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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的发育速度，从受精卵开始发 育至鳃盖完 

成期 ，¨℃ 、I7℃、20~(2、23~(3、26oc、29℃ 中 

分别历时 374小时 35分 、224小时 19分 、208 

小时 l7分、149小时 3O分 、i 24小时 52分、121 

小时 25分。 1 oc下不能发育，32~(3中只发 育 

至 l 6细胞 期。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水温升高，胚胎 

发育全程和各发育阶段速度加快；不同温度下 

同一发育阶段随水温升高，阶段时间缩短的比 

例越来越小；在大的发育阶段上，不同温度下发 

育初期的胚胎发育时程缩短的比率较大，中后 

期发育时程缩短的比率相近；超越这一温度范 

围，胚胎发育停滞直至死亡。 

(三)胚胎在 6—29℃ 范围内均能发育，但 

14~(2以下 ，26+(3以上恒温中胚 胎的畸形率、死 

亡率逐步增大；最高限温 32+(2，18(2下不能发 

育 ，l7—23℃ 是胚胎的最适发育温度。原肠胚 

期和神经胚期是胚胎发育中对温度最敏感的时 

期。 

(四)26℃、29~C：中有使同一器官 较 23~G 

以下温度中提早出现的现象发生。 

(五)在适宜的发育温度范围内，胚体增长 

速度和温度与发育速度的增加成正比。 

(六)从常温与恒温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变 

温对胚胎发育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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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尾蝾螈的食性和食量及耐饥时间的观察 

费 粱 叶昌媛 夏 颐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摘要 本文观察了蓝尾蝾螈在水下的摄食行为和食性；在室内饲喂畜离肌肉年总食量雄性为 6．37 

克，雌性为 l3．29克，其食量随季节而变化，最低与盛高月食量之比雄性 l：7．·，雌性 1：13．1；雄雌年平 

均食量为 1：2．09。 蝾螈的耐饥时间 雄性为 102--282(197)天，死亡时体重为原体重 46．6％；雌性为 

282—62t(395)天，死亡时体重为原体重 ．0％；雌螈在饥饿情况下，产卵期为 3 一1 02天，可产卵 9— 

6l粒。 

蓝尾蝾螈 (Cynop s cy4 “r“s chuxlonge- 

j ) 分布于云南中部 ，是我国的特有两栖动 

物之一。 一般生活在海拔 2IO0—2400米的静 

水塘、水稻田、沼泽地永坑及其附近。 I1月至 

翌年 4月中旬在陆地上的土洞、石缝、树根下冬 

眠；{一lO月在静水内繁殖和觅食。 诙螈以水 

生小动物为食，如水生昆虫、蚊、蝇幼虫以及其 

他虫子等都是它们捕食的对象，是一类有益动 

参加室内工作的还有王朝芳、刘志君等同志， 特此致 
谢 。 

I)费粱、叶 昌蛙 1983 蓝曜蝾婚一新亚种．两 硒爬行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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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该螈体形较小，雄螈全长 8O毫米，雌螈 90 

毫米左右 ，背面蓝绿、黄褐或黑褐色 ，头 恻及体 

腹面呈现醒 目的桔红色斑块 ，色彩 艳 目，已被不 

少庭院饲养作为观赏动物。该螈在室内易于饲 

养亦能繁殖，其产卵期长述 4个月左右，在繁殖 

期内可以经常获得受精卵，可供教学实习和科 

研之用。因此，蓝尾蝾螈是一种经济意义较大 

的有尾 两栖动 物。 

我们在室内经过 7年的饲养，对其摄食和 

食性、食量、耐受饥饿的能力进行了观察。现将 

有关资料报告如下 ，供参考。 

食性和摄食方法 

蓝尾蝾螈一般在水中觅食，在室内饲养期 

间未发现在陆地上摄食的情况。该螈一般多在 

夜间进入水域内寻找食物，主要以小型永生动 

物和昆虫幼虫等为食，如水丝蚓、蚊、蝇幼虫以 

及爬入水中的蚯蚓等都是它们的捕食对象，它 

们连小小的水蚤、剑水蚤也不放过。 该螈一旦 

发现食物，吻端慢慢接近，约嗅 3—5秒钟，突 

然张嘴咬住，然后闭眼吞人腹内。 从该螈捕食 

情况分析，嗅觉可能在觅食中起一定作用。 在 

繁殖季节期间，该燎食量增加，争食现象屡见不 

鲜。在饲喂蚯好l时，常 2只蝾螵争吃一条蚯蚂【， 

各吞食一半，彼此互不相让，甚至在水中翻滚长 

述 2—5分钟之 o 有时强者硬从弱者嘴中将 

蚯蚓拉出，结果是强者得食。 或者将蚯蚓从中 

部咬断，两者各食一半而告终 在饲养申未发 

现该螈有护卵习性，而且经常吞食自己产出的 

卵粒、蜕下的皮肤以及孵出后的幼体，有时连同 

植物叶片一起吞食下去。而且还会发生相互咬 

伤，甚至还有因伤致死的情况。如 1980年 8月 

曾发现 1只蝾螈尾基部背面被其它蝾 螈 咬 伤， 

此后引起更多的蝾螵争相咬吃伤部，大约经过 
一 天左右的时间，受伤蝾螵之尾基部被咬断致 

死。 又如 1985年 5—7月曾发现 2只蝶螈 的前 

肢和 1只蝾螵的后肢先后被其他蝾螈咬断的事 

饲。这种现象多发生在集群饲帮而又食物短缺 

的情况。 

《i 
辫 

： j嚣 

划 ．b 
n  

薹 
耄 
彗 
竖 
罾 

《 

i i 

莳 

君 
嚣 
替 
鏊荨 
篙鉴 

} 君■簟埘篝莒却孽 哑留 _群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食量的季节变化 

在室内饲养蝶螈，。除打捞各种小型水生动 

物 和蚯蚓等以外，还可将畜禽肌肉切成小条饲 

喂。为了统计蝶螈的食量及其季节变化，曾连 

续两年以牛肉或瘦绪肉为食物，每星期饲喂两 

次(即 3天或 4天饲喂一次)，每次记录各蝾蠊 

的 进食量。 为避免个体间可能发生的 意 外 差 

异，采用雌螈和雄螈各 5只每次进食量的平均 

值来计算，其结果见表 1和图 1。 

基／／ ； 。1 
一 一 ∑ 

图 1 雌雄蝾蟪备时期进食量的变化 

从图 1中雌雄蝾骠进食量的季节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雌雄蝾螈在冬眠期的进食量 相差 较 

小，而在繁殖期的两洼食量则相差甚大，最高相 

差达 3倍以上。从表 l亦看出，每年 l0—11月 

蝾螈的食量明显下降，此期水温由 19℃ 下降到 

'℃ 左右。 明显与气温逐渐降低有关。在整个 

冬眠期，即 10月下旬至次年 3且下旬，无论雌 

嫌或雄螈其进食量均甚少，特别是 12月至次年 

2月，水温 6--10~2时，在室内的蝾螈几乎停止 

进食，在室外越冬的蝾螈(气温 0—1O℃)则完 

全停食。因此冬眠期是蝾酶 1年中食量最少的 

时期。从 3月起，该螈随着气温(水温)的回升 

进食量也相直增加，特别是雌螈的食量在此期 

明显比雄螈增多，尤其在 4月期间雌螈在产卵 

之前的食量约为雄螈食量的 3 3倍。 说明雌螈 

在 产卵前需要大量补充营养以供卵子发育。雌 

螈在繁殖期即 5—9月内食量较多。 特别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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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三个月是雌螈的产卵盛期，因而其相应的 

食量也达到 1年中的最高峰 (觅图 1)，此时雌 

螈比雄螈的进食量仍多 3倍左右。由此可见食 

量与产卵有较密切的关系。但是，雄螈的食量 

与雌螈相 比并不一 致。 在冬眠期以后雄螈食量 

逐渐增加，但不象雌螈那样在 6月左右形成一 

个极明显的高峰期，而是在 8、9月和 10月上旬 

其食量比其它各月较多，这一差异是因为雄螈 

不产卵子的缴故。虽然雄螈在繁殖盛期由于寻 

偶配对耗能量较多，但远不如雌性产卵所耗之 

能量。雄螈食量高峰出现在冬眠之前，可能与 

雄螈在冬眠前贮存能量供越冬期耗用有关。 

从表 1雌雄蝾螈月平均进食量可 以看 出， 

雄螈月平均最高食量为 0．89克，雌 螵最 高 为 

2．36克左右。但是我们发现该螈在饥饿情况下 

非常贪食，1只体重 3．5克的雄螵连续 捕 食 3 

次 ，总食量达 0．85克；而 1只体重 6克的雌螈 

更为贪食，可连续捕食 7次，总食量达 2． 克。 

可见饥饿蝾螈的 1次捕食量接近或超过 1只蝾 

螵在 1个月的最高总食量。 

从袁 1还可以看出 1只雄螈每年共进食 

6．37克，1只雌原则进食 13．29克，雌螈的进食 

量约为雄螈的 2．1倍， 其食量之差主要在繁殖 

季节 期间，这显然与雌性产卵消耗能量相对较 

多有关。此雌雄蝾螵的体态健壮和繁殖正常可 

以说明，以上进食量能够保持蝶螈体内能量的 

平衡。 

耐 饥 时 间 

两栖动物_般都有一定的耐饥能力， 就 

是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吃食物，特别是 

冬眠期可迭 4—6个月左右不吃不动不致饿死。 

室内饲养说明，蓝尾蝾螈在整个冬眠期，即荏 5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不吃食物能够安全越冬。但 

是，蝾螈在非冬眠期能够耐饥多长时间呢?为解 

答这一问题，曾将雌雄嫌各 3只做禁食实验，并 

在每月内定期称量其体重 变 化，其结 果 见 表 

2。 

从表 2反映出以下情况： 

1．各蝾螈在饥饿初期的头 3个月内体重下 

降较快，而这时恰好是活动量较大的盛夏季节， 

特别是 3只雌螈在饥饿情况下 还 继续 产 出卵 

子，这是体重下降较快的原因。 

2．雌螈体重下降比雄螈快，特别是第 6号 

雌螈除维持生命消耗体内能量外，还将体内营 

养供给卵子发育，而且产卵持续期长达 102天， 

共产卵 61粒，这是该螈体重下降幅度最大 ，而 

又比其它雌螈死亡较早的主要原因。 

3．雌螈相对比雄螈耐饥能力强， 3只雌螺 

分别在禁食后的 282和 62l(平均 395)天内死 

亡；而雄螈分别在禁食 后 的 102—283 (平均 

197)天内死亡。 根据以上6只蝾螈的实验结 

果，雌螵的平均耐饥时间是雄螈的两倍左右。 

4．饥饿蝾螈的体重最低量： 从表 2看出， 

蝾蟪死亡时的体重一般多低于原体重之半，平 

均为原体重的 46．6％，而雌螵死亡时的体重比 

例为原体重的 I，3，明显比雄螵相对较小，这说 

明雌螈比撼螈更能耐受钒饿。 

5．从 6只蝾螈的死亡时间看出，多数个体 

死亡于冬末春初，因为随着气温的回升，蝾螈活 

动量增大，身体消耗的能量增多，但是该螈 内 

能量又得不 蚌 充，营养极度映乏 ，这可能是导 

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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