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动学杂志 Chlne‘e JoufⅡaI ot Zoolog~ 

香的其他成分计有： 胆固醇占 2．19％， 精制脂肪酸占 5．15％，雄酮 (5 一雄酮)和不纯的雄烷占 

3．2％，1 7一二醇以及无机盐和水分，还有一些多肽物质，且多为雄麝的代谢产物。 

泌香期的香囊内壁血管极其丰富，呈粘膜状，造成了一个血管内外交换的良好条件，血内物质 

极易透过血管壁和香囊内膜进人囊内。因此，可认为麝香中的多种成分不是一个来源。麝香酮来 

源于香腺 ，其它成分主要来自血液，所以，香囊参于麝香的最终形成，还有浓缩香液的作用。 

4．香腺和雄激素的关系 香腺与香囊比较，在泌香期内，以香腺活动为主，去势雄麝不生香， 

说明雄激素与香腺有密切的关系，香腺是雄激素的靶子腺，而且雄麝一年一度的泌香活动是在目 

前 尚不清楚的启动因子作用下 ，睾丸 Leydig氏细胞产生内源性睾丸酮进人血流，或外源性的丙 

酸睾丸酮肌注，由血流带人香腺组织即睾酾的靶器官致使香螺细 拖进入分泌活动状态 。 同时也 

进入附睾(因为附睾是睾酮的靶器官)，造成泌香期的雄麝睾丸红冲，表明雄激素在睾丸内的代谢 

增加。香腺除了分泌麝酮，还有一系列的信息活动，包括酶促活动，而香囊的成香作用一定要在香 

腺存在的情况下方能发挥作用，同时香腺是否有的分泌或与雄激素协同的内分泌作用，尚有待于 

进一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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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梅花鹿在南京地区采食野生植物的观察 

秦荣前 魏吉祥 沈 龙 海 
(吉林职业大芋，长春 13~llg) (上海市医工院) 

摘要 本文观测了求北梅花鹿采食甫京地区野生植物的种类及其适口性。采食量多晨喜食的植物 

有 ；9种，采食量中等较喜食的埴物 B5种，不愿意采食的植物 23种，不采食的植物仪为择藻 1种。在采 

食的 L47种植物中，药用植物占；9种，有毒植物占9种·观测表明东北梅花鹿能充分年 用当地多种饲 

料，为广 开饲料来源及正确选择饲料提供了依据a 

． 东北梅花鹿 (C~rvus nippon hor~uloum) 

、是我国驯养历史篮久 养殖头数最多的茸肉兼 

用型鹿，其特点具食性广，耐粗饲 ，适应性强等。 

60年代初，我国长江以南部分省市从东北地区 

引进此鹿种，发展鹿业生产，多年的北鹿南迁实 

践表明．东北梅花鹿经过短时间风土驯化 ，就能 

很好的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 ，并能充分利用当 

地的多种饲料资源。 

为深 人了解东北梅花鹿在南京地区 (东径 

1l 8。47。 北纬 32。4 、年平均气温 l5。c)采食 

野生植物种类及食性，我们于 1 984年起先后两 

次在 5— 6月期间，在世于南京紫佥山脚下的南 

京市药材公司鹿场，对圈养的东北梅花鹿群采 

食紫金山上植物种类、采食特点及每种植物适 

口性等进行了观测，现将观测的材料及分析结 

果，报道如下： 

。在调查中季裴南京衣太 植物教研室 老 师 协 助 鉴别 植 

物，盘彭等同志参加部分调查。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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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I 末北梅花鹿在南宣地区的采★情况爰评价 

植 物 名 称 采食程度 植 物 名 鞯 l采食程度 

一

， 术车 植袖粪 玄叁 科 Scrophulariaceae 

豆辩 Leguminosea 桶 Patio ，d 口rlⅢ  

黄檀(有毒)D。lbcrgia  ̂ f“日 +++ 梧桐科 Sterculiaceac 

刺模 RabinI pscNdoa i +̈  梧桶 Pirmiana simpt f 

紫穗 槐(绵 捷 )Amorph口fr_ i~osa H 撮树科 Tillaceae 

桑乖罨 Mo race 扁担杆 子 Grewia b ，06d 

桑 Mor~JⅡĵ口 ++ 葡 萄科 Vitgce~e 

无花果 F j fF rica +++ 山葡萄(小叶蛇葡萄)Ampelopsis br~oi· 

构柯 丑r口 jⅢ  r papyri~~ra +̈  P ，d-4 

柘树 C dran 口fricuspidaza ++ =，草奉植柚类 

蔷藏科 Rosaceae 豆科 Legumi ¨ 

杜弄!!(棠梨)Pyr~i bt3u／a~／olia +̈  南苜蓿(盎茈菜)Medic~go hi spid~ 

石 楠 P̂ otinia f erruta~a ++ 小  菜 Vicia Mrsuta 

多花蔷薇 Rofd m“1．1~ore ++ 窄叶野豌豆 P．4ngus~r j 

郁李 PrNnu5}aponi~a ++ 蚕豆 ．f 

革 莓 Rub par i ofl_， +++ 豌 豆 P“ sa~ivu 

杨柳科 5置】jcace e 截斗铁扫帚 L ed~zaⅢ fdl_ 

旱 柳 Satix 口“ Ⅲ  +++ 鸡 眼草 XHm 圳 i s：riata 

河 S．“㈣ 4m~loides +++ 菊科 Compositge 

茜草科 Rabi aceae 泽兰 Euparo m japoni _卅 

自马骨 Scrisse jf r 口 l + 马兰 K jI r ind~ca 

盎搂梅科 Hamam id}ct‘e 一年蓬 E， gt ㈣  j 

枫香树 L uidamb。r[ormosana‘ 4．4-+ 天名精(有毒)Carpesi~m ebrata~oidet 

榆科 Oim~ceae 苍耳(有毒) 4 ĵ r m ri m 

榔榆 uf⋯ pa rvi~olia ++ 鼠翅草(佛月草)Gnaphatium a[]ine 

朴树 C~l~is si~ensls ++ 野菊(野菊花)ĉ ry 口 f̂ m indiocm‘ 

槭树科 Ace【丑ceae 艾蒿 ．,lrtvmisio ar~yi* 

鸡爪槭(鸡爪辊)Acer ，，m口I 肘 ++ 大蓟 CitsI m apo | ‘ 

榜科 L4urace4e 范胡菜 且 “叩 口lyrata 

山胡椒 Lindfrd gt4Ⅳ 日 + 蒲公英 Tarax olic~m 

鸡婆子 L_d fl ，口，『口 + 山莴苣 L日fr 4 df d 

壳斗千4 Fagaoeae 苦苣菜 $onchut olcr~c~~s 

抱村 O r rf口 d ，玎fr· 4-+ 孢茎苦奠菜 lxcris tonchit 4“· 

漆埘科 Anscsrdiacese 事头苦菜 ．polycephala 

黄矗术(桔树)Pis~acia~hlncnsis ++ 耳叶紫菀 ff，~griculatus’ 

柿树科 Eben~ceae 刺儿菜(小蓟)c叩 f删 ，f口 scg~gstm 

柿树 Diospyros扣 ++ 小飞篷 C口 =川  押j 

大戟科 Eupho rbiace4e 鸡儿膀 Kalimcris indica 

野 桐 Malla rds cn~i[alius ++ 肠 草 Amb rosia dr fmilflf口jid 

叶雇株(有毒)Se~~rincg~ f『r ff 口，|． ++ 鸥巷 Sf口rⅢ  r·幽 Cntls 

八角辊科 Alaagi~cese 笔营草 S． 6if4 f“ 

八角枫 '~langium chincns~ ++ 黄鹌菜 r口_#r『d fapoaic~ 

千 屈燕 科 Lythracege 野 艾蒿 ／lrtcmisi~ j川  d ，_。，oj1． 

絷蒂(百 日扛 )Lager stroemia indi~a ++ 累 车科 Gt·mi呲 e 

杜鹃耗科 Ericaccae 芦苇 P̂ ， mI r“ 硎 m 

乌饭树 Fac~inium 6，口 rf4‘ 琳 H 雀麦 丑ro水 J P0 J 

掉科 Meliactac 鹅观草 RObinf， 4̂擗o f 

摊科(有毒)村ella dr4 ．． 4-+ 纤毛鹅蕊草 R．~iliari，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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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l(肇) 

植 物 名 称 采食程度1 植 物 名 称 采食程度 

拘牙根(绊根草)c，B。4。# 44口 f口 ++ 防风 $oposh i{。 I ，if口f + 

稗Ec~inOfhlo crusgalli ++ Torill 』 ㈣b ：： 雀稗Paxpalum thunbe rgli 野胡萝 D 』
f4 r0 口 

： 马唐Digl；aria ngui．alis +++ 旱芹．elpium gray⋯le． 棒头草(麴尾草)Polypogon／ugax．~s ++ 水芹0Ⅲnth，i4Ⅲ f 
看麦娘 ．41op r 昭 口f ++ 报春花科 P【i皿 iace4c 

结缕草 Zoysia jagnlca ++ 过路黄 却 simacbio cbri；tlnaoa 

芒 f̂il㈣  ̂ ‘‘ #fn‘is ++ 释碜珠革 L．Ⅲ dida 

+
：’ 自茅(茅草)Jmpcrasa fyf rica’ ++ 星蓿菜L．，0， 川f 玉米z d mays ++

+ 轮叶排草 L．~lat,ion 

早熟汞 Poa㈣  4 ++ 毛蓖科 Kaunuculaceae 

画眉草H,agro,u's PIIota ++ 白头翁(有毒)P~lsatilla#kinenti#* 二 蔷蔽科Ro~acea~ 铁线莲Ct~m口川，~orida‘ 

： 蛇莓Duĉ Ⅲ dico 十 威是{山C． i f fis 水扬莓Gcura Bff ‘ 
f  

墟在铁线莲 C ：ad i 

玄鑫科 scropbulariace8e 石竹科 ca yophyuacc4e 

婆婆纳 P@TO ； 4 didy 4 ¨
+ 牛繁缕 口 f̂ 口 ic_m ： 直立婆婆纳 ．aro~ntis 

+++ 
卷耳 C ，口“ium lf 

++ 

弹刀子菜 村d 』“口f̂ 0f l 苗草科 Rab】aceae 
；I=戟科 Euphorblaceae +++ 猪殃殃 Gafium 4 口， t 

泽漆(有毒)Eu'p~orbia h~Hoscopfa 四叶莓 G．bungei 

铁苋菜 Acafypha川 "4lit聿 一 
唇形科 Lab【 t ae H+ 百台科 Lilla~eae 

小 报蒜 zltlium r口，f 蝌口̂ ’ 

黄苓 $~．tellatia aicaleJsi$· 
++ 

苋科 ^ma raatha~eae 

夏枯草 P,Hn~Iia aglgutis 
+++ 

牛藤 f̂r川  l blden~ata 

荔枝草 tvia pleb~ia 马齿苋科 Portulaea~eab 
蓼科 Pal y~onaceae 一 ++ 马齿苋 P口rl f#c。。 Ⅲ {4 

荭蓼(荭草)Polygouum 口，jf l4“ ++ 鸭跖草科 Commellnaceae 

水蓼 P．Kydropip r． 
++ 

鸭跖草 Caromel1．a 口mm ++ 

格蓄(稿竹)P，口pff 口 +
+ 

车前草科 Plant ginaceat 

+++

+ 杠板归 Polygongm p~rfoliatgm ++ 平车前 Plan 口depressa 

单 日 japoai~~s‘ ++ 葡萄科 Vitaceae 

齿果酸接 R． f fdf 一 ¨ 乌蔹莓 Cayra|ia iaponica‘ 

空心莲子草 l‘r#口4l“r ， f。 Iro I， ¨ 紫草科 Bof~agin ceae 

藜科 chen。p0diBae· 埘地草 Trigonotis peduncutari#’ 

蘩(灰荣 )Chenopodlgm 口持 ++ 毛细寨子草 B口f̂rf口， m #ecundum ++ 

小袭 c．Jtr。jî m ++ 灯心草科 Juncneê 

++

++ 

菠菜 Splnacia o]~ra~e4 + 厝 灯心草 J f l ̂  ，f 

茄科 So!ana eBe 桔梗科 Campanulaceae 

白英 Sola r4 r ‘ + 桔梗 Platycodon F，4̂ f，f口，_j‘ 

戈葵 3．．i~rum + 壹尾科 lrldace4 

十字花科 Crecifcfae 射千 B~lamcauda ckinen$1s 

避蓝荣 Thlaspi f J ++ 马鞭草科 VerbeaaceBe 

细子掉菜 Roripa 川 ，ô j + 黄 Iritax P #如 

荠菜(有臭味)Cupsella b．rsa—p4 f口r{，． ¨ 马兜铃科 ^rj s‘oj0chj ê 

奥荠 Coronapus didym J + 绵毛马兜转(有毒) ，l l。 ĉf4 motHt sima 

城行菜Lepldium ape*a1．m + 景天科C r444 ·‘ĉ l ++ 牵形科Umb~llHe~at 珠芽景天s 4 m butbi~~rgm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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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馈) 

植 物 名 轿 采食程度 埴 物 名 称 采食程度 

天南景科 AractBe 老鹤草 G Ⅲ  ilf。，dii 

菖蒲 ‘ ㈨ ， 野老鹳草 G．carollnia⋯  

莎草科 cypefaceae 沙科 LYgodiam e 

弯囊瞢革 C4r ispala~a 海盎沙 Lygodlum ，。p川  _ 

科 M0ra㈣ e 旋花科 c0Ⅲ 】vu]aceat 

革 H㈣ ，⋯ ⋯  f̂J 打碗花 C口 y egⅡhe如⋯ f口 

萝蘼 A~~leplidⅢ ae 锦 科 MaI v a⋯ t 

Cy⋯ “ m “⋯  』 茴麻 ,4b lf。 the hra“i 

糕牛儿苗科 G⋯ niacta 

注：对喂饲结果一致对，按下 四级进行适口性评定。栗食量多最喜食 的植物(⋯ )： 在任何条件下，首先采食并贪食，几 

乎全吃完；采食置中较喜食的植物(++)：经常栗食植株的 部舟；栗食矗少不太愿采食的植物(十)：只有在前两类喜食植物几 

乎全吃完时才吃的植物 ；不采食的植物(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采食的植物· 

：示 药用檀 物。 

(一)观撩l【方法 采取同时投喂直 接 观 测 

的方法，即在 5—6月间，以南京市药材公司鹿 

场的 1 50头成年花雄鹿、8O头成年花雌鹿、4O 

头花育成鹿为观铡群，同时投喂数十种从紫金 

山上采集的野生植物，然后仔细观察井记录鹿 

群采食的植物种类、采集的先后顺序、采食部位 

及采食量等，井录集各种采食的同种植物标本 

进行鉴定，同时选择部分性情温顺的成年雄、雌 

鹿进行反复的测试。 

(二)观测结果分析 

1．采食植物的种类 我们共观 铡了 58科 

1 48种野生植物，其中木本植物 2l科 34种，草 

本植物 37科 l14种，现将鹿对各种野生植物的 

采食情况的观测结果及其评价报告如下 (见袁 

1)。 

2．植物适口牲评价 根据实测的结果，采 

食的植物有 57科 147种，不食的植 物仅 有 1 

种。 

(1)采食量多最喜食的植物：黄檀、刺槐、 

无花果、构树、杜梨、茅莓、旱柳、河柳、枫香树、 

山葡萄、南苜蓿、小巢菜、窄叶野豌豆、豌豆 大 

蓟、多头苦菜、耳叶紫菀、剌儿菜、芦苇、雀稗、马 

唐等 3B种。 

(2)采食量中较喜食的植物 紫穗槐、桑、 

柘树、石稿 、野蔷薇、郁李、榔榆、朴树 、鸡爪槭 

抱耐 柿树、黄连术 野桐 、叶底株、八角枫、紫 

薇、乌饭树、楝树、泡桐、扁担杆子、蚕豆、截胂铁 

扫帚、鸡眼草、马兰、一年蓬、天名精、鼠赫草、野 

菊 、艾蒿等 85种。 

(3)采食量少不太愿 意 食 的 植 物 白马 

骨、山胡椒、狭叶山胡椒、泽兰、苍耳 、野艾蒿等 

23种。 

(4)不采食的植物 仅泽漆 1种o 

(5)采食部位 木本科主要是嫩枝叶或枝 

叶，草本科为全草。 

总的看来 ，豆科、桑科、杨柳科、禾本科、菊 

科、玄参科、报春花科 、蓼科、蔷薇科、榆科 、毛茛 

科等适口性较好，樟科、茜草科、茄科、十字花 

科、伞形科适 口性较差。 表 1中所列 26科 39 

种药用植物中，均对东北梅花鹿具有不同程度 

的嗜口性，采食较多的有：无花果、构树、枫香 

对、大蓟、耳叶紫菀，芦苇、铁苋菜等。鹿采食多 

种药用植物对其的机体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满 

足了机体营养需要．而且可 以减少疾病、增强体 

质。因为鹿在采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夹些寄 

生虫或病原菌，一旦进入鹿的消化道 ，易引起多 

种疾病，而在采食过程中，同时也吃了具有杀菌 

驱虫等作用的药用植物 ，因此起了防病或治疗 

作 用。 

另外．窟还采食一些对家 畜有不同程度中 

毒作用的有毒植物 ，据观察东北梅花窟采食后 

·无中毒表现，可能是自身解毒功能强和采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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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与其有相互调节作用的药用植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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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中药材 (1)_17．-15。 
李永兴(译 ) 1982 霍漂尔保护区梅花鹿生 志 学 屋 

外特种经济动植物(1)： 1‘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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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猴的头骨形态及其比较研究 

吴 介 云 王 政 昆 
(云南师范太学生物系，昆明 650092) 

摘要 本文对分布于中国云南省的懒糕头骨形态作初步研究，井与树髓及部分灵长类动物的头骨 

在某些方面进行比较。 

懒猴的头骨整体表面光滑，戚体骨缝紧密愈台；肌嵴发达，雄性有发达的矢状暗。吻鼻部稍长；眼眶 

与酾孔直接相通，无骨片形成骨墙封闭。头骨长宽比有性别差异；前上颉骨不与额骨相连。懒壤的腭指 

数有性别差异 并且比值较高；骊窝中的骨间关系属于顶一蝶缝相接型。 

头骨的形态研究已广泛用于灵长类动物的 

分类中 ，如 Cramer~9 、Remarkers“ 、Haimoff 

et a1． 等，我国吴新智等 、叶智彰等“ 亦对 

长臂猿、猕猴和佥丝猴进行了系统解剖研究。 

而有关懒猴的骨骼研究国内迄今未见报道，本 

文对分布于 我 国云 南 省 的懒 猴 (Ⅳ f 6 

coucong)头骨形态作一初步研究 ，并 与 树 胞 

(Tupaia glis)及部分灵长类动物的头骨 在 某 

些方面进行 比较，关于懒猴的牙齿形态已有另 

文报道 ，本文略。 

一

、 材 料 

共研究懒猴头骨 6个 ，其中成年雌性 2个． 

雄性 2个，9日龄雌性 1个，7月龄雌性 1个。 

标本均采自云南省西南部，现保存于云南师范 

大学生物系。 

二 、 结 果 

懒猴的头骨从整体上看，表面较为光滑，成 

体骨缝全部紧密愈合；肌嵴发达，在成年雄性有 

发达的矢状嵴；吻鼻部稍长；眼眶与颞孔直接相 

通 ，无骨片形成骨墙封闭；头骨长宽比显示出性 

别差异。懒猴头骨的一般测量(见袁 1)。 

(一)背面观(见图 1) 顶骨(os parietale) 

发达，几构成整个脑颅的顶壁和侧壁。在幼体 

中，尚未形成颠晴 (crista temporalis)，7月龄 

标本已有明显的鬏嵴，但两条颠蜻离得很开，随 

年龄增长颧嵴逐渐粗壮明显，且两条颠嵴逐渐 

向正中靠扰 ，年龄较老的 88l1 01(8)标本两条 

颠嵴在顶骨正中相接并向上凸起约 3毫米，形 

成矢状嵴(~rista sagittalls)。矢状嵴在前方沿顶 

额骨缝向两侧分开，终止于额骨颧突 (processus 

zygomat]cus)。 在顶骨的后方 ，靖又逐渐向两 

侧分开井与项嵴 (crista ugkalis)相接。在树 

鲍头骨中亦有两条颞嵴，但不随年龄增长并台 

形成矢状蜡，而是由前至后逐渐接近，在顶间骨 

(os interparietale)前端处交}[，并向后伸延成 

蜡，与发达的项嵴相接。佥丝猴无论雌雄均无 

矢状晴；长臂猿在生长过程中，两侧颠蜻逐渐 

接近但也不形成矢状嵴；在猩猩、黑猩猩和大猩 

猩的雄性均有发达的矢状蜡。 ． 

懒猴顶骨与枕骨之间有呈 三 角形 的 顶 间 

骨。在幼体，顶间骨所占比侧较大，骨缝清楚 ， 

到了成体相对缩小并与顶骨和枕骨相愈合。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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