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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蟾蜍血清中某些离子浓度季节变化的研究 

郏元林 陈才法 陈维连 
(棘州师范学院生物系) 

摘要 奉文研究了大蟾蜍血清中钾、钠、钙、氯四种离子浓度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实验结果表明： 

大蟾蜍血清中钾 、钠两种离子与钙、氯两种离子的变化趋势杷反 ，尤其以氯 与钠的相反变化趋势最为明 

显；冬眠朝中大檐蜍的内环境处于一个低钾、钠，高钙、氯的特定水平；此外，活动期中雌性大蟾蛛的血钙 

永平低于雄性的 。以上这些离子浓度的变化 均有其生理生态等方面的意义。 

大蟾蜍 ，D gargari~ans) 的一些生理 

指标在不同季节有所不同。 朱逸仁 报道了大 

蟾蜍的心率在冬季低于春季 ；李大筠等 的研 

究发现大螬蜍在冬眠期的心脏电生理特性明显 

地区剐于活动期。联系列血液中的一些离子如 

钾 、钠 、钙、氯等是影响心脏活动的主要因素之 

一

，心脏的一些生理特性如自律性、兴奋性、传 

导性 、收缩性的水平均是以上述的一些离子浓 

度为基础的。因此，可认为研究大蟾蜍血清中 

的这些离子浓度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并以此来 

探讨有关生理生态方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意 

义。 

材 料 与 方 法 

根据大蟾蜍的习性 ，我们设四个不同的季 

节组进行实验。 在 1986年 i2月底至 i98 7年 

1月初采集的大蟾蜍，代表冬眠期的状况，称为 

冬眠组；1987年 3月申、下旬采集的大瞻蜍，代 

表出眠时的状况，称为出眠组；1 987年 7月采 

集的大蟾蜍，代表活动期的状态，称为活动组； 

1987年 l0月下旬采集的大蟾蜍， 代表即将人 

眠的状态，称为人眠组。四次采集样本的地点 

均相同，为徐州市郊茶襁村附近的水塘及菜地， 

均系自然状态。 根据常规方法 检查了全部个 

体，均为成年或亚或年期。标本从野外采集回 

来后 ，立即从心脏抽取血液，然后制备血清。 

取无溶血的血清，用四苯硼酸钠比襁法测 

定血清中钾离子的浓度；用核固红试剂比色法 

测定血清中钙离子的浓度；用汞摘定法铡定血 

清中氯离子的浓度 ；用焦性锑酸钾比拙法测 

定血清中的钠离子浓度 。 

所测的数据均进行统计学处理。同期数据 

如有性别间差异，则按雌、雄分小组分别列出； 

如无性别间差异，则同期的全部个体台为一组 

列出。组间差异的显著性以 t检验法确定。 

结 果 

在一年的不同时期对大蟾蜍血清中钎、钠、 

钙、氯四种离子浓度测定结果表明：赊了插动 

期大蟾蜍血清中钙浓度有性别间的差异 

(0 0l<P< 0 05)， 

雌性大蟾蜍血清中钙浓度低于雄性的之外 ；其 

余各组皆无性别间差异 (p> 0 05)。 不同季 

节血清中的离子浓度及显著性检验分别见袭 1 

和表 2。 

上L表中可知，大蟾蜍血清中钾 钠、钙 、氯四 

种离子的浓度在不同季节亦有不同。 

血清中钙浓度在冬眠期明显地高于其它备 

期 (P<0 O1)，其浓度为5．5527±l Ol 70毫克 

当量／升 (mEq／L)，而其它各期的钙离子浓度 

则比较接近 (P> O．o5)。 但在活动 组 中，雌 

性大蟾蜍血清中的钙离子浓度 偏 低，其 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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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大■蛛血清中藁壁离子浓度在不同季节的水平 

钙 离 子 钾 离 子 钠 离 子 氯 离 子 

缮 别 

倒数 均值士标准谋 例擞 均值±标准误 例数} 均(值m士Eq柠／准L)误 倒数 均擅士标准薛 (mEq／L) fmEq／L) (mEq，L) 

^眠扭 3．7092 O．4404 I3 O．303i士O．079 9 15 I1I8．50 87土1 4．8695 13 94．如46+5．7O48 

冬眠组 5．5527±i．Oi7(I 5 1 0．24i9土0．O823 16 1 92．5 5OO土24．4171 14 1G4．D986±6．98(i 5 

出眠组 j．6O80+1．1796 l8 I 2．$7B5± 1．6 3．05 l7 LO7．b366± 5．27B2 l 9 99．0579土5 7 467 

3．9569+ 1．2ii5 

藉动组 11 1．63O 5+0．8427 i5 li20．0 i3土27．365 8 18 87．2222±5．672I 

2．，634+ 0．6 7D8 

寰 z 太■蛛●清中藁些离子浓度荤节间显著性柱驻 

钙 离 子 钾 离 子 钠 离 于 薰 离 子 
组 

P檀 结论 值 结论 P值 结论 P值 结论 

^瞩蛆 P<0·0l 非常显著差异LP>o．05 没有显著差异 P<O．01 非常显著差异 P<0．Oi 非常显著差 

冬眠组 P<O．D1 非常显著差异 0．0I<P<o．D5 显著差异 P>0．05 没有显著差异 0．0t<P<0．05 显著差异 

出眠组 P>O·05 没有显著差异IP>o．o5 没有显著差异 P>0．05 没有显著差异 P<0．0i 非常显著差 

P>0．05 没有显著差异l 

话动组 <o．ol 非常显著差异 P>O山5 没有显著差异 P<0．0I 非常显著差 

P<0·0I 非常显著差异I 

‘为本组 与下一 相邻组 间的 显著性l盘验。 

2．7634±0 6708 mEq／L， 比周期雄性大蟾蜍血 

清中的钙浓度低 I．1935 mEq／L，两者 间有 显 

著性差异 (0．01< P< 0．05)。 

血清中钾浓度在人眠期及冬眠期处于低水 

平，且没有显著差异 (P> 0．05)， 其中冬眠期 

的钾浓度为全年的最低水平，其值为 0．24l 9± 

O．082 3 mEq／Lo丽到出眠期及活动期大螗蜍血 

清中的 K 浓度则处于高水平时期，而且也没有 

显著差异 (P> 0．os)，其中以出眠时 的 钾浓 

度为全年的最高水平，其值为 2．3785±1．6305 

mEq／L。 

血清中钠浓度在冬眠期处于全年的最低水 

平，其值为 92 5500+24．4171 mEqlL，与人眠时 

相比有非常显著差异 (P< 0 01)。出蛰后，大 

蟾蜍血清中钠浓度升高，至活动期耐达全年最 

高水平，其值为 120．051 3+27．3658 raEq／L，到 

人眠时钠浓度稍有降低。总体上看，出眠期、活 

动期、人眠期太蟾蜍血清中钠浓度还是接近的， 

差异不显著 (P> 0 05)。 

血清中氯浓度在冬眠期处于全 年 的 最 高 

水平，其值为 104，0986~6．9805 mEq／L，与人眠 

时相比有非常显著差异 (p< 0．O1)。 出眠时， 

大蟾蜍血清中氯浓度下降，到活动期时达垒年 

最低水平，其值为 87，2222±5．6721 mEq／Lo人 

眠时氯浓度回升。 

纵观钾、钠、钙、氯四种离子的全年变化趋 

势，不难看出钾、钠两种离子的变化趋势是一致 

的，在冬眠时处于低水平时期，在活动期处于高 

水平时期；而钙、氯这两种离子的变化趋势则是 

一 致的，在冬眠时处于高水平时期，在活动期却 

处于低水平时期。 在变化趋势相反的两 大 组 

中，氯与钠的变化趋势最为典型，不管在什 ／厶季 

节，其变化趋势均相反。 

讨 论 

近年来，对大蟾蜍研究发现，大蟾蜍在冬眠 

期间心率较活动期降低，心电图的 P—R、Q—T 

值均较活动期延长 。我们实验发现，在血清 

的各种离子浓度的周期变化过程中，冬眠期亦 

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表现为大蟾蜍的内环境是 

处在一个高钙、氯，低钾，钠的特定水平。 由于 

低钾、钠，高钙能使心脏的 奋性 。传导性、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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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电生理特性皆有所降低，从而引起心脏活 

动的降低 。 可认为动物心赃的一些生理机能 

变化与 体内某些 离子浓 度的 变 化 密 切 相 关。 

由于细胞外液晶体渗透压主要由氯离子和钠离 

子构成，从氯离子与钠离子的相反变化趋势来 

看，似乎可认为当钠离子浓度发生变化时，氯离 

子在维持机体内环境渗透压的相对稳定上起着 

一 定的作用。 

此外，实验结果还表明在活动期大蟾蜍血 

清巾的钙离子浓度具有性别差异，表现为雌性 

血钙水平低于雄性的。由于钙离子对卵的发育 

具有相当的影响，高钙可使动物发育减慢 。因 

此话动期中雌性大蟾蜍体内的这种低钙环境对 

保证卵在初期的正常发育似乎有着相当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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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尔黄 鼠的田间分布型 

张建 民 王向阳 
(山西 省睚 北地区 植 保站 ) 

摘要 达乌尔黄鼠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农田害鼠之一。198 6年在山西省山阴县甘庄乡 我们选 

择鼠口密度中等区域，以一亩土地做一个调查样方，共查样方 731个，分别记载其有鼠数量。依据所得 

资料，分男 采用频数分布比较法和四种聚集指标测定法测定，均证实达乌尔黄鼠在黄土高原的旱源坡区 

的田间分布型为聚集分布型。这一结果为研究其田间生态学特性和行为学及对秭群数量消长分析提供 

了科学依据。 

达乌尔黄鼠 (Citellus clauricus)是我 国 

北方地区的主要农田害鼠之一。对它的田间分 

布型研究，可揭示其在一定的环境内的空间分 

布结构，而这种空间分布结构是代表该种群对 

环境条件适应或选择的结果。因此，此顶工作 

可为研究其 田间生态学特性和行为学 ，分析 田 

问防治效果以及对种群数量消长分析提供科学 

依据，同时还有助于制定合理的田间取样方案。 

本文是根据 1986年在山西省山阴县甘庄 乡 的 
一 组调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 

一

、 调 查 方 法 

由于达乌尔黄鼠具有除在哺乳期与幼鼠暂 

时同居外，全年单洞独居的生活习性。根据这 
一 习性，我们于 5月 l 3日，在达乌尔黄鼠已基 

本完成出蛰，进入取食、交配、怀孕阶段，但尚在 

单洞独居期间，选择了一块鼠口密度中等的土 

地，作为调查区域，将该区域内的所有鼠洞洞口 

均用土堵塞，并用红色小旗插于洞后作为标志。 

在给达乌尔黄鼠以充分盗漏、活动时间后(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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