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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吹与噪声 蝎子喜欢安静的生活环境，怕 

风吹与噪声。特别是蝎子产仔季节，声响的刺 

激常会使母蝎因受惊扰而发生流产或咬仔、食 

仔现象。我们曾用 50只临产母蝎和 50只负仔 

母蝎进行实验 ，以吹哨子和敲打铁 盆做 刺激 声 

源 ，每 2小时刺激 i次。24小时后调查，临产 

母蝎有 l7只流产 所产胚胎或仔蝎均柬或活 ， 

流产率为 34％。负仔母蝎中有 22只将仔蝎 全 

部甩掉 ，并咬死、吃食部分仔蝎，仔蝎损失率 

1O0％，另有 1 9只母蝎背上仔蝎仅存 2—1 7只， 

仔蝎损失率为 39％一93％，未受噪声影响的倪 

有 9只 ，占全部负仔供试蝎的 1 8知。 

但是，蝎子对某一种持续的噪声也可产生 

适应性。例如，我们有一养蝎房距铁路较近，初 

引进的蝎子，常因火车的轰鸣声和震动表现不 

安 ，两周后此现象即消失。 

3 温度 蝎子为变温动物，在它的生活史中， 

温度起着直接的作甩。蝎子对温度的适应范围 

较宽，从--3--39~C均适其生存，但不同的温度 

对它的生理反应不同，据对 3个养蝎房近 2万 

余只蝎的长期观察及小群体实验统计，可大致 

分为 6个温度区。 

3．1 温度范围--3--9~。此时，蝎子 不 吃 不 

动，进人休眠状态。其中以 0—4℃为最适休眠 

温度。在此温度下休眠的蝎子几乎可 以 1 00为 

安全越冬，复苏后体质较壮 ，恢复较抉。如果使 

温度波动于一3一l 2℃之间 ，蝎子将处于静动不 

安状态而使其体质下降，甚至造成死亡。我们 

曾于 1 988年 11月 1 5日至 1 989年 3月 30日， 

将 200只健康成蝎分别饲养在 2个面积为 0．24 

m 的养殖架内，使温度变化于一3一l 2~C之间 

进行越冬实验。结果 ，在实验期间内有 23只蝎 

死亡，占供试蝎的 11．5瞄。而处于 0—4℃一个 

养蝎房内的一万余只蝎子，死亡总 数 只 有 57 

只，越冬死亡率不足 1瞄。 

3．2 温 度范围 9— 1 2℃。此时 ，休眠状 蝎子开 

始复苏，可进行短时而缓慢的活动，但很少捕食 

和饮水。 

3．3 温度范围 1 2--209C。此时 ，蝎子活动时间 

延长，井可进行少量的捕食和饮水 ，但代谢水平 

较低 ，消化力较弱，不能进行生长和发育，出现 

光吃不长现象。此温区还是蝎子的生命危险温 

区。人工养殖条件下 ，春季复苏的蝎子经一冬 

冬眠 ，体质相对较弱，苏醒捕食后如遇长期低 

温，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产生腹胀造成死亡。 

据我们的统计资料 ，在复苏的蝎群中，大约有 

5％一l7唠的蝎子 将 因春寒腹胀而丧生。 

3．4 温度范围 2o一39℃。蝎子在此温度 区 内 

活动频繁，捕食旺盛，代谢增强，恢复正常的生 

长和发育。其中以 25—39℃为生长发 育 的 最 

适温区。我们用 1500余只成蝎和 4000余只仔 

蝎在一个 6m 的小型蝎房内进行加温饲养，常 

年控制温度最低 25~C，最高 39~C，一般 27℃一 

35℃。结果，蝎子在此温度范围可不休眠，处于 

不停顿地生长发育状态中 ，初生仔蝎可在 1 5— 

2O个月内发育为成蝎，较自然状态快约 1倍左 

右。 一 

3．5 温度范围 28—39℃。在此温度区内 ，蝎子 

可进行正常的交配和胚胎发育。母蝎胚胎发育 

的进程似乎与温度呈正相关。我们 曾用恒温箱 

对刚交配过的母蝎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进行试 

验，结果 ，在 3个组共 150只供试蝎中 (每组 5O 

只)，在 25±1℃条件下培养 4个月，母蝎胚胎 

未见发育。在 29土1℃时 ，经 11 9天第一只 母 

蝎产仔，至 1 24天时 所有供试的 50只母蝎均 

产仔。在 35±1℃时 ，经 85天第一只 母 蝎 产 

仔，至 103天时 ，所有供试的母蝎均产仔。此结 

果表明，蝎子胚胎发育的温度应高于 25℃，其 

最适温度 为 34—36℃。 

此外，我们还观察了温度对母蝎产仔的影 

响。选体重相近，蝎体无病的孕蝎 80只，均分 

8组饲养在罐头瓶内，每瓶一只，待蝎娩仔时， 

置不同温度下观察，产仔结束后移出实验环境。 

结果表明，温度直接影响产程及仔蝎成活率(见 

表 1)。其中，3l℃一36℃为最适产仔温度，此 

时，产程为 4一l 0分钟，仔蝎成活率可达 96％一 

97．2瞄。以后随温度升高 ，仔蝎成活率随之 降 

低 ，当升至 4O℃以上 时，仔 蝎 成 活 率 仅 为 

28．4％。这是因为，初生仔蝎身体幼嫩 ，高温下 

极易脱水而死亡。温度降低时 ，产程随之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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襞 l 温度对娩仔母蝎产撞殛仔蝎成活率的嚣响 

温度(℃) 1 B一20 21—2{ 2 一2 2B一30 31—33 34—36 37—39 40—4l 

产程(舟钟) >120 60—120 30一，O 2O一3O —l0 4—7 3一， ，一， 

调查母蝎数(只) l0 10 tO 10 l0 10 1O 

共产仔蝎数(只) 233 262 287 303 297 2B8 29， 292 

成活仔蝎数(只) 0 83 232 277 28 28O 2j9 8 

仔蝎成活率(％) 0 3t．7 80．B 91．{ 96．0 97．2 87．B 2B．{ 

由于仔蝎在母蝎傩内停留时间过长 ，致使仔蝎 

体质较弱，所以，会影响仔蝎成活率。当温度低 

于 2D~C时，产程往往要 2个小时以上 ，多数仔 

蝎在产下时已经死亡 ，个别能活动者也很难爬 

上母蝎背 ，所以不易成活。 

3．6 低温致死温度和高温致死温 度 蝎 子 的 

低温致死温度在一4℃以下 ，此时 ，蝎体结冰，蝎 

体细胞因此受损伤导致死亡。高温致死温度为 

40—42℃。在此温度下，机体水分蒸发量加大， 

在得不到及时补充时极易脱水 死 亡。温 度 达 

42~(2时 ，蝎子会产生烘干失水现象 而 迅 速 死 

亡。 

4 湿度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湿度包括空气湿 

度、活动场地湿度和窝穴湿度。据我们实验观 

察及铡定 ，蝎子在不同季节对上述 3方面的要 

求是不同的。一般说来 ，夏季由于气温较高 ，空 

气湿度大，蝎子往往牺息在比较干燥的窝穴内， 

如果窝穴过湿则 出现不回窝现象。在冬季，蝎 

子则选择比较潮湿的窝穴越冬。综合几年的观 

测资料 ，在不同季节里较适宜的湿度条件如表 

2o 

表 2 蝎千对不同季节的湿度要求 

季 节 查气相对 活动场地 窝穴湿度 
湿度(％) 湿度(％) (％) 

6—9月 70—80 1B一20 1，一17 

一 6月，9—1O月 6，一70 l6—1B l6—19 

11月一j月 6O一6， l4一l6 l9—21 

蝎躯体内含水量约为体重的 40—5O％。在 

有足够鲜活食物供给和适宜的湿度环境下，蝎 

子一般能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状态。但是，当 

环境过于干燥或潮湿时，则会产生生理病变 当 

湿度过大时．蝎体光泽明亮，肢节隆大，后腹部 

下拖 ，活动迟缓，严重时伏卧不动终致死亡。环 

境过于干燥时 ，蝎体后腹部末端出现黄白色千 

枯斑点并逐渐向前延伸，至后腹根部时，病蝎开 

始死亡。 

湿度对孕蝎的影响最为明显。我们 用 400 

只临产孕蝎于罐头瓶中进行实验，每瓶放 2只 

蝎 ，共 200瓶均分 2组，一组为实验组，保持干 

燥环境 ，另一组为对照组 ，维持一定的湿度。投 

蝎一周后检查，实验组有 45只蝎产 仔，占 供 

试蝎的 22．5％，对照组为 ” 只，占供试 蝎 的 

38．5％o两周后复查，实验组已产蝎数为 69只， 

占供试蝎的 34．5％，对照组已达 1 96只，占供试 

蝎的 9B％。此后，将实验组瓶内加水并维持湿 

度，一周后再查 ，已产蝎数升至 84％。可见 ，干 

燥环境会严重抑制母蝎产仔。 

S 化学因子 

s_1 盐度 我国的盐碱土主要是指含 有 盐 酸 

盐、硫酸盐、碳酸盐和硝酸盐等较多的 土 壤。 

用 5％的 NaC1溶液及 N| so4溶液、3％的 

Na：cq 溶液分别浸透泥瓦片 ，再用此泥瓦片给 

蝎子做窝。蝎子在此环境中生活一年以上未见 

异常。说明东亚钳蝎对盐碱环境有较强的适应 

性。 

S上 农药 蝎子对农药极 为 敏 感。将 240只 

健康成蝎均养在 6个 0．086 的 水 槽 内，用 

50％ 乐 果 1：1000稀 释、5O％ l605 l：21)00稀 

释 、50％敌敌畏 1：500稀释、6％六六六 粉 剂 

1-：200稀释、灭害灵、蚊子香等，分别向蝎窝喷 

撒或燃熏。另用 40只蝎于水槽内喷水做 为 对 

照o 48小时后调查，死 亡 率 依 次 为 42．5％、 

92-5％、70％、65％、47．5％、27．5％，对照为 O。存 

活者也表现 出不 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中毒后的 

蝎 产附肢曲僵 ，致使爬行呈舞蹈状或不能爬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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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附肢抱握 ，后腹部向前腹背部弓曲o 

5．3 化肥 向分别饲养有 40只健康成蝎 的 3 

个窝内喷擞 1％尿素溶液、l，矗碳酸氢氨溶液和 

3％氨水，蝎子均呈现回避性反应，出现昼夜不 

回窝现象。48小时后调查 ，除尿素实验外，碳 

酸氢氨和氨水的实验各有 3只和 5只蝎 死 亡， 

死亡率分别为 7．5％和 12．5％。受化肥毒 害 死 

亡的蝎子 ，平卧伏地，身体松懈。 

6 食性和耐饥力 蝎子以食各种昆虫和 动 物 

肉为主 ，但对不同种食物喜食程度不同。我们 

选体重相近的成蝎分成 48个实验组 ，每 组 40 

只，先后用 28种昆虫和 2O种动物肉进行饲喂 

实验。以蝎最喜食的黄粉虫为对照组。蝎实验 

前停喂 10天。称取饲料各 2O克，于晚上投喂， 

第 2天早晨捡出来食净的饲料 ，称重，计算净耗 

饲料量并与对照比较，净耗量达对照的 70，刍以 

上为喜食 ，达 69％以下、3O％以上为较喜食 ，达 

29％以下为微食。实验结果见表 3。 

衰 3 昆虫噩其它动物性饲料饲喂衰现 

喜食 名 称 喜食 名 称 喜食 名 转 
程度 程度 程度 

油葫芦 培悼 东亚飞蝗 +++ 

蜻蜒 地鳖虫 中华负蝗 ++ 

蝉 中华蚱蜢 笨蝗 ++ 

棉坪 菜抒 麦长营轩 -b+ 

中华幢螂 黄粉虫幼虫 豆天蛾幼虫 +* 

玉米蠕幼虫 高攀条螟幼虫 栗灰蝠幼虫 +++ 

菜粉蝶幼虫 蚊子 家蝇 +抖 

盎龟子幼虫 粘虫幼虫 棉锋虫幼虫 ++ 

蚕蛹 蜜蜂 草青蛉 -b+b 

椿泉 蜘蛛 鲫鱼肉 +++ 

鲤鱼肉 蛔蜍肉 青蛙肉 ++ 

兔肉 羊肉 鸡蛩 H 

蝎虎肉 鸡肉 寐雀肉 +抖 

锗肉 刺捐肉 老鼠肉 ++ 

家鸽肉 鸭肉 肉松 + 

蛇 晦 鲲牛 南 蚯 蚓 + 

(卅 )为喜禽 (++)为铰喜食 (十)为散食 (一)为不食 

此外 ，蝎子也可食一些植物性饲料。如台 

汁液较多的瓜、果 菜叶等。经长期饥饿的蝎子 

在投喂用肉汤拌过的米饭时 ，表现出很旺盛的 

食欲。这说明，蝎子实际上是一种以肉食为主 ， 

兼食植物的杂食性动物。 

值得注意的是 ，风化土也是蝎 子 很 重 要 

的食物来源。解剖蝎消化道发现 ，其 内容 物 

1 0％--25，刍是风化土。把带孕母蝎饲养在无土 

的罐头瓶内 ，其胚胎不能正常发育 ，极易形成 

葡萄胎 。这可能说明 ，土中含有蝎体所必需 

的矿物质，井具有特殊的生理调节机能。 

1989年 5月 1日至 1989年 1O月 1日，我 

们用 1 0只公蝎和 1 0只母蝎分养在 20个 罐 头 

瓶内，测定蝎子的耐饥力。在整个实验期间 ，除 

保持瓶内土壤湿度外，末喂过一次食水。结果， 

公蝎分别于 8月 23日、9月 7日、 9月 l9日、 

9月 20日共死亡 4只，其余 l6只蝎至实验终 

了未被饿死。说明蝎子有很强的耐饥力，而且 r 

雌蝎的耐饥力要强于雄蝎。 

7 担互残杀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蝎子有时会出现在野 

生状态中少见的相互残杀现象，其形成原因有 

几个方面。 

7．1 蝎口密度过高。我们初养蝎时，在 lm 的 

养殖架内，放养量一般在 1000只左右 ，但时常 

有死蝎现象发生。经反复观察发现 ，主要是夜 

间蝎子出窝活动时 ，在有限的场地 内，经常为争 

食、争窝、争场地而相互咬斗，在咬斗中受伤的 

蝎子很容易死亡。以后 ，我们逐渐降低放养量， 

至 lm 500只左右时，咬斗现象才得到控制o 

7．2 以强食弱。此现象尤以初生 2—3龄 蝎为 

显著。将 200只此幼蝎与 400其成蝎混养于一 

个 lm 的饲养架内，在充足的食水条件下 ，经 2 

周后 ，仅 93只幼蝎存活，其余的均被咬死或吃 

掉。 

7．3 交配前后咬斗。雄蝎交配前，几只雄蝎经 

常为争夺一只雌蝎而相互咬斗，其中的伤残者 

很可能死亡或被吃掉。另外，雌、雄蝎交配以 

后，雄蝎往往显得呆滞或有气无力，而雌蝎则 

变得性情狂燥。此时，雄蝎如不及时逃离，则常 

被雌蝎咬死。 

7．4 排异性残杀。主要是不同养室的 蝎 子 相 

混所致。1989年 8月 4日，我们无意将不同养 

室的蝎子近 500只混养在一个养殖架内，结果 
一 昼夜伤亡达 70多只，相当于群体量 的 l5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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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动物学杂志 Chlaele$our~l!of Zool。g， t994 29 ) 

左右。以后，我们又进行了 3次混养实验，该残 本实验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杀 象重 兰I=| E 怠 的 ％、 参考文献 7％和1 2瞄
。 喷撒 1 5知酒精可抑制残杀。 一 ⋯  ⋯ 

致谢 本校刘洪英、刘桂荣、陈益荣同志协助养 嚣要 蝎23毒--的25采~集厦对蝎生长的髟 动物学杂意’ 

i t 一 北 鳅 的 染 色 体 组 型 研 究 

．
墨 进 

(山西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太原市030006) 9 l s 
摘要 本文采用体内注射 PHA制备染色体标本的方法，对北鳅的染色体组型进行了研究，其 n盲 ，o， 

NF皇 6 2，校型公式：4m + 85m+ 32*t+ 6tl 

关键词 望 辈墨垒校 看 乏 
鱼类的染色体及其组型的分析研究，对于 

鱼类的遗传育种和分类进化的深入探索有着重 

要意义。据 Bacam,e~(1 98o) 的统计和国内 

的研究报道 ，鳅科鱼类已作过染色体核型的达 

16种(包括亚种)之多。 

有关北鳅 【Le[ua 口 f口f口(Kessler)] 的 

核型尚未见有报道，为此，我们用简便的 PHA 

体内注射法，对其染色体组型进行了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鱼北鳅采自山西省雁北地区朔澜市 

神头。共 11尾(早4尾， 7尾)，鱼体全长 45 

m m -- 60m mo 

染色体制备采用 PHA 体内注射法 。染 

色体数目 2n根据 100个以上的分裂相计 数 结 

果确定。选择 10个分散 良好，染色体平直的分 

裂相拍照、放大 ，然后对每一对染色体的有关参 

数进行测量。按 Levan(1 964)的染色体分类 

标准将染色体配对，分组，排列染色体组型。 

2 结果与讨论 

计数 1 06个中期分裂相的染色体数 目，其 

中 2n一 50的分裂相占 86％。确定北 鳅 的 染 

色 体数 目 2n一 50。 

染色 相对长度 臂 比 染色悼 誊色体组 
体对 类 型 

1 4．12土0．17 1．O1土0．0， ^组 
2 3．73土O．t9 1．29土O．07 

3 ．32土0．21 3．79土0．1 

4 4．6，土0．16 1．77土0．0 B 

， 4．52土0．37 4． 2土0．08 

6 4．5O土0．3t 4． 0土0．07 

7 ●．．3土0．32 3．略 土0．10 

_ ●．42土0．23 3．，0土O．09 

9 4．20土0．28 4．3B土0．20 

10 4．15土0．3， 2．04土0．04 

11 4．09土0．3O 3． ，土0．t3 

12 4．01土0．26 3．45土0．t9 B组 

13 3．97± O．29 2．20土0．15 

14 3．94土0． 3． 2土0．27 

l， 3．76土0．24 3．76土0．23 

l6 3．72土0．t7 3．23土0．22 

17 3．63土0．22 3． }土0．06 

1B 3．，B土0．2 2．，4±0．31 

19 3．，2±0．31 3．22±0．1t 

20 3．37±0．1B 3．，3土0．14 

21 3．36土0．16 3．90土0．33 

22 3．14土0．27 3．2，土0．29 

23 4．30土0．27 

C龃 24 4．19土O．24 

2， 3．39土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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