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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种小鼠体长与尾长的测定 

卢笑丛 彭定学 冯楚北 
(i胡北省医学科学院，武昌 430070) 

昆明种小鼠是我国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实验 

动物，为了解其年龄与体长、尾长的 矗 我们 

选用不同 日龄的封闭群昆明种小鼠，对其体长、 

尾长分别进行测定，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材料与方法 

1．动 物来源 

(1)选取某动物室昆明种饲养间生产群全 

部经产小鼠，作为种鼠组。将在育种中注意挑 

选体壮、尾粗长的经产种鼠作为A群鼠，忽视挑 

选尾长的经产种鼠作为B群鼠。 

(2)随机选用不同日龄的昆明种小鼠。 

(3)随机选用父母亲是尾长／体长 值 大 于 

l的三窝仔鼠中的雌鼠，称为c群鼠。 

2．饲养环境 种鼠组。A与C群鼠成年后 

均按 1雄：1雌， B群鼠按 1雄：2雌饲养于标 

准化的生产塑科小鼠盒内。小鼠离乳前随父母 
一 起生活，离乳后雌雄分开按 4O只／盒饲养于 

标准化的群养塑料小鼠盒内。 

3．测定方法均以 cm为单位 用不锈 钢 直 

尺分别测鼠的体长、尾长，然后以尾长值／体长 

值计算出其比值。 

体长测定：待鼠伸直后，起自小鼠两耳连 

线中点，终至体尾相接处 ，铡得结果为体长值。 

尾长测定：起自体尾相接处，终至尾端，测 

得结果计为尾长值。 

(二)结果 

1．不同日龄组昆明种小鼠体 长、尾长 及 

尾长／体长值(见表 1)。 

2．A、B两群鼠体长、尾长／体长值 (见表 

2)。 

3．90—132日龄B群鼠体长、尾长测定结 

果(见表 3)。 

4．C群鼠在初生、10日龄、20、3O、4O、50、 

60日龄时的尾长／体长值分别是1 0．51、O．54、 

1．13、 1．19、 1．1 6、 1．15、 1 19o 

(三)讨论 

1．通过机械测量法对昆明种的体长、尾长 

进行 测定 ，发现 昆明种小 鼠出生至 10日龄雌雄 

鼠体长极为相近 ．而雌鼠尾长生长远比雄鼠迅 

速(P< 0．01)。但当其性成熟后 ，雄鼠的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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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l 不同日龄邑明种小■体长、尾长殛尾长／体长憧 

做 长 是 长 尾长，体长 

日 龄 例 数 性 别 

是土SD 性别闻 P值 x±SD 性别间 P值 ±SD 性别 闻 P值 

16 8 2 38土0 11 1．i B土0 0B O． 0士O．04 和 生 >0
．05 > O．0j > O．O5 16 2 3B土 0 09 1

．2l土 0．0’ O．51士O．O‘ 

1S 6 3 64土0．22 3．11+0 2， O．86士O．O5 10 >0 0S <0 0】 (O
．Ol 13 3 65土 0

． I9 3．41土0．2O 0．P4士O．05 

91 8 {．s2士 0．53 (0 0i ‘．71土0．6， O．86士O 10 一 
21— 2B s

．

42士 0．34 ，．IB士0．̈  <O 0l <O．Ol 29 0
．95士0．0B 

2B 8 6．‘3土0．5O >0
．

05 ，．9'土0．7 > 0 0j O．93士O．1I >0
．
05 30— 40 6

．‘2土0．s2 s．76士0．‘6 O．9‘士 O．O B ：0 

：O 6 7．s3士0．55 )O
．

O5 8．B6土O．" > O O5 1 19士0．O9 >O
．O， 2O 7

． 37士0．47 B．50士 O．67 1．10士O．10 

0 8 B．58土O (0
．

OI '．15士 1．2 B <0
．

0】 1．O6士u．12 <O 0l 种 鼠 
B 76土0． 5 B．" 士 1．15 1．0Z士O．10 ¨ 1 

衰 2 A 群■与 B群一体长、尾长／体长值 

嚣 剜 体 ＆ 尾长 ，体长 

性 别 
号 数 X土SD 阿群比较 P值 士SD 两群比较P值 

A 88 8 8土O．42 I I3+0．7 7 
8 (0-0】 <0．Ol 

B 8 8．‘+ O．j7 0．96+ 0．09 

A IB‘ B．9士 I 15 1．O7+O．O8 
辛 >0 05 0．0l 

B I91 B．46+0．47 O．96+ O．iI 

寰 3 B群鼠 9D一132日龄体长J‘长，体长值 

＼ ～  日 

＼ ＼  ＼  
'3 96 9 0 1O2 ll 2 i22 I32 

＼拦 0 
6 87 8．IB 8．26 8．37 8．‘1 8．‘1 8． B．，9 B 67 

饿 长 
19I 7．98 B．29 8．37 8．37 8． 2 8．63 B．70 B．70 

8 盯 0．'8 0．98 0．98 O．'8 0．9B 0．98 I．O0 1．O0 
尾 长，体长 ● 

I'1 1．00 0．'9 O．9 8 O．'8 0．9B O．97 0．98 0．99 

尾长生长都较雌鼠快，可能与第二性 缸发育有 

关。本文结果与李漪 、林炳水。 报道相符。昆 

明种经产种鼠至少在 102日龄左右雌鼠体长才 

会略大于雄鼠。这也许是昆明 种 小 鼠特 点 之 

2 除雌 鼠 21—28日龄组与 30— 40日龄 组 

的尾长／体长比较不明显外，同一性别不同日龄 

组的体长、尾长及尾长，体长值增长差异极显著 

(P< 0 O1)，说明小鼠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体 

长与尾长均在迅速增长，而尾的生长速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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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增长。体成熟后体尾生长缓慢，趋于平衡 ， 

到 132日龄时二者仍在缓慢生 长 (表 3)。 有 

9O％ 昆明种成 年鼠的 尾长／体 长值 在 O．92一 

L．18之间 ，与钟品仁报道基本相符 。 

3．A群鼠的体 长、尾长、尾长／体长值均大 

于 B群鼠。 尾长／体长值有极 显 著 差 异 (P< 

O．01)(表2)。说明在选种时忽视体壮、尾长等 

环节，可以造成 昆明种小 鼠某些相关特点的改 

变。 

4．C群中的雌鼠与该室同日龄大群中的雌 

鼠的体长、尾长、尾长／体长值比较均为大。据 

胡开元 报道，SMMCtC小鼠，来源于昆明种 

小鼠，但各日龄体 长、尾长比我们测定的大群鼠 

和 C群鼠都大。证明选种 、环 境等诸多 因素 对 

小鼠生长、发育有影响，也可能各地的昆明种小 

鼠的体长、尾长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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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管牛 繁 殖能 力的观 察 

旭日干 张锁链 鹿也非 薛晓先 刘东军 廛洪武 
(内薮古太学熹啦动物研究中心，呼和浩特市 010O00) 

利用屠宰母牛卵巢卵母细 

胞经过体外培养成熟、体外受 

精和体外发育后，以非手术移 

卵技术移 植 给 受 体 母牛 ，于 

1989年 8月 l5日出生的我 国 

第一胎试管牛(雄性)，现已达 

到繁殖年龄。为检测试管牛的 

繁殖能力，我们根据其自然交 

配情况以及采精后进行体外受 

精结果对其繁殖能力进行了研 

究评价。经过与 5头母牛的情 

期自然交配， 5头母牛全部受 

胎，其中有 4头已分别产下正 

常牛犊。 另外，用人 工 方 法 

采得的试管牛精液，其射精量 

以及精子密度 均 达 到正 常水 

平。 以钙离子载体 Ioaophore 

A23187处理精子使其获能后， 

用于体外成熟 卵 子 的 体 外 受 

精。受精后卵子的卵裂率达到 

75．0％。 培养至第 7天后，有 

37．2％ 的培养j口子发育为桑椹 

胚和囊胚。这几项指标均达蓟 

了以种公牛精液所进行实验的 

水平。 

以上结果表明，利用体外 

受精技术所得到的试管牛，具 

有完全正常的繁 殖 机 能。 因 

此，家畜体外受精技术可应用 

于不同目的的研究以及今后 

畜牧业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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