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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大白鼠血红蛋白的抽样测试与统计分析

李显华 张 宏 向绍杰 杜佳林 王玉良
（辽宁省中医研究院 沈阳 336693）

摘要：对:!5周龄X$.#&’大白鼠大样本随机抽样，眼底静脉丛取血，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光电比色法测

血红蛋白，经统一分析，结果，" ：#>Y?@Z375VD6Y33VCC，!Y?$AZ375VD6Y6V54，!的可信区间估计

为37:V:C!396V3C（可 信 度4C[）和37:V36!396V86（可 信 度44[），正 常 值 范 围 估 计 为36:V84!
3C7V46（含4C[总本）和366V98!3C4VD5（含44[总体）；%：#>B?@C375V84B33V74，!B?$AZ3752
84Y6V58；#的可信区间估计378V65!396VC6（可信度4C[）和37:VC9!393V6D（可信度44[），正常值

范围估计365VD:!3C7V35（含4C[总体）和363V4:!3C5V7C（含44[总体，单位均为(／\，性别间无显著

性差异。结果可作为科研、教学等的大白鼠血红蛋白正常值的参考。

关键词：大白鼠；血液；血红蛋白；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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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大白鼠血红蛋白正常值虽有

部分报道，但平均例数甚少，对总体的代表性较

差［’!(］，大样本测试和统计分析，并对总体正

常值范围做出科学估计，目前尚未见报道，本文

于’))*年+!*月对*!,周龄!"#$%&大白鼠

血清血红蛋白进行了大样本抽样测试与统计分

析，现报告如下。

! 频数分布和统计量的计算

测试样本来源于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为一级（普通级）合格实验动物，合格证号辽

实条合字’号与辽实质合字--,（’))*年+!*
日），随机抽样，*!,周龄受试动物禁食不禁水

’.小时，眼底静脉丛取血，用氰化高铁血红蛋

白光电比色法［/］测血红蛋白，将测试结果做频

数表，并用概率单位查表法［*］证明血红蛋白量

为近似正态分布，按正态分布性质进行统计量

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表! 血红蛋白的各统计量计算结果

性别与动物数

（只）

平均数

!!

标准差

"#

" ’.- ’0,1(- ’’1//

#’.- ’0,1.) ’’10)

" 总体均数（!）的误差估计和区间估计

由抽样标准差（"#）估计总体标准误差

（"!!$"／$%），并由抽样均数（!!）估计总体

均数（!）的误差范围和可信区间，结果见表0。

表" 受试大白鼠血红蛋白总体均数!的

误差和可信区间估计

性别与动物数

（只）

标准误差

（"%%$!!／$&）
!的误差估计

（!’"%%）

" ’.- -1,,* ’0,1(-2-1,**
#’.- -1,** ’0,1.)2-1,**

根据"0（总体方差）未知，按大样本处理方

法［.，,］，对" 、#间两正态总体血红蛋白的均数

差（!’3!0）的 可 信 区 间 估 计，结 果 为 负 值，

01-+至正值01,’（可信度)/(）和负值01.)
至正值+1/.（可信度))(），其下限均小于零，

证明两正态总体均数差不明显，血红蛋白与性

别无关。

# 总体正常值范围估计

按正态分布性质和百分位数分别估计含

)/(总体和含))(总体的血红蛋白总体正常

值范围，并综合上述两种估计方法做出综合估

计，结果见表+。

表# 血红蛋白总体正常值范围估计

性别与动物数

（只）

含)/(总体正常值

!!2’1)*" )01/!)).1/ 综合估计

含))(总体正常值

!!201/," )-1/!)))1/ 综合估计

" ’.- ’-/1.*!’/’1-( ’-.1,’!’/(1(( ’-*1,!’/01) ),1*-!’/,10- ’-01’+!’*-1./ ’--1(!’/)1/

#’.- ’-*1**!’/-1)0 ’’-10/!’/+1(( ’-,1/!’/010 ))1**!’/.1)0 ’-(10/!’/,1/, ’-’1,!’/,1+

$ 小结与讨论

本实验的测试统计分析结果及正常值范围

估计小结见表(。

表内*’为由依次表的观查值测得的中位

数，*0为由百分位测得的中位数（)/-）

由表(可见，" 、#两组资料的集中性和离

散性均较相似，样本均数间和总体均数间均无

显著差异，说明受试大白鼠血清血红蛋白量与

性别无关。按统计学原理对正常值范围的估计

比较科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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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结及正常值范围估计（!／"）

性别与动物

（只）
!!"#$

%# %$
%%

四分位数

间距（&）

!&’(
!&)*

变异系数 !+#!!

" #,- #$./0-+##/11
#$-/-- #$-/,1

#$#/--
#1/0% #2-／#-- 3/-- #$./0-+-/.3

##,- #$./,3+##/$3
##1/-- ##3/,#

##,/1-
#2/$# #11／#-- ./,, #$./,3+-/.,

表0所列各项数据，可作为我国教学、科研

等领域2!.周龄 4)56’7大白鼠血清血红蛋白

正常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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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瑁的人工饲养试验$

闫茂华 郑 霞
（江苏省海州师范学校 连云港 $$$-$%）

摘要：玳瑁属爬行纲海龟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生活在热带海域中。在我国北方地区利用水族馆人工

配制海水，人工控制温度，以淡水鱼泥鳅为主饲料，海带、紫菜和大白菜叶为辅助饲料进行饲养，并对其

生活习性进行初步观察。

关键词：玳瑁；人工海水；泥鳅；呼吸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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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瑁（’()*+,-.)/012+3(2-4*4）属爬行纲

海龟科动物［#］，分布于我国海南岛、西沙、南沙

群岛、广东、福建及台湾等一带的温热带海域

中，以 鱼、虾、蟹、软 体 动 物 和 海 藻 为 食［#!$］。

近些年来由于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玳瑁数量

急剧减少，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加强对玳

瑁的保护迫在眉睫。能否对玳瑁进行人工饲

养，国内很少报道。本文于#332年,月!#333
年%月利用江苏省三角洲师范专科学校水族馆

的有利条件，在管理员的协助下进行了玳瑁的

人工饲养及观察试验。

# 材料和方法

玳瑁池的 建 设：在 水 族 馆 中 央 建 一 个 长

$--<&、宽#--<&、高#--<&的玻璃缸池，池内

·2$· 动物学杂志 =>)*?5?@AB7*’CADEAACA!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