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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找几件材料架成一个手术台凑合着完成手 

术。笔者在应用这项技术时，以玻片染色架为 

基本材料，制作一简易、牢靠、实用的小手术台 ， 

现介绍如下 ： 

(一)材料和方法 玻片染色架，有机玻璃 

扳或塑料板一块 (9 x 7cm)，502胶水。 

制作方法 取玻片染色架，先将一端的提 

手环向外掰成直角，然后根据染色架平面的大 

小，将有机玻璃或塑料板块裁成与其大小相仿 

的凸字形，再将裁下的此板平放于架面上，突起 

部分插入手提环内(未搿弯的一端)，此时便可 

阻1 筒县小鼠售}罹往手术古 

用 502臆进行粘台。然后，再取一藏下的边角 

小条，横向地安置于手提环的腰部 ，边用 502胶 

进行粘合(见图 1)。 

操作方法 将受试小鼠仰卧平放 于 台 上r 

头部伸人手提环内 (即凸字形顿块的突起端)， 

打开腹腔与胸腔，将头皮针从心尖部插入，并靠 

在手提环的横杠上，用一夹子固定住，然后，推 

注灌注液，待门脉血管充盈后 ，便可挑破门脉血 

管，用一小稽接住冲洗出的成虫。 

(二)结果 本法制作肝灌注手术台简便、 

实用。以往施行这一手术，需三个人配合操作 

(一人稳住针头，一人轻揉肠管和收集成虫，另 
一 人推灌注液)o采用本手术台，由于针头可以 

固定于台架上，因此可节省一个人力。另外 ，小 

鼠平放于台上后，四肢可用夹子固定于架上，防 

止移动 ，方便操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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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鲵 生 殖 系 统 发 育 研 究 

宋 鸣 涛 王 琦 
(西北强危动物研究所) 

■曩 大鲵是我国特有的大型有尾两栖类，是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在医药、食用和观赏荨方面都有 

一 定的价值。笔者通过 41尾幼体，29尾成体的浸蔽标本的解剖 ，观察了大鲵生殖系统的发育变化，太 

蜕的幼体外鳃萎缩后，性分化基奉分明。体长在 260毫米以上的个体，性腺发育基奉成熟，参与繁殖。 

大鲵 (MegalobatrachHs davidianus) 是 

我国特有的两栖动物 ，列为国家二类保护的珍 

贵动物a大鲵在食用、药甩和观赏等方面都有 

一

定的债值。大鲵生殖系统发育的研究，阳爱 

生等 1981年已从组织学方面作了报遭。 本文 

根据 l985—1988年野外调查时采集的标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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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观察生殖系统发育的变化，为人工养殖和保 

护大鲵珍贵动物资源提供资料o 

(一)材料和方法 在陕西南部的 大鲵 调 

查 中，历时三 年多 ，先后采集 累积标本 共 70尾 ， 

其 中幼体 4l尾、成体 29尾 ，解剖观察 大鲵 生殖 

系统的发育情况。解剖所 用标本 是在 野外 捕捉 

后，即用 l 0％的福尔马林溶液浸泡固定 o 

(二)观察结果 

l_大鲵幼体的性分 化 

大鲵的幼体是指外鳃生长期间的个体。解 

剖幼体标本 4l尾，一般是外鳃刚开始萎缩的幼 

体，性分化基本明显；但是 ，有一尾外鳃已萎缩， 

仅留有外鳃孔，而性却未分化 ，占2．44％。也有 

丽尾劫体，既无外鳃又无外鳃孔，性仍未分化， 

占 4．88％(见表 1)。 

裹 l 太鲺幼体性分化衰 (单位：毫米) 

外鳃 数 量 性 刖 头体长 足 长 

来 分化 l̈5 1j0 85 90 

无 6 l25—148 7O 82 }雏形 

未 分 化 ．70 

鳃孔 6 1 l16—128 }雏嘭 
6j 

未 分 化 35— 145 27 Bl 

有 53—7O }雏形 
57— 63 90— 101 

2．大鲵雄 的生殖系统 (见图 1) 大鲵的 

外鳃萎缩消失后，两性分化己明显。雄性生殖 

系统有米黄色的睾丸两个 呈长卵圆形，位于每 

侧肾脏的腹面，睾丸有一长的纵淘，输精小管由 

此穿过肾脏内侧的睾丸系膜 ，通向输精管(输尿 

管)，到泄殖腔摊出体外 

3．大鲵雌性生殖系统 (见图 2) 大鲵雌体 

生殖系统，由卵巢和输卵管等部分组成。卵巢 

呈条带状，盘绕于腹部肠间，卵巢系膜同肾脏内 

侧相连o 1986年6月采，体长 330毫米，尾长 

165毫米，卵巢中的卵大小不一，大体可以分为 

三类； 一是卵径约为 3—3．5毫米 ，呈深黄色； 

周 

图 1 太鲵堆性生殖系统，1．输精小管；2．输精(屎)管； 

3·系摸；}·睾丸；5．肾脏 6．泄殖腔；7．磅雎；8．性殖 

孔。 固 2 太鲵雌性生殖系统，1．鬻斗口；2．卵巢；}． 

糟卵酱； ．膀胱；5．泄殖腔；6．泄璃孔 

二是卵径约 2—2．5毫米 ，呈淡黄色；三是卵径 

约 O．5--l毫米，呈乳白色。 输卵管是上端细、 

下端粗，长而弯曲、管壁厚的管。输卵管为头体 

长的 1．6倍。 输卵管前端的漏斗1：3，位于体腔 

前部、前肢的腋下、肝晦前部侧面，开1：3朝前斜 

方。输卵管的下端，管壁更厚内密布横细纹。输 

卵管通向泄殖腔的侧面。成熟的卵经过漏斗1：3 

进人输卵管，卵在输卵管里，从上端往下运行中 

裹包胶质囊后，念珠状的卵带通过泄殖腔排出 

体外。 

大鲵的生殖期，根据解剖标本的睾丸、卵巢 

逐月观察以及野外调查 ，认为阳爱生等 从组 

织学分析，大鲵的繁殖盛期是夏末秋初，吻合实 

际 ，不再冗述。 

依卵细胞的形态学特征 ，将卵细啦划分为 

6个发育时相 ，第四时相末，直到第五时相， 

卵已成熟，卵径 4—7毫米。解剖卵巢观察，卵 

径在 4毫米以上，体长在 260毫米以上的个体， 

性已成熟参加繁殖。 观察了 L1月份两尾大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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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体，体长是 250、265毫米 ，睾丸分别是；左 

侧 62×10×5、右侧 54× 10×5毫米；左侧 

60× l1×6、右侧 58×10×5毫米。睾丸是 

米黄色，睾丸系膜上端输精小管可见。根据雌 

雄标本的性腺分析，大鲵体长在 260毫米以上 

的个体，性腺发育基本成熟 ，卵细胞能够受精 ， 

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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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林麝生态考察和麝资源的消长 

吴 名 川 
(广西#止勘探设计院) 

高 耀 亭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摘要 本文是对广西喀斯特地形内林麝的食性等生志考察资料的总结。 特别在地理分布上，依数 

量多寡对 62个县划分为三个级别是目前最详尽资料。以麝香产量为基础，初步总结全广西林麝资源在 

不同年代下 降平均数量，在国内尚属首次报导。 对广西恢复发展林麝资源和进一步经营管理上均有一 

定参考价值。 

广西的动物资源种类繁多，在草食性兽类 

中，麝的分布较广数量也较多。野麝资源的著 

名动物产品即麝香。雄性麝的腹部，在脐下和 

生殖器之间具有麝香囊。 囊内生成井 贮有 麝 

香。它是动物本身彼此通讯联络和求偶的一种 

雄性外激素。麝香的特点是香味浓郁，刺激性 

强且能保持香味经久不散。麝香在我国中草药 

里是传统的著名动物药。它对人的中枢神经系 

统起兴奋怍用。特别是呼吸中枢及血管舒缩中 

枢反应较大。应用麝香制备的中成药，高述数 

十种。同时麝香又是香料工业不可缺少的固香 

定香剂。麝香的用途大、经济价值高，故此，广 

西麝是自治区内各种经济动物 中最重要的一种 

＼i蚋 野源 ＼一一一～  ～ 
一

广西的麝为林麝 (Moschu*berezovrl~ii)， 

在我国的三种麝内，虽然林麝的个体略小于东 

北地区的原麝 (Moschus．moschi )和青藏 

高原的马麝 (Mo；ckus ckrysogaster)，但林麝 

的产香量并不少 ，且 质量亦佳。因此 ，调查研 究 

全广西麝的资源数量、分布地区以及历年资源 

消长量等情况具有很大意义。麝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又是重要药用动物资源，今后如何保 

护和加强管理、合理利用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

、 林麝的生活习性和栖息环境 

广西自治区林业厅的动物资源调查队，对 

全区野生动物资源进行 了考 察。 1976—1983 

年，从南宁地区开始，依次对桂林、百色地区、柳 

州地区、梧州地区、河诂地区以及玉林、钦州地 

区和沿海岛屿进行了调查。 8年来，我们考察 

了各县、区麝资源的数量，栖息环境条件、生活 

习性、并采集林麝标本，还调查访问各地的麝香 

产量、收购量 、特别是解放后多年来的年度变化 

情况等等均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据此， 

绘出广西林麝分布图 (见图 1) 在解放初期， 

广西全境森林密布，交通不便、当时人 口不多， 

全区约为 1 700万。 依 30—4O年代的 资 料 绕 

计，广西全区有 77个县或多或少地均有麝的分 

布。尤以桂西北、桂西南和桂北地区分布广而 

数量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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