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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蛋白质性产物台成的具体环节和 NLB与生 

理状况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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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叶 猴 的 饲 养 

朱本仁 曹永珍 夏苟兴 倪阿娣 
(上海动物园，上海 200~35) 

摘要 本文报道黑叶撮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笼舍设施，饲料、喂养方法；以重量法测定12头黑叶操 

日粮组成和比铡，确定成年雄性和雌性间每天食置差异扳不显著，谷物饲料占总量的 31． B一35． ％， 

哺乳期雌性 比非哺乳期雕性 食量平均递增 1 4％；生话集小群 ，过冬采用小气候保温箱，有利于适应上海 

地区生活，达到第二代繁殖成功。 

黑叶猴 (Presbytis~rancoisi) 又名乌猿， 

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它分布于我国广西南部， 

地处北纬 l7—2 0。，东经 1 O4—107。之间夏秋 

季节气温较高的亚热带阔叶林及多灌木和有岩 

石的山上 ，是一种适应于南方生活的叶猴。 

黑叶猴较难饲养。上海动物园零星饲养始 

于 5O年代，由于对其生活习性和消化道特点缺 

乏认识，饲养设施未跟上，因此饲养寿命短，偶 

有 繁殖 也不稳定。近年来增加饲料种类，制定 

日粮，完善管理措施和采用小气傧保温箱，已经 

使第二代繁殖成功。现将设备、饲料种类、日粮 

组 成和管理报告如下。 

(一)环境条件 动物笼舍是养好 黑 叶 猴 

的基本条件之一。黑叶猴的饲养设备，由兽舍 

和活动场二部分组成。笼舍朝南或东南，兽舍 

面积为 l2一 l 5m 不等，活动场 面 积 为 25-- 

35m 不等、活动场与兽台间有小门供 动 物 进 

出，如考虑 日常操作，可在小门旁开一扇宽 x 

高 一 0．8× 1．9(米)的木门，供饲养员进出使 

用。活动场水泥地坪，围栏和笼顶为钢筋铁丝 

网结构，笼高 4．5米， 西面有砖墙挡风。笼顶 

与兽舍交界处铺盖石棉瓦，供夏天遮阴和雨天 

挡雨。场内有铁管制的栖架，为黑叶猴在室外 

时栖息用。兽舍内有木制栖架和小气候保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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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l ^叶鞭饲辑种 羹 

季节 青粗饲料 瓜果、蔬菜饲料 答物 饲料 

春 女贞
、 桑、槐、麦苗 苹果、马锋薯 桔 米、玉米、高 粱、大麦、鼓皮等 5

— 5 月 

夏 
6—8月 女盘、槐、苜蓿 苹果、马铃薯、宦苣、黄瓜、蕃茄、西瓜 同上 

秋 女盘
、 袍桶、荷叶 苹果、马 铃薯、西瓜、南瓜 同上 9

一 n 月 

冬 
l2—2月 女贞、麦苗 苹果、马锋薯、絮、葫罗 卜、香蕉、青菜、桔 同上 

裹2 悬叶壤饲料比伪噩救■ 单位：克，且／无 

种类 
(克) 一 {) ( = 16) 非哺孚L期 哺 乳 期 

f -一 I耳、 (4= 20) 

平 均 值 lI5 170 

青 
粗 范 围 85一 lB0 B0 355 5D一200 60—295 

％  I9．{3 22．37 19 7{ 1 B．99 

瓜 平均值 275 3 5(I }05 

果 
与 范 围 l6 305 205—500 1 7"5一 30 2{5—560 
蔬 
菜 ％ {6．0 5 {5．25 

答 平均 值 24(I 320 

物 
饵 范 围 l50 225 17(I一一390 l40 {05 20 5—3B0 

料 ％ 32 98 3
1．5B 35．39 35 75 

总 平 均值 585 760 895 

计 范 罔 4，O一6●， 62O一 1070 625一 l025 

一 只。保温箱木制结构，大小为长 ×宽 ×高一 

100× 55×95(厘米)，箱体正面中央有一小 

洞，供黑叶猴进出，大小为宽 x高 一 25×30 

(厘米)，侧面一侧装有电热管。为了自动控制 

温度，在加热线路中装有导 电表和继电器。 电 

热管处有细眼铅丝网，有利热量向箱体内其他 

部位散发，也可防止黑叶猴触及热源。此箱供 

黑叶猴在冬季保温用。 

(二)饲养 

I．饲料种类 自然条件下黑叶猴以埴物性 

食物为主，常采食野果，花叶和嫩芽，偶吃部分 

昆虫。故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针对其食性和消 

化道的胃分隔成许多囊状特性。采用上海地区 

的植物和市场供应种类进行试喂，黑叶猴能吃 

食的饲料种类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青粗、瓜果 

蔬菜和谷物饲料三犬类，现按季节分类 (见表 

1)。 

除上述主要种类饲斟外，不定期地饲喂少 

量红枣、花生、松子或葵花籽等。孕期动物加喂 

少量熟蛋和牛奶。 

黑叶猴饲料种类多，除谷物饲料终年不变 

外，其他饲料均按植物季节和市场供应进行更 

换。 

2日粮组成 黑叶猴的食量随年龄和生产 

稍有差异。据对未成年(约 2岁)的 I 3 黑 

叶猴测定，每天每只平均食量为 585克 (49O一 

645克)(成品湿重 ，下同)；成年 6 黑叶猴平坶 

每 只 每 天 食 量 为 760克 (62 O-- 1 070)；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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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 悬叶豢寓窝头姐成置营井虞舟 

百分比 主要营养物质含量 热 量 

饲料 名静 
(％) 粗蛋白 粗脂盼 碳水化合物 粗纤维 蕊升 (千 卡) 

(％) (％ ) (％) (％) (％ ) 

玉米粉 30 1．95 O．9， 1}．2S O．}5 O．3；0 lO7．7O 

大麦精 l · 1．‘7 0．60 10．92 O．7} 0．075 ，0．10 

高粱 精 l7 l 28 O．4．4 l"2．0{ O．2O 0．27Z 57．2 

豆并粉 2B 15． 1．26 8．1 2 0．22 I．}j0 l1‘．2} 

夫 皮 l0 I．36 0．38 5．5‘ O．84 0．480 31．10 

合 计 19．25 j．63 50．8， 2．58 7 36O．‘， 

2 黑叶猴食量平均为 ?70克 (625— 1025)。测 

定表明雌雄性黑叶猴每天食量差异极 不 显 著； 

对 2早哺乳期黑叶猴食量测定。平均每天每只 

食量为 895克 (705—1010)，与非哺乳期黑叶 

猴相比递增 l4％。黑叶联日粮中谷物饲料 (即 

窝窝头与饭团)比例从表 2中可知，占 3l_58— 

35 75％，含丰富纤维素食物(青粗和瓜果蔬菜) 

64 24～68 42形。 

日粮组成要尽量考虑饲料多样化，本 日粮 

中每天饲料种类至少有 7种。这样可利用食物 

中氨基酸的互补作用，使 日粮中营养物质达到 

平衡，有利黑叶猴生长发育和繁殖。 

3．调制 饲料调制对黑叶猴的适口性和食 

量很有影响 现将三大类饲料分述如下： 

(1)青粗饲料 各种树叶 以新 鲜 嫩 叶 为 

佳。最好采剪发芽时小枝条，清洗后喂给．以免 

喷洒药液残留。 

(2)瓜果蔬菜饲料 马铃薯，苹果，梨和香 

蕉等瓜果需清洗后切成小块饲喂。桔，西瓜和 

香蕉去皮 

(3)谷物饲料 有饭窗和 窝 窝 头 二种 制 

作、饭团由米煮成饭后，乘温暖时用手做成小 

团，每团重 40—50克，饲喂时要切成 2片。窝 

窝头的组成和营养成分见表 3，添加畜 用 矿 物 

质粉。按 5 比例混合于谷物粉料中，以 2份水 

和 l份粉料充分搅拌后做成团形，上笼格蒸煮 

后切成小片饲喂。 

4．饲喂方法 考虑雄性黑叶猴要强占饲料 

而影响其他黑叶猴吃食。因此投喂饲料要尽量 

撒开在地，切忌将饲料集中堆放在一起，实践证 

明谷物饲料不宜多喂，饲料比例失调可造成消 

化不 良，便稀或 胃肠膨胀。为 了使黑叶 猴吃 人 

更多树叶，上午清扫后，应先喂新鲜树叶，待树 

叶吃完后再喂瓜果蔬菜和谷物饲料。树叶种类 

要不定期更换，这样可g 起黑叶猴对新喂给掰 

叶兴趣。每天喂食二趺，按表 2的湿重比例秘 

数量，分上下午各半喂给。 

(三)管理 

1．集群 黑叶猴是一种群体动物。按照我 

们的实践表明，群体配 偶可 按 1 ：1早；1 ： 

2早或 1 ：4早 比侧组合。 集群大小要取决于 

兽舍面积和管理方式。一般性饲养兼繁殖，笼 

子面积在 25 左右，群体可采用 l ：1～2 ， 

繁殖后可组成 4—5头的小家族，以后再繁殖可 

将先繁殖的来成年兽调出。如果单一地追求繁 

殖目标，笼子面积在 30m 以上， 笼子数量要 

多。以各哺育期和育成期分养。这样的兽群稍 

大，可按 1 6：4早 比例组合。注意一个小群体 

内。不要放有 2个或 2个以上成年雄性黑叶猥， 

以防打架，咬伤致残。 

2．水 水是黑叶猴 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条件之一。不要认为日粮中有瓜果蔬菜饲喂，就 

可疏忽清洁水的供给。据我们测定每只黑叶猴 

每天饮水量为 l5—40毫升，雨天饮水量减少到 

5— 10毫 升。夏天 饮水量增加o 

3．清扫 黑叶喉每天吃食 较 多 纤维 素食 

物，排便迭 5—8次／天，平均 6次／天；一天排粪 

量 1 45—230克，平均 17 5克。兽舍内外需要每 

天打扫 ，并用自来水冲洗，保持地面卫生，为黑 

叶猴活动和投喂食物在地上，提供清洁场地，对 

预防胃肠道疾病发生有着积极意义。兽舍消毒 

用过氧乙酸，夏季每两周一次，其他季节每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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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4．温度 温度在黑叶捩生活中是很重要一 

环节。上海地区位于长江下游，东海之滨，属海 

洋性气候，冬季短时最低气温达 一6℃，对生活 

在广西南部的黑叶猴很不适应，冬季气温_低， 

可影响黑叶猴食欲和生活。冬季兽舍需要加热 

必不可少 ，曾使用过暖气，致使整个兽舍温暖， 

但通向活动场小门无法开启。黑叶猴在冬季仅 

能生活在 室内，热能消耗也大。采用小气候保 

温箱后，仅在箱内加温，温度自控调在 l5℃，耗 

电省 ，通向活动场小门白天打开，黑叶猴自由进 

出于箱内，室内或室外。室内为箱内和室外的 

过渡地带 、温度 居中 ，有 利于黑叶猴对低温逐步 

适应，避免过大温差对黑叶猴的侵袭。这样冬 

季低温来临时，晴天风小 日子，黑叶弦仍可在活 

动场晒太阳，仅在阴雨天留在室内或箱内生活。 

保温箱每年 l1月至翌年四月上旬间启用，耗能 

小，使用方便，很适宜于华东地区饲养热带或亚 

热带灵长 目动物保温要求。 

动物寄生螨类透射电镜样品制作的改进 

潘 雅 玲 陈 克 强 
(上 海农学 院电 镜室 、动物 学系 ，z01 l01) 

摘要 本文根据动物寄生螨类特点，改进了常规透射电镜样品制作方法。对不同螨，罘用不同的采 

样和固定方法。对个体较大的种类，先用针 在螨体上刺 l至若干小孔，以便固定液能较快地进人螨体 内 

部，固定内部组织，以免细胞变性与自溶。同时，还提出用推取捞片法改进常规的贴取捞片法和金属环 

水面张力弓I取法，可以得到满意的，无皱折，平坦的大坜片。 

髓着电子显微镜的应用，对寄生螨类的研 

究已从光学显微镜下研究其形态和组织解剖学 

进入了电镜下研究其超微结构的阶段。据已发 

表的资料。扫描电镜观察寄生螨类外部形态超 

微结构的应用比较广泛，但以透射电镜观察其 

内部超徽结构的报道很少。所以作者从 1 98 8年 

2月开始本研究工作。 

在研究工作中，发现按常规透射电镜样品 

制备方法和程序制作寄生螨类的样品，往往得 

不到满意的结果。用电镜观察，往往只能看到 

螨的表皮，而皮层细胞及内部其它结构都看不 

到。即使有时勉强能看到，也常移位或变形，且 

污染现象比较严重，故严重影响研究工作的开 

展。 为此，本 文对动物寄生螨类透射电镜 样品 

制作方法作了改进，井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现报 

道 如下。 

一

、 样品采集与制作程序 

(一)采集 根据动物寄生螨类生 活 习 性 

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采集方法。如疥螨，可刮取 

病变与正常皮肤交界处的皮屑；耳痒螨，可取 

含螨耵聍，足螨和痒螨，可取含螨痂皮，均可用 

培养皿内加温法分离虫体。突变膝螨和苍白膝 

螨的分离是取下含螨痂皮，浸泡在生理盐水内， 

在解剖镜下，用小镊子分离，亦可根据研究目的 

不同，取下含螨痂皮后，直接进入下一步骤。鸡 

新勋恙螨，可从鸡体上直接取下含螨的痘疹状 

病灶皮肤。蠕形螨一般直接取病变皮肤即可。 

(= )同定 把分离出的疥螨、耳痒螨、足 

螨、痒螭、膝螨等虫体，在解剖镜下，必要时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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