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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种马进行组群。在选配时要求公马的体质 

健壮，悍威强，性欲旺盛，无睾丸炎、睾丸瘤，精 

液品质好；母马要求发情正常，无子宫炎，子宫 

瘤。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和公马配种能力的大 

小确定配种方案，防止近亲交配。在组群时，还 

应考虑到适宜的公母配比和配种群的大小。 

3．2 配种前准备 在配种期来 临 前 (2—3月 

份)，根据配种方案进行组群。组群后，针对不 

同个体的情况，调整饲料配方。 采取相应的措 

施，对体况较差的公马应加强营养，增加能量饲 

料的日喂量；对腹围过大的马要保证有足够大 

的活动场所，加强运动，使马匹在配种期达到理 

想的配种体况，以利配种受胎，提高受胎率。 

在配种前 1个月开始增喂发芽饲料、多汁 

饲料以及富台微量元素的饲料，增强马匹的性 

欲，提高交配率，以保证配种工作顺利进行。 

3．3 配种期管理 在配种期根据马匹食欲 差， 

体力消耗大的特点，选择质量好，适口性强，容 

易消化的饲草、饲料，按饲草总量不变，少给多 

餐的办法进行饲喂。 在管理上还应加强观察， 

认真做交配记录，准确掌握受胎马匹。 对未受 

胎母马分析原因，及时调整组群 ，争取配种受 

胎 ，这是提高繁殖率的重要环节。 

4 加强妊娠母马的管护，保胎防流产 

普氏野马配种受胎，进入妊娠期，由于野马 

胎盘属于弥散型，胚泡在子宫内处于游离状态 

的时间较长；胚泡的附植和子宫的结合较弱，彼 

此容易脱落，因此容易发生早期流产。 在妊娠 

晓期也会因拥挤、互相踢咬、跌伤等原因导致流 

产。因此，对妊娠母马在饲养管理中应加强护 

理，定时定量喂饲，不能突然变更习惯性饲料。 

在冬季不能空腹饮冰渣水，严禁饲喂带冰渣的 

饲料，加强夜饲，防止进食大量有霜饲草。到妊 

娠晚期还需进行调群，把群体序列较低的妊娠 

母马调整出来 ，以避免在饮水、吃草、喂料时因 

互相争斗、踢架而造成流产。对在妊娠期中，有 

过产科病史记载的母马，要特别留心，做好观察 

记录，如发现有腹痛及流产征兆的应及时采取 

保胎措施，用吹管枪肌注安胎药剂，防患于未 

然。 

5 做好安产保驹工作 

准确推算每匹妊娠母马的预产期范围。在 

预产期前一周做好接产准备工作，对饲养区、产 

区、接产用具进行全面消毒。加强观察，根据妊 

娠母马的行为表现，身理变化确定临产 日期。母 

马临产前要减少外界干扰，保持环境安静。 

在母马分娩前一天，派专人负责观察。 根 

据母马产前滴奶，常离群单独活动、性情暴躁、 

主动攻击人和寻找分娩场地等行为表现，判断 

分娩时间。开始分娩时，应尽量减少人为干扰。 

分娩过程中，根据先产出的部位判断是顺产、倒 

产还是难产。如果出现难产的类型，采取相应 

的人工助产措施，保证安全分娩。幼驹产出后 

要进行全面检查，清除口腔内异物，并对脐带进 

行消毒结扎，预防发生脐带炎和破伤风导致幼 

驹死亡。 

在栏养条件下，野马幼驹产后的护理工作 

十分重要。应派专人昼夜跟踪看护，观察幼驹 

吃奶、排粪、排尿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 

施。在正常情况下，幼驹产后 3O分钟至 2．5小 

时即可吃上初乳。 40分钟至 4小时就可排出 

胎粪，对不能及时吃上初乳的幼驹，应人工辅 

助，使其及早吃上初乳。对排胎粪困难的幼驹： 

要采取灌肠措施，让胎粪顺利排出。 派专人明 

踪看护还可以避免因幼驹钻栏、串群而造成的 

意外事故。因此，做好母马的接产、幼驹的钫 

病、护理等工作即保证幼驹成活，也是提高野马 

繁殖率致关重要的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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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3 再生头部86小时后问质细胞与神 经 

细胞分布综台图 
l·标有 Brdu 8分化的神经细胞前体。2．已成熟的 

神经细狍。3．已成熟井标上 Brdu的神经细胞。{． 

间质细狍。 5．神经细脆前体 

， 

3 讨 论 

用此方法做出的片子清晰、美观，可在同一 

张片子上直观地看出再生后的神经细胞确实是 

由后面的间质细胞迁移而来，而不是通过 自生 

分生增长形成的。 如果连续定时地使用 此 方 

法，还能测出从间质细胞到神经细胞出现所需 

的时间及神经细胞空间分布出现的顺序。对神 

经细胞的跟踪研究 ，当然也可采用古典的方法 

如生体用美蓝 (Methylene blue)及压片切 片 

银染法，但就研究间质细胞与神经细胞两者关 

系上来讲 ，本文所介绍的方法就显示了其优越 

性。当然 ，在国内目前抗原抗体的来源还未商 

品化的情况下 ，此方法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局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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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发现阿拉善黄鼠裸体变异 

关键调 阿拉善黄鼠，裸体，变异 

1989年 7月底和 1 990年 4月在宁夏海豫 

县红羊乡，月亮山拐沟湾大炮梁山顶和沟底的 

黄土高原高山丘陵草原， 海 拔 21 3O一2O1 2米 

处，分别发现黑褐色裸体黄鼠各一只。 这是 2O 

多年来，在该地区捕获 3O多万只的首次发现。 

现 简报 如下 。 

外形 体型较大，发育良好，四忮发达(表 

1)，为阿拉善黄鼠 (Spero~ophlus dauricus ala— 

shanicus)的亚成体。 

体色 上唇、头、体背皮肤，全为黑红色。下 

唇颉颈唆尾部皮肤均为肉红色。背腹颜色分界 

明显，垒身几乎无毛。 嘴角两边有几根黑色胡 

须，唇周围有稀疏的白色绒毛，眼睑周围有 0．5 

厘米稀疏的黑色睫毛，耳部全露，耳壳基部有 

几根 1．5厘米黑色长毛，耳前有 2—4根黑色长 

毛。 

四忮发育完整，踱背有密集的淡黄色毛，腹 

面呈肉红色，有发达的五掌垫 ，爪指为黑色，爪 

表 I 阿拉善黄鼠外部测量 【单位：g·ram) 

编 号 日 期 性 别 体霞 体长 尾长 后 足 长 耳 高 

I9B9．7 ’ i 3l 45．5 30．0 4
． 2 

9O01 1990．4 l44 47．5 29
． 5 4．2 

5  ●  4

一 o ～ 
一 一 卜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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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为黄色(约 1毫米)。 何家坤，张义，田国璋 (宁夏地方病防治所 银 

阴囊发育较大，上有密集淡色黄绒毛。 ’ 。。。 

致谢 本文承秦长育副主任审阅。 

北 

长白山西南部食虫目初步调查 

缺 臼齿 

25。45 ． 

88)，该 

地已知食虫目动物仅有刺猬 (Erinaceus euro— 

paeus)，缺齿鼹 (Mogera robusta)，普通她魅 

(SorexⅡr“c )和北小麝艟 (Crocldura$8Q— 

veolens)等 4种。作者于 985—1 990年间，在 

海拔 4OO一50O米的辽宁省新宾县红升乡，木奇 

及北四平乡等地进行鼠形动物调查中，共采到 

56只食虫小兽，经鉴定为 3科 4属 7种，其中 

3种为辽宁省新纪录。研究中还发现缺齿鼹少 

数标本有缺单侧或双侧第二上前臼齿现象，现 
一 并报道如下 

1 三种食虫类的新纪录 

l_l 栗 齿鲍 菇 Sorex dephaenodon， 1907， 

2辛辛，采于山地次生林内的潮湿低洼处。该动 

物牙齿具非常浓重的粟红色齿尖，上颔每侧前 

臼齿 3枚，上颌大前臼齿 (ff)次尖甚发达 ，亦 

为深红色。齿式}二÷ 暑 一32。标本衡量度 l
’ l‘ l ‘ 

(单位：重量为克 ，其它量度均为毫米 ，下 同)为 

体重 5．7—7．5，体长 57—65，尾长 36—37，后足 

长 10—11．5，耳长3，颅全长 18— 18．2，颅基长 

15．8--1 6．1，后头宽 8．7—9，上齿列长 7．8。 

1．2 中缒髓 Sorex dff l f f，1788，l 采 

省 (辽宁省新宾县新宾镇嫂隹站) 

I 

集地和生境与粟齿胞髓同。该标本牙齿齿尖的 

栗红色正常，上额每侧前臼齿 3枚，上颌大前臼 

齿 (ff)次尖不甚发达，其上不染栗红色，下颌 

第一单尖齿低矮，其高约为其长之半，上颌第 

三、四单尖齿冠近等大，齿式 ÷ 一32。其 l
‘l‘l‘， 

衡量度：体重 10．5，t体长 72，尾长 32，后足长 

11，耳长 4，上齿列长 7，爪长 1．8。 头骨压坏。 

l_3 大麝鲍 Crocidura lasiura，1890，9 辛， 

4 。 采集地同前，在沟边，山脚的水旱田内 

比较潮湿的地方出现 ，山上部毛色较深。 尾上 

有稀疏长毛，齿尖全白色，上颌每侧前臼齿 1 

枚。齿式孚二 一28。雌雄标本的衡量度 l‘l‘l
‘ j 

范围分别为：体重 1 0．B一1 6．5、1 2．5--18．5，体 

长 74--88、7 2—84，尾长 30--47、34—42，后足 

长 l5--17、14-- 16，颅全长 22．6—24、21．B一 

22．2，颅基 长 20．5m21．8、l9．6--20．2，眶间宽 

3．8．3．8，后头宽 9．8 10．5，上齿列长 lO．5一l1．2、 

9．6-- 9．8o 

2 缺齿鼹缺第二上前臼齿现象的发现 

我们在山地上、中、下部的天然林土壤疏松 

潮湿，昆虫较多的地方，共捕获缺齿鼹 21早 ， 

l3 。随机制成标本 21只，其衡量度为表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