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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黄牌t兰十年龄雏的头量量度 单位：毫米 

组 别 珂 日 早 

标本数 均数士标准差 标准谩 标本数 均散士标准差 标准 

瞪 全 51 35．o± 2．7 o．346 67 35 3± 2．8 O 342 

齿隙 眭 63 8 7±o．B5 0．1o7 87 8．8士1．0 O 122 亚 
眶 间宽 53 5 2±o．22 O 028 7 5 3士O 1 O O75 
口盖 眭 6o 2仉 1±1．75 O 226 67 20 3± 1．7 5 o．214 成 
颧 弓宽 6o 16．7±1．05 O．136 67 17 o±l_22 n l49 
脑颅宽 6o 15．1士o．66 o．085 67 1 5．】±o．74 0．09 体 
顶蝽 阐宽 5§ 1I_8士o 54 67 0．06S 
￡门齿长 62 5．7士o 68 0．O86 67 5．8±0．73 0．089 组 
上门齿宽 63 1士O 22 0．028 67 3．2士o．26 0．032 
听铂 眭 60 6．3士o．36 0．o46 66 6．3士o 47 0．058 

颅全 长 32 38 6士1．6 0：Z83 84 38 8±2．0 0．2l8 
齿隙睦 32 10 0±0．6 0．1O5 84 1O 0±0．6 0 065 成 
眶 问宽 32 5 5±0．3 0．053 84 5 5士0 3 C O33 
||盏 长 3】 22．4±0．95 0．17l 84 22．5± l l{ 0 lZ4 
龋 弓宽 32 18．2士0．79 0 14 84 18 O士l_}5 0．i25 体 

t5．8士0．61 0．067 脑颅宽 32 15 9士0．64 0．113 84 
顶嵴间宽 32 12．3±0．45 0．08 84 】2 1=O．53 0．05S 
上门齿长 32 6 6士O．B7 O 154 B4 6．6±饥 Bg O．O75 组 

3．5士0 27 0 048 84 3．6=O．33 0．036 上门齿宽 32 
听泡 睦 32 6．8±0 29 0 051 84 6 8=O．38 O．041 
厦 全 长 65 4】．3士 l_9 0．236 63 40 6士 1．6 o 202 
由隙长 6 5 1】．O士0，7 0．087 63 】0．8士0．56 O 083 老 
眶间宽 65 5 8士C 3 0．037 g3 5 7±0．3 C O38 
盖 长 65 24．1士1，2 0．149 63 2 6士 I_13 o 142 

颧 弓宽 65 19．4士0．79 0．098 53 19 1±0 81 n j02 体 
1 6 24-0．5 7 0．o 72 脑颅宽 65 16．4±0．61 0．075 63 

顶嵴间宽 65 12 6士0．53 0．066 63 o．077 
上门卣长 65 7 2士0．91 0．1]3 63 7．0士0．93 0．117 组 

3．8士0．35 0．043 63 3．6士D．52 o 066 上门 齿宽 65 
听 涧 长 65 7．1± 0．3 0 037 63 

增长 育有关 ，但老体组则相对减少 ，可能与老化而尾 

2．体长与尾长关系 据 340只统计+尾长大 长逐渐变短有关 。 

于、等 于及 小 于体长 者，分别 为 61．18 、5． 性别 间，尾长大 于体长的个体雌鼠多于雄 

29 及 33．53 (见表 2)。表明，黄胸鼠多数个体 鼠，两者有显著差别(x 一37．55，P<o．01)。因 

尾 长大于体长，但在各年龄组问，尾 长大 于体 此．认为在鉴定黄胸鼠中，体长与尾长的关系只 

长的个体比例是随年龄增大而增多，这与个体发 能作为参考标准。 
囊 2 黄■奠不同 年麓组律长与尾长关系 

尾长大于体长 尾长等于体长 尾长小 _f体长 
年亩拿组 性别 标本皴 数 数 数 

5 4l_67 8 33 6 

蛐 体组 早 6 】6．67 33．33 

小 计 11 45-83 12．5 4】67 

59 23 38．98 3．3g 

亚成体组 旱 45 70．3】 3 4．69 25．0 

小 计 123 68 55 28 S 4．06 40．6 

29 55．17 3 10．34 34．48 

成 体组 旱 75 81．柏 】1 

小计 5 77 21 2仉 1g 

18 2 55 56 

老体组 早 34 7 ．27 2 4 55 18 18 

小计 89 52 37 Oe 

6Z 42．76 8 5】 72 

台 什 早 146 74 87 5．13 39 

台 计 340 Z08 6】 18 5．29 3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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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 长与尾长的相关 关系看出 ，除老体组 

相关不显著外 ，其它各组均有非常显著的相关 

关系 (见表 3)可认为除老体组外是同步增长 

的 老体组相关不显著 可能是因生长到成年 

之后，其体长与尾 长的生长速度已经减慢 

3．体长与耳长．后足长及颅垒长的关 系 从表 

3看出，体长与耳 长除成体组 雄性相关系数 r 

小 于 0．05外 ，其余各组均大于 0．05或 0．01， 

体长与后足长 r值老体组大于 0．05，其余均大 

于 0．o1．体长与颅全长 r值均大于 o．o1。说明 

它们之间多数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亦表 

明随其体长的增加，耳长、后足长及颅全长也随 

之增加 。 

4．头骨其它量度与颅垒长的关 系(见图 5 

和表 4)。 

裹 3 黄啊鼠不同年龄咀体长与尾长、耳长、后足长、擐全长的相关关系 

类 正 旱 
啬争 别 
组 自由度 回归方程 自由度 回 归方崔 

体 0 26，P<0．01 1 3085X一34．5039 0．n73．P<0．01 1 1042X一】3．481 7 

长 0．8602 P<0．01 1_0487X一8．2959 62 0．8179．P<o．01 1
． o7646X一4．324 

与 
尾 26 O．6166，} <o-01 57．7172+0．648X 7l 0．7875，P<0_O1 22．7822-t 0．9I29X 

长 0 0563．P>O
． 05 l57．919+ 0 0569X 48 0．1856，P>O．05 86．5473-r-0．5267X 

体 0．730S．P<O．Ol 9．0B2+O O86lX 0．6322．P<0 05 4．54】+0．1265X 

6】 0．7005．P< 0．0l 65 845．P<0．O1 l2．3784+ 0 0 23X 

与 
Ⅱ 3C 0．I 874．P> 0．0 5 】9．4898+ 0．0】58X 82 0．4596．P<0 0l 16．51 76_L0．035X 

长 0 4009．P<0
． 01 13．928+ 0．05】7X 6】 O．4402．P<0．0l l2．404}0．0598X 

O 8]B6．P< 0．01 l2 90l4_L0 l1 66X 0．8792．P< 0．01 1O．1786+ 0．14l】X 

＆ 
与 0 7640．P<0．01 12~309+0．1197X 65 0．7439．P< 0．O1 12．5022+0 11 69X 

后 30 0 612．P 0 0l l5
． 5舶 +0．0976X 79 0．61 59，P<0．0l 20 376+0．0655X 

足 
长 63 O 25l9．P<0．05 25．2029+O 03 76X 60 0．263．P< 0．05 24．95Z十0．0388X 

倬 长 59 0 79c9．P<0．Ol 1 7 1746+O．1引7X 65 0．7659，P<O 0l l7．76l6+0】293X 

与 0
． 5 2B．P<0．0】 25．508+0．O826X 82 0．597B．P<O．OI 24．6】56+O 090 5X 颅 

套 
长 63 0．562】．P<0 Ol 24．7S1 5+0．095】X 6】 0．5022．P<O O1 25 4053+0．089X 

图 5 黄胸鼠 ：同年龄组颅生长与其它头骨量均数(毫米)的出恻(圈巾数字 l一9所代表意思与表 5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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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黄桷■头量的量度 

标车 口盖长 颧 弓宽 脑颅宽 厦略间宽 齿隙长 听泡长 上门齿长 眶间宽 上门卤宽 
与 组别 
长度 】 6 

标 亚成体组 l 27 l 27 l 27 l26 l27 130 
本 

数 戚体组 l1 5 11 6 ll6 1l6 11 6 ll6 l】6 

长 老体组 l 28 l 28 128 128 1 28 l28 1 28 128 l28 

度 亚戚体组 l6．0 24．C l5 l9．5 5．6 7．2 4．6 8．2 2．8 4．O 

毫 戚体组 19 24 8 16．2 20．E l 4．8 l8．∈ 1l 1 3．2 9．0 11．6 6．0 7．4 5 2 8．5 5．0 6．8 3 O 4 2 

来 老体组 睢．0 26．2 17．7--21．5 15．1～l8．[ 9．1 12．8 5．5 9 8 5．0 6．B 3．2—4．2 

从图 5看 出，三个年龄组颅全长与头骨其 

它量度的 比例是比较稳定的，无 明显差别。而 

且，口盖长等 9个量度与颅全长之间亦有明显 

差别。 口盖 长占 57．4H一58．4 ，颧 弓宽 占 

47．oH 48．2 ，脑颅宽 占 39．7 一43．1 ， 

顶嵴间宽占30．5 一33．7 ，齿醇I长占24．9 

26．6 ，听泡长占 17．2 18．0 ，上门齿长 

占16．3 一1 7．4 ，眶间宽占14．0 一15．0％，上 

门齿宽占 8．9 --9．3 。故认为上述 比例可作 

为鉴定黄胸 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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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血清淀粉酶正常参数测定 

陈威巍 游德金 
(成都军区总医院检验科，610083) 

大熊猫的生化指标测定，董全等在 1991年 

已作过详细报道” 。但对于健康大熊猫的血清 

淀粉酶参数尚未见报道。 

我们对于 21例健康大熊猫血清淀粉酶进 

行了测定，并提出正常参数值。 

(--)标本来源 大熊猫 21例，年龄 2 8 

岁，平均 4．7岁，其中雌性 15例 ，雄性 6例。两 

例系贵阳动物园喂养，其余 19例均为成都动物 

园喂养，经追踪不患肝、胆、胰疾病及恶性肿瘤 。 

(二)材料和方法 采用传统的淀粉酶 Van 

Loois碘比色法，由于发现大熊猫血清淀粉酶 

普遍较高 ，故凡测定管光密度低于对照管光密 

度一半时，将血清用蒸馏水进行 5倍稀释后重 

’删．结果乘上稀释倍数 。 

(三)结果 21例健康 大熊猫血清淀粉酶 

测定值范围 558 1380U／dl，雌性组 15例 x士 

SD=950．9士 253．Ou／dl，雄性组 6例 x士SD 

一 861．1士265．2U／dl，两 组 比 较 无 差 异 (P 

>O．05)，21例测定值归为一组统计，x±SD= 

925．3士245．7U／dl 

(四)讨论 上述测定结果可 见，大熊猫血 

清淀粉酶普遍较高 ，这可能是大熊猫消化功能 

适 应植物性食物的进化特征之一。董全等在 

1979年曾对 5例大熊猫血清淀粉酶作了测定， 

但其用的是稀释法 ，其中 4例为 1：64以上，另 

1例为 1：32。从本文 21例的 SD值较大来看， 

大熊猫血清淀粉酶值个体差异较大。本文提供 

的正常参数 ，对于及时诊治大熊猫疾病提供了 
一 个参考依据 ．有利于国宝的救治与保健。 

1)董全 龙志 嵇美容等 19̈  大焦箍血蘸成分的 

测定 动物学报 37(1)：6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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