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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横切片 7张。非负重指的指 骨 相 詈 骨 

密质的部位是由三层构成：外层是致密的结缔 

组织膜 (软骨膜)，较薄；中间层是 由三 个 透 

明软骨板相互衔接而成，较厚；内层是由密集 

的一层成骨细胞组成(见图8，图9)。负重指骨也 

分三层：外层较厚，长扁平状的骨细胞较多，围 

绕中间层呈同心圆状排列、骨陷窝明显，但没形 

成骨小管；中间层是一层略厚的软骨基质，内台 

棱少的软骨细胞，软骨陷窝和软骨囊明显可见； 

内层骨细胞稀少，由 3--5层骨板状结构围绕骨 

髓腔，呈同心圆状(见图 10、图 11)。 

讨 论 

动物的非负重指骨为退化骨，根据机能影 

响结构，结构又决定机能的辩证关系，在动物的 

系统发生和个体发育的过程中，骨的退化原因 

是负重和力的作用减弱，致使骨的发生过程中 

止在某一酐段上 (而盘鼍骨骨的发生目U能麓续 

到底)。 这样可以推论出上述所见的空嗣产生 

原因是在软骨内成骨形成哈弗氏系统 过 程 中， 

由于破骨细胞侵蚀原来的骨组织形成纵列的淘 

和隧道 ，而成骨细胞进人及衬附在沟和隧道的 

过程减弱，甚至停止，所以形成横磨片所见的空 

洞。空洞就是要形成哈弗氏系统的部位。由于 

愈接近骨髓腔部位，空洞愈多，内环骨板缺失， 

所以接近骨髓腔部位的空洞，可视为骨松质向 

骨髓腔的过渡部位 (由有些空洞与骨髓腔相连 

可以证实 )。 

在体重小的动物非负重指骨停留在软骨税 

阶段、负重指骨停留在软骨组织演化为骨组织 

的过程中，可见在动物进化 过程中，骨密质能否 

形成典型的结构与该骨负重及受力作用的大小 

有直接关系。 

从猪、兔、小白鼠指骨组织结构的比较中可 

以认为骨陷窝和软骨陷窝是骨组织发生的同源 

组织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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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 山的小型兽 类调查 

龚 正 达 解 宝 琦 
(云南流行瘸研究所) 

摘要 本文报道了 1 985年 1 0—11月对云南西北边陲高黎贡山东城 5十不同森林植物带进行的小 

型兽类垂直分布的调查结果。 共获小兽 961只，隶属 {目 9科 30种。调查说明：在不同的景观带里它 

们的种类和数量组成不同 ；多数种类都能 跨带分布 ，跨带分布的能力与其在 同类群中的数量组成有关 ； 

总的分布可构成高山矮灌丛草坡地、森林 、ru坡耕作地三类；随着纬度的南移，该 山脉小兽的密壅、种类 

组 成和优势种都随之改变。 

过去，我们先，舌对云南横断山系的 白芒雪 

山(德钦 ，1965)、老君山(剑川，1980)、点苍山 

‘大理，1981)、鸡足山(宾川，1980)、志奔山(云 

龙 ，1 983)、宝台tit(永平，1984)等地进行了小 

兽 区系及分布的调查工作。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还对碧罗雪山中部作了鼠形啮齿类的 

‘参_衄丰出调壹工作的还有：林隶球 、段 镑 ．王蠢 匿、解 

柬、田杰、尹家传，贡山县防疫 站的赵军、商德华同志 1佣 

查工作得到贡山县防疫站、泸水县防麈站妁大力支持。标 

车复查中并得瑚昆明动物研宄昕王应祥同志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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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分布调查(昊德林 ，1980)，而著名的高黎贡 

山小兽类的情况迄今未见较系 绕的 调 查 报 道 

《彭鸿经 等，1981)。 

1985 ， 一’1 日， 我们对高黎贡山山脉 

北段【五̂山甚)的 东坡进行了小兽的垂直分布调 

查 ， 同期并对中段(泸水县)2，8OO米处进行了 

区系调查。调查以夹 日法在不同景醌(植物带) 

进行，以油条为诱饵，每布放一日转移地点，每 

一 地点分 4—6条夹线进行，夹 日数的分配以当 

地环境范围的大小而定。为提高捕获率，布放工 

具时有意选择宜小兽栖息活动的环境(如倒木、 

大树根、乱石窝、沟坎、洞口及跑道等)。此外， 

辅以笼捕和枪击方法。采获的标本经采集体外 

寄生虫后分类登记，每种并制作部分标本保存。 

自 然 概 况 

垂直调查的工作区位于怒江和弛龙江哺大 

狭谷之间的高黎贡山山脉北段东坡 (即责山县 

城 以西。 县城地 理位置 约 东 经 9B。O3 ，北 纬 

27。68 )o 本山西与担 当力卡，东与碧罗雪山对 

峙 ，三大山脉自北向南并行，高山狭谷相闻。山 

最高约 4，200米， 谷深约 1，600米， 相对高差 

2，000米以上。从地域上看，本区属青藏高原的 

东南边缴。按动物地理区划应属东洋界，西南 

区的西南山地亚区。 

W  E 

弛盘江 海拔 (米) 怒 

固 1 高黎贡LLJ~t段东坡森林植物垂直分布盘-宙 

本区位于印度洋暖湿气流的迎凰坡，一年 

中有两个降雨季节，雨季达九个月 仉，常年温 

凉湿润，无干湿季节之分。怒江、独龙江边年平 

均温度 11。一1 5℃ 左右， 相对温度 78—8O，5， 

年降水量 1，667—2，000毫米。气候萄和长夏无 

冬，但由于地势和坡向不同，气候亦异。 

本区的植被因受气候和地形的影响，呈现 

出明显的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特征。森林植物 

的垂直分布情况如图 1。 

调 查 结 果 

本次调查共捕获小兽 961只，其中夹 日法 

捕获910只(贡山 744只，泸水 1 36只)，其它方 

法捕获 51只(贡 山39只， 水 1 2只)。它们隶 

属 4目 9科 3O种。 

一

、 小兽 名录 

1．小 林姬 鼠 Apodemus sylva,．icus 

2．齐氏姬鼠贡 山亚种 Apodemus chevrierl 

go gs矗口 es if ub婶一no ． 

3．社 鼠 R$fcus niviven~er 

4．刺毛 鼠 R ~Ivescens~ulvescens 

5．大足 鼠 R．ni~idus 

6．自腹鼠 R．coxingi 

7．四川白腹鼠 R．coxiu oudersonl 

8．灰瘦鼠 R．eha 

9．黄胸 鼠 胄．ftuvipecms 

1 0．独龙鼠 Nivivemer brahma 

1 1．滇绒鼠 Eothenomys eleusis 

1 2．克钕绒鼠 E cackinus 

l3 松 田鼠 Pi~ymys ircne 

14．克氏田 鼠 Microtus clarkei 

1 5．赤腹松鼠 Calfosciuru s ery；haeus 

16橙腹松鼠 Dremomys lokriak 

17．渡氏长吻松鼠 D．pernyi 

l8．隐纹花松鼠 Tamiops s evinhoei 

19．灰颈鼠兔 Ochotona forrestl osgoodi 

20．高黎 贡 鼠兔 0．gaotigongensis sp．NOV． 

21．背 纹鼬瞳 Sorex fyf ， 口 拈 

22．普通 静髓 S．araneus 

23．印度长尾跑 $oriculus lcmrops 

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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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长尾媳 S．~audatus 

25．阳 1【短尾鼬 Anouro$orex squamlpes 

26．多齿鼬鼹 Nasillus gracills 

27．长 尾鼹 Scaptonys[usicaudus 

28．中华姬 媚 Neotelracus si ensis 

29．贝氏树鼬阿萨姆亚种 Tupaia belange’ 

，i assam ensis 

30．黄鼬 uttela~ibirica 

=、高黎贡山(北段)小兽的垂直分布 

根据森林植物不同组成的 5种生境作为调 

查点，共用 3，089个夹 日，捕获小兽 774只，其 

中啮齿类最多，有 498只，占64．34％；食虫类 

攻之，有 23 0只，占 29．72％；兔形类较少，有 46 

只，仅 占 6．33％。 羔不同的景观带里它们的种 

类 组成 和数量是 不同的。 

(一)不同垂直带小兽的组成 

I．云南松、蕨类、耕作地带，海拔 I，600— 

2，000米。 本带 l，800米以下大部为山坡 耕作 

地 ，农、林、牧业活动较频繁，森林砍伐严重。本 

性 境共捕获小兽 7种(赤腹松鼠为枪击获)，种 

类较单纯。夹 日法捕获率较低 (19．80％)。 其 

；中，食虫类数量 占优势 (76．27唠)；啮齿类较少 

《23．73偌)。优势种为四川短尾跑(47．46 )；常 

见种为长尾鲍(1 8．64弼)；其它种类较少。 

II．秃杉、常绿阊叶林带，海拔 2，000—2，500 

米。 本带森林较完整 ，仅下缘有少量农、牧、 

林活动。本生境共捕获小兽 1 3种(橙腹松 鼠为 

枪击获)，种类较多。 夹 日法捕获率最高，达 

3 8．1 2瞄。其中，啮齿类数量占优势(60．27瞄)； 

其余为食虫类 (39 73％)。 优势种为小林姬鼠 

(39．73％)；常见种为中华姬媚(13 0l％)和背纹 

施髓(11．64为)；其它种类较少或很少。 

III．乔松一阏叶混交林 、落叶阔叶林、云杉、 

铁杉林带，海拔 2，500—3，000米。本带森林植 

物组成较为复杂 ，均保持原始状态。本生境共 

捕获小兽 ¨ 种(波氏长吻松 鼠，隐纹花松鼠和 

贝氏树鼬为枪击获)，种类较多。夹 日法捕获率 

亦高，为 34．84％。 其 中 啮齿类数量占优势 

(74．68％)；食虫类较常见(16．23％)；兔形类(灰 

颈 鼠兔)开始 出现，但较少 (9．09％)，其分布下 

限为 2,800米。优势种为滇绒鼠(3O．52％)；常 

见种有小林姬鼠(22．72％)、灰腹鼠 (1 8．83％)， 

后者分布下限为 2，800米； 其它种类较少或很 

少。 

IV．冷杉 林带 、海拔 3，000—3，600米。本 

生境除冷杉外还有大片箭竹及灌木林丛，淘谷 

坡度较小 ，环境较开阔。这里共捕获小兽 l5种 

(黄鼬为茏捕获)，种类最多。夹 日法捕获率稍 

低， 为 23．7l形。 其中， 啮齿类数量 占优 势 

(68 78移)；食虫类较常见(26．45％)；兔形类较 

少(4．76徭)。优势种为滇绒鼠(26．46％)；常见 

种有灰腹鼠(17．46瞄)，小林姬鼠(15．08％)，多 

齿鲍鼹(14．02瞄)；其它种类较少或很少。 

V．高山矮灌丛带，海拔 3，600米以上。本 

带以杜鹃灌丛为主，问有石坡 ，草波地。本生 

境倪捕获 5种小兽，种类最少。夹 日法捕获率 

最低，仅为 9．95弼。其 中，啮齿类数量占优势 

(54．05％)；兔形类次之(40．54％)；食虫类较少 

(5．41瞄)。 优势种为获颈鼠兔”(40．54徭)；其 

次为松田鼠 (32．43瞄)；常 见 种 为小 林 姬 鼠 

(1 8． ％)；其它种类较少。 

根据山地不同景观、山地地方性气候、小兽 

的食物和德蔽条件以及分布特征，A的生产活 

动和上述情况，高黎贡山的小兽分布 可 构 成： 

(1)高山矮灌丛草坡地类：小兽以适于高山生 

活的灰颈鼠兔 (括高黎贡鼠兔)、 松田鼠为主。 

特点是小兽总密度较低，种类单纯。(2)森林 

类：小兽以啮齿类的小林姬鼠、滇绒 鼠、灰腹鼠 

和食虫类的多齿靓鼹、背纹甩照为主组成。特 

点是小兽密度较高，种类复杂。(3)山坡耕作 

地类：小兽以食虫类的~t JI1短尾鲍，长尾鲍臆 ‘ 

等为主组成，而啮齿类的种类和数量均较 少。 

特点是小兽密度较低，种类亦较单纯。 

(二)主要小兽在不同垂直带的数 量关 系 

绦上所述和表 l可以看出，各垂直带的小! 

兽在种类和数量上的组成坶不相同，还可以看 

出，它们多数都能跨带分布，跨带分布的能力通 

常与其在同类群中的数量组成的大小成正比。 

1)限于野外工作条件， 这里边有鄙分高黎贡鼠兔谩定为 

藏颈鼠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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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l 高蔡贯山j匕段备垂直带小●的种类磕组成 

垂 直 带 V IV I1I I 总 数 

吏 日 数 372 1594 442 3 B3 298 3089 

捕获总数 37 378 1 4 1 6 9 774 

总捕获率 9 95 23．71 3 ．8 4 38．1 2 19．B 2 ．01 

船 田 鼠 32．43 1．06 

克匠 田鼠 2．70 1．32 

小 林 姬鼠 18．92 15．08 22．73 39．73 

演 饿 氪 26．46 ；0． 2 8．z2 

克铁缄鼠 7．1 4 

灰 腹 鼠 I7．{6 I8．8 3 

白 腹 鼠 2．60 6．16 名  

社 鼠 0．2 6 4．11 

刺 毛 鼠 1．37 6．77 种 

太 足 鼠 8．47 

齐 氏姬 鼠 贡山 亚种 8．47 组 

斯 氏花 松 鼠 0．85 

橙腹松鼠 0．6 5 减  

多齿聃鼹 5．41 I{．02 9．74 6．I6 

％  长 尾 聃鼬 3．4 4 3．2 5 6．16 18．64 

背 毁聃 蒲 5．B2 I．30 11．64 10．17 

普 通 聃靖 1．8 I．3O 0．68 

印 度长 尾聃 O．79 

长 尾 聃 (1．53 

四川 短尾 鼬 2．05 47．46 

中 华 蛭蝎 0．6 I3．01 

但是，同一种小兽的数量是随垂直带的不同而 

出现垂直变化。 

1．啮齿类和兔形类 

灰颈鼠兔和松田鼠是森林埴物带v的优势 

。

种，泼带为它们的最适栖息地。它们均具一定 

的跨带分布的能力 (它刷在 V—III的分捕率分 

别为 4．03，1．13，2．94和 3．23，0 25)，但随着海 

拔高度的下降 ，森林的出现，数量明显减少至消 

失。 

滇绒鼠是森林植物带 lV和 III的优 势 种， 

逸两带为其的最适栖息地 ；此外，II带也有分 

布 (IV—II带的分捕 率 为 6．27，1 0．63，3．13)。 

垂直分布范围较宽。 

小林姬鼠在森林植物带 II—V均 有分 布 ， 

垂直分布范围最宽，它不仅为带 II的优势种，而 

n为其余各带的常见种 (II—V带的 分 捕 率 为 

1 5．1 4，7．92，3．85，1．88)，但数量随海拔高度上 

升而递减 。 

灰腹鼠仅在森林植物带 IiI—lv发现(分捕 

率为 6．56，4．I4)，为这两种生境的常见种，垂直 

分布范围相对较窄。 

2．食虫类 

多齿跑鼹在森林植物 带 II—V均 有 分 布， 

垂直分布范围最宽，但以带 III数量最多 (I』一V 

带的分捕率为 2．75，3．39，3．32，0．54)，其次为 

IV带，其它带分布数量较少。 

背毁跑藏在森林植物带 I—lv均 有 分 布， 

垂直分布范围亦最宽 (I一』V带分捕率为 2．01， 

4、43，0．45，1．38)，但数量以 Il带最多，其次为 

l带，其它带数量较少。 

长尾跑齄在森林植物带 I—IV均 有分 布， 

垂直分 布 范 围亦 最 宽 ，(I—IV带 分 捕 率 为 

3．69，2．35，l l3，0．82)，但 I带数量最多，数量 

寰2 高黎贾山中詹落叶蘑叶韩带小■的组成 

’其 中有十别四j】l白瞧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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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海拔高度上升而递减。 

四Jj『短尾胞分布较窄，仅在海拔较低的森 

林植物带 II以下分市(I—II带的分捕率为 9．40， 

O．78)，为 I带的忧势种。 

3．高黎贡山(中段)东坡小兽的资料 

继北段 东坡的 垂直调查 之后 ，还对 本山脉 

中段(南移约 200公里)东坡 2，800米处的落叶 

阔叶林带的小兽进行了夹 日法调查， 共用 256 

个夹 日(结果如表2)，共捕获小兽 14种 136只 

总捕率 29．82％。其中，啮齿类占优势(73．5j％ ； 

食虫类常见 (21．32弼)；兔形类较少 (5．1 5为)。 

本生境中以小林姬鼠为优势种(48．53％)；社鼠 

为常见种(“．76％)；中华姬媚(7．35弼)，灰颈 

鼠兔(不台高黎贡鼠兔)(5．1 5％)和印度长尾匏 

(5．1 5徭)较少；其它种类很少。 

上述结果与本山北段类似的量观和海拔高 

度的小兽的组成情况比较看出 (不包括枪击部 

分)，本山脉随着纬度南移，小兽的密度有所下 

降，种类增加(多 3种)，优势种改变，其它相商 

的 种类在数量组成 上也不相 同。 

参 考 文 献 

吴锚蚌 19帅 碧 罗雪 山哥形啮齿类的垂直舟布 动物 学 研 

究 IC2)：221—2 l。 

彭鸥鲤 198l 高黎 贡山的兽类新种和新亚种 兽羹 学 搔 

l(2)：167 l7 4。 

水 螅 的 快 速 繁 殖 方 法 

{I】 海 增 
(果龙江省应用馊生袖所) 

摘要 本文介绍了水草咐着法，藻瞢贴壁法和苔丝附着法。作者利用l s一 25℃ 的高承温，竞罡的 

承蚤，喂食后及时换水和藻类的光台作用等几十条件 ，将水螅^ 工地附着于对(草 、藻苫和着生绿藻的玻 

璃绳上，高速、省工、遗时地繁殖永蛇，十分成功。夏季室温(2o 2 5℃左右)较高，水蚤较易得到，又是教 

学使用水媳的旺季，利 用承螅的 芽繁殖 ，几年来为几百所学枝提供了敦万条活水媳用于教学。冬季保 

留少数螅种喂 ：蚯蚓越冬。亚甲基蓝和叮啶黄承溶液可 劣沿水螅的车轮虫痛。 

水螅 (Hydra)是腔肠动物门的代表动物， 

是教学和科研中磐不可缺的实验材料。在大学 

和中学生物课教学中，如何高速 、省工和适时地 

繁养出大量的水螅用于实验 ，为广大教师们所 

关注 笔者多年来摸索到一些比较适用 的 方 

法 ，仅供大 家参 考穗 应 用。 

水螅一般生存于缓流的淡水池沼中，附着 

子葡卧、浮萍 水草等水生蝗讶茎叶上，常以小 

的蠕 虫 、昆虫 幼虫和 甲壳 类为食。 由于肉眼清 

晰可见，可格它连同植物敞水中一齐采回。水 

蟪 是鱼业 害虫 、’{捕食小 爰鱼 的鱼茁 ．因此是热 

带 鱼养殖场和水族馆锎 智客，也可以到舞善热 

带鱼的地方去索取。 

当我们在 自然界中采到或从水族馆要到少 

数几条水螅 ，怎样能在一个月内繁养出几千条 

水螅来，这就必需掌握水媳快速繁殖的最佳条 

件：(1)大容器(六塑料桶或大玻璃缸等)。储 

放一周立右 ，除去氯气的 自来水 ，是繁养承螅较 

好的培养水。(2)1 8—25℃左右的高水温是水 

螅高速 出芽生殖的最佳温窟。(3)充足的水蚤 

(Dapknia，俗称鲢)是水螅高速繁殖的最佳食 

物。(4)喂后及时更换新鲜培养永是水螅旺盛 

奉文承哈尔滨师范大学生 累史新捆教授和北京 大 掌 

生物系酉裤教授常阅，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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