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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肝脏 S-NADP—IDH 为最恰当，而肾Ij庄 

S-NADP一1DH 由于有特殊的 电泳带 ，因而在 

啮由类物神和亚 种鉴 别上 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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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光照对貉冬毛生长的影响 

门陶岩 肖永军 宋建华 刘 军 
(中国农业冉学院特产研究昕) 

摘要 貉是一种季节性换毛动物。其毛被的生长受光因子的影响。自然光照条件下 4--$月间冬 

季绒毛陆续脱落，新生绒 毛于 7一 I1月间生长和逐渐成熟。冬季针毛在 6月开始脱落，同时新生针毛开 

始生长，于 10月下旬成熟，因此貉在夏季是以稀疏、粗硬的针毛和稀短的绒毛组成 毛被。本文用控光的 

方法研究 了貉冬毛生长的规律，得到了缩短光照时间能诱导毛皮提前 32天成熟的结果井表现出较 自然 

光照条件下毛皮生长成熟期缩短的趋势。 

光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因子 ，对毛皮动物 

的季节性换毛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自 Bisso 

nnete等 研究了短 日照对水貂冬毛生长 的 作 

用以来，许多学者和饲养者曾成功地利用缩光 

照的方法，诱导水貂、狐和山著等动物的冬毛提 

前成熟。这些研究不仅验证和丰富了光周期影 

响毛皮动物季节性换毛的理论，同时也获得了 

提前取良，节约饲养成本的经济效益。 

貉 (Nyc：ereu：es procyonoides)不同于水 

貂，属年季节性一次换毛动物Ⅲ。 光周期与其 

换毛周期的关系及缩短光照对其冬毛生长的影 

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为此，我们于 1 986年 

进行了缩短光照诱导貉冬毛提前成熟的试验观 

察，现报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动物 从本所毛皮动物实验场 (北纬 

44。O5 东经 124。05 )选出健康空怀母 貉 l5 

只，随机选出 l0只为试验组 ，在控光棚中饲养， 

另 5其为对照组，置于露天棚舍 自然光照条件 

下饲养。试验于6月 22日(夏至)开始，11月 

19 日结束。试验期间两组貉均单笼(9ox 70x 

80cm)饲养，并喂给冬毛生长期饲料 ，每 日上 

午 lO点 3 0分 一11点喂食一次，自由采食 ，并 

保证充足的饮水。 

控光室 由砖瓦结构的平房一 间 (7．D× 

车文承佟煜^、j长藉先生的具体审改．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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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3 5m)改建而成，在原有可自由开关的门窗 

上附扭不透光的布京，关闭时严密不透光 ，开 

启时透入自然光。控光室内安装一台 60W 排 

风扇，遮光时用其强行通风，以尽量保持室内小 

气侯 与室外一致。 

控光方法 试验组自 6月 22日(自然光照 

为 16L：80) 开始至 6月 30 日，每 日接受 人 

工光照时间为 7小时 (7L：l7D)，7月 1日至22 

日为 6小时 (6L：18D)，7月 23日至 8月 22 

日为 5小时 (5L：1 9 D)，8月 23日至 l0月 

t7日为4小时 (4L：20D)。 

毛 样采集及测量 从试验开始 平 均 每 l5 

天采毛一次，采毛部位均在肩胛部小范围内 ，徒 

手捏住一小撮毛(约 70—90根)瞬间拔出，拔出 

的针、绒毛要求具有毛根勿折 断，毛 样 装 入 

10× 10cm 纸袋中待测。 随机选取带毛根 的 

针、绒毛30根 ，用普通厘米尺测量毛长 (精确至 

0 01cm)，取其平均值进行差异性检验。 

观察毛根及皮肤颜色 以鉴别毛被的成熟 

情况。处于生长期的毛根及皮肤呈黑色，至成 

熟期均变为白色，亚成熟期毛根及皮肤均为灰 

白色。 

在控光貉冬毛停止生长 ，毛根及皮肤变白， 

经目测已迭商品皮成熟要求时 ，屠宰、剥皮 ，直 

接观察皮扳的成熟程度，并将此皮张保留，与对 

照组貉皮完全成熟后进行毛长度、密度、色泽等 

级的比较鉴定。 

结 果 

(一)毛棱的生长与成熟 6月 22日 (夏 

至)试验组及对照组貉绒毛均已大部分脱落，但 

仍有少部分存在(长度为 4．78±0．3 lcm)，新生 

绒毛在 6—7月上旬间尚未开始显著生长。冬 

季针毛此时剐开始脱落，其长度为 7．88_4-1．18 

cm，同时新生针毛也开始生长 长度为 0．41-- 

O．71cm o 

试验组貉绒毛的显著生长从 7 月下 旬 开 

始 ，至 8月 18日采毛时其长度已达 3．09_4-0．20 

Gll'x，较对照组 (0．99±0．5％to)长 3．43倍，二 

组间差异极显著 (P< O．01)，表明短 日照诱导 

了貉绒毛提前生长。至 l0月9日采毛时，试验 

组瓤绒毛长达 6，65±O．22cm 后停止生 长 ，且 

测观察毛被 已进入成熟期，而对照组此时绒毛 

长为 5 36±0 28cm，仍处于生长期。直至 l1月 

l9 日对照组绒毛成熟和停滞生长，其长 度 为 

6 43±0 65cm，与试验组绒毛 成 熟 时 (1O月 

l7 日) 长度无差异 (P> O．05)。 进一步裘 

明：短 日照不仅诱导貉新生绒毛提前生长，电 

促进其提前成熟。 

新生针毛在试验开始时 (6月 22日)两组 

貉均开始生长(长度为 0．4l一0 71)，组闯无差 

异 (P> 0 05)。 但试验期间试验组针毛显著 

的生长和成熟却早于对照组。 如 7月23日试 

验组新生针毛长度为 4．26±O．54cm，而对照组 

为 4．02±IJ03cm，差异显著 (P<O 05)。 9月 

17日试验组针毛长度已达 8 08±O．57cm，并停 

止生长，而对照组为 7．54±0．28cm，直至 l O月 

17日长度达 8．00±0 7 6cm，停止生长并成熟。 

二组貉针毛最终成熟时的长 度 无 差 异 (P> 

0 O5)。 结果表明： 短 日照不但诱导 貉针 毛迅 

速生长，也促进了其提前成熟(见表 1、2)。 

寰 l 罄毛皮虚熟时间寰 (单位：月、13) 

针毛成熟 被毛成熟 点板成蕞 项 且 
日期 13期 日期 

—  

试 验 组 9
．1’ l0．17 1O．I7 

D+ ；／1tl 

霹 照 组 一 
lCt．17 ‘1． U ．19 

提前成熟天数 30 32 32 

B为 受 试 动 物 敢 。 

貉绒毛脱落先于针毛，但新生绒毛的显著 

生长和成熟却晚于新生针毛。二组貉的针毛均 

较绒毛提前成熟，其提前的天数分别为 30和 32 

天，组间差异极不显著。这表明： 短 日照能诱 

导冬毛的提前生长和成熟，但不影响貉针、绒毛 

固有的生长规律。 

(二)盎肤及毛根颤色变化 试验开始时 

二组貉毛根及皮肤为黑兰色，处于毛囊活动期， 

采集的毛样其毛根相互粘连。 试验组貉 至 l0 

1) L为光照时间，D为黑暗时1日． 

j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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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两组貉冬毛生长的比寝 (单位：‘Ⅲ) 

6．22 7．2j 8．t8 9．t0 9．t7 t0．9 1O．t7 lt．I9 

针 毛 0．57士O．13 4．26士0．54 7．B6士 0．，6 B．08士0．57 8．0lq-0．51 7．5B-I"I．1B 

试 验 

缄 毛 0．51士O．27 5．29q-0．59 5．54士0．35 5．65q-0．22 6．34±O．3， 

针毛 0．57士0．1 5 4．02+ 1．03 0． 2q-1．02 7．42士 0．55 7．̈ 士0．2B 7． 士0．31 5．D0士0．76 8．08士 0． 

对 jf}l 

纯毛 0．99±0-59 4．45士 0． 1 5．23+0．3B 5．36士0．2 B 6．43士 0． 

月 i7日皮肤及毛根呈 白色 ，毛 根间 不粘连 ，毛 

囊及皮肤发育达到成熟。而对照组在 11月 i9 

日才达完全成熟。 试验组较对照组提前 成 熟 

32天 与被毛成熟的情况相一致。 

(三) 屠宰取皮的观察结果 为观察、鉴 

定皮板成熟程度和皮张质量 ，于 9月 27日和 lO 

月 9日，经 目测鉴定，分别对 2只冬毛成熟的试 

验组貉屠宰取皮 ，直接观察皮扳和被毛成熟程 

度和质量，结果 9月 27日取皮的皮板呈接近成 

熟的灰白色，l0月 9日屠宰的貉皮板呈成熟的 

白色，这两张皮经黑龙江省土畜产进出口分公 

司鉴定均定 为一 等皮 张。 

皮肤颜色，毛根及屠宰观察皮板的结果表 

明 ，短 日照在诱导貉冬毛提前成熟的同时也诱 

导了皮板的提前成熟。 

小 结 与 讨 论 

(一)我们的试验结果表明： 貉为每年季 

节性一次换毛的动物 ，自然光照条件下 4—5 

月大部分冬季绒毛明显脱落，一少部分在 6一B 

月间陆续脱落。新生绒毛 7月中旬前生长速度 

很慢，7月下旬以后开始迅速生长，至 11月下旬 

停滞生长和成熟。 冬季针毛于 6月开始脱落， 

新生针毛同时开始生长 ，至 lO月下旬停滞生长 

并成熟。因此，貉在夏季是以稀疏、粗硬的针毛 

和稀短的绒毛组成毛被。 而在冬季 以密厚的绒 

毛 和高夹的针毛组成毛被。本试验的结果还表 

明：貉针毛的生长成熟期 (6一 iO月)较绒毛 

(7～【1月)提前。因此 ，貉和水貂一样其冬毛生 

长属短 日照反应，缩短光照同样能诱导其冬毛 

提前生长和成熟。 

(=)缩短光照除诱导貉毛被提前脱 落 和 

生 长外 ，还使被毛的生长期缩短 ，试验组 针、绒 

毛生长期均为 100天 ，而对照组分别为 120天 

和 1 l5—120天。这一结果与在水貂上得到的 

人工缩短光照不能缩短毛皮成熟生长期的结果 

不同 。 ． 

(三)试验组貉被毛生长、毛根发育及皮肤 

颜色、皮板成熟程度是一致的，逸可能是缩短光 

照引起了貉机体整个换毛生理机能的变化，这 

一 现象有待于深入研究。 

(四)试验组较对照组提前 32天取皮，且 

皮张质量不次于对照组 ，这一结果为控光养貉 ， 

提前取皮 ，降低饲养成本 ，提供了依据，亦为光 

周期影响动物换毛的理论积累了资料。 

(五)试验组貉所接受的自然光照度 显 然 

低于对照组，但试验组貉在整个试验期中未发 

生疾病，采食及行为均正常，但毛色普遍较对照 

组略浅，这一结果与水貂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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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照 在高温干燥暴露的情况下，阳光 

直射 5分钟 ，即可杀死。 如虫体一段在土 中，一 

段暴露，则 10分钟至 l小时即死亡。在湿润条 

件下则不 易被晒伤 ，在泥水 中或寄生于 飞 虱体 

内的线虫则生存力很强，不易死亡。 

(三)寄生规律 

L多索线虫与飞虱同步发生 从生态学的 

观点看，以水稻群体为主的农业生态系和以水 

稻为食的稻飞虱等害虫及以害虫为食的线虫等 

益虫之间形成的食物链，组成一个相互制约、互 

相依存的系统。 8一l0月食料丰富，第四、五、六 

代飞虱盛发，而以飞虱为食的多索线虫因条件 

适宜，泥水 中的卵相应地陆续孵化，不断地侵入 

寄主飞虱，寄生期为 l0—20天 ，以后线 虫从飞 

虱的不同部位钻出体外，飞虱必定死亡。 由于 

多索线虫成虫产卵期不同，故在 8一l0月同时 

可看到成虫(上年的成虫)、卵及各 期 幼 虫 存 

在。 

2、线虫对稻飞虱的侵染 感染期幼虫在不 

同情况下其感染程度不同，在雨露较多的情况 

下沿湿润的稻茎蠕动，遇到飞虱目 附其上，用针 

状的口针刺破体壁，从飞虱疆面或节间噗钻人 

飞虱体内，营寄生生活6 

3稻飞虱被感染后的生理变化 稻飞虱的 

成虫及二龄以上的若虫均可被寄生。据现场观 

察摄影，若虫被寄生后 ，腹部明显膨大，尤其是 

五龄若虫腹部膨到几乎看不见翅芽 (见图 3)o 

短翅型成虫膨大的腹部 几 乎 占整 个 身 体 的 

9O％，四翅平展，盖不住腹侧(见图 4)长翅型成 

虫翅不成屋脊状，只是平张于膨大的腹部之 h 

(见图 6)。凡被多索线虫寄鸯的_鼍虱，表现行 

动呆板 ，食量大大减少，生殖腺萎缩，不交尾，不 

产卵，丧失生殖能力，最后死亡。各龄飞虱若虫 

图 2,5 多索线虫从飞虱不同部分脱出； 圈 3 五特若 

虫；图 4 短趣型应虫；圈6 长翅型成虫 

的寄生率随虫龄的增艚而递增，一龄若虫未发 

现线 虫寄生，二龄若虫 寄 生 率 36．6哆，三 龄 

50％，四龄 60％，五龄 73、3％，成虫的寄生率比 

五龄若虫高 22．1％。 每只飞虱寄生线虫 的 数 

目，据观测寄生一条的占 86移，寄生二条的占 

0．9％，三条的 O．3％，四条的占0．2％。 寄 生 

3—4条者多是雄线虫，寄生 l一2条的多为难线 

虫。 

据文献记载线虫幼虫在寄主体 内能分泌一 

种消化酶分解寄主组织，供线虫吸收利用，约半 

月后，多索线虫将飞虱体内营养消耗尽后便从 

飞虱的不同部位钻出(觅图 2、5)，飞虱则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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