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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野外 , 从先年的秋初至当年春末被迫迁移前 , 东方田鼠在湖滩上能保持较高的繁殖

能力 ; 在夏季 , 不论栖息在农田还是岗地 , 都是东方田鼠的繁殖低谷。夏季 (6～8 月) 在实

验室自然温光条件下与人工控制较低温度条件下同时进行观察 , 结果表明 , 前种条件下东方

田鼠的繁殖能力明显低于人工降低温度缩短光照条件下 的繁殖力 , 此变动趋势与野外观察到

的繁殖力季节动态一致 , 可以说明夏季温光条件不利于东方田鼠的繁殖。另一方面 , 东方田

鼠的繁殖能力最低的 6 月并非全年最热的月份 , 这是因为东方田鼠的被动迁移对体力的消耗

加剧了夏季温光对繁殖的影响程度。因此 , 认为洪水引起的东方田鼠被迫迁移和夏季的温光

条件共同影响了东方田鼠的繁殖。洞庭湖区东方田鼠主要在冬春季繁殖 , 而分布在高纬度地

区的田鼠类动物和分布在高纬度地区的东方田鼠在夏季繁殖 , 在月份上虽不同 , 但其繁殖盛

期的气温则相近 , 其实是田鼠类动物喜寒惧热特性的反映 , 乃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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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田鼠 ( M icrot us f ortis) 是洞庭湖湖泊河汊区的优势鼠种。该鼠以湖泊周边的

滩地 , 即苔草 ( Carex spp . ) 沼泽和芦苇 + 荻 ( Phragmites com m unis + M iscanthus

saccharif lorus) 沼泽为最适栖息地[1～3 ] 。洞庭湖枯水季节 , 湖滩出露 , 东方田鼠多栖息

在湖滩上 ; 汛期 (一般年份在 5～9 月之间) , 湖水上涨 , 湖滩被淹 , 东方田鼠被迫迁入

垸内农田 , 到秋后则主动迁至湖滩。武正军等[2 ]报道了洞庭湖区东方田鼠的繁殖特征 :

东方田鼠全年繁殖 , 秋初至翌年春末为其主要繁殖期 , 其中冬季 12～2 月繁殖强度最

高 , 夏季怀孕率极低 ; 从栖息地角度看 , 栖息在湖滩上的东方田鼠的繁殖强度最高 , 稻

田次之 , 岗地最低。由此认为 , 东方田鼠在湖滩被淹时被迫迁入垸内 , 因对新环境不适

应 , 导致迁移期及迁移后两个月的怀孕率很低 , 以后逐步回升。郭聪等[3 ]则提出 , 由

于农田的双季稻栽培系统不能给东方田鼠的定居和繁殖提供足够长的时间以及种间竞争

等环境压力 , 抑制了东方田鼠在农田中的繁殖。但当时是仅就观察到的现象作粗略的分

析 , 本文将野外调查数据逐月按生境统计 , 再结合室内实验资料 , 进一步着重讨论迁移

和夏季自然温光对其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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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和结果

111 　野外调查方法与结果

11111 　观察区概况

　　东方田鼠自然种群的繁殖特性观察在洞庭湖区进行。有关研究区概况 , 武正军

等[2 ] 、郭聪等[3 ]已有较详细的描述 , 在此仅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和补充。

　　洞庭湖区位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区 , 气候四季分明 , 冬冷夏热 , 1 月平均

气温 318～415 ℃, 7 月平均气温 2814～2912 ℃。日最低气温 < 0 ℃的日数为 1717～

3711 d , 日最高气温 ≥35 ℃的日数为 918～2814 d。湖区地貌由湖泊河汊、河湖冲击平

原及环湖岗地与低丘陵组成。滨湖农田多为围湖所造 , 农作物以双季稻为主。枯水季节

防洪堤外有大片出露的湖滩地 , 多为苔草沼泽或芦苇 + 荻沼泽植被。

　　调查点在岳阳县麻塘镇 , 枯水季节防洪堤外有大片湖滩 , 宽约 115～215 km , 高程

在 26～30 m 之间 , 由苔草属 ( Carex ) 为主的植被全面覆盖。防洪堤内侧南边有一岗

地 , 上有人工林及旱作地 , 野生草本植被以黄背 ( Themeda t riandra) 、三毛草 ( T rise2
t um bif i dum ) 和白茅 ( Inpenruta cylindrica) 为主[4 ] 。

11112 　调查方法

　　1991 年 12 月至 1994 年 12 月在垸内农田及岗地荒坡作夹日法调查 , 采用大号铁皮

夹 , 夹距 5 m , 以生葵花子作诱饵。农田逐月进行 , 任选距防洪堤不同距离的 3～4 片

稻田、菜地 , 沿田埂和田边水渠置夹 , 每片地 80～160 夹 , 每月 350 夹日以上。岗地每

季调查一次 , 直线置夹 , 置夹量每次 200 个以上。此外 , 枯水季节在湖滩地挖洞捕鼠 ,

每次挖洞群 20～50 个。对所捕获的鼠逐一剖解 , 记录繁殖状况。

11113 雌性繁殖特征比较

　　武正军等[2 ]总计分析了胴体重 > 18 g 的雌鼠 (即含亚成体) 繁殖特征 , 因个别月

份亚成体比例特高而影响该分析的准确性。今改以体重 ≥42 g 为标准 , 即将成体一组

以上的成年雌鼠的繁殖状况再作统计分析。

　　表 1 列出成年雌性鼠在湖滩、稻田和岗地 3 个生境的主要繁殖参数。由于东方田鼠

的季节性迁移 , 不同季节的繁殖特征为非同一栖息地之间的比较。从 3 个栖息地不同月

份的怀孕率和总怀孕率来看 , 东方田鼠的主要繁殖期是栖息在湖滩上的时候 , 成年雌鼠

总怀孕率达 6312 % , 显著高于农田中的 2211 % ( u = 81302 , P < 0101) 和岗地上的

2013 % (u = 51546 , P < 0101) 。

　　从时间来看 , 东方田鼠的主要繁殖季节是在秋季至翌年的春季 , 主要是东方田鼠栖

息在湖滩上时 ; 秋季在稻田中的繁殖力亦较高 , 按 1993 和 1994 两年的 9～10 月计怀孕

率为 5319 % ( ±SD 414 %) 。刚迁入稻田的东方田鼠 , 1992 年仍然保持较高的怀孕率

和胎仔数 , 后两年则反映出胎仔数已显著减少 , 而其后会有所回升。整个夏季 (6～8

月) 成年雌性东方田鼠的繁殖力都较低 , 3 年总的怀孕率仅为 1019 %。

　　平均胎仔数的变化有一定规律。繁殖盛期 (10～4 月) 平均胎仔数较高 , 但其中 1

月份较低 , 可能与该月的气温低有关。迁入农田初期平均胎仔数亦较低 , 然后逐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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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可能与迁移时体力的消耗和对夏季的高温不适有关。
表 1 　成年雌性东方田鼠在不同栖息地的繁殖特征

Table 1 　Bree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ult females of Yangtse voles in different habitats

年 ,月

Year1

Month

湖滩 Lake beach

雌成鼠数

No1 of

adult

females

孕鼠数 (率)

No1 of the

pregnant

(Rate , %)

平均胎仔数

(X±SD)

Mean litter

size

稻田 Paddy field

雌成鼠数

No1 of

adult

females

孕鼠数 (率)

No1 of the

pregnant

(Rate , %)

平均胎仔数

(X±SD)

Mean litter

size

岗地 Hill

雌成鼠数

No1 of

adult

females

孕鼠数 (率)

No1 of the

pregnant

(Rate , %)

平均胎仔数

(X±SD)

Mean litter

size

1992101 14 8 (5711) 313 ±113 0
1992102 16 15 (9318) 513 ±110 0
1992103 49 31 (6313) 515 ±113 0
1992104 4 1 (2510) 7 8 6 (7510) 710 ±212
1992105 2 0 0
1992106 2 0 0
1993102 7 4 (5711) 4180 ±110 0
1993103 7 7 (10010) 512 ±113 0
1993104 4 4 (10010) 715 ±113 0
1993105 27 0 0
1993106 38 3 (719) 217 ±115 16 0 0
1993107 31 4 (1219) 313 ±117
1993108 13 6 (4612) 413 ±015
1993109 15 8 (5711) 616 ±114 11 0 0
1993110 13 7 (5318) 616 ±114
1993111 1 1 (100) 6 0
1993112 5 3 (6010) 313 ±016 3 1 (33) 3 5 1 (2010) 3
1994101 6 0 0 0
1994102 11 10 (9011) 414 ±018 0
1994103 7 5 (7114) 418 ±018 0 10 8 (8010) 516 ±015
1994104 13 2 (1514) 510 ±010 2 2 (100) 510 ±010
1994105 23 3 4 3 (1714) 413 ±110
1994106 32 0 0 12 0 0
1994107 16 0 0
1994108 15 3 (2010) 413 ±016
1994109 5 3 (60) 513 ±0 ,6 2 1 (50) 4
1994110 26 13 (5010) 614 ±117
1994111 1 0 0
1994112 0 3 2 (67) 215 ±017
总计 Total 144 91 (6312) 511 ±114 272 60 (2211) 512 ±119 59 12 (2013) 418 ±114

注 Note : 11 东方田鼠迁入与迁出湖滩的时间分别为 : 迁入均在上年的 9～10 月间 ; 迁出 : 1992 年 3 月下旬 , 1993

与 1994 年 5 月下旬 [3 ] 　When the animals moved out the beach occurred at the end of March in 1992 , the end of May in

1993 and 1994 respectively ; The animals moved back to the beach was between September and October each year

2. 1992 年由于种群数量较低 , 1992 年 7 月至 1993 年 1 月未能获得有关东方田鼠的繁殖资料 　We didnπt get the re2

productive data of the animals from J uly of 1992 to January of 1993 because of the very low population density

3. 年龄分级标准 : ♀> 42 g 为成年 [5 ] 　The body weight of females which were heavier than 42 g was classified as adult

4. 3 表示东方田鼠向农田迁移时捕自防洪堤上　The voles were captured on the dike during the emigration of the ani2

mals

11114 　雄性繁殖特征比较

　　武正军等[2 ]分析雄性繁殖特征时亦包含亚成体 (胴体重 > 18 g) , 现也剔除之 , 按

体重 ≥46 g 的个体统计 , 见表 2。剖解繁殖时的雄性东方田鼠 , 根据附睾的状态 , 将附

睾分为饱满 (体积大 , 附睾管粗 , 充满精液) 、可见 (体积中等大小 , 附睾管可见 , 内

有精液 , 但未被充满) 和不明显 (体积小 , 附睾管不可见) 3 级 , 同时记载睾丸是否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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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从不同栖息地的雄性东方田鼠的繁殖特征可知 , 湖滩上雄性东方田鼠的睾丸下降率

及附睾饱满率最高 , 分别达 7510 %和 6910 % , 附睾不明显率最低 , 仅 1719 %。农田中

捕获的成年雄性东方田鼠的睾丸下降率和附睾饱满率分别为 5212 % 、4715 % , 与湖滩

相比差异显著 (u下降率 = 51074 , P < 0101 ; u饱满率 = 41735 , P < 0101) 。同样荒坡上的睾

丸下降率 ( 4012 %) 和附睾饱满率 ( 3117 %) 与湖滩相比亦有显著差异 ( u下降率 =

51362 , P < 0101 ; u饱满率 = 51598 , P < 0101) 。农田和荒坡上东方田鼠的附睾不明显率

较湖滩高 , 分别为 4715 %和 5713 % , 与湖滩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u农田 = 71081 , P <

0101 ; u湖滩 = 51047 , P < 0101) 。

　　1992 年由于迁入农田的数量较少 , 对于雄性东方田鼠的繁殖不便作分析 , 但 4 月

份 , 即迁入农田的第 2 个月 (该年 3 月下旬湖滩被淹 , 东方田鼠便全部迁入垸内) , 从

成年雄鼠的睾丸下降率与附睾饱满率来看 , 雄性鼠仍处于繁殖活跃期 , 与雌性的繁殖状

态 (见表 1) 吻合。1993 年和 1994 年东方田鼠迁入农田的月份均在 5 月 , 当时所捕获

的成年雄性鼠仍然有一定比例的睾丸下降率和附睾饱满率。但在 6 月 , 即迁入农田的第

2 个月 , 其睾丸下降率与附睾饱满率进一步下降 , 部分雄性鼠的睾丸甚至萎缩。整个夏

季 (6～8 月) 成年雄性鼠的睾丸下降率和附睾饱满率都较低。从 9 月开始 , 雄性东方

田鼠恢复繁殖。从整体上看 , 稻田中雄性东方田鼠的繁殖动态与雌性鼠的繁殖动态相吻

合。

112 　室内实验的方法与结果

11211 　材料与方法

　　1996 年 6 月 3 日洞庭湖汛期捕获的东方田鼠 , 性尚未成熟。捕获后带回实验室单

鼠分笼饲养在 15 cm ×20 cm ×14 cm 的塑料盒或 15 cm ×25 cm ×15 cm 的有机玻璃动物

饲养盒中 , 每盒饲养 1 只。饲料为特制颗粒饲料 , 饲料与水投放充足 , 每天投放禾本科

青草一次。垫料用锯末 (购自木材加工厂) , 并投放干稻草为作巢材料。每 5～7 d 更换

垫料一次。在饲养的过程中 , 温度与光照未加控制。

　　实验过程 : 1997 年 5 月将 106 只东方田鼠 (雌雄各半) 随机雌雄配对 , 每对置于

一个 25 cm ×38 cm ×15 cm 有机玻璃饲养笼内。实验分为人工控制温光组和自然温光

组。人工温光组为 36 对 , 置于人工控制温光条件下 (21～23 ℃, 12L : 12D) , 自然温

光组为 17 对 , 仍留在实验室的自然温光条件下 (26～36 ℃之间 , 白昼长于黑夜) 。观

察不同条件下东方田鼠的繁殖情况。

11212 　结果

　　表 3 为观察结果。6 月份两种条件下的产仔对次数均较少 , 而且两者之间的比例很

接近 , 差异不显著 ( P = 11000 , Fisher exact probability test) 。但 7 月与 8 月的情况则大

不相同 , 人工温光控制条件下产仔对次数均明显大于自然温光条件下的产仔对次数 , 其

中 7 月份的差异显著 ( P = 01018) , 8 月份虽未达显著水平 ( P = 01095) , 但差异还是

较为明显。可以看出 , 其繁殖与温光变化的关系 , 在相对温差较小的 6 月 (月平均温度

为 2513 ℃) , 其产仔对次数无显著差异 , 而在最热的 7 月和 8 月 (月平均温度为 2810

℃和 2910 ℃) , 差别较大。7 月和 8 月人工控制温光条件下的平均胎仔数也大于自然条

件下的胎仔数 ,但由于后者的胎数较少 ,不便作统计分析。本项实验观察只进行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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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未能作不同等级温度和光照组合的比较 , 本实验中自然温光组鼠对数亦偏少 , 有待

进一步实验。但初步结果反映出高温对东方田鼠繁殖不利 , 这与野外调查结果是相吻合

的。
表 3 　不同温光条件下东方田鼠繁殖情况

Table 3 　The reproductive states in different condition

月份

Month

人工温光条件

Artificial conditions

(21～23 ℃, 12L : 12D)

配对数

No. of

pairs

产仔对次数

No. of preg

2nant pairs

平均胎仔数

Mean litter

size

自然温光条件

Natural temperature and

light/ dark cycle

配对数

No. of

pairs

产仔对次数

No. of preg2

nant pairs

平均胎仔数

Mean litter

size

6 36 5 118 17 2 215

7 36 13 513 17 1 1

8 36 9 414 17 1 3

2 　讨　论

211 　迁移对东方田鼠繁殖的影响

　　1993 年与 1994 年 , 东方田鼠的迁移均发生在 5 月下旬 , 从表 1 可知 , 1993 年 5 月

未捕到怀孕鼠 , 但 1994 年 5 月则有一定比例的怀孕鼠 , 两年 5 月的合计怀孕率为

810 %。由此看来尽管东方田鼠从湖滩向垸内迁移大多是以游泳方式进行 , 并且在迁移

过程中体力消耗很大[3 ] , 但部分怀孕鼠仍能成功地迁入垸内。从 1993 年和 1994 年 5 月

雄性鼠的睾丸情况看 , 此时其睾丸下降率及附睾饱满率均相对较高 , 两年合计为

3414 %和 4519 %。这说明 , 在东方田鼠迁移前有一定强度的繁殖力。但是 , 到 6 月 ,

即东方田鼠迁入垸内 1 月以后 , 两年合计雌性鼠怀孕率为 413 % , 雄鼠睾丸下降与附睾

饱满的比例分别为 2312 %和 2416 %。无论雌鼠还是雄鼠其繁殖强度均有所降低 , 其中

6 月份雄鼠的附睾饱满率显著低于 5 月份的附睾饱满率 (u = 21986 , P < 0101) , 6 月份

睾丸下降率与 5 月相比也有明显差异 (u = 11654 , u0105 = 11960) 。值得注意的是 1993

年和 1994 年 6 月份有的成年雄鼠的睾丸甚至出现萎缩的情况 , 其中 1993 年 6 月成年雄

鼠的睾丸萎缩率竟高达 1710 %。

　　从室内饲养结果看 , 未控温光组繁殖能力同人工温光组差别在 6 月份尚不显著 , 而

野外的东方田鼠繁殖力在该月均很低 , 并且有些雄鼠的睾丸还出现了萎缩 , 这应看作是

与迁移有关。因为迁移会使东方田鼠消耗大量体力 , 迁移到垸内以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恢

复体力并且要重新寻找栖息地 , 这些都不利于东方田鼠的繁殖。

　　当秋季湖水回落湖滩出露以后 , 东方田鼠迁回湖滩 , 这种回迁与向垸内的迁移有本

质不同 , 迁出是被动的 , 突发性的 , 东方田鼠的体力消耗很大 ; 回迁则是主动的 , 逐步

进行的 , 不会使东方田鼠消耗过大的体力[3 ] 。因此东方田鼠向湖滩的回迁不会影响到

东方田鼠的繁殖 , 不少繁殖雌鼠甚至带胎向湖滩回迁[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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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田鼠类动物 (Microtinae) 喜寒惧热 , 主要分布在北纬 35°以北 , 例如北

美州的田鼠属 ( M icrot us) 动物主要分布于 40°～70°N 之间[6 ] , 而分布在北纬 30°以南

的田鼠类动物极少[7 ] 。由于高纬度地区的冬季很冷 , 分布在高纬度地区的田鼠类动物主

要在夏季繁殖[8 ] , 冬季则进入繁殖停止状态。东方田鼠在我国有 4 个亚种 , 即指名亚种

( M . f ortis f ortis ) 、东北亚种 ( M . f ortis pelliceus ) 、长江亚种 ( M . f ortis calamo2
rum ) 和福建亚种 ( M . f ortis f ujianensis) , 分布范围很广 , 纬度跨度很大 , 从北纬 23.

5°至北纬 48°以北都有分布[9 ,10 ] 。分布在北纬 40°以北的东方田鼠的繁殖期均在 5～9

月[10～12 ] , 冬季停止繁殖 , 这与分布在高纬度地区的其他田鼠类动物相似。分布在北纬

34°和 38°的东方田鼠的繁殖期有所提前 , 为春夏繁殖[13 ,14 ] 。分布在北纬 30°以南的东方

田鼠都能全年繁殖[2 ,13 ] 。洞庭湖区东方田鼠虽能全年繁殖 , 但主要繁殖期在秋季至翌

年春末 (9 月至翌年 5 月) , 与分布在高纬度地区的东方田鼠夏季繁殖显著不同。但从

温度上看 , 则具有一定的同一性。洞庭湖区地处北纬 30°以南 , 其繁殖盛期的气温与北

纬 40°以北的田鼠的繁殖盛期的气温接近。

　　表 4 列出了洞庭湖区雌雄东方田鼠以季节统计的繁殖状况。1992 年在夏季未捕获

到怀孕雌鼠 , 而 1993 和 1994 年的夏季的怀孕率 (分别为 1313 %和 410 %) 在各年中都

是最低的 , 而在冬季的怀孕率分别达到 7617 %、5711 %和 5116 % , 在各年中都是最高

的。同样雄性的睾丸下位率和附睾的饱满率在夏季最低 (见表 4) 。可以看出 , 整个夏

季东方田鼠的繁殖强度均较低 , 而在秋季气温下降以后 , 东方田鼠恢复繁殖。无疑夏季

的高温对东方田鼠的繁殖有很大的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得知 , 东方田鼠仍保留了田鼠类

动物“喜寒惧热”的特点。在实验室进行观察的结果与野外观察一致 , 即夏季自然温光

条件下东方田鼠的繁殖力明显低于人工控制的较低温光条件下的繁殖力。

　　1992 年洞庭湖汛期较常年来得早 , 3 月下旬湖滩被淹 , 迫使东方田鼠迁入垸内 , 4

月稻田中的雌性东方田鼠的怀孕率、雄性东方田鼠的睾丸下降率及附睾饱满率都较高 ,

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繁殖强度。1994 年 4 月 (迁移期前) 零星迁入农田的东方田鼠的繁

殖情况与 1992 年 4 月类似 , 亦保持较高的繁殖强度。4 月份 , 即东方田鼠迁入稻田一个

月以后 , 无论是雄鼠还是雌鼠都保持了较高的繁殖强度 , 这是因为 4 月的气温较低 , 东

方田鼠仍处于繁殖盛期 , 迁移不至于使东方田鼠的繁殖强度降低得太多。综上分析 , 洞

庭湖区夏季的温光条件是影响东方田鼠繁殖的主要因素 , 而东方田鼠向垸内的被动迁移

对体力的消耗加剧了其影响程度。

　　在夏季洞庭湖区东方田鼠繁殖力低 , 也与其夏季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影响有关 , 如农

田的双季稻栽培系统不能给东方田鼠的定居和繁殖提供足够长的时间及种间竞争等抑制

了东方田鼠的繁殖[1 ,3 ] 。从本研究看出 , 由洪水引起的被迫迁移及夏季的温光条件是影

响其繁殖的两个主要因子。一般认为 , 气温与光照周期都影响田鼠类动物繁殖[8 ,16 ,17 ] ,

而我们未对气温与光照这两个因子分开加以考虑 , 并且未做不同等级温、光的比较实

验 , 这些尚待今后进一步研究。东方田鼠在我国分布广泛 , 分布在洞庭湖区和分布在高

纬度地区东方田鼠的繁殖季节差异较大 , 洞庭湖区的东方田鼠在夏季繁殖力低是对当地

生态环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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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HIGH TEMPERATURE IN SUMMER AND THE

MIGRATION FORCED BY FLOOD ON THE BREEDING

OF M ICRO TUS FO R TIS IN DONGTING LAKE AREA

GUO Cong 　ZHAN G Meiwen 　WAN G Yong 　L I Bo 　CHEN Anguo
( ICS C - Worl d L aboratory Rodent Cont rol Research Center , Changsha Instit ute of agricult ural Modernization ,

the Chi 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Changsha , 410125)

Abstract : The Yangtse voles ( M . f ortis) colonize the beach of Dongting lake area (28°13′

～29°55′N , 111°11′～113°43′E) from early autumn to spring when the water level is low

and migrate to farmlands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from May to J une) . The Yangtze voles

have a high breeding potential during autumn to spring when they inhabit on the lake beach ,

but the breeding rate largely declines after they move to farmland. It was found that follow2
ing the migration the testes of males became smaller , and also the pregnant rate of females

declined. This makes the breeding rate of the animalπs declines to lowest level in J une and J u2
ly. Our studies by field observations an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and light cycle in summer in Dongting Lake region depress the breeding of Yangtse voles.

This is opposite to the most of M icrot us species that live at high latitudes (above 35°N) .

The physical st ress of the animals f rom migration during the flood reinforces the influence.

Key words : Yangtse voles ( M icrot us f ortis ) ; Breeding ; Temperature ; Stress ; Dongting

　　　　　　lake

(上接第 302 页)

注 Note : 3 全体重≥46 g 为成年鼠 [5 ] 　The male voles that the body weights were above 46 g were classified as adults

3 3 N TS/ NAM = Number of testes in scrotum / Number of adult male ; NWT = Number of withered testes ; RWT = Rate

( %) of withered testes

3 3 3 根据附睾的大小及附睾管的粗细 , 将附睾分成 3 种类型及大小 ; 大 : 附睾大 , 附睾管粗 , 饱满 ; 中 : 附睾

中等大小 , 附睾管可见 ; 小 : 附睾小 , 附睾管不可见 　The epididymes were divided into large , medium , small , ac2

cording to the size and the ductus of epididymes. The large : the size of the epididymes was large and the ductus was thick ;

The medium : the size of epididymes was medium and the ductus was visible ; The small : the size of epididymes was small

and the ductus was in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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