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来说，只要水质比较好，一般棘胸蛙很少生

病，因此，棘胸蛙的养殖前景非常广阔。有关该

蛙氨基酸成分尚未见报道，现将分析结果报告

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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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鹤消化道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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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对北京动物园圈养条件下的%例冠鹤标本材料做了解剖。测量了各器官的长度值，

并建立与体长比值的关系，找出幼鹤与成体鹤的区别。结果：食管与体长的平均比值为’$-#.；腺胃、

肌胃与体长的平均比值分别为’-(.和%-!.；小肠、大肠与体长的平均比值分别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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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鹤属于鹤科冠鹤亚科冠鹤属［!］，分布于

非 洲。 有 二 个 种，即 西 非 冠 鹤（!"#$"%&’"
(")*+&+"）和灰冠鹤（!,%$-.#*%./）［&］。冠鹤

主要生活在沼泽或潮湿地带，过群居生活。北

京动物园在解放前就已开始饲养，一段时间曾

中断 饲 养，!#$$年 重 新 恢 复 饲 养 工 作 至 今。

!#,%年有繁殖记录，对其认识也不够全面。有

关冠鹤的分布、生态、繁殖等情况虽有报道，但

是在国内未见冠鹤解剖方面的研究报道，为此

我们对幼年和成年的冠鹤材料做了一些解剖观

察，为在圈养条件下对冠鹤的科学饲养与保护，

提供一些形态学方面的基础资料。

! 材料与方法

!##%!!##(年，先后获得北京动物园圈养

条件下自然死亡的%例冠鹤（!例西非冠鹤，$
例灰冠鹤），其中’例为幼鹤，’例为成体鹤（表

!）。对它们分别称重、测量、剖检后，用!).的

福尔马林液固定，对其消化管道逐段测量，分类

制表进行分析，将各段长度值与体长之比进行

统计，找出幼鹤与成体鹤的差异。测量使用精

密直尺、皮尺、游标卡尺。

表! 实验材料介绍

序号 性别 年龄
体重

（1）

体长

（23）

翅长

（23）

尾长

（23）

嘴峰长

（23）

跗跖长

（23）

! ! 幼 &($) #& $’ &’ $-% &)
& " *月 ’’)) !&& $*-$ &’-$ $-& &!-$
’## " !-$月!’)$ ,($ &* * ’-( !&-$
* " *岁 ’$)) !!’ $, &’ % &&
$ ! 成年 $)&$ !’&-$ %& &%-$ % &’
%# ! ,岁 ’%)) !)% $* ’! % &&

注：#为西非冠鹤；##为自然孵化、亲鸟育雏

# 结 果

#$! 食管 如图!所示，食管起始于咽后，终止

于腺胃，分颈段和胸段两个部分。颈段食管偏

于颈的右侧。在食管内壁可见有!)!!&条纵

向的粘膜褶，称为食管褶。冠鹤无嗉囊，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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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冠鹤消化道示意图

!"食道；#"腺胃；$"肌胃；%"十二指肠降支；&"胰腺；’"十二指肠升支；

("空肠；)"卵黄囊遗迹；*"回肠；!+"盲肠；!!"直肠；!#"泄殖腔

食管的胸段有不发达的膨大部（除%号标本），

膨大 部 与 胸 段 食 管 长 的 比 值 范 围 是&+,!
’!"&,，冠鹤食管长与体长的比值约为$&"*,

（平均值），食管测量数据见表#。

表" 冠鹤食管测量值及其与体长比较

序号
食管

（-.）

颈段长

（-.）

胸段长

（-.）

食管长与体长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胃 如图!所示，胃分前后两部：前部为

腺胃，又称腺部或前胃；后部为肌胃，又称肌部。

腺胃外观呈纺锤形，位于腹腔左侧，在肝左右两

叶之间的背侧。前面以贲门与食管相通，后面

以胃峡与肌胃连接，其测量数据见表$。腺胃

长与体长的平均比值为$"),，幼鹤该值接近

或大于平均值，成年鹤该值接近或小于平均值。

肌胃外观为近圆形或椭圆形的双凸体，状似不

规则的圆饼，质地坚实，位于腹腔左侧，在肝后

方两叶之间的背侧。肌胃的内容物中除未消化

的食物外，还有少量的石子和细沙。肌胃通过

在前囊的幽门与十二指肠相通。在幽门处有一

个较大的横向粘膜褶，称幽门褶。肌胃的测量

数据 见 表$。肌 胃 长 与 体 长 的 平 均 比 值 为

’"!,。幼鹤该值接近或大于平均比值，成年鹤

该值小于或等于平均值。

"#$ 小肠 包括：十二指肠，空肠，回肠。如

图!所示，小肠在消化管道中最长，它的长度与

体长的平均比值为!!("*,，测量数据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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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冠鹤胃的测量值及其与体长比较

序号

前胃

长!宽

（"#）

胃峡

长!宽

（"#）

肌胃

长!宽

（"#）

前胃长与

体长比

（$）

肌胃长

与体长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十二指肠：位于腹腔右侧，形成较直的

长袢，其外形为平行的双“0”形，分为降袢和升

袢。在十二指肠降袢和升袢之间夹有胰腺。降

袢起始于肌胃的幽门，在肌胃的背左侧缘折转

为升袢，升袢沿降支的路径，伸延至十二指肠降

袢起始位置折转为空肠。在升袢末端有背腹侧

胰管、胆小管注入，该处为十二指肠与空肠的外

表分界，平均长度为’*+&"#，约占小肠平均长

度的’(+,$，十二指肠测量数据见表&。

表% 冠鹤小肠的测量值及其与体长比较

序号
小肠

（"#）

十二指肠

（"#）

空肠

（"#）

回肠

（"#）

小肠与体

长比（$）

十二指肠与体

长比（$）

空肠与体

长比（$）

回肠与体

长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空肠：位于腹腔下部偏左位置。具有

%(!%’个蜿蜒的曲线折转。在空肠%／’段稍

前（即,%+)$!**+)$之间，平均为,/+.$）位

置，可 见 卵 黄 囊 遗 迹，空 肠 的 平 均 长 度 为

.*+’"#，约占小肠平均长度的).$，空肠测量

数据见表&。

"#!#! 回肠：是小肠的末端，回肠的前端在两

侧盲肠前端联合线位置［,］。回肠末端分界为

回盲口处，回盲口同时是小肠与大肠的分界点。

回肠的平均长度为%’+’"#，约占小肠平均长

度的/+-$，测量数据见表&。

小 肠 长 度 与 体 长 的 平 均 比 值 约 为

%%-+/$，十二指肠的长度与体长的平均比值为

’*+)$，空 肠 的 长 度 与 体 长 的 平 均 比 值 为

-/+)$，回 肠 的 长 度 与 体 长 的 平 均 比 值 为

%%+)$。

"#% 大肠 包括盲肠和直肠。如图%所示，大

肠长度平均为’&+-"#，测量值见表*。大肠与

体长的平均比值为’,+)$，其中盲肠与体长的

平均比值为%.+-$，直肠与体长的平均比值为

&+.$。

"#%#$ 盲肠：分左、右侧盲肠，左侧盲肠平均长

度为/+&"#，右侧盲肠平均长度为%(+,"#，两

侧盲肠平均长度/+.*"#，两侧盲肠合计约占

消化道长度的.+/$（平均值）。盲肠基部略

粗，盲端略尖，位于回肠两侧。

"#%#" 直肠：为圆柱体，前端与小肠、盲肠连

接，后端与泄殖腔相连。直肠的平均长 度 为

*+%"#。测量数据见表*。

表& 冠鹤大肠的测量值及其与体长比较

序号 大肠

（"#）

盲肠

（"#）

左侧盲肠

（"#）

右侧盲肠

（"#）

直肠

（"#）

大肠与体

长比（$）

盲肠与体

长比（$）

直肠与体

长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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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殖腔 壁薄柔软，前与直肠连接，后通

泄殖孔（图!），泄殖腔为不规则的斗状，是消

化、泌尿、生殖三个系统的共同通道，泄殖腔的

平均长度为"#$%&，约占消化道的!#’(，测量

数据见表)。

表$ 冠鹤泄殖腔的测量值及其与体长比较

序 号

! * " + , )
平均

全长（%&） "#, +#" "#, "#$ " +#, "#$
与体长比（(） "#$ "#, +#, "#+ *#" +#* "#’

% 讨 论

由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幼鹤的

消化道生长发育与体长的生长发育并不同步，

从总的趋势看，冠鹤消化道的发育在幼年时占

有一定优势。

"号标本的各测量数据与体长的平均比值

均要明显高于其它标本的平均比值，可以看出

"号冠鹤消化道发育较早、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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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雁在中国的重新发现

朱书玉 吕卷章 王立冬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东营 *,’/.!）

摘要：雪雁据文献记载在中国为偶见冬候鸟，且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发现。本次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

区重新发现，并越冬))天。二个月观察表明：雪雁在此越冬情况良好。查阅有关文献，暂确认为偶见冬

候鸟。

关键词：雪雁；重新发现；黄河三角洲；偶见冬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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