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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同一窝肇鸟体重测量结果 

化后的卵壳及雏鸟粪便，成鸟并不处理，所以巢 

中既脏又臭，故戴胜又有“臭鸪鸪”之称 

4 育 雏 

在孵卵期，由雄鸟单独觅食供雌鸟或先孵 

出的雏鸟取食。雄鸟觅食归来并不进巢，而是 

由雌鸟将头伸出取食或喂给雏鸟。待雏鸟全部 

孵出后第 4d．雌雄亲鸟开始共同觅食进巢喂 

雏 亲鸟进巢喂雏后并不停留，而是很快离巢 

再去觅食。育雏后期，雏鸟能活动时，亲鸟不再 

进巢喂雏，只是落在巢穴旁边，将头伸进巢中唤 

雏鸟取食，随即离开再去觅食。据观察，亲鸟全 

目平均喂雏 136次，有 3个高峰期，分 别在 

6：0(】一7：O0，14：00—15：00和 17：00一 l8：O0 

(见表4)。即使这样，仍不能保证所有雏鸟充 

分进食，据3巢的观察，最后只有 2--3只雏鸟 

成活出飞，平均出巢率 33 3％。 

表 4 藏胜全 日喂雏频次 

5 雏鸟发育 

1日龄(5月 8日) 刚孵出的雏鸟体色为 

深肉红色，生有少许乳白色絮状绒羽，眼灰黑 

色，未开裂。随着 日龄的增加，逐渐形成一条缝 

隙。翅赤裸无羽。雏鸟能微微蠕动时，可发出 

“嗤嗤”的叫声。 

4日龄(5月 11日) 头顶中线两侧各长出 

9枚黑色较粗的羽轴，嘴灰褐色．上嘴已接近下 

嘴长度。眼淡灰褐色，已经开裂，翅和肩上已长 

出羽轴。 

8日龄(5月 15日) 耳羽、胸侧及腹侧羽 

轴已破放，生长极为迅速。 

12日龄(5月 19日) 尾羽、冠羽亦已破 

鞘，躯体基本被羽毛覆盖，能够站立和行走。 

16日龄(5月 23日) 羽毛已经丰满，羽冠 

和成鸟相似，基部棕色，末端黑色，翅上出现两 

道白斑，次级飞羽末端变为红白色。上嘴已经 

超过下嘴长度。 

20日龄(5月 27日) 次级飞羽上出现两 

道白斑，三级飞羽边缘红白色，初级覆羽呈黑 

色，大覆羽上也出现两道白斑。 

24日龄(5月 31日)．初级羽中部出现两 

道白斑，次级飞羽出现四道白斑，三级飞羽边缘 

棕白色．大覆羽出现两道白斑，个别的出现第三 

道 自斑。 

28日龄(6月 4日) 成鸟开始在巢外衔食 

唤雏鸟出巢取食。先出飞的雏鸟停息在巢穴附 

近的树枝或房顶上，仍由亲鸟喂食。经过 ．1— 

2d,雏鸟全部出飞后，亲鸟领雏鸟离开巢区，在 

外觅食。雏鸟很快便离开亲鸟独立生活 

雏鸟前期各器官生长情况，我们做了详细 

测量和记载，现将数据列于表(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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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戴胜雏鸟(1—11日龄 )生长情况 

H Ii争 
体重 全曼 嘴峰 翅长 跗蹄 

(g) (mm) (mm) (mm) (mm) 

1 2 8 45 n 5 0 6．0 6．0 

6 第二窝繁殖情况 

第一窝雏鸟出巢后，成鸟利用原巢，或在原 

巢附近再营巢，繁殖第二窝一产第 ‘枚卵的时 

间为 6月 10—11日(据 2寓的观察)+每日产 一 

枚，窝卵量 5—7枚：以同第一窝的方式孵卵和 

育雏，孵卵期 15d，平均孵化 率 100％ 经过 

28—30d的育雏期，最后只成活 1—2只，平均 

出巢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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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鼠口腔粘膜的上皮结缔组织界面的研究 

9堂 

⋯  黧  三z叫 (广东医辜 i 百面；西 科湛江524001)r<、’ 二二‘ 
摘要 将小白鼠口腔牯膜表皮层与结缔组织分离后．于扫描电镜下观察上皮结缔组织界面，结果显示+ 

覆盖腭及舌背处上皮表现为一种蜂窝状凹陷结构。结缔组织表现为均匀间隔的锥形或舌形突起并与上 

皮底面之凹陷相对应。在 口底及颊部粘膜则表现为相对平滑的界面+其结缔组织表面无乳突样结构。 

在高倍(×lO00O一 ×50000)下，有乳突结构的结缔组织表面显示为致密的皱纹状或线纹状 无乳安结 

疾病因素的影响，这些疾病通常首先由此界面 

的改变上表现出来。由于不同解剖部位的上皮 

． 结缔组织的形态存在巨大差别，要确认这些病 

变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在确定病理改变之前， 

有必要对不同部位的界面形态有所了解。 

以往有关上皮结缔组织界面的三维形态是 

由二维的连续组织学切片来推测的_J J，这对 

上的改进，能够将表皮完整地从界面分离，从而 

可以采用扫描电镜直观地观察此界面的形态， 

对金黄仓 鼠及 人类 口腔粘膜 的观察 已有报 

道 ， ，但小白鼠口腔粘膜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文为广东省卫生厅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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