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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腹角雉的骨骼系统

张子慧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北京 !SSSPN）

郑光美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北京 !SSDNQ）

摘要：分别对黄腹角雉成体和雏鸟的骨骼进行了观察、描述和测量。就骨骼系统的形态特征与适应性问

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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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鸡类骨骼系统的研究工作不多，仅见有

家鸡幼鸟头部骨骼生长发育的系统描述［!］；锦

鸡属、雉属、原鸡属骨骼系统的比较和白腹锦鸡

雏鸟骨骼系统的生长发育研究［E］，三种珍稀雉

类骨骼形态及量度比较［P］等工作。黄腹角雉

是世界濒危物种，我国的特产珍禽和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对其骨骼系统的研究未见报道，我

们对其成体和雏鸟骨骼做了初步观察。

$ 材料和方法

根据两套成体和若干零散骨骼标本及两只

雏鸟（O!Q日龄）透明骨骼标本进行描述和绘

图，对其中某些骨块进行了测量。

成体骨骼标本制作以常规方法进行，雏鸟

透明骨骼标本制作方法如下：（!）材料处理与固

定：将死亡的雏鸟剥去皮肤，清除内脏、冲洗体

腔以除去血污后固定于玻璃片上。浸于CQX
酒精中!!E星期脱水。（E）透明：将材料浸于

!XYIT中E!O天，至肌肉呈半透明状。（P）

染色：将材料浸于!X茜素酒精溶液中!!E
天。（O）脱水：先将材料浸于CQX酒精中!／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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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而后浸入!份!"!#"$%&和!份’"甘

油混合液中#!(天，阳光下暴晒；最后入)"
!*"&#%#液中!天，直至非骨组织上的颜色

全部脱掉。此时骨骼呈紫色，肌肉已透明。（’）

脱水：浸入#’"、’+"、,’"、!++"各级浓度的

甘油中进行脱水，在纯甘油中加入少量麝香草

酚蓝即可长期保存。

! 结 果

!"# 成体骨骼系统的形态描述 （!）头骨：头

部骨块已广泛愈合，骨缝消失，形成一完整的结

构。腭罩为裂腭型。巩膜骨!*枚；（#）脊柱：共

有*#枚脊椎骨参与组成。包括颈椎!(枚，游

离胸椎*枚，游离尾椎(枚，尾综骨!枚，愈合

荐骨由!’枚椎骨共同形成。第#!’和第!#
!!(颈椎的椎棘发达，并且第!(颈椎的椎棘、

椎体以及横突均与胸椎愈合。第!’、!(颈椎带

有发达的颈肋。胸椎共’枚，第’枚参与形成

愈合荐骨，余下的*枚中第*枚游离。前)枚

与第!(颈椎形成一完整的愈合结构：棘突、椎

下突愈合呈板状，横突亦在远端愈合（见图!）。

（)）胸骨与肋骨：胸骨的龙骨突发达，胸骨前缘

中央向前伸的片状物为胸骨棘，上有中央气孔。

侧前突与第!颈肋交叉。胸突末端铲状，搭在

第)、*肋骨之胸肋外侧。侧后突长，与胸骨之

图# 黄腹角雉躯干部骨骼

间的裂隙———卵圆切迹上覆有腱质膜。肋骨$
枚，前#枚为颈肋（仅为椎肋构成，后!枚具钩

状突）。与胸椎相连的肋骨’枚，均由椎肋与胸

肋构成且与胸骨相连，但仅前)枚的椎肋上具

钩状突（图!）。（*）前肢：肩带之肩胛骨伸达髂

骨侧前缘，边缘锋利。乌喙骨最为粗壮。锁骨

细，左右在腹中央愈合。上臂由粗大的肱骨构

成，在其近端和远端分别有突出的侧结节、内结

节和桡上髁与尺上髁，为翼肌提供了强大的附

着点。前臂与上臂等长或稍长，尺骨粗，为桡骨

的两倍有余。手部有腕骨二块，掌骨)枚，指骨

*枚，第#、)掌骨在近端与远端均有愈合。（’）

后肢：腰带的髂、坐、耻三骨愈合，上有闭孔、坐

骨孔、耻坐切迹等洞隙（图!）。腿骨之胫跗骨

长，内、外径骨脊发达，腓骨退化呈针芒状。跗

跖骨后方外侧有发达的骨质隆起，为部分足部

内生肌提供强大的附着面。

!"! 雏鸟的骨骼特征 雏鸟头部骨块未完全

愈合，尤其是后部，清晰可见上枕骨、外枕骨、顶

骨和额骨等骨块。颈椎!(枚，胸椎’枚，愈合

荐骨由!’枚椎骨组成，尚未完全愈合，游离尾

椎有-枚。胸骨本体、侧前突、胸突、侧后突等

呈分离状。肋骨,根，与胸椎相连的第!肋骨

具钩状突。前肢结构基本与成体相似，但第!
掌骨未与第#、)掌骨愈合。后肢腰带的髂、坐、

耻三部分间骨缝清晰，腓骨近端与胫骨未愈合，

胫骨脊尚未出现。胫骨与跖骨间有三块球形小

骨，二块靠近胫骨远端，一块在跖骨近端。

% 小 结

成体和幼体的骨骼形态对比可看出：除尾

椎外，骨骼系统主要结构的骨块数目在幼体和

成体是一致的；见于成体骨块愈合现象及钩状

突形成是随雏鸟的生长发育逐渐完成的。雏鸟

期各部骨骼的发育程度及发育速度也不尽相

同，各有其适应性意义。从前、后肢骨骼的愈合

程度看，胚胎发育过程中前肢较后肢发育快而

完善，这一观点不同于杨岚对地栖性白腹锦鸡

的研究结果［#］。认为这与黄腹角雉树上筑巢

有关，并且据郑光美等报道：黄腹角雉雏鸟的翅

羽极端早熟，在破壳后)天就能垂直起飞达

!.，水平飞行#!).，遇惊之后多飞栖于高大

树木的树干上隐蔽［*］。

黄腹角雉骨骼系统的组成及各部特征与环

颈雉、白腹锦鸡等几近一致。参照杨岚对环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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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和白腹锦鸡的研究对黄腹角雉部分骨块进行

了测量并与之进行了对比（见表!）。对所测性

状经!检验，发现黄腹角雉与白腹锦鸡的跗跖

骨几近等长，无明显差异；其余各骨均存在显著

差异（"!"#"$）。结构特点反映了功能与生活

习性的差异：白腹锦鸡适于地栖生活；黄腹角雉

较善飞翔，适于树栖。

表! 环颈雉、白腹锦鸡、黄腹角雉部分骨骼的量度（单位：%%）

骨骼名称

环颈雉

&雄 &雌

"# $% "# $%

白腹锦鸡

&雄 $雌

"# $% "# $%

黄腹角雉

’雄 ’雌

"# $% "# $%
龙骨突长 ()*( ’*$" +,*- !*() +!*" !*(- ,-*’ -*’+ )-*$ "*+! )"*- "*’(
龙骨突高 -’*$ !*"" ’,*( "*)( ’&*- "*$" ’!*, !*!& -$*$ "*+! -$*" "*""

肱骨长 ,(#$ "#$( ,’#$ "*$( $(*$ !*"" $+*" "*+! +’*" !*&! ,(*$ "*+!
尺骨长 ,&*" "*(’ $+*( "*$" $&*" "*(’ $’*& "*() +!*( "*’( ,)*" "*’(

腕掌骨长 -&*" "*(’ -!*" "*"" ’)*" "*(’ ’+*, "*$$ -,*" "*"" -$*$ "*+!
股骨长 +(*" "*(’ +"*" "*"" ++*" !*&! +&*& !*(’ (+*+ "*)) +(*$ "*+!

胫跗骨长 )(*- ’*(+ (,*- ’*", !"(*( $*!’ !"-*( !*)’ !!(*+ ’*&" !!"*( !*",
跗跖骨长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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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条件下白唇鹿行为观察#

何利军" 丁由中" 夏述忠# 王小明"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 #上海野生动物园 上海 ’""!-"）

摘要：!))(年-!&月，我们对圈养条件下白唇鹿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雌雄间没有亲密行为发生，攻击

行为也较少（只占$#)-F）。而攻击行为主要表现于雄雄间（,’#’’F），雌雌间（-!#(-F）。雌雄性个体

对外界干扰因子均比较敏感。

关键词：白唇鹿；圈养；个体行为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H 文章编号："’$"?-’,-（’"""）"’?’+?"$

白唇鹿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其野生种

群仅分布于我国海拔-$""!$"""%的青藏高

原，属耐寒型动物［!］。到目前为止，对白唇鹿

的行为研究主要涉及其繁殖行为［’!,］。为了

更完整地认识白唇鹿的行为，我们于!))(年-
!&月，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对圈养的+头成年

白唇鹿进行了追踪观察，以期提供其非发情期

行为特征。现将结果做如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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