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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种 期 ：L=0．167+0 155Dl+0．260D2 收 获 期 ：L： 1．226+0．176D1+0．456D2 

如 ．086D3， R=O．981， F=87．48， df=k， +O l10Dj，R= 0．959，F： 22．98，dr= k， 

n—k一1： 3，10，F3l0 0叫=27．23，F> F3 l0
，o叭 ，

L n—k一1= 3，6，F3
．
6，0 01=9 78，F>F3 6 o叭．L与 

与D 之间相关极显著。 D 之间相关极显著。 

表 1 花生播种期害鼠密度与产量损失的调查 ‘ 

黑线仓鼠密廛 太也 鼠密度 黑线姬鼠密度 空亢章 单棵卑 作物损失率 
样 地编 号 

(D，)％ (D )％ (D )％ {S．)％ fS， ％ 【L ％ 

l 6 00 0 0 0 70 0 25 0 77 

2 3 33 0 0 0 40 0l 5 0 44 

3 6 67 】33 0 】25 O 2O l_30 

4 4 67 0 0 O 5O O j 5 0 54 

5 4 00 0 67 0 67 0 65 O 05 0 66 

6 5．33 0 2 00 0．75 0．】5 0 79 

7 8 67 3．33 0 l_8 5 0 50 j 98 

8 9 33 l 33 0 l 3(I 0 l0 l 33 

9 j0 00 0 j．33 j 3 0 80 j 56 

l0 7 2 67 0 】75 0 】75 

1] l2 67 0 O 】85 0 】85 

l2 10．0 2 00 O 1 85 0 2O l 90 

l 3 5．33 l_33 O l】5 O】O l_】8 

】4 2．67 0 O 0 05 0】0 0 08 

+ 害鼠密度调查时间为 1993-415一j9至 05—23；害鼠为害调查时间为 】993—05～】8 

表 2 花生收获期害鼠密度与产量损失的调查 

受害株产量 健株产量 

黑线仓鼠密度 太也鼠宙度 黑线姬鼠密度 受害章 纯损失章 作物损生率 
样地 (5O墩) (5O墩) 

【D．)％ (D ％ (D，)％ (S)％ fR) IL)％ 
(H)kg (N)kg 

】 1．33 6 67 0 6 75 】26 2．03 0 378 2 55 

2 l_33 4 00 0 2 05 】07 】97 0．473 0 97 

3 0 3 33 0 67 O．55 0 92 l 64 0 436 O 24 

4 2 O0 4．67 O 2l0 l 35 2 25 0 400 0 84 

5 】33 2 67 0 0 55 l_36 214 0 364 O 2O 

6 0 67 6 67 0 4 30 1．】2 】77 0 365 l_57 

7 2 00 3 33 O 】35 】．05 】95 0 459 0 62 

8 0 67 2 00 0 0 05 j 22 2 03 0 399 0 O2 

9 2 00 6 00 O 67 4 80 l 22 2l0 O 417 2 00 

lO 0 67 7 2 00 5 05 0 94 l 84 0 489 2 47 

害鼠密度调查时间为 1993 9一j 5至 09—20，害鼠为害调查时问为 1993--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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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经济阈值的探讨 

2．3．1 经济允许损失水 下的确定 鼠害的经 

济允 许损 失 水 平(EIL)一 般 由 以下 公 式 确 

定【 ： 

EIL= × 100％ 

其中 c为防治 费用，F为经济系数 ，Y 为 

666 6m 产量，P为产品价格，E为防治效果。 

根据 目前的黄淮地区一般生产水平估计， 

花 生平 均 666．6m 产 量为 186kg，花生 价格 

(1993年)为 3．5元／kg，大面积灭鼠效果一般 

为 80％，鼠害的防治费用为 0．5兀 ／ 666．6m ； 

经济系数指灭鼠后挽回的经济损失相当于灭鼠 

投饵费用的倍数，从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等各 

方面考虑，取 4为宜。则花生的经济允许损失 

水平为： 

EIL—l86 ×100％ 

= 0 384％ 

2．3．2 经济阈值的确定 在作物损失率 L与 

鼠密度 D 的多元直线 回归关 系中，L取 EIL 

时所对应的 D 值，即为鼠害防治的经济阐值， 

由多个 分 鼠种密度共 同表 示。 由 EIL(％) 

=a+b1D1+b，D2+b D1，得 0．155D1+0．260D， 

+0．086D (播 种 期 )和 0．176D +0 456D， 

+0．1 10D3(收获期)。满足以上两个关系式，即 

与经济允许损失水平相对应的三个分鼠种密度 

的集台即为花生播种期和收获期的害鼠群落的 

复合防治指标。因此，复台防治指标有多个。 

2．4 各鼠种的分捕率与为害作物的关系 在 

多元直线 回归方程 L： +b D +b，D，+．· +b．D． 

中，偏 回归系数 b】、b，一b表示 自变量 D．．D2⋯ 

D 每变化一个单位而使因变量 L平均改变的 

值 本文中表示任何一鼠种密度的变化对作物 

产量损失的贡献大小 它们相 比，可得出各 鼠 

种对作物为害程度的密度对应关系 以黑线仓 

鼠的为害程度(b．)作为一个当量单位，其余鼠 

种 与之相 比，结果 (见表 3)。从表 3可以看出， 

在花生为害的过程中，在各鼠种密度一致的情 

况下．以夫仓 鼠为害最为严重，其次为黑线仓 

鼠，黑线姬鼠对花生的为害较轻 

表 3 花生地各鼠种的为害程度 当量值 

鼠 种 播种期 收获期 

黑绪仓鼠’ 1 1 

大仓鼠 l 667 2．591 

黑线姬鼠 0 533 0 625 

黑城仓鼠为标准 其当量值为 

3 小结与讨论 

3．1 在鼠害防治指标的拟定过程中，多元 回归 

分析法是一新的方法，它对不 同鼠种对作物的 

为害不同进行了综合地考虑，其准确性是可信 

的 在多元直线回归关系式中皆极显著相关。 

3．2 用多元 回归分析法拟定鼠害复合防治指 

标，可以不考虑害鼠的为害具体过程，直接建立 

作物产量损失率与各鼠种分捕率的回归关系， 

进而求得害鼠的防治指标。 

3,3 多元 回归分析法一般用于有多鼠种组成 

的群落，才显出其简便、准确等优点 对鼠种丰 

富、优势种群不明显的作物害鼠群落中，用多元 

回归分析法拟定鼠害的防治指标更为实用 

3,4 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拟定鼠害防治指标，操 

作简单，在使用过程中仅调查作物播种和收获 

前的各鼠种密度即可 

3．5 用多元 回归分析法拟定害鼠防治指标，在 

不同的地区皆可使用，便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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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白鼠弓状核内生长抑素 mRNA分布的 

原位杂交组化研究 

塾堕塑／周 
(南京医科大学人体解剖教研室 

平 童鑫康 ’ 

南 ㈣29 足 3 8’2-
,
7 

摘要 本文用原位杂交组织化学技术对大鼠下丘腑弓状核内牛长抑索mRNA(SOMmRNA)的分布进 

行研究 发现生长抑索 mRNA主要分布于弓状核的神经尤胞体厦近端树突内。古SOMmRNA的神 

经元可分为浓染大细胞及淡染小细胞两种类型。结果表明弓状核内某些神经元可以合成生长抑素。 

关键词 大鼠 弓状棱 生长抑素 mRNA 原位杂交绢甥化学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  

弓状核是下丘脑 内的重要核团，含有多种 

神经内分泌细胞，其神经元的轴突主要参与构 

成结节漏斗束，终止于正中隆起处的垂体门脉 

系统，输送促垂体激素释放因子和抑制因子，以 

控制垂体前叶激素的合成与分泌⋯。生长抑素 

是 F丘脑合成的内分泌激素之一，R-*f抑制垂体 

前叶生长激素释放的功能。免疫荧光和免疫细 

胞化学研究已证实生长抑素在下丘脑内具有广 

泛分布，并参与机体内广泛的功能活动‘ 。 

但这些研究未能肯定弓状核内是否有合成生长 

抑素神经元的存在 。为了澄清这～问题， 

本文于 1993年 9月一 1994年 1月，采 用原位 

杂交组织化学法从分子水平研究弓状核内生长 

抑素转录 RNA(SOMmRNA)的分布，以期为 

神经生物学提供新的形态学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成年 SO两性大鼠 5只，2％戊巴比妥钠麻 

醉后用含 4％多 聚甲醛、0．3％苦味酸的磷酸缓 

冲液经心灌注固定，取下丘脑，用振动切片机沿 

冠状面作厚 50／am 切片，挑取所有 弓状核平面 

的下丘脑 切片按下法做原位杂交组织化学反 

应 ： 

1．1 预杂交 待杂交反应的切片分别通过 

0．1mol／ L 甘 氨 酸 、0．4％ Tritonx-100、 

I g／ml蛋白酶 k、0．25％乙酸酐、2×SSC(柠 

檬酸钠氯化钠)等溶液室温下各 15— 20min 

预杂交的目的是降低杂交反应后切片的背景、 

减弱切片的非特异性染色以及增强探针的细胞 

穿透性。 

1．2 杂交 经预杂交后的切片，置于含地高辛 

标记的生长抑 素反 意 cRNA探针 (浓度为 

0．5 g／m1)的杂交液中 43℃杂交 24h。 

1．3 杂交后冲洗夏显色 杂交后的切片用梯 

度 SSC冲洗后，入 l：lOoo的碱性磷酸酶标记 

的抗地高辛抗体溶液中 4C过夜，次 日再次冲 

洗后用 NBT和 BCIP显色 12h。显色后贴片、 

透明、封片，光镜下观察。 

对照试验采用以下方法：(1)切片未入杂交 

液前先用 RNA酶孵育 lh；(2)用生长抑素正 

意 cRNA单链替代反意 cRNA探针进行杂交 

现存上海 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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