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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垣蛇睾丸重量的月份变化 
⋯ 一 表示标准茬 ，其上方的数字表示样本数 

(月份)· 一  

图 2 蝮蛇精子密度的月份变化 

寰l 囊蛇精子活力的月份变化 

月份 l 2 3 { · { 5 6 7 8 9 lO ll l2 
样本数 8 S 7 { ． 1 3 28 2O 22 ll 6 t3 tO 
话力均值 O

．5 O．75 4．3 ： S5 24 53 35 59 35 I6 65 9 (％) 
l I 

标准差 O．53 0．18 3．2 f 40 l 30 42 4I 44 36 26 I3 l2 I } 

们的比值自 5月份开始逐渐增高，至 8月达到 

最高蜂，9月开始降低， 差异极显著。 (F一 

3．2419，P<o．o1)。 从 1一l2月睾丸重与其体 

重c之比均值及标准差见图 lo 

(二)精子密度及其活力 

在输精管的末端 2—3毫米处，终年都可挤 

出精子，经过计数，不同月份挤出的精子数有显 

著性差异 (F一 3．0957，P< O．01)。第 l2月份 

输精管内的精子密度最大，每立方毫米 有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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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精子，而在 2，9，11月份明显减少见图 2。 

从输精管中挤出的精子，其活力与各月份 

之间的差异极显著 (F一 5．1 23，P< 0．01)。从 

4月开始精子活力渐渐增高，直至 9月，1 0月 

下降， 1 1月又增高，具有 8月和 1 1月两个高 

峰。而在 1，2，3月活力最低，与蛇类的活动季 

节相适应，与交配月份相一致。蝮蛇精子活力 

的 月份变化见表 1。 

但于由改变了蛇类的生活环境，由野生转 

为家养，对精子的活力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出个 

体间有较大的差异。如：在精子活力高峰的 8 

月份，共检查了 22条雄性蝮蛇的精子，其中活 

力在 90％以上的 1 1条，在 80—50％之间的 3 

条，而 5％以下的 8条。 

输精管内精液的 pH值较为恒定，全年 pH 

均值是 7．17±0．77，即使在活力较高的 6—9，其 

均值为 7．1 3±0．22(r一 0．1739，P< 0．05)，可 

见精子适合于中性略偏酸的环境。 

(三)|II丸的组织学观察与精子发生 

睾丸是由许多曲细精管及其间质所 组 成， 

曲细精管是形成精子的部位，随着精原细胞逐 

步形成精子的过程，精细管的直径及其上皮层 

次相应地发生变化，以 1，3，6，9月份代表冬、 

春、夏、秋四个季节 ，现将各月份曲细精管直径、 

上皮变化及精子成熟情况分述于下。 

1月份 曲细精 管 直 径 1 18．36微 米 (均 

值)，间质距离 19．2微米，上皮层次较多，3—6 

层细胞组成，具有精原细胞及初级精母细胞，很 

少见到管腔o 

3月份 曲细精管直径 129．98微米，比 1 

月略增大，而间质距离变化不大，仍是 19．2微 

米，管内除精细胞及大多数次级精母细胞外，尚 

有许多细胞残余体充塞管腔o 

6月份 曲细精管直径继续增大 为 147．60 

微米，间质距离减小为 9．6微米，上皮层次亦减 

少为 2—3层，初级精母细胞占优势，偶见成熟 

的精子。 

9月份 曲细精管直径最大，达 到 1 53．13 

微米，曲细精管相互挤压成不规则形，间质距离 

为9．6微米 ，上皮层次 2—5层不等，在曲细 

广 

精管中可见成形的精子，同时也可见初级精母 

细胞等各类细胞。曲细精管的直径不同季节间 

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F一 67．66，P< 0．01)见 

图 3。 

l80 

* 
强 

140 

矧 

100 

(月份J 

图 3 蝮蛇曲细精管直径的季节变化 

三、小 结 与 讨 论 

Saint Girons et a1．嘲 将蛇类的雄性生殖 

周期区分为夏季型或称交配后型，混合型，交配 

前型和连续型四种。夏季型(交配后型)精子发 

生于暖夏，即在主要交配期春季之后成熟，成熟 

的精子贮存在输卵管内或通过交配贮于输卵管 

里过冬；混合型精子形成始于晚春，但一年以后 

才能完成；交配前型于交配期结束之前完成精 

子形成；连续型整年都有生殖活动，主要存在于 

某些热带蛇种。 蝮蛇短尾亚种 (Agl~istrodon 

blomho／／ii brevicaudus)精子发生周期开始于 

早春 (3月)出蛰后， 6月份曲细精管直径明显 

增大，偶见成熟的精子，随后精子相继成熟，8 

月份睾丸重达到高峰，9月份精子排入副睾及 

输精管，睾丸重量下降，贮于副睾及输精管中的 

精子渡过冬季，供来年春交配使用。与上述夏 

季型相符。与 Johnson et al：旧指出韵食鱼蝮 

(Agl~istrodon piscivorus) 副睾、输精管是贮 

藏精子的部位相一致。 与戴效忠硼观察杭州地 

区蝮蛇在 4、5月份交配相吻合。 

鉴于副睾及输精管中全年均查 有 精 子 存 

在，输精管中的精子密度在 9月和 11月降低， 

而精子活力在 8月和 11月为高峰，说明当年秋 

季精子成熟后又有一次交配排精的过程，母蛇 

纳精后保留于输卵管及其泄腔的皱壁内过冬。 

据胡步青等瑚对饲养于蛇园内的蝮蛇进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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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5月和 9月均发现有交配行为，并报道一 

条母蛇经交配后单独饲养于蛇箱内，连续三年 

产仔，证明蝮蛇精子在雌体内可贮用三年。伍律 

(1957)对蛇岛蝮蛇 ( ．h．inzerraedius Stracuh) 

进行生态观察，发现 5月和 8一l0月份均有交 

配。以上事实得出如下结论： 

1．蝮蛇雄性生殖周期为夏季型，有春季和 

秋季两次交配活动。 

2．当年的精子成熟后贮存于副睾及输精管 

内过冬，供翌年春交配使用。 

3．秋季交配的蝮蛇，雌蛇纳精后贮藏于输 

卵管及共泄腔的皱壁内，待来年卵成熟后受精 

孕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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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林蜘蛛》、《西藏农林蜘蛛》和《新疆农区蜘蛛》简介 

由山东大学胡金林先生等编著的 《中国农 

林蜘蛛》、《西藏农林蜘蛛(一)(二)》和《新疆农 

区蜘蛛》已相继问世，这是作者经多年来对蜘蛛 

进行调查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我 

国蛛形学研究较系统的成果总结。 

《中国农林蜘蛛》1984年 6月由天津 科 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共 75．2万字，记载中国农林 

蜘蛛 775种，隶属 4O科，l44属，书中对其中的 

392种做了详细的描述。 《西藏农林蜘蛛 (一) 

(二)》由胡金林、李爱华编著，1987年由西藏人 

民出版社出版共 3O万字，详记西藏农林 蜘 蛛 

25科，81属，共 202种蜘蛛，其中有 34个新种 

和 53个国内新纪录，二纺器科作为新纪录科在 

此书中报道。《新疆农田蜘蛛》由胡金林和关文 

贵编著，1989年 12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共 66．8万字，详记新疆农区蜘蛛 26科，109属， 

260种的鉴别特征和地理分布，其中有 25个新 

种和 66个国内新纪录。 

三部著作合计 l72万字，内容涉及蜘蛛的 

形态学、分类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还有保护利 

用方面的知识。既有层次较深的理论性研究，也 

有一般性知识介绍，书中绘有大量精致插图，辅 

以文字说明及检索表，图文并茂，集研究与应用 

为一体，系统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使该书的理论 

和实践自然融合，顺理成章，增强了可读性、参 

考性和实用性。三部著作均以“农林●、“农区” 

为书名，其中又有两部著作都是边疆地区的研 

究总结，其作者为农业服务和为边疆服务的著 

书宗旨一目了然。 

(山东大学生物系 陈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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