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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乌龟卵亮，卵内容物及仔龟钙 ，镁含量 (毫克／只，n譬 to) 

、＼  卵 壳 

内容物 仔 龟 古 ～  

～  

孵 化 前 孵化 后 

钙 227．i土 19．2 183．3土29．05 i5．6734±4．67 ． 34．1210±I．04 

键 0．985土O．145 z．al38+D．406 2．2953+0．54 7 

分别 占其干重的 i．O0 4 和 2 869％。 

孵化后，卵内容物全部为仔龟吸收，因此仔 

龟体内的钙约有 45．93％ (i 5．67 34毫克)由卵 

内容物提供，其余部分 (54 07％)由卵壳提供 ， 

约为 I 8 4476毫克／只 ，占卵壳于孵化前后钙减 

少总量的 42．i 2％。 

2．2 卵壳 、卵内容物和仔 龟中的镁含量 孵化 

前 后 ，卵壳镁 含量 分别为 0．223％ 和 0．i 36％ ，换 

算成碳酸镬含量分别为 0．7805％和 0 476％。在 

整个孵化过程中，卵壳中的镁约减少 O 6435毫 

克／只，经方差检验，差异显著 (p< 0．05)。卵 

内容物和仔龟中的镁 含 量 分 别 为 0．1 29％ 和 

0．198％，相当于 2．01 38毫克／只和 2．295 3毫克， 

只(觅丧 1)，前者占后者的 87．74％。仔龟体内其 

余的1 2．26移镁(约为 O．281 4毫克)来源于卵壳， 

约占孵化前后卵壳中镁减少总量的 43．74蹯。 

3 讨 论 以往的研究表明，龟鳖类、鳄类和 

鸟类胚胎发育过程中所 需要 钙有 5 0％--80瞄 

来自于卵壳 ’” 。乌龟与此类似，卵壳也是其 

胚胎发育的重要钙源，提供了 钙 总需 求 量 的 

54．0 7莎，占孵化前卵壳钙含量的 8．1 2％，约为 

卵内容物提供胚胎钙量的 1．1 7 7倍。因此说 ，仅 

在钙源方面卵壳对乌龟胚胎的正常发育就是不 

可缺少的。 鸡胚的去壳培养 (Chick embry。s 

shell—less culture)结果表明： 在孵亿开始 的 

1 0天内，鸡胚外表发育正常 ，但最后倪有少数 

能够孵出，并且这些雏鸡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异 

常 。Dunn等人 认为，造成雏鸡畸形的原因可 

能包括：除壳(1)改变了胚胎张力 (Embryonic 

tensile forces)，减少了对胚胎的束缚和侧孟； 

(2)矿物质缺乏；(3)卵清吸收不充分；(4)气体 

交换异常和(5)湿度过禽。如果将卵壳连同壳嚷 
～ 起放在去卵壳培养胚胎的绒毛膜尿囊 膜 上， 

则可恢复J压胎的矿化作用 。半壳培养 (semi— 

shell—less culture)密西西比鳄 (Alligator mi— 

ssissippiensis)亦可孵 出正常 幼鳄”“。 该项技 

术是否亦适用于乌龟，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 

本项研究中发现 ，卵壳损环的乌龟卵无一孵出 

仔龟，可能就是由于上述(1 0)、(6)原因造成的。 

孵化前后乌龟卵壳的钙减 少 总量 中 仅 有 

42．12％ 为胚胎发育所吸收，其余的 57．88％ 钙 

可能是 由于卵壳在空气 中二氧 化碳或沙 盘 电酸 

的作用下，自壳 中浸出而损耗。 顾浩等人在对 

扬子鳄 ( ．sinensis)卵壳的研究中，证实了 

这种化学作用的存在 。 

乌龟仔龟中的镁 8 7．74％由卵内容物提供， 

卵壳仅提供 1 2．26％，前者为后者的 7．1 57倍。 

与钙源的情况相反，卵内容物是乌龟胚胎发育 

的主要镁源。 卵内容物、仔龟以及孵化前后卵 

壳中镁、钙含量之比分别为 1 2．85％、 6．73％、 

O．72弗和 0．54％。 由于化学作用，卵壳中镁 

的损失率约为 0．3620毫克／只，约占孵化前后 

卵壳中镁减少总量的 56．26％。 与钙的损失率 

(57．88％)相近，说明两者可能以相近的比例自 

卵壳中浸出而损失掉。 

卵生脊椎动物胚胎的骨骼发育主要发生于 

孵化期的后半部分，因此在孵化期的前半部分， 

胚胎的钙代谢很缓慢，在以后的一半时间内，钙 

代谢急骤上升“ 。 至于乌龟 胎钙、镁代谢 

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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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家岛附近越冬长尾鸭的初步观察 

邋  起正阶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苌春l30l17) q t7 
抽要 长尾鸭越冬习性等未见有详细报道。我们进行野外考察中在大王家岛附近观察到大批越冬于此 

的长尾鸭。在 3天的考察中共记数到长尾鸭 2487只，其中主要以 40其左右的群体活动，分布在大王家 

岛及石城岛沿岸。对长尾鸭 越冬习性进行了初步瘸察。 

关键调．二 !丝崔垄翌丝，翌登筮查 

1 990年初，在冬季鸟类考察时，在辽宁 省 

长海县大王家岛附近海域发现了大批在此越冬 

的长尾鸭 (~langula hyemalis)，并对其种群 

数量、分柜及行为等进行了观察。 现将有关情 

况整理报道如下： 

l 此项工作于 1990年 1月 13—15丑在 辽 宁 

省庄和县耷拉腰子(音 )港(盐锅屯附近)到长海 

县大王家岛镇部分海域及大王家岛附近的几个 

岛屿及海域东经 l22。55 30 一1 23。6⋯47，北纬 

39。25 8 --39。36⋯45进行。 考察中对 宽 阔 海 

面采用乘船以约 2 0 km／：J,时速度航行，用 7× 

30和20×50双筒望远镜对航线两侧各约 1．5km 

海面进行观察；对海岛附近水面采用步行或定 

点观察。数量统计采用 2人同时直数记数再求 

平均值及群估法。 

考察地环境比较简单，一是航线两侧远离 

海岛的开阔海域，再为岛屿向围 (距岸 0 1—2 

km)。 园时处冬季，除每丑一扶往返的小型客 

轮外，海面上无渔船作业。距岸 200—300m 水 

面是居民养殖海红 (Mytitu~edulis)布设的凛 

瓶，漂瓶一列长 3—7 m，有的数列并排。大王家 

岛、石城岛、寿龙岛有人居住 ，潭坨子岛、长坨子 

岛、小王家岛、元宝坨子岛无人居住。几个岛的 

空间相对位置如图 l所示。 

在大王家岛北偏西侧海岸及石城岛南偏西 

侧海岸分别形成长约 2km 和 Ikm 的海湾 ，此 

二处避风 ，水面平稳，平均水深 4m，海水呈深 

蓝绿色 ，透明度一般。 当海面有风 时 ．浪 高 

O．3— 0．5m。 

2 长 尾鸭特征明显，易于野斜鉴别。其体形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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