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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7~1999年 对青海海东地区的密点麻蜥αh仞涩s″咖油e助掖)成体肥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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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指标存在春季较高,夏季较

低,秋季又升高的季节变化规律;而且冬眠后比冬眠前低 ,差异显著或极显著,冬眠期间有一定

程度的消耗;冬眠后的卵巢系数比冬眠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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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作者对青海海东地区分布的密点麻蜥(Er彻us羽″
``zocc杨

勿)

进行了肥满度和部分内脏器官系数的研究 ,现作如下报道。

材料与方法

1.材料来源

1997~1999年 4~10月 的每月中旬从海东地区采集密点麻蜥成体标本 548只 ,雎性

早151只 ,雄性咨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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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cm)浏体长;解剖取出胃内容物,再用扭力天平(精确至

0.∞ 1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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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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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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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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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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月glcr,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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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100、

(肺重/体重)× 1(X)、 (脂肪体重/体重)× 1(X)、 (生殖腺重/体重)× 1()()计算。

把密点麻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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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在繁殖期的肥满度呈下

降趋势,7月 开始回升,9月 初至 10月 迅速上升,冬眠前达到最高水平。雎性在繁殖期呈

上升趋势,7~8月 产下仔后迅速下降,至冬眠前呈迅速上升状态 ,恢复到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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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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5月 初里下降趋势 ,5-6月 初呈
上升趋势 ,6~7月 初又呈下降趋势 ,7月 份至冬眠前呈上升趋势 ,并在冬眠前达到最高水

平。雌雄变化趋势一致 ,雄性明显高于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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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密点麻蜥躯体肥满度逐月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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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肝系数

各月所获标本的肝系数变化曲线 (图 3)表明 ,雄性在冬眠后略上升 ,在繁殖期后 6月
下降至最低点 ,以后的生活期至冬眠前呈上升趋势 ,直至最高水平 ;雌性在冬眠后至产仔

前呈下降趋势 ,7月 产仔后至冬眠前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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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密点麻蜥肝系效逐月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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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脂肪体系数

雄性脂肪体系数均值的变化曲线 (图 4)表明,在冬眠后至 7月 呈平缓上升状态 ,在

7~8月 迅速上升,8月 以后至冬眠前又呈小幅度上升,至最高水平。(雌性标本脂肪体极

退化 ,不易发现,故未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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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瞪点麻蜥脂肪体系数逐月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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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殖腺系数

从生殖腺系数均值逐月变化(图 5、6)来看 ,雄性和堆性有较明显的差异 ,雄性在繁殖

期呈下降趋势 ,7月 后至冬眠前又呈上升趋势。雌性相反 ,在交配后和产仔前迅速上升 ,

7~8月 产仔后迅速下降至最低水平 ,而后再呈缓慢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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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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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季节变化明显

从逐月变化曲线看 ,各项指标(心 、肺除外)的季节变化均很明显 ,都从 7月 低谷时开

始回升,到 10月 冬眠前各项指标的增加幅度都大 ,并达到最高水平。这一结果与夏武平

等(1963)和卢欣(1993)的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春季较肥、夏季较瘦(雌性在 7~8月 )、秋季

又育肥。雌雄肥满度在8月前变化不同步 ,而雌雄躯体肥满度季节变化基本同步,以及雌

雄生殖腺系数变化差异明显 ,都是因为密点麻蜥特殊的卵胎生殖方式所致。肝系数和脂

肪体系数均在繁殖期处于较低水平 ,繁殖后的生活期稳步上升 ,至秋季冬眠前达到最高水

平 ,这与密点麻蜥的食物基础、活动环境和范围、生理活动及营养贮备和消耗有直接关系

(鲍敏等 ,1998)。 雌雄肺系数在 7月 或 6月 达到最高值 ,可能与夏季呼吸强度增强有关。

心系数变化复杂 ,雌雄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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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眠期间是蜥蜴代谢机能的关键时期。由

表 1可见,除心、肺、精巢系数外 ,其余指标在冬眠前后都有显著(P<0.025)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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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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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 48%、23%、

12.5%、 85.5%;而雌性相应的量分别下降了 23%、 13%、 51%、 26%、 15%。 从量的绝对

变化来看(与体重的百分比),雌雄肝脏在冬眠前后分别下降了 2.20%和 2.48%;雄性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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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体下降了2,78%。 肥满度和躯体肥满度的下降反映了冬眠前育肥、冬眠期的消耗 ;肝 、

脂肪体系数的差异极显著(P<0,001),与冬眠前的贮存能量和营养物质 ,冬眠期消耗剧

烈有关 ;从生殖腺系数看 ,卵巢系数反而增加了85.71%,差异也极显著(P<0.(X)1),说明

雌性生殖腺在冬眠期间继续发育 ,同时与营养物质和能量消耗有关。

表 1 冬眠前后各项指标的比较
·
rable 1(。 mpan∞n of each index6 before dild after of hit〕eintlon

项 目

lteIn

t一 检验

t-T6t

肥满度

Relativc fatnc$

t=25919
P<0,025

t=5.0609

P(0,(X)1

躯体肥满度

Relativc%tn6

。fu“ y

t=3,7989

P<0.tX)1

t=3.1114

P<0,(X)5

肝系数

Index of liver

t=II.3904

P<0.(X)1

生殖腺系效

Index of go!lad

t=1.5743

P<0.2(XX)

t=239965
P(0,(X)1

t=15.0763

P(0.(X)1

心系数

lndcx of heart

t=1.8224

P(Ol(X)0

:=0.9878

P(0.“X⒑

t=0 7575

P(0.5(X⒑

脂肪体系数

Indcx of fat tx)dv

肺系数

Index|of lun.g t=1 9193

P(01(XX)

注 Note:冬 眠前Beforc hlbem如 on-B.b;冬眠后 After hbemation-A.h.

总之 ,冬眠期间新陈代谢所需物质和能量主要来 自冬眠前体内累积的营养物质 ,其指

标的变化是机体内部的生理生化机制与外界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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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ⅡE SEAsONAL VARIATION C)F THE RELATIVE FATNEss ANˉD
THE INDEX OF PART INTERNAL OF ADULT’ s

EREDIIAS MI/LTIOCELLATA

zeng Yang Chen zhenning Bao Min Liu Chengye Huang Haizhong
(DcParttllellt of uologv,Qindui Nom训 Vmvem。 ,X“Ⅱlg,81(XX)8)

Abstract

The sea∞ nal田 natlon of relative faoles.of lX记 y aild the index of palt internal of adult’ sE,田刀刃5

7`7″

``:α

召
`汤`n had been studid in Haidong arca of QlnglEl pK)Ⅵ

nOc frm 1997~1999.The res1dts showcd

tl)at∝河le indexOi had an d)vi()1s of sea∝ )nal vanation law which was highcrin spnng,lower in stuln】 er,then

agan nse in autumn(see fig.1~8);Morα )ve1;,there were lower after h决 ma“on tlnn before,· rhcre were

slg△ fIcant difference(P(0.025 or P(0.(X)1)(see tab.1),it was∝ nle α)nsumpuon dulrlg the lubemtIOn.

But after hibenk1o。n,c()ntrasted wlth before hkmatlon,the index()f ovary w孙 lugher and had amlscant

dlfferel△ ce(P<0.()()1),it sh⒑ wαi tht the ovan6∞ nunue t。 dcVelop dunng thc lubemation.

Key words:E`c777饣 s`冫zz′ zzα ?`扬 勿 ;relative%tn(爻 is;index.of intcr】 lal;sea&)nnt V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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