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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束 语 

以汉沽污水库捕捞 的 肌 肉含 汞 量 7．6120 

毫克／公斤的鲫鱼饲养水貂，鱼肉占日食 量 的 

70％ 时 ，成貂能存活 237—275天 ，刚分窝的仔 

貂能存活 115—125天 ；用污水库鲫鱼肉占日食 

总肉量的 50够 喂貂 ，年内不会引起水候病症状 

和死亡，毛皮质量能达一级皮标准。因此，我们 

认为： 用污水库鲫鱼肉古 日食总肉量 50唠 的 

量喂貂，是可行的，不仅能提高汉沽污水库的自 

净效果，而且还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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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光方式对水貂冬毛生长的影响 

肖永 军 宋 建 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要 从 7月 11日起，栗甩恒定短日照和模拟北纬 54 秋分以后，自然目l睦l时间两种控光方式 

对标准水貂进行了控光试验，另设接受自然日照的对l睦l组。接受以上两种控光方式水貂的冬毛成熟时 

间分别比对照组提前 37．9夭和 17．2天。且前种控光方式使堆雌貂冬毛成熟时间趋于集中。两种控光 

方式对毛皮质量均无明显影响 

成年水貂 (Muslela vison)一年有春 秋 

两次换毛。 自 Bissonnette et a1． 开始研究光 

照周期与被毛生长周期的关系 以来，许多学者 

的研究已证实这种季节性换毛受光照周期的调 

节。 

水貂夏毛长出后 ，人工缩短每天的光照时 

间，可诱导冬毛提前生长和成熟，从而使取皮时 

间提前，降低饲养成本。人工控光提前取皮，可 

采用两种控光方式。一种是从控光之 日起，逐渐 

缩短每天的光照时间，直到冬毛成熟 ，一般多模 

拟高纬度(北纬 45。以上)秋分以后自然 日照时 

间。另一种是直接采用恒定的短 日照。这两种 

方式均能使水貂冬毛提前生长和成熟。但两种 

控光方式诱导冬毛提早生长和成熟效果的比较 

研究还未见报道。 

材 料 与 方 法 
' 

(一) 供试动物和 控 光 方式 I985年 7 

月初，在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试验貂场 ，选择 

24只(雌、雄各 l2只)体重 毛色基本一致的成 

年健康标准水貂 ，随机分成三组 (每组雄 4雌 

4)。其中组 1和组 2为控光处理组 ，组 3为对 

照组。组 1从 7月 11日起，缩短 日光照时间到 

6小时 ，直到取皮 (见图 1)。组 2从 7月 11日 

起模拟北纬 54。(本地为 44。o5 )秋分 以后的 自 

然日照时间 (以每侯 为单位逐渐缩短日照时 

间)，直到取皮。组 3(对照组)接受自然日照。 

． 本文承昌克揖研究员、佟煜人副研究虽fu朴厚坤 尉数 

授等的热情指导’特此致谢a 

1)每 5天为 1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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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控光示意图 

— — 组I；⋯ ·-组 2；⋯ 组 3[3组图注均适用于图 2 

(=) 毛样的采集囊被毛密度和皮肤颜色 

的观察 从 7月 27日到取皮 ，每 5—15天从每 

只貂臀侧和胸侧不超过 4cm 的固定 范围采毛 

样。同时 ，观察被毛密度和皮肤颜色(以下称肤 

色)。 因在活体上观察 ，所 以，均用等级制度量。 

被毛密度分五 (1—5)个等级。 方法是吹开被 

毛，观察皮肤暴露面积的大小。 1级最稀 ，暴露 

面 积约 9m ；2级 约 4ram~；3级 约 2m ；4 

级约 1m (勉强看到皮肤)；5级最密 (看不 

见皮肤)。 标准水貂在被毛生长期由于 黑色素 

在毛囊内的聚集 ，皮肤呈蓝黑色，生长盛期颜色 

最深，停止生长时呈白色。用 自制、分 7个(O一 

6)等级的比色卡测定肤色的深浅程度(数值大， 

颜色深)。 

(三) 被毛生长发育的测定 在解剖镜下 

(4—25倍)，根据毛根的形态和颜色，将毛分为 

正在生长和停止生长的毛。处于生长期毛的毛 

根黪大呈黑色且互相粘连。停止生长毛的毛根 

显著变小呈洁白色且互相分离。测量毛纤维长 

度 ，每种毛的针、绒毛各测 15根。分性别绘出 

冬毛生长曲线。 以绒毛长度达到最大值的时间 

和毛根黑色素褪去的时间两项指标确定冬毛成 

熟 习期。 然后，计算每只貂从开始控光到冬毛 

成熟所需时间。 

(四) 控光室和室内小气候的控制 在每 

天非光照时间，关闭控光室双层门窗。此时，用 

排风扇强制通风换气。持天全黑下后，打开门 

窗井关闭排风赢。为了弥补控光室光照强度的 

不足 ，每室 用两个 lOOw的白织灯补充照明。8 

月 3O日在同一时间测定控光室和 棚舍 (对 暇 

组)中央位置的光照强度 ，组 1、2和对照组分别 

为 730、700和 780勒克斯。 

结 果 

(一) 从控光到冬毛成熟所需时间 根据 

冬毛生长曲线(见图 2)和毛根黑色素褪去时间 

确定的组 1，2、3冬毛成熟的平均 日期分别为 

10月 5日，1O月 26日和 11月 12日。但由于 

管理上的原因，直到 11月 20日(组 1，组 2)和 

12月 4日(组 3)取皮。 

组 1从控光到冬毛成熟所需时间最短；组 

2敬之 ；组 3最长 ， 差异极 显 著 (P<O．01) 

(见表 1)。 组 1冬毛(按绒毛计算)成熟时间比 

对照组提前37．9天，组 2提前 I 7．2天。各组针 

毛均较绒毛先成熟 (P<0,01)。除组 1外，组 

2和组 3雌貂针、绒毛均较雄貂针 、绒毛先成 

熟，但差异不显著 (P> O．05)。 

(=) 被毛密度和皮肤颤色的变化 本试 

验开始(夏毛巳成熟)时，三组水貂间被毛密度 

和肤色均无明显差异 (P> O．O5)(见表 2)。从 

冬毛开始生长到成熟 ，被毛密度由稀变密再变 

稀，肤色由浅变深再变浅。肤色明显变深(毛囊 

开始明显活动)的时间为：组1 8月 6日；组 2 8 

月 24日；组 3 9月 9日。冬毛成熟时的被毛密 

度比夏毛高 (P< o．01)。 但三组间没有 明显 

差异 (P> O．05)。 

(三) 夏毛和冬毛成熟时的针绒毛长度夏 

毛色 每组水貂无论雄雌冬毛成熟时的长度均 

比夏毛长 (P< 0,01)(见表 3)。 夏毛和冬毛 

成熟时 ，三组貂相 同性别间针绒毛长度均无明 

显差异 (P> O．05)。 取皮后经目测观察，三 

组间毛色没有明显差异。 

(四) 控光养稻的经济效益 在原棚舍的 

基础上建控光室，设备按 8年折旧，每 1O0只 

貂需成本(设备和用电)费 (按当年价格计算下 

同)：组 1为 140元；组 2为 167元。由于提前 

取皮节省饲料和人工费：组 1为 874元 ；组 2 

为 391元。扣除成本节省饲料和人工费：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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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兰组貂冬毛生长曲线 

左：雄 ，右：雌 

裹 l 兰蛆木曩 L̂控光到年毛成蔫J拿}■时问(天) 

耐 问 t局伢 J 

组 1 组 2 组 5 

箍 雌 平 均 堆 堆 平均 施 雌 平 均 

79-5± 80-8土 80．2土 98．3土 97．8土 9B．1土 116．9土 1I ．5土 115．6+ 针 毛 
j．Zj j．08 {．01 6．78 4． 5．72 ．49 6．05 

S4-9± 86．7土 8，．B± l0B．B土 104．2± 106．5土 1 27．0土 l20．5土 123．7± 绒 毛 
4．B4 5．82 6．67 4．I2 B．；B 7．3 J Z．59 

裹 2 试t拊三组木曩攮毛密座和皮肤趣色的变化(辞级) 

七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月 十二 j 

-  

Z7 日 6 日 l2 日 2 日 2 日 9 日 17 日 2， 日 ID 日 20 日 30 日 I1 丑 20 日 4 日 

密度 z．16土 2-15土 z．55± 5．O0± }．50土 4．79土 4．0l土 5·B9土 3·67土 3．6'1土 5．60土 5．57土 ，．14土 
组 0．41 O．61 0．89 0．I7 0．79 0．3 3 0．1 0·25 0·26 0．50 0．2l 0．I9 0．37 

1 

0．13土 J．28土 1·85± 3．56土 3·83± {·l7土 3·8{土 1．96± 0． 3土 0．28土 颟色 
0．53 0．76 0．75 0．8 0 0．69 0．B1 O．49 1．5 4 0·5 3 0．49 0 

密度 2．144- 2．12土 2-O0士 2．19土 2-12土 {·17± }·，8土 4·42土 4·0O4- 3．93土 3．63土 5．5B土 j．58土 
组 O．37 0．72 0．82 O o39 1．0 5 0．58 0·31 0-26 0．32 0．25 0，2 2 0．2O 0。20 

Il 

颜色 0．33土 1．O0士 I-57± 2．O0土 5·92土 4·2I± 3·8B土 2．8B土 0．57土 ．46土 0．1 土 
0．52 I．(10 0．97 I．04 0．73 0·58 0·6l I．26 0．79 O．72 0．3B 

密度 2．14± 2．2，土 2．15士 1．95土 2．I，± 2．56土 2·57+ 4·344- 4．13± 4．06土 4-Ol土 3．94土 3．7O土 ；．61j 
担  0．37 D．'16 0．}0 0．46 0-24 0．B2 1．11 0-69 0．33 0．29 0．32 0．32 0．Z3 0．I 

III 

顿色 0 O．25土 0·7，± 1．BI± j．56土 {·56土 4-{7土 4．O0土 2．B4土 D．75土 0．57± 0·25j 
0．46 0-93 0．B2 1．2I 0-57 0．72 0．58 1．59 0．89 0．52 O-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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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兰组水轺蛋毛和冬毛虚慧耐的针敏毛长度 (瞳瞳) 

＼ ＼  删  组 l 组 2 坦 j 

删

、

＼  娃 雌 雄 雌 堆 雌 
针毛 27． q-1．06 2，．87土0．60 26．I+1．20 23．9j+0．9j 27．3I土0．57 2 5．OB+0．7B 

荽 
毛 

绒 毛 18．61土 1．56 16．30土 1．O2 17．3土 0．62 l6．3+0．2， 18．63+ I．00 I7．OB+0．5； 

针毛 22．B6+ O．O9 I9．1O土0．08 z2·77土0．1t 1B．40土0．03 23．15+O．O3 19．00土0．0B 

夏 
毛 

绒毛 I 4．07土0．10 1I．10土O．O9 1j·13土0．09 l0．73+O．O3 t3．9O土 0．1I lI．t0土 D．O； 

为 734元 ；组 2为 224元。 

讨 论 

(一) 控光方式对水程冬毛生长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的恒定短 日照和逐渐缩短 日照时间 

两种控光方式，均能透导水貂冬毛提前生长和 

成熟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采用前种方 

式 ，冬毛一般约提前 40天成熟，本研 究提 前 

37．9天。 近年来 ，国内多采用逐渐缩短日照时 

间的控光方式 ，如张金亭(1979)报道控光组冬 

毛成熟时间 比对 照 组提 前 30天；横 道 河 子 

(198O)提前 35天，而本研究仅提前 1 7．z天。这 

可能主要是对冬毛成熟鉴定标准不同造 成的。 

本研究的鉴定标准是以被毛停止生长且毛根缩 

小变白为依据，误差较小，若以常规 目测，则误 

差较大。 另外 ，与试验场所处地理位置和开始 

控光时间也有关。 

(=) 控光方式对雄、雌稆冬毛生长的彤 

响 Ⅱ．K．B 口 报道，恒)j三短 日照控光方 

式 F，雄雌貂冬毛成熟时间无明显差异 ，而 自然 

日照下的雄貂冬毛成熟比雌貂晚。Rose(19s4) 

报道，自然日照下雄貂比雌貂早生出冬毛。 本 

研究对照组和组 2雄貂冬毛比雌貂晚成熟，分 

别相差 6．7天和 4．6天 (按绒毛计算 ，见表 1)， 

而组 1雌貂冬毛比雄貂晚成熟 ，相差 1．8天。虽 

然在统计学上差异均不显著，但冬毛生长和成 

熟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性别的影响。这 

种影响在不同日照方式下表现程度也不同。即 

日照时f曰缩短的程度越大， 雄雌冬毛成熟时间 

越 趋于一致 。 

(兰) 控光对水貂毛皮质■的影响 控光 

水貂冬毛成熟时的被毛密度、针绒毛长度和毛 

色与对照组比较均无明显差异。 这与前人 ̂  

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控光对水貂毛皮质量没有 

明显影 响。 

综上所述 ，在以提前取皮为目的控光养貂 

上，宜采用恒定 短 日照的方式。 这种控光方式 

能更有效诱导冬毛提前生长和成熟，并使雄雌 

貂冬毛成熟时间趋于集中。 从而更有利于节约 

饲养成本和便于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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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d of Zoo|or-／ 1969 24(I) 

【Bj Stout F·M-et al·L969 Induced fur g rowth ia [9】 且一K．Be~gee 1984 利 用光周期条件捉 水 貂 毛 

mink by fight reguiatloa一 ． f擗- f一嚣；II7+ 皮成熟(吕永 译)o国外特种经济动植物 (1)： J--4 

臭跑的食性与昼夜活动节律 

杨 士 剑术 诸 葛 阳 
(坑州大学生物系) 

摘要 本文对浙江萧山农田优势种隹宴耋塞 性进行分析，胃解剖结果，动物性食物钓占{，5， 
植物性食物 占 1／5，但室内外个体有明显不同，室内个体取食粮食高达 38．s3％。饲养观察， 日取食肉 

类约为其体重的 1，2，取食粮食为体重的 5一lo％。从食性 上看，臭鼠茸为益害兼有。 考虑其在流行病 

学上的作用，应视为害兽。 在笼养条件下蕊嶷了其昼夜活动节雄，夜间 11个小时的活动强度总和为 

80．68％，白昼 l3个小时倪 占 19．32％，故为瘦行性，夜间活动呈双峰型。 

1986年 l0月一 1988年 2月在浙江萧山瓜 

坜区进行农田小兽调查 ，发现有食虫类 2种和 

啮齿类 3种，其中臭媳和黑线姬鼠为优势种。臭 

融 (Suneu~murinuO 广泛分布在非洲、 皿洲 

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我国南方相当普遍 ，尤 

以农村室内外数量为多。 已知它是 鼠疫 、钩端 

螺旋体病和恙虫病等鼠传疾病病原体的贮存宿 

主，近来又发现带有流行性 出血热的病毒抗原。 

故对其生态和行为的研究实属必要。 

一

、 研 究 方 法 

在工作期间对捕获的臭鲍 进 行 了 胃的 解 

剖，以了解其自然条件下的食物组成 ，同时进行 

了室内饲养观察。胃内食靡一般能分辨出植物 

性食物和昆虫等动物的残体，必要时则滴加碘 

液或灼烧嗅昧以帮助区别。 

1987年 {一9月对从农田捕到的 5只臭鲍 

(3蛙 2雌)进行了室内饲养，适应 l一2天后， 

开始作昼夜活动节律实验 ，实验当天上午至次 

日上午记 录 24小时。 

木制饲养笼 ，隔为两室，中有孔道相通。一 

室作巢，保持黑暗 ，另一室置食物和水，不加盖 

以保持自然光周期。记录采用光电式动物活动 

记录仪。 两室间孔道两侧设置探头，动物 出入 

孔时阻断光路，在记录纸上产生一个划痕。 

将一昼夜的记录纸带划分为各代表 1个小 

时的 24等分 ，40倍解剖镜下计数各小 时 内 的 

划痕数，作为这个小时内活动强度的指标。在 

解剖镜 下记录纸带划痕的最高分辨率是每毫米 

l5—20次，换算为时间则最小分辨间隔为 l6— 

20秒钟。 

二、 食 性 

研究臭齄的食性有助于分析其和农业的关 

系，亦为探索其控制手段提供依据。 以往对食 

性的报道不多，国内有王耀培等 在珠江三角 

洲的调查，而在国外，据 Balakrishnan et a1． 

报道资料也很少。 

(一) 胃内食物 臭媳胃内食物的组成见 

表 l。 从表中看出，臭鲍主要是取食动物性食 

物 ，约占总食物组成的 4／5。其中以昆虫为主， 

占总食物的 1／2以上，蚯蚓亦占一定的比例。曾 

数次发现胃内台有蟾蜍的趾骨及皮，当地农田 

中蟾蜍很多 ，可能构成臭媳的一项食源。亦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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