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1002!1000,
［0］ 张知彬，朱靖，杨荷芳,大仓鼠种群年龄组存活率的估

算,动物学报，-..3，#$（-）：45!53,
［4］ 武晓东,布氏田鼠种群生态研究,兽类学报，-..2，%&

（-）：40!4.,
［5］ 张知彬，朱靖，杨荷芳,67889%:&;&#法对大仓鼠和黑线仓

鼠种群若干参数的估算,生态学报，-..3，%#（1）：--4!

-12,
［<］ 宛新荣，钟文勤，王梦军,布氏田鼠的生态学及控制对

策,见：“张知彬，王祖望主编,农业重要害鼠的生态学

及控制对策,北京：海洋出版社，-../,12.!112,”

［/］ 67==">>&?&>，@,，A,B,C!?,D7+&88E>F?*#GEG"8#")&?：

=";E)")H#"F!&>)")E7>">++&?)#*’)E7>E>#77)G78&&I(&#E%

!&>)"8(7(*8")E7>?,/0’*’-.，-..5，’’：--.5!-12.,
［.］ 施大钊，海淑珍，吕东等,布氏田鼠洞群内社群结构变

动与序位的研究,兽类学报，-...，%$（-）：0/!0.,
［-2］ 宛新荣，钟文勤,一种简易的啮齿动物切趾编码系统,

动物学杂志，1222，#(（0）：11!10,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室一组,布氏田鼠巢域的

研究,动物学报，-.<.，"(（1）：-5.!-<4,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卫生防疫站,布氏田鼠的生态研究,

动物学报，-.<4，"%（-）：32!3.,
［-3］ 伊 藤 嘉 昭,动 物 生 态 学 研 究 法,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

-./5,-3.!120,

!-..5!-..<年山东省科委资助项目（J7,.5--540--）；

第一作者介绍：朱道玉，男，35岁，副教授，学士；研究方向：

两爬动物生殖生物学；

收稿日期：-...%2<%12，修回日期：1222%2<%25

中华鳖的性别决定

朱道玉 孙西寨
（菏泽师范专科学校生物学系 山东菏泽 1<02-4）

摘要：通过实验，进一步证实了某些环境因子，特别是孵化温度对未发现异形性染色体的爬行动物起决

定性别作用的结论是正确的。在生产上为中华鳖的人工繁殖，获得理想性比的稚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中华鳖；性别决定；孵化温度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142%3153（1222）25%3<%21

)*+,*-*./012-03101!"#$%&’(#%)%(#(

LMNO"7%P* :NJQE%L="E
（123")452#4’+6%’*’-.，728292"0:2);!’**2-2 <:"#$’#-7282 1<02-4，!:%#"）

4*563.78：9)%’#.=;%#2#;%;；:&I+&)&#!E>")E7>；C>’*;")E7>)&!(&#")*#&

中华鳖（9)%’#.=;%#2#;%;）隶属爬行纲、龟

鳖目、鳖科、鳖属。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富含

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属高蛋

白低胆固醇的滋补保健食品，能治疗多种疾病，

医学研究报道表明，中华鳖有很好的抗癌作

用［-］，因此倍受消费者 的 欢 迎。由 于 环 境 污

染，过量捕捉以及中华鳖自然孵化率、越冬成活

率低等原因，致使野生中华鳖资源锐减，供需矛

盾突出。因此开展中华鳖的人工养殖，特别是

工厂化控温养殖具有重要意义，而鳖苗短缺严

重制约着养鳖业的大力发展。开展中华鳖性别

决定的研究，找出雌性或雄性的孵化温度，以便

人们选择合适的孵化温度，获得理想性别比值

的中华鳖，解决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有关温度

控制中华鳖的性别未见报道，而其同类的性别

是由 孵 化 温 度 所 决 定 的，国 内 外 均 有 过 报

·<3·1222#(（5） 动物学杂志 R=E>&?&67*#>"87HL7787F9



道［!，"］。#$%%年 &’()*+,)首 次 报 道 了 鬣 蜥

（!"#$##"#$#）的性别是由孵化温度决定的；

#$-.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011在《性别

决定机制进化》一书中指出，某些环境因子，特

别是孵化温度对未发现异形性染色体的爬行动

物起决定性别作用［!］。#$-2年侯陵［"］研究结

果表明，龟的性别也是由孵化温度决定的。另

外有报道喙头蜥、鳄鱼、豹斑壁虎、日本壁虎的

性别是由孵化温度决定的［!］。#$$%年我们对

中华鳖的性别控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发

现中华鳖的性别也是由孵化温度决定的。

! 材料与方法

本实验设置$个温度指标，即%#3!45、

%!3!65、%"3!%5、%43!25、%63!-5、

%%3!$5、%23".5、%-3"#5、%$3"!5。

每一温度指标下设置"组卵，每组!.枚，所用

卵均为产出#!!!.小时的受精卵，胚盘明显，

而发育正常。孵化基质的砂粒直径为.7"!
.7%88，先后在!-!"45阳光下曝晒4!%小

时，孵化室、恒温培养箱及孵化用具均用高锰酸

钾9甲醛熏蒸消毒。各孵化条件下砂层的含水

量控制在2:!$:，培养箱内相对湿度为26:
!-6:。孵化筐底铺6;8厚上述砂粒，卵间距

为.76;8，胚盘朝上，覆盖!;8砂层，并定时定

量对砂喷洒与该温度指标相同温度的水。以上

所设温度均为孵化基质温度，温度由恒温培养

箱系统自动控制，培养箱内温度高出孵化基质

!5，孵化室温度由空调器控制在（!!<!5）。

孵化后期，将每组孵化筐放进盛有少量水的塑

料盆内，让刚孵出的稚鳖爬入其中，单盆饲养，

并鉴定其性别。

" 结果和讨论

实验结果证实，中华鳖的性别是由孵化温

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异形性染色体决定的。在

!45条件下孵化，雌性率最高，高达$%:，雄性

率则最低；在"!5条件下雌性率为#!:，雄性

率高达--:；并且在此温度范围内，随温度的

升高，雌性率逐渐降低，而雄性率逐渐升高；在

（!$<.76）5条件下孵化，雌雄性比近似#=#
（表#）。由于条件限制，未对在""5、"45及

"65条件下做进一步观察，以回答雄性率是否

还会继续提高的问题。因此，中华鳖如同未发

现异形性染色体的其它动物一样，其性别是由

孵化温度决定的，至于温度是如何影响未分化

性腺的原始生殖细胞，分化为精原细胞还是卵

原细胞，以及温度决定性别是否有一易感期等

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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