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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动物园年刊”I至 7期 (1978--1986)，许多 

文章虽然未公开发表，但有一定参考价值，特介 

绍如下。 

鸡类繁殖方面的 省最早，文章也最多，计 

有 6篇。如柬进福 (1 964)的《雉鸡类的孵化及 

育雏》，朱志强 (198 1)《解决我国野生禽类繁殖 

的几点体会》，李福来 (1982)《雉鸡类的繁殖总 

结》，秦建华 (1983)g舍饲雉鸡譬殖生态》，邱朴 

(1983)《孔雀等准类的育雏》，杨遵秩等 (198 5) 

《孔雀雉繁殖试验总结》等。 准类雏骂的生长 

发 育，换 羽研究是 自参加 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 究 

所《中国珍 礴濒 危雉类 生态生物 学研 究》课题开 

始的，如李福来等 (1 983)的《准类换羽与产卵 

的 研 究》和《红腹锦鸡 雒鸟的换 羽研 究》，仇秉兴 

等 (1985)的《白颈长尾雉雏鸟生长及稚后换羽 

研究》3篇。 野外调查的文章有 2篇，即卢豹 

(1979)的 《褐马鸡野外观察记录小结》和廖炎 

发 (1981)《蓝马鸡的生态观察》。 饲养基础研 

究文章较少，仅有 吕向东 (1981)《从饲料配方 

谈动物营养》和刘玉铉 (198 2)的 《保定人民公 

园 鸟兽饲养寿命记录 

四、疾 病 防 治 

动物园内鸡类的疾病主要采取“预防为主 

的方针。一般每年春、秋各进行一次笼舍和用 

具的全面清理、消毒。成鸡和亚成体每年接种 

鸡新城疫苗；幼鸡(约 1 0周龄)接种禽痘苗和禽 

霍乱菌苗(尚未普及)。 

野生鸡类的许多疾病与家鸡相同，冶疗方 

法也大体相同 ；但不同种鸡对某种病源的感染 

度和 对药物的 反直跟家 鸡不 同 。而 且野生鸡 类 

疾病的诊断和投药要比家鸡困难得多。 目前， 

传染病中的鸡新城疫基本上控制住，但禽痘、禽 

霍乱、鸡白痢、曲霉菌病还时有发生，而某些寄 

生虫病则很普遍。 

几乎所有动物园都有兽医工作者，各大动 

物 园建立了兽医室或兽医院。不但在野生鸡类 

疾病防治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还进行 

了一些基础研究(如体温、生理指标的铡定等)， 

总结出不少文章；由此可看出动物园内鸡病防 

治工作的进展(表 3)。 

大 鲵 呼 吸 系 统 的 解 剖 

宋 呜 涛 
(西北商危动物研究昕) 

持 士艄是舟嗣 零的两 类 动物。呼吸系统的解 剖学厕察 ，为研究脊椎动物的进化提供俄据 

太鲵 。，设系-L的解剖 ，副”：1 r搿-罕玻 ，成体以肺呼设为主，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呼股系统相应地 出现 
一

系剜嚣粤砭 比。另外，大 的直肤是呼吸的辅助器官 。 

大蜘 ( Ⅱf。6dl，Ⅱf j davidianus) 是 

我国特有的珍贵动物。 大鲵的研 咒资料虽多， 

但呼吸系缝晦衅剖，尚未有报道 ，大鲵的个体发 

育中要经过外鳃期 ，特日9是呼吸系统的变化尤 

为 明显 。大鲵呼吸 系统的 解 洳学研究 、 识大 

鲵 呼吸器官发育的全过程，为人工养殖大鲵提 

供资料 。 

(一)材料和结果 

1．大鲵的幼体 大鲵的幼 体 (以 下 弥 幼 

鲵)，幼鲵从卵胶带中孵化 出来就有外鳃“ ，外 

鳃是鳃 弓 、鳃 瓣、鳃 隔 、外 鳃 丝和 皮质鳃盖 构成 。 

由上鳃软骨、上鳃骨和咽鳃软骨、上鳃骨 分别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组成三个鳃弓，鳃弓上端有角质鳃耙 (见表 1)， 

各 鳃弓的下 端有 鳃隔、鳃瓣 ，外端 有外鳃丝 丛。 

在鳃裂后贴体有一扇形膜盖，防止水流倒入(俸 

长 37毫米以下有 ，随个体发育而消失)。口、咽 

部布满小乳突和皱褶 

寰 i 解 嘲尾幼簧的勰|巴戢 

’ 鲫 弓前鳃 耙 数／蝌 弓眉鳃 耙 数。 

幼鲵体长 37毫米时 ，外鼻孔、鼻腔及内鼻 

孔均已形成。外鼻孔内周围有肌肉相围，其收 

缩能堵塞鼻孔，防止水流灌人。鼻腔前小后大 ， 

内皮膜厚，布满小乳突及许多纵形皱褶 ，有益于 

滤清人喉的空气 ；内鼻孔小呈椭圆形。 

下颌的膜面有皮质的鳃盖 ，其后部游离 ，适 

应于幼鲵的鳃 呼吸向外排水 ；鳃弓上的鳃耙能 

防止食物外泄。这时个体的喉、气管和肺等未 

形成。根据解剖标本，体长 86毫米时 ，皮质鳃 

盖与下颌愈台 ，因愈合不久，外部观看愈台线明 

显可见。三个鳃弓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一鳃 

弓与其前皮嗅相连，仅留 2、3鳃弓，第 2鳃 弓 

较第 3鳃弓稍粗大。这时幼鲵的喉、气管及肺 

均已形成。解剖标本，体长 1l0毫米的个体，外 

鳃 消失净尽，外鳃孔也愈台 ，其新皮的色浅淡， 

同周围皮色暗褐显然不同(见图 l一3)o 

2．大鲵成体 大鲵成体的呼吸通道及气体 

圈 l 幼蜿曲鲲耙、鳃和外鳃 匿 2 大鲵鼻腔解剖 

· t6 · 

交换器官有：外鼻孔、鼻腔、内鼻孔、口腔、喉 、 

气管和肺等组成。外鼻孔、鼻腔及内鼻孔等(见 

前不再冗述)。 口腔的密闭、下颌中部舌的下 

拉以及胸腹肌的扩张，使外界气体通过外鼻孔、 

鼻 、内鼻孔、口腔、喉、气管进入肺。大鲵在水 

中谱游时 ，常见外鼻孔浮出水面吸气，然后沉入 

水中，间隔时间长短不一，在水中呼气，水面放 

出一连 审的 气泡 。 

一 睢矾 

嗾 

l ⋯ 气管 
l』 

啦 缴切 

图 3 大睨 或体 嘱 、气霄 和肺 的 解剖 图 

大鲵的喉在舌后 中央 ，形似一短纵缝，喉部 

无声带。陕西南部民间传说，大鲵遭火烧时会 

发出象婴儿啼哭似的叫声。 1988年 2—3月， 

把饲养的大鲵或体用电炉烧烤，直至死亡仍发 

出叫鸣声(见表 2)。 

幼鲵的气管两侧各有一条薄的软骨，其前 

宽后窄呈楔形，随个体的生长，气管从前向后软 

骨化程度愈高。幼鲵的肺呈薄膜状，内壁有交 

错的微血管，由于个体的发育，肺的生长也发生 

相应的变化 ，肺壁增厚 ，内壁的微血管网增大， 

孔 孔 【：  

一 
=====：=-

L 广 

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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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z 1988年 大 鳃 鸣曩f的尖 烧试驻 单 位： 公斤 、毫 米 

时间 l性别 l体重 l体长 I尾睦 l鸡叫 
— — l— —  — — l— — 『— — l— —  

2月8日 l 0．5 l 240 l 150 l无 
3月5日 l r 1．0 l 395 I 190 I无 
3月5日 l 0．58 l 310 l I70 l无 

形成间隔的小室。肺在成体的气体交换中起主 

要作用。另外，大鲵成体的表皮中密聚着微血 

管踊 ， 而位置非常靠近表面，有利于皮肤呼 

吸，在大鲵成体的气体交换中起着辅助作用。 

(= )小结 

大鲵幼体，外鳃期个体是鳃和外鳃进行气 

体交换，由于个体发育鳃逐渐消失 ，代之以外鳃 

进行气体交换。同样，由于个体发育外鳃矮缩 

消失，代之以肺和皮肤进行气体交换。持续终 

生。大鲵从幼体到成体，呼吸器官从鳃、外鳃到 

肺、皮肤，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呼吸系统也发生相 

应的递变，各呼吸器官是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逐渐取代 ，维持了大鲵的水陆生活，完成了大鲵 

的个体发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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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动物科学的现代发展与经济建设 

一

、 历 史 的 回 顾 

堵 南 山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动物科学与其它科学一样，也以探索未知 

事物为目的。动物科学家将探索的结果 ，也就 

是对未知事物的了解，用来为人类谋福利，以改 

善人类的命运。随着对动物了解的不断扩大与 

加深，再加现代设备和研究手段的改进和提高， 

动物科学的范畴也就 曰渐扩大，内涵也就 曰渐 

加深。现代动物科学就其研究的任务而言，不 

仅指动物形态学与动物分类学，也包括古动物 

学、动物比较生理学、比较内分泌学、动物遗传 

学、动物发育生物学、动物生杰学、动物行为学、 

动物地理学、寄生虫学以及水生动物学等。 就 

其研究的类群而言，现代动物科学不仅分为觅 

脊椎动物学和脊椎动物学，还进—步分为许多 

独立的学科，如原生动物学、蠕虫学、贝类学、蜘 

蛛学、蜱螨学、甲壳动物学、昆虫学、鱼 类学、鸟 

类学与 兽类学 等。 

动物科学家无论从事哪一个分支学科，研 

究的对象都是动物有机体。自然，以野生和半 

野生的动物为主，鸡 、鸭、鹅 、猪、牛、羊等这些农 

业动物往往不是动物科学家研究的热点。动物 

科学家所研究的这些动物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 

门都有密切的关系，就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 

业而言，每年的丰歉都受害虫的影响。 农林害 

虫危害农作物、果树和森林，每年夺走我们大量 

的粮食、瓜果和木材 ，使农业明显减产。在旧中 

国，害虫猖獗 ，尤其飞蝗，危害特别严重。 蝗灾 

自古以来，和水灾、旱灾一起，成为威胁我国人 

民最严重的三大 自然灾害。飞蝗成群高飞，遮 

天蔽目，降落以后，漫山遍野，抡食芦苇以及玉 

米，高粱、粟、稻、大麦、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这些 

食物缺乏时，也吃其它农作物 ，甚至树叶；整栋 

作物的地上部分几乎全被吃光。蝗灾严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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