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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蜥属两种蜥蜴卵和幼体特征的比较研究!

许雪峰 计 翔
（杭州师范学院生物学系 杭州 71557F）

摘要：比较研究了南草蜥和北草蜥实验条件下的卵及幼体特征。南草蜥产卵雌体的体长、最大窝卵数、

平均卵重小于北草蜥，相对窝卵重与北草蜥相似。两种蜥蜴均通过增加卵长径和卵短径来增加卵重，但

卵外形明显不同，南草蜥的卵较长。两种蜥蜴卵孵化过程中均吸水增重。相同孵化温度（6FZ）条件下，

南草蜥的孵化期明显比北草蜥长。南草蜥幼体的体重、体长、头长和头宽的实测值小于北草蜥，尾长实

测值与北草蜥无显著差异。南草蜥幼体的体重、头长和头宽的矫正平均值小于北草蜥，尾长矫正平均值

大于北草蜥，体长矫正平均值与北草蜥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南草蜥；北草蜥；卵；孵化；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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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和我们的野外观察，浙江草蜥

属（!"#$%&’()*）仅南草蜥（!+*,-./0,"1)*）和

北草蜥（!+*,21,01&/’0"./*）两种。南草蜥主要

分布于我国南方诸省；北草蜥广泛分布于华北、

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地。这两种蜥蜴在其分布

区内均十分常见，通常是当地蜥蜴区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刘承钊［!］报道北草蜥的生活史

（"#$%&#’()*+）和繁殖习性以来，陆续有作者报道

该种的野外活动节律、食性和繁殖［,，-］，卵内物

质和能量的储存与利用［.］，胚胎代谢［/］，幼、成

体的热生物学特征［0，1］，两性异型、交配行为和

繁殖输出［2］。与北草蜥相比较，关于南草蜥的

研究很少，仅局限于生活习性的一般描述［3］。

本项研究旨在（!）提供南草蜥雌性繁殖输出和

卵孵化的基础数据；（,）比较南、北草蜥卵和幼

体的特征。

! 材料与方法

南草蜥于!332年.月下旬捕自福建莆田，

北草蜥于!331、!332年/月捕自浙江丽水。捕

获的蜥蜴带回杭州，经测量和称重后，饲养在蜥

蜴专用培养缸（3445560/4556/4455）内。

动物能在缸内自由取食黄粉虫（!,0,3&/’(’./4
1’&）幼虫和饮水，接受自然光照。定期在蜥蜴

的饮用水中添加德国产爬行动物专用复合维生

素（789:;7<=8>!=）及儿童钙粉，确保动物全

面的营养需求。定期触摸判断雌体怀卵状态，

雌体临产卵前,!-天被单个关养在潮湿沙质

基底的产卵缸（,44556!/4556,/455）内。

卵均在产后!小时内被收集、测量和称重，以避

免失水或吸水导致卵初始质量的变化。相对窝

卵重（*%"?(#@%A"B(A&5?’’，=CD）用窝卵重／产

卵雌体总重（含窝卵重）表示［!4!!-］。

卵在直径!,455、含潮湿基质的圆罐内孵

化。圆罐覆盖穿孔的塑料薄膜，放置在广东医

疗仪器厂产E=F<,/4G型生化培养箱内。孵

化基质湿度 设 置 为H!,I>?［干 蛭 石（@%*5#<
AB"#(%）J水 K!J,］配合而成。孵化温度设置为

,0（L4M-）N。每日调整圆罐在培养箱内的位

置，以减少箱内可能存在温度梯度的影响；每日

向罐内添加适当的水，以保持原有的湿度。隔

/天称卵重，直至幼体孵出。幼体孵出后!小

时内被收集和称重，然后放入低温冰箱保存。

卵壳用清水冲洗后放入0/N烘箱，干燥至恒

重。冰冻保存的幼体以后被解冻，鉴定性别（雄

性有 明 显 的 半 阴 茎），测 量 体 长（’O)B(<@%O(
"%OP(&，QRE）、尾长（(?#""%OP(&，:E）、头长（&%?S
"%OP(&，FE）、头宽（&%?ST#S(&，FU）。然后，幼

体被放入0/N烘箱，干燥至恒重。

所有数据在做进一步统计检验前，用9)"<
5)P)*)@<Q5#*O)@和V<5?W分别检验正态性和

方差同质性。经检验，部分原始数据需经E)P%
转换才能符合参数统计的条件。用方差分析

（G7;RG）、协方差分析（G7C;RG）和偏相关

分析等参数统计处理和比较数据。对不符合参

数统计的数据，用D?OO<U&#(O%+54检验和64
检验等非参数检验处理。比较矫正平均值前，

检验斜率的均一性。文中的描述性统计值用平

均值L标准误表示。

" 结果与讨论

南草蜥产卵时间为.月,,日至1月,/
日，产卵雌体的QRE为（/!M4L4M/）55（0K
!4，.3M.!/-M/），繁殖期内产卵!!-窝，QRE
最大的雌体产卵-窝，窝卵数为!!-枚。第一

窝卵 平 均 卵 重 为（!1,M0L/M4）5P（0K!4，

!.2M4!,4,M4），=CD 为4M!/!L4M4!-（0K
!4，4M42,!4M,4,）。第 二 窝 卵 平 均 卵 重 为

（!1.M2L.M4）5P（0K/，!01M4!!23M4），=CD
为4M!-2L4M440（0K/，4M!,/!4M!/0）。南草

蜥与北草蜥相比较，后者体型较大，产卵雌体的

最小QRE为//M455，平均QRE为0/M,55，

窝卵数为,!0枚，=CD为4M!.3［2］。

偏相关分析显示：南草蜥卵长径与短径呈

负相关（&KH4M22，S7K,4，1K1M-!，8"
4M444!），卵长径（&K4M20，S7K,4，1K1M,.，

8"4M444!）和卵短径（&K4M22，S7K,4，1K
2M4,，8"4M444!）与卵重之间呈正相关性；北

草蜥卵长径与短径无关（&KH4M,4，S7K,!，

1K4M3-，8K4M-0-），卵长径（&K4M0.，S7K

·0!· 动物学杂志 C&#O%’%X)B*O?")$Y))")P+ ,444#$（-）





表! 南草蜥和北草蜥孵出幼体特征比较

项目
实测值

南草蜥 北草蜥 !（!"#$!）

矫正值

南草蜥 北草蜥 !（!"%#$!）

体 长 &&’()*’& &+’,)*’& --’-+!!! &.’&)*’( &.’+)*’& (’&&"/

尾 长 ,*’+)(’( ,&’()*’0 (’1("/ ,,’*)(’( +-’2)*’1 ..’(,!!!

头 长 ,’0-)*’*. 1’,-)*’*, (++’02!!! 1’*+)*’*. 1’.2)*’*+ ..’,(!!!

头 宽 .’+-)*’*, +’(+)*’*. (+,’(*!!! .’,1)*’*+ +’*1)*’*. 0-’,-!!!

体湿重 &*,’,).’+ &22’*)-’( (.1’,0!!! &.,’+)&’0 &1(’.).’, .&’--!!!

体干重 .2’()*’- ,-’,)(’1 (((’0,!!! +.’&)*’1 ,&’*)*’2 ,2’(.!!!

计算/$3、43、53、56矫正平均值时，孵出幼体干重设置为+-’+78；计算体重矫正平均值时，初始卵重设置为&*1’&78；质

量和长度单位分别为78和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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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介绍：周永康，男，=M?;年生，安徽巢湖市人，助理

工程师，学士；研究方向：扬子鳄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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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孵化期扬子鳄蛋壳气孔分布及功能的观察

周永康 汪仁平 夏同胜 周奎厚
（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 宣州 7:7;>:）

摘要：对不同孵化期扬子鳄蛋壳气孔分布的特点及功能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在胚胎发育中扬子鳄蛋

壳的气孔密度显著增加（3!;<;=）；蛋中部的气孔密度明显高于两端（3!;<;=）；出雏时的蛋壳与入孵

时相比，明显变薄（3!;<;=）；（7;O=）日龄的中死蛋气孔密度明显小于同期的正常蛋（3!;<;=），因此，

气孔密度的变化对胚胎发育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扬子鳄；蛋壳气孔；分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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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鳄（4&&’5)*.-#’($(#’#）蛋人工孵化所

需要的温度和湿度条件已得到较准确的控制，

但在近几年的孵化中仍出现一定比例的中死

蛋。

本试验通过观察鳄蛋在孵化中气孔分布的

特点，探讨蛋壳气体交换途径对胚胎发育的影

响，以寻找引起扬子鳄胚胎死亡的有关原因。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试验于=MM@年?!M月在安徽省

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进行，分七次取不同孵化

时期的鳄蛋共88枚。第一次取初产受精和不

受精蛋各8枚，第二次取=;日龄正常蛋和（=;
O=）日龄中死蛋各8枚，第三次取7;日龄正常

蛋和（7;O=）日龄中死蛋各8枚，第四、五、六次

分别取>;、:;、Q;日龄正常蛋各8枚，第七次取

出雏蛋壳=7枚（任选其中8枚观察其气孔），共

计=;组。

)*+ 方法 观察蛋壳气孔前，用铅笔将整个蛋

壳划分成三个环形观察区，即两端和中部。两

端观察区各占蛋长径的=／:，蛋壳中部再被平

分成上面和下面两个观察小区。之后在蛋的任

一端开一小孔，除去内容物，剥去壳膜，清洗蛋

壳（铅笔圆形保留），并晾干。在蛋壳的另一端、

中部上面和下面各取=;小块，在每小块蛋壳上

任选一面积为;<7Q6F7放在解剖镜下（将镜座

上的载物台板换成相应大小的培养皿，其下设

置一光源，光线透过培养皿，穿过气孔，便于观

察），点记该面积内的通透光亮点数，每个通透

光亮点即为一个气孔。将=;小块蛋壳气孔密

度的平均值作为每个观察区的气孔密度值，端

部、中部上面和下面三个观察区的气孔密度平

均值作为该蛋的气孔密度值。

第一次和第七次取样观察气孔分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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