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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kg。健康及营养状况：一般。饲育及管理 

条件：室温 25土2℃；相对湿度：60±5％；自 

然通风。饲料供应：配合饲料每 日2次。单笼 

饲养。任 意给水。 

1．2 方法 采血前一 日，午后 16时禁食，采血 

在次 日上午 9—11时进行。非麻醉下股静脉穿 

刺。采血量 7—10ml；置 EDTA容器中供血细 

胞检查。测定项目有：白细胞总数 (WBC)、红 

细胞总数 (RBC)、血红蛋白 (HGB)、红细胞压 

积 (HCT)、红细胞平均体积(MCV)、红细胞平 

均血红蛋白(MCH)、红细胞平均浓度(MCHC)、 

血小板总数 (PLT)、中性分叶粒细胞 (Neu．)、 

嗜酸性粒细胞 (Eos．)、嗜碱性粒细胞 (Bas．)、 

单核细胞 (Mort．) 和淋巴细胞 (Lyre．)。均采 

用美国 sY一90O型垒血分析仪测定。 

数据处理：(1)所有测定值均取其平均数 

加减标准差 豆±SD (见表1)。(2)将铡得的各 

变量用长城 286电子计算机进行两两之间的相 

关分析，求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井进行显著 

性检验(见表 2、3)。 

2 结果与讨论 

2．1 结果 本实验所测变量的相关系数 (见表 

2)。其中 WBC 与 MCH 的 相 关。关 系 显 著 

(P< 0．o5)，与 Mort．的相关关系极显著(P< 

O．001) RBC 与 HGB，HCT，MCV 和 MCH 的 

相关关系极显著 (P< 0．01)；HGB与 HCT 的 

相关关系极显著 (P< 0．001)，与 MCHC 的 

相关关系显著 (P< O．05)； HCT 与 MCV， 

MCHC 的相关关系分 别为显著 (P< O．05)和 

极显著 (P< 0．01)；MCV 与 MCH，MCHC的 

相关关系极显著 (P< O．001)，与 PLT 的相 

关关系显著 (P< 0．05)；MCH 与 E。s．的相 

关关系显著 (P< 0．05)；MCHC 与 PLT的相 

关关系极显著 (P< 0．01)及 Neu．与 Lym． 

的相关关系极显著 (P< O．001)。从性别上看 

(见表 4)：雄性强血 液学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与雌性猴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有雄性猴 HCT 

与 MCV 相关关系显著 (P< O O5)；WBC 与 

Mon．相关关系极显著 (P< 0．001)； 而雌性 

猴 WBC 与 MCH， MCHC 相关关系显著 

(P< O．O5)； HGB 与 Neu．相关关系 显著 

(P< O．O5)； HCT 与 PLT 相关关系 显著 

(P< O．O5)及 MCH 与 Eos．相关关系极显 

著 (P< 0．001)。将表 2与表 3相比较可看出 

表 2几乎包括了表 3的内容。但从表 3可看 

在性别之间尚有一定差别。 

2．2 讨论 血液正常值是 机 体 健康状况的重 

要标志之一。它综合地反映了机体的生理或病 

理改变的基本状态。由于正常生理参考值的测 

定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动物健康状况、年 

龄、饲养条件和营养状况 ”、采血方式、实验方 

法 等， 尤其各个实验室所采用的检测方法及 

使用仪器的不同其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本实 

验在测定过程中均采用自动分析仪代替手动或 

半自动的检测方法 ，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准确 

性和均一性。 

将本实验结果与 I Kakoma等人(1987)对 

松鼠猴 (Squirrel monkey) 测定的结果相比 

较 ，除 Lym．与 Neu．为高度负相关一致外， 

其余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差别较大。与Takashl 

YOSHIDA ”对食蟹报 (Cynomolugs)测定 

的结果相比较 ，除 WBC 与 HCT 相关关系极 

显著 (P< 0．01)和雌性动物 WBC 与 MCV 

相关关系极显著 (P< o．001)不一致外，其余 

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与本实验 所 测结果一致。 

I Kakoma在他所测定的项 目中PLT与HCT， 

RDW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和 MPV 

(mean platelet volume)呈正相关。他认为：这 

种关系对血栓形成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同时他 

还认为 RDW，MPV 与 WBC 呈正相关证实 

了在血细胞中血液学指数变化的潜在意义，而 

Lym．与 Neu．呈高度负相关这种变化在评估 

Lym．与 Nea．比率出现改变时可能是有价值 

的。通过对外周血细胞的测定 ，表明在血液生 

成和淋巴系统中所有各变量实际上是相互依赖 

的，同时也表明这种依赖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 

微妙的平衡关系以保持机体正常生理机能的执 

行。由于不同种属动物其遗传背景、生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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