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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常长爪 沙 鼠的血象分 析 

聂垒荣 刘金明 
(浙江医学研究院实验动物所) 

擒要 长爪沙鼠是有 发应用价值的实验动物。本文首次测定了我国人工驯养、繁殖的 100只(雌 

雄各 50只)正常长爪沙鼠的血象正常值 。其血象数据与国外学者报道的基本一致 ，性别阃无显著性差 

异 。 

长爪沙鼠 (Meriones unguiculatus)是一 

种严重危害农作物的野生动物，主要分布于我 

国内蒙古及其毗邻省区，苏联外贝加尔和蒙古 

人民共和国。 1935年，我国长爪沙鼠B1人日 

本 ，后又从 日本传到美国。几十年来，日美等国 

将其作为实验动物人工饲养繁殖，用于生物医 

学研究。研究证明，长爪沙鼠是研究癫痫 、脑 

梗塞 、铅中毒“ 和丝虫病 等方面的理想动物 

模型。1984年我国学者朱智勇等 首先发现长 

爪沙鼠亦是研究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的理想动物 

模型。随着实验研究应用的发展，人们对长爪 

沙鼠生理指标正常值的了解更为迫切。 然而， 

国内尚未觅有关生理正常值的报道。本文主要 

介绍在我们的饲养管理等具体条件下，长爪沙 

鼠的 血象情 况。 

(一)材料与方法 

1．动物来源 i00侧正常长爪沙 鼠来源 于 

浙江医学研究院实验动物所饲 养的 封 闭 群 沙 

鼠，雌雄各半，l00一l 20日龄，体重 43—68克。 

饲养室温度 20--27~C，湿度 50—70％，自然光 

照。饲喂 自制的块状饲料和清洁蔬菜，不给饮 

水，每周加喂 1次葵花籽和麦芽。 

2．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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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血 全部动物分批于每 日上午 8点 

30分至 1 1点之间，于非麻醉状态下以玻璃毛 

细管自沙鼠眼眶静脉丛取血。 

(2)实验项 目 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测 

定、白细胞计数、白细胞分类计数、血小板计数 

和网织红细胞计数。其中红、白细胞计数用试 

管法；血红蛋白定量 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比色 

法；网织红细胞计数以煌焦油蓝酒精液染色(玻 

片法)，检数 1000个红细胞，观察其中所含网织 

红细胞百分率 ；血小板计数用许氏稀释液；白细 

胞分类血片用瑞氏染 色，在油镜下检数 100个 

白细胞，以求出各类白细胞之百分比。 

(=)结果与讨论 正常长爪沙鼠 血 象 测 

定结果(觅表 1)。 

长爪沙鼠的红细胞计 数 结 果 ，平 均值 为 

864．6× 1 0 ／毫米 ，最高为 1044× 10‘／毫米 ， 

最低为701× 10‘／毫米 ，性别间无显著性差异。 

与 Loew ’报告的长爪沙鼠红细胞 700—800 x 

l0’／毫米 基本一致。长爪沙鼠红细胞值与大鼠 

红细胞值 890× 104／毫米 (720--960× 104／毫 

米 )。 小 鼠的 930× 10 ／毫米 (770—1 250× 

l0 ／毫米 )相近似。 长爪沙鼠外周血中网织红 

细胞较多，平均值为 3．9弼，范围在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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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寰 1 100饲正常长爪涉置血颤 定位 

项 目 性别 动物数(只) 平均值 标准差 正常范瞬 

【00 13．6 1．2 9．6— 1，．B 

血红蛋白(克％ ) 50 l3．7 I．I I1．O— I5．8 

50 l3．6 O． 9．6一 l5．8 

100 B6{．6 75．6 7 D1一 l044 

红细胞(x10‘／毫米’) 50 869．7 80．5 701⋯ln{4 

50 861．3 70．6 708— 10O5 

100 3．9 1．2 I．9— 6．5 

铡织红细咆(％) 50 3．8 【．1 2．2—6．4 

50 4．1 1．2 I．9—6．j 

100 BjB6 1 4 690O— l 2700 

白细融(个／毫米，) ，0 8809 l437 7000一 l2l00 
50 832B 1219 6900— 12700 

100 28．1 6．9 l 5— 48 

中性粒细胞(瞄) 辛 50 26．8 6．2 1，一46 

50 29．4 7．2 1，一 {B 

100 O．8 0．B 0— 4 

瑶酸性船细胞(％) 辛 j0 O．7 0．9 0—4 

50 O．B 0．7 0-- 2 

自抽胞 
辛 100 0．， 0 B 0— 3 

嗜碱性柱蛔胞(喵) 50 0．j 0．7 0—3 

丹 娄 0 0．5 0．8 O一2 

100 69．1 6 9 49一B2 

琳巳细胞(％) 辛 50 70．4 6．● 53一B2 

50 67．7 7．O _9— 80 

100 1．6 I．， 0— 6 

单棱细胞(％) 5O I 6 1．， 0—6 

50 1．5 1．5 0— 6 

100 356．5 46．5 I86一 {l7 

血小板(x10‘，毫米’) 辛 50 5 8．j ●5．9 230--417 

50 3纠 ．5 ●7．0 1B6—  l2 

性剐间亦无显著差异。 Ruhrena~观察到成熟 

沙 鼠外周血中存在较多网织红细胞和嗜碱性红 

细胞，DilIon和 Gloraski ，亦报告沙鼠血中 

存在较多的多染性红细胞和经常出现点彩红细 

胞。 Smith 等 ‘，且在胎儿期和新生沙鼠的循 

环红细胞的 4O％ 以上是点彩红细胞，大约 2O 

周龄时才降到成年时点彩红细胞的水平。 

长爪沙 鼠的血红蛋白平均值为 13．6克％， 

范围在 9．6—15．8克弼，性别 间无显著差异。我 

们的结果与 Loew 报道的 l4—16克 字刍基本一 

致。Ok~mura等 对沙鼠的血红蛋白作了专门 

研究，发现长爪沙 鼠有二种主要血红蛋白(34弼 

和 66弼)及一种移动慢的次 要 成 分 (0．5％)。 

Brdicka 用电泳技术比较了长爪沙鼠 与其 密 

切相关的 Merloncs 口 的血红蛋白，发现 

这两种沙鼠的血红蛋白是多相的。至于国内长 

爪沙鼠的血红蛋 白情况还有待探讨。 

长爪沙鼠的白细胞总数平均值为 8586个／ 

毫米’，范围在 6900— 12700个／毫米 ，性别间无 

显著差异。 与国外报告的 800O—l1000个／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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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相一致，亦与小鼠白细胞数9436个／毫米 

相近。白细胞分类结果，中性粒细胞 28．1％，嗜 

酸性粒细胞 0．8％，嗜碱性粒细胞 0．5％，单核细 

胞 1．6％，淋巴细胞 69．1％，各类白细胞性别间 

无显著差异。淋巴细胞与中性粒细胞之比值为 

2．5：1，较 Loew 报告的 3．5：1为低。 

长爪沙 鼠的血小板计数 ，平均值为 356．5× 

l0。／毫米 ，范围在 l86—417× 10‘／毫米 ，性别 

间亦无显著差异。 

长爪沙鼠是一种大有开发应用价值，具有 

多种生物学特性的实验动物，本文所测血象正 

常值可供医学科研选择正常动物时参考。有关 

血象方面的其他指标正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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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牛 、同羊及黄牛血清蛋白电泳的比较研究 

郭 亮 霞 ． 
(胰西省动物研究所) 

摘要 本文用象丙烯酰胺凝胶电毒Ic对羚牛、同羊、黄牛的血液进行了血清蛋白电泳分析研究。结果 

袅明，羚牛和同羊的谱带在 A、B两区基本相似，在 A、c两区尚有差异，其c区差异明显。羚牛和黄牛 

的1簪带在 A、B区差异较大，在 c区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用基因生化表现型的研究方法证明，羚牛 

和同羊之阃具有较近的亲缴关系。羚牛的亲绿关系介于同羊与黄牛之间，羚牛和黄牛的亲缴关系比同 

羊稍远 · 
．  

羚牛 (Budorcas~axicolor)是一大型珍贵 

偶蹄类动物。分布于印度、缅甸、不丹及我国四 

川、陕西、甘肃、云南、西藏五省。根据它的形态 

特征和栖息环境，对羚牛的分类问题，历来持有 

不同意见。 昊家炎0 从形态及染色体组型的角 

度认为羚牛系在牛、羊之间而近似羊的牛类，主 

张恢复基尔 (Gill， 1872)提出的 “麝牛亚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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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bovlnae) 的意见。 耳前对中国羚牛分类 

研究已从外形特征、生态类型向遗传基因型方 

面深入，尚未从血清蛋白组分分析方面去详细 

探讨。 

·此项研究得到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昊家炎、周春虹、党蕊 

叶；成都动物园李饶述、王强；西北农业大学牧医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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