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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乌龟在不同自然沮度下的耗氯量 

数 量 平 均 气 温 平 均 体 温 平 均 体 重 平 均 耗 氧 量 组 别 
(只) (℃) (℃) (g) (ml／g／d~时) 

 ̂ l0 15·604．5一l7) 16．2(15一l7．5) 329．25(230--460) 0．0l4+0．004 

B l0 24．5(23．5—25．5、 25(24--26) 334．64(230—458) 0．039 —0．005 

C l0 30．2(29—31 30．2(29—31) 331．4(230—460) 0．054 0．008 

境温度升高而增加。龟在不同自然温度下的三 

组耗氧量以 l值检验进行比较，结果是：A组 

与 B组比较 ，l一 3．82> 2．878一 
． D11 8，P< 

0．01； B组与 C组比较， 一 5．04> 2．878— 

10．o．1 8，P<，0．01，均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此结 

论说明，在一定的温度范围之内，龟的耗氧量， 

随温度增高而增加，和前人的工作是一致的。将 

三组数据进行比较：当平均气温由 15．6~C升高 

到 24．5~C，即实际升高 8．9~C，其耗氧量增高约 

2．8倍；当气温由 24．5qc升高到 30．'2qcI，、实际升 

高5．7~C，其耗氧量增高约 1．4倍；莳者平均气温 

每升高1℃，其平均耗氧量增加 0．O028ml／g／小 

时；而后者平均气温每升高 1℃，其平均耗氧量 

增加0．O026ml／g／dx时。总的看来乌龟代谢率随 

温度增高而增多，但代谢率增加的速度却不同。 

王培潮圆认 为： “北草蜥在不同温度区的热能 

代谢增加率是不同的，代谢增加率最大时的温 

度区，有季节性差异，这可能是一种经济耗能 

与活动适应的生态对策”o Daviest6J和Bennettm 

认为分布于寒温带的爬行动物对寒冷具有一定 

的代谢补偿能力，使这些动物在寒冷时能维持 

较高的代谢率。皖南地区平均气温 15．6℃，相 

当于 4月份的气温，此时龟已出蛰活动，但气 

候仍时暖时凉 ，龟应有足够高的代谢水平，若 

遇气候转凉，可能产生代谢补偿以保证其正常 

活动的需要。而平均气温 24．5℃，相当于 5月 

下旬 6月上旬，此时龟开始产卵或准备产卵，活 

动性增大，耗氧量显著增高是可以解释的。平 

均气温 30．2℃，相当于 7月下旬， 9月上旬， 

此时龟转入早晚和夜间活动为主，白天藏匿于 

水边洞穴中或水中，其代谢增加率较低，对于 

这种现象 ，我们认为这可能也是一种经济耗 能 

与活动适应的生态对 策脚o Bennett咖 和 Da— 

wson 报道爬行动物的大小以体重表示与耗氧 

量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在实验中，我们也发 

现同组内个体间的差异极其明显，如A组 6号 

龟体重为 230克，其耗氧量为 0．019ml／g／dx 

时；而 7号龟体重 460克，其耗氧量为0．0IOml／ 

g／小时，前者体重轻而耗量高，后者相反。 B 

组、C组亦观察到同样现象。 

为了探索乌龟在较高的温度下突然进入较 

低温度，对其代谢率的影响，我们用人为的办法 

将温度降低，然后让龟由较高的温度进入较低 

的实验温度，再测其耗氧量，结果 (见表 2)。 

表2 乌龟由自然温度移人人工温度下的耗氯量 

数量 平均气温 代谢室温度 体 温 平 均 体 重 平 均 耗 氧 量 组别 

只 ℃ ℃ ℃ g ml／g／dx时 

D l0 23．6(22--25) 5——6 7—9 322．3(256-4t93 0·02l±0．009 

E l0 23(22—24) l 5一t6 l6—18 320．2(259—401) 0·03l±0．009 

F 1o 23(22—24、 22—24 22．5—24．5 320．2(259—401) 0．056±0．005 

比较表2，三组实验温度由高到低的顺 序 

为 F组>E组>D组；平均耗氧量亦为 F组> 

E组> D组 ，和 自然温度比较实验是 一 致 的， 

但经 l值检验，D组与 F组 比 较 l一 2．68> 

2．10l— ．0，l 8，两者差异显著，E组与 F组比 

较 l一 1．72< 2．101一tO．O~18， 两者差异不显 

著 ，D组与 E组比较 l一1．96< 2．101一 l~o．e518， 

两组差异不显著。以上比较结果说明，处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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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卵袋富有弹性和韧性，以柄牢固地粘着 

于石块，呈左螺旋状弯曲，另外，卵袋表面的密 

行凹纹发达，这些都增加了与水的接触面和减 

缓了水的流速，有利于胚胎发育过程中充分进 

行气体交换。 

4．IV 型卵在 5月份跌到最低值，从 7月 

开始，I型卵增多，卵的总数也随之上升，7—9 

三个月 II、III型卵比较稳定，10月份后开始 

增大。卵巢重量4月份最低，以后逐月上升，可 

能至第二年 2月达最大值。实际观测同样也证 

明：西藏山溪鲵一年只有一次产卵期，集中在 

4月份o 

5．该鲵产卵期在4月，6月中旬以前已全 

部孵化出。此期气温、水温渐升，降水较少，山 

顶积雪未消，正置溪水流量最小时期，这些因素 

有利于卵袋的固定和卵的孵化。由于 6月下旬 

以后山上积雪融化，溪水渐涨，7—9月又为雨 

季，且多为暴雨，10月以后至第二年 1、2月气 

温偏低，水温在 4oC以下。以上因素不利于该 

鲵产卵和卵的孵化，根据现有资料，太子山西藏 

山溪鲵的繁殖期主要在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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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haracters of Batrachuperus tibetanus in． 

biological habits，habitat，reproductive reg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 conditions， egg sacks 

。nd seasonal changes of reproduction organs，Eggs of this species are reproduced once a 

year from end of March to 

COR'le out of water during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middle of April．They 

summer．The biological 

spend most time of 

significance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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