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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7~1999年 对青海沙蜥(P’

'm叨
洌泌 v切馏河】)成体肥满度、躯体肥满度以及部分

内脏器官系数的季节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多项指标存在春季高,夏季低,秋季又升高

的季节变化规律(图 1~8);而 且冬眠后比冬眠前低 ,冬眠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消耗。但冬眠后

的卵巢系效反而比冬眠前高,差异极显著,说明冬眠期间卵巢继续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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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环境条件的改变导致爬行动物体内物质积累和新陈代谢水平发生变化 ,这可

通过肥满度和部分内脏器官的重量得到反映。有关爬行类的研究 ,多着重于繁殖器官的

季节变化规律(解雪梅,1996),及其他生态问题(宋志明等,1985;李 仁德等,1998;鲍敏等 ,

1998)。 1997-1999年作者对青海海西地区分布的青海沙蜥(Phry咖
`么

sd御黟历 )

进行了肥满度和部分内脏器官系数的研究 ,现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1.材料来源

1997-1999年 中每年 4~10月 的每月中旬从海西地区采集青海沙蜥成体标本 496

只,雌性早183只 ,雄性夕313只 ,编号记录,10%福尔马林溶液中保存。

2.研究方法

用游标卡尺(精确至 0.001cm)测 体长 ;解剖取出胃内容物,再用扭力天平(精确至

0.001g)称体重;然后取出心脏、肝脏、肺、脂肪体、生殖腺等内脏器官,分别称重 ,记录数

据 ,剔除内脏后再称一次体重。每次称重前均把这些器官放置在吸水纸上 3~5分钟 ,以

兴青海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资助

· 135 ·



消除吸附在其上的水分和液体造成的误差。

根据夏武平等(1963)将鱼类学中的肥满度应用于小哺乳动物的方法 ,本文又将此法
应用于爬行类动物 ,其计算公式为:K=1()()W/L3,K代 表肥满度,W代表体重(克 ),L代
表体长(厘米);躯体肥满度仍采用上面公式 ,但 W值系剔除内脏后的体重G狎ler,K.F.,

1959);心 、肝、肺、脂肪体、生殖腺系数分别采用(心重/体重 )× 100、 (肝重/体重)× 1()()、

(肺重/体重)× 1()()、 (脂肪体重/体重)× 1(X)、 (生殖腺重/体重)× 1(X)计算。
把青海沙蜥 4~10月 划分两个阶段 ,雌性的繁殖期为 4~7月 和生活期 8~10月 ;雄

性的繁殖期为 4~6月 和生活期 7~10月 。同时可把 4月 称为冬眠后期,10月 称作冬眠
前期。

结  果

1.肥满度

各月所获标本的肥满度均值逐月变化曲线(图 1)表明,雄性在繁殖期 ,肥满度总的来
说呈平缓状态 ,有上下波动,6月 底~9月 初 ,呈上升趋势,10月 达到最高水平 ;堆性在 6

月以前呈上升趋势 ,产下仔后(7月 )迅速下降,8月 达到最低水平,8~10月 迅速上升 ,冬
眠前达到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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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沙蜥肥滴度逐月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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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躯体肥满度

躯体肥满度的均值逐月变化曲线(图 2)表明,雄性在整个生活阶段持续呈缓慢上升
趋势 ,保持至冬眠前 ,并在冬眠前达到较高水平;雌性在冬眠后 4~5月 呈上升趋势,5~7
月呈下降趋势,7月 达到最低点 ,之后又呈上升趋势 ,在冬眠前后均值高于雄性。

3.肝系数

各月所获标本肝系数逐月变化曲线(图 3)表明,雄性在繁殖期上下波动 ,之后迅速上
升 ,冬眠前达到最高值 ;雌性在冬眠后的繁殖期上下波动,7月 产仔后急剧上升,8月 至冬
眠前缓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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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海沙好肝系数逐月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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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青海沙挤脂肪体系效逐月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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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脂肪体系数

脂肪体系数均值变化曲线(图 4)表明,雄性在整个生活阶段一直持续上升 ,尤在 7-8
月上升迅速;雌性在冬眠后至 6月变化不大,之后一月内迅速下降,7月 后急速上升,8月

后又呈小幅度上升至最高水平。

5,生殖腺系数

从生殖腺系数均值逐月变化(图 5、6)来看 ,雄性和难性有很明显的差异 ,雄性在繁殖

期呈下降趋势,在 6月后的生活期上升;雌性相反 ,在交配后和产仔前(6~7月 )迅速上

升 ,在产仔后(7~8月 )迅速下降至最低水平 ,而后才呈缓慢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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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青海沙妍卵巢系数逐月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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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心 系数和肺系数

图 7、 图8表明,二者变化均无季节变化规律 ,冬眠前后值有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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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节变化明显

从所得结果看 ,各项指标(心 、肺除外)均随季节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冬眠后(4月 )水

平一般都较低 ,只精巢系数值较高 ,这与它在冬眠后即进人繁殖期有关 ,繁殖期由于消耗

都要降低 ,而在繁殖后进人生活期得到补充又逐渐回升 ,并超过繁殖水平 ,至冬眠前达到

最高水平 ,这与青海沙蜥在这些生活阶段的食物基础、取食性质和环境、活动范围、生理活

动及营养物质累积消耗有直接关系(鲍敏等,1998)。 堆性成体在怀仔期间体重显著增加 ,

产仔后体重又极显著下降,这与青海沙蜥卵胎生的生殖方式有关 ,而真实的营养状况可由

躯体肥满度得到反映,这也是雌雄性肥满度变化不同步的原因。雌雄肺系数在 7月 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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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 ,可能与夏季呼吸强度增大有关 ;心系数在 7月 后的生活期稳升,10月 达到最大值 ,

可能与生活期代谢活动旺盛有关。这一结果符合自然规律 ;春季较肥、夏季较瘦(雌性在

7~8月 ),秋季又育肥。与前人用于小型兽类(夏武平等,1963)和两栖类 (卢欣 ,1993〉 的

研究结果大体一致。

2.冬眠前后差异显著

冬眠是动物对不良环境的一种特殊反应 ,冬眠期间是新陈代谢所需物质和能量主要

来自冬眠前体内积累的营养物质。把冬眠前(1997年 10月 )和冬眠后(1998年 4月 )的各

项指标进行比较(表 1),可反映体内物质的消耗程度。由表 1可见 ,无论雌雄 ,各项指标

在冬眠前后都有极显著差异(P(0.001)。从量的相对变化来看 ,若 以冬眠前的值为

表 1 冬眠有后备项指标的比较

Tablc1 Cα △p疝∞n of ach indexe befole and after of h bemmon

项 目

Iten】

t一检验

t— r.est

肥满度

Reh“ve么tns

t=12.6910

P<0(X)1

t=10.0533

P<0,(X)1

躯体肥满度

Rchtive fa1n贷 s of u妞 y

t=11 8451

P(0α )1

t=14.2775

P(0(X)1

肝系效

Index of live

t-4.8865

P<0001

t=7.2091

P<(0001

生殖腺系数

Indα 。fgomd

t=6.7292

P<0.α)1

t=22 055

P(0.(X)1

脂肪体系数

Index of fat body

t=36 0484

P(0.α)1

t=22,6514

P<0.001

心系效

Index of heart

t=6,8313

P<0,(X)1

t=13.6082

P(0,∞ 1

肺系数

Index of lung

t=3,2757

P<0.(X)5

注 Note:冬眠前 Before h地mt沅一B.h.;冬眠后 Afte【 hbmatlon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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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则冬眠后雄性的肥满度、躯体肥满度、肝系数、心系数、肺系数、脂肪体系数分别下

降了 37.9%、 4⒈ 2%、 23.7%、 25%、 7.8%、 59,5%;而 雌性相应的量分别下降了 36%、

42.8%32,3%、56.9%、 11%、38.5%。 从量的绝对变化来看(与体重的百分比),雌雄两

性的肝脏在冬眠前后分别下降了0.95%和 0.68%;脂肪体分别下降了0.70%和 1.Ol%。

肥满度和躯体肥满度的下降反映了冬眠前生活期的育肥、而在冬眠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消

耗 ;肝系数在冬眠前后的下降与肝是体内主要贮能器官有关 ;脂肪体系数在冬眠前后差异

极显著(P(0.001),表 明冬眠期间营养物质消耗剧烈。而多项指标降低的程度雌性普遍

大于雄性 ,这可能是雎性的卵巢、输卵管在冬眠期间仍在不断生长发育,消耗了较多的储

各物质和能量有关 ;而脂肪体系数降低程度小于雄性 ,与保留至交配后供给胚胎发育有

关。从生殖腺系数看 ,卵巢系数在冬眠后反而增加了 100%,差异极显著(P<0.001),再

次证明卵巢在冬眠期间继续生长和发育。

冬眠前后是蜥蜴代谢机能调节的关键时期 ,其指标的变化是机体内部的生理生化机

能与外界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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