 

为 细 长 ， 而 且 绝 大 多 数 蛇 类 的 左 肺 都 已 大 大 缩小 其 

RIA. H.Wigse (1963) UA, RAR. BR 

AAA) ee HAR Aa — LE PE Ze, (EBD oO 此 ， 其 

左 肺 也 明显 地 比 右 肺 小 。 

根据 前 文 对 巨 映 和 蟒蛇 肺脏 结构 的 比 较 表 明 ， 

巨 师 和 蟒蛇 之 间 也 存在 着 明显 的 不 同 ， 即 巨 昌 左 肺 

已 失去 其 大 部 分 功能 ， 并 且 气 囊 很 不 明显 ， 已 无 贮 

气 作 用 。 其 呼吸 功能 大 部 要 靠 右 肺 完 成 。 而 蟒 紫 的 

左 肺 只 略 小 于 右 肺 ， 基 本 具有 双 肺 的 结 构 与 功能 。 

从 生物 学 角度 看 ， 双 肺 不 如 单 肺 更 适应 蛇 类 的 

圆 简 形 身 驱 。 几 类 的 运动 方式 也 有 碍 于 双 肺 同时 正 

PIR, BRE ABA, ASCE 料 中 蟒蛇 是 双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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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 巨 师 几 为 单 肺 。 即 就 肺脏 而 言 ， 巨 映 不 如 其 他 

蛇 类 进步 ， 却 比 蟒 这 进 步 。 另 外 ， 从 解 剖 学 角度 
巨 师 右 肺 内 有 支气管 ， 更 有 利于 呼吸 道 气流 的 畅 

通 ， 故 也 认为 巨 师 肺脏 比 蟒蛇 完善 。 

RR WH 

(中 国 科 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 
吴 启 军 

《东北 林学 院 ) 

张 ”一 

(北京 动物 园 ) 

ZEA 

《北京 动物 园 ) 

Kang Jinggti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Wu Qijun 

(Northeast College of Forestry) 

Zhang Yi 

(Beijing Zoo) 

Wang Zhanyun 

(Beijing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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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ee me 

ak te 
+ | 日 长 
SR 

中 华 旷 暴 的 越冬 习性 

Wintering Habits of Bufo gargarizans Cantor 

中 华 蟾 内 Bufo gagarizans Cantor 是 扬州 市 

和 郊区 最 常见 的 两 枉 动 物 之 一 。 笔 者 从 1982 一 1985 

”年 期 间 ， 在 扬州 市 区 及 市 郊 的 和 江 、 江 都 一 带 系 统 

观察 和 研究 。 现 将 中 华 蟾 内 的 越冬 生态 有 关 资 料 报 

道 如 下 : 

扬州 市 区 位 于 长 江 以 北 ， 准 河 以 南 的 广大 地 

区 。 中 华 效 内 一 般 每 年 在 11 月 上 旬 入 眠 ， 至 翌年 2 

月 下 旬 出 帮 ， 和 冬眠 期 3 个 半月 左右 ， 比 扬 州 市 区 其 

他 两 栖 类 动物 的 冬眠 期 短 。 

中 华 蚁 肾 每 年 在 10 月 中 下 旬 由 农 A. a. 

地 、 庭 院 等 环境 ， 逐 渐 迁 移 至 水 WW. WE, HER 
河流 水 中 ， 白 天 隐藏 于 浅水 地 区 的 葵 草 、 芦 苇 、 香 

Wo KEHMA, BREA 到 水 边 捕 食 ， 或 在 

”水 中 游荡 。 雄 蟾 活动 范围 较 大 ， 游 动 的 速度 RR, 

(BRAHMS HY, HEM RADE, Teoh Blase), 

EMBO, 12 Cet, th SETI, 4A 

MEM, FRREWSSE Te, POPS 仍 进行 浮游 ， 游 

回 深 水 区 沉 入 水 下 冬眠 。 体 长 50 毫 米 左右 WER, 

亦 有 抱 雌 行为 ， 但 它们 前 胶 稍 短小 ， 抱 肉 无 力 ， 这 

种 雄 蝎 往往 被 60 毫 米 以 上 的 雄 蝎 逐 走 ， 取 而 代 之 。 

4 NT Kak Te BAY Hh SEWER RRS 区 ，- 一 般 在 1 一 2 米 

深 的 水 底 ， 在 河 心 或 池塘 的 深水 区 较 多 ， 有 时 亦 在 

Ae, A. PSS SK ABS Sp ae 冬 。1982 

mi2 265. 19834e 1 Ao a 198446 1 月 22 日 和 

19854615278, shige teweeei7o 只 。 有 21 只 在 池 

扩 、 小 河水 底 单独 冬眠 。 其 余 154 只 ， 雌 雄 蚁 各 半 ， 

LEWES A1R80—1053K, HEWEAIR90—120 毫米 ， 均 

在 水 中 FIRMS, SABA SIAL 徐州 市 郊 所 见 

Kindunlal, FART ewe bee RRA 

的 方法 不 同 所 致 。 笔 者 在 采集 越冬 WME A 

时 ， 是 和 渔 民 下 水 沿 河 或 池塘 摸 气 ， 有 的 昌 内 从 河 心 

被 摔 到 岸 边 ， 仍 不 散 对 ， 将 这 种 抱 对 Wr eee, 

在 水 中 洗 清 诬 泥 时 ， 就 散 对 ， 且 不 再 抱 对 。 冬 季 扼 

TK FTERY, MSA ewe Ade 网 后 ， 冲 击 量 过 

大 ， 亦 会 使 其 散 对 。 

Hp eee hr aS A AAS 构 ， 与 活动 期 

IPA, PERRIS A Mee. JAA 

Bi. HEAIAR MA al, kA Sea, 

RAAB RE, DOAK 呈 WU We KK, AS Aw 

), EARFCIC. MSHA Hp ewsoe, ABARR 

fat, BOHRA, DER ARRHEVUR 密 ， 呈 圆 球 状 

突起 ， 内 售 较 少 的 分 泌 物 ， 皮 肤 有 光泽 。 皮 肤 比 活 

动 期 结实 ， 不 易 与 肌肉 和 剥离 ， 亦 不 易 撕 裂 。 

1982 年 12 月 21 日 解剖 雌性 13 只 ， 雄 性 7 只 。 

1983 年 1 月 9 日 和 1984 年 1 月 22 日 各 解剖 肉 性 8 只 及 15 

只 ， 雄 性 12 只 及 9 只 。 体 长 55 一 65 SORA HEMS, DB 

集中 含 成 熟 的 卵细胞 ， 约 为 1121 一 3245 粒 ; 体 长 75 

—12022 KW A, SBR SA ee Al 球 状 的 成 熟 

卵细胞 ， 约 有 4500—11374 Hr, FEAR BYAY36 EMS 

体内 均 未 发 现 脂肪 体 ， 肝 重 2.2—-2.7 50, 7F 均 重 

2.5 克 左右 。1984 年 8 月 17 日 解剖 峻 晓 25 只 ， 肝 重 

3.7 一 4.1 区 ， 并 有 丰 旬 的 脂肪 体 。1982 一 1984 年 冬 

ILRI MERE28R, ARSE 状 ， 两 端 黄色 ， 

中 央 绿 色 ， 长 约 17.1《〈15 一 18) eK, 1984561 A 

22 日 ， 将 雄 蚁 精 梨 切 下 一 人 小段， 放 在 生理 盐水 中 的 

碎 ， 进 行 显 微 观察 ， 在 显微镜 下 见 到 很 SRAM 

的 精子 。 在 每 个 精 巢 的 前 端 ， 均 有 黄色 人 花 鸭 状 的 脂 

肪 体 ， 大 小 仅 相 当 于 活动 期 的 1/3 一 1/2。 同 年 解剖 

12 EWS, FF 重 1.9 (1.8 一 2.1) 区 。 在 越冬 期 解 

剖 的 雌雄 中 华 蟾 蜂 的 胃 肠 中 未 见 食 物 或 食物 残 渔 ， 

直肠 粘液 较 多 。 其 中 23 只 中 华 奖 妈 肠 的 前 端 WA 

圆 球 状 ， 齐 开 后 见 到 有 许多 线虫 寄生 。 

本 文 于 1985 年 6 月 5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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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蟾 峰 在 越冬 期 间 ， 一 般 静 伏 于 1 米 多 深 的 

水 底 ， 还 要 有 宽阔 的 浅水 区 域 。 水 的 透明 度 较 大 ， 

稍 带 黄色 。 水 底 富有 水 绵 、 金 鱼 营 、 狐 尾 藻 的 残 

‘K, aA IA. 2. SS, RSD 

Wee, TKESSRHE, PH{R A 7.1—7.8, Hh fees 

PERS ROG, BNE Be, Pe 

tit CAF woy. WS, Hate 等 活动 。 例 如 

19854F2 47 Ae SiS 11CD 时 ， 笔 者 在 江都 的 

一 个 小 池塘 边 ， 见 到 开始 出 下 的 中 TERR, 294770 

一 85 只 浮游 于 水 面 、 低 叫 、 抱 上 肉 及 互相 拥抱 等 活 

动 ， 同 时 ， 亦 见 到 6 REEMA a Hie 成 一 团 ， 在 水 

中 不 断 翻 滚 ， 也 有 雄 蚁 紧 抱 雌 蝎 静 伏 于 浅水 ， 并 连 

23: WIRE 4, ALT EWERR HEM ON. UES 活动 的 

Here, RIG A55 SRL PRA, ee eo 4 

23AA, BRR GH, Al 下 降 ， 在 浅水 地 带 

XA LS ERE Ea, — fe 22 3] WY 7k Da 

AK, Peewee ae ee, 

FB SE Oe bre ON TX FT a ae BL 的 两 栖 类 动 

), TEARS ei KE RD A, IZ I 

AeZwmN, Zep ees 期 间 ， 笔 者 认为 有 

以 下 几 个 方面 的 原因 ， 第 一 、 人 类 的 生产 活动 影响 

HSER Pe EK IRS. MOF, TUS 取 泥 积 肥 、 捕 

鱼 等 活动 ， 使 水 底 越 冬 的 中 华 蟾 肾 受 损 。 第 二 、 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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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e pif, PK. HS eo, Fit 越冬 的 

Hews, SEAR, fh ERK 

越冬 场所 ， 据 观察 扬州 市 区 的 中 eee, BR EL 

一 2 米 深 的 水 域 越冬 ， 但 它 还 选择 与 浅水 相连 的 水 

区 ， 在 浅水 地 带 生长 着 芦苇 、 蔡 草 等 。 在 深水 的 大 

WH, RD RE RSH, CER 有 宽阔 的 浅 

水 地 区 , 又 是 扩 宽 加 深 开 挖 鱼池 aA, RBA 

为 在 开 挖 鱼池 的 同时 ， 应 保留 一 小 部 分 原 有 生态 环 

境 ， 让 两 栖 类 动物 不 缺乏 越冬 的 生 态 环境 。 第 四 、 

因为 广大 农村 社 办 工业 的 发 展 ， 工 业 生 产 的 “三 废 ” 

普遍 影响 市 区 水 域 ， 农 田 使 用 化 肥 、 农 药 等 ， 使 河 

水 、 池 水 、 湖 水 的 水 质 改 变 ， 影 响 中 华 蚁 蜂 越冬 。 

BH. MINKA ee, AN 寄生 线虫 比较 严 

重 ， 解 剖 64 只 越冬 期 中 华 蟾 蜂 ， 发 现 23 只 体内 有 寄 

生 线虫 ， 占 35.9 儿 。 中 华 蟾 蜂 在 活动 期 间 ， 况 食 大 

量 害虫 。 是 市 区 生态 环境 中 不 可 缺少 的 一 员 ， 越 冬 

HAE HERS RAE RASA, IIE 加 强 保护 。 

ee FE 

(江苏 省 江都 县 丁 沟 中 学 ) 

Yan Anhou 

(Dinggou Middle School, Jiangdu 

County,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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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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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 简 报 | 
vv LOL oO wd Ar 

广西 玉林 地 区 两 栖 动物 初步 调查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Amphibians of Yulin Prefecture, 

玉林 地 区 位 于 广西 的 东南 部 ， 它 包括 玉 林 、 北 

流 、 容 县 、 平 南 、 桂 平 、 贵 县 、 博 白 、 陆 川 等 八 个 

县 市 。 整 个 地 区 ZEA A 109°20'—110°55’, 4b a 

21 45 一 23 "55 “的 范围 内 ， 地 势 是 西北 面 较 癌 ， 东 

南面 较 低 ， 境 内 有 莲花 再 、 六 万 山 ， 云 开 WRK 

瑶 山 的 余 脉 ， 北 千金 秀 县 的 瑶 山 ， 平 南 县 的 马 练 公 

社 ， 离 瑶 山 的 罗 香 大 队 只 有 四 十 华里 左右 。 境 内 多 

数 山 峰 在 1,000 米 以 下 ， 较 高 的 山峰 有 北面 的 紫 剂 

山 ,西南 面 的 六 万 山 (1,118 米 ) ,中 部 的 大 容 山 (1,275 

米 )， 天 堂 山 〈 约 1,100 米 ) 。 本 地 区 河流 有 ABIL, 

浔 江 汇合 入 西江 经 珠江 口 入 海 ， 另 有 南 流 LAB 

入 北部 盗 ， 几 条 河流 流域 形成 两 个 河谷 小 平原 ， 即 

郁 江 一 一 浔 江 小 平原 和 南 流 江 谷 地 。 玉 林地 区 的 气 

候 特 点 是 属于 热带 、 亚 热带 季风 气 侯 ， 年 平均 气温 

在 20C 左 右 ， 年 降雨 量 在 1400 一 1600 毫米 ， 多 集中 

于 夏季 ， 这 种 温暖 湿润 的 气候 环境 虽然 适 于 动 植物 

AERA, (TAA KRU, BER 本 

地 区 的 森林 多 遭 破坏 ， 现 只 有 桂平 县 大 平山 林 区 疝 

有 人 少许 比较 原始 的 森林 ， 其 余 则 多 为 人 工 次 生 林 ， 

而 动物 种 类 和 数量 都 在 急剧 地 减少 。 

对 于 玉林 地 区 的 两 栖 类 ， 还 未 有 人 作 过 系统 的 

调查 研究 。 作 者 自 1979 年 至 1980 年 夏 在 本 地 区 的 大 

Au, KEW, RA, WATT a A, HE 

大 多 数 县 市 的 县 城 附近 作 了 一 些 采 集 ; 随后 ， 作 者 

又 继续 进行 补充 调查 了 解 和 标本 采集 ， 共 获得 标本 

135 号 ， 经 鉴定 ， 计 25 种 ， 隶 属于 13 属 、9 科 、3 目 。 
1. 双 带 鱼 晨 Tchtpyobhis glutinosus (Linnaeus) 

ABW. 
2. XK & Andrias davidianus (Blanchard) £4 

紫荆 山 . 
3. QAR Tylototriton asperrimus Unterste- 

nAAW 体 侧 具 14 一 16 MR, PRL 

Guangxi 

色 《 浸 后 变 自 ) 。 生 活 于 高 山谷 地 溪流 劳 ， 自 天 多 

夭 于 石 砾 下 ， 早 晚 出 来 ， 多 为 单个 活动 。 
4. FCBREAR HR Pachytriton labiatus (Unterstein) 

桂平 十 八 山 Bib RMF BADE, We 面 有 棕 

Sef BRE, RF LUNA, 

5. tisk 6 AR YB Brachytassophrys Carinensis 

(Boulenger) 天 堂 山 ”生活 于 海拔 1000—1500 K 
的 山沟 的 杂 草 灌木 林 下 ， 在 夏季 阵 兵 后 常 到 光亮 的 

林 间 路 面 活动 ， 行 动 迟 缓 ， 遇 见 人 时 并 不 逃 通 ， 而 

eRe. BENS, WP “EE” , Be 

HRY “OMY” . WAT. 

6. /|\fRH§ Megophrys minor Stejneger KE uy 

黄昏 时 单个 活动 ， 行 动 敏捷 。 七 月 下 旬 采 于 海拔 

400 米 左右 的 杂 草 灌木 山坡 的 溪 疲 边 。 

7. SAE Bufo melanostictus Schneider 六 万 

WABW, EF AW, EAHA ERS ses 

sy, PAW. BBW. BIT. kaw 2 

Shite beh Rei esleoy yy, FTsyELe, ANTE Se, 

BA RERLAsE PT, Eevs Pay-ceeeh, FE WA, 

树 洞 中 等 地 方 。 

8. 三 港 雨 蛙 Ayla sanchiangensis Pope 紫 草 出 

ATG T LURE, BS TARM, AAI RK, 

捉 到 时 可 闻 到 一 股 特殊 气味 。 

9. Sem MH Hyla simplex Boettger 六 万 山 、 

ABW, RAW 在 玉林 地 区 从 平原 谷地 到 1000 

米 的 山区 均 有 分 布 ， 生 活 于 溪流 或 水 塘 边 的 芭 燕 树 

或 其 他 植物 的 叶 上 。 七 月 间 交 配 产 卵 ， 常 产 卵 于 水 

塘 边 的 斤 草 从 或 低 矮 树枝 上 。 曾 解剖 几 个 雌性 标 

A, SNA 800 多 枚 。 食 物 多 为 膜 翅 目 ， 双 起 目 

鳞 葡 目 等 昆虫 。 

本 文 于 1984 年 5 月 3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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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泽 蛙 Rana limnocharis Boie KAW, AK 

IW, ASW, RAW, BBR 泽 星 为 玉林 地 

区 广泛 分 布 的 种 类 ， 从 高 山 到 平原 的 各 种 水 体 中 均 

有 ， 以 称 田 中 数量 最 多 ， 繁 殖 季 节 的 早晨 、 黄 昏 或 

雨 后 甚 为 活跃 ， 并 常 鸣叫 。 体 色 常 随 环 境 色 ie, 

将 草地 中 绿色 个 体 移 于 无 草 的 泥 地 ， 不 久 即 变 成 灰 

黄土 色 为 主 的 花 斑 。 在 139 个 标本 的 统计 中 ,有 具 朝 

金黄 色 纵 销 线 者 74 个 ， 占 53 匈 。4 月 上 名 至 8 月 上 名 

Jy BY HR BI] dee BD 

11. FeeckE Rana tigrina rugulosa Wiegmann 

AAW, ASW, AAW, EAPRE EMS 

FIR ARH IX A at eS AE, ARTE A,  O, 

水 塘 、 溪 流 等 环境 中 ， 白 天 居于 洞穴 或 草丛 FP, 

Ho. BARA, AR kweet, RE 昆 

mh, ANWR, aE, PRIS eA 洞 

Hei, FeRAM, BAAR 冷 而 

活动 减少 以 至 不 出 洞 ， 并 进行 冬眠 。 此 时 有 一 

部 分 蛙 用 泥 封 闭 洞口 形成 隆起 泥 膜 ， 中 间 留 一 小 圆 

孔 ， 次 春 称 田 灌 水 时 ， 进 行 抱 对 产 卵 。 虎 BCE TEE 

林地 区 数量 虽然 甚 多 ， 但 因 群 众 大 量 捕食 或 外 销 。 

震 不 加 以 保护 ， 必 将 引起 数量 大 减 ， 甚 至 影响 生态 

12. KA Rana kuhlii Dumeril et Bibron 紫 

草山 .桂平 西山 ”生活 于 草木 茂 感 的 深山 溪流 边 ， 

和 白天 多 伏 于 草丛 或 石 隙 中 ， 晚 上 则 喜 于 瀑布 旁 或 水 

边 石 上 ， 为 单个 活动 ， 以 昆虫 为 主要 食物 。 

13. RiGHE Rana spinosa David 六 万 山 、 大 容 

UW, AAW, ABW 生活 于 山区 阔 叶 林 或 矮 竹 

林 掩 盖 的 山 溪 清澈 凉爽 的 沙 石 底 质 的 水 坑 中 。4 月 

至 10 月 均 采 到 过 幼体 。 因 群众 滥 捕 食用 而 数量 在 减 

少 ， 宣 加 以 保护 或 进行 人 工 饲 养 的 研究 。 

14, jaf8#E Rana Iatouchii Boulenger 大 容 山 

标本 采 于 两 边 长 满 杂 灌 从 的 山沟 的 石 边 。 

15. 沼 蛙 Rana guentheri Boulenger 六 万 山 、 大 

Au. ASW, BA, EAS. WERE 的 

闻 沼 、 称 田中 习 见 而 数量 较 多 的 种 类 ， 有 时 见于 长 

年 积 水 的 阴沟 边 和 离 房 屋 不 远 的 杂 草 丛 中， 甚至 在 

菜 地 ， 红 戎 地 等 旱 作 地 里 也 有 发 现 。 行 动 迅 H.R 

敏 而 善 跳 。 白 天 黑夜 都 活动 ， 常 于 水 边 地 面 或 物 体 

上 或 水 生 植 物 上 ， 一 遇 惊 立即 跃 入 水 中 。 鸣 声 低 

wh, WMA “AA RS, AMA ig 

ABBNALS, PRIA, FE SRA RA 或 

雨 后 ， 岂 得 更 为 频繁 。5 月 下 旬 至 7 月 间 繁 殖 ， 常 常 

在 吗 叫 一 段 时 间 后 进行 抱 对 交配 。 有 人 捕捉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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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16. 台北 蛙 Rana taipehensis van Denburgh 紫 

草山 、 玉 林 及 平 南城 郊 ”生活 于 平原 、 田 野 的 小 

水 体 筋 的 草 从 中， 野草 茂 感 的 小 荷 池 或 深水 田 边 亦 

易 发 现 。 背 色 可 随 环 傍 而 变 ， 由 绿色 至 腊 黄 色 不 

17. 28 Ooeidozyga lima (Gravenhorst) 紫 

荆 山 、 桂 平西 山 、 玉 林 及 平 南 城郊 常 栖 于 称 田 

和 静水 的 沟 坑 中 ， 在 夏收 夏 种 季节 的 犁 江 的 或 刚 插 

秧 的 稻田 中 容易 采 到 。 平 时 浮 于 水 面 ， 一 还 惊 即 潜 

入 水 中 ， 游 数 尺 远 又 泽 头 ， 若 水 太 浅 ， 有 时 也 潜入 

泥 中 ， 鸣 声 清晰 悦耳 。 

18. 圆 舌 浮 蛙 Ooeidozyga laevis martensi(Pe- 

ters) 六 万 山 、 紫荆 山 、 桂 平西 山 分 布 与 浮 水 习 

性 同 尖 和 天 序 蛙 。 曾 了 清晨 发 现 它 在 近 水 之 杂 草 地 

上 ， 跳 跃 力 不 强 。 

19. 42332: <Amolops ricketti (Boulenger) 六 

Aw. ABW 生活 于 海拔 500 至 800 米 的 山 误 ， 

平时 常 估 于 小 瀑布 下 或 溪 边 石上 ， 甚 灵敏， 受惊 即 

跃 入 涡 急 流水 中 ， 随 水 漂浮 几米 后 绸 附 于 石 上 。 香 

20. . 斑 腿 树 蛙 Polypbedates leucomystax (Gra- 

venhorst) AW, AAW, ABW, RAW, eS 

西山 、 玉 林 城 郊 在 玉林 地 区 较 广 泛 的 分 ; 布 于 丘 

陵 山地 ， 和 常 居 计 水 边 或 较 潮 昌 地 的 杂 草 浇 丛 中 ， 兰 

伏 于 离 地 不 高 的 树枝 树叶 上 或 树 洞 中 ， 有 时 也 隐 于 

草 间或 石 下 。 生 活 时 体 色 常 随 外 界 环境 的 颜 色 而 变 

化 。 产 卵 于 水 和 劳 的 矮小 草本 植物 时 上 ， 形 成 aK 

Wid, WRA RMR SRN AKASAKA A. 

21. 46320 #: Kaloula pulchra pulchra Gray 玉 

林 城 郊 “夏季 大 雨 后 出 到 各 水 域 中 或 水 附 j 近 活 

动 ， 浮 于 水 面 鸣叫 ， 声 低 训 而 有 力 , 音 似 “ngimngo 。 

故 群众 叫 “ 大 水 蛙 ”。 离 水 后 到 陆 上 行动 似 交 肾 一 

样 缓慢 。 冬 天 隐居 于 洞 中 或 石 除 处 ， 有 时 入 到 人 家 

ABS, ISEB Aw Sabo Se 蚂蚁 ， 找 

到 蚁 路 时 先 蹲 着 不 再 前 进 ， 待 蚂蚁 走 经 它 前 面 时 把 

舌头 翻 出 取 食 蚂蚁 。 夏 秋生 殖 季节 ， 一 般 于 十 后 在 

水 中 鸣叫 一 段 时 间 后 进行 交配 产 卵 。 

22. 粗 皮 姬 上 峙 Microhyla butleri Boulenger 六 万 

Ww. AAW, ASW MART R. BW, 5 饰 

纹 姬 蛙 混杂 分 布 。 

25. 小 弧 斑 姬 峙 Microhyla heymonsi Vogt 大 容 

山 、 天 堂 山 ”生活 于 水 边 草 丛 中 。 



24. 2% YG HE Microhyla ornata (Dumeril et 

Bibron) 六 万 山大 容 山 . 天 堂 山 .紫荆 山 、 桂 平西 山 。. 
玉林 ,、 平 南 . 贵 县 城郊 ”分布 广泛 ， 在 草 堆 中 ， 水 

洼 边 、 土 块 下 面 都 为 其 栖息 处 。 常 与 花 姬 蛙 、 粗 皮 
姬 蛙 混 杂 一 起 生活 。 日 夜 都 鸣叫 、 常 常 多 个 同时 鸣 

叫 ， 造 成 一 片 蛙 声 。 行 动 灵 敏 ， 若 夭 于 草 堆 时 人 难 

以 发 现 ， 常 闻 其 声 而 不 见 蛙 。 

25. 花 姬 蛙 Microhyla’ pulchra (Hallowell) XA 

W. AAW, AW, RAW, BW, EAR 

FRR TH 2, ARATLE, Rts, 

弹跳 力 强 ， 逃 跑 迅 速 。 

Tray ee Re 

《广西 玉林 师 专 ) 
Su Zhongxi 

(Yulin Norm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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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DUO OS OS OS AS OS OF OS OS AS Of Of AN 
x 

cis AN 
F297 OL OLY ve avie EAI SOLO P 

EON RES — Bh 20 a 

A New Record of Snakes of Gansu——Elaphe schrenckii 

1983 年 ? 月 ， 在 甘肃 省 合 水 县 子午 岭 采 到 蛇 类 
标本 3 号 ， 经 鉴定 为 棕 黑 锦 蛇 Elaphe schrenckii 
(stratch)， 系 甘肃 省 首次 纪录 ， 现 报道 如 下 : 

标本 0015 号 (ww) 、0021 号 (时 ) 均 保 BER 
SUE AE My RASHES PARAS, 0018 号 (7) 保留 
于 兰州 医学 院 动物 标本 室 . 

棕 黑 锦 蛇 量 度 表 

msm SS 腹 SE 尾 下 鲜 眶 前 鳞 _ 眶 后 鳞 显 BF 

11554-1865 23—21—18 215 001507 

0018 1531+213 23 一 23 一 18 222 

00212. 1574 十 224 23—21—19 221 65 

形态 描述 MBEKI: SBE; HEAT BR 

(2); 眶 后 鳞 2; Bl eo+3; EB B7( 8), 203) 

一 2 一 3 式 ; Po; LP SRA ; Be Be 23 

一 21(23) 一 18(19) 行 ， 除 最 外 3 一 5 行 外 ， 其 余 背 鳞 

均 起 棱 ; 腹 鲜 215 一 222; EA PREM, BEE 45 一 68 

对 ， 雌 性 65 对 。 

体 背 黑 宰 色 ， 从 体 中 部 或 后 部 至 尾部 有 黑 Bet 

横 斑 18 一 20 个 , 体 中 部 横 斑 隐约 可 见 ,而 体 后 部 的 较 

显著 ， 两 黑 班 间 呈 棕 神色， 在 生活 标本 中 体 后 部 及 

尾部 两 黑 斑 间 呈 棕 黄色 。 

本 文 承 兰州 医学 院 汉 孝 义 副教授 审阅 并 协助 鉴定 标本 。 
庆 阳 师 专 人 徐 行 强 讲师 协助 采集 标本 ， 遵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4 年 9 月 22 日 收 到 ， 

238 

68 

si Nest 海 Rm 

1 2 2+3 3-2-8 9 1270m 

2 2 2+3 2-28 9 1300m 

1 2 2 十 3 2 9 1250m 

生活 习性 ”栖息 于 海拔 1300zm 左右 的 山林 岩石 

洞穴 内 。7 月 中 旬 所 采 雌 性 标本 左 侧 输 卵 管 中 Up 

174, AMIN SHAT. SKM, fA, 

最 大 者 53X 27 毫 米 ， 最 小 者 27X22 毫 米 。 
LRM 

《甘肃 庆 阳 师 范 专科 学 校 ) 
Wang Peixian 

(Qingyang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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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游 蛇 属 的 划分 及 其 中 名 的 拟订 
Partition of Chinese Natrix Species And a Suggestion 

of Their Chinese Names 

广义 的 游 蛇 属 ( Weatrix sensu lato) 是 一 个 大 

属 ， 超 过 200 种 ， 广 布 全 世界 。 我 国 已 有 记载 者 35 
个 种 及 亚 种 。 近 年 来 ， 此 属 被 划分 为 若干 个 较 小 的 
属 ， 已 为 各 国学 者 广泛 采用 。 我 国产 种 类 归 隶 于 6 

个 属 ， 现 将 其 归 隶 及 中 名 拟订 于 下 ， 供 参考 . 
中 名 的 拟订 ， 原 则 上 尽量 保持 稳定 ， 以 便于 掌 

握 。 璧 如 watrix 仍 命 为 游 蛇 属 ， 而 Sinonatrix 则 依 

其 字义 及 分 布 特点 命 为 华 游 蛇 IB, Amphiesma 与 
Khabdophis 系 根 据 该 属 所 有 或 大 部 分 物种 的 形态 
符 征 分 别 命名 为 腹 链 蛇 属 与 颈 槽 蛇 属 。 其 余 2 属 以 
甚 各 只 有 一 种 而 以 其 种 名 作为 属 名 ， 即 Xenochro- 
phis 称 为 渔 游 蛇 属 ，4mabpjpiesmroides 称 为 Fy 眶 蛇 

属 ，。 种 名 的 拟订 亦 同 此 原则 ， 基 本 上 是 将 原来 种 名 

加 于 新 属 名 之 前 构成 。 只 有 个 别名 称 被 变更 。 如 

Amphiesma bobpei 原 名 黑 链 游 蛇 ， 黑 链 与 新 拟 属 名 
所 指 腹 链 重复 , 故 采 用 拉丁 名 原意 称 为 坡 普 腹 链 蛇 ， 

以 示 纪 念 对 我 国 仆 行动 物 研 究 多 年 卓 有 贡 献 的 坡 普 
先生 。 又 如 Amphiesma vibakari 原名 灰 链 游 蛇 ， 

舍 义 不 确切 ， 加 于 新 属 名 之 前 亦 欠 妥 ， 故 依 其 分 布 

TEAR AY aR VHS BE HE 

希望 读 者 普遍 采用 划分 后 的 拉丁 属 称 ， 并 对 所 

拟 中 名 提出 意见 。 

Amphiesma fe $# te 

, atemporalis(Bourret) JER ENE RE He 

. bitaeniata(Wall) saris et ee 

白眉 腹 链 蛇 
. craspedogaster(Boulenger) 锈 链 腹 链 蛇 

. Johannis(Boulenger) 棕 网 腹 链 蛇 

Rhasiensis(Boulenger) -E PRE REE 

miyajimae(Maki) @dikieeeee 

modesta(Giinther) fe Stee 

. octolineata(Boulenger) 八 线 腹 链 蛇 

. optata(Hu et Zhao) 两 纹 腹 链 蛇 

， platyceps(Blyth) “平头 腹 链 蛇 

. boulengeri(Gressitt) 

lk eS ee 

. bopei(Schmidt) 坡 普 腹 链 蛇 

stolata(Linnaeus) 草 腹 链 蛇 

_ venningi(Wall) 有 缅 北 腹 链 蛇 
vibakari ruthveni(Van Denburgh) 东亚 腹 链 

蛇 大 陆 亚 种 

. sauteri(Boulenger) 

ma Bo 

ABE 4e i 

A, ornaticeps(Werner) 白 眶 蛇 

Amphiesmoides 

Natrix 游 蛇 属 

N, natrix(Linnaeus) jee 

N , tessellata(Laurenti) BE} EK, 

Rhabdophis 颈 槽 蛇 属 

. chrysarga(Schlegel) 黄 腹 颈 槽 蛇 

. himalayana(Giinther) 喜 山 颈 模 蛇 

. leonardi(Wall) Ai fay Hips 

. nuchalis nuchalis(Boulenger) ZihHKE EX 

亚 种 ) 
Rn, pentasupralabialis Jiang et Zhao 

九龙 亚 种 
R, subminiata subminiata (Schlegel) 

《指名 亚 种 ) 

R, s, helleri(Schmidt) 红 脖 颈 槽 蛇 大 陆 亚 种 
R, swinhonis(Ginther) 台湾 颈 覃 蛇 

R, tigrina formosana (Maki) ERAS 

亚 种 
R, t, lateralis (Berthold) & BESIRYRE (KBE 

WAP) 

. nigrocincta(Blyth) 

oo ee ae 

SIE HE 

PAW ees IG: a 

SE ite te 

S, agequifasciata(Barbour) 环 纹 华 游 蛇 

Sinon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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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nnularis(Hallowell) appt fei HE RAR ix. ¥e AF 

S, percarinata percarinata (Boulenger) 华 游 蛇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指名 亚 种 ) Zhao Ermi Jiang Yaoming 
S, p, suriki(Maki) ‘Eq Re aS WA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Xenochrophis 渔 游 蛇 属 

X., piscator(Schneider) Ay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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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PE LAR CRAM ROR 

九 种 无 尾 类 的 染色 体 中 期 分 裂 相 

1 . 黑 眶 蟾 内 2. 译 蛙 3. 虎 纹 蛙 4. 沼 蛙 5. 华 南 滑 蛙 6. 斑 腿 树 蛙 7. 花 细 狭 口 蛙 

8 . 花 狭 口 蛙 9. 花 姬 蛙 ”10. 华 南 满 蛙 的 变性 有 丝 分 裂 ”11. 黑 眶 痊 峰 的 异常 随 体 

12. 沼 蛙 的 衔接 随 体 



图 版 
y 可 海 受 : 广东 九 种 无 尾 类 染色 体 组 型 比较 研 4 

i 

染色 体 组 型 

南 

的 
IEE 

NI 

九 种 无 尾 

纹 细 狭 口 蛙 化 fi 蛙 pty 班 腿 6 See ‘ 

‘ita 
x 华 5 (si af 

4 He: Vu 3 wf 
ti 

. 泽 

te 

2 Bie 

Hie 9 

ARIE 1 

8 Tee 46 化 狭 



谭 安 鸣 等 ; 泽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C 带 和 Ag-NORS 研 究 Al ik Il 

A. B. 核 型 和 银 带 。 横 线 内 为 次 ai 和 Ag-NORs, 

C. 《 带 。 在 苑 8 染色 体 长 臂 上 有 和 臂 间 C 带 . 

郭 超 文 等 ， 凹 耳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及 银 带 带 型 研究 

和 

Ze ME ne 4 PRE eR RL CA) 和 来 自 5 
BARA, BU AMT BAK, “YA ie A NO Osea fA (B), | 



fa DRE: FUE ME SRF HAIR fb RW lk 

1 .受精 卵 期 2. 翻 正 期 3. 二 细胞 期 4. 四 细胞 期 5. 八 细胞 期 6. 十 六 细胞 期 7. 三 

十 二 细胞 期 8. 粗 宫 且 期 9. 细 宫 胚 期 10. 原 肠 早 期 11. 原 肠 中 期 12. 原 肠 晚期 

13 ,神经 板 期 14, 神 经 刹 期 15. 旋转 期 

a 



aie: BEBE RRA Was 图 版 了 ~ f | ui 

16 .神经 管 期 17 EH 18 WLP 19. BK 20. AR LIEERIN 21. FO 
22 .开口 期 ( 头 部 腹 示 ) 23 ML 24 WEE (BER) 25 . 右 仙 鳃 盖 闭 
AM (AMER) 26 mR ESS 



耿 欣 村 等 ， 兰 州 地 区 花 背 路 只 精 祭 的 年 周期 变化 图 版 如 

HE 染色 
:二 

示 生 殖 期 (3 月 ) 初 级 精 原 细胞 位 于 基 膜 上 ,外 有 涯 筷 细 胞 包 畏 。X2500 

示 生 殖 期 (3 月 ) 曲 细 He AIO HE Lesh eA 1 期 ， 自 剪 头 所 示 九 Behe 

有 精子 存在 。 960 

示 生 殖 后 期 (7 月 )， 位 中 央 的 曲 细 精 管 中 有 四 大 团 初 级 精 母 细胞 〈 亚 期 ) Ae CRRA 

Tea x 850 

示 冬 眠 期 (12 月 ) 曲 细 精 管 间 的 间 质 组 织 。 x 1200 

a 期 (15) 初级 精 母 细 胞 处 于 有 丝 分 裂 后 期 〈 黑 箭头 所 示 )。 1500 

示 冬 眠 期 (12 月 ) 曲 细 精 管 中 仍 有 大 量 游离 精子 ， 照 片 右 下 方 为 间 质 组 织 。 X 900 



Bw: ee Bl Bee SE I Am W 

ES f aS LES 
Bes Ss > SESS 

1。 肉瘤 ， 显 示 瘤 细胞 大 部 分 旺 梭 形 ， REAR, HE x500 

OPA, Re, Bi Aa, HES a, HE 3. IRS Ae ANS I, BE 列 
x 500. 呈 大 小 不 等 的 腺 腔 。 有 的 腺 腔 呈 共 壁 现象 ， 闻 质 旺 

2. 胆管 细胞 沟 显 示 瘤 细胞 多 呈 立 方形 或 扁平 轻 度 水 肿 。HE X500， 
Ww, #SADASHRE, 2A, RE. I Piet 



MAE: 贡 山 树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研究 AW 

贡 山 树 蛙 骨 艇 细胞 有 丝 分 裂 中 期 分 裂 相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 2n 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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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 SE. BAe AN Ji HE 

thes 76 HE AY Bi BE 

1 Be Shinai, Ap 

痕迹 。 2 eSNG 3 .图 1 的 解剖 显微镜 照相 。X20。 4. 蟒蛇 肺脏 EA) WT TE, ZN 

= NSEC HE SMAE RTE 右上 为 肺 外 膜 上 的 肺 静脉 。 义 7 5. 巨 晴 文 气管 组 织 切 

2 WBE Ay JB 纤毛 柱状 上 皮 ， 固 有 膜 下 为 透明 软骨 和 平 消 肌 束 。X60。 6. 蟒蛇 副 支气管 

组 织 切片 。 eSATA NE ADE, USELESS RE 上 皮 ， 固 有 膜 下 主要 是 软骨 组 

织 。，X40. 7. 巨 峭 次 级 副 支 气管 组 织 切片 。 粘 膜 为 较 薄 的 假 复 层 纤毛 住 状 上 皮 ， 固有 磺 下 仍 见 

Bi Reems 1 8 SMR REA. BAR PPS, ALA 

Eolas ae ss ule 还 保有 假 复 层 形态 ， 但 到 下 方 假 复 层 形 形态 渐 消 失 。 图 下 去 

两 条 三 级 副 支气管 之 间 为 索 条 状 肺泡 组 织 。 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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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Red Se AR Fes RA FO 2 BA BY EE ST SE 

BAX RAH WR ELAR FE RH 
(安徽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REMI (Rana spinosa) 为 变温 动物 ， 其 

(iin Fs RAE Mee. ARTE Be ee LL 

胸 蛙 ， 每 年 11 月 ， 天 气 转 凉 ， 夜 间 活 动 减 

少 ; 12 月 份 气 晕 降 至 8 吕 以下， 活动 更 少 , 但 

有 时 中 午 在 溪 石 上 枉 太 间 ， 1 月 份 大 部 分 峙 

进入 冬眠 ,有 个 别 蛙 尚 能 捕食 , 2 月 份 则 全 部 

BRARs 4 一 5 月 份 气温 转 暖 时， 开始 出 契 ， 

众所周知 ， 变 温 动物 冬眠 期 和 活动 期 的 

生理 特点 存在 着 差异 ， 但 差异 多 大 需 研 究 。 

人 

氧 量 、 肝 糖 含 量 、 FRE Ae 8 7K 

#8, AM, WS _ELROBAVTT MS, Hl 

将 初步 结果 总 结 于 下 ， 供 参考 。 

材料 和 方法 

1. 材料 

试验 动物 是 在 黄山 捕捉 的 。 每 次 从 捕获 

到 运 回 实验 室 试验 大 多 经 历 5 一 7 天 。 因 此 ， 

所 测 活动 期 的 数据 ， 系 饥 俄 状态 的 。 

Biott Fi is 

AA ee WE ee 

Gi) Fees 

FA 2500ml i) De FF IR as VES , UR 

DAR se, IRE LICR KR SH 

玻 管 。 长 的 一 根 伸 入 呼吸 室 中 下 部 ， 为 出 气 

管 。 短 的 一 根 伸 至 呼吸 室 中 上 部， 为 进 气 

管 。 室 内 放 一 温度 计 。 

(2) “UBS 
A= U' BRE. ARMA K, AV 

充分 吸收 所 通过 气体 中 的 二 氧化 碳 和 水 分 。 

(3) $i 29 Fa BERR 

QGD-02 型 红外 线 二 氧化 碳 分 析 器 〈 北 

Beas LNA. eRe a HE 

气体 流动 的 作用 。 

(4) 测 氧 仪 (CY-2 型 ， 上 海 新 华 仪表 

lps) 

该 仪器 对 微量 气体 的 反映 灵敏 度 很 高 ， 

可 连续 对 小 至 100n1 样 品 进行 恒 远 测定 .基本 

量程 :0 一 21 狗 ;0 一 100 狗 .测定 精度 :十 2.5 匈 。 

仪器 电流 灵敏 度 ，<2x10- A/ 格 。 

用 乳胶 管 把 呼吸 室 的 出 气管 和 三 支 “U” 

形 管 串 连 在 一 起 ， 再 将 第 三 支 “"U " 形 管 与 微 

型 电磁 泵 的 进 气 口 ， 微 型 电磁 和 泵 的 出 气 口 与 

测 氧 仪 的 进 气 管 ， 测 氧 仪 的 出 样 管 与 呼吸 室 

的 进 气管 分 别 用 乳胶 管 连 接 起 来 。 最 后 ， 把 

各 管 口 连接 处 等 均 涂 上 凡士林 ,使 之 不 漏 

全 友 二 不 党 园 条 颖 : 

这 样 ， 由 呼吸 室 出 气管 出 来 的 气体 ， 经 

U " 形 管 时 ， 二 氧化 碳 和 水 分 被 碱 石灰 充 

分 吸收 ， 再 在 微型 电磁 宋 的 输送 作用 下 ， 绥 

慢 地 被 注入 测 氧 仪 的 测 氧 室 。 在 测 氧 仪 的 表 

头 上 即 避 读 出 耗 氧 量 的 百分数 。 最 后 ， 被 测 

工作 中 得 到 郑 相称 、 刘 承 助 讲师 的 帮 Bh. a 
绘图 ， 特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9 月 21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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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的 气体 从 测 氧 仪 的 理 样 管 经 进 气管 回 到 唾 

Re, 气体 就 在 这 个 密闭 系统 中 循环 不 息 。 

(如 图 1 ) 

1. 呼吸 室 “U" 形 管 
下 .微型 电磁 条 测 氧 仪 

a, 呼吸 室 出 气管 b. 呼吸 室 进 气管 
c, 温度 计 《〈 箭 头 示 气 体 流动 方向 ) 

Al 环 胸 蛙 耗 氧 量 测定 装置 示意 图 
I 

V 

x 

. 

. 

2 WR ee AE Se A SE J A 

试验 前 随机 取 蛙 ， 称 量 体 重 体 长 
EME URE, HES AKAD 

4: On BEE 68. 
调 测 氧 仪 指针 至 满 度 (21 锡 )， 待 指针 稳 

定 后 ， 开 始 测定 . 
每 次 测定 十 五 分 钟 ， 重 复 测 三 次 ， 取 平 

均值 ， 作 为 耗 氧 量 ( 锡 ). 
MAAK: 

V x 21% x(21-FHK)M 人 
wx 1000 

=mlO,/kg/hr 

Pea = WAN 表 头 指 

4 是 指 每 小 时 4 个 15 分 钟 

注 : 捕 王 干燥 右 容 积 

针 所 指示 的 数字 

w = AC UN HEE HY Be 

SRM ela, OMIA as a, A 

平衡 10 分 钟 ， 记 录 呼 吸 室 内 温度 ， 并 用 半 导 

A ST OEM Bin, BARRED SA, 

242 

立即 解剖 ， 取 出 肝脏 ， 将 左 叶 纵 切 为 重量 约 

Mi. HAW = (4 12g) fF 

肝 糖 测定 用 ， 右 边 一 半 “ 约 1 一 2g) 作 测 定 

肝脏 粗 脂 肪 含量 用 ， 肝脏 中 叶 和 在 叶 ( 约 2.5 

一 6g) 作 测定 肝脏 含水 量 用 .每 一 试验 均 按 此 

法 取样 。 同 时 ,取出 肾上腺 ,Bouin 氏 液 固 定 ， 

Aik (54—56C) Wer. HE, ESE 

PAS PF FA Wied RR oy Jal Ud et Zo AO is Fe A ea 

直径 ， 

肝 糖 测 定 ”准确 称 取 肝 脏 左 叶 之 左 羊 ， 

于 沸水 中 煮沸 5 分 钟 ， 将 肝 组 织 放 在 研 打 中 

磨 成 糊 状 ， 再 煮沸 20 人 分钟， 过滤， 滤液 倒 入 

两 倍 体积 的 95 匈 乙醇 中 离心 。 沉 省 物 即 为 肝 

糖 。 用 和 草 酮 比 糖 法 测定 肝 糖 含量 。 

肝 粗 脂肪 的 测定 ”精确 称 取 肝脏 左 叶 之 

右 半 ， 用 索 氏 提取 法 分 期 测定 。 每 次 抽取 时 

间 为 15 小 时 (50C )。 抽 取 液 剂 为 乙酸 〈 沸 点 

36 华氏 

肝脏 含水 量 的 测定 ”准确 称 取 肝 及 中叶 

和 右 叶 ， 置 于 温 箱 中 (55 一 607 ) RE 5 RK, | 

再 称 失 水 后 的 肝 重 ， : 

结果 和 讨论 

实验 结果 总 结 于 表 业 和 表 2 .人 挫 表 亚 和 

表 2 可 以 看 出 ， 棘 胸 蛙 在 不 同 季 TN HB 

量 、 肝 含 脂 量 、 肝 脏 含水 量 是 不 一 样 的 。 
从 三 月 中 旬 到 六 月 下 旬 ， 耗 氧 量 的 变化 

是 由 低 而 高 ， 三 月 中 名 测定 时 气温 为 5.5 立 ， 

平均 耗 氧 量 为 51.87ml/kg/h, AA LAWS 

Ati 18.50, Fea BS W 61,51ml/ 

kg/h, HEAP A119. NAP ae 

Nain A 28.50, 平均 和 A BW 97, 1ml/ 

kg/h， 为 三 月 中 名 的 1.87 倍 。 三 组 彼此 间 差 

异 显著 性 测定 如 下 ; 
fap 1 839< 1). ..6=2. 447) = ee 

与 五 月 中 旬 比 较 耗 氧 量 差异 不 显著 ， 如 aa 一 

3.134 >1).916=3, 707, 即 五 月 中 名 与 六 月 

PALER, HM RIE eA, PREG AB 

量 由 高 而 低 ， 其 下 降 速 率 如 表 3，。 



表 1 PRROREFER BS. 肝 糖 含量 、 Hane. TAKEN SP Rte 

日 组 性 体 体 测定 耗 氧 测定 耗 氧 # “ag FeCH FES 脂 肝脏 含水 

重 t fa A 量 时 的 体 量 干 重 百 

期 别 il (ge) (cm ) EC AC mi/kg/h 百分比 分 比 百分比 

者 He 164.5 10.8 55 Bid. ae Ae Be 0.38 19.42 60.25 
月 ihe: 108.5 9.0 5.5 6.3 49.61 0.30 12.47 63.35 

中 A 雄 270.5 13.0 5.5 6.5 54.89 / 21.76 70.74 

44] Hf 167.0 10.2 5.5 6.5 54,4 / 13.19 65.54 

五 雄 200.5 10.5 18.5 20.0 60.41 0.28 13.64 74.35 

月 HE 179.0 9.3 18.5 19.5 55.89 0.29 8.02 72.58 

als B the 147.0 9 18.5 19.8 75.89 / 7.62 74,12 

名 雄 250.0 11 18.5 19.8 53.85 0.25 11.71 T2:it 

FN iE 157.5 11.4 24.5 / / 0.15 9.88 77.93 

月 iif: 123.0 12.0 24.5 / / 0.21 8.81 76.28 

al c He 111.0 120% 24.5 / / 0.54 9.55 76.07 

4} iif 141.0 11,7 24.5 i / / 8.37 77.30 

WN 雄 129.0 11.5 28.5 29.5 87.9 0.25 6.12 75.25 

月 THE 111-2 10.5 28.5 29.8 84.5 f 9.75 77.08 

- 了 if: 135.0 9.7 28.5 30.0 127.6 0.37 - 9, 48 78.78 

名 Va 98.0 HED 28.5 29.5 88.4 0,29 9.18 76.98 

K2 RMRRREMANE, RAR. PAR. PAKR EPR 
= Az 中 名 Pa 月 多 AA hk 各 2 BY * 和 

项 — — oe Pa 
He 雄 平均 雌 HE 平均 He Ki ER HE ie 平均 

耗 氧 量 本 52.0 51.73 51.87 65.89 57.13 61.51 LAL. We 106.05 88.12 97.10 

Pee BCAA): 0:30 02398) 10.34.) 0.27% 0.28 0.28 0.30 ./ 0.30 0394 >. 022% 0031 
42 =" 

HS Me 12:68 20.2594) 16:64 (788° 12568 10-25 S154) ih VO a5 9. 6h.) T65° 8563 

@KB(S4 tb) 64.45 65.50 64.97 73.35 13.56 73.45 6. 90 / 6. 80 Tr. 93 “Sie. 1h), UTT.02 

zs kB ET ESE BRR RF 

a Ik A 期 相隔 时 (天 ) 肝 脂肪 is By 变 量 SSE 防 消耗 速率 

3 月 12 日 一 5 月 7 日 A 56 ae. 635% —10. 948% = 6. 387% 0 114 

5 eh — 6.2 26 10.248% —9.153%=1.095% 0.042 

6 月 2 日 一 电 23 日 ibe ee a 8. OO ag ied 0.029 

HA, BL C, DUACLR 1 ) 进 行 彼此 

闻 差 异 显 著 性 的 测定 ,结果 如 下 : 

5 ty.c66 = 2) 4475) Pepe 00 

6=2.,447, tep=0,567<cty..56=3, 447, BNA 

A5b8, BASCH, CAS D Ame, 

肝 含 脂 量 的 变化 均 不 显著 ， 但 tac =3,161> 

如 .0o56 一 2.447 差 异 显 著 ， 即 肝 含 脂 量 三 月 中 

旬 与 六 月 上 旬 比 较 ， 差 异 才 显著 ， 两 者 相隔 

时 间 达 82 天 。 肝 含水 量 从 3 月 到 6 月 的 变化 

145 一 

fA (KR i , tas=4,3679,tec=5, 4551, 

£46392) ic hy GS8. 707 , Hse ser 

到 6 月 上 旬 不 同时 期 测定 的 肝 含 水 量 ， 差 异 

党 ' 显 过 5 倡 地 站.0579< 1 二 6E24472 

即 6 月 上 旬 测 定 的 肝 含 水 量 与 6 AP ale 

的 差异 不 显著 。 肝 糖 元 含量 变化 不 明显 ， 且 

含量 都 较 低 ， 这 可 能 与 蛙 从 被 捕获 到 解剖 取 

出 肝脏 测定 中 间 ， 已 经 历 5 一 6 天 ， 处 于 饥饿 

状态 有 关 。 解 冲 时 明 内 已 完全 没有 食物 ， 所 

243 



以 本 实验 属于 饥饿 实验 ， 不 能 反映 蛙 在 自然 

条 件 下 的 生理 状况 。 据 尾崎 和 久 雄 认为 鱼 类 肝 

脏 是 中 间 代 谢 的 主要 器 官 ， 且 是 营养 贮藏 

所 ， 对 饥 俄 非常 敏感 ， 肝 脏 内 所 贮 藏 的 脂肪 

和 糖 元 ， 在 饥 狐 的 初期 就 被 消耗 。 又 如 人 类 

在 饥 俄 10 多 小 时 后 ， 储 存 的 肝 糖 元 绝 大 部 分 

BD BAe. PES, AUR I 

45 7E24—26 CTF PRAT 8A, 7K 

平 无 明显 变化 ， 如 果 继 续 延 长 禁 食 时 间 ， 结 

果 血 糖 下 降 明 显 。 本 实验 每 次 测 得 峙 的 肝 糖 

元 含量 很 少 ， 说 明 棘 胸 蛙 在 经 过 几 个 月 的 冬 

眠 ， 活 动 期 也 经 过 5 一 6 天 的 饥 俄 ， 体 内 肝 糖 

元 大 部 分 被 消耗 ， 但 每 次 实验 都 能 测 得 肝 

糖 ， 说 明 肝 脏 内 糖 元 并 没有 完全 枯竭 ， 这 可 

能 与 肝脏 是 糖 元 异 生 的 重要 器 官 有 关 ， 同 时 

与 实验 峙 受 饥饿 的 时 间 较 短 也 有 关 。 

肾上腺 皮质 细胞 和 揽 质 细胞 其 直径 测量 

结果 如 表 4。 
表 4 ， 环 胸 蛙 冬眠 后 期 与 活动 期 肾上腺 细胞 的 变化 

测定 时 间 和 性 别 

细胞 种 类、 x OR 
统计 数 a 51 

平均 直径 (b) 8.6118 
——- 

由 表 4 可 以 看 出 ， 肾 上 腺 不 管 是 皮质 或 

者 是 颈 质 细胞 直径 ， 活 动 期 都 较 冬 眠 后 期 

大 ， 经 差异 显著 性 测定 结果 : 皮质 细胞 二 

7.8956 >>ty.91100=2.625, a Jit 4M tut = 7.8707 

>to.o1 100= 2,625, 两 者 差异 非 第 显著 。 

从 上 述 实验 结果 可 以 得 贡 以 下 的 结论 : 

1, 琼 胸 上 蛙 冬眠 后 期 和 活动 期 ， 其 代谢 

率 的 差异 非常 显著 。 两 柄 类 肾上腺 皮质 能 分 

WA PS EAR GORA, LAP RAE ow 

SB LRA. FF LRRMRASRKKAD, 

蛋白 、 脂 肪 、 水 和 无 机 物 等 几乎 所 有 物质 代 

谢 都 有 关系 。 肾 上 腺 散 质 与 糖 元 代谢 有 关 ， 

环 胸 蛙 冬眠 后 期 肾上腺 皮质 细胞 艇 质 细 胞 

的 直径 均 明 显 小 于 活动 期 ， 说 明 冬 眼 后 期 细 

胞 形态 上 缩小 ,其 机 能 也 减低 ,从 而 代谢 强度 

也 大 为 降低 ， 冬 眠 后 期 的 耗 氧 量 较 少 和 肝 脂 

肪 的 含量 较 高 ， 而 活动 期 的 耗 氧 量 较 大 ， 肝 

脂肪 含量 较 低 ， 亦 可 佐证 。 肝 含水 量 由 三 月 

中 旬 到 六 月 ， 逐 渐 增 高 ， 与 代谢 水 平 的 增高 

成 正 相 关 ， 这 可 能 与 水 在 代谢 过 程 中 起 着 极 

其 重要 作用 ， 同 时 冬 眼 期 水 的 减少 ， 与 提高 

抗 寒 力 有 利于 安全 越冬 有 关 。 

2. 代谢 率 由 较 低 转向 较 高 的 过 程 是 逐 

渐 的 。 从 三 月 中 旬 到 五 月 上 旬 ， 其 变化 较 缓 

慢 ， 不 管 是 耗 氧 量 或 者 是 肝 脂 肪 含量 的 变化 

都 是 不 显著 的 。 若 和 六 月 测 得 的 数据 相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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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 ee Serr = 

uO 

11.8882 

六 月 上 名 (活动 期 ) 雄 

用 
51 51 

11.7961 15.4686 
SSS 

经 显著 性 测验 ， 耗 氧 量 、 肝 脂肪 含量 差异 都 

很 显著 ， 肝 脏 含水 量 六 月 测试 比较 变化 不 显 

著 ， 说 明 六 月 份 环 胸 蛙 的 代谢 率 显 著 提 高 。 

野外 观察 每 年 4 一 5 月 份 气温 转 暖 时 ， 它 才 出 

盐 活 动 ， 而 六 月 份 它 已 进入 大 量 捕 食 和 繁殖 

活动 期 ， 这 时 活动 性 迅速 增 大 ， 其 代谢 水 平 

必然 随 之 而 增高 ， 和 我 们 所 测试 的 结果 是 一 

致 的 。 

3. 由 表 3 平均 肝脏 脂肪 消耗 速率 分 

析 ， 冬 眠 后 期 反而 比 活动 期 消耗 速率 快 ， 这 

与 上 述 的 结论 有 了 矛盾。 其 实 不 然 ， 环 胸 蛙 
3 一 4 月 虽然 仍 处 于 冬眠 期 ， 但 给 与 刺激 ， 常 

有 了 明显 的 反应 ,例如 :被 捕捉 时 有 挣扎 企图 逃 

脱 的 反应 ， 入 眼 深 度 不 如 1 一 2 月 份 ，4 一 5 月 

上 旬 虽 已 出 过， 但 活动 性 小 ， 一 般 不 捕食 ， 

此 时 体内 所 需 的 一 切 能 量 均 来 目 体 内 贮存 物 

质 的 氧化 。 而 五 月 中 旬 以 后 ， 峙 已 开始 取 

食 ， 能 量 来 源 得 到 补充 ， 但 不 够 代谢 需要 ， 

仍 需 消 耗 部 分 体内 贮存 的 物质 ， 故 体内 贮存 

的 脂肪 消耗 速率 相对 减缓。 

4. 将 不 同时 期 所 测 得 的 肉 雄 环 胸 峙 耗 

氧 量 进行 比较 ( 表 2)， 雌 峙 耗 氧 量 比 雄 蛙 多 , 

经 显著 性 测试 ! 一 4.15> 加 .10 王 3.169 ,差异 
非常 显著 ， 这 种 现象 可 能 与 雌雄 生殖 腺 的 发 

育 不 一 致 有 关 ( 根 据 梁 仁 济 、 董 永 文 图 ). 

肉 性 生殖 腺 系数 3 一 6 月 已 趋 于 最 高 峰 ， 



而 雄性 生殖 腺 系数 需 在 6 月 中 旬 到 7 月 中 名 

才 趋 于 最 高 峰 ， 人 性 腺 的 发 育 ， 体 内 物质 进行 

复杂 的 运转 和 转换 ， 可 能 要 求 较 高 氧 的 供 

wy. 

S = MX 献 

SIH. SAE, AS: KR AE SO 

TPE ePIC TT oh =F RA (3)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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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PHYSIOLOGICAL ECOLOGY OF Rana spinosa 

DURING HIBERNATION AND ACTIVATION 

Dong Yongwen Zhao Jiaxin Yang Jianxiang 

Cui Yadong Li Guangxi Chen Bihui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scme problems of 

physiological ecology of Rana spinosa, 

i.e, oxygen consumption, heparin, hepatic 

lipin, moisture of liver and the mor- 

phological changes of pancreatic island,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from 

March to June, 1985, and its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oxygen consumption of Rana 

spinosa increased with temperature ,rise,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t<t 0,05 d. 

f) in oxygen consumption between March 

but remarkable difference 

(t>t 0,01 d,f)between May and June, 

2. The hepatic lipin content tended 

and May, 

to increase from March to June, 

3. The moisture of liver tended to 

increase from March to June, 

4.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adrenal gland during hibernation and 

activation were studied by using the di- 

ameters of the cortical cell and medul- 

Remarkable differences were 

found (t>t 0.01 d. f)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5. Little difference of the heparin 

was found in the four tests, because the 

lary cell, 

tests were carried out when the frog 

was 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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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兴 树 蛙 的 若干 生态 学 资料 

HB 陈 火 结 
《中国 科学 院 昆 明 分 院 生态 研究 室 ) 

宝 兴 树 峙 Rhacophorus dugritei (Da- 

vid) 是 嘉 牢 山 徐 家 坝 地 区 的 优势 种 之 一 。 它 

在 常 绿 阔 叶 林 生 态 系统 中 属于 次 级 消 宽 者 ， 

然而 它 又 是 高 一 级 营养 水 平 消 费 者 的 捕食 对 

象 ， 是 常 绿 阔 叶 林 生 态 系统 食物 链 中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因 此 ， 对 宝 兴 树 蛙 的 生态 学 研 

究 ， 是 分 析 研 究 森 林 生 态 系统 能 流 、 物 质 循 

HARDIN TZ. A, RMS 

1982463 5 819844612 4 ER ELLER A 坝 地 

区 对 宝 兴 树 蛙 的 生态 学 进行 了 观察 ， 现 报道 

uaF. 

材料 与 方法 

本 工作 以 宝 兴 树 蛙 开 . dugritei (David) 

为 研究 对 象 ， 采 用 样 方 统计 和 养殖 观察 相 结 
合 的 方法 进行 工作 . 

样 方 统计 方法 “选择 5 个 环 境 条 A 
又 具有 一 定 代表 性 的 固定 样 方 。 各 样 方 情况 
简介 如 人 下: 

1 号 样 方 ” 面 积 50m2， 林 间 2 地 季节 性 
积 水 样 地 。 中 部 低 凹 ， 周 围 植被 主要 由 矮 树 
林 组 成 ， 旱 季 〈12 月 至 翌年 5 月 中 旬 ) THe, 
但 由 于 覆盖 有 许多 枯 枝 落叶 ,腐殖质 层 较 厚 ， 
比较 潮湿 ， 雨 季 来 临 ， 林 内 地 面 水 流入 低 四 

处 便 开 始 积 水 。 

2 号 样 方 ” 面 积 480m2， 沼 泽 化 草 甸 样 

地 ， 地 势 较 平缓 ， 地 面 均 被 禾 草 和 苦 人 植物 
覆盖 ， 因 此 ， 湿 度 大 ， 雨 季 积 水 较 多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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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 A Bt 7K. | 
SSR TH 360m?, Ff Hh 2S AE 

积 水 样 地 。 为 森林 被 砍伐 后 形成 的 草地 ， 

地 势 开 疮 ， 日 照 时 间 长 。 样 地 就 选择 于 草地 

的 四 陷 部 分 ， 周 围 植 物 主 要 由 灯芯 草 (J une- 

us effusus 荆 .) 组 成 。 雨 季 积 水 ， 水 深 可 达 

05meA, BAKU PRAIA. 

4 号 样 方 ” 面 积 270m2 ,沼泽 化 常年 性 水 

PH, RFRA Lk, BERK, Me 

要 为 灯芯 草 。 

5 号 样 方 “ 面 积 600m2， 流 水 沟 常 年 性 水 

域 样 地， 徐 家 坝 地 区 的 主要 溪流 。 水 库 放 出 

之 水 流 经 此 地 ， 河 底 沉 积 的 稀 泥 较 厚 ， 羡 边 

灯芯 草 生 长 茂盛 。4 月 下 旬 水 库 放水 时 ,水 深 

达 1 米 左右 。 水 流 平 缓 。 

5 个 样 地 面积 总 和 1760m2:， 每 隔 一 天 对 

各 个 样 方 进行 一 次 观察 记录 ， 并 进行 水 盟 和 

气温 的 测量 。 三 年 共 观 察 了 382 次 (五 个 样 地 

总 和 ) 。 同 时 解剖 了 两 个 肉 圣 ， 进 行 怀 卯 数 的 

计算 。 并 且 利 用 全 部 捕捉 、 称 、 量 、 剪 指标 

记 重 捕 法 进行 性 比 观察 和 两 性 体型 差异 等 的 

研究 。 

养殖 观察 方法 “在 野外 设置 租 绢 网 箱 ， 

共 养 殖 了 三 批 ， 第 一 批 和 第 三 批 是 将 抱 对 的 

ECAP AGHA, TEP OR, oS ab ae ete EF 

本 工作 中 ， 部 分 气象 资料 由 本 室 气 象 组 的 张 殉 
Be, Moise, Bei, BELA 德 林 同 志 
的 指导 ， 订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3 月 25 日 收 到 ， 



外 刚 产 出 的 卵泡 让 入 网 箱 ， 让 其 在 自然 环境 
条 件 下 孵 化， 进行 观察 记录 。 每 天 测量 水 温 、 

Sim — 0K, SRE, BELOD. Pht WR — 

KK FURR AS IG, BES KP at BK BS 

意 取 10 尾 称 量 , 求 其 平均 值 。 每 一 批 养殖 的 旺 

时 均 为 一 个 唆 蛙 所 产 的 卵 且 化 而 成 .第 一 批 ， 

1982 年 4 月 17 日 一 7 月 20 日 teehee 146, 38 

二 批 , 同 年 5 月 8 日 一 8 月 4 日 ， 旦 时 数 151 尾 ; 

第 三 批 ，1983 年 5 月 5 日 一 8 月 8 日 th b+ e140 

尾 。 三 批 均 在 同一 地 点 进行 .1982 年 养殖 的 两 

批 ， 是 先后 用 两 个 网 箱 并 列 置 于 同一 地 点 。 

结果 与 讨论 

1. 产 卵 期 

经 过 三 年 对 五 个 样 方 产 卵 期 的 观察 ， 共 
观察 了 193 次 .1983 年 对 每 两 天 产 的 卵泡 个 数 

BEAT TS Sit, BAPE A AEP 11024. 

ee AIA RENT NAA AG Aa, iA 

AAMT ASIN, FARA SN aw, PASE RB 

在 4 号 样 方 内 和 在 5 号 样 方 〈83 年 ) 内 发 现 2 

次 产 卯 高潮。1 一 3 号 样 方 均 为 季节 性 积 水 ， 

雨季 到 来 前 样 方 较 干 燥 ， 因 此 ， 只 在 6 月 份 

形成 一 次 产 卵 高 潮 。 两 年 的 资料 都 表明 ， 第 
一 次 产 卵 高 潮 在 5 月 14 目 至 20 上 日 ， 第 二 次 在 

6A5H—124H , po oN AKI 11—23 30 ,气温 
12—25C, FAW Ww EE59—100%, 

2, 产 卵 场 

该 蛙 的 产 卵 场所 主要 为 常年 性 水 域 和 季 
节 性 积 水 区 二 种 类 型 。 常 年 性 水 域 为 沼泽 地 
和 常年 流水 沟 ( 如 4 号 和 5 号 样 方 )。 季 节 性 积 
水 区 是 由 于 地 势 平 缓 而 中 间 低 凹 、 降 雨 后 积 
水 的 目地 (如 1 一 3 号 样 方 )， 这 种 产 卯 场 的 积 
水 可 你 留 6 一 6 个 半月 。5 月 下 旬 雨 季 到 来 时 
开始 积 水 ，11 月 底 到 12 月 初 就 开始 干 泗 ， 开 

台 积 水 时 很 清 漳 ， 随 着 时 间 的 增长 ， 浮 游 生 

物 渐 多 ， 也 有 蚊虫 的 幼虫 和 植物 残 驴 ， 水 的 
透明 度 慢 慢 变 小 。 在 所 有 的 产 卵 场 内 都 有 成 
符 或 成 片 的 禾 草 或 肥厚 的 腐殖质 层 。 该 蛙 就 

在 这 些 隐藏 物 中 产 卵 . 
但 除了 上 面谈 到 的 二 种 产 卵 场 外 ， 也 有 

一 些 峙 能 在 由 下 雨 形成 的 潮湿 地 带 内 产 外 。 
这 种 地 带 内 一 般 无 积 水 ， 但 离 水 源 较 近 。 在 
下 雨 时 特别 潮湿 ,并 有 供 该 蛙 藏 身 的 地 方 ( 如 
草丛 、 枝 叶 或 石头 等 ) .6 一 7 月 间 降 雨 长 而 且 
较 集 中 ， 晴 时 旺 出 后 便 能 被 水 带 入 水 域 。 但 
是 在 这 种 潮湿 地 带 内 ， 如 果 长 时 间 不 下 雨 ， 
BS CE LH FA | 2a Se ey PS AP =F 
而 死亡 . 

3.， 允 殖 时 两 性 体型 的 差异 及 性 比 

过 和 殖 期 间 两 性 体型 的 差异 很 大 。 曾 在 繁 

殖 时 对 356 个 性 成 熟 个 体 进行 过 称 量 。 其 中 

297 个 雄性 个 体 的 平均 体重 为 7.1 (4.3 一 

12.3) ESE 海 体 提 为 4 区 5 (36,5—55_8) 

党 米 。17 个 刚 产 完 卵 的 雌性 个 体 平均 体重 为 

13.5) G1 415-2208), au EA te 47 

(51,5—57,8) 2K, 42S 1K T* NAHE ES 

i, ARH 22,8 (15,1—31,2) H, 
均 体 长 为 55.5 (48,9—59.2) Sok, bay 

以 看 出 ， 产 完 卵 的 肉体 的 平均 体重 为 雄 体 的 

2.5 至 3 倍 ， 临 产 思 的 肉体 的 平均 体重 为 雄 体 
的 3 倍 多 。 肉 体 的 平均 体 长 也 为 雄 体 体 长 的 

1 .3 一 1.4 倍 。 抱 对 后 ， 上 肉体 可 背 着 雄 体 自由 

aay, “WRI, Wek, wai 

于 水 底 和 上 树 。 

该 蛙 在 繁殖 时 性 比 基 丈 相当 大 。 利 用 全 
部 捕捉 法 ， 分 别 在 1 一 3 号 样 地 内 进行 了 6 次 

WAE(N=705), El EAS, A= 145: 

560~1:4, fer= ONES, “ES HERE Ho — Te 

JE AS Te Ob tS 4 Hi, HEPES AS FEE, 

4. RTA 

每 年 4 月 初 到 4 月 中 旬 ， 该 地 水 温 达 10T 

左右 ， 部 分 雄 蛙 开始 进入 产 卵 场 。 常 年 性 水 

Ja A ON IA EEE EK I, | ee BE 

时 到 半月 左右 。 但 是 大 部 分 雄 蛙 要 到 大 量 产 
SPAS BW PSA SU NIH. FORE APE ON IH AS HE 

Bee ik We FE DA BR SOUP 89 BS 9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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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 25 3 与 项 目 eS 

(N=10) (N =10) (N =10) 

时 间 (XR) 14 12 11 12 

er 平均 10.6 局. 13.8 2 
‘im. uate aa. ais 化 (0) 4o 55 6.0—20.0  10.5—18.5 9.5 一 17.0 

i 4.1 Wa 10.077) Aida 

HI (i) 全 距 10.0-12.5 110-150 9,011.0 

é 时 间 (He) 51 48 41 47 
at pa 平均 14.8 16.0 14.7 15.2 

{m. Uke — = 时 (c) “ie 8.0 一 21.0 11.0-—21.5 11.0—19.0 

KP 15.7 18.8 13 38 St 15.8 
7 cit) 4B  11.0-22.0 。 10.5 一 20.0 。 9.5 一 17.0 

本 Ila] (XR) 33 30 4? 35 

ory 气 平均 16.3 15.9 15.6 15.9 

4 (G) SH 13.0-20.0 14.0-20.0  11.0-21.0 

水 平均 17.0 16.0 15.0 16.0 

其 (jt) SHE “192 14.0-19.0 12.020 

合 Hie) © (oe) 98 90 94 94 

人 15.3 14.7 14.6 
让 7 水 温 ( ) 14.6 

天 测量 二 次 的 算术 平均 数 。 
注 : RAN 为 测量 标本 数 。 

肉 ， 恒 夜 鸣 叫 。 大 多 数 娃 晚上 出 洞 外 鸣叫 ， 
有 的 在 树枝 或 梗 上 鸣叫 ， 寻 找 配 偶 。 鸣 声 时 
快 时 慢 ， 无 节奏 。 鸣 叫 的 早 几 天 ， 肉 峙 不 进 
AF NIH, WOME A, HEME FE RAE 
AF 98H, HALIM 9, 

娃 洞 长 得 、 大 小 不 等 ， 形 状 多 样 。 在 党 
年 性 水 域 的 产 卵 场 内 ， 和 草丛 中 的 洞 位 于 草根 
Seb, BOM AMI. ET 
性 积 水 的 产 卵 场 内 ， 大 多 没有 洞 ， 该 峙 就 隐 
项 于 草 从 中， 只 有 在 有 村 枝 落叶 、 比 较 潮 温 

“的 地 方才 有 洞 ， 这 些 洞 的 周围 同样 有 稀 软 的 
iE. 

(cP NH, AE LEE, BEI 
于 崔 峙 的 背 上 ， 前 肢 有 力 地 夹 住 肉 峙 的 腋窝 
位 置 。 由 于 雄 峙 比 叭 峙 小 ， 后 肢 只 能 屈 于 峻 
蛙 的 背 上 。 在 抱 对 时 ， 无 论 怎 样 干扰 它 ， 雁 
峙 也 不 轻易 松 开 。 任 赁 唑 峙 怎样 个 动 ， 甚 至 
人 们 将 肉 峙 提起 来 ， 雁 蛙 也 不 会 放 掉 。 产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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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12.8 14.4 

* 该 项 平均 值 为 三 批 平 均值 的 算术 平均 数 。 其 他 各 项 平均 值 为 各 个 阶段 每 

时 不 爬 动 。 观 察 时 ， 将 产 卵 地 点 的 草丛 扒 

Fr, HR POM, Ewes. Spee 

Bea, CATs, —ByeaeR, week 

peop. FEOMIN ERT Baik, FORAY bot 

产 出 ， 会 将 峙 体 全 部 埋 于 卵泡 内 ， 只 剩 眼 睛 

和 鼻孔 露 于 外 面 。 产 完 卵 后 , WES wt eg ITP OB 

场 ， 雄 峙 也 大 部 分 离开 产 卵 场 ， 少 部 分 仍 留 

在 产 卵 场 ， 是 否 是 等 待 再 次 抱 对 ， 有 待 进 一 
步 观 察 。 上 述 情 况 从 1984 年 的 两 次 观察 中 得 

到 证 实 。1984 年 利用 全 部 捕捉 、 勇 指标 记 重 

捕 法 观察 ， 大 量 产 卵 后 ， 在 5 月 15 日 和 27 日 ， 

分 别 发 现 15 只 和 3 只 雄 蛙 是 重 捕 的 ， 但 雌 峙 

从 未 重 捕 到 。 

EY STE, MES, RT i 

度 的 因素 外 ， 它 与 降 十 也 有 密切 的 关系 。4、 

5 月 间 ， 有 小 雨 时 ， 可 见 少量 的 峙 产 卯 ,有 大 

十 时， 可 见 产 卵 的 很 多 。6 月 间 ,雨季 来 临 ， 

下 十 时 间 很 长 ， 产 饰 的 蛙 特 别 多 ， 形 成 一 次 



较 大 的 产 卵 高 潮 ， 产 卵 场 内 到 处 可 见 ， 

5. 卵泡 形状 及 产 卵 量 

该 峙 产 出 带 有 卯 粒 的 胶 状 物质 ， 最 后 形 

成 卵泡 ， 卵 泡 形 成 过 程 有 竺 进一步 观 宗 。 由 

于 卵 产 于 各 种 隐蔽 物 中 ， 形 成 卵泡 后 会 突出 

于 隐藏 物 外 或 漂浮 于 水 面 上 。 有 的 几 只 肉 峙 

同时 在 同一 地 点 产 卵 ， 卵 泡 形 成 后 互相 接 成 

一 块 ， 因 此 ， 卵 泡 的 形状 差异 很 六 ， 有 的 可 

达 几 二 厘米。 有 的 在 几 处 产 了 ， 在 卯 泡 形成 

过 程 中 ， 也 会 接 成 一 块 ， 这 就 更 大 。 (Al). 

卵 粒 分 散 于 泡 读 中 。 

图 1 二 宝 兴 树 峙 的 卵泡 6 

但 是 如 果 是 单独 个 体 产 卯 于 一 处 ， 同 时 

又 位 于 稀疏 草丛 和 稀 泥 上 或 腐殖质 层 的 软 泥 

上 的 厚 泡 ， 则 为 球形 或 椭 园 形 。 笔 者 曾 对 这 

类 卵泡 中 的 三 个 作 过 测量 ， 得 到 厚 泡 重 24.5 

一 28.3 克 ， 长 径 80 一 90 毫 米 ， 短 径 60 一 70 毫 

MK, H55—6OR OK. PNB 327—397 Hr, 

WNi22,0—-2 52K. BRM WAR BK 

NON, SA ALHO.90—0.965¢, BM — 

个 肉体 。 其 中 一 个 是 放 入 网 箱 后 让 其 目 然 抱 

对 ， 产 卵 后 立即 解放 ， 在 体内 余 卯 146 粒 。 后 

对 这 一 卵泡 进行 用 化 ， 钱 出 时 时 146 尾 ， 未 

九 化 的 邦 粒 87 粒 ， 三 数 相 加 为 379 粒 , 另 - 一 只 

是 野外 捕 来 未 产 过 卵 的 雌 体 ， 怀 卵 Be 为 405 

粒 。 从 解 痢 的 两 只 雌 体 怀 卵 数 来 看 ， 与 野外 

WARE BM FON BE ARH FF 

6 MNMEKEE 
ORR TS, JEL IOI), 1-3 

a ONO, WBE ATK. HARE HOD 
#, BORD, WWI, BR 
SER, HOST. KASS 
欢 上 下 游 动 。 媚 昱 主要 生活 于 静水 中 ， 但 也 
有 人 少 部 分 生活 于 水 流 平缓 的 流水 中 。 刚 钱 化 
KHIR RA é, WWE REMR, FES 
约 7 天 后 体 旦 绿色。 这 时 前 肢 出 现 ,完成 变态 
BLE, HAR WMEA. MILABKA, 
后 渐 离 水 而 去 ， 难 于 找到 。 民 年 繁殖 季节 ， 
A Lie BE AS INIA, BAMISERN, 4A 
绿色 ， 个 体 大 小 差异 不 大 ， 但 到 成 体 时 ， 却 
发 现 有 部 分 已 变 为 浅 黑 色 ， 全 部 蛙 身 上 都 呈 
现 一 些 棕色 斑点 。 两 性 间 的 体型 大 小 也 有 了 
差异 。 

利用 前 述 养殖 观察 法 ， 养 殖 了 三 Te 
时 ， 得 到 贱 化 期 、 晴 时 期 和 变态 期 所 需 的 时 
闻 、 气 温 、 水 温 等 情况 ， 列 于 表 1。 

将 从 电 时 离开 卵泡 到 开始 变态 止 称 为 旺 
时 期 ， 这 样 从 表 中 可 看 出 贱 化 期 平均 为 12 
K, WHEW ATR, A 态 期 平均 为 35 
天 。 平 均 气 温和 水 温 取 整个 过 程 中 每 天 观察 
二 次 的 算术 平均 值 ， 则 全 过 程 平 均 气 温 为 
13 9 和 ， 平 均 水 温 为 14.6@ 。 对 第 一 批 进行 

了 钱 化 率 的 统计 ， 约 为 62.7 喝 。 
从 网 箱 养殖 观察 中 ， 得 到 几 时 期 和 变态 

期 的 生长 发 育 图 (图 2) ,该 资料 为 三 批 养殖 旺 
时 的 平均 值 。 

( mg) 

体重 

SEK 
U O20 330 10 4 50 60 70 80 90 

开始 变态 

图 2 ROAM EARNS KARA 

CAN Ta] JER SBS FP AY BY ee Sz ) 

时 间 { 天 ) 

从 图 上 可 看 出 ， 该 蛙 师 时 期 和 变态 期 的 

体 长 变化 不 太 大 ， 体 重 和 尾 长 变化 很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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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a 

1, 本 文 报道 了 1982 年 3 月 至 19844612 

月 对 宝 兴 树 蛙 Rpacobporus dugritei (David) 

野外 观察 的 结果 。 主 要 是 该 峙 迷 殖 方面 的 生 

2, 宝 兴 树 峙 在 徐 家 坝 地 区 的 繁殖 期 为 

4 月 上 旬 至 6 月 中 旬 。 

3. P= ONAL A327—397 HL, BPH2, 25— 

2.5552K, A AINHO. 9350, RE 率 约 为 

62.7%, JRGHAIZK, NAT, BAR 

35K. | 

4, WEAEMELL A: 2201 1:4, 

5. Wt BEA ET Bk, EKER 

较 快 ， 大 约 2.5 一 3 个 月 就 能 完成 变态 

参考 XM 献 

MK, FASE: 中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 科 学 出 版 社 

(1961), 

Aaa. BOT. 8a: 2242 GE 98 V ibrissa phora 

oilaomica 生 态 观 察 的 初步 报告 。 两 栖 朴 行动 物 
学 报 3(1):41 一 45(1984)。 

Lyapkov M and EM Smirina: Dynamics of body 

size of first-year common frogs(Rana tem- 

poraria) during’ the period emergence onto 

land at the end of metamorphosis, The 

Soviet J, Heo, ta(2)#110(1983), 

SOME ECOLOGICAL DATA OF Rhacophorus dugritei 

Li Fanglin Chen Huojie 

(Department of Ecology, Kunming Branch,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some ecological 

data of Rhacophorus dugriteit (David), 

The breeding period of KR, dugritei is 

from the beginning of April to the mid- 

dle of June, A female lays 327-397 eggs, 

is 225-2. be mm 

9 3 mg in weight, 

An egg in diameter, 

Hatching rate is 

250 

about 62 7%. The ratioof females to 

males is about 1:4, The tadpoles of RK, 

stable 

They grow and develop very fast, It 

dugritet live mainly in water, 

takes about 2,5-3 months to complete 

metamorp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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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肛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图 版 1) 

杨 玉 华 7 IR 高 正 发 
〈 四 川 大 学 生物 系 )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四 川 安县 中 学 ) 

tee BLE Jeg (Ranidae: Rana) 是 我 国 无 尾 

两 栖 类 中 种 数 最 多 、 分 布 最 广 的 的 一 个 属 ， 
计 有 58 种 。 近 年 来 ， 已 有 不 少 关于 我 国 蛙 属 

染色 体 的 研究 报道 〈 吴 政 安 ，1978 及 1981; 

吴 政 安 、 杨 慧 一 ，1980; 李 树 深 等 ，1981 及 
1984; BRICsC 4, 1983; HEE, 1983; x 

Al, hint, 1984), ARE Ke 两 栖 类 
的 系统 演化 研究 提供 了 细胞 遗传 学 方面 的 依 

据 。 本 文 报道 隆 肛 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 

材料 与 方法 

MEA: Rana quadranus Liu, Hu et 

Yang 30707, 72 29F19844E7 & 1985486 

月 采 目 四 川 省 安县 九 顶 山 ， 

按 304g/g 体 重 的 剂量 注射 秋水 仙 素 溶 
液 〈3mg/ml) 于 供 试 蛙 腹 腔 A; 14 一 16 小 
时 后 取出 前 后 肢 骨 ,用 1 狗 柠 檬 酸 钠 深 液 冲 出 
Aad, Pal 7 Hh (150088/ 45), FRE EW 
Ke, Blin PIA 0. 4% KCl He 1K 渗 3045 4b; 
Bale7 oy BH; FEA _ETGIR, FARE AAS: yk 
醋酸 (3:1) 固定 液 固定 15 分 钟 后 ， 换 固定 
液 置 冰箱 内 过 夜 ， 然 后 常规 制 片 。 

染色 体制 片 用 2:10 的 Giemsa 磷酸 缓冲 
痕 〈pH6.8) 染 色 30 分 钟 ， 显 微 镜 下 计数 111 

个 细胞 ， 对 其 中 10 个 细胞 进行 显 微 摄 影 ， 分 

别 排 出 核 型 ， 计 算 相 对 长 度 和 臂 比 指数 ， 绘 

制 核 型 模式 图 (图 1) .染色 体 分 

(1964) 的 方法 进行 

类 按 Levan 等 

18 

16 

14 ; 

10| ¢ ie 

8 on : i 

|e eo a y & La os 

: peas 5% as au: 

l 3 1 ) 6 i w 9 | 1 13 

图 1 PEALE tA 

结 aR 

对 111 个 细胞 进行 染色 体 计 数 的 结果 表 

明 ， 隆 肛 蛙 染色 体 数 目 为 2n 一 26( 表 1) , 按 其 

相对 长 度 分 为 2 组 (图 版 [ #2), 

第 一 组 (Nos.1 一 5) : 岗 .1 为 最 大 的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相 对 长 度 为 16.54; Nos, 2 一 5 
相对 长 度 在 9.61 一 12.59>- 其 中 Nos.2 ,4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Nos.3 ,5 为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因 此 较 易 识别 。 

第 二 组 (Nos 6—13), 全 为 中 着 丝 粒 染 

本 文 于 1986 年 3 月 14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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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ea of Chromosomes 29 

Me ri Cells” 1 

Pergentage 

表 2 隆 肛 峙 染色 体 的 相对 长 度 和 臂 比 (入 士 5.D.) 
Table 2, Relative lengths and arm ratios 

(X+S.D.) of diploid chromosomes of 

Rana quadranus, 
ao 

Chromosome Relative Arm Centromere 

pair no, Lengths ratios position | 

1 16.5440. 64 1.3 十 0.12 m 

2 12.59+0.88 2.70.29 sm 

3 11.29+0.84 1.60.18 m 

4 10:753-0.47  2252-0.37 sm 

5 9:61-6; 48 i. 4+0. 24 m 

6 6. 15-b0. AT Fe 60. 33 m 

T 5-5a0.20 1534-0.28 m 

8 5.27 400.20 1.5a-0.28 m 

9 5.040023. ~178220;22 m 

10 4.783-0.30 1.20209 7 = 

ah 4.43-50.35 1.2-0.13 m 

12 4.1050.31. 1.4c0,20 9 m 
13 3. Btn! te. 2a ORD m 

色 体 ， 相 邻 两 对 染色 体 之 间 的 相对 长 度 差 别 

AK, bRNO.128 8 LAE Ke 痕 及 随 

体 易 于 识别 外 ， 其 余 相 邻 各 对 间 不 易 区 分 。 

Se 

从 以 上 结果 可 知 ， 隆 肛 蛙 的 染色 体 组 型 

与 国内 报道 的 峙 属 大 多 数 种 类 的 染色 体 组 型 

基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即 2n 一 26， 全 由 中 着 丝 

粒 和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组 成 ， 其 中 包 括 5 对 

大 的 和 8 对 小 的 染色 体 。 这 说 明 隆 肛 峙 与 蛙 

属 大 多 数 种 的 染色 体 在 系统 演化 上 的 遗传 同 

一 性 。 但 是 ， 隆 肛 峙 作为 蛙 属 中 一 个 独立 的 

种 ， 与 它 在 形态 上 的 特异 性 相应 ， 在 染色 体 
水 平 上 亦 表 现 出 种 的 特异 性 ， 即 ， 首 先 ， 隆 

肛 蛙 亚 中 独 丝 粒 染 色 体 的 数目 少 只 有 两 

对 ， 且 都 属于 第 一 组 的 大 染色 体 。 这 在 国内 

252 

23 

0.9% 0.9% 5.4% 1.8% 

隆 肛 蛙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数目 
Table 1, Rana enelali 机 regespee banca 

— — 

"Total 24 25 26 

6 2 101 Bl 

91.0% 100% 

现 已 报道 的 蛙 属 中 是 独 有 的 (参看 李 树 深 等 ， 

1984); 其 次 , 隆 肛 峙 的 次 弱 痕 位 于 第 12 对 染 

色 体 的 短 臂 上 ， 这 也 与 蛙 属 其 他 种 不 同 。 

Morescalchi(1973) 指出 ， 次 绞 痕 的 位 置 、 

数目 和 相对 长 度 是 染色 体 的 分 类 特征 之 一 。 

根据 本 文 及 国内 现 已 报道 的 蛙 属 的 核 型 及 带 

型 来 看 ， 不 同 种 的 次 弱 痕 位 置 、 数 目 及 相对 

长 度 ， 确 实 各 不 相同 ， 因 此 ， 次 弱 痕 是 细胞 

分 类 学 上 有 意义 的 形态 标志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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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学 研究 2(1):17 一 24(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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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ARYOTYPE OF Rana quadranus 

Plates | 

Yang Yuhua 

(Department of Bi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Gao Zhengfa 

(County Middle School of Anxian, Sichuan) 

The karyotype of Rana quadranus 

has been studied by using the prepara- 

tions of its marrow cel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ploid number is 2n=26, 

including 5 pairs of large chromosomes 

and 8 pairs of small ones, All of the 

Abstract 

chromosomes are metacentric except 

that those of the second and fourth pairs 

are submetacentric, The pronounced sec- 

ondary constrictions and+ satellites are 

present on the short arms of those of 

the twelfth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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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Hew FIR ”1986 年 11 月 ;544 ): 25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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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EE ah Bh BSF BASE HG AS Fs EBS OSE 
tk Ak 2S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Cope (1893, 1894, 1895, 1896) 曾 对 

ine: 2S FAO by A SS OE BAA BEST T OF, UWA 

蛇 类 和 蜥 蝎 类 半 阴 荃 形 态 具 有 一 定 的 分 类 学 

意义 ， 并 把 其 特征 用 于 分 类 学 中 。 此 后 ， 国 

外 学 者 一 般 较 注意 蛇 类 半 阴 茎 的 分 类 学 研 

究 ， 而 关于 蜥 蝎 半 阴茎 的 研究 较 少 ， 主 要 有 

Noble 和 Bradley (1933) 对 蜥 蝎 某 些 科 交 

配 行为 和 半 阴 荃 特 征 的 观察 及 其 关系 的 比较 

分 析 ，Uzzell (1965) 把 半 阴 茎 形态 作为 主 

要 特征 之 一 用 于 和 白 此 晰 科 〈Teiidae) Echi- 

nosaura 属 的 分 类 ， 以 及 Rosenberg (1967) 

对 是 蜥 亚 目 《Amphisbaenia) 半 阴 鞭 的 研 

究 等 。 国 内 ， 曾 对 我 国 游 蛇 亚 科 蛇 类 半 阴 茎 

作 了 分 类 研究 〈 张 服 基 等 ，1984)。 在 此 基 

础 上 ， 本 文 对 我 国 蜥 蝎 类 半 阴 葵 的 形态 特征 

进行 了 初步 观察 ， 对 其 分 类 学 意义 亦 作 了 初 

步 分 析 。 

共 观 察 14 种 晰 蝎 的 外 翻 状态 半 阴 蔡 ， 分 

隶 12 属 6 科 : 
4, Heke fe Gekko japonicus 639175 

TN REM; ~Acanthosaura lepidogaster 64 

Y5233 64 I 6100 

as 4 wt iy Calotes versicolor 64] 

5972 64][1 6182 64 j] 6207 

云南 龙 蜥 J apalura yunnanensis 

825016 

Wee tht Ophisaurus harti 75 [5255 

鳄 果 ~=Shintsaurus crocodilurus 80 J 

0099 

254 

fat ty «Lacerta agilis exigua 80] 

0008 80] 0009 

北 草 蜥 Takydromus 

(20113 

Be a eR ti Efremias multiocellata 

755081 

石 龙 子 Eumeces chinensis 

79 IT 0100 

蓝 尾 石 龙 子 下. elegans 64] 5543 

Fiz we We mE Lygosoma boulengeri 64] 

Sao. 

weit 也， indicum 785034 1022 
多 线 南 蜥 Mabuya multifasciata 64] 

6230 

se ptentrionalis 

79 I] 0035 

a Wa Ze 45 BA SE BY AZ AS FF GE 

据 Cope (1896) 报道 ， 壁 虎 科 Gekko- 

nidae KS BMA PAW RH, AZM, 

MBO, (ARM NBE, xRERL 

似 衣 服 的 贴 边 ， 所 以 又 叫 贴 边 形 补 (welt )， 

其 排列 近 螺 旋 形 且 有 交错 现象 。 所 观察 多 六 

Be FE EBA Cope 的 观察 基本 一 致 〈 图 

As ax 

Ai Agamidae 中 ， 根 42M BNR. 
2S (py oi AZ PA Je Ee, «OE AN RE GE 

是 : 得 而 粗 、 双 叶 型 (tiloped) 4PRS, 

本 文 于 1984 年 9 月 28 日 收 到 ， 



并 且 每 一 叶 的 顶端 均 下 陷 ， 因 此 每 一 叶 又 呈 

浅 分 又 状 ;， 远 端 大 部 分 表面 被 小 而 整齐 的 蜂 

OIG, iA IPA 称 小 SE Ccalycu- 

late), BARONS tabs 7B AS ik 

me ICI, SRK Rs WIA (sulcus 

spermaticus) #29%, 76°F BAZ 4 X 处 精 沟 
亦 分 又 ， 沟 唇 Clip) BA Se me rake, Fo 

靠 半 阴 葵 基部 处 ， 两 叶 较 膨大 且 于 背面 两 叶 

之 间 下 陷 成 一 深 槽 ， 此 槽 延伸 达 划 区 基部 。 

它们 之 间 的 差别 较 小 ， 主 要 在 半 阴 荃 的 大 

小 、 形 状 及 精 沟 的 宽 罕 等 特征 上 ， 如 变色 树 

AE BA SAGE, TVA BONN PMNS Es HN RR 

HAE BASE UE ERTG, FTA Bea 〈 云 南 龙 蜥 标本 

略 破 损 , (75 OL San Re (1, BY 

C)。 上 上述 特征 与 Cope KF RR MTA tei se 

本 一 致 。 

be ORE Anguidae FH fie ite Mik BAZAAR BR 

粗 短 ， 双 叶 型 ， 在 有 精 沟 的 一 面 有 约 十 余 横 

排 片 状 补 ， 即 裙 禄 (flounce)， 这 种 禄 从 基 

部 达 顶 端 ， 每 一 横 排 又 分 裂 成 3、4 个 小 片 ， 

. 片 较 厚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其 顶端 均 有 弱小 刺 ; 

精 沟 不 分 又 ， 正 于 半 阴 葵 分 又 处 ， 但 在 精 沟 

青 面 的 两 叶 基部 有 下 陷 而 成 的 弧 形 小 沟 ， 这 

种 小 沟 显 然 亦 与 精液 的 输送 有 关 (图 1、D) 。 
鳄 晰 科 Shinisauridae 的 鳄 果 半 阴 葵 不 

Sy SLs 远 端 1/3 Ka, BAR ALM 

多 缺 刻 ， 有 的 似 小 乳 罕 状 ， 近 端 苯 逐 渐 排 成 

PCH, ETT CRAY BEARS, 7 RPS ALTE 

AS LSPS AK ls 在 半 阴 葵 顶 端 有 

一 对 大 而 硬 的 触角 状 乳 突 ， 这 一 结构 最 为 特 

Bk; 精 沟 不 分 又 ， 但 很 宽 ， 目 于 顶端 两 乳 突 

之 间 ， 沟 唇 成 片 状 ， 其 近 端 尤其 如 此 ， 并 于 

精 沟 背面 的 两 顶端 孔 突 基部 亦 有 下 陷 而 成 的 

弧 形 小 沟 Cai, E), 

蜥 蝎 科 Lacertidae 中 ， 捷 蜥 蝎 、 北 草 

晰 和 密 点 麻 晰 半 阴 茎 均 较 粗 短 ， 双 叶 型 ， 其 

Sy Site EA PAZ es AVA TE, YAS RSH 

成 片 状 ， 其 近 端 无 其 突出 ， 精 沟 达 半 阴 芭 分 
叉 处 时 成 细 而 浅 的 沟 到 分 支 中 。 捷 晰 蝎 半 阴 

ARMA Mee 〈 亦 可 称 为 裙 衬 )， 并 于 远 

端 排列 较 整 齐 。 密 点 麻 晰 的 表面 多 不 太 规 则 

MRR, OARS BOK BAS we dig 1/2 区 域 被 一 

种 半 环 形 的 横 补 ， 其 排列 亦 较 整齐 且 边 绿 光 

1 (1 1,°F. G. Hy), 

在 石 龙 子 科 Scincidae th 观察 了 4 Fh. 

石 龙 子 的 半 阴 茎 不 分 叉 “〈9ingle)， 远 端 较 

KK: 精 沟 亦 不 分 叉 且 较 宽 ， 沟 唇 呈 较 粗 大 

的 贴 边 形 突起 〈(welt)， 远 端 沟 唇 尤其 如 此 ; 

ERS AALS, FRIAS ALTA 

STARS, MERA AMER HAZ 

LOHR THe AY ERR IT. eG 

FEF BRAS ARF INRA, A He EE 

PHA WE A; 精 沟 于 半 阴 等 分 叉 处 分 又 ， 沟 

较 宕 ， 沟 唇 较 突出 ， 尤 其 远 端 如 此 ; 从 半 阴 

茎 远 端 两 侧 到 精 沟 月 面 有 10 余 排 半 环形 光 请 

补 ， 且 于 每 叶 的 外 侧 方 这 些 社 彼 此 相连 成 贴 

WIR, Veh, FRR Ait a WAR 

粗 贴 边 形 补 ， 这 两 衬 于 精 沟 背面 半 阴 葵 分 义 

Abate, HEME RAS RT MRE WERE RK 

ZEW MAY (divided); #§ T-BRHAD 

又 处 分 叉 ， 离 心 式 走向 CMBR AW HR 

向 其 外 侧 运 行 的 走向 )， 沟 唇 较 突 出 ， 尤 其 

在 分 支 中 呈 贴 边 形 ;表面 多 不 规则 皱 裙 ， 在 

分 叉 处 的 精 沟 两 侧 一 般 有 4 个 较 KIRK 

出 ， 在 每 一 分 支 中 又 有 两 纵 行 脊 状 突起 。 多 

线 南 晰 半 阴 葵 双 叶 型 ARYA AEA A op AE 

分 叉 ， 离 心 式 走向 ， 近 端 沟 较 窒 ， 于 两 叶 中 

沟 较 宽 且 唇 呈 贴 边 形 突起 : 近 端 沟 两 侧 有 

8、9 排 环形 禄 到 沟 背 面 正 中 处 止 ， 每 叶 中 沟 

的 背面 有 两 片 较 大 的 弧 行 纵 锡 ， 并 且 在 半 阴 

ZAHN PA MUIR HA St MI se CA IL LL, 

BQ: Es)i, 

此 外 ， 巨 晰 的 半 阴 葵 无 刺 ， 但 多 环形 福 

(Cope, 1896), 

M EVRY OL, types SSF BA — fe A ie RE 

小 而 粗 ， 其 基本 特征 主要 表现 在 外 翻 状 态 

时 ， 不 象 蛇 类 的 特征 在 外 翻 状 态 和 收缩 状态 

时 均 较 明显 ， 而 且 它们 外 翻 时 的 基本 特征 主 

要 表现 在 形状 、 分 叉 程 度 、 精 沟 和 沟 唇 的 形 

TRU Be BARRE GRE, SL M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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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 ” 精 沟 面 观 

多 疣 壁虎 Gekko japonicus 
as faite Calotes versicolor 

#2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北 草 果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石 龙 子 Eumeces chinensis 

hee L, indicum 

1.44 2. 贴 边 形 禄 

Ae OOP 

4. 小 刺 3. 

amtynow 

L Zest Mabuya 

5. MIE/ANA 6. 刺 形 乳 突 

我 国 蜥 蝎 类 外 翻 态 半 阴 茎 
A BAA TM 

We Acanthosaura lepidogaster 

Rekea Ophisaurus harti 

捷 晰 蝎 Lacerta agilis exigua 

ae OE RR = Eremias multiocellata 

Re teste ME Lygosoma boulengeri 

multi fasciata 

7. WIE ARAM 
8. 顶端 未 完全 翻 出 ”9. 块 状 突起 

fa) 和 刺 等 特征 上 。 从 目前 的 材料 已 可 看 

出 ， 蜥 蝎 类 半 阴 葵 形 态 多 样 ， 各 种 特征 在 各 

类群 间 亦 表现 出 不 同 程度 差异 ， 并 且 这 些 卷 

异 较 稳 定 。 其 差异 的 大 小 与 不 同类 群 间 已 知 

的 亲缘 关系 远近 有 关 ， 一 般 说 来 亲缘 关系 全 

近 则 半 阴 茎 的 相似 程度 您 大 ， 反 之 则 相似 程 

度 愈 小 。 例 如 ,壁虎 科 和 黄 晰 科 Xantusiidae 

大 多 种 类 的 半 阴 荃 短 而 分 又 ， 其 表面 有 较 粗 

AMER (Cope, 1896); 而 Tl Fae 

rh A lguania ny i Met A Sein ie MAL lgua- 

nidae 的 半 阴 茎 表面 都 存在 相似 的 蜂 寅 形 小 

= (AZ), WERT, BEF PH A We 

aA) At A IBA A, Ti eB 

一 般 多 光滑 的 横 袜 ， 一 般 认 为 这 两 个 科 间 的 

关系 较 近 ， 从 其 半 阴 茎 可 以 看 出 它们 的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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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相近 ， 但 也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某 些 类 群 半 

阴茎 的 形态 较为 特殊 ， 如 乌 蜥 的 半 阴 茎 有 一 

对 狸 特 的 角 状 乳 突 ， 其 葛 的 形态 也 不 同 于 党 

蜥 科 。 和 再 者 ， 蛇 晰 科 中 有 的 种 类 在 衬里 的 边 

缘 被 以 小 刺 ， 而 和 它们 同属 于 蛇 蜥 附 目 

Anguinomorpha 的 毒 晰 科 Helodermatidae 

(分 布 于 墨西哥 和 美国 ) 和 巨 蜥 科 Varani- 
dae 〈 分 布 于 非洲 、 南 亚 、 东 南亚 及 澳洲 ) 

半 阴 茎 的 裙 裙 边缘 无 小 刺 且 第 形成 边缘 不 规 

则 的 杯 状 结构 〈 即 SB) (Cope，1896)。 差 

别 最 显著 的 是 和 白 齿 蜥 科 Teiidae (〈 主 要 分布 

于 南美 洲 )， 该 科 中 一 些 种 类 的 半 阴 苓 同 样 

Shem 〈 图 3 )， 而 另 一 些 种 类 的 半 阴 茎 近 

端 被 币 、 远 端 被 有 小 刺 的 裙 初 〈Uzzell， 
1965)， 因 此 自 齿 晰 科 中 显然 存在 两 种 明显 



2 FEN RMA Iguanidae + fA 
CE] Noble 等 ) 

A SAM A WASH 
A Sceloporus undulatus B Anolis carolinensis 

yoy, 2 

fa 
[AU 

: | ga We (eG 
PNA 
Fat ye (i 

图 5 Fail Teiidae 中 Ameiva may- 

nardii 3 BAZ ( Noble 等 ) 

左 ” 精 询 面 观 右 “ 精 沟 背 面 观 

AS fl SF BASE 

与 蛇 类 半 阴 莹 的 初步 
比较 和 分 析 

蜥 蝎 类 和 蛇 类 半 阴 茎 均 位 于 雄性 泄殖腔 
后 尾 下 ， 是 成 对 的 囊 状 结构 ， 其 精 沟 、 血 
赛 、 阴 茎 寿 缩 肌 、 各 种 表面 形态 结构 及 其 基 
本 形态 特征 均 相 同 ， 交 配 时 作用 的 方式 亦 相 
同 ， 并 且 交 配 时 一 对 半 阴 茎 中 仅 靠近 雌 体 的 
一 侧 半 阴茎 完全 翻 出 并 播 入 肉 性 泄殖腔 中 
(Noble 等 ，1933)， 因 此 不 难看 出 晰 蝎 类 和 

蛇 类 半 阴 茎 的 基本 结构 极 相似 ， 而 不 同 于 角 
Wes FLW IE AY ey FS Be LL 
在 交配 行为 时 四 肢 起 着 重要 作用 ， TRAE 
四 肢 ， 其 交配 行为 亦 有 所 不 同 ， 这 些 差 别 必 
然 反 映 在 它们 的 半 阴 茎 结构 上 。- 一 般 蜥 蝎 类 
的 半 阴 茎 均 比 蛇 类 的 小 而 粗 短 ， 除 个 别 类 群 
外 ， 大 多 数 无 刺 结 构 ， 其 表面 常见 的 是 边缘 
光滑 或 呈 不 规则 残 波形 的 斜 行 、 横 行 裙 福 以 
及 蜂 窒 形 小 昔 ， 还 有 各 种 特殊 的 贴 边 形 粗 

fs 精 沟 一 般 较 宽 ， 沟 唇 亦 较 罕 出 ， 有 的 明 

亚 呈 和 疹 状 或 片 状 。 此 外 ， 与 蜥 蝎 亚 目 关系 较 

近 的 一 个 高 度 特 化 的 穴居 类 和 群 引 蜥 亚 目 
Amphisbaenia 具 有 与 蜥 蝎 类 相似 的 半 阴 茎 ， 

即 羊 阴茎 双 叶 型 ， 精 沟 分 或 不 分 叉 ， 其 表面 

较 光 清 无 刺 ， 有 的 有 特殊 的 小 乳 罕 或 顶端 成 
竺 殊 的 叶片 状 (Rosenberg, 1967), 

根据 晰 蝎 类 、 虹 是 类 和 蛇 类 半 阴 茎 特征 
的 比较 ， 可 以 看 出 半 阴 葵 的 形态 特征 既 可 反 

映 不 同类 群 动物 在 长 期 演化 过 程 中 对 所 生存 

的 不 同 环境 和 不 同 生活 方式 的 适应 变化 ， 也 

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映 不 同类 群 动物 间 的 系统 

关系 。 可 以 推断 作为 晰 蝎 类 祖先 新 生 特 征 的 

半 阴 茎 在 开 初 时 应 是 简单 的 吉 状 结构 ， 可 能 

在 其 表面 已 分 化 出 一 条 输送 精液 到 峻 性 泄 殖 

胜 的 纵 沟 ， 即 所 谓 精 沟 ， 以 及 能 防止 精液 从 

雌性 泄殖腔 中 溢出 的 皮肤 皱 福 。 随 着 进化 的 
历程 ， 这 些 贸 裙 逐渐 形成 了 在 功能 上 进一步 

完善 而 在 形态 上 有 一 定 特征 的 裙 禄 结构。 在 
不 同类 群 中 ， 其 皱 必 也 会 进一步 发 育成 各 种 

特殊 的 贴 边 形 粗 初 或 形态 更 为 复杂 的 蜂窝 形 

结构 〈 即 划 )。 并 且 随 着 不 同类 群 的 进 化 分 

异 程度 的 不 同 ， 这 些 结构 在 不 同类 群 中 也 会 
出 现 不 同 的 形态 特征 ， 因 此 半 阴 葵 的 形态 特 
征 也 是 动物 演化 的 产物 ， 从 半 阴 茎 的 特征 分 

析 中 汞 本 为 推断 动物 类 群 间 的 亲缘 关系 提供 

一 定 依据 .例如 , 广 证 分 布 于 旧 大 陆 的 晨 蜥 科 
和 美洲 翅 蜥 科 之 间 均 具有 发 达 而 形态 相似 的 

=, (mixes SMA Case o) Set 

比 在 形态 上 有 较 大 的 区 别 ， 因 此 它们 的 半 阴 

双 和 其 他 类 群 比较 具有 较 一 致 的 独特 性 ， 这 

反映 了 它们 之 间 有 较 近 的 亲缘 关系 。 

根据 现 有 的 研究 ， 蜥 蝎 中 有 刺 结构 的 半 
BA 8 OC 6 RE HT BL BY) REG MTL 科 Diploglos- 
sinae Fl ke of WA UR Ae oT BY 
Gymnophthalminae 7% BH EW, HE 

这 些 类 群 中 有 不 少 种 类 的 四 肢 均 存在 不 同 程 

度 的 退化 趋势 ， 因 此 可 以 推断 半 阴 葵 刺 的 出 

现 可 能 与 动物 四 肢 的 功能 在 交配 行为 中 的 变 

化 有 一 定 联系 ， 显 然 与 其 在 演化 史上 对 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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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环境 和 生活 方式 的 适应 变化 有 关 。 刺 的 存 

在 能 使 动物 在 交配 过 程 中 更 有 效 地 把 半 阴 共 

暂时 固着 在 肉 性 泄殖腔 中 ， 这 也 可 能 是 蛇 类 

半 阴 茎 中 刺 的 存在 较 蜥 蝎 类 普遍 的 原因 。 推 

断 蜥 蝎 类 和 蛇 类 半 阴 茎 的 刺 是 乎 行进 化 的 结 

果 。 据 报道 ， 蛇 蜥 总 科 Anguinoidea 中 被 

认为 是 最 原始 的 盾 背 蜥 亚 科 Gerrhonotinae 

具有 无 刺 的 半 阴 葵 且 其 裙 裙 已 形成 杯 状 结构 

( 即 萝 ) (Cope, 1896), AKA HE br ke Mi 

15 82 tS Ta] AE BAA FY) RB 2 BA SUB i 

ZR EES 2 eek. UE Sb, ZEA 

蜥 科 中 ， 不 少 种 类 〈 例 如 Teiinae WAL) 半 

阴 茶 与 石 龙 子 附 目 中 的 其 他 类 群 半 阴 茎 的 特 

征 较 为 接近 ， 这 也 可 能 反映 了 它们 在 演化 上 

的 某 种 关系 。 

一 般 认 为 蜥 蝎 类 中 的 巨 晰 类 《〈 包 括 毒 

ir, MME) 与 蛇 类 的 关系 较 近 ， 它 

(JASE RATERS FBR, FI RATER 

状 结构 ， 其 边缘 也 可 能 呈 残 波形 ， 而 在 原始 

蛇 类 尤其 蟒蛇 类 中 也 有 类 似 的 特征 ， 因 此 以 

前 曾 认为 蟒蛇 类 半 阴 茎 可 能 代表 现 生 蛇 类 中 

原始 半 阴 茎 类 型 的 观点 是 有 一 定 依据 的 《〈 张 

ARE, 1984), 

由 此 可 见 ， 对 晰 蝎 类 半 阴 茎 的 研究 不 仅 

在 分 类 览 定 上 ， 而 且 在 有 鳞 类 动物 的 演化 关 

系 探讨 上 均 有 一 定 的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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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HEMIPENES OF 

THE CHINESE LIZARDS 

Zhang Fuj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hemipenes of 14 Chinese species 

of 12 genera in 6 families are surveyed 

preliminarily, The morphological forms 

of the hemipenes in lizards have many 

types and varieties, but the differences 

of them among these groups are compar- 

stable, The degree of differen- 

groups is 

atively 

tiation between various 

different, probably depending upon the 

phylogenetic degree of one an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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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The hemipenes of lizards are’ gen- 

erally thicker and shorter than snakes’ , 

therefore their important characters are 

displayed obviously in an everted con- 

dition, Except for a few groups, the he- 

mipenes of most species have no spines; 

transverse there are oblique and 

flounces, honeycomb-like calyces or 

thick welts on the surface of the 



organ, and their margins are usually 

Smooth and repand; sulcus spermaticus 

is wide, sulcus lip is projecting, The 

spinous hemipenis, in lizards has so far 

been found only in some groups in 

Anguidae and Teiidae, which is greatly 

diifferent from the case in snakes, It is 

inferable that spinous evolution of lizards 

and that of snakes are parallel evolu- 

tion, Therefore, the studies of hemipenial 

characters of lizards are significant to 

both the taxonomic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hylogenetic discussions, 

TE AA 76 RT OS 

第 一 届 世 界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科学 大 会 

时 间 ，1989 年 9 月 11 一 19 日 

地 点 ， 英国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肯特 大 学 

这 是 首届 国际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科学 大 会 .今后 ,将 在 世界 各 地 每 隔 一 定时 期 召开 一 次 。 这 

次 科学 大 会 将 是 全 世界 所 有 对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学 有 兴趣 的 学 者 的 一 次 集会 ， 交 流 信 息 ， 促 进 知 

， 识 进步 和 世界 性 的 两 栖 动 物 及 怜 行 动物 的 保护 工作 。 大 会 内 容 包 括 专 题 讨论 、 小 字 报 交流 、 

大 会 发 言 、 展 览 、 旅 游 以 及 小 型 座谈 会 等 。 专 题 讨 论 会 的 主题 及 主持 人 将 事先 通知 ， 以 便 使 

更 多 的 与 会 者 自愿 参加 。 大 会 接受 所 有 的 学 者 参加 。 报 名 时 间 自 1988 年 1 月 1 日 开始 ， 

需 了 解 详情 及 寄递 邮件 者 ， 请 运 函 : 
Dr, Ian R, Swingland 

World Congress of Herpetology 

Ruther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Kent 

Canterbury, Kent CT2 7NX 

United Kingdom 

欢迎 团体 或 个 人 赞助 ， 欲 知 详情 请 运 函 ， 

Dr, Marinus S. Hoogmoed 

Ri jksmuseum van Natuurlijke Historie 

Postbus 9517,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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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GB] Ph EAT Sn 2 SB BY Oe IE 

CA kk 1—W) 

rate: eS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分 院 分 析 测 试 中 心 电 镜 室 ) 

肝脏 是 机 体 中 最 大 的 腺 体 ， 对 肝脏 的 研 

REAK SiR. (He, BAS AWA 

密 连 接 的 几何 形状 的 研究 报道 不 多 。 

笔者 曾 对 章 绿 龙 蜥 胃 上 度 细 胞 、 中 国 

PRES Ea, SADR Lk 2 a fe Ce 

427c, 1984, 1985a, b) 的 紧密 Ee IL 

MRK Ey WS, Barbara E, Hullf L, 

Andrew Staehelin (1976) 研究 了 紧密 

连接 几何 形状 变化 的 生理 和 意义。 都 认为 ， 紧 

塞 连 接 可 以 加 强 细胞 间 的 联系 ， 避 免 受 到 外 

力 的 作用 而 彼此 分 离 ， 以 及 起 着 渗透 屏障 作 

用 ， 对 于 维持 机 体 的 正常 活动 有 着 重要 的 意 

we 

本 文 报道 了 中 国 林 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紧 

密 连 接 的 几何 形状 ， 并 对 东北 产 中 国 林 蛙 和 

四 川 产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的 紧密 连接 

eT OE ER, , 

材料 和 方法 

东北 产 中 国 林 蛙 及 四 川 产 中 国 林 蛙 均 由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疏 行 动物 人 研 

究 室 提供 。 按 常规 方法 取样 (天 SS, 

1982)， 将 活体 动 物 Wee TIT BS, WEE 

组 织 ， 在 用 两 栖 类 生理 盐水 配制 的 2 狗 的 成 

二 醛 固 定 液 中 将 样品 切 成 1X1x3 毫 米 的 组 

组 条 ， 置 于 冰箱 中 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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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前 ， 用 两 栖 类 生理 盐水 将 组 织 条 洗 
1 至 2 次 后 ， 置 于 30 儿 的 甘油 两 栖 类 生理 盐水 

中 浸泡 24 小 时 左右 ， 进 行 防 冻 处 理 。 以 后 按 

冰冻 蚀刻 技术 和 规 操 作 进 行 ， 将 样品 装 入 样 

heh, ATR BAYA, ERA a, RI 

KA-19CH, HHABFKS 公司 生产 

的 EE-FEB. D 冰冻 蚀 刻 装 B, ZE7x 107° 
Torr, —130CH, Hd “DW” Bt, RB 

HH AP A 2 Ay eB a, AT A a Ea Hy a TR 

更 加 鲜明 ， 使 温度 在 了 分 钟 A A—1300 E 

升 到 一 000 PhAlseHe, 以 45 Ha phAllS 

的 样品 表面 嘎 镀 一 层 铂 金 ， 以 增强 立体 感 ， 

再 以 垂直 方向 向 样品 喷 镀 一 层 碳 膜 ， 以 加 固 

复 型 膜 。 最 后 用 次 亚 氧 酸 钠 腐 蚀 掉 肝 组 织 ， 

将 复 型 膜 捞 在 带 支持 膜 的 铜 YL, 7 JEM- 

100CX 电子 显 微 镜 、 加 速 电压 A 80KV, 

栏 孔 为 60 微 米 的 条 件 下 观察 拍照 。 

结果 和 讨论 

中 国 宁 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至 圆柱 状 《〈 图 

版 1，1)， 是 由 相 邻 肝 细 胞 膜 形成 的 微细 管 

道 。 毛 细 胆 管 的 腔 体 面 ， 即 毛细 胆管 的 形成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两 栖 疏 行 动物 研究 
室 提 供 中 国 林 蛙 标 本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6 月 12 目 收 到 ， 



面 ， 由 两 个 或 几 个 相 邻 细胞 之 闻 的 间隙 局 部 
扩大 而 形成 管 有 梭 ， 相 邻 肝 细胞 的 质 膜 即 是 它 

们 的 管 壁 。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形成 面 

有 微 绒毛 伸 入 管 胁 ， 微 绕 毛 较为 粗 短 ， 不 出 

现 分 叉 〈 图 版 1 ，1)。 形 成 毛细 胆管 的 相 邻 

细胞 的 质 膜 的 连接 处 则 出 现 紧 密 连 接 《〈 图 版 

〖，1)。 紧 密 连 接 分 布 在 微 绕 毛 的 基部 ， 形 

成 市 状 ， 围 绕 着 毛细 胆管 (图 版 工 ，2)。 

在 东北 产 中 国 林 硅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么 密 

连接 区 ， 由 条 索 构 成 的 网 纹 形 状 多 样 (图 焉 ， 

3、4、5)， 有 的 近似 正四 边 形 ， 有 的 呈 长 方 

形 ANSZ=Aw (Am, 5), AWEA 

规则 的 多 边 形 。 各 种 网 纹 面积 大 小 不 等 ， 有 

的 稍 大 ， 有 的 稍 小 ， 有 的 面积 相差 很 大 (图 

厂 玉 ，5)。 构 成 各 种 网 纹 的 条 索 相 互 连 结 ， 

这 些 条 索 很 得 ， 网 纹 各 边 的 条 索 几 乎 都 星 直 

线 ， 很 少 出 现 条 索 互 相 环比、 平行 的 现象 。 

构成 各 种 网 纹 的 条 索 辨 不 出 其 走向 ， 它 们 任 

意 交 叉 相 接 ， 而 各 个 网 纹 的 形状 清楚 ， 界 线 

分 明 。 构 成 网 纹 的 条 索 的 粗 徊 亦 不 相同 ， 有 

的 略 粗 ， 有 的 稍 细 (图 下 ，3、4、5)。 各 种 

网 纹 在 整个 紧密 连接 带 内 分 布 比较 均匀 。 

四 川 产 中 国 林 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紧密 连 

接 区 的 条 索 也 构成 各 种 形状 的 网 纹 ( 图 版 下 ， 

6、7、8)， 网 纹 形状 ， 有 的 呈 长 方形 ， 有 的 
呈 梯 形 ， 有 的 呈 三 角形 ， 有 的 略 有 环绕 近似 

圆 形 〈 图 版 下 ，6)， 各 种 网 纹 的 面积 大 小 不 

等 ， 较 大 者 甚至 可 达 较 小 者 的 5 (ARM, 
6)。 在 紧密 连接 带 内 ， 网 纹 的 分 布 也 不 一 ， 

一 些 区 域 密集 ， 一 些 区 域 稀 疲 (图 版 玉 ，6)。 

一 些 大 面积 的 网 纹 往 往 分 布 在 靠近 细胞 非 鹏 

体面 的 一 侧 (图 版 下 ，2)。 构 成 网 纹 的 条 索 

除 一 些 呈 直线 外 ， 还 有 些 部 分 弯曲 。 因 此 ， 

整个 紧密 连接 带 内 的 网 纹 图 案 可 以 看 出 明显 

的 差别 。 

在 冰冻 蚀刻 后 细胞 质 膜 的 PE 面 上 ， 构 

成 紧密 连接 条 索 的 蛋白 颗粒 呈 罕 起 的 风 (图 

版 一下，2、5)， 在 EF 面 上 则 为 四 下 的 浅 

沟 〈 图 版 焉 ，3)， 这 些 岁 或 浅 沟 的 界限 都 相 

当 清 晰 ， 即 使 在 同一 区 域 ， 有 些 网 纹 为 风 ， 

有 些 网 纹 为 浅 沟 ， 它 们 以 紧密 连接 条 索 为 界 

并 清楚 地 显示 出 来 。 好 象 条 索 正 是 断裂 时 撕 

裂 与 否 的 一 条 措 线 (图 版 一 下 ，3、5 呈 6 

AER a ME Re ra AY PS A BN SS Hes 8 Ge SRE 

THI TE SQ A —- UU), A a SE Be BY) SR AS A — 2 ae 

离 末 端 ， 这 些 游离 的 末端 有 的 弯曲 ， 有 的 平 

H, £RERM(AMI—M, 2, 3), RHA 

Rimi, wie Leal ee eRe 

Bone 7), iit A497 AS 7G EE (HEE TT, 

1984, 1985), 7EAREB A Be 离散 在 的 条 

索 。 

东北 产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紧密 连 

接 的 条 索 数 为 5.58 十 0.66 条 (mean+SD) 

(测定 83K, n=465), eke hy 宽度 为 

0.24 十 0.09 微 米 。 四 川 产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 

细 胆 管 的 条 索 数 为 4.0 土 0.25 条 (测定 131 个 

IX, n=524), ray se RE AO. 2120, 046K, 

东北 产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紧密 连 

接 条 索 数 目 稍 多 ， 紧 密 连 接 带 的 宽度 也 稍为 

Ke, 

Wh REE RBA 一 个 渗透 屏 

障 ， 那 么 ， 其 条 索 数 目 多 、 紧 密 连 接 带 宽 ， 

则 屏障 能 力 就 强 。. 相 反 ,屏障 能 力 就 弱 。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紧密 连接 的 屏障 能 力 就 

应 比 中 国 林 蛙 胃 上 皮 细 胞 紧密 连接 的 屏障 能 

力 弱 ( 岳 夺 元，1985)。 同 样 ， 东 北 产 中 国 林 

峙 与 四 川 产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及 胃 上 

皮 细 胞 紧密 连接 的 屏障 能 力 都 应 有 一 定 的 差 

别 。 但 这 一 看 法 尚 需 得 到 直接 证 据 。 

由 于 笔者 对 两 地 的 材料 仅 各 作 了 三 例 观 

察 ， 难 以 断定 这 种 差异 的 性 质 。 

用 细胞 毛细 胆管 紧密 连接 ， 在 正常 情况 

下 ， 能 使 毛细 胆管 中 的 胆汁 不 致 顺 着 细胞 间 

隙 而 外 活 到 肝 细 胞 之 间或 守 周 间 除 。 有 人 研 

究 了 毛细 胆管 连接 结构 的 透 性 ， 如 从 总 胆管 

注入 硫化 示 或 胶体 灶 ， 它 们 均 不 能 通过 连接 

结构 ， 有 的 实验 看 到 铅 可 以 通过 连接 结构 ， 

而 小 分 子 铀 颗粒 一 般 不 能 通过 紧密 连接 ， 但 

压力 增 大 时 则 可 以 通过 。 这 说 明 ， 在 一 定 情 

况 下 ， 肝 细胞 连接 结构 仍 具 有 一 定 的 通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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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在 慢性 胆道 阻塞 时 ,胆管 内 的 压力 增 大 ， 
胆汁 中 的 一 些 成 分 可 以 通过 细胞 连接 进入 守 

周 间隙 . 

紧密 连接 是 一 种 多 样 化 的 连接 装置 ， 由 

条 索 构 成 的 网 纹 几 何 形 状 变化 很 大 ， 这 种 几 

何 形状 的 变化 ， 应 与 生理 功能 相 适应 。 东 北 

产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的 紧密 连接 的 网 

纹 与 四 川 产 中 国 林 峙 的 网 纹 几 何 形状 有 所 不 

同 。 这 种 网 纹 交 联 的 密度 似乎 能 决定 网 纹 对 

应 力 的 反应 程度 ， 就 象 编织 物 的 延伸 性 取决 

于 编织 法 的 紧密 程度 一 样 。 东 北 产 中 国 林 蛙 

肝 细 胞 毛细 胆管 紧密 连接 条 索 组 成 比较 均匀 

的 多 边 网 ， 可 能 表明 这 种 毛细 胆管 的 形状 比 

较 稳 定 ， 其 内 压力 及 其 扩张 能 力 的 变化 都 不 

大 .四 川 产 中 国 林 峙 毛细 胆管 紧密 连接 条 索 

数目 比 东 北 产 中 国 林 蛙 少 ， 而 且 交 联 的 条 索 

构成 不 规则 的 网 纹 ， 可 能 表明 它 的 扩张 能 力 

或 者 内 压力 变化 比 东 北 产 中 国 林 蛙 大 。 即 四 

川 产 中 国 林 蛙 肝 细胞 毛细 胆管 紧密 连接 更 适 

应 于 腔 体 的 扩张 或 收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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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GHT JUNCTION OF THE LIVER CELLS IN Rana chensinensis — 

Plate [| —]J 

Yue Kuiyuan 

(Analysing and Testing Centre, Chengdu Branch,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geome- 

trical configuration of the tight junction 

network observed from the samples 

made from the bile capillaries of the 

liver cells in the frogs, R, chensinensis, 

which were collected from two different 

regions, Northeast China and Sichuan, 

The meshes comprising the tight junction 

network are different in shape (rec- 

tangular, triangular and polygonal, etc, ) 

and in area, 

Almost all the strands of t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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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tion of the frogs collected from 

Northeast China appear as short straight 

lines, seldom curly, The strands run in 

an indefinite direction to form meshes of 

various shapes. However, the meshes 

are comparatively 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tight junction region, with the num- 

ber of the strands being 5,580.66 

(n=465 in 83 regions with a width of 

0.2410.09ym), 

The frogs collected. from Sichuan 

which usually have polygonal meshe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Network with 

larger meshes usually crowds together 

on the side opposite to the lumen, The 

number sol strands iS 40 aGue> (i=524 

in 131 regions with a width of 0,214 

0.4um), 

According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of strands, it is meshes and number 

estimated that the two forms of JW. 

chensinensis differ in barrier capacity of 

tight junction and that the frogs occur- 

ing in Sichuan possess a type of tight 

junction which is better adapted for the 

dilation and contraction of the lumen 

than that of the frogs found in North- 

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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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绿 龙 蜥 骨 上 上 诡 细 胞 间 隐 连接 

CA kk VW) 

Bae Er uel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分 院 分 析 测试 中 心 电 镜 室 ) ， 

间 隐 连接 是 细胞 间 直 接 交 通 的 重要 放 

2, ENnre ey aT Aah AA— 

个 细胞 ， 同 时 也 是 细胞 进行 电 交 联 的 主要 部 

位 ， 参 与 细胞 闻 化 学 信息 的 直接 传递 ， 以 达 

到 分 化 、 生 长 ， 代 谢 、 运 动 等 的 同步 协调 ， 

本 文 报道 了 草绿 龙 蜥 骨 上 皮 细 胞 间隙 连 

接 的 分 布 ， 几 何 形态 以 及 与 紧密 连接 游离 条 

索 的 关系 。 

材料 和 方法 

A BL Bil IRATE (G48 7c, 1984), Seas 

Fy id: Rs LAK ER VE (45 Ec, 1982;1985), 

ARABS HAR N EE-FEB- Dikik th 

AVR, FEAR PT HIER BR. 7JEM 

100CX 电 子 显 微 镜 下 观察 拍照 。 

观察 结果 

草绿 龙 蜥 胃 上 皮 细 胞 在 紧密 连接 条 索 的 

洲 离 末端 ， 从 上 皮 细 胞 基底 部 、 中 部 到 紧密 

连接 市 的 下 方 ， 无 规律 地 分 布 着 许多 斑 块 状 

的 间 隐 连接 ， 这 些 间 除 连接 的 斑 块 大 小 不 

等 ， 较 大 者 直径 约 为 3.1 Bok, PERRY 

为 2.6 微 米 ， 较 小 者 为 1.9 微 米 。 比 紧密 连接 

市 的 宽度 约 大 一 个 数量 级 。 斑 块 的 形状 各 不 

相同 ， 有 的 椭圆 形 ， 有 的 肾 形 ， 有 的 呈 心 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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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有 的 呈 梨 形 。 这 些 由 蛋白 质 颗粒 组 成 的 
班 块 一 部 分 边缘 非常 清晰 (图 版 了 )， 另 一 部 
分 边缘 界线 模糊 不 清 。 边 界 清晰 者 蛋 自 质 颗 
阅 排 列 密集 而 整齐 ， 边 界 模糊 者 蛋白 质 颗粒 
分 布 杂乱 而 备 院 。 在 图 中 ， 分 布 在 细胞 膜 的 
PF 面 上 的 蛋白 质 颗粒 组 成 的 班 块 中 ， 边 界 
清晰 的 班 块 与 边界 模糊 的 斑 块 都 为 凸 出 的 颗 ， 
HL, | 

这 些 间隙 连接 班 块 分 布 在 紧密 连接 的 内 
侧 ， 有 的 在 游离 条 索 来 端 之 间 ， 有 的 与 两 条 
游离 条 索 末端 接触 ， 有 的 与 一 条 条 索 的 中 部 
相 接触 ， 它 们 的 部 分 边界 与 紧密 连接 游离 条 
索 互相 重合 ， 有 的 分 布 在 紧密 连接 的 条 索 之 
间 ， 而 且 距 离 各 方位 的 条 索 远近 各 不 相同 ， 
有 的 稍 远 ， 有 的 稍 近 ， 可 以 说 紧密 连接 游离 
的 条 索 与 间隙 连接 的 班 块 是 互相 包围 着 的 。 
班 块 的 分 布 尚 不 均匀 ,有 的 区 域 较 多 ,有 的 区 
域 较 少 。 

穿插 于 间隙 连接 班 块 之 间 的 紧密 连接 游 
离 的 条 索 与 上 皮 细 胞 顶部 紧密 连接 带 的 几何 
形状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这 里 条 索 Oe 
些 ， 有 的 稍微 平 直 ， 任 意 走 向 。 有 的 分 为 双 
Xs 有 的 呈 树 核 状 三 又 有 的 单 根 独立 。 有 
的 条 索 末端 盘 绕 成 环 ， 有 的 末端 任意 指向 ， 
各 条 索 之 间 有 的 相距 其 近 ， 有 的 相距 很 远 ， 

本 文 于 1985 年 6 月 12 日 收 到 。 



些 条 索 很 少 多 次 重复 相交 ， 儿 乎 不 构成 网 

纹 。 这 些 紧密 连接 的 条 索 任 意 分 布 ， 看 不 出 

分 布 规律 ， 亦 看 不 出 与 间隙 连接 在 分 布 上 的 

特殊 关系 和 有 规律 的 几何 形状 。 

这 些 游 离 的 紧密 连接 条 索 和 间 隐 连接 的 

斑 块 分 布 在 草绿 龙 晰 胃 上 皮 细 胞 的 基底 部 以 

上 到 中 部 以 及 紧密 连接 带 下 方 的 一 个 很 大 的 

区 域内 。 特 别 是 单 根 或 者 分 又 弯曲 的 紧密 连 

接 条 索 ， 几 乎 随机 分 布 于 整个 胃 上 皮 细 胞 的 

雪 面 ， 随 处 都 可 见 到 。 分 布 之 ) ,条 系 之 

多 ,在 其 他 示 上 皮 细 胞 膜 上 是 很 难 见 到 的 

全 二 985). 

we 

4) Wee Be DERRIDA, Ax UAL KZN Ee 

较 一 致 ， 排 列 规则 整齐 ， 多 为 规律 的 点 阵 。 

正 是 这 些 蛋 上 颗 粒 形成 细胞 间 的 管道 ， 用 以 

连接 相 邻 细胞 膜 与 闻 隐 ， 以 便 使 细胞 间 进 行 

分 子 交 换 。 理 绿 龙 蜥 胃 上 皮 细 胞 间隙 连接 如 

此 发 过 ， 可 见 细 胞 之 间 频 繁 地 进行 着 物质 交 

换 。 

间 隐 连接 的 形成 ， 首 先是 相 邻 细胞 间 炸 

着 ， 然 后 形成 只 有 数 个 颗粒 的 小 斑 块 ， 随 着 

颗粒 的 增多 ， 斑 块 逐渐 扩大 ， 形 成 完整 的 间 

了 连接 。 齐 绿 龙 蜥 胃 上 皮 细 胞 间隙 连接 斑 块 

一 兰 颗 粒 密集 ， 一 些 颗 粒 稀疏 。 那 么 ， 似 乎 

那些 蛋白 颗粒 黎 芷 的 斑 块 表明 它们 处 于 间隙 

连接 的 形成 过 程 。 间 隙 连接 易 受 化 学 因素 影 
啊 发 生变 化 (Keneth L. Campbell & 

David F, Albertini 1981), #] wm, 6.8 

mmM 的 EGGTA( 乙 烯 双 - 有 -氨基 乙酸-N.N- 四 

酷 酸 ) 和 0.5M 的 划 糖 溶液 处 理 ， 大 多 数 间 辽 
连接 失去 规则 的 形 状 ， 变 成 一 些 零 BK 

上 请， 蛋 自 质 颗粒 发 生 弥 获 ， 间 隙 连接 的 面积 

减 小 。 当 用 含 钙 盐 的 等 渗 溶 液 处 理 后 ， 细 胞 

连接 处 的 蛋 自 颗 粒 出 现 素 集 ， 这 些 蛋 白 颗 粒 

可 以 重新 形成 间 隐 连接 ， 这 表明 这 些 间 阶 连 
接 可 以 撤消 或 者 重新 建立 。 那 么 ， 草 绿 龙 朵 

Fa 上皮 细 胞 间隙 连接 纺 现 一 些 弥 散 性 的 斑 

R, 惠 司 能 是 企 狐 搬 >” Bz, BME 

种 动态 过 程 之 中 。 曾 弥 和 白 等 (1984) 也 认 

为 ， 细 胞 连接 是 处 于 一 种 动态 变化 之 中 。 

另外 ， 在 本 观察 中 见 到 大 量 紧密 连接 汶 

离 的 条 索 任意 穿插 于 间隙 连接 的 斑 块 之 间 ， 

形成 互相 交错 的 分 布 ， 而 且 分 布 面 积 很 广 ， 

这 种 紧密 连接 与 间隙 连接 的 关系 尚 不 清楚 . 

曾 弥 和 白 等 (1984) 认为 ， 间 隙 连接 的 变 

化 表现 在 斑 块 面积 的 变化 及 颗粒 癌 周围 分 

散 。 他 们 在 研究 有 尾 两 栖 类 细胞 连接 和 神经 

管 形成 过 程 中 的 紧密 连接 和 间隙 连接 的 关系 

时 指出 ， 这 两 种 连接 如 此 靠近 ， 说 明 紧 蜜 连 

接 与 间隙 连接 存在 互相 转换 的 可 能 性 。 本 观 

察 所 见 有 的 间隙 连接 边界 已 经 与 紧密 连接 条 

索 重 合 ， 到 底 是 由 间 隐 连接 转 癌 紧密 连接 或 

是 紧密 连接 转向 间接 连接 ， 这 是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 

Nancy J, Lane (1981) 研究 过 蜘蛛 幼 

体 中 枢 神 经 系统 (CNS) 紧密 连接 和 间隙 连 

接 形 成 过 程 中 蛋白 质 颗粒 的 特征 ， 借 以 判断 

紧密 连接 和 间隙 连接 的 形成 初期 和 形成 后 

期 ， 而 且 认 为 紧密 连接 条 索 的 蛋白 颗粒 很 可 

能 是 从 那些 正在 形成 间接 连接 的 生日 颗粒 中 

分 化 出 来 的 。 而 在 本 观察 中 未 看 出 这 两 种 连 

Pe AY Ae A Jo RUBE AF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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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P JUNCTIONS OF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IN Japalura flaviceps 

Plates ]V 

Yue Kuiyuan 

(Analysing and Testing Centre, Chengdu Branch,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gap junctions of gastric epithe- 

lial cells in Japalura flaviceps appear 

as maculae of various shapes, mostly 

round or oval, They are different in 

size, with a diameter ranging from 1,9 

to 3,lum, Some have distinct boundary, 

within which the protein particles are 

densely and neatly arrange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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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indistinct boundary and the protein 

particles in them are sparsely and ir- 

regularly scattered, 

The maculae are scattered densely 

or sparsely between the free endings of 

tight junctions. Some of them even cir- 

cumscribe the free endings. 



戎 枉 疏 行动 物 学 报 ”1986 年 11 月 ，5(4)， 267 277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 

中 国 

研究 生 : LRA 

i i BY ot 

指导 教师 ， 赵 尔 必 
(中 国 科学 院 成 都 生物 研究 所 ) 

滑 晰 属 9cincellc 隶 属于 9cincidae 的 Ly- 

gosominae 亚 科 。 全 世界 约 有 33 种 及 亚 种 ， 

分 布 在 东南 亚 、 南 亚 、 中 国 及 北美 。 长 期 以 

来 ， 对 滑 蜥 属 的 分 类 地 位 及 中 国产 滑 晰 的 属 

称 、 种 数 见 解 颇 不 一 致 。Dumeril et Bib- 

ron(1839:742—744) , Boulenger(1887:211) 

KE Sg ei a st Ly gosoma fy Wig, Gray(1864: 

70), Smith(1935:293—308),Schmidt(1927: 

423—426) 等 将 其 作为 属 级 阶 元 。 后 两 者 将 

中 国产 滑 晰 隶 于 Leiolopisma 属 ;Mittleman 

(1950:17—20;1952:13), Greer (1974:7) 则 

iE Be A Scincellafg, Pope(1935:483) iA 

”为 中 国 仅 产 一 种 滑 蜥 而 Schmidt(1927:424) 

却 认 为 至 少 存在 两 种 以 上 的 滑 蜥 。 鉴 于 此 ， 

有 必要 研究 中 国产 滑 蜥 的 分 类 ， 进 而 探讨 其 

演化 关系 。 作 者 观察 了 该 属 的 189 号 标 A, 

其 中 包括 康定 滑 蜥 39 号 Clot, 2122, 

7juv) 3 秦岭 消 蜥 39 号 Cow, 429, 

2juv) ; 桓 仁 滑 晰 41 号 (22077, 10juv, 

929) ; 山 滑 蜥 7 导 Att, 322) ; 拉 达 

seis lds (4oo 、109? 呆 ) ;锡金 滑 晰 2 

5 2") Bw 2S AN) ;长 肢 

MGS At. 222) AEB MES CAc%~7 

a Sed s FATS 9S (30707, SLE, 

ljuv)s; T° BF W325 (20070, 1022, 

2Juv)。 作 者 认为 中 国产 滑 蜥 共 11 种 及 1 亚 

种 ， 隶 circel1a 属 . 

3juv) 

本 文 于 1985 年 11 月 21 日 收 到 。 

分 类 性 状 的 选择 

本 文选 择 23 项 性 状 作为 研究 清晰 分 类 和 

识别 种 的 依据 。 在 探讨 性 状 演 化 时 ， 由 于 至 

今 尚 未 发 现 滑 晰 的 任何 化 石 ， 故 主要 根据 比 

较 解 痢 学 等 证 据 来 讨论 ， 

1. 颈 鳞 (Nuchal) 

有 两 种 状态 : 〈( 1) 不 扩大 或 仅 具 一 对 略 

有 扩大 的 颈 鳞 (图 1)， 如 南 滑 晰 ; 《2 ) 具 2 对 

或 2 对 以 上 扩大 的 颈 乌 ( 图 2，3)， 中 国产 其 

他 滑 蜥 均 如 此 。 

Smith(1937:214 一 215) 认 为 鳞片 扩大 

可 能 是 较 小 的 鳞片 愈合 所 致 或 由 一 枚 鳞片 发 

育 而 成 。 作 者 发 现 较 小 ABE 的 纵 沟 数 一 般 

3 一 5 条 ， 而 较 大 有 颈 鳞 的 纵 沟 数 通常 为 8 一 12。 

据 此 推测 扩大 的 颈 鳞 由 较 小 AY SR 合 

成 。 可 能 的 极 向 是 : (1)>( 2). 

2. 下 眼 瞪 窗 与 外 耳 孔 大 小 的 比例 (The 

proportion of palpebral disc and ear- 

opening ) 

B= FR A: (1 ) 外 耳 孔 大 于 下 眼 险 

a, Wee, Kea. TRH, AIR 

i, CU, WSR ea Rs 

拔 居 群 (图 4); (2 ) 外 耳 孔 几 与 下 眼 瞪 Bat 

大 ， 如 山 滑 晰 与 康定 消 蜥 高 海拔 居 群 中 的 部 

分 个 体 ; (3 ) 外 耳 孔 显著 小 于 下 眼 瞪 窗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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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达 克 滑 晰 、 喜 山 消 蜥 、 锡 金 滑 晰 、 山 滑 晰 

与 康定 滑 蜥 高 海拔 居 群 中 的 多 数 个 体 ( 图 5 )。 

康定 滑 蜥 与 山 滑 晰 的 下 眼 险 窗 与 外 耳 和 孔 

的 比例 随 分 布 海拔 的 不 同 表 现 出 连续 的 相关 

变异 ， 显 然 与 适应 不 同 海拔 的 生 培 有关。 

HAC, SUB, Poets Mabe 

高 原 种 类 ， 形 态 上 互 有 区 别 。 它 们 的 外 丁 孔 

都 小 于 下 眼 险 窗 ， 此 状态 十 分 稳定 ， 司 作为 

与 其 它 种 滑 蜥 相 区 别 的 鉴别 特征 。 

S mith(1937:214—215), Greer(1974: 

AAW PERG BALA MAY PER 

> BS aw PIR > RRA EY 

下 眼 上 险 -> 下 眼 瞪 成 功 为 透明 膜 。 他 们 还 指出 

外 耳 孔 的 演化 趋势 是 由 较 大 的 孔 ~ 较 小 的 孔 

-> 外 耳 孔 消失 。 故 此 一 性 状 可 能 的 极 同 是 : 

(LS 

3. 外 耳 前 缘 办 突 (Ear- projecting lobules) 

有 两 种 状态 : (1 DACP BARES, WO 

Mig, KR. Tea, Ue, 

域 滑 蜥 、 康 定 消 蜥 、 秦 岭 滑 蜥 、 桓 仁 请 蜥 ; 

( 2 ) 具 1 一 3 枚 外 耳 前 缘 MESS, OU 拉 达 See 

果 、 锡 金 滑 蜥 、 喜 山 清 晰 。 

ELS EE il RES BB ae EE FL BR AS 

JS, CHEWS) FA AES EL RY 

片 随 着 耳 孔 缩小 而 向 耳 孔 中 央 突 出 形成 的 。 

其 可 能 的 极 商 是 ,01 ) (2 

Al BAe 
CIBO35T7R FCP AR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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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Suse 

CIB73 I 50347 KA SRS BALA 

As WARM 

CIBT55096anP AIT BS TORY A A He 

CIB82082 示 眼 险 窗 小 于 外 耳 孔 ， 第 4.5 唇 鲜 正 常 

4. 第 四 趾 背 覆 鳞 行 (The scale-row on 

the surface of the fourth digit) 

有 两 种 状态 : ( 1 ) 除 远 端 1 一 2 枚 单行 鳞 

外 ， 几 乎 全 长 都 覆 以 2 行 或 2 行 以 上 的 鲜 卢 ， 

eo. KBR. Ter, Uae. 



康定 滑 蜥 、 秦 岭 滑 蜥 、 桓 仁 消 晰 《图 7) ; 

(2 ) 除 近 端 覆 以 数 行 鲜 片 外 ， 几 乎 全 长 都 履 

以 一 行 鳞片 ， 如 拉 达 克 请 晰 、 喜 山 滑 果 和 锡 

金 清 蜥 〈 图 8) 。 

蜥 蝎 类 鳞片 的 愈合 或 减少 是 普遍 的 进化 

趋势 ， 故 其 可 能 的 极 向 是 : (1)>C2). 

5. 侧 纵 纹 aes BTA CT he scale-rows 

between the dorso-lateral stripes) 

AS PR AS. (1 :)84+2(1/2)47, A 

滑 蜥 ! (2 )6+2(1/2)47, WTR ie Mi. K 

肢 滑 蜥 、 拉 达 克 滑 蜥 ; (3 )4 十 2(1/2) 行 ， 

如 山 滑 蜥 、 康 定 滑 蜥 、 秦 岭 滑 蜥 、 桓 仁 请 

tr, St, Bae. 

其 可 能 的 极 向 是 ，(1) 一 (2)->(《3)。 

6. 侧 纵 纹 上 缘 形态 (Appearance of the 

dorso-lateral stripes) 

有 两 种 状态 : 〈《1 ) 波 状 ， 如 南 请 晰 、 长 

胶 滑 蜥 、 宁 波 滑 蜥 ;( 2 ) 较 直 , -如山 清晰 、 

Rai, ies or, is wi, SB 山 滑 

it, Base tear. 

一 般 说 来 ， 某 一 原始 性 状 易 与 其 它 的 原 

始 性 状 相 吻合 。 以 上 可 见 具 状态 ( 工 ) 的 种 区 

侧 纵 纹 间 背 鳞 行 数 较 多 ， 而 具 状 态 ( 2 ) 的 种 

类 则 较 少 ， 故 可 能 的 极 向 是 : (1 )->(2 )。 

7. 前 后 肢 贴 体 相 向 〈Adpressed limbs) 

有 两 种 状态 : (1 ) 指 、 趾 端 相遇 或 超 

wt, WAT, Ka, Rae, 

iter, Base tes (2 ) 指 、 趾 端 不 相遇 或 

相距 较 远 ， 如 山 请 Mt, VE ea 蜥 、 康 定 滑 

蜥 、 秦 岭 滑 蜥 、 桓 仁 滑 蜥 。 宁 波 滑 蜥 中 兼 有 

指 趾 相 过 或 不 相遇 和 少 。 

具 状 态 ( 1 ) 的 种 类 其 附 胶 较 发 过 。 附 胶 

从 发 达 ~ 退 化 是 晰 蝎 关 的 演化 趋势 ， 故 此 性 

状 的 极 向 是 ， (1)>C2), 

8. 胸骨 孔 (Sternal fontanelle) 

有 三 种 状态 : (1 ) 有 具 2 个 胸骨 孔 ， 如 拉 

达 克 滑 蜥 (图 11)，( 2 ) 具 1 个 胸骨 孔 , 如 长 胶 

ea. Ia, Raa 蜥 (图 12); (3 ) 胸 Fr 

Fed, We a, REE, Zale TB 

仁 清晰 (图 13 )。 

Camp(1923:409—411), Romer(1956: 

259) 4a Hh Arr {Le ea PO Ba 

RMB RY. AWE RA: (1)>(2) 

> Ws ). 

9. 眶 后 骨 与 后 额 骨 的 大 小 关 A(The rela- 
tionship of postorbital and postfrontal) 

有 两 种 状态 : (1 ) 眶 后 骨 较 大 ， 后 额 肯 

Bey AR Swe Te, Wee. Biv sce 

it (A9); (2 ) 眶 后 骨 较 小 ， 后 额 骨 较 大 且 

SRA, WRI, Bie, 

et, Te (A110), 
Camp(1923:360—362) ,Greer(1974:4) 

认为 眶 后 骨 与 后 额 骨 的 演化 趋势 是 眶 后 骨 逐 

渐 缩 小 ， 后 额 骨 逐渐 扩大 。 故 可 能 的 极 网 是 

Ct 02, 

Ab FAR ST 

CIB755096 示 下 眼 脸 窗 大 于 外 耳 孔 ， 第 5 上 层 鳞 前 缘 具 

切 迹 ， 后 缘 具 指 状 突 。 

和 fr 了 孝王 CA 

Ale ups a 

CIB73 1 50347544 LE way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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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 “ad 

AE . 
ae 

= 起 让 

re 

»— 

\ 
= 2 

AT SRT 

CIB132 示 第 4 趾 背 履 2 行 鳞 片 

Ale 拉 达 克 滑 蜥 

CIB755096 示 第 4 趾 背 材 1 行 鲜 片 

10, 眶 上 鲜 数 (The number of 

oculars) 

有 两 种 状态 : (1 ) 眶 上 鲜 4 枚 ， 除 西域 

滑 蜥 外 ， 中 国产 滑 晰 都 具 这 一 状态 〈2 VIE 

ges, MPa ia Mee, TRE 的 极 向 是 

全 Fe。 

supra- 

11. eee (The number of 

labials) 

Pe MAAS MATH, 12 喜 山 ee 

BACK, HAT BVI HB AS ke 

者 。 

upper 

12, Rea (The number of lower 

labials) | 

中 国产 滑 晰 大 多 为 7 枚 。 但 桓 仁 滑 晰 、 

喜 山 滑 晰 、 西 域 滑 晰 是 6 枚 。 拉 达 See 蜥 偶 

有 8 枚 者 。 此 性 状 可 作为 桓 仁 清晰、 喜 山 滑 

蜥 、 西 域 清晰 的 一 项 砍 别 特征 ， 

13. BOER BK (Appearance of the 

fourth upper labial) 

有 两 种 状态 : (1) WARD, we 

ra (ANG); (2 BRB SA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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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其 它 种 类 如 此 (图 4 

14 ”第 五 上 唇 鳞 形 状 〈Appearance of the 

fifth upper labial) 

有 两 种 状态 : (1) RRA, BRA 

一 向 后 上 方 伸 出 的 指 状 突 ， 如 拉 达 克 滑 晰 

(图 5); ( 2 ) 和 矩形 或 略 呈 五 边 形 ， 其 它 种 类 

如 此 (图 4). 

15, 顶 鳞 与 颈 鳞 的 位 置 关 A (Position of 

parietals in relation with nuchals) 

有 两 种 状态 : 〈 1 ) 斜 向 相 接 ， 除 喜 山 滑 

Sb, ERA we (3); (2 ) 平 行 相 接 ， 

仅见 于 训 山 滑 蜥 (图 2)。 

16. 与 顶 鳞 相 接 的 里 oy 数 (The number 

of temporals linked with parietal) 

有 三 种 状态 : (1 )1 枚 里 鲜 与 顶 鳞 相 接 ， 

Wes Ua, eae, (2 ae ame 与 顶 

metite, WOU. Reser Si, Ze Ta 

f(a. ROAM. Tee. Pate os 

(3 )3#c aie SBR, hid ce 清晰 BA 

状态 ( 3), RAARKS(2 ) 者 。 

17. “与 额 鳞 相 接 的 眶 上 鳝 数 (The number 

of supraoculars linked with frontal) 

有 两 种 状态 : (1 )3 枚 眶 上 鳝 与 ABE 相 

接 ， 如 拉 达 殉 滑 蜥 (图 3); (2 )2 枚 眶 上 鳝 与 

额 鳞 相 接 ， 中 国产 其 它 种 类 如 此 (图 2)。 

18, Ihe Re (The scale-rows round 

the mid-body) 

环 体 中 段 鳞 行 的 差异 可 作为 种 间 鸭 鉴别 
特征 之 一 ， 例 如 山 滑 蜥 为 22 一 24 行 ， 而 字 波 

滑 蜥 为 26 一 30 行 。 

number of 19. S800 ete me ey (The 

subdigital lamellae of the fourth toe) 

7S | ha) oS OBB BF a a Je ye A, 

例如 康定 滑 蜥 为 14 一 17， 而 拉 达 克 滑 蜥 为 



Ne 

Are eT | 

20. ”前 颌 齿 数 (The number of the pre- < 8 nt ih 

maxillary teeth) PBN coed A 
4 Bal wr 4 NN 

康定 滑 蜥 多 为 9 枚 ,秦岭 滑 晰 多 为 8 枚 .此 入 AT QA 

性 状 可 作为 区 分 这 两 者 的 一 项 鉴别 特征 。 也 ora hh 

可 依 此 特征 区 分 桓 仁 滑 蜥 与 拉 达 克 滑 蜥 等. a ee 
é yy : 

21. 下颌 齿 数 (The number of the man- oWE 总 | 名 An ys 

dibular teeth) CP ORS 二 

8 ee < 一 人 ¢~s 
康定 滑 蜥 与 秦岭 滑 蜥 的 区 别 之 一 是 前 者 Uy oe 

的 下 颌 齿 40 一 45 枚 ， 后 者 35 一 39 枚 . nt en ae 图 11 URC a 
CIBR810013 示 有 眶 后 CIBT550095 示 2 
骨 小 ， 后 额 骨 大 。 SEAL 

22, 背 中 线 上 一 行 HH MW (The number 、 

of vertebral scales) 

山 滑 晰 为 53 一 57 枚 ， 康 定 滑 晰 为 62 一 77 

枚 。 因 此 这 一 性 状 可 作为 区 分 这 两 种 的 一 项 

鉴别 特征 。 

23. 腹 中 线 上 一 行 鳞 数 ( 工 he number of 

abdominal scales) 

IX — PETRY EA tT] 2 PTA BW 

RPEAE, BOM A59—62%, H(A 

7A—864K, MNT WI Mita A WHS O0—72 

枚 ， 北 方 亚 种 为 67 一 81 枚 。 
和 ve d 7 图 12 sr : 

性 状 状态 在 滑 蜥 各 种 中 的 分 布 如 表 1 所 ae. ti 图 15 ERM 
CIB132 示 1 个 胸骨 孔 CIB65I5150 示 胸骨 无 孔 

中 国产 滑 晰 的 属 称 问 题 

Dumeril et Bibron( 1839:742 一 744 ) 

以 1elf ar 为 模式 , Wiz TLeiolopismay 

属 ， 将 Lygosoma 属 中 具 下 眼 险 窗 的 种 BSR 
于 此 亚 属 .Gray(1864:70 一 85) 认 WL eiolo- 

pisma ez BA Bt 7c Stejneger(1925:52—53), 

Schmidt(1927:423—426) 以 Leiolopisma 

称 讨 论 了 中 国产 wa 的 分 4, Mittleman 

(1950:17—20) FRU HLeiolo pisma ZR 级 阶 

图 9 wee 元 ， 但 指出 Zeiolozpisma 属 实 际 包 括 了 形态 

CJB735009 示 眶 后 骨 大 ， 后 额 骨 小 。 差异 颇 大 的 两 大 类 群 ， 其 中 一 大 类 群 具 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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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的 肛 前 鳞 ， 另 一 类 群 则 并 无 这 一 特征 . 

据 此 ， 他 以 1ateralis 为 模式 种 ， 订 立 了 Sciy- 
celjya 属 ， 将 原 隶 Lefolozpisma 属 中 具 一 对 扩 

大 的 肛 前 鳞 的 种 类 隶 于 此 属 ， 包 括 中 国产 滑 

be Greer (1974:5—7) #818 Scincella'5 Leio- 

lopisma 之 间 有 显著 的 差异 ， 前 者 具有 一 对 
扩大 的 肛 前 鳞 ， 颈 鳞 与 顶 鳞 斜 向 相 接 ，2 一 3? 

CBO oe SETA He, SSL Ss BE 2 Fy wy 2 

行 以 上 的 鳞片 ， 具 眶 后 骨 ， 前 颌 此 9 枚 等 等 ; 

后 者 无 扩大 的 肛 前 Be, SB ST 鳞 平 行 相 

fe, I I BE SIM, os 四 趾 背面 

覆 以 1 行 鲜 片 ， 无 眶 后 骨 ， 前 颌 此 11 枚 ， 等 

a Greer th 4H By Aye Mr kl A Scincellals, . 

VES WE TE Eee ee 1 OF 189-5 RA, 

AISA PIR, AMP KALA BE, 

前 额 鳞 与 额 顶 鲜 正 常 而 不 愈合 ， 多 数 种 类 的 

第 四 趾 背 面 覆 以 2 行 或 2 行 以 上 的 鳞 片 ( 仅 拉 

Ayia, BU, Be MAT), 

aie Sj To oe BI Ta A Be CM 喜 山 WS AE 45 8 

接 )， 大 多 数 种 类 2 一 3 枚 晒 鳞 与 顶 鳞 相 接 ( 仅 

Sai, BB 金 滑 晰 是 1 Bee BES THE 相 

fe), HIMA7—9M, KiB as |. WR 

可 见 , 按 中 国产 滑 蜥 的 形态 特征 应 归 隶 >cin- 

cella 属 。 中 国产 滑 蜥 的 形态 特征 如 #2. 

op Ee re BY Fh Ze 

1, 北 滑 蜥 是 宁波 请 蜥 的 一 个 亚 种 

Schmidt(1927:489) 依 据 河 北 兴 隆 山 的 

ISA, B#T septentrionais, HBR 

征 是 额 顶 鲜 不 对 称 ， 环 体 中 段 有 鲜 28 行 ， 第 

四 趾 趾 下 准 数 14 一 15， 前 后 肢 贴 体 相向 时 

指 、 趾 不 相遇 ， 上 上层 鲜 8 枚 ， 侧 纵 纹 上 RE 

波状 ， 侧 纵 纹 间 背 饼 6 十 2(1/2) 行 等 等 。 黄 

京 彩 (1981) 报 道 了 北 滑 晰 在 辽宁 的 分 布 。 赵 

尔 密 等 (1982) 根据 辽宁 的 标本 与 北 滑 蜥 的 原 

始 描述 相符 ， 确 认 北 谓 蜥 为 有 效 种 ， 同 时 指 

出 模式 标本 的 额 顶 乌 不 对 称 显 系 个 体 变 异 。 

至 于 上 层 鲜 的 数目 在 模式 标本 和 凌 源 的 标本 

分 别 为 8 枚 及 7 枚 的 原因 可 能 有 两 种 ， 一 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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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是 3chmidt 将 略 大 于 耳 孔 前 的 一 枚 体 BE 

于 与 上 唇 鲜 平行 排列 而 计 入 上 唇 鳞 所 致 ， 另 

一 可 能 是 标本 数量 少 ，7 或 8 枚 均 属 正常 变异 

范围 之 内 。 
Schmidt(1927:498 一 499) 曾 指出 北 滑 

蜥 与 宁波 清晰 很 相似 ， 两 者 的 主要 区 别 是 前 

者 背 中 线 、 腹 中 线 鳞 片 数 比 后 者 多 。 作 者 查 

A SAC ARPA 及 33 号 宁 RIS 蜥 标 

本 ， 后 者 的 主要 特征 是 7 枚 上 展 鳞 ( 仅 2 号 标 

本 的 一 侧 为 8 枚 )， 环 体 中 段 有 鳞 26 一 30 行 ， 

SPU BBE BR 14—-16, MAS LAR, Ml 

纵 纹 间 青 鲜 6 十 2(1/2) 行 ， 额 顶 鳞 基 本 对 称 ， 

前 后 肢 贴 体 相 同 时 指 、 趾 相 遇 或 不 相 遇 等 

等 。 可 以 看 出 北 清晰 与 宁波 清晰 极其 相似 。 

虽然 北 滑 蜥 的 背 中 线 鳞 数 (64 一 69) 略 大 于 宁 

波 滑 蜥 (46 一 68)， 但 无 明 显 差 异 ( 表 3)， 不 

足以 作为 鉴别 特征 。 两 者 的 腹 中 线 鳞 数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北 滑 果 为 67 一 81 枚 ， 宁 波 滑 蜥 为 

50 一 72 枚 。 但 这 一 性 状 具 间 洲 性 ， 也 不 足以 

作为 划分 两 个 种 的 依据 。 考 虑 到 北 滑 晰 分布 
在 河北 兴隆 山 ， 辽 宁 凌 源 一 带 ， 而 字 波 请 蜥 

分 布 在 长 江 以 南 ， 在 地 理 上 是 充分 隔离 的 ， 

虽然 这 二 者 腹 中 线 鳞 的 CD 值 为 1.15( 表 4)， 

但 “一 个 充分 隔 PS PRE, WR 具有 低 于 

1.28 的 CD 值 ， 就 可 够 被 承认 为 亚 种 ”( 孝 和 尔 

1953， 中 译本 1965:164)。 因 此 作 者 认 为 北 

滑 蜥 应 是 宁波 清晰 的 亚 种 ， 并 命名 为 北方 亚 

Fr 

2 康定 滑 蜥 与 秦岭 滑 蜥 是 关系 较 近 而 特征 
分 明 的 两 个 种 

秦岭 滑 蜥 是 胡 淑 琴 与 赵 尔 密 (1966:82 一 
85) 依 据 陕 西周 至 的 标本 订立 的 。 主 要 特征 
是 环 体 中 段 有 鳞 26 一 30 行 、 第 四 趾 趾 FoR 
13 一 16， 前 后 肢 贴 体 相向 时 指 、 趾 不 相遇 ， 
MIL ERB, MMB 间 背 鳞 4 十 2(172) 

与 康定 滑 蜥 较 相 似 ， 进 一 步 比较 后 
发 现 两 者 还 有 以 下 一 些 明 显 的 区 别 ， 秦 岭 滑 
Wi(n=31) BFE ORE, WMS 8 
枚 ， 下 人 毛 齿 35 一 39 枚 ;， 康 定 请 Mp (m=39) 

re Kero ito 

Ba Pees lens m8 

seh = oeiams es) 



下 均 散 有 黑色 斑点 ， 前 颌 齿 多 为 9 hk, Poi 

齿 40 一 45 枚 ，Stejneger (FH) 兽 提 及 在 

松潘 费 龙 庙 附 近 采 到 6 枚 康定 TT OB, BLN 

康定 滑 晰 是 卯 生 晰 种 ， 而 秦岭 请 蜥 则 系 卵 胎 

生 ( 原 始 描述 )。 可 见 康定 滑 蜥 与 秦岭 清晰 是 

特征 分 明 的 两 个 种 。 但 两 者 的 形态 较 相 似 ， 

地 理 分 布 相 近 ， 可 能 杀 缘 关系 较 近 。 

中 国产 滑 果 的 种 组 划分 、 
分 布 及 演化 

种 组 划分 主要 依据 形态 特征 ， 并 参考 地 

理 分 布 等 因素 。 

AAI 包括 拉 达 克 滑 蜥 、 喜 山 滑 蜥 、 

锡金 滑 蜥 。 特 征 是 第 四 趾 背 面 履 以 1 行 鳞片 ， 

具 外 耳 前 缘 准 突 ， 外 耳 孔 显著 小 于 下 眼 瞪 窗 

等 等 。 主 要 分 布 在 喜马拉雅 山脉 及 附近 高 原 

地 区 ， 是 古 北 界 高 山 种 类 。 

PIA iit, REM. Zee 

a, CIT. MAMMA LARE Ml 

BSL] Fy EA + 2(1/2) 45, I IC FL Se PAE 

山 滑 蜥 、 康 定 滑 蜥 主要 分 布 在 横断 山 及 附近 

地 区 ， 垂 直 分 布 范围 较 大 ， 上 限 可 达 3600 米 

_ 左右。 秦岭 清晰 分 布 在 陕西 、 甘 肃 、 四 川 、 

宇 夏 等 地 。 桓 仁 滑 蜥 仅 在 辽 冬 桓 仁 发 现 ， 是 

目前 在 我 国 分 布 区 域 最 北 的 消 蜥 。 西 域 滑 晰 

oS 
种 组 亚 Tae. KR, Te 

a. ME MAA ELRERK, MASI 

鳞 6 十 2(1/2) 行 (长 及 清晰 :宁波 消 蜥 ) 或 

8 十 2(1/2) 行 ( 南 消 蜥 )， 胸 上 骨 有 具 1 胸 骨 孔 等 。 

南 滑 蜥 主要 分 布 在 浙江 南部 、 两 广 、 福 建 沿 

YW. BASES, AHEM KAR, KR 

滑 蜥 分布 在 云南 西南 部 、 四 川 理 县 ， 系 东洋 

界 西 南 区 种 类 。 和 宁 肖 清晰 指名 亚 种 分 布 在 长 

江 以 南 ， 其 北方 亚 种 仅 在 订 北 兴隆 山 及 辽宁 

RUA, KILWdE, AER XK 

地 区 未 见 分 布 。 这 种 间断 分 布 的 状态 可 能 与 

十 地 质变 迁 及 黄河 水 灾 有 关 ， 据 文献 记载 新 

主要 分 布 在 黄河 Lie 地 区 。 亦 系 古 ALR A 

生 代 第 三 纪 后 期 ， 这 一 地 区 发 生 过 三 次 大 议 

降 ， 海 水 大 面积 侵入 ， 加 之 黄河 多 次 改道 引 

起 水 灾 ， 使 这 一 地 区 陆 栖 爬行 类 十 分 贫乏 。 

推测 宁波 滑 蜥 因 上 述 原因 形成 广 种 间断 分 布 

状态 。 字 波 滑 蜥 主要 分 布 在 华中 区 ， 系 东洋 

界 华中 区 种 类 。 

东南 亚 可 能 是 滑 蜥 的 起 源 中 (Greer 

1974:6 一 7)。 分 布 在 该 地 区 的 滑 晰 一般 具 较 

多 的 原始 性 状 ， 是 较 原 始 的 种 类 。 种 组 下 的 

形态 特征 与 东南 亚 原 始 种 类 很 相似 ， 且 地 理 

分 布 重 晋 ， 故 推测 种 组 亚 是 较 原 始 的 种 类 。 

种 组 工具 许多 较 进 化 的 特征 ， 故 推测 种 

组 工 是 一 类 较 进 化 的 种 类 。 

种 组 工 的 许多 特征 因 适 应 高 原生 态 而 较 

特 化 。 据 记载 石 龙 子 科 化 石 最 早 发 现 于 新 生 

代 渐 新 世 (Camp 1923:333)。 这 一 时 期 “中 

国 西 部 以 青藏 高 原 为 中 心 的 地 面 开 始 剧 烈 上 

升 〈 喜 马 拉 雅 造山 运动 ) 形成 大 面积 高 原 ” 

(中 国 目 然 地 理 动物 地 理 :2)。 故 推测 种 

组 工 随 着 高 原 的 形成 在 演化 的 早期 阶段 就 朝 

着 适应 高 原生 态 方向 特 化 了 。 

这 三 个 种 组 的 形态 特征 比较 见 表 5。 

Greer(1974:6 一 7) 曾 指出 滑 晰 可 能 是 从 

东南 亚 向 北 发 展 ， 最 终 穿 过 昌 令 海峡 分 布 到 

北美 。 从 前 述 各 种 组 演化 关系 的 分 析 可 看 出 

中 国 的 滑 断 在 分 布 上 表现 出 由 南 同 北 的 进化 

趋势 。 因 此 ， 作 者 认为 Greer 的 见 解 是 可 取 

的 。 

中 国 11 种 滑 蜥 名 录 及 检索 

综 上 所 述 ， 中 国 已 知 滑 蜥 共 11 种 及 1 工 亚 

种 ， 名 录 如 下 : 

keke yo 9circelja， doriae Boulen- 

ger, 1887 

喜 山 滑 蜥 S, himalayana Gunther, 

1864 

fa{— je oS. huanrenensis Zhao & 

Huang, 1982 

拉 达 克 涓 蜥 9， ladacense Gunther,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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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Charaacters among Lygosoma, Leiolopisma, Scincella 

and Scincella Specimen in China 

Scincella Specimens 
Character Lygosoma Leiolopisma Scincella examined by author 

Palpebral Disc absent present present present 

Enlarged Anal Scales absent absent present present 

The Scale-rows on the Surface a 1 oF Ag 

of the Fourth Digit 

Frontoparietals United or Not No No No 

Size of Prefrontals Small Small or Large Middle Middle 

The Relationship of Nuchal and Horizontal Oblique Oblique 

Parietal 

Number of Temporals Linked 1 2 ae 

with Parietal 

Number of Premaxillary Teeth di 9 18 

Postorbital absent absent present present 

Appendicular Limbs Degeneratied moderate or moderate moderate 

developed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Characters between septentrionalis and modesta, 

Character septentrionalis modesta 

Supralabials 5 is 

Scale Rows around the Midbody 28—30 2-30 

Number of Subdigital Lamellae under the Fourth Toe 15—16 14—16 

Appearence of the Dorso-lateral Stripes Wavy Wavy 

2 1) 1 Scale Rows between the Dorso-lateral Stripes 6 十 2 ( 5 ) | 6 十 2 ( >) 

Abdominal Scales B81 5012 
Vertebral Scales 34 一 69 46 一 68 

Adpressed Limbs Meeting or Not Meeting or Not 

Table 4, The CD Value of Vertebral and Abdominal Scales of septentrionalis and modestc, 
(mc sy ee ee eS -一 -> = 一 - = — ——— ——— ne —_ roms s — 

Species septentrionalis modesta 

n range mean d2 SD n range mean d2 SD CD 

Abdominal Scales 6 67—81 (Cees 5.02 33 a0—T2 Of.5-> 13.71 yg! 1.15 

Vertebral Scales 6 64-69 63.5 15,5 3.95 33 46 一 68 Gite 2 4,59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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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es of Characters among RE groups. ; 

Groups Original Characters 

Group- | Adpressed limbs meeting 

Group- I More than two scale rows on 

the surface of the forth 

digit . 

No ear-projecting lobules. 

Ear-opening> Palpebral disc 

Group- 1 Mises: ‘ifan two Vitale -rows on 

the surface of the forth di- 

git 

No ear-projecting lobules 

Ear-opening>Palebral disc 

Appearance of dorso-lateral 

stripes is wave 

6+2 € ) or 8+2 (|) scale- 

dorso- rows between the 

lateral stripes 

One sternal fontanelle 

Gre eee row on es 人 ‘gt the eth digit. 

Ear-projecting lobules, 

Ear-opening <Palebral disc 

ee of dorso- lateral oe is Straight. 

No sternal tedvartalte 

Adpressed limbs no meeting 

Appearance of dorso-lateral stripes is straight 

4+2 (5) scale-rows between the dorso-lateral stri- 

1 

pes 

宁波 滑 蜥 指名 亚 种 OS. m, modesta 

Gunther, 1864 

宁波 滑 蜥 北方 亚 种 OS. 

tentrionalis Schmidt, 1927 

由 滑 晰 9， monticola Schmidt, 1927 

康定 滑 蜥 .botani7i Gunther, 1896 

patie oS, przewalskii Bedriaga， 

1912 

modesta sep- 

南 滑 蜥 S. reevesii Gray, 1839 

it Sv hie «6S sikkimensis Blyth, 1854 

秦岭 滑 蜥 S_ tsinlingensis Hu & 

Djao, 1966 

现 将 中 国产 滑 蜥 编制 检索 如 下 。 

1, HE E@E 3 枚 ……… 西 域 滑 晰 9， przewalskii 

1 

2. 第 四 趾 背 面 覆 以 1 行 鲜 片 … 3 

第 四 趾 背 面 覆 以 2 行 或 2 行 以 上 的 鳞片 …… 5 

3. AGE] 3 枚 有 眶 上 鳞 相 接种 

ss reed ik bE aS. ladacense 

Bil GE FSD CAE [HEA GRE cee ee cee cee ceeceveseeee A 

4, SS — OP RAS BEE 7 HS TR BE ove eee eee 
biel 喜 山 滑 蜥 S. himalayana 

a5) 1) THAME ELE tend 证 

6 47 hi S. sikkimensis 

5, 侧 纵 纹 上 缘 较 直 ; 侧 纵 纹 间 青 HE 4+ 2(1/2) 

侧 纵 纹 上 缘 波 状 ; 侧 纵 纹 间 背 鳞 行 不 少 于 

6 十 2(172) 行 eaeesesssesesses ee 9 

6. SBE 6 Ke; 极 少数 仅 一 侧 为 7 枚 … 

+ fA { Ha TS. Auanrenensis 

RESET Kee cas tipinie won 二 

7. IAPR Be22— 24 FT; SSP ee BAe 11—13 

laa S. monticola 

环 体 中 段 2 一 30 鳞 行 ; SSPO LEE PF Ay 13—17 
pee a 

8. PA ACABEA: BUDGE U9 Beare ceeeeeens 

veoeee BEGET MTS . potanini 

第 一 对 扩大 的 

尾 下 无 黑色 斑点 ; AIMS 8 枚 … 

eee tsinlingensis 

ee cee vee seeeesg 9, 侧 纵 纹 间 背 鲜 8+ 201/2) 行 … 



.… 南 滑 蜥 总 ，reevesii 

AU) BA ZC fA EF AE 6 + 21/2) Fh ece cee cee ceeeee eee 10 

10. S820 BEBE Naf 16—21 cee " 

tee ie S. doriae 

5 VU PL BIE BE 12—16 PiCeee cee ceecceceeseeceeeee d | 

11. FREER EF A HEF OT 2 iC ene vee cee eee cee cee ene 

serene 宁波 清晰 指名 亚 种 8. m,  modesta 
腹 中 线 上 一 行 有 鳞 67 一 81 枚 ,……… 和 守 

Kia AGA WAS. modesta septentrio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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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HINESE SPECIES OF Scincella (Scincidae, Sauria) 

Wang Yaozhao Zhao Erm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lassifi- 

c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pecies 

23. cha- 

racters are chosen for character analy- 

of Scincella(Scincidae, Sauria) , 

sis, According to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septentrionalis is believed to 

be a subspecies of modesta, potanini 

and ifsinlingensis are closely related 

valid species. 

It is believed that in China there 

are 11 species and 1 subspecies of Scin- 

cella, A key to Chinese species of Scin- 

cella is provided, 

The 11 species and 1 subspecies men- 

tioned above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pecies groups, Group [| includes /ada- 

cense, himalayana and sikkimensis, Group 

monticola,  tsinlin- T includes potanini, 

gensis, huanrenensis and  przewalskii, 

Group JJ includes reevesii, doriae and 

modesta ,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three spe- 

cies groups are diss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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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环 蛇 细 胞 毒素 对 人 肺癌 细胞 

的 致 伤 作 用 

(图 版 Y ) 

从 科 RAED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生理 研究 所 ) 

错 蛇 毒 中 所 含 的 活性 多 肽 可 分 为 神经 

毒素 和 细胞 毒素 两 大 类 。 已 从 不 同 种 的 眼镜 

蛇毒 分 离 纯化 了 多 种 神经 毒素 和 细胞 毒素 。 

神经 毒素 的 作用 已 被 基本 阐明 ， 它 们 都 选择 

地 作用 于 骨骼 肌 的 神经 肌肉 接头 ， 阻 断 其 传 

递 .关于 细胞 毒素 ,由 于 它们 对 生物 膜 系 统 有 

广泛 的 作用 ， 不 同 作者 曾 给 以 种 种 名 称 ， 娟 

心脏 毒素 、 直 接 溶 解 因 子 、 眼 镜 蛇 胺 和 膜 活 

性 多 肽 等 。 在 细胞 毒素 的 多 种 作用 中 ， 能 有 

效 地 杀伤 肿瘤 细胞 及 抑制 其 在 动物 体内 的 增 

殖 速度 的 作用 受到 ae » ERLE, se 

细胞 对 细胞 毒素 比 正 第 Ey He PN 

BY MS S270 Bi AH Hie i SAN lA], FY azo meal 

万 倍 ， 

近年 来 从 眼镜 驼 科 的 金 环 蛇毒 分 离 出 二 

种 细胞 毒素 ， 已 有 一 些 关 于 它们 对 生物 膜 系 

统 作 用 的 报道 。 我 们 观察 了 金 环 蛇 细 胞 毒素 

对 体外 培养 的 癌 细 胞 的 抑制 及 杀伤 作用 。 

材料 和 方法 

1, 材料 

(1) ABER 

市 胸 科 医 bre Hi {! jis iy be 宇 EN 也 的 = 

胞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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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的 oie baht 

Kare DRG AER 
(上 海 市 胸 科 医院 肿瘤 研究 室 ) 

(2) AME hia fie (HEF), big s§ — 

医科 大 学 附属 新 华 医 院 儿 科研 究 所 提供 。 

3 3) 人 金 环 蛇 细 胞 毒素 ， 上 海 生 理 研 究 

所 训 永 华 等 从 华南 产 金 环 蛇 (Bungarus fas- 

ae 分 离 纯化 的 细胞 毒素 ALIA) 和 

细胞 毒素 BIDB)。 

ciatus) 

20 Wiis 

(1) SPC-A 细 胞 的 培养 ， 待 从 液 氮 

中 取出 保藏 的 细胞 复苏 后 ， 以 含 20 匈 小 牛 血 

清 的 REMI-1640 制 成 细胞 悬 液 ， 接 种 在 平 

面 为 3X6cm 的 小 培养 杠 内 , F387 CPE 

BIR, BIKE KK. 

(2) AXbEESPC-A,m}e. 

(i) 低 剂 量 处 理 ， 人 临 用 前 取 毒 素 干 粉 

人 然后 与 细胞 

Bowe tiie, #emISA5x10'A, BAR 

ve oR Re 度 分 为 每 中 15ug .10ug .20hg 三 组 ， 每 组 

均 为 复 管 ， 置 37 立 普通 培养 箱 ， 按 处 理 时 间 

分 为 24、48 和 72 小 时 三 组 ， 其 间 每 日 更 换 培 

养 液 和 毒素 。 对 照 组 则 不 加 毒素 。 

(ii) 高 剂量 处 理 ， 将 培养 的 贴 壁 细 胞 

FAS 0, 25% RAS FIO. 1% EDTA 的 消化 液 短 

本 文 于 1986 年 2 月 25 日 收 到 。 



暂 处 理 后 ， 迅 即 以 培养 液 洗 一 次 ， 再 将 细胞 
配 成 2x 10*/ml 的 悬 液 ， 在 每 小 玻 管 中 各 置 
0.1ml， 再 加 入 等 体积 用 培养 液 配 置 的 毒素 

溶液 ,其 最 终 浓 度 分 别 为 每 ml1125ug 、250ug、 

500ug, 1000vg, BHAWAN SE, HIS 

eo’ CimA{0n eH, WRbs 1%) 检查 

细胞 死亡 率 。 对 照 组 则 不 加 毒素 。 

(3) aR CHE) 细胞 染 色 ， 在 小 

FMLA, MARR, 

养 二 天 后 取出 ， 以 PBS 洗 涤 ， 滴 加 新 鲜 配 制 

的 毒素 溶液 ， 作 用 30 分 钟 后 ， 再 用 PBS 洗 

洗 ， 在 甲醇 : 冰 醋 酸 (3:1) 中 固定 3 分 钟 

后 ， 按 营 规 进行 瑟 马 染色 。 

(4) FITC-¥## # RM, FITC- 

Lectin 的 标记 参照 Chan 氏 方 法 把 稀释 于 
Hank’s 液 的 FEITC-Lectin 100ul Gk BW 

50ug/ml) 分 别 加 入 1x1l0s 经 毒素 处 理 

(50nhg/ml，37C，30 分 匆 ) 及 未 处 理 的 细胞 

Ht, #4637 °C im A 2057 HS Li Hank’s YSU 

上 ， 封 固 剂 封 片 ， 在 Nikon 荣 光 显 微 镜 下 观 

宗 。 在 进行 专 一 性 抑制 时 ， 反 应 步骤 同上 ， 

只 是 在 FEITC- 凝 集 素 作用 前 先 加 入 相应 的 糖 

作为 抑制 剂 ,ConA 用 0.3M a-D-FA EHR 

糖苷 ，WGA 用 0.3M N- 乙 酰 -D- 葡 萄 糖 胺 。 

实验 结果 

1. 毒素 对 SPC-A, 细胞 形态 及 其 增殖 的 影 

Of 

SPC-A, 4 Hate —#R VAG BE AE ey EE 
大 小 不 同 的 多 形 性 上 皮 样 细胞 ， 胞 浆 内 有 了 明 
显 颗粒 ， 细 胞 呈 灸 嵌 状 排列 。 在 小 剂量 毒素 
处 理 24 小 时 后 ， 开 始 出 现 呈 圆 形 的 半 基 浮 和 

悬浮 细胞 ， 随 着 处 理 时 间 延 长 ， 悬 浮 细胞 逐 
渐 增 多 。HE 染色 表明 毒素 处 理 后 细 胞 肿胀 
旦 圆 形 、 细 胞 内 液 泡 增 多 、 核 浅 染 、 核 仁 明 
显 (图 版 Y，1、2)。 用 小 于 20ug/ml 剂量 的 
TA 或 TB 处 理 SPC-Al 后 ， 细 胞 的 增殖 均 明 
显 受 到 抑制 ， 且 随 毒 素 剂量 的 递增 ， 其 抑制 
作用 亦 越 显 著 。 但 TB 的 作用 明显 地 较 TA 为 

be (PWV, 1), 

2. 毒素 对 SPC-Ai 细 胞 的 杀伤 作用 

毒素 剂量 超过 一 定 浓度 〈>>125ug/ml) 

时 ， 可 见 到 工 A 和 TB 均 有 明显 杀伤 细胞 的 作 

用 .TB 的 杀伤 作用 在 各 种 剂量 时 均 强 于 TA. 

存 1000hg/amaI 时 ，T 工 B 杀 伤 细胞 的 死亡 率 可 达 

45 狗 左右 。 同 时 用 人 胚 肺 细胞 (HEF) 作 

对 照 ，TA 和 TB 均 显 示 较 小 的 杀伤 力 ， 如 在 

500uLg/ml 和 1000ng/ml 时 ， 与 对 SEC-Ai 细 

胞 的 杀伤 率 相 比 ， 均 约 差 6 倍 左右 ( 表 1)。 

表 1 TA 和 TB 对 SPC-Ai: 及 HEF 的 作用 

毒素 剂量 ug/ml 

EFA BEA Ho 125 250 500 1000 

AHCI = %) 

SPG-Ap my 4.6 10 20 27 

HEF 0.3 0.8 3.2 4.5 

SPC-A, 10 12 26 44.3 

HEF 下 到 net 5.0 6.6 
TB 

表 内 数据 均 为 三 次 以 上 实验 平均 值 

3. 毒素 对 SPC-Ai 细 胞 与 FITC-Lectin 荧光 

反应 的 影响 

用 FITC-ConA 及 了 ITC-WGA 观察 了 

SPC- Ay 细胞 在 毒素 处 理 前 后 的 ESE ME 

化 。 在 对 照 中 可 以 看 到 上 ITC-ConA 有 较 强 

的 连续 膜 荧 光 ， 而 在 毒素 处 理 之 后 ， 细 胞 表 

面 的 荧光 有 所 减弱 ， 呈 不 连续 的 散 点 状 荧 

光 ， 并 且 核 及 胞 浆 内 也 有 了 较 强 的 获 光 染色 

(图 版 Y，3、4)。EIIC-WGA 也 有 类 似 情 

况 ， 不 过 其 荧光 强度 较 ConA 为 弱 。 在 用 相 

应 的 糖 做 抑制 反应 时 ， 细 胞 的 获 光 反应 均 呈 

BA EE. 

iT 论 

JER Stel (Genus Naja) 蛇毒 中 已 

分 离 出 多 种 细胞 毒素 ， 其 中 已 确定 一 级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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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mumibers xta* 

O control 

图 1 TA 和 TB 对 SPC-A; 细 胞 增殖 的 抑制 作用 

者 近 40 种 。 它 们 都 由 60 或 61 个 氮 基 酸 组 成 ， 

由 4 个 二 硫 键 连接 起 来 的 单一 肽 链 。 几 位 作 

者 从 金 环 蛇毒 分 离 了 两 种 细胞 毒素 ， 它 们 分 

别 是 由 77 或 82， 以 及 124 或 127 个 氮 基 酸 构 成 

的 短 链 与 长 链 毒素 ， 即 本 工作 中 所 使 用 的 

工 A 和 TB。 很 显然 ， 金 环 蛇 细 胞 毒素 ， 特 别 

Ze TB 与 眼镜 蛇 细 胞 毒素 在 结构 上 是 有 差异 

的 ， 因 此 探讨 六 两 类 细胞 毒素 的 作用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有 关 金 环 蛇 细 胞 毒素 对 肿瘤 细胞 的 

作用 尚未 见报 导 。 我 们 利用 分 离 出 的 二 种 细 

胞 毒素 在 体外 对 培养 的 人 肺 腺 癌 细 胞 作用 进 

行 了 比较 观察 实验 结果 表明 ,用 常规 的 台 盼 

兰 染 色 排 除法 可 以 看 到 二 种 毒素 对 SPC-A， 

细胞 不 同 程度 的 抑制 和 杀伤 效应 ， 每 批 实验 

都 以 空白 对 照 〈 细 胞 成 活 率 均 大 于 95 狗 ) 作 

基础 计算 其 杀伤 百分率 。 结 果 的 重复 性 也 较 

好 。 为 了 观察 细胞 表面 受 体 在 毒素 作用 前 后 

的 变化 , 使 用 了 FITC 标 记 的 ConA 和 WGA， 

我 们 用 相应 的 糖 作 抑制 反 应， 结果 都 呈 阴 

性 ， 表 明 荧 光 反 应 是 专 一 的 。 

关于 蛇毒 对 细胞 杀伤 的 机 理 说 法 不 一 ， 

有 人 认为 主要 是 由 于 磷脂 酶 降解 了 癌 细 胞 表 

面 的 况 磷 脂 结构 ， 也 有 人 认为 是 毒素 首先 改 

变 了 膜 的 渗透 性 ， 继 而 引起 生化 和 病理 变化 

如 溶血 ， 产 生 细 乃 毒 ， 影 响 某 些 阴 离子 、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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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酸 、 葵 萄 糖 的 输送 以 及 激活 膜 上 的 革 些 酶 
等 等 。 从 TA 和 TB 对 SPC-A, 细胞 作用 引起 
的 形态 变化 ， 如 细胞 肿胀 ， 多 液 泡 ， 核 浅 染 
以 及 胞 内 出 现 荧光 反应 等 结果 〈 如 膜 荧光 减 
弱 、 核 与 胞 浆 内 荧 光 强 染 ) 均 表明 ，SPC- 
Ai 细胞 在 毒素 作用 下 膜 的 渗透 性 发 生 了 改 
变 ， 提 示 了 TA 和 TB 杀伤 细胞 主要 是 改变 了 
膜 的 渗透 性 而 不 是 靠 磷脂 酶 的 作用 ， 这 与 早 
先 关于 TA 和 TB 的 毒性 与 其 脂 酶 活力 并 不 平 
行 的 报道 〈 即 TB 毒性 虽 大 于 TA， 但 其 | 磷脂 
酶 活性 却 小 于 后 者 ), 是 相符 的 。 

虽然 已 有 报道 蛇毒 对 瘤 细 胞 具有 选择 性 
杀伤 作用 ， 但 仅 限 于 动物 癌 细 胞 。 我 们 以 人 
胚 肺 细 胞 作对 照 ， 观 察 到 毒素 对 培养 的 人 体 
肺 腺 瘤 细 胞 有 一 定 的 选择 性 杀伤 作用 ， 但 其 
杀伤 机 理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研究 。 

S$ 4 MXM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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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OPATHIC EFFECT OF THE CYTOTOXINS FROM VENOM OF Bungarus 

fasciatus ON CULTURED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SPC-A,) 

Plate V 

Xu Ke! Zhao Weiqin: Chen Zhenguo* 

Sha Huifang’, Bao Guolia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Academia Sinica, 

Shanghai and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Shanghai) 

Abstract 

By means of chromatography, two 

cytotoxins named as toxin A (TA) and 

B (TB) have been isolated and purified 

from venom of Bungarus fasciatus collect- 

ed in Guandong Province, China, TA and 

TB are composed of 82 and 129 amino 

acid residues respectively, Proliferation 

of cultured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SPC-A,) was 

sively by TA and TB in doses from 5 to 

inhibited progres- 

20r/ml, In larger doses (more than 125r 

/ml) TA and TB began to damage and 

In all 

these cases TB was more potent than 

TA, By FITC-Lectin fluorescent meth- 

od, the SPC-A, cell membrane was 

demonstrated to be disrupted by the ac- 

kill the adenocarcinoma cells, 

tion of the cytotoxins and the cell mem- 

brane was thought to be the target of 

the cytotox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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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酶 的 研究 

TL. 对 血液 凝固 系统 和 和 骨 栓 形成 的 影 啊 

RUF Et I x J 3p 
(福建 医学 院 药 理 教研 室 ) 

我 们 从 福建 产 尖 吻 蜡 蛇 毒 中 纯化 了 一 个 

碱 性 纤 溶 酶 ， 其 理化 、 酶 学 性 质 已 见 前 文 

〈 陈 等 ，1986) 。 本 文 进 一 步 观 察 该 纤 溶 酶 

对 凝血 、 纤 溶 系统 的 一 些 影 响 。 

实验 材料 

尖 吻 蜡 崇 毒 纤 溶 酶 , 按 前 文 ( 陈 等 ,1986 ) 

的 方法 分 离 和 纯化 。 该 酶 含 纤 溶 酶 o 和 纤 溶 

a eed ae? se iio 8:1, ADP 

及 凝血 酶 Hy Sigma 产 四 上 海 生 化 

制药 三 产品 。 免 脑 粉 本 室 目 制 。 其 它 试 剂 

ABT a hat. shy: aisreaina9 

tk, RAAB 1.6—2.3ke, KA IA 353 

+18g, JNA EAH 19.81.92, 三 种 动物 

J WE HE a 

实验 方法 和 结果 

1, 尖 吻 昌 蛇 毒 纤 溶 酶 〈 简 称 纤 溶 酶 ) 对 家 

免 的 皮 内 局 部 出 血 活 性 和 NasEDTA (Z 

二 胺 四 醋 钠 ) 对 该 活性 的 影响 

皮 内 出 血 活性 测定 采用 长 ondo 等 (1960 ) 

的 方法 。 家 免 背 部 实验 前 一 天 以 硫化 钢 脱 

毛 。 于 背部 皮 内 注射 不 同 纯度 的 纤 溶 酶 各 

0.1ml。 各 注射 点 之 间 相 隔 4 一 5cm。24hr 后 

颈 动 脉 放血 处 死 动物 。 剥 开 皮 肤 ， 从 皮肤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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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 测量 出 血 斑 的 最 长 径 和 最 短 径 ， 取 其 均 

值 表示 出 血 强 度 。 以 产生 10mm 直径 出 血 斑 

的 纤 溶 酶 剂量 为 该 酶 的 最 小 出 血 剂 量 
(MHD), 

此 外 ， 将 各 种 浓度 的 Na,EDTA Aix 

浓度 的 已 纯化 纤 溶 酶 溶 Aitiecs a 

每 点 皮 内 注射 0.1ml。 按 人 Rondo 氏 法 测 定 

出 血 活性 。 

实验 结果 ， 纤 溶 酶 经 纯化 后 ， 皮 内 局 部 
出 血 活 性 比 未 纯化 的 纤 溶 酶 增加 了 1.9 倍 ( 表 

1)。 纯 化 的 纤 溶 酶 其 皮 内 局 部 出 血 活 性 随 酶 

浓度 的 增高 而 加 强 〈 图 1) 。 最 小 出 血 剂 量 

(MHD ) 为 10ug GREO.Img/ml 。 

Na,EDTA 对 纤 溶 酶 出 血 活 性 的 抑制 作 

用 ， 在 0.25x 10-°M—107°M 浓度 范围 内 随 

Na,EDTA 浓度 的 增高 而 加 强 ， 最 大 抑制 作 

FRIKG9% (2), 

2, 纤 溶 酶 的 LDi, 测定 

取 小 自 鼠 64 只 ， 随 机 分 为 8 个 剂量 组 
尾 静 脉 注射 纤 溶 酶 0.1ml/10g 体 重 。 实 验 结 

果 以 简化 机 率 单 位 法 〈 孙 ，1982) 算得 纤 溶 

酶 的 48hr LD,, 为 5.75mg/kg。LDj, 895% 

可 信 限 Lus 王 5.75 士 0.89mg/kg(4.86 一 6.64 

本 文 的 组 织 切 片 承 肖 玉 山 副教授 鉴定 ， 刘 必 雄 

技师 给 予 帮 助 ， 特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6 年 1 月 28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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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NazEDTA on 

hemorrhage induced by AaV-FE 

The method of Kondo (1960) was used for determi- 

nation of hemorrhagic activity, For each point, 100 

ug/100u1 of AaV-FE containing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NazEDTA was injected intradermally (n=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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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Estimating the haemorrhagic activity a2 

of AaV-FE S 
(A) Dose-response curve showing the hemorrhagic og ae 
activity of AaV-FE, ,The ‘method of Kondo(1960) Of 1 4 t 0 ! 

was used, Each point represents the mean +S, D, 0 1 2 See: | 5 6 4 8 

from three rabbits, (B) An example of hemorrhage : 
e rj.v. AaV-FE 

observed from visceral side of a rabbit skin, The RS ey 
volume of the test solution was 100ul for each intra- Fig.3, The effect of i.v, AaV-FE (0,5mg/ 

dermic injection, The test solution: 1, 100ug of crude kg)on recalcification time in rabbits (n= 

vencem: 2-8, AaV-FE, Doses:2,8, 100g; 3.7, 50ug; 14), 
4,6, 25g; 5,12,5ug, *o <0. 001... %*0 <0..05,. 7"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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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The effect of i,v, AaV-FE (0,5mg/ 

kg) on prothrombin time in rabbits (n 

=14). 
*p<0..0015 **p<0,01, "p> 0.105, 

ok 

5 

40 * 

30 

%*% 

Pn 

10 

Thrombin time! sec) 

Time(hr) afteri.v.AaV-FE 

Fig.5. The effect of i,v, AaV-FE (0,5mg/ 

kg) on thrombin time in rabbits (n=14), 

**p<0.01, *p<0.001.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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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rinogen content! mg / 100m1L) 

Time(hr) after i.vy.AaV-FE 

6, The effect of i, v, AaV-FE (0.5mg 

/kg) on the fibrinogen content of plasma 

rabbits(n=14) 

*p<0.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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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ffects of AaV-FE on ADP-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incubated at 37C for 3 min with {buffer 

solution or AaV-FE, prior to addition of ADP,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measured by turbidimetry, 

Doses of AaV-FE; A, 10ug; B, 5ug; C, 2ug; D, 

PBS as a control, 

Fig.8, The effect of i,v, AaV-FE on thrombus formation 

The thrombus was artificially produced from blood of a rat in a rotating loop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Candler (1958) (A) A section through the red tail of a thrombus from controls in the 

experiment, There was extension of the fibrin network with randomly distributed red cells and occasional 

leucocytes, Phosphotungstic and hematoxylin-stained, waxembedded section, X500.(B)A section through 

the red tail of a thrombus from the AaV-FE treated group; 

with tha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Phosphotungstic acid hematoxylin-stained, wax-embedded section, X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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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 尖 吻 蜡 蛇 毒 粗 毒 给 小 白鼠 静脉 注 
StH) LDs. Wy 4,.8+0,67mg/kg, 

3. 纤 溶 酶 对 家 免 血 凝 系统 影响 的 观察 

家 免 耳 静脉 注射 纤 溶 酶 0.5mg/kg(0.25 

mg/ml)。 经 不 同时 间 间 隅 由 股 动脉 揪 和 党 采 

血 。 按 Biggs(1972) 的 方法 测定 血浆 复 钙 时 

XC RT), ei BSR al (PT) 和 凝血 酶 时 间 

(TT), EMAAR CRE, 1979) 测定 人 血 

浆 纤 维 蛋 和 白 原 含量 。 

实验 结果 ， 纤 溶 酶 对 家 免 血 桨 RT, PT 

和 了 T 均 能 显著 延长 〈 图 3 一 5)。 对 RT、PT 
的 延长 在 给 药 后 第 一 小 时 为 最 明显 。 对 TT 

的 延长 作用 在 第 二 小 时 达 高 峰 。 对 纤维 蛋白 

原 使 含量 降低 〈 图 6) ， 给 药 后 第 一 小 时 作 

用 达 高 峰 ， 含 量 下 降 50.7 匈 。 给 药 后 第 八 小 

时 ，RT、FIT、IT 和 纤维 蛋白 原 含量 均 恢 复 

到 接近 给 药 前 水 平 。 

4. 纤 溶 酶 对 ADP 诱导 的 家 兔 血小板 聚集 
功能 的 影响 
采用 Born 和 Cross (1963) % O’ Brien 

(1962) 的 比 浊 法 进行 测定 。 家 免 静 脉 血 与 

3 87 HIRI RE 9:1 (V/V) 混合 抗 凝 ， 经 ， 
95g 离心 10 分 钟 制备 PRP， 经 1600g 离心 20 

分 钟 制 备 FEFE。 在 0.45ml PRP 中 加 入 10u1 

作为 对 照 的 磷酸 生理 盐水 缓冲 液 或 纤 溶 酶 ， 

村 377 温 育 3 分 钟 ， 然 后 加 入 10unl 的 10uM 

ADP, VA BS—631 型 血小板 聚集 仪 CEE 

生化 仪器 厂 制 造 ) 描记 聚集 曲线 ， 按 全 国 血 

小 板 功能 检测 标准 化 会 议 (1985) 规 定 的 方法 

计算 最 大 聚集 率 和 五 分 钟 有 效 解 聚 率 。 

5 分 钟 有 _ 最 大 聚集 率 一 5 分 钟 聚 集 率 
效 解 聚 率 最 大 聚集 率 

x 100% 

实验 结果 ， 纤 溶 酶 终 浓 度 为 4 一 20ug/ 
ml 时， 对 ADP 诱导 的 家 兔 血 小 板 聚 集 有 明 

显 的 解 聚 作用 但 无 明显 的 抗 聚集 作用 。 5 分 

钟 有 效 解 聚 率 随 纤 溶 酶 浓度 的 加 大 而 升 高 。 

当 纤 溶 酶 浓度 为 20ng/ml 时 ，3 分 钟 内 就 达 

到 完全 解 聚 ， Wk 2 》 A a 

5. 纤 溶 酶 对 大 日 刀 血 小 板 性 血栓 形成 的 影 

ND) 

按照 Umetsu 4: (1978) 的 方法 进行 血 小 

板 血栓 形成 实验 。 大 自 鼠 以 戊 巴 比 妥 钠 35 
mg/kgi.p. 麻醉 ， 仰 卧 固定 ， 行 气管 播 管 。 

取 一 内 径 2mm 的 聚 乙 烯 管 ， 管 中 固 定 一 条 

丝线 。 管 的 两 端 各 套 一 根 内 径 Imm 的 聚 乙 

Wie. 聚 乙烯 管内 充满 50u/ml 肝素 一 一 生 
理 盐 水 溶液 后 ， 将 其 一 端 揪 入 颈 外 静脉 并 注 

入 50u/kg FRE. 将 另 一 端 插 入 对 侧 颈 

动脉 以 建立 动静 脉 回路 。 给 药方 法 为 静脉 注 

射 纤 溶 酶 1.0mg/kg。 给 药 60 分 钟 后 开放 聚 

乙烯 管 血 流 回 路 15 分 钟 ， 中 断 血 流 ， 迅 速 取 

出 丝线 称 重 。 总 重量 减 去 丝线 重量 得 血栓 湿 

重 。 实 验 结 果 ， 见 给 药 组 血小板 血栓 平均 温 

重 比 生 理 盐 水 处 理 组 明显 减少 ， 差 异 非 常 显 

著 ( 表 3) ， 说 明 纤 溶 酶 能 对 抗 血 小 板 血栓 

6. 纤 溶 酶 在 体外 模拟 循环 中 的 抗 血栓 效应 

血栓 形成 实验 按 Candler(1958) 的 方法 

上 略 加 修改 。 利 用 旋转 莱 发 器 的 转轴 其 末端 固 

rE APL RTA. JAAR 3mm， 长 20 

cm |38 Zhi EF AS WL 6 Aci ATA SK AY 

接头 处 套 一 小 段 硅胶 管 连接 和 密封 该 环 。 把 

环 固 定 于 有 机 玻璃 圆 盘 上 。 环 平面 与 水 平面 

成 23 度 夹 角 并 浸没 于 37T 水浴 中 ， 此 即 体外 

大 自 鼠 给 药方 法 为 尾 静 脉 注 射 纤 溶 酶 

0.6mg/kg(0.2mg/ml) 或 生理 盐水 ， 给 药 前 

和 给 药 后 不 同时 间 由 有 颈 动 脉 插 管 采血 0.8ml， 

即刻 注入 圆 环 中 ， 开 动 转轴 ， 以 18rpm 旋转 

15 分 钟 。 取 出 血栓 ， 测 定 其 长 度 、 湿 重 和 王 

重 。 部 份 血 栓 以 10 匈 甲醛 固定 作 组 织 学 检 

oe 

实验 结果 ， 给 药 后 0.5、1 和 2 小 时 采血 
PACA, BRE, BRAT RK 

少 ， 与 给 药 前 比较 有 显著 差异 。 效 应 的 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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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是 在 给 药 后 0.5 小 时 。 

以 磷 钓 酸 苏 木 素 行 纤维 蛋白 染色 的 血栓 

组 织 切 片 中 ， 可 见 到 给 药 后 形成 的 血 柱 ， 其 

纤维 蛋白 束 变 得 稀 下 而 纤细 (图 8A、B)。 

1, 纤 溶 酶 对 已 形成 的 新 鲜血 栓 的 溶解 效应 

按 上 述 Candler 氏 法 进行 血栓 形成 实验 。 

在 聚 乙烯 转 环 中 注入 大 白鼠 血液 0.8m1， 按 

Candler 氏 法 旋转 形成 血栓 后 ， 打 开 转 环 ， 

向 管内 注入 0.2ml 纤 溶 酶 ( 终 浓 度 0.2mg/ml) 

或 生理 盐水 〈 对 照 组 )。 闭 环 后 以 50rpm 速 

度 转 5 圈 使 环 内 液体 混合 ， 再 以 18rpm 转 20 

分 钟 ， 取 出 血栓 进行 测定 。 结 果 见 表 5。 在 

纤 溶 酶 终 浓 度 为 0.2mg/ml 时 ， 对 大 白鼠 全 

血 在 Candler 氏 转 环 中 形成 的 新 鲜血 栓 有 显 

著 的 溶 栓 作 用 。 血 栓 湿 重 和 王 重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有 非常 显著 差异 。 但 对 血栓 长 度 无 明显 影 

响 。 

本 沦 

蛇毒 纤 溶 酶 对 纤维 蛋白 〈 原 ) 作用 的 专 

一 程度 各 不 相同 ， 对 肽 链 的 作用 部 位 和 纤 原 

降解 程度 也 互 有 差别 ， 但 它们 都 属于 蛋白 水 

解 酶 类 。 二 改 和 杉 原 等 于 1977 一 1984 年 陆续 

报导 从 台湾 产 尖 吻 昌 蛇毒 中 纯化 出 5 个 蛋白 

7K fe BS Acyl Ac, Ac,, Ac, 70 Ac. ox Sea 

白 酶 都 具有 出 血 活 性 ， 但 未 报导 有 和 纤 溶 活性 

(Nobuhiro 等 ,1984)。 兼 具 出 血 活 性 的 纤 溶 酶 

已 见报 导 的 只 有 台湾 产 尖 吻 昌 蛇毒 酸性 纤 溶 

酶 。 我 们 从 福建 产 尖 吻 蜡 蛇毒 中 纯化 的 纤 溶 

酶 ,其 最 小 出 血 剂 量 为 10ng( 浓 度 0.1mg/ml)。 

这 说 明 尖 吻 晶 蛇 毒 纤 溶 酶 是 具有 局 部 出 血 活 

性 的 蛋 自 水 解 酶 。 纤 溶 活力 和 出 血 活性 都 能 

被 NazEDTA 所 抑制 ,这 提示 该 酶 是 含 金 属 蛋 

和 白 酶 ， 而 出 血 活 性 和 酶 的 活性 有 密切 关系 。 

有 关 蛇 毒 纤 溶 酶 或 蛋白 水 解 酶 的 生物 学 

活性 以 及 药理 学 性 质 的 研究 报导 还 比较 少 。 
Grotto 等 (1969) 从 巴勒斯坦 晒 ( 广 :pera pale- 

sf?ae) 蛇 毒 中 纯化 出 一 个 具有 出 血 毒 性 的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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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 解 酶 。 该 酶 能 抑制 凝血 酶 形成 和 纤维 蛋 
Feel, IM ALIAS IRA, Ill pte 的 

凝 块 回 缩 功能 和 抑制 ADP 诱导 的 血小板 聚 

集 。 叶 智 彰 等 〈1979) 报道 ， 浙 江 蜡 蛇毒 的 

酸性 纤 溶 酶 无 出 血 毒 性 ;体外 实验 除 能 直接 

水 解 纤 维 蛋 自 外 ， 还 具有 活化 素 样 作用 ;， 给 

家 免 静脉 注射 能 抗 凝 和 降低 血 纤 维 蛋白 原 含 

量 。Ouyang 等 (1979) 报 道 ， 烙 铁 头 蛇毒 的 C 

-纤维 蛋白 原 酶 在 体外 实验 中 能 抑制 ADP 诱 

导 的 血小板 聚集 。 

在 我 们 的 实验 中 观察 到 ， 人 尖 吻 蜡 蛇 毒 纤 

溶 酶 以 0.5mg/kg 的 剂量 静脉 注射 对 家 免 呈 

Pat EMAAR, PRLS ESAT IB], RE 

血 酶 原 时 间 和 凝血 酶 时 间 延 长 以 及 纤维 蛋 自 

含量 下 降 。 已 知 在 人 体 ， 纤 维 蛋 自 “〈 原 ) 

降解 产物 (EDP， 又 称 抗 凝血 酶 区 ) 可 持 抗 

凝血 酶 对 纤维 蛋白 原 的 作用 和 抑制 凝血 活 酶 

生成 。 本 文 观察 到 的 RI、ET 和 TI 延长 可 

能 与 此 有 关 .。 当 其 它 有 关 因 素 正 常 时 , 纤维 蛋 

ALG mm SRA 70mg% 也 可 引起 凝血 酶 时 

闻 延 长 。 我 们 的 实验 中 纤 原 含量 未 降 至 这 样 

的 低 水 平 ， 但 如 有 EDE 存 在 则 可 促使 凝血 酶 

时 间 延 长 。 考 虑 到 纤 溶 酶 是 一 个 蛋 自 水 解 

酶 ， 所 以 不 能 排除 可 能 存在 更 复杂 的 作用 机 

制 。 

纤 溶 酶 在 体外 实验 中 对 ADP 诱导 的 血 

小 板 聚 集 的 对 抗 主要 表现 为 显著 的 解 聚 作 

用 ， 而 巴勒斯坦 蚂 蛇 毒 的 蛋白 水 解 酶 、 烙 铁 

头 蛇 毒 的 c- 纤 维 蛋白 原 酶 和 Ohsaka (1979) 

报道 的 黄 绿 烙铁 头 (T7imtzeresuUr2as flavoviri- 

qis) 出 血 毒 素 则 表现 抗 血小板 聚集 作用 。 作 

用 方式 的 不 同 提示 了 作用 机 制 不 同 ， 这 还 需 

要 进一步 探讨 。 纤 溶 酶 lmg/kg 静脉 注射 对 

大 自 鼠 的 血小板 性 血栓 形成 有 明显 的 抑制 作 

用 ， 这 进一步 说 明 ， 纤 溶 酶 体内 给 药 对 血 小 

MIA BEA. 

Candler 氏 体 外 血栓 形成 法 能 较 好 地 模 

拟 与 血栓 形成 有 关 的 血 流 动力 学 和 流 变 学 因 

素 (Gardner 等 1974)。 我 们 用 这 种 方法 观 

察 到 了 纤 溶 酶 静脉 注射 对 大 白鼠 有 抗 血 栓 形 



成 作用 ， 在 Candler 氏 转 环 中 ， 纤 溶 酶 对 已 

形成 的 新 鲜血 栓 有 溶解 作用 。 

本 文 的 初步 研究 表明 ， 可 将 纤 溶 酶 的 抗 

疑 和 溶解 血栓 的 有 效 剂 量 与 毒性 剂量 进行 比 

较 。 根 据 动 物 间 按 体 表 面积 折算 的 等 效 剂量 
比率 〈 徐 等 ，1982) 将 纤 溶 酶 的 小 自 鼠 LDe。 
(5.75mg/kg)， 换 算 成 大 和 白鼠 和 家 免 的 LDas 

TABLE 1, 

various purification steps 

Step 

Crude venom 

DEAE-sephadex A-50 

Sephadex C-75 

SP-sephadex C-25 

SP-sephadex C-50 

preparative electrophoresis 

分 别 为 4mg/kg 和 2.1mg/kg。 据 此 估计 纤 溶 
酶 的 治疗 指数 

四 ° 7% LDan = Y (Therapeutic index = EDeg ) 在 4 EF, 

Fe mn Ry SE SAAMI BAAS Meee 

的 可 能 性 ， 值 得 进一步 探讨 . 

Haemorrhagic activity of the fibrinolytic principle from D. acutus venom at 

Diameter of hemorrhagic spot (mm) 

x5) D., 1= 

14,8+0.8 

9.01.8 

10.5+2.3 

TS.3-0155 

iG eee 

via a2. 0 
Eas 

The method of Kondo (1960) was used, 504/100 ul of the fibrinolytic principle was Ia by 

intradermal injection for each spot, 

VABLE 2. 
EE eS | SS eS —— 一 一 

AS -FE Maximtn aggregation 

Effects of AaV-FE on ADP-induced aggregation 

Deaggregation in 5 min 

(ug) (%) (%) 

10 55-+8.6* 96.6-+2.5** 

5 53 十 8.3 闪 92 G3.2"* 

2 51+9.4* AT ek BF 

0 sheet 2 9.3-12. ; 
ao Er 

PRP was mesa . at age for 3 min with a buffer cee, or AaV-FE prior to addition of ADP,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measured by turbidimetry. *p>0.05, **p<0.01. (m=4). 

TABLE 3, Effect of AaV-FE on ee rich thrombus formation in rats 
eS er ee ee ee gs - oe errs — -一人 一- na pre 一 -= 二 rz [ess 

Moist weight of thrombus 

K+S, D, (n=14) 

(mg) 
Treatment 

i, v, normal saline 

i, v, AaV-FE, img/kg 

25. 52-2.2 

14.5+2.9* 

AaV-FE was injected intravenously 1 hr before a thrombus was produc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Umetsu 

et al (1978),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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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ats Time before and after \ Length 

(n) i, v, AaV-FE (hr) (cm) 

10 0 1 ates 4 

8 0.5 0.70.3* 

10 1 13025023* 
10 2 

<< coe Pes -一 >- 

iE a ada 

Effect of i.v. AaV-FE on the length and weight of thrombus produced 

by a modified method of Candler (1958) 

Moist weight Dry weight 

(mg) (mg) 

AS Sas 11.4+1.9 

22.90. b* 1S eie6..'6% 

26 ib 2* 64-50.5%" 

1.6200.93* 3 人 0 人 2 

0.6mg/kg of AaV-FE was iniected intravenously to rats. *p<0.001, **p<0.01. 

TABLE 5, Thrombolytic effect of AaV-FE on the thrombus newly-formed in vitro 

Rats Drugs Length 

(n) (cm ) 

4 Normal saline 1. BaD 

8 AaV-FE i eile be** 

a 一 Ss se o== 一 一 一 

After thrombus was produced by a modified method of Candler (see text for the details), 0.2 ml of nor- 

= Ss 一 

Moist weight Dry weight 

(mg) (mg) 

43. 9-E3 .3 jo fice 

23 teat * Te 8atl yl ** 
pI ete oe ee ee < SS Ze] 

mal saline or AaV-FE (lmg/ml) was added to the Candler’s rotating loop and mixed with the blood in the 

loop. The loop was rotated 18 rpm for 20 min before the weight and length of thrombus were measured, Values 

in the table were recorded as means+S, D, *p<0.001,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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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FIBRINOLYTIC ENZYME OF Deinagkistrodon acutus VENOM 

ll, INFLUENCES ON BLOOD COAGULATION AND THROMBOSIS 

Chen Yixiang Wang Qingchuan Liu Guangfen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Fujian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minimum hemorrhagic dose 

(MHD) of AaV-FE was 

volume of 100pl), Hemorrhagic activity 

was inhibited by 2,5-5x107* M Na, 

EDTA, LD,, of AaV-HE, injected intra- 

5,75-0,89mg 

10pg (in a 

venously to mice was 

/kg, 
The plasma fibrinogen content was 

reduced to 49,3% of the original level 

0.5hr after Aa V-FE was injected intra- 

venously to rabbits in a dose of 0.5 

mg/ml; and 8 hr after the injection the 

fibrinogen content restored approxi- 

mately to the original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plasma recalcification time 

(RT), wh) ~ and 

thrombin time(TT) were prolonged, AaV 

-FE (4-20ug/ml) 

after the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in- 

duced by ADP, 

In the platelet thrombus formation 

prothrombin time 

caused deaggregation 

test, AaV-FE in a dose of 1,0 mg/kg 

administered (i, v,) to rats markedly 

decreased the moist weight of thrombus 

(p<.0.01 compared to control), 

In the studies of antithrombogenesis 

and thrombolytic effect of AaV-FE, a 

modified method of Candler was used, 

AaV-FE was injected intravenously in- 

of 0.5mg/kgy the 

thrombus formation in a Candler’s ro- 

to rats in a dose 

tating loop was strongly inhibited, The 

moist weight, dry weight and length of 

thrombus decreased markedly (p<0.01 

compared to control),In the Candler’s 

effect of 

newly-formed thrombus 

rotating loop, thrombolytic 

AaV-FE ona 

was observed, The moist weight of 

thrombus decreased from 43,9mg_ to 

27.3mg within 20 min, after AaV-FE 

wa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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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蛙 属 一 新 种 一 一 桑 植 蛙 (Rana sangzhiensis) 

uw Roz 
(湖南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1982 年 8 月 在 湖南 省 桑 植 县 天 平山 ， 下 凹 ， 吻 楼 明显 ， 鼻 孔 略 近 吻 端 。 雄 峙 眼 间 距 

到 成 时 20 只 及 它们 的 孵 一 团 ，1983 年 、1984 NP SATRISE, MESEARTAISE LPS et 间 3B 相 

ESE RSA MH, BEAM 等。 鼓膜 明显 ， 其 直径 大 于 上 眼 险 宽 。 恒 骨 

种 。 标 本 保存 在 湖南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报 道 eee NF ek FL See Ae a Sb i BY 

ioe i, BRIG, Fa mik AE. 

33 4A bt Sh Rh Rana sangzhiensis, sp, nov. 

模式 标示 TERE (HNU82—819,1982 

SATA, WMARM AKT i, WR 

13502, Wee), Hee eS (HNU82—847, 

SIE RIIIAl 地 采 ); Rl BE 1301, SPF 

〈 卵 一 团 ， 均 与 正 模 同 时 则 地 采 。1983 年 3 

月 ，1984 年 5 月 及 10 月 ， 分 别 采 得 师 时 26、 

43、18 内 ， 与 正 模 同 地 乐 。 

鉴别 特征 ” 趾 端 呈 小 吸盘 状 ， 末 端 有 横 

沟 。 鼓 膜 直径 大 于 上 眼 瞪 宽 ， 无 声 豆 。 背 全 
禄 细 而 直 。 晴 时 的 唇齿 为 工 :4 一 4/ 攻 :1 一 1。 

新 种 与 威 宁 蛙 Rana weiningensis Liu, 人 

Hu, et Yang, 相似 ， 但 新 种 比 威 字 峙 大 ， 图 1 REA) Rana sangzhiensis, sp. 

雌 星 体 长 50.4 一 53.4 毫 米 ， 威 宁 蛙 为 42.5 一 nov. N082—819¢7 

43 .5 毫米 ， MARR EAT EAB SE, Jak 雁 蛙 前 肢 粗 壮 ， 崔 峙 前 肢 较 纤细 。 指 端 
oF Wee BEAN EARS OE Br PL TAL BE AK, mM SIS IRARRBA. FRM 为 3、4、1、 

JL ARE, TOR TORE RL IRIE ARE IK, mR 2, #1, 4 BAEK, HP RHR. BRE 

刻 深 Fe AMBP BS a pee EH Tal Be 个 ， 长 酉 圆 形 ， 内 侧 一 个 位 于 拇指 掌 基 ， 中 

行 ， 但 新 种 上 唇 此 比 威 宁 峙 多 一 行 ， 全 征 间 一 个 较 小 位 于 2、3 指 的 掌 基 ， 外 便 一 个 位 

行 ， 于 4 指 的 掌 基 ， 雄 峙 掌 突 不 如 雌 峙 明显 。 
标本 描述 ”新 种 体 均 称 ， 雄 蛙 体 长 43.3 - 后肢 长 ， 肥 踊 关节 前 达 鼻 孔 ， 堪 右 跟 部 

ene. eed Oe 501-53 a ee, 

eh SH FPS, WEAF IRE, MBA 本 文 于 1985 年 5 月 17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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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和 桑 植 蛙 成 体 量 度 表 (Fipz, mm) 

Tete 配 模 标本 副 模 标本 副 模 标 本 
Pe g 

82 一 819 82 一 847 139 
be 长 Bs 43.3 一 50.3 50.4—53.4 

47.2 52.3 

ee ae 14.8—16.8 16.9—18.6 

头 长 15.9 18 
33.3% 33.0% 33.9% 34.5% 

As = 14.6—16.3 16-2 
头 宽 15.4 it 

32.8% 32.1% 32.6% 32.1% 

| ae = 6.3 一 7.3 T 9 
Wy a 6.8 5 

14.3% 14.8% 14.4% 14.3% 

| ae 了 4 .1 一 5 4.35 
fa] 距 4.6 4.6 

9.5% 8.1% 9.7% 8.9% 

2 Ae 3.2 一 4 3.8 一 4.7 

Hig 本 路 3.6 eS 
8% 8.5% 1.1% 8.37% 
Ae) 4.1 3.07 a oa 

AR fe ae 3.6 3.7 
1% 7.1% 7.1% 7.1% 

: ot 4.8 一 5.9 5.3—6 

眼 行 5.5 5.6 
10.5% 10.2% 11.6% 10.6% 

Pe ha 3.8—4.6 4.1 一 4.4 

ci jig 452 4.3 
9.7% 8.3% 8.9% 8.2% 

: ane os A 20.9—23.8 22.3—24.T 

BB MK 22.2 24.1 
45.5% 46.4% 47.0% 46.1% 

: es 5,3—6.7 4.4 一 5.2 

前 车 窗 5.9 4.8 
12.6% 8.3% 12.6% 9.1% 

is valu 12—14 13.3—14.3 

= 长 128 13.8 
27.4% 25.3% 27.2% 26.3% 

89.2 96.5 85 一 95.4 ae 
a 90.4 98.6 

187.8% 182.1% 191.6% 188.6% 

ais ay 28.1—33.4 32.8 一 35.2 

jis 长 30.75 34 
65.9% 63.0% 65.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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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 
weceae er as es = 

Bee ii 副 模 标本 ality + 

AA ee eal, 13040 599 

ie ee 5. 8—T.2 6—6.9 
es 寅 6.0 6.5 

13.17% 12.6% 12.8% 12.5% 

| ine hee 37.2—41.4 41.9—45.3 

MH 足 长 aie, pir 85.9% 81.9% 85.1% 83.6% 

von ey 26.3—29.2 28.8—a1.3 
pin 长 if 27 9c 29.9 

59.8% 55.9% 59.1% 57.2% 

a, Ai 0.5—0.8 0.5—0.7 

Ly 48a Re 0.6 0.6 
1.3% 0.9% 1.3% 1.1% 

fi - 8—11 (iti a 

#1 间 距 有 9.8 ae 21.9% 20.87% 20.8% 21.4% 

Re HG, - 1.9~2.4 1.9 一 2.8 
内 足 突 长 me oe 5.1% . 4.2% 4.5% 4.4% 

注 : 百分率 是 各 部 长 度 与 体 长 之 比 。 

吸盘 基部 ， 第 4 趾 中 超过 远 端 关节 下 瘤 ， 外 
ee. PUGET] PEUA SE, ARETE, ASbBR SS, 

小 而 显著 。 

BERR BOER, PMA EL AAR AL I BS 

AAKDER . AMR |G) Fi A — BADER ; FF ES BB | 

大 部 分 个 体 有 “和 人 ” 形 疣 突 ， 后 部 的 疣 粒 较 

细小 。 稍 侧 得 较 细 ， 平 行 地 伸 辐 后 方 。 杜 禄 

目 眼 后 角 达 毛 腺 。 前 臂 部 外 侧 各 有 横 细 肤 禄 
3 一 4 条 ,其 中 以 3 条 者 为 多 .。 股 部 背 侧 各 有 横 
细 肤 入 5 一 7 条 ,其 中 以 6 条 者 为 常见 , 横 细 肤 

福 或 疣 突 处 ,都 有 同形 而 稍 宽大 的 黑色 斑纹 。 
hae: 生活 时 表面 瞳 黄 绿色 乃至 黑 宰 色 ， 腹 面 

Ls 痰 黄色 ， 一 般 肉 蛙 体 色 较 痰 ， 雄 蛙 稍 深 。 滚 

图 2 桑 植 峙 的 左 足 〈 左 图 ) 浸 标 本 背面 棕 褐 色 乃 至 黑 褐色， 四肢 色 淡 ， 
AF (AR) Ra 腹面 灰白 色 ， 黑 色 斑纹 仍 明显 可 见 ， 吻 楼 下 

显著 重 适 缠 肥 部 超过 体 长 之 半 ， 也 超过 足 面 到 颌 缘 部 黑 褐 色 ， 亚 部 三 角形 黑 班 显著 ， 

长 。 趾 端 呈 小 吸盘 状 、 有 马蹄 形 横 沟 ， 有 的 “， 闫 部 与 里 部 三 角形 黑 斑 之 间 体 色 较 让 。 吻 端 

横 沟 不 甚 明 显 。 第 3、5 趾 等 KR. BLA ”有 一 淡 棕 色 的 纵 纹 。 背 部 、 前 车. 股 部 有 黑 

达 ， 第 1、2、3 趾 外 侧 及 第 5 BLA MR A 8 色 斑 纹 、 黑 斑 与 细 肤 裙 或 疣 突 一 致 。 若 体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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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 为 黑 褐 色 者 则 墨 班 不 显 。 
Hike, DRE, WRG 

M4), eon Bed Le 

19892 8A TARTAN HAR 

或 溪 边 草丛 中 互相 追逐 的 峙 群 ， 同 时 听 到 它 

Ie HS MDL) “ne, BEY FR, ZERO 

KAAS CWA, WHERE, B 

径 8 厘米 左右 (7255058), SRAM aF7k 

之 树 根 或 草 茎 上 。 卵 膜 透明 ， 动 物 极 黑 色 ， 

Dike SNA 

1,9—2, 528%, 

2—2.22K%, WR 厚度 

WRENS th, RIRBGBI, x 
la ii 出 水 孔 位 于 躯体 的 左 侧 ， 肛 口 

位 于 下 尾鳍 的 基部 。 栖 于 山 溪 的 迎 水 岗 ， 或 

与 山 溪 相 连通 的 水 坑内 ， 和 党 在 水 草 茂密 处 ， 

体 较 肥胖 ， 游 泳 力 不 很 强 。1983 年 3 月 31 日 

SR BIAS HI, ROA HAA; 1984 年 5 月 

ISA KSI, GAR alk; 19844610 

AI7A wee EO, HK KalAA 

FU) ae BESTA, CEP MS Ae [ :4 一 

4/T :1 一 1。 新 种 是 先 一 年 8 A wpe 9p (1982 

年 8 月 7 目 ， 1985 4F8A1A), £8 

1Qmm 

图 5 AEN CEA) 
BCE FA) 

= =a Ee ar- 一- 

表 2 RHR AN WM BE KR (10K) 

16.5—18.6 
a } Wy kK 

17.4 

8.4—9.5 

体 高 8.9 口 

5 4% 

10. re if 2 

10.6 EB 区 

60.9% 

注 ， 量 度 以 毫米 为 单位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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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ANID SPECIES (Rana sangzhiensis) 

FROM HUNAN 

Shen Youhui 

(Department of Bi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ribes a new species of 

Rana from Hunan, The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Rana sangzhiensis, sp. nov, 

HOLOTYPE: HNU 82-819, adult 

male;type locality: Tianping Mountain, 

Sangzhi, Hunan, altitude 1350m; August 

7, 1982;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ALLOTYPE + HNU *e2-847, adult 

female, collected with the holotype, 

PARANTYP ES: To's 32 2: 

collected with the holotype; tadpoles, 

CEES,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March 

31, 1983,May 13, 1984 and October 17, 

994 

1984,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Rana weiningensis Liu, Hu et 

Yang in body form and structure, The 

two species have no vocal sacs but a 

horseshoe-shaped groove on the terminal 

of each toe and their tadpoles bear 5 

labial teeth, The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RK. weiningensis 

rows of lower 

ime 

1, larger in size; 

2, diameter of the tympanum long- 

er than the width of upper eyelid, 

3. tadpole with 5 rows of upper 

labial 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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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S [6 民 = 
= = 
=, > 

及 00400400400400400400400400400000 rf 

ABTS Se OE Fr Hit HP 

The Skeletal Anatomy of Cynops orientalis 

Fe77 EWR (Cynops orientalis) =FR 国 的 安徽 、 

江苏 、 江 西 、 浙 江 、 福 建 和 湖北 、 湖 南 等 地 ， 分 布 

范围 较 广 。 

张 作 于 和 Boring(1935)， 张 孟 闻 (1932、1933)， 

PopefiBoring(1940) Xf 777 ee MRA A, SNE RS 

Be REAM I, | 化 堡 等 1978) 又 对 其 性 腺 变化 

v 及 胚胎 发 育 进 行 了 研究 。 

本 文 对 东方 嵘 旺 的 骨骼 系统 加 以 研究 ， 增 加 对 

其 形态 学 的 了 解 。 

材料 和 方法 
所 用 标本 取 自 江西 省 ， 选 用 10 号 标 AEB 

蓝 标 本 和 解剖 标本 ， 其 他 标本 作 局 部 解剖 观察 
头 部 骨 骆 

Ry be ET — 8mm, 长 9 一 10mm, 后 端 稍 宽 ， 

在 两 侧 可 见 相 当 大 的 眼眶 。 头 骨 基 本 上 已 tt, 

片 薄 ， 骨 颖 多 呈 平 面 连接 ， 接 颖 多 直线 ， 属 平 颅 

HO SSH, LPR: 头骨 后 端 具 

明显 桃 骨 大 孔 ， 孔 两 侧 各 有 一 平滑 关节 面 一 一 枕 

Bh, SAMA RAWAL, DEA" 
Bs, AHN wes. 

et 

C1) 咽 据 (图 1!A.B 及 图 2) 

Bima 一 枚 ， 位 于 上 颌 的 最 前 端 ，“ 荆 ” 形 。 

鼻 突 发 过， 伟 向 背 方 ， 嵌 入 两 鼻骨 中 间 。 外 侧 与 上 
颌 骨 相 接 ， 且 与 其 共同 构成 外 鼻孔 下 缘 。 骨 体 腹 面 

具 齿 模 ， 着 生 细 贞 20 余 枚 。 革 体 的 水 平 部 分 内 接 理 
BRE, HORS SBA, 

上 颌 骨 一 对 ， 构 成 上 颌 的 主 要 部 分 。 骨 体 稍 

BEI, Kil, Wome. Sal 颌 骨 相 连接 ， 

后 端 稍稍 变 细 而 游离 ， 骨 体 中 段 与 前 额 肯 相 接 。 构 
成 眼眶 的 外 仙 部 分 。 上 颌 肯 腹 面前 半 段 有 齿 槽 ， 着 

生 细 钩 状 的 同形 齿 , 约 20 余 枚 。 后 半 段 无 细 此 着 生 。 

win ”一 对 ， 构 成 下 颌 的 主 要 部 分 。 骨 体 长 而 

MIE. WN alin te, 向 后 骨 体 Rien, 

KR. HBR, 2930—40%, Ja 半 段 无 齿 。 

AAAR GI, AABTAK MH, we haa 

— i, F0—LS, 

Kies —x, REBSSA ZA, WRK 

细 ， 保 留 软骨 ， 位 于 齿 骨 内 侧 的 凹 槽 内 。 后 部 形成 

很 宽 的 关节 面 ， 与 上 颌 的 方 骨 相 关节 。 

ea 一 对 ， 位 于 齿 骨 的 内 侧 ， 前 端 尖 细 ， 后 

mate, AAS, HARA, Uk 于 关节 Ale 

Deut 

wee 一 对 。 横 支 位 于 外 枕骨 的 外 侧 ， 并 与 方 

骨 相 连接 。 坚 支 向 前 方 斜 向 下 行 ; 末端 HE, AS 

外 枕骨 相 接 。 鳞 骨 与 方 骨 一 起 构成 头骨 的 最 宽 处 。 

方 骨 ”一 对 很 小 的 骨 块 ， 位 于 鳞 肯 模 支 的 前 下 

方 。 方 骨 下 端 稍稍 膀 大 ， 形 成 关节 面 与 下 颌 的 关节 

ATA. 

翼 骨 “一 对 较 大 的 近似 三 角形 骨 片 ， 位 于 头骨 

蜂 面 。 内 侧 与 外 枕骨 相连 ， 前 侧 向 外 斜 伸 ， 末 端 以 

MHS LMS ewe. BHM, RA 到 避 状 骨 伸 

向 前 外 侧 的 前 突 。 

(2) fori (图 !A.B) 

鼻骨 ”一 对 ， 前 与 前 合 骨 ， 上 颌 骨 相 接 构成 外 

鼻孔 的 后 缘 ， 外 侧 与 前 额 骨 ， 后 面 与 额 骨 相 接 。 

前 额 骨 ”一 对 呈 新 月 形 的 小 骨 片 ， 位 于 鼻骨 的 

后 方 。 外 侧 缘 稍稍 向 内 凹 入 ， 构 成 眼眶 的 前 内 缘 。 

前 额 骨 与 上 颌 骨 、 具 骨 及 额 骨 相 接 。 

Ge 颅骨 青 面 的 一 对 较 大 型 骨 片 ,六 与 鼻骨 、 

前 额 骨 ， 后 与 顶 骨 相 接 。 额 骨 的 后 外 侧 向 后 伸 出 突 

本 文 于 1985 年 5 月 17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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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而 与 链 状 骨 相 接 ,形成 额 鳞 弓 frontale-sqtuamo- 
sum afchb) 。 额 鳞 弓 构成 眼眶 后 缘 的 大 部 分 。 蝶 晨 科 

的 大 多 数 种 类 也 都 具有 这 一 结构 。 左 石 额 骨 在 据 骨 

中 部 相连 接 ， 与 鼻骨 、 顶 骨 等 一 起 构 成 颅骨 背面 的 
矢 状 颖 (sutufra sagittalis), 

We 一 对 ， 略 呈 三 角形 ， 前 端 被 MAW ar 

部 覆盖 ， 后 接 枕骨 ， 外 侧 与 鳞 骨 相 接 ， 顶 骨 基本 构 

Be Ty URE TSE. 

Spee MRA Re, BK, MTA 

Kad, JMCSAR RRS, AA BP 在 部 分 。 

两 枕骨 在 中 间 相 连 ， 构 成 枕骨 大 孔 。 后 端 可 见 一 对 

NNT BET, BURCH. 

前 耳 骨 ”一 对 骨 质 圳 ， 位 于 外 枕骨 的 后 部 ， 在 

后 端 具 卵 圆 窗 。 骨 质 圳 内 为 内 耳 之 所 在 。 Kingsbu- 

Y7 和 Reed(1909) 第 一 次 系统 地 研究 了 有 尾 类 声音 

传输 功能 的 结构 ， 发 现 在 有 尾 类 的 耳 骨 质 宫 的 卯 圆 

窗 处 有 二 种 结构 传导 声 KR. HARK A A BE 

骨 ， 另 一 些 有 尾 类 则 不 具 耳 柱 骨 。Thomas Monath 

《1965) 也 研究 了 蟒 晨 类 的 这 一 结构 。 

ERR, RA RUMAH 

在 。 这 和 上 述 研究 的 结果 一 致 。 

HS 位 于 据 骨 的 腹面 ,一 对 较 大 的 局 形 骨 片 。 

向 后 伸 出 长 的 突起 ， 形 如 刺刀 状 ， 覆 盖 副 蝶 骨 的 相 

SB. BSNS MRA, AAEM 

腹面 的 基板 。 腹 面 治 着 向 后 的 突 起 ， 有 成 一 纵 行 的 

RHE, AMARA, 2ik30 余 枚 。 左 右 两 齿 列 

Be“ A’ IZ. 

副 蝶 骨 颅骨 最 大 的 骨 片 。 一 块 ， 位 于 腹面 中 

. 决 ， 形 成 磊 胜 的 底部 。 骨 片 光 滑 而 薄 ， 形 如 盾牌 。 

前 三 分 之 二 部 分 均 被 犁 骨 所 覆盖 。 后 端 直达 枕骨 大 

SLE JHB 

眶 蝶 骨 ”一 对 近似 长 方形 的 骨 片 ， 位 于 额 骨 、 

Wea SRA Zia, ACURA 外 侧 壁 及 眼眶 的 内 

MEE, SA EP AAAS a 形 . 在 骨 片 中 部 

其 有 一 小 孔 ， 为 视神经 孔 。 

(3) €8(43 

HWS Ss, PBS Zak. abate 留 软骨 成 

分 ， 训 分 已 骨 化 。 舌 器 位 于 下 颌 的 底部 ， 后 端 直达 

下 颌 的 后 方 及 两 侧 。 

碧 弓 是 一 对 发 达 的 长 条 形 骨 片 。 舌 弓 前 半 段 为 

角 天 软骨 ， 后 半 段 为 骨 化 的 上 舌 骨 。 

fe SPY, FMR, SWI SE ae 

骨 ， 第 二 对 鳃 弓 仪 有 角 鳃 软骨 ， 两 对 鲁 SLA 

骨 相 连 ， 基 鳃 软骨 大 部 分 骨 化 ， 仅 在 前 端 保留 很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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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E (EWS) 

Imm 

AIA KARAS 

Lamy 2.45 

4.4m 5.95 
Tek (UFR, Vom) 

8. 项 骨 9. BRE 

图 1B FRAP RwRHK 

Lams 2.86 

4, fal Bey 5. Hedge 

3. HUA 

6. Aime 

10. 9th 

骨 腹 视 
3. 上 颌 骨 
6. Mit 

(位 于 头骨 背面 ， 以 点 表示 ) 

人 EN 8.7 

10. 外 枕骨 11. 枕 帅 

图 2 
1. 2. 柄 肯 

VEahe 

Linn 
ae 

FFT RGR T A 
3 .着 肯 

rant = 

SE GO). 2. Sy ey a GO OR 



图 5 ARARBHSR RA 
部 分 示 硬 骨 ) 

1S 2. 第 1 对 鲁 弓 3. 第 2 对 鳃 己 

身体 骨骼 
1。 Het 
HEAD HA0G PEA, ee ay 

外 形 基本 相似 ， 分 化 程度 不 大 颈椎 1 躯干 椎 13、 荐 
椎 ! 必 ; 尾 椎 20 一 30, 数目 不 定 .这 与 张 作 二 和 Boring 
《1935) 的 报道 一 致 。 即 躯干 椎 ( 含 颈 椎 、 荐 椎 ) 为 15 
AK. 

C1) —MiAMIBAEH 
LET RES 6, =H ATE 

大 部 分 〈 图 4) 。 椎 体 为 前 凸 后 四 型 。 

图 4 UTR, HERS 
1. 前 关节 突 2. 棘 突 3. 横 突 

4. 肋 骨 。” 5. 肋 软骨 6. 后 关节 突 

C2) 各 区 椎 骨 特 征 
ui A, ABR, 稍 短 于 躯干 椎 ， 

MOC, HS MRA, 
KAR 椎 体 向 前 伸 出 突起 ， 与 桃 骨 大 
孔 腹 面 紧 紧 相 连 。 

ATH ”第 2 一 14 椎 骨 ， 具 横 突 及 肋骨 。 
fete 即 第 15 椎 骨 ， 仅 一 枚 。 具 有 更 宽厚 的 横 

突 及 较 发 达 的 肋骨 及 肋 软骨 。 肋 骨 不 象 一 般 度 干 椎 
上 的 肋骨 斜 向 后 方 两 侧 ， 而 是 向 腹面 弯曲 ， 并 与 腰 
带 的 肠 骨 相关 节 。 值 得 提出 的 是 第 5 号 标本 ， 第 15 
人 惟 骨 左 侧 肋 骨 和 第 16 椎 骨 右 侧 肋骨 分 别 与 左右 两 侧 
MEME. RHRRNSER 与 腰带 的 连接 不 牢 

固 ， 说 明了 有 尾 两 枉 类 在 进化 地 位 上 的 原始 人 性， 这 
一 现象 在 许多 种 类 ， 如 中 国 大 鲍 、 极 北 小 够 都 兽 有 
过 报道 。 

FAME 20-304, 前 3 枚 尾 椎 有 明 显 的 横 突 ， 
但 缺少 肋骨 。 尾 椎 形状 与 躯干 椎 相差 不 大 。 从 第 3 
尾 椎 开 始 ， 椎 体 腹面 出 现 脉 弓 。 具 有 髓 弓 ， 脉 弓 的 
椎 骨 总 数 多 达 20 余 枚 。 尾 椎 由 前 到 后 依 UB). 
RMAERE ARN, FMS. RS, OU 保留 了 
椎 体 部 分 。 
2. 附 肢 骨 (25.6) 
《1 ) 肩 带 HB. APS. aR 骨 组 成 ， 

大 部 分 已 骨 化 。 仅 很 少 部 分 为 软 骨 。 无 胸骨 。 
RA ”位 于 髓 干部 腹面 前 部 ， 一 对 骨 化 了 的 则 

片 。 在 中 间 彼 此 相 重 释 。 重 释 的 部 分 实际 上 是 软骨 
部 分 。 史 骨 边缘 仅仅 保留 少量 的 软骨 成 分 ， 

ERA WERT RTA 的 部 分 ， 称 为 前 吃 
骨 。 与 吃 骨 难于 分 开 ， 无 明显 界限 。 

AMS ” 旦 长 三 状 , 从 躯 于 部 的 腹 侧 方 向 背 方 . 
RS SS e RICA, 与 前 肢 的 肪 骨 相 关节 。 
远 端 与 上 肩 肝 骨 相连 。 
上 肩 有 骨 ”一 对 椭圆 形 的 骨 片 ， 位 于 躯干 部 的 

HM. EM US Sa, 
肩 带 部 分 位 于 躯干 部 ， 以 结缔 组 CO OLE 

在 第 2 一 3 养 椎 骨 上 ， 与 身体 的 中 轴 骨 不 发 生 直 接 的 
骨 性 联系 。 肩 带宽 约 0.3 一 0.4 厘 米 。 

《2 ) 前 肢 骨 BRK. RE 和 尺骨 、 腕 骨 、 
掌骨 、 指 骨 。 前 肢 骨 多 为 硬 骨 。 

Ka FRY LER. ew HA 
PARANA, SSI SO 
结 节 。 远 端 变 粗 形成 软骨 质 的 球状 4}, 4g 
BA. RBS. PKA 290.5 BK, 

RS ”位 于 前 肢 的 前 车 外 侧 方 ， 在 近 端 与 赔 骨 
AAG, HSER, ERE 的 关节 问 面 。 
中 段 较 细 ， 远 端 又 稍稍 变 宽 ， 而 与 腕 骨 相关 节 。 尺 
A. Bea 1k290. 5K, 

He MFREWAM. BRE, BES 
REARS. 

BE RANKS AK, WRB S. HE 
列 仍 为 原始 方式 ， 成 两 排 ， 近 排 从 内 向 SMR OE 
BS, ABE, RRB, HEN 1, 2, 3, 4H 
骨 。 

掌骨 4 根 长 形 骨 ， 长 度 大 致 相同 ， 近 端 与 胶 
骨 ， 远 端 与 指骨 相连 ， 且 稍稍 膨大 。 

HH REBATE. USS 为 最 长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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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 指 骨 组 成 。 第 1 指 具 一 节 指 骨 。 其 余 2 指 为 两 节 

指骨 。 各 指 的 未 节 指 骨 末 端 变 细 ， 几 成 三 角形 。 

(3) LEE. 耻骨 、 坐 骨 和 肠 骨 组 
成 ， 大 部 份 骨 化 。 仅 一 枚 上 耻骨 和 一 对 耻骨 为 软 
骨 。 腰 带 最 宽 处 约 有 0.4 一 0.5 厘 米 。 

上 耻骨 ”为 一 软骨 的 骨 棍 ， 位 于 腰带 最 前 端的 
腹 白 线 内 。 上 耻骨 前 端 分 又 成 “Y” 型 。 

耻骨 ”一 对 ， 位 于 腰带 坐 耻 骨 RMR, KE 
IR, Rik, BAK. 

坐骨 一 对 ， 构 成 腰带 的 主要 部 分 ， 呈 盾 型 。 
外 侧 与 肠 骨 形成 髋 自 ， 与 后 肢 的 股骨 关节 。 

BS ”一 对 骨 质 棒 ， 由 腹面 与 坐骨 会 合 处 发 出 
沿 身 体 两 侧 向 背 斜 伸 ， 末 端 与 荐 椎 发 达 的 荐 肋 连 
接 ， 从 而 把 后 肢 骨 与 中 轴 骨 骼 连 在 一 起 。 
(4) 后 肢 骨 AER. BORE. AE. 

足 骨 和 趾 骨 。 后 肢 骨 多 为 硬 骨 。 
Be KE, PHAR SS. RAO. 

KK. 
Be ”长 形 骨 ， 但 较 宽 ， 与 腓骨 不 愈合 。 约 0.2 

4 

5 

6 

2 区 

8 
TS) 

e 

Als RASA RAK 
〈 黑 点 部 分 示 软 骨 ) 

1k 2A 8, ibe 
1 8 82 8 8 8 
Ty Agata. Hy Aleut 

Seo Oo 

Ae KARR CREKF 
〈《 黑 点 部 分 示 软 骨 ) 

1. 上 耻骨 2. 耻骨 3.406 
4. 肠 骨 SRS 6.B 
TH 骨 8. 中 骨 9. 
10. 趾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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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长 ， 

腓骨 KGS, Ban, (TSW 后 外 侧 。 腓 

骨 两 端 稍稍 膨大 ， 人 骨干 稍 细 。 

RS ” 共 8 枚 ， 全 部 骨 化 成 硬 骨 。 

mM SS, Bobs te 关节。 

[Ee] — HES Re 2Mcrt FB HEMI. 

Bea 5 条 长 骨 ， 两 端 稍 膨大 ， 中 间 部 分 稍 细 ， 

大 小 相差 无 几 。 

趾 骨 5 趾 ， 其 中 第 3、4 趾 各 具有 SES, 

其 余 各 趾 均 为 两 节 趾 节 骨 。 各 趾 的 远 端 趾 节 BK 

端 变 细 。 

分 为 3 排 ， 远 

近 端 一 排 和 中 

小 结 

骨 化 ， 不 共 泪 骨 。 

AK, ERY BY Bee CHE Je 

Wie 

3, BeWWNE “A” 形 。 

4, 天 器 由 一 对 天马 和 两 对 鳃 弓 组 成 ， 部 份 骨 

化 成 硬 骨 。 无 第 二 上 鲁 骨 。 

5. HEI, ABU TR. RAAB 

型 。 第 18 背 椎 骨 为 第 1 枚 有 具 脉 弓 WHS. RULE 

APRA, ART RRR ATA BORA EA 

HESS WY 7 EH ALR es 

6. 无 胸骨 
7. MIA att. WERT, Bote. 

8. HY PEK, 尚未 见 骨 化 。 

表 1 KAGSRAGHNABES SE 

标本 ”颈椎 THO 椎 Be 备 注 

1 1 13 1 26 
2 1 30 
ek 1 25 (287) 
es at ae: 1 28 

5 FS 1 Bake zeker oo 
. on ahs | 32 
tied 13 1 26 
9 1 32 
g 7 fi 13 1 29 
1 13 1 28 

(北京 医科 大 学 生物 教研 室 ) 
Qiu Youxiang 

(Depariment of Biology, 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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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地 区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初步 调查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Herpetofauna in 

Tianjin District, China 

天 津 市 东 临 渤海 、 北 依 燕山 ， 西 、 南 是 ， Raley 

SJR, ALFA 116"42' 一 118"3:， 北 纬 28"33 :一 

40 15 “之 间 ， 面 积 11,305 平方 公里 ， 是 众多 河流 入 

淹 海 的 汇集 处 。 海 拔 在 0 一 1, 100 米 之 间 ， 年 降雨 量 

500mm, #57%11.20, ZA. 19634 ERE 

WACA ay waaay Ie ab 物 有 

Wid. EAT R19 44E NRK ABET shy At 类 

做 过 报道 。1983 .3 一 1985.7 间 ， 我 们 对 天 津 地 区 的 

山地 、 平 原 、 洼 地 等 不 同 地 形 的 18 个 点 进行 了 多 次 

凋 查 ， 共 获 标本 400 余 号 ， 计 25 种 ， 隶 属 4 目 9 科 14 

属 ， 其 中 ， 蓝 尾 石 龙 子 已 weces elegans HR 

行 类 新 记录 。 王 锦 蛇 、 蓝 尾 石 龙 子 (Abe 40°15’) 

和 泽 蛙 〈 北 纬 40"7') 为 目前 报道 的 最 北 分 布 。 在 所 

获 标 本 中 ， 两 栖 类 8 种 ， 属 古 北 办 的 3 种 ， 广 布 种 4 

种 ， 属 东洋 界 的 1 种 ;有 疏 行 类 17 种 ， 属 古 北 界 的 8 种 ， 

广 布 种 5 种 ， 属 东洋 界 的 4 种 。 调 查 结果 表明 ， 种 的 

分 布 随地 区 不 同 有 明显 差异 ， 金 线 蛙 和 无 斑 雨 峙 仅 

见于 平原 汗 地 ， 中 国 林 蛙 、 北 谓 晰 、 山 地 麻 Bt, Be 

背 州 此 、 亦 链 蛇 、 王 锦 蛇 、 玉 斑 锦 蛇 、 黑 眉 锦 蛇 、 

团 花 锦 蛇 、 棕 黑 锦 蛇 、 乌 梢 凡 及 蓝 尾 石 龙 子 则 见于 

山地 ， 其 余 为 本 地 区 的 广 布 种 。 根 据 对 天 津 两 栖 类 

数量 和 分 布 的 调查 ， 黑 斑 蛙 广 布 于 山区 、 平 原 各 种 

水 域 附 近 ，5 月 以 后 在 全 区 范围 内 明显 地 表 现 出 数 

量 上 的 优势 。 其 次 为 中 华 大 蝎 内 ，3 一 5 月 为 该 季 的 

优势 种 ， 多 集中 于 大 的 水 域 ， 如 汗 淀 、 大 池 BL 

泪 中 ， 而 后 成 为 菜 田 和 大 田中 的 优势 种 ， 山 区 分 布 

可 达 海 拔 800 余 米 。 其 次 为 花 背 蟾 蜂 ， 在 沙土 地 、 村 
庄 附 近 及 河流 中 分 布 较 多 ， 常 有 集群 现象 ， 呈 现 出 

小 生境 的 数量 优势 ， 山 区 分 布 至 海 拔 410 米 。 北 方 

狭 口 蛙 在 7 一 8 月 大 两 之 后 ， 数 量 大 增 ， 出 现 季 节 性 

优势 ，6 月 以 前 较 少 见 到 ， 而 译 蛙 在 平原 较 多 ， 山 

前 低地 数量 很 少 。 中 国 林 蛙 仅 发 现 于 荀 县 山区 ARE 

附近 ， 数 量 在 该 环境 中 相近 或 超过 黑 班 峙 与 中 华 大 

Hei, 1981-1985, SAI MEO 点 的 4 个 点 中 

捕 到 4 只 ， 观 察 到 1 只 。 据 了 解 ， 在 某 些 破坏 较 少 的 

环境 中 金 线 峙 数量 相对 多 些 ， 如 在 芦 台 苇 塘 地 发 动 

人 员 ， 一 次 尚 可 捕获 百 只 以 上 。 而 在 所 查 范 围 A, 

无 斑 雨 蛙 现 已 难 见 到 。 调 查 还 表明 ， 平 原 地 区 金 线 

圣 和 无 斑 雨 圣 数 量 的 巨 减 是 人 的 活动 所 致 。 此 外 ， 

调查 中 发 现 ， 本 地 区 两 栖 爬 行动 物 的 东洋 界 成 分 占 

总 数 之 20 匈 ， 并 集中 于 燕山 南 坡 的 次 生 林 区 ， 数 量 

亦 为 优势 。 

附 天 津 地 区 两 栖 疏 行 类 名 录 
1。 EM Bufo raddei Strauch 

2. M4eKRH B. gargarizans 

3, pee: Rana nigromaculaia Hallowell 

\ 

Stejneger 

4, 金 线 蛙 指名 亚 种 玉 . plancyi  plancyi 
Lataste 

5. ee: BR. limnocharis Boie 

6. 中 国 林 蛙 KR.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David 

7. dt7Az% ot Kaloula borealis (Bar- 

bour) 

8. Fo bE RY & Hyla arborea immaculata 

Boettger 

9, i Trionyx sinensis Wiegmann 

10. FCBRBE BZ Gekko swinhonis Guenthor 

ll, BRAS Eumeces elegans Boulenger 

12. dtrwee Leilopisma  septentrinalis 

Schmidt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15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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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 

aus 

18, 

19, 

20, 

21, 

$00 

_ 团 花 锦 蛇 “五 

WWRERRAG Eremias argus Peters 

Lush aR «6. brenchleyi Guenther 

黄 背 游 蛇 Coluber spinalis (Peters) 

赤 链 蛇 “” Dizpodom rufozonatum (Can- 

“Esai Elaphe carinata (Guenther) 

davidi (Sauvage) 

白条 锦 蛇 “一 . dione (Pallas) 

“EEE «=. mandarina (Cantor) 

eT Hee ite L, rufodorsata (Cantor) 

22, Seek FE. taeniura Cope 

23, ke Seeawe FE. schrenckii (Strauch) 

24, je RE te Natrix tigrina lateralis 

(Berthold) 

25. Ike Zaocys dhumnades (Cantor) 

FRE 苏 晓 阳 FEM 

《天津 师 范 大 学 生物 系 ) 
Li Haifeng Su Xiaoyang Li 

(Department of Biology, Tianjin 

Shiyi 

Normal 

University) 



两 栖 怜 行动 物 学 报 19864211; 5(4). 301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ae ha 
BY aE EE ee eee 

江苏 海龟 新 记录 
A New Record of Sea Turtles from Jiangsu 

1985 年 9 月 24 日 与 10 月 21 日 ， 分 别 获 得 捕 自 江 

FEO. ARISES Chelonia mydas (Lin- 

nacus) 各 一 只 。 海 龟 在 我 国 沿海 的 厂 西 、 三 东 、 

福建 、 浙 江 、 山 东 等 省 均 有 记录 ， 唯 江苏 沿海 尚 未 

见报 道 。 所 获 二 只 海龟 均 属 幼体 ， 擅 述 如 下 ， 

区 .85 列 111,1985 年 9 月 24 日 ， 江 苏 虽 四 ， 甲 长 

410 毫 米 ， 宽 365 毫 米 ， 重 9.5 干 克 。 颈 盾 1， 宽 短 ; 

椎 盾 5， 肋 盾 4 对 ， 缘 盾 12 对 ; 前 额 甸 1 对 ， 下 缘 盾 4 

对 ， 背 棕 红 色 ， 腹 淡 黄色 ， 背 甲 每 枚 盾 片 有 栗 色 放 

射 纹 。 于 水 深 几 十 米 处 与 鸟 贼 一 起 由 网 捕获 HE 
性 ， 

本 文 于 1986 年 4 月 14 日 收 到 ， 

NO.85 Nf 112,19854F10F 218, THAR, PK 

385 毫 米 ， 宽 337 毫 米 。 颈 盾 1， 宽 短 ; 椎 盾 5， 肋 盾 

4 对 ， 缘 盾 12 对 ， 后 侧 缘 略 呈 锯齿 状 。 前 额 鳞 !1 对 ， 

下 缘 盾 4 对 。 背 棕 红 色 ， 每 枚 盾 片 周 缘 色 深 ， 中 心 

淡 棕 色 ， 由 此 发 出 淡 棕 色 的 放射 纹 。 缘 枚 外 缘 色 淡 。 

REE, 
宗 

(上 海 自 然 博物 馆 ) 
Zong Yu 

(Shanghai Museum of 

Natural Hist$ y) 

=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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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of Ningpo Smooth Skink (Scincella modestum) 

from Sheshan, Shanghai 

近年 ， 我 们 在 上 海 余 山 采 到 10 余 号 清晰 属 的 标 

本 ， 经 鉴定 是 我 国 特产 的 爬行 动物 一 一 宁波 滑 晰 

Scincella modestum(Guenther), {K4280—10022 

米 。 头 体 长 38 一 43 毫 米 ， 尾 长 45 一 55 毫米 。 尾 比 体 

稍 长 。 头 背 具 对 称 大 鳞 。 无 上 笛 鳞 。 身 鲜 完 Be, TA 

孔 开 口 于 鼻 鳞 中 央 。 前 额 鳞 左右 对 称 ， 役 此 不 相 

遇 。 眶 上 鳞 4 要 ， 第 二 枚 最 大 ; MBSE — Ke HEL 

Behe. Time, BRN SHS a Te. Bi 

BRK; LGBT. PRR AIA, PARRA 一 透 

IRA, Sma. seein hla; BeLik 圆 形 ， 

AF PERRI a; 耳 孔 周围 光 请 ， 无 锥 状 &, 70 

鸭 突 、 背 鳞 光 清 无 棱 ， 显 著 大 于 侧 鲜 ， 其 宽 约 为 Ml 

鳞 的 两 倍 。 环 体 中 段 有 鳞 28 行 ， 背 中 线 鳞 55 枚 ， 腹 

HR eS TH, MAAC FS CTT, MAMA 

行 。 扩 大 的 肛 鳞 2 枚 。 

前 后 胶 贴 体 相 向 时 ， 肉 体 指 、 趾 不 相遇 或 仅 

fa. Beebe, EATS. Bhat. ta, BE, 

第 四 趾 背 履 鳞 列 2 或 2 行 以 上 。 第 四 趾 趾 下 准 10—13 

Xo 

体 背 古铜色 ， 获 有 黑 褐 色 小 斑点 或 短线 纹 。 

尾 后 端 色 稍 淡 。 体 侧 深 灰 褐色 ， 体 腹 灰 白色 。 有 一 

黑 褐 色 波 形 纵 纹 自 眼 后 角 经 耳 孔 上 方 沿 体 背 侧 达 尾 

部 。 纵 余 占 1 一 1 we. 

本 文 于 1985 年 10 月 21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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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 傍 晚 第 静 伏 在 背光 阴 处 的 杂 草 从 中 ， 或 

梧 叶 底下 及 石 颖 间 。 兽 见 在 路 劳 草 从 中 捕食 小 飞 

R, FEBARARIRAB REEMA HAE 里 

SERS. BLEU OR, IB, IK 85 一 

9X5 毫 米 。 其 中 二 尾 均 产 卵 5 枚 ; 另 一 肉体 于 5 A 28 

日 产 卯 7 枚 ， 于 7 月 9 日 见 幼体 在 一 天 内 全 部 破 壳 而 

出 。7 月 12 日 测量 幼体 体 长 为 18 一 19 毫 米 , 尾 长 18.5 

一 19 毫 米 。 

1935 年 坡 普 〈C. H。Pope) 记 南 滑 果 Leiolo- 

pisma reeveSi 广 泛 分 布 于 中 国 的 南部 和 中 部 ， 他 认 

为 中 国 只 有 一 种 滑 蜥 ( 南 滑 蜥 ) 的 分 布 。 最 近 ， 作 者 

查 对 了 复旦 大 学 和 上 海 自 然 博物 馆 等 单位 的 标本， 

发 现 采 自 上 海地 区 的 请 蜥 均 为 宁波 滑 蜥 ， 未 见 Aw 

ait. DA, TMA Li Kw sick. 

黄 正 一 

( 复 日 大 学 生物 系 ) 
Huang Zhengyi 

(Depariment of Biology, Fudan 

University) 

(上 海 自然 博物 馆 ) 

Zong YU 

(Shanghai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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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cord of the Snakes of Zhejiang Province 

——Elaphe schrenckii (Strauch) 

1985468 A. 10 月 在 浙江 蒸 溪 县 采集 到 WEAR 

蛇 各 一 条 ， 头 体 鳞 片 完 整 的 蛇 皮 一 张 ， 经 鉴定 为 棕 
娃 锦 蛇 非 模 亚 种 ( 忌 Jfoppe schrenckii anomala) 此 

蛇 属 十 北 界 种 类 , 国外 分 布 于 苏联 .朝鲜 在 国内 分 布 

在 黑龙 江 、 河 北 、 了 五 西 民 AAR I. WR, AE. 

湖南 、 陕 西 、 江 苏 。 浙 江 花 溪 首 次 发 现 棕 黑 锦 ME, 

为 浙江 新 纪录 。 现 催 报 如 下 ， 

标本 编号 ” 花 850801 «24851002 ” 花 851003 

形态 描述 ” 头 略 扁平 ， 背 黑色， 眼 后 至 口角 具 

黑色 纹 ， 上 下 层 鲜 和 头 部 腹面 均 为 锦 黄 色 吻 鲜 呈 新 

Axe, ATL, LBS, 3—2—3 sh, BEL 眼 

BUGLE, ARF wRoer, lhe2(3)+203), BUSH, 

P10, HSH, Eni 为 13 一 14 枚 。 

体 背 及 尾 背 有 30 一 35 十 10 一 13 黑 黄 相间 的 斑 块 ， 呈 

# Hee WP 
本 文 于 1986 年 4 月 12 朋 收 到 ， 

不 规则 排列 背 鳞 为 23 一 23 一 19 行 ， 背 中 央 11 一 15 F 

起 棱 ， 背 鲜 后 半 部 起 棱 更 加 明显 。 腹 鳞 锦 黄 色 ， 无 

斑点 雄性 213 片 ， 肉 性 210 片 ， 尾 下 鳞 雄 性 75 OY, HE 

性 64 对 。. 肛 鳞 2 分 。 体 全 长 雄性 990 卡 160 Bek, HE 
性 1100 十 140 毫 米 。 

该 蛇 栖 息 于 四 明山 草丛 ， 性 温和 , 耐寒 PEGE, 

以 鼠 类 为 食 ， 食 量 较 大 ， 反 应 敏捷 。 

标本 存 浙江 医科 大 学 生物 标本 室 。 

HRA RRB 钟 小 雄 ” 

(浙江 医科 大 学 生物 学 教研 室 ) 
Yang Youjin Huang Meihua 

Zhong Xiaoxiong 

(Depariment of Biology, Zhe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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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In Ws tie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的 分 布 型 

Distribution Type of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ie tee (Agkistrodon shedaoensis Zhao 

1979) 在 蛇 岛 上 的 分 布 规律 尚未 报道 过 。 种 群 的 分 

布 格局 是 种 群生 态 学 群体 结构 的 重要 属 性 。 为 此 ， 

在 1980 年 5 月 和 9 月 我 们 对 蛇 岛 不 同 生 RAR 

蛇 设 样 方 进行 了 数量 调查 。 对 几 岛 晶 蛇 在 岛 上 的 种 

群 分 布 型 作 了 统计 分 析 。 

蛇 岛 按 自然 地 形 分 为 6 个 沟谷 ， 我 们 在 蛇 数 量 

最 多 的 二 、 三 、 六 沟 ，5 月 设 13 个 样 方 ; 9 月 设 28 个 

样 方 ， 每 个 样 方 为 100X10m2s， 用 米 太 圈定 后 、 计 

数 样 方 内 蛇 的 数量 。 所 设 样 方 包括 草丛 、 灌 从 和 灌 

木 状 灌 乔 木林 。 因 样 方 跨 度 较 K CR 100 米 ) 有 的 

样 方 跨越 两 个 生境 。 

5 月 和 9 月 调查 的 记录 如 下 : 

5 月 每 个 衬 方 内 的 蛇 数 ， 
Sa ae 20 BO. De, ae wo. 8 DAL oe. Sy 

30, 53 

9 月 各 样 方 内 的 蛇 数 ， 
iM eo 4 12. 6 16, 20. 12.) 20. 

29-10. 26.98, 3f. 31,60, O4, 28, 32, 24, 8, 

O. 300 00 ee. 82. at, 

WRB LA. PKA ABI a Ae 

本 文 于 1986 年 3 月 10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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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算 其 平均 值 

X =26,7073# 7722 ”S? 一 281.1622 

用 从 2 检验 法 ， 作 分 布 型 检验 结果 : 

K =2.803171987 

P=0, 094989005 

取 显 著 性 水 平 =a =0,05 

X2 一 5.1955<<X20.0s(4) 一 9.488 

检验 结果 表明 ， 

蛇 岛 几 蛇 于 岛 上 呈 随 机 成 群 型 负 二 项 分 布 规 

律 。 

一 个 种 群 的 分 布 型 是 种 群 结构 的 固定 特 点 ， 在 

41 个 样 方 的 调查 中 虽然 采样 季节 和 生境 不 同 ， 但 对 

种 群 的 分 布 型 都 没有 影响 。 由 于 蛇 岛 地 形 复杂 ， 在 

每 一 个 样 方 调 查 中 不 可 能 将 样 方 内 所 有 的 蛇 都 统计 

到 ， 但 由 于 在 调查 中 所 用 的 方法 一 致 ， 这 种 系统 误 

差 是 可 以 消除 的 。 因 此 以 上 统计 结果 是 可 以 信赖 

的 。 

HAE Bar 
(辽宁 大 学 ) 

Yang Mingxian Ma Shucai 

(Departmant of Biology, Liaon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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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F Is Be HA Hirt SD Bc 过 程 中 RNA 及 蛋白 质 

合成 趋势 的 测定 

Estimation of the Synthesis of RNA and Protein during 

the Early Embryogenesis of Bufo melanostictus 

~ 

有 关 两 栖 类 动物 胚胎 早期 发 育 过 程 中 NA 和 

蛋白 质 的 合成 ， 前 人 已 做 了 大 量 的 工作 。(Browa 
and Littna, 1964, 1966: Brown and Gurdon, 

1964; Gurdon, 1968; Brachet, 1971), (h(1 4 

KFAAEDN SS AE. MU RES AMA 

mM 7ciRa. (Ea ASE RS He IX Pay Ee Se 

材料 ， 探 讨 其 胚胎 早期 发 育 过 程 中 RNA 和 和 蛋白 质 

合成 的 趋势 。 

材料 和 方法 

本 实验 中 所 用 的 放射 性 同位 素 3 也 -uR 及 3 开 - 

Leu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原 子 核 研究 所 提供 ， 放 射 性 

比 强 度 分 别 为 13.7Ci/ 毫 区 分 子 和 55Ci/ 毫克 分 子 ， 

射线 以 上 J-2101 双 道 液体 闪烁 计数 器 测定 。 其 余 ik 

剂 为 国产 A.R 级 。 

SSI WEIR EK. AA TEM. BO, 

获得 受精 卯 。 

各 期 胚胎 放射 性 同位 素 标记 方法 如 下 : 将 实验 

Pe SBIR, BRON BAS 

5uCi/mi3H-uR f5uCi/ml3H-Leugy Ringer werh, 

标记 时 间 30 分 钟 。. 标 记 后 胚胎 以 Ringer 氏 液 洗 二 遍 ， 

FR RAIA, ATRIA. LIK 纸 

吸 去 水 分 ， 加 入 0.1ml 60% wR 和 0.2m1H,0,, 

在 70 一 80D 下 消化 45 分 钟 。 冷 却 后 的 销 化 液 里 再 加 

入 3ml 乙 二 醇 乙 栈 和 5ml 闪 烁 剂 \0.6 克 PEO 溶 于 100 

和 1] 甲 茶 )， 用 液体 闪烁 计数 器 测定 RNA 和 蛋白质 的 

合成 量 。 为 了 避免 胚胎 表面 放射 性 沾染 物 引起 的 计 

数 干 扰 , 设 空白 对 照 组 ,对 照 组 各 期 豚 胎 处 理 基 本 同 

于 实验 组 ， 不 同 处 在 于 豚 胎 仅 在 含 放 射 性 同位 素 的 

Ringer 氏 液 中 停留 5 秒 钟 。 最 后 以 同期 胚胎 实验 组 
所 测 数据 减 相应 的 空白 对 照 组 的 数据 ， 得 出 实 验 结 
果 数 据 . 

1. 黑 眶 蟾 肾 早期 胚胎 发 育 中 RNA 合 成 的 趋势 

从 图 1 可 见 ， 从 胚胎 发 育 的 四 细胞 期 至 囊 胚 晚 

期 均 有 RNA 人 合成。 其 RNA 合 成 曲线 在 四 细胞 期 至 

原 肠 早期 前 平稳 上 升 ， 而 从 原 肠 早期 始 到 原 肠 晚 期 

止 ，RNA 合 成 曲线 急速 上 升 ， 表 明 RNA 合 成 量 A 

2. HERE SRR AVES ARAMESH 

9 AMIE UN -te 
Las} 

Acgis 1 5 细胞 SY de aD WORE mE De Uy TN) Wengwe ot 

:图 1 ARE MOR RAIA AG RNAS RR ae 

从 图 2 可 知 ， 和 蛋白 质 合成 趋势 类 似 于 同期 RNA 

合成 趋势 .从 四 细胞 期 至 赛 胚 晚期 都 有 蛋白质 合 成 ， 

合成 曲线 渐进 上 升 。 而 从 原 肠 早期 开始 ， 有 蛋白 质 合 

成 量 显著 升 高 ， 合 成 曲线 呈 陡 峭 状 。 

本 文 莹 丁 汉 波 教授 热忱 指导 ， 在 此 表示 感谢 . 
*“ 现 地 址 ，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细胞 生物 学 研究 

所 
本 文 于 1985 年 12 月 26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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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黑 眶 蟾 内 早期 胚胎 发 育 蛋白 质 合成 曲线 

讨 论 

Brachet (1974) 证 明 在 两 栖 类 胚胎 发 育 中 ,人 NA 

的 合成 开始 于 卵 列 早期， 而且 在 整个 卵 裂 期 都 以 低 
而 稳定 的 速率 升 高 ， 且 卵 裂 期 间 蛋 白质 的 合成 也 已 
开始 。 本 实验 的 结果 也 ZN, AAESSHR ABI TE ONZE 
期 间 已 出 现 RNA 及 和 蛋白质 的 合成 活动 ， 且 RNA 合 
成 以 较为 平稳 的 速率 逐渐 上 升 。 

黑 眶 蟾 内 胚 胎 从 原 肠 早期 开始 大 量 合成 RNA， 
这 与 Gurdon(1968) 在 非洲 爪 蟾 的 实验 结果 相 一 致 。 

306 

尽管 在 非洲 爪 北 中 ,从 原 肠 早期 至 原 肠 晚期 mRNA， 

tRNA 的 合成 有 下 降 的 趋势 ,但 这 期 间 rRNA 的 合 成 

是 处 在 上 升 中 ， 故 总 RN 人 A 量 仍 是 提高 。 但 作者 注意 

到 黑 眶 蟾 内 豚 胎 从 原 肠 早期 开始 蛋白 质 合成 量 急骤 

增加 似乎 与 非洲 爪 桨 胚胎 在 此 期 间 mRNA, tRNA 

合成 下 降 的 事实 不 一 。 因 此 作者 认为 有 必要 对 黑 眶 
蟾 内 原 肠 早期 始 发 育 过 程 中 mRNA、tRNA.rRNA 

合成 的 速率 作 进 一 步 研究 ， 以 便 在 分 子 水 平 上 了 解 

两 栖 动 物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基因 表达 的 问题 。 

os Ral Be A 2 

《福建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发 育 生 物 学 研究 室 ) 
Chen Yiping 

(Developmental Biology office, 

Ye Ruiqiong 

Fujian Teacher University) 

张 遵义 RHE 

\ 西 北 师范 学 院 生物 系 胚胎 学 教研 室 ) 
Chang Zunyi Liang Guixia 

(Embryology office, Northwestern 

Teache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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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病 扬 子 鲍 幼 鲍 体 内 细菌 的 分 离 与 鉴定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germs in the body 

of the sick young Alligator sinensis 

RERPAK. Fell, FFARR te. MRE. Jade 不 

能 进食 ， 得 病 后 日 趋 消瘦 ， 遂 死亡 。 

关于 扬子 鳃 疾病 问题 ， 国 内 外 送 今 未 见报 道 。 

19844711 7 7198547 4, ARMED Tae 殖 

BEAL HA Ly ta FESS 7 BIE SK, FERGIE, Ml) 

TASER Sis 102k RIE ES 4 条 。 分 别 在 其 口腔 或 

内 脏 分 离 到 数 种 细菌 ， 进 行 了 初步 鉴定 ， 并 部 分 进 

AT Shes ERS EAI. 

材料 与 方法 

1. 细菌 的 分 高 

RAPHE FATA AREA ZER GE 10M 锡 

TL es A= PS 25 JGR TB PR 7S 

FA AGEs ae fe A BS ote Ah te RED re HG 液 ; 

另 用 无 菌 操作 切 破 肾 、 肺 、 肝 、 肠 等 内 脏 ， 再 用 接 

种 针 分 别 在 切口 处 挑 取 烙 液 ， 随 即 在 火焰 劳 分 别 划 

线 于 平板 。 对 正 弟 幼 鲁 ， 即 用 无 菌 棉签 取 口 用 粘 液 

划 线 于 平板 。327 培养 24 小 时 ， 即 可 见 几乎 每 一 平 

板 均 有 一 至 数 种 优势 菌落 。 挑 选 出 18 个 单个 菌落 转 

接 至 血 斜 面 进行 纯 培 养 ， 获 得 18 株 优势 菌 。 

2. 形态 观察 及 生理 生化 特性 试验 

对 18 株 优势 菌 ， 依 照 " 一 般 细 苗 第 用 鉴定 方法 ” 

〈 以 下 简称 “鉴定 方法 ̀) 进行 形态 观察 及 生理 生化 特 

性 试验 。 

5. 毒性 测定 

取 体 重大 约 52 克 的 正常 健康 幼 鲜 ， 按 常规 口 灌 

法 进行 毒性 试验 从 口 坚 小 心 插入 无 菌 乳胶 套 管 至 食 

HMM. MESA ACRE HARA EE 

入 0.5ml 含 菌 约 10? 个 /这 升 的 细菌 生理 盐水 菌 悬 液 。 

每 种 细 落 巧 液 注射 3 8408S. TERT BIZNES ORE RE 液 

串 病 幼 鳄 的 主要 症状 是 口腔 粘膜 泡 状 溃 烂 ， 肾 ， 先 经 涂 片 培养 检查 菌落 情况 (由 于 可 供 试验 用 的 正 

常 幼 鲍 有 限 ， 仅 进行 2 种 菌 的 试验 。 

结 呆 

经 分 离 所 得 18 个 优势 菌 ， 染 色 观 察 其 形 态 ， 发 

现 除 一 例外 均 为 革 兰 氏 阴 性 、 短 杆 状 细菌 ， 菌 体 短 

小 ， 直 形 ， 两 端 钝 圆 ， 单 个 。 这 些 菌 的 生理 生化 特 

性 见 附 表 1 

据 表 1 所 列 反应 特性 ， 按 “鉴定 方法 ”及 “ 细 

菌 分 类 基础 ”进行 鉴定 。18 株 菌 中 1、7、10、-12、 

14、16 号 菌 可 归属 为 气 单 胞 菌 属 ，2 号 菌 为 不 动 细 

菌 属 ，3、8 号 菌 为 埃 希 氏 菌 属 ，9 号 菌 为 变形 菌 属 ， 

5 号 菌 为 芽孢 杆菌 属 ，6 号 菌 为 沙 雷 铁 氏 菌 属 ，15、 

17、18 号 菌 为 柠檬 细菌 属 。 详 细 见 附 表 1. 

毒性 测定 结果 表明 注射 细菌 的 幼 鳄 与 注射 生 理 

盐水 的 相 比 ， 表 现 出 明显 的 毒性 反应 ， 如 不 进食， 

口 胁 喉 头 炎症 等 ， 见 附 表 2。 

由 此 可 见 ， 该 二 毒性 试验 菌 可 能 使 幼 乌 表现 病 

证 。 

讨 论 

本 文 鉴 定 工 作 主 要 参照 “鉴定 方法 ”。 

本 文 实验 中 毒性 测定 只 能 表明 为 某 种 分 离 菌 单 

独 大 量 注 入 时 出 现 的 情况 。 我 们 认为 幼 乌 患 病 由 多 

种 因素 决定 。 从 毒性 测定 结果 看 ， 试 验 菌 可 引起 明 

RARE, WIAA RATED RANE 要 

Pie ae 

本 文 承蒙 安徽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陈 壁 辉 副教授 指 
导 并 审阅 ， 文 中 部 分 实验 得 到 安徽 宣 城 地 区 防疫 站 
王 经 邦 主任 帮助 ， 特 此 一 并 致谢 。 

本 文 于 1985 年 1! 月 8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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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部 分 分 离 菌 的 毒性 测定 结 

9# 变 形 菌 注射 组 ”12 考 单 胞 菌 注 射 组 

#2 

盐水 对 
照 组 

正常 正常 

正常 1473 不 进食 ， 
2/ 3 稍 有 炎 证 

正常 3/3 炎 症 明 显 

正常 ”3/3 炎 证 加 重 ， 
2/3 不 进食 

正常 ”3/3 开 始 取 食 ， 
RITE 

正常 ”3/3 开 始 取 食 ， 

正常 ”3/3 开 始 取 食 ， 
炎症 消退 

正常 ”3/3 开 始 取 食 ， 
炎症 消退 

正常 ”3/3 开 始 取 食 ， 

正常 ”3/3 开 始 取 食 ， 
炎症 消退 

TER 3/3 均 取 食 , 炎 
症 又 复明 显 

正常 

是 RAL Bakes 
《安徽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3/3 喉 头 出 现 炎 症 ， Hong Yuwen Pan Jihong 
均 取 食 
3/3 炎 症 明显 ，2/3 未 食 (Biology Department, Anhui 

Teacher University) 
ee a ee eee 

3/3 炎 症 开始 消退 ， 《安徽 场子 曙 繁 殖 研究 中 心 ) 
均 取 食 Zhang Zhengdong 

3/3 炎 症 开始 消退 ， 
se (Anhui Alligator Reproductional _— 

3/ 3 炎症 开始 消退 ， Research Center) 
INE 

3/3 炎 症 开始 消退 ， 
ENE 

3/ 3 炎症 开 始 消退 ， 
均 取 食 

3/3 均 取 食 ， 
炎症 又 复明 显 

说 明 ，1/3 表 示 为 3 条 试验 鲍 中 的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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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UD wR ”1986 年 11 月 ;5(4)，311 
Acta Herpetologica 9inica 

? 
; Rel Aik Ee 
2 n 

OEE] Ying 32 OG HP TRL PK AC BL 

On the Discovery of Telorchis diaphanus in China 

198446 3 月 ， 在 浙江 省 安吉 县 解剖 大 头 平胸 6 
(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 Gray) 时 ， 在 小 肠 中 

获得 端 塞 科 (Telorchiidae) 的 吸 里 15 条 , 经 鉴定 为 透 

明 端 摆 吸 虫 Zelorcpis diaphanusKkRE Skid 录 。 

现 报道 如 下 。 量 度 以 毫米 为 单位 。 
体 呈 叶片 状 ， 大 小 为 2.7 一 3.6X0.55 一 1.20. 

体 表 有 细小 的 丈 。 口 吸盘 小 于 腹 吸 盘 ， 口 吸盘 大 小 
为 0.085 一 0.113 X0.085 一 0.127， 腹 吸盘 大 小 为 

0.113 一 0.142X0.113 一 0.184 呈 与 食道 几乎 等 长 。 

BBKAZ Ain. SILER RSS ERK A, 

BUGAEM, JIA, MFA ein, BSAA 小 

Wy0,184—0,241 X0,312—0.568, SALA DA 

0,184—0,298X0,298—0.568, BRK mes 曲 ， 

FER ABIA ONSET. ARSE FLIF OZER BAR. 

本 文 于 1985 年 12 月 26 日 收 到 。 

SBR BERK, ESA), MRE SI, KDA 

0.156 一 0.369X0.156 一 0.298。 子 富 充 满 于 卵巢 与 

田 丸 之 间 。 匈 黄 腺 位 于 体 中 部 之 两 侧 。 卵 椭圆 IB, 
大 小 为 0.0142 一 0.042X0.0142 一 0.213。 

本 种 吸虫 于 1959 年 首次 发 现 于 巴西 香 鲁 ( 玉 io- 
sternon Scorbioides) 的 小 肠 中 。 本 文 所 述 的 标本 与 

巴西 的 标本 相 比 ， 除 口 吸 盘 略 小 ， 少 数 标本 的 学 丸 

有 横 长 三 角形 之 外 ， 其 它 的 形态 结构 基本 相似 。 

孙 和 希 达 江浦 珠 

《杭州 师范 学 院 生 物 系 ) 
Sun Xida Jiang Puzhu 

(Department of Biology, Hangzhou 

Norm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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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C TAMAR ”1986 年 11 月 ;5(4)，312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SEUSSPUSPUSPisS2sSPisSP SPS %0 

1g 

i 简 报 

九龙 山 受 安 统 蚁 角质 刺 数 目 变 化 的 幅度 

The Range of the Epidermal Spines of tet cate eaae 

lint in Jiulongshan 

(Ak W) 

HEHE LIBRO IE tty REE 属 表 AUR sei A 
的 第 二 性 征 , 同 时 也 是 分 种 的 重要 依据 之 一 ,，《 中 国 TPR 
两 栖 动物 系统 检索 》- 一 书记 载 尝 安里 蟾 雄性 上 层 Be cr 角质 利 数 OR) ae 
每 侧 有 I 枚 大 角质 刺 ,其 它 种 雄性 上 唇 每 侧 多 于 1 枚 1 1 4 4.4 

Asa. BOT 198007 115 AeHATL AHL HR 2 5 5.5 
得 1 只 器 昌 成体 标 本 9 雄 ，2 峻 ， 全 部 雄 蟾 上 OL 缘 : a ea 
NAH 2 KALLE REM, TIT H, ; , fa ae 
2 alll jiulongshanensis, #%iE—237E #4 @ VA 3 1 1 11 图 2 

查 时 ， 曾 见 到 呈 安 影 昌 唇 缘 每 侧 并 非 都 是 1 枚 和 角 质 3 2 4 4.4 1 

wd 的 变化 ; 他们 于 1983 年 11 月 上 旬 3 3 2 2.2 
在 浙江 九龙 山 共 采 获 影 蟾 26 只 (CLRYRIT IR, WE BE 9 : : tt uae 
A), PSUR EMAL EAS OM fas Hy 1-3 玫 : i ak ae 
SCN. HEU, (eV IL Ree JE souls 
安 器 蟾 六 。1iui 不 应 另 立 新 种 。 ene 
笔者 于 1983— 1984 EN WIL IL Bali se HEM (于海 市 江口 区 教育 局 ) 

EEG rama e511 EIN Eee 2 ae ie ae Shanghai) 
RR 〈23 雄 ，1 雌 )， 第 二 年 11 月 上 旬 采 获 we BE 102 只 oe : 
(6st, 3418), R— WRT MEA, RULER (成 A a : 
体 ) Le EUR FG a ARCS; EWE ZE 相 a 

应 部 位 有 桔 红 色 小 圆 点 ， 其 中 8 -S HEBER ZN 点 上 

带 有 小 黑 点 。 这 些小 墨 点 可 能 是 极 小 的 角质 刺 。 见 

PR. 

(Wangkoucun Middle School, Suichang 

County, Zheiang ) 

本 文 承 项 军 同 志 拍 摄 照 片 ， 特 此 致谢 。 

本 文 于 1986 年 1 月 30 日 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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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 栖 有 爬行 动物 学 报 19864211; 5(4), 313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3455v9cvaGvaGvaGY9GY0GY9GY9 GvaGwacp 

简报 | 
GyaeAoeAgcAgeaAocAgcAocaAoCAoeAo9GS 

潮 南 邵阳 发 现 凹 甲 陆 多 

Geochlone impressa (Guenther) Discovered From Shaoyang, Hunan 

8642 1 Ara), ARIA) ASAE 龙 
B SW LHS, ARBRE We BK 
je, RMIAKEHGeochlone impressa (Guenther), 

报道 如 下 ; 

头 上 有 了 明显 对 称 的 鳞片 , 额 鳞 大 ,前额 鳞 一 对 。 

A ASR MAMBO, WEAR, SUK 而 
RIS MOAATE; HENS 块 ， 第 一 块 近 方 形 ， 第 二 至 
第 四 块 宽大 于 长 ; 肋 盾 每 侧 4 块 ; 缘 盾 每 侧 11 块 ; 
履 眉 较 大 。 腹 甲 大 ， 喉 盾 略 旺 三 角形 , 胸 盾 沟 最 短 ， 

腹 角 盾 沟 最 长 ， 肛 盾 后 缘 凹 陷 深 , 腋 盾 较 鼠 蹊 盾 小 。 
表 腹 面 绿 黄色 ， 每 块 导 片上 有 年 轮 状 纹 。 整 个 甲 的 
长 宽 高 为 265 一 X170 一 X 110mm。 四 胶 柱 状 ， 鳞片 

发 达 ， 均 角质 状 ， 前 肢 4 爪 ， 后 肢 5 爪 , 趾 间 无 BE, 
尾 长 约 80mm， 满 布 角质 鳞片 ， 末 梢 成 为 角质 突 , 尾 

” 基 两 侧 各 有 一 长 刺 状 鳞 ， 圆 锥 形 ， 长 约 30mm， 状 如 
两 小 尾 。 体 重 2900 克 。 

捕获 处 为 邵 水 入 资 江 处 ， 捕 时 该 龟 栖 于 江 边 BR 
石上 ， 显 然 资 江 是 其 生活 场所 , 发 现时 龟 静 止 不 动 ， 

NIERES, SeyR ATU CATH. 

MIRE) LF aia, FER ORDA y, 
内 仅见 于 云南 南郊 及 海南 岛 。 邵 阳 市 地 处 湖南 中 部 ， 
在 此 捕 得 止 甲 陆 鱼 ， 尚 属 首次 。 对 这 种 动物 的 分 布 
研究 颇 有 探讨 的 意义 。 

本 文 于 1986 年 3 月 31 日 收 到 。 

A ht 

ARF BE 

《湖南 大 学 邵阳 分 校生 物 系 ) 
Zhao Xiubi 

(De partment of Biology, Shaoyang 

Branch of Hu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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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 DE DPR BB RTL a Fb ee (LDH) clieeeainiemiie tie ae 

WARE Pa is SABRE SHES : 6 Si fs 

wee ee ata ae Pe ttcdiasccaniere 

…… 杨 玉 华 ” 胡 其 雄 

黑 爪 异 鲍 的 核 型 及 其 系统 发 育 意 义 的 探讨 … 和 杨 玉 华 ， 胡 其 雄 

yeh 站 “ths Esser), apace aime soe DER 叶 冰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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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s Submitted to Sino-Japanese Herpetological Symposium 

Studies on Chinese Japalura and comparison of their skulls 

sceecssececceceseescvesseeee Jiang Yaoming & Hu Qixiong 

Nest excavation and hatching behaviors of Chinese alligator and American alligator 

sccsccscveereeeeettuang Zhujian & Myrna E', Watanabe 

Heat metabolism and thermoregulation of Cope’s rat snake 

pg Peichao & Lu Houji 

Studies on the diving bradycardia of Trionyx sinensis 

ng Zhaoxian & Liu Ni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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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eseeeee Chen Juncai, Peng Xianbu & Yu Duowei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karyotypes of four species in Colubrinae 

sesseseseoee Vang Youjin, Huang Meihua, Qu Yunfang et al. 

Studies on parasites of amphibians of Guangdong |]. Four species of trematodes of 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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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variation and systematics in the toads of the Bufo bufo complex from China an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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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veeeeeee ARira Moriya & Sueo Higashiz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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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csecsesee F1idetoshi Oita 

Snakebites in the Asian ALEA|S 200 002 0m 000 009008 278 200 C89 SEH 0H THR TOS THT EET OOH ET SOT P79 EOE SOR 80D DER OED ue Sawai 

er) 

ee 

C0 ) 

CRED D 

( 24 ) 

( 40 ) 

( 42 
( 43 

Zw NY 

( 45 ) 

(51) 
(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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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ssseeseee Michihisa Toriba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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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sesevesee Tsutomu Hikida (*6B9) 

flavoviridis , eee eee sseceseseesecses ese 

Geographic variation of Eumeces CLE ANS ee ee eee cee ere see cee ses 

Herpetological Notes 

On the reproductive habit of Vibrissaphora liut of Jiulongshan, Zhejiang——Gu Huiqing, 

Huang Zhengyi & Zong Yu(67).Contribution to the herpetofauna‘of Dinghushan, Guangdong 

——James Lazell & Liao Weiping (70). Rana tiannanensis, a record new to Hainan, China 

一 一 让 Zhenchang, Qian Xiongguang & Wu Guanfu (71). A handy one-step method for silver- 

staining of NORs Tan Anming, Wu Zhengan et al, (72) 

Sino-Japanese Herpetological Symposium Held im Guangzhou-rrserreecesseeseessessecrecceeeeceveeeses ( 52 ) 

Japanese and American Herpetologists Visited Chengdu ppp ( 58 ) 

Aad es dodo (RB 

LeatHodUchiGnetO! NEW DO 二 (56 80) 

eo cee ccs eeseee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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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rectiOnSssssesssescevescecceecceccesee see ses nee vceces se cesses cnc ces sec cee see vee cee ee cee ceeseeeus ces ees sees 

NO) 32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isoenzyme patterns of LDH in some tissues of Hremias argus 

ANd EL, brenchleyst-reseecerccccsccsecceccecesceccsssccccesssasecen sees tteecsecenceccceceeceeseesee HONG Zhaojun ( 81 ) 

Seasonal changes of the serum steroid hormones in captive Alligator sinensis 

sseseesesee Ohi Vingxian, Chen Qingxuan, Li Shipeng et al, ( 86 ) 

The cytotaxonomy and evolution of Salamandridae of China 1, The meioses of Tylotrotriton 

(T.) verrucosus and Cynops cyanurus yunnanensis 

secscseeeeeeeV ang Yuhua, Hu Qixiong & Zhao Ermi ( 90 )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 of Xenobius melanonychus and its phylogenetic significance 

seesseeeveeesV ang Yuhua, Hu Qixiong & Zhao Ermi ( 94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karyotype of Chinemys reevesii 

ev 00 Jianmin, Ye Bingying & Ding Hanbo ( 98 ) 

The karyotype of Rhabdophis tigrina lateralis from 工 aiyUanp Ma Tao ( 102 )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Myers & Leviton) 

seescaeeeeos Kong Yun-Cheung & Tong Tat-Ming (106 ) 

The histology and histochemistry of the oviduct in Rana chensinensis from two localities 

sovessesscee Te Jizhi, Yu Lu et al, (119) before OVIPOSITION +++ see see rereseceecesccesee cesses ces oc cee ces cee ees ens 

Observation on the retina in Bufo raddei by semi-thin sections Application of phase 

seseeeveee Tong Yunxu & Gu Sumin ( 124 ) contrast microscopy to histological study ………………………… 

The ultrastructure of the eggshell of Chinese alligator 

sressseseeee Zhao Zikui & Huang Zhujian ( 129 ) 

Studies on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amphibians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Hengduan 

seseereerene Ou Chengye, Yang Datong & Li Simin (124 ) Mountai T1S serene COC OHE OLE OOF OHE AOE HOC OH DOE OE BEE O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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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sed catalogue of Chinese tortoises eao Ermi ( 145) 

The isolation of Trimeresurus albolabris venom and its biological activity 

seceeeeeeeeX 10 Changhua, Zhang Hongji, Tang Shaozong et al, ( 149 ) 

A new anuran species from Yunnan——WRana mutaceessrrrereeceeeeeeee Sun Chengye & Li Simin ( 152) 

Herpetological Notes 

Observations on the feeding habit of Bufo gargarizans of Dongshan district, Wuxian, 

Jiangsu—Huang Song(155). Five snake species new to Sichuan—Zhao Ermi, Liu 

Xiaobo & Kang Shaohe(157). Two new records of snakes from Gansu—Feng Xiaoyi 

(158), A new record of skinks in Liaoning—Humeces xanthi Guenther-—Jiang Yafeng 

(159). A variant of Elaphe mandarina (Cantor)—Huang Meihua & Yang Youjin(160). 

Introduction to new DOOKS 000 cee vce cvecccccevceseevesceesce see csc ees ceesne cee ee cee cee sen ene see cen so (iO 1. 105) 

NO. 3 

On the ancient crocodil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o Kengtang, Zong Yu & Ma Jifan ( 161 ) 

Comparative studies on hemipenial morphology of the Chincse opisthoglyph genera (Reptilia: 

Colubridac)++-++sses es Zhang Fuji ( 166)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s of nine anuran spec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st ee see sevcee cen cence ceceresenseecesccasessssseccsccressscvessesescescsesessesses veel @ FI giyan C074)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 C-bands and Ag-NORs of Rana limnocharis (Boie) 

0 Anming, Wu Zhengan & Zhao Ermi (176 )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 and Ag-banding Pattern of Rana tormotus Wu 

GUO Chaowen & Dong Yongwen (181 ) 

Early stages of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in Bufo melanostictus 

qio1g ， 五 org Xiaofeng & Chen Xiaozhou ( 185 )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testis of Bufo raddei Strauch found in Lanzhou and its vicinity 

ssseseseseeGeng Xinlian, Zhang Yunxiang & Qiu Shan ( 189 ) 

The contents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skin, muscle and venom of cobras 

0 Chen Vingyang & Hu Wen (195 ) 

Reptilian faunal analysis and zoogeographical division of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0 Lrmi, Jiang Yaoming & Li Shengquan ( 199 ) 

A new species of Amolops from the Hengduan mountains 

Cjengye ， 了 ang Datong & Li Simin ( 204 ) 

Studies on analgesic effect of the venom of Bungarus fasciatus and its toxic components 

0 Changhua, Sun Xin, Cai Jingxia et al. ( 207 ) 

Malignant tumours of Vipera russelli siamensis from Fujian 

0 Yushan, Shi Pu & Tang Ruiwen (214) 

The growth rates of young Chinese alligators in captivity 

9g Zhengdong, Ding Jiren, Zhao Yaozong (217 ) 

A New species of mesocoelium parasitic in amphibian +++++++++++++++. Sun Xida, Jiang Puzhu (223 ) 

Herpetological Notes 

The study on the karyotype of Rhacophorus gongshanensis 

9 Wenming, Wu Guanfu ( 225 )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 of Bombing maxitmarsr+rsersesserrereereeeeureseenZ hao Yuanfan (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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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ltrastructural study on the retina in Naja naja 1 Y isha 

The lungs of boas and pythons -seccescersessecseccreeesecseeeeeeee Kang Jinggui, Chang Vi et al, 

Wintering habits of Bufo gargarizans Cantor po Van Anhou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Amphibians of Yulin prefecture, ‘Guangxi 

oa 

A new record of snakes of Gansu—Elaphe schrencRiicsesresseresseeeesssessereeeeees Vang Peixian 

Partition of Chinese Natrix species and a suggestion of their Chinese names 

本 

Boa 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 occured in Qingchuan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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