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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类的人工授精方法 ，国内曾有报道 ，但须 

剖杀成蛙获得配子“一。园不能保留成蛙，故授 

精的结果只是证明可以人工授精，但不能充分 

发挥优良种蛙多次繁殖后代的作用。并且，由 

于要杀蛙取精，比之让其自然抱对繁殖 ，实属 

“得不偿失”。为了克服棘胸蛙雌蛙注射性脑垂 

体液后与雄蛙自然配对率不高的情况 ，提高优 

良种蛙的繁殖力，在利用蛙脑垂体液注射促使 

雄蛙排精 、雌性排卵的基础上，开展了棘胸蛙的 

人工挤卵和授精试验。 

(一)方法 选择健壮和营养状况良 好 的 

性成熟(体重在 l00克以上)的雌蛙，对其腹腔 

内注射适量的同种或异种蛙的脑垂体液 (以青 

蛙脑垂体计 ，体重 I 50克左右 4粒，体重 200克 

左右 5粒，体重 250克左右 6粒；体重 I 50克 以 

下及 250克以上者，则酌情减少和增加。脑垂体 

置于玻璃匀浆嚣内加适量 0．7面 NaCI液研磨 

成悬液注射)．单独置于玻璃缸或其它无毒容器 

内饲养观察。雌蛙多在注射后 72—1 2 2小时会 

自行排9口，因此，在注射 2天内，适当进行观察， 

到第三天 ，每 I一2小时观察一次，仔细检查是 

否有卵排出。 

发现雌蛙排卵时(只需有 1粒)，则立即将 

准备好的健壮 、性成熟(体重 100克以上)的雄 

蛙腹腔内注射适量蛙脑垂体液。30分钟后，用 

玻璃滴管 自泄殖腔吸取精液，置于载玻片上，用 

显微镜低倍镜检查精子密度后，滴上 I滴清水 

(pH 值为 6，4以下的弱酸性，自来水须去氯)， 

检查精子活动力。若精子密度在“中等”以上、精 

子活动力在“4”分以上，即可使用。判断及鉴定 

分级方法是： 

密度：分为“稠密”、。中等”，“稀薄 、 个 

鼻Il 、 精j 。稠密，即精子之间几乎无间隔， 
其最大尚隔在 f 精子l长度以内；中等，即精子 

之间的间隔在 l一2个精子的长度之间； 稀薄， 

即精子之间的间隔超过两个精子的长度 以 上； 

个别，即显撇镜视野内仅见个别精于；无精子， 

即精液内无精子。 

活动力：根据棘胸蛙精子多为摆动 ，个别 

可见通旋运动及直线运动的特点，报据视野内 

精子群体呈摆动运动的百分率 ，共分 5级，即 

1 00务的精子呈摆动运动的为 分；80％的精子 

呈摆动运动，为 4分；60％的精子呈摆动运动 ， 

为 3分 ；40瞄的精子呈摆动运动 ，为 2分 ；20％ 

的精子呈摆动运动，为 1分；精子死亡、无运动， 

为 0分 。 

精液品质经检查鉴定合格后，用洁净的试 

管盛装 8ml左右的清水 (pH 值 6．4以下的弱 

酸性的泉水或无氯自来水)，用玻璃滴管连续几 

次从雄蛙泄殖腔吸取精液滴人试管清水中 (吸 

取精液量约需 0．2ml左右)，待清水稍呈现混浊’ 

时即可。若精液不易破吸出，可用一手指平触 

雄蛙胸部 ，使其两前肢紧抱手指(似 “抱对 动 

作)之后，滴管可吸得较多精液。 

精液准备好后，先将雌蛙抓起 ．头朝上 用 

手将其固定在约 30—40度倾斜的、表面铺好塑 

料薄嚷(防止粘卵)的木板上 木板下面备好洁 

净的外科盆 ，将 8ml左右中等密度以上的精子 

稀释液倒人盆中，即可开始挤卵。 

挤卵时 ，将拇指与食、中指由背向腹、环抱 

住雌蛙上腹部，后两指与拇指下手掌处紧围贴 

蛙背及下腹部。先在上腹部微力加压，紧接着 

对下腹部加压，5—7秒钟左右放松 ，约间隔近 

l 0秒钟左右，又以上述方法加压、放松，如此反 

复。当手掌下部紧贴蛙泄殖腔处背部有似脉搏 

跳动感时 ，即表示开始排卵，此时则加压挤出 

卵。当挤出一串卵后 ，手又放松．然后又【 上述、 

方法挤压，直至排卵完成 (此时手感蛙腹部松 

软，已不能再挤出卵)。整个过程约需 30—40分 

钟。 

在挤卵过程中，另一人用滴管将卵轻轻的 

平拨于盆囱的稀释精液中，井迅速吸取此液淋 

在卵球上。排卵完后 ，用滴管轻轻地将卵摊平 

散开排成 2—3粒一排的长列 ，以防卵球堆积。 

1 5分钟后，即向盆内缓慢地(沿盆壁)加满清水t 

水深为 4cm左右。过 1—2小时，卵受精后 ．动 

物极朝上，植物极向下，此时可用玻捧或滴管将 

粘在盆底的卵群胶嗅拨开，让其飘浮在水中，以 

防止胚胎缺氧死亡。至此，人工授精过程结束。 

受精卵可留在盆中静水孵化，盆中放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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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l 棘掏蛙人工授精受精率与孵化率瑰塞记录 

蛀 体 平 产 挤 郎 昨 卵 卵 孵 
蛙 均 卵 出 龋 翻 受 受 开 蝌 蝌 孵 出 孵 孵 
序 长 水 时 卵 正 正 精 精 始 蚪 蚪 出 蝌 化 化 
号 温 间 数 时 数 数 盘 孵 日 壹 日 蚪 蛊 天 

(％) 数 (cm) (℃) (粒) 间 (垃) (粒) (％) 
(尾 ) 

出 期 部 期 

I9 年 6月 l 5 l9：50 l5 5 l；} 98
． 6 6月29日 7月 3日 l7 iⅢ  l0．5 I 6日19 点 

19&9年 5月 22； 19：00 22 5 20} 6月l1日 {月16日 Z01 l7 l0
． ； 2l ，日日 l 7点 

10．7 22 l989年 5月 I2O l2：00 32O }0l 6月l●日 6月l{日 29‘ 96 16 
儿 日 10 点 

I989年 5月 262 【3：00 250 249 9 
． 8 6月 I●日 {月 l6日 228 91． 16 l1．2 }1日 I1点 

l2．2 22．1 l9I9 年 6月 1日 Z 6 14：5 5 Z53 225 6月l●日 6月 l6日 216 95
． l2 点 5 分 

挤卵数平均 243-女柱 璺精率平均 92-39％ 孵 『￡率平均 ，8．3％ 

雌蛙挤卵前，均已排出 }0余粒卵，1号蛙自行排出较多的卵。 

¨ 指产卵屠至蝌蚪仝部孵出的天数 

⋯ 此蛙困 卵重叠 ，下 层胚胎 缺氧 ，发育至 神经 淘 期死亡 一 都分。 

表 2 胸 蛙 自然抱对 产卵 受精率 与孵 化牢 观 事记景 

雌 体 平 卵 弗 刚j 卵 l晖 r 

开 蝌 蝌 孵 出 孵 孵 
蚌= 牝 化 

天 

均 产 产 受 

精 孵 日 生 日 蚪 

(％) 数 

r薷 长 ’承 ， 卵 卵 {南 蚪出 
·  

时 数 正 正 精 
号 (cm) f屯) 间 (粒) 时 数 数 蜜 

间 (粒) ({空) (％) 出 期 部 期 数 
(尾 J 

l 2 1986 年 6胄I 6 ’O：40 98
． ， 6月z8日 6厅30扫 l，0 日I ：G0 

198 7年 5月 1日 36B 来观 察 j6 8 97．5 未观察 5月29 350 97．● 

产卵数平均 309垃 受精率 中均 98％ 孵化事平均 87-2％ 

温计，定时观察并记录永温，每 日换水一次(换 

水要缓慢加人 ，不要冲动受精卵，水温差不超过 

1℃)，直至全部蝌蚪孵化出为止。若拟将受精 

卵移人其他容器(必须无毒)中孵化，宜在受精 

卵翻正后至神经沟期之间进行。 容器内永深保 

持 5--10cm，以水面盖住受精卵面 1～2cm为 

宜。移卵要缓慢从事，避免胚胎受擐而死亡。 

(=)结果 1 988年以来，我们 进行棘胸 

蛙人工授精达 37次．效果均良好。 成功率达 

100弼。 

现列出随机取样的 5例试 验 结 果 (见 表 

i)。 

为了对人工授精与雌、雄蛙自然抱对产卵 

进行比较，兹将两例注射畦脑垂体战的雌蛙与 

雄蛙自然抱对产卵．其受精率和解化率 (见表 

2)。 

由表 l、2看出，人工挤压排卵平均数及受 

精率均低于自然掴对，但受精卵孵化率却高于 

自然抱对产卵的孵化率。 

为了观察秋后对雌蛙注射蛙脑垂体液后排 

卵的人工授精效果，我们于 1 989年 8月14日将 

2只雌蛙挤出的卵进行了人工授精。结果是： 

1只挤卵 99粒，有 80粒卵 受 精，受 精 率 为 

82．8移。在发育过程中，有 43粒成为葫芦状并 

停止发育 占 52．9％；其它胚胎中途死亡，或孵出 

的蝌蚪多为畸形。另 1只雌蛙挤卵 11粒，全部 

受精，在发育至尾芽期后 ，有的卵卵黄凸出，孵 

出的蝌蚪均为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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堍 。R： 
动物学杂志 chi口Ⅲ Joutna~of Zoology 

(三)小结 

1．棘胸蛙人工授精率和孵化 率 均 在 90弼 

以上，效果与自然抱对情况相近。 

2．人工授精方法不需剖杀种蛙 ，只要做好 

饲养管理工作，保持种蛙良好的营养状况，可以 

多 使用。从而提高雄性种蛙的繁殖效能。 

3．从表 1、2试验结果得知 ，水温较低，则受 

精卵的孵化时间较长；水温较高，则受精卵的孵 

化时间较短。 

，g— 口 

辛 

4．秋后人工催产雌蛙排卵数量少或极少。 

日子虽然能够受精，但孵化率极低，孵出的蝌蚪 

也是畸形。结果说明：秋后对棘胸蛙进行人工 

催产和授精是不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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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麻蜥核型及其银染色的比较研究 

郭超文 董永文 

(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芜湖 241000) (；l ．z三 ’ 
抽赛 本文以骨髓细胞为材料，甩燕气固定法制各染色体标本，研究两种麻蜥的核型和 Ag—NORI， 

结果表明 ，丽斑寐蜥 2n口 5e，由 l8对大型端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1对点状染色体组成，NF罩 38；山 

地麻蜥 2口一 36，NF摹 36。未发现有异型性染色体。银染色后两种麻蜥均只呈现 1对 -NOR|，它 

们位于 No-17染色体的末端，无扩增或融台现象。 

我国麻蜥属计有 5个种。其中仅脑艾报道 

过山地麻蜥 (Eremias brenchleyi)的染色体 

组型 ，本文于 1 988— 1 989年两次对丽斑麻蜥 

(E．口，肛 )和山地麻蜥的核型与核仁 形 成 中 

心 (Ag—NORs)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两种麻蜥采 自安徽琅琊山和皖东北 山 区， 

其中丽斑麻蜥 5早，8 ，山地麻蜥 2早、2 。以 

骨髓细胞为材料，参照吴政安的方法稍加改进 

制备染色体标本 。 用常规法分析核型，染色 

体分类按 Levan 等的标准 ，于 198 9年 6—8 

月进行研究。银染色参照 Howe11等的方法 o 

结 果 

(一)棱型分析 鉴于山地麻蜥核型 已 有 

报道，我们仅作一般的观察与 分 析，其 结 果 

2n一 36，全为端部着丝点染色体，这与 脑艾的 

结果相似，不再赘述。 

丽斑麻蜥的 2n~38(见表 1--2，图 1见封 

2，下同)，可配成 19对同源染色体 ，其中仅 No． 

19为点状，无法确定其着丝点位置。其余的 1B 

对均为端着丝点染色体。按大小计 ，可分成三 

组 。 

1组 包括 No．1—7，为大型染色体，粗 

对长度介于 6．44—9．04，相邻染色体对间 差 异 

最太的为 0．6 9(No．1与 No．2)，最小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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