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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涉及一种

膘情检测方法。对中华穿山甲进行腹部凹陷深度

测量，作为第一检测结果；测量胸围和腹围，计算

胸围与腹围的差值，作为第二检测结果；进行胸

宽与腹宽测量，计算胸宽与腹宽的差值，作为第

三检测结果；根据第一检测结果、第二检测结果

和第三检测结果确定中华穿山甲的体格，以此对

中华穿山甲膘情进行BCS‑5评分。以腹部凹陷深

度、胸围与腹围的差值以及胸宽与腹宽的差值作

为检测结果结合BCS‑5评分，提供了准确完善的

评估标准，为救护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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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中华穿山甲进行麻醉保定后将其置于CT移动台上进行CT扫描，获取中华穿

山甲冠状面、矢状面和横断面三个不同方向的扫描图像，利用分析软件RadiantViewer对扫

描图像进行腹部凹陷深度测量，作为第一检测结果；

步骤二：测量中华穿山甲的胸围和腹围，计算胸围与腹围的差值，作为第二检测结果；

步骤三：再次对中华穿山甲进行CT扫描，利用分析软件RadiantViewer对扫描图像进行

胸宽与腹宽测量，计算胸宽与腹宽的差值，作为第三检测结果；

步骤四：根据第一检测结果、第二检测结果和第三检测结果确定中华穿山甲的体格，具

体判定标准如下：

标准一：针对第一检测结果，腹部凹陷深度≦–2mm，则为肥胖，–2mm<腹部凹陷深度<

2mm，则为正常，腹部凹陷深度≧2mm，则为瘦弱；

标准二：针对第二检测结果，胸围与腹围的差值≦–20mm，则为肥胖，–20mm<胸围与腹围

的差值<20mm，则为正常，胸围与腹围的差值≧20mm，则为瘦弱；

标准三：针对第三检测结果，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肥胖，

–2mm<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正常，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瘦弱；

步骤五：根据步骤四的判定标准对中华穿山甲膘情进行BCS‑5评分，具体评分标准如

下：

①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肥胖，判定其为严重肥胖，BCS

系统评分为5分；

②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肥胖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正常，以及

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正常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肥胖，判定其为偏

胖，BCS系统评分为4分；

③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正常，判定其为正常，BCS系统

评分为3分；

④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正常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瘦弱，以及

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瘦弱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正常，判定其为偏

瘦，BCS系统评分为2分；

⑤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瘦弱，判定其为瘦弱，BCS系统

评分为1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

腹部凹陷深度测量时，选定中华穿山甲脐孔所在的横断面，以及该横断面处腹部两侧鳞片

与皮肤交界的最高处的冠状面，测量脐孔为起始点至选定冠状面的垂直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

胸围是以两乳头所在的横断面为中心面测得的周长，腹围是以穿山甲脐孔所在的横断面为

中心面测得的周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

胸宽的测量取中华穿山甲最后一节肋骨和胸骨剑突所在横断面的扫描图像，该横断面上两

侧皮肤垂直于正中矢状面的连线为胸宽，腹宽的测量取中华穿山甲脐孔所在横断面，该横

断面上两侧皮肤垂直于正中矢状面的连线为腹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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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膘情检测方法，尤其是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属于野

生动物保护研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中华穿山甲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同其他

七种穿山甲一起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极度濒危级(CR)。近年来，随着

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与对中华穿山甲人工救护手段的不断提升，使得中华穿山甲救护成功

率明显提高，更多受伤的中华穿山甲经救护、康复训练后，成功放归野外。

[0003] 一般情况下，救护到收容场地的中华穿山甲多数出现虚弱、体重减轻、羸弱等状

况，救护人员会根据中华穿山甲体重、体况、膘情等合理进行饲喂和救护，但现阶段救护人

员难以第一时间准确评估中华穿山甲的膘情状况，只能通过体重、胸围、体长的比例进行估

算，但估算结果存在一定误差，不利于中华穿山甲饲喂和救护的有效开展。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背景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它以

腹部凹陷深度、胸围与腹围的差值以及胸宽与腹宽的差值作为检测结果结合BCS‑5评分，提

供了准确完善的评估标准，为救护工作提供参考。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下述技术方案：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一：对中华穿山甲进行麻醉保定后将其置于CT移动台上进行CT扫描，获取中

华穿山甲冠状面、矢状面和横断面三个不同方向的扫描图像，利用分析软件RadiantViewer

对扫描图像进行腹部凹陷深度测量，作为第一检测结果；

[0007] 步骤二：测量中华穿山甲的胸围和腹围，计算胸围与腹围的差值，作为第二检测结

果；

[0008] 步骤三：再次对中华穿山甲进行CT扫描，利用分析软件RadiantViewer对扫描图像

进行胸宽与腹宽测量，计算胸宽与腹宽的差值，作为第三检测结果；

[0009] 步骤四：根据第一检测结果、第二检测结果和第三检测结果确定中华穿山甲的体

格，具体判定标准如下：

[0010] 标准一：针对第一检测结果，腹部凹陷深度≦–2mm，则为肥胖，–2mm<腹部凹陷深度

<2mm，则为正常，腹部凹陷深度≧2mm，则为瘦弱；

[0011] 标准二：针对第二检测结果，胸围与腹围的差值≦–20mm，则为肥胖，–20mm<胸围与

腹围的差值<20mm，则为正常，胸围与腹围的差值≧20mm，则为瘦弱；

[0012] 标准三：针对第三检测结果，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肥胖，

[0013] –2mm<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正常，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瘦弱；

[0014] 步骤五：根据步骤四的判定标准对中华穿山甲膘情进行BCS‑5评分，具体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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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0015] ①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肥胖，判定其为严重肥胖，

BCS系统评分为5分；

[0016] ②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肥胖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正常，

以及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正常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肥胖，判定其

为偏胖，BCS系统评分为4分；

[0017] ③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正常，判定其为正常，BCS

系统评分为3分；

[0018] ④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正常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瘦弱，

以及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瘦弱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正常，判定其

为偏瘦，BCS系统评分为2分；

[0019] ⑤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瘦弱，判定其为瘦弱，BCS

系统评分为1分。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采集中华穿山甲CT扫描图像，

经过图像处理，利用RadiantViewer软件测量关键帧图像上指标长度，进行相关性分析，提

取腹部凹陷深度、胸宽与腹宽，并手动测量胸围与腹围，以腹部凹陷深度、胸围与腹围的差

值以及胸宽与腹宽的差值作为检测结果给出中华穿山甲的体格标准，最后依据体格标准采

用BCS‑5进行评分，检测评估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提供了准确完善的评估标准，能够为救护

工作提供参考以便于开展合理的救护方案，操作不受中华穿山甲蜷缩以及鳞片张合影响，

为无损伤检测方法，不易导致应激，方便救护人员的操作。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0022] 图2是实施例中10只中华穿山甲的腹部凹陷深度测量的CT扫描图像；

[0023] 图3是实施例中10只中华穿山甲的胸宽与腹宽测量的CT扫描图像。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

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

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参照图1所示，一种中华穿山甲的膘情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一：对中华穿山甲进行麻醉保定后将其置于CT移动台上进行CT扫描，获取中

华穿山甲冠状面、矢状面和横断面三个不同方向的扫描图像，利用分析软件RadiantViewer

对扫描图像进行腹部凹陷深度测量，其中，选定中华穿山甲脐孔所在的横断面，以及该横断

面处腹部两侧鳞片与皮肤交界的最高处的冠状面，测量脐孔为起始点至选定冠状面的垂直

距离，即腹部凹陷深度，作为第一检测结果；

[0027] 步骤二：利用卷尺测量中华穿山甲的胸围和腹围，其中胸围是以两乳头所在的横

断面为中心面测得的周长，腹围是以穿山甲脐孔所在的横断面为中心面测得的周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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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围与腹围的差值，作为第二检测结果；

[0028] 步骤三：再次对中华穿山甲进行CT扫描，利用分析软件RadiantViewer对扫描图像

进行胸宽与腹宽测量，其中，取中华穿山甲最后一节肋骨和胸骨剑突所在横断面的扫描图

像，且该横断面上两侧皮肤垂直于正中矢状面的连线，即胸宽，取中华穿山甲脐孔所在横断

面，且该横断面上两侧皮肤垂直于正中矢状面的连线，即腹宽，计算胸宽与腹宽的差值，作

为第三检测结果；

[0029] 步骤四：根据第一检测结果、第二检测结果和第三检测结果确定中华穿山甲的体

格，具体判定标准如下：

[0030] 标准一：针对第一检测结果，腹部凹陷深度≦–2mm，则为肥胖，–2mm<腹部凹陷深度

<2mm，则为正常，腹部凹陷深度≧2mm，则为瘦弱；

[0031] 标准二：针对第二检测结果，胸围与腹围的差值≦–20mm，则为肥胖，–20mm<胸围与

腹围的差值<20mm，则为正常，胸围与腹围的差值≧20mm，则为瘦弱；

[0032] 标准三：针对第三检测结果，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肥胖，

[0033] –2mm<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正常，胸宽与腹宽的差值≧2mm，则为瘦弱；

[0034] 步骤五：根据步骤四的判定标准对中华穿山甲膘情进行BCS‑5评分，具体评分标准

如下：

[0035] ①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肥胖，判定其为严重肥胖，

BCS系统评分为5分；

[0036] ②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肥胖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正常，

以及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正常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肥胖，判定其

为偏胖，BCS系统评分为4分；

[0037] ③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正常，判定其为正常，BCS

系统评分为3分；

[0038] ④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正常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瘦弱，

以及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瘦弱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任意一项为正常，判定其

为偏瘦，BCS系统评分为2分；

[0039] ⑤当中华穿山甲同时满足标准一、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瘦弱，判定其为瘦弱，BCS

系统评分为1分。

[004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肥胖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

均为瘦弱，以及当中华穿山甲满足标准一为瘦弱的前提下，标准二和标准三均为肥胖的情

况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未被列入评分标准。

[0041] 实施例

[0042] 选取10只救护收容的中华穿山甲，测得它们的体重在1.32kg～4kg，分别进行腹部

凹陷深度测量的CT扫描，结合图2所示，以及胸宽与腹宽测量的CT扫描，结合图3所示，具体

检测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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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装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条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45]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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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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