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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吃到稻穗、麦粒虽属偶然 ，但可推想稻、麦 

成 熟季节 ，溪流岸边的稻、麦田也会被大鲵所光 

顽。大鲵的牙齿井不发达，食物多囫囵吞咽人 

胃，故吞食粗砂粒及碎石块 ，有助于对食物的消 

化。 

(五)表 5说明体长 32厘米 以 下 2—4龄 

大 鲵捕食能力较弱，多以虾、水生昆虫幼虫为 

食 ，正如上述是生长发育较慢的原因之一；体长 

1 9 2—2O 85厘米 3龄大鲵有吞食有鳃 幼 鲵 现 

象，对其种群增殖十分不利；5龄后逐渐进入主 

河道，捕食能力逐渐增强，故可捕食鱼类、鼠类 

等较大而活动较快的动物，较为丰富的营养大 

大提高了大鲵体长和体重的年增长量 ，这一点 

从体长与食物量的关系亦可得到证实。 

(六)大鲵胃液 pH值一般为 酸 性，多 在 

，pH 6 4以下，个别中性或偏碱者可能与食物或 

测定误差有关 ，需待验证。 

(七)大鲵是一项珍贵的动物资源，虽分布 

赦广 ，蕴藏量较大，但由于其经济价值甚高 ，近 

年各产地偷捕盗贩情况 日趋严重。本次调 查在 

石槽河乡河段到处可见偷捕的痕迹，当地个别 

居民与广东、湖南的走私者相互勾结进行盗贩 

活动。另从调查结果年龄组划分来看，性成熟 

的个体数量较少，总的来说生长也较缓慢，年龄 

大的死亡率高。因此，应大力加强资源的保护 

与管理。产地各级主管部门要思想重视，明确 

部署，建立必要的保护管理机构和措旖；加强保 

护的意义和法制宣传 ，发动群众监督少数人偷 

捕盗贩的行为；依法从严打击偷捕盗贩不法分 

子；尤其应特别重视支流大鲵种源地的保护，严 

禁在种源地河流中炸鱼和用鱼藤精 等 药 品 捕 

鱼，严控种源地河流两岸农田使用农药，切实保 

护大鲵的繁殖和幼鲵成活率。在加强保护基础 

上 ，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积极开展人 

工养殖，为开发利用这一资源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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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马鸡的寄生线虫——等长同刺线虫 

(Ganguleterakis isolonche) 

邢 庆 云 
(山西医学院生物 学教研室，太原 O3OOO1) 

摘要 l 984年 l1月 1日作者对山西省芦芽山自然保护区死亡的一只橱马鸡进行割检，发现体内有 

30余条线虫寄生 ，在盲肠的表面见有大量的结节存在 ，病变部位 l中胀充血是造成褐马鸡死亡的原困。经 

透明鉴定系异刺科等刺属的等长同刺线虫。根据文献记载，C．au6ou(19o8)曾提 出褐马鸡及蒙古的雉 

羹 (Phaai~nu s chry somelas)均为本虫的宿主。 

褐马鸡为我国的珍禽之一 ，是国家的一类 

保护动物。近年来在我省的自然保护区所饲养 

曲 褐马鸡不断发现死亡现象，其中困寄生虫寄 

生导致死亡的不少 ，为了有效地提高褐马鸡的 

繁殖与饲养，对褐马鸡寄生虫病的病原进行探 

讨以解决有关疾病的防治工作，是一个值得重 

·省林 业厅保护烛高云同志转送来褐马鸡的标本；丰 组 

技术 员扛圣家同志协助印相特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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