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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抹香鲸的年龄鉴定

唐文乔 郭弘艺
（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室 上海 !"""("）

摘要：将 !""&年 #月在广西琼州海峡获得的一头体长约 &)*"+的特大型雄性抹香鲸（1"0&%2%* 3+4*(4%5"+,)&）遗

骸的下颌齿，用自制的器械将齿沿着纵向锯成厚约 & ’ # ++ 的 &" 个薄片，用 ,"" 目和! """目的金砂纸精

磨和抛光至约 &#"!+。由 ( 位具有用耳石或鳞片鉴定鱼类年龄经验的学者，用肉眼和解剖镜观察齿纵

切面的微观结构和轮纹特征。根据对牙齿磨片牙骨质和牙齿齿质上的生长层组判断，其年龄约为 !(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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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香鲸（1"0&%2%* 3+4*(4%5"+,)&）是国家二级

保护 动 物，隶 属 于 鲸 目（K4>7G47）、齿 鲸 亚 目

（:H85>8G4>6）的抹香鲸科（X?MN4>4A6H74）。抹香鲸

是齿鲸亚目中体型最大的一种，雄性最大体长

可达 &) +，平均寿命在 Y" 岁左右［&］。抹香鲸在

全球的热带与亚热带海域均有发现，但大多活

动于北纬 Y"Z ’ 南纬 Y"Z之间的大洋海域。我国

在黄海、东海、南海及台湾东面的太平洋海域都

曾偶有发现［! ’ #］。

国际上对齿鲸类的年龄鉴定一般都依据在

齿上出现的年轮痕迹即生长层组，并已逐渐摸

索出一些比较成熟的对大型齿鲸类的年龄鉴定

方法［, ’ &%］。我国由于禁止捕鲸渔业，大型齿鲸

类的标本仅依靠在沿海偶然的搁浅死亡，比较

难得。因此，目前我国对抹香鲸等特大型齿鲸

的研究，仅限于外形特征和部分内脏器官等的

宏观描述［! ’ $］，对年龄鉴定和行为特征等涉及

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我们利用在广

西琼州海峡获得的一头抹香鲸标本，对牙齿磨

片的微观特征作了观察，并对牙齿切面的微量

元素分布作了分析，试图为大型齿鲸类的年龄

!!!!!!!!!!!!!!!!!!!!!!!!!!!!!!!!!!!!!!!!!!!!!!!!!!!!!!!!!!

鉴定和行为研究做些探索。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 年 $ 月 #% 日，广西北海“桂北

渔 #!"!$”号渔船，在琼州海峡“急水门木栏头”

海区获得 # 头死亡的雄性抹香鲸成体遗骸，体

长约 #&’" (。该抹香鲸遗骸后来被上海水产大

学做成骨骼和生态 ! 具标本，陈列于该校的鲸

馆内（图版!) #）。解剖遗骸时，收集到 ## 颗下

颌齿，均为同型齿，没有门齿、犬齿和臼齿的分

化（图版!：!）。其中下颌前端至中后部的 * 颗

齿较大而完整；后端的 $ 颗齿较小，表面磨损严

重，有 ! 颗齿表面的釉质已全部脱落，表面发

黑。选取在下颌中部取下的一颗大小中等、齿

冠保存完整、表面磨损较小的下颌齿作为磨片

观察材料。

!"# 方法

!"#"! 牙齿磨片制备 将齿根部分的腐肉用

牙刷轻轻刷洗干净，用自制的器械将齿沿着纵

向锯成厚约 # + $ (( 的 #" 个薄片。选用通过

或接近齿中心部位的 , 个薄片，先用 *"" 目金

砂纸磨薄至约!"""(厚的薄片，后用! """目的

金砂纸精磨和抛光至约 #$""( 厚的半透明薄

片。

!"#"# 年龄鉴定方法 选用一片轮纹最清晰

的齿纵磨片，依据 -.//01 等（#2&"）指出的年轮

标记［#,］，除了作者，还请 3 位具有用耳石或鳞

片鉴定鱼类年龄经验的教师和研究生，用肉眼

和解剖镜下观察牙齿质层的生长层组，在低倍

显微镜下观察牙骨质层中的生长层组，分别拍

照并计数。

# 结 果

#"! 齿的形态、大小及磨损情况 抹香鲸的齿

外观呈香蕉型（图版!：!，,），分齿冠、齿颈和齿

根三部分。齿冠尖锥，略向内弯；齿颈短，与齿

根部分不易区分；齿根（即埋在齿槽中的部分）

呈圆筒型，较粗大，基部中央具一呈尖锥状的髓

腔。所研究齿的齿冠顶端到齿根底部的垂直距

离为 #%,’2 ((；齿根部周长 #!#’" ((，齿根部

的髓腔深 %*’! ((（图版!：,，%）。齿表呈米黄

色，表面具有 ," 多条呈纵向排列的细长凹槽；

但在齿冠部分已有磨损，表面凹槽已完全磨去

（图版!：,）。

#"# 齿纵切面结构及轮纹特征 在直射光下用

肉眼观察，切片外缘为白色的牙骨质（4.(.156(），

内缘为浅米黄色的牙齿质层（7.1501.）（图版!：

%）。齿冠上端的齿质部分具有一条几乎透明的

婴儿线（1.81959: :01.），把牙齿齿质分成先天牙

齿齿 质（ ;/.1959: 7.1501.）和 后 生 牙 齿 齿 质

（;8<51959: 7.1501.）。先天牙齿齿质内的纹层不

易辨认。后生牙齿齿质内的纹层较清晰，由许

多可透光的透光带（ 5/91<:64.15 =81.）和不易透

光的遮 光 带（8;9>6. =81.）组 成。透 光 带 为 亮

色，遮光带为暗色。

在透射光下用肉眼观察，后生牙齿齿质内

的透光带为暗色，遮光带为白色，与直射光下所

见恰好相反。暗色带和白色带呈规律性相间排

列。一条透光带和一条遮光带组成一个生长层

组（?/8@5A :9B./ ?/86;，CDC），组成一个年轮标志

（图版!：%，$）。

在低倍解剖镜下观察，除了上述所见的轮

纹以外，还可以看到，在一些生长层组中包含一

条或多条附加带，其带宽比透光带和遮光带均

窄。有的附加带走向规则，与透光带和遮光带

平行；有的附加带走向不规则，常在移行一段后

与规则的透光带和遮光带带层愈合。

在低倍显微镜下或高倍解剖镜下观察，牙

骨质内同样可见清晰的透光带和遮光带交替出

现，但带宽均较齿质层中的窄（图版!：*）。且

牙骨质中的每一个生长层组分别与牙齿质内的

生长层组以一定的角度相交，因而牙骨质层内

的生长层组数与牙齿质层内的相等（图 #）。

#"$ 年龄的鉴定 由 2 位具有鱼类年龄鉴定

经验的观察者分别计数，得到的牙齿质层和牙

骨质层生长层组结果见表 #。

可见，牙齿质层的生长层组数范围为 #2 +
,$，均值为 !&’&，标准差为 $’#2；牙骨质层生长

层组数范围为 !% + ,"，均值为 !&’!，标准差为

#’&*。表明从牙齿质层和牙骨质层中得出的平

均年龄结果相似，但牙骨质层的标准差要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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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质层的标准差。由此推断该抹香鲸的年龄 约为 !" 龄。

表 ! 牙齿质和牙骨质生长层组计数

"#$%& ! ’()*+, $- *.*& ($,&/0&/, (1 2&*+.*#% 343, #*2 5&6&*+#% 343, .* +&&+7 (1 89&/6 :7#%&

观察位置

#$%&’(& %)*&

观测者编号 +,-$&’ ./ .$%&’(&’%

0 ! 1 2 3 4 5 6 "

范围（龄）

789:&（;&8’%）
平均（龄）

<(&’8:&（;&8’%）
标准差

=*89>8’> >&()8*).9

牙齿齿质生长层组

?@?% )9 >&9*)9&
!6 11 0" 13 !" 1A 12 !6 !1 0" B 13 !6C6 3C0"

牙骨质生长层组

?@?% )9 D&-&9*,-
!5 !" !6 1A !6 !" !2 1A !" !2 B 1A !6C! 0C64

图 ! 齿基部牙齿质层（#）与牙骨质层（$）

相交处结构

;.<=! >.#</#6 ,7(?.*< 2&*+.* %#-&/, )*.+&2（#）?.+7
%#-&/, (1 5&6&*+（$）#+ +7& $#,& (1 +7& +((+7

@ 讨 论

一般可用酸蚀法和直接观察法鉴定齿鲸的

年龄［01 B 06］。酸蚀法是将经过磨平、抛光的齿磨

片放在甲酸等酸中浸泡，由于酸对牙齿质层内

透光带和遮光带中胶原质的腐蚀程度不同，可

使磨片表面的遮光带腐蚀呈凹槽状，而透光带

则突起呈山脊状，从而可较容易地计数生长层

组。但实践表明，酸蚀法的磨片厚度和腐蚀程

度较难掌握，不易获得清晰的轮纹标记。只要

磨片厚度控制得当，直接观察法亦能清晰地观

察到牙齿质层的生长层组，并且操作更简便，切

片还可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为避免偏差，计数时首先要确定婴儿线的

位置。婴儿线是抹香鲸出生前后的标志，而非

0 龄。其次要排除附加带对生长层组计数的影

响。附加带在抹香鲸齿磨片中是普遍存在的结

构，应与正常的生长层组轮纹相区分。牙骨质

内的生长层组轮纹较窄，但轮纹清晰，因此观察

者的计数结果标准差较小。牙齿质层内的生长

层组轮纹很宽，齿根中后部的轮纹也很清晰；但

齿根前部的轮纹不够清晰，也有附加带出现，因

此观察结果的标准差较大。

E&’F)9 曾对抹香鲸的牙齿质层长度（即齿

冠顶端到髓腔上端的垂直距离）与生长层组数

的相关性作过研究，发现两者呈线性关系［4］。

本标本的牙齿质层长度为 "C53 D-，据该作者拟

合的直线关系推算，年龄应为 14 B 15 岁。亦有

研究表明［4］，雄性抹香鲸的成熟年龄在 !1 B !3
岁左右，平均长度约为 03C" -。依此推测，其年

龄已超过 !1 龄。综合上述资料推断，该抹香鲸

的年龄约为 !" 龄也基本可信。

已有的研究表明［0，4］，抹香鲸的社群结构是

一雄多雌。一头成年雄性常与多头成年雌性及

其后代一起构成一个育仔群（8::’&:8*).9）［0"］。在

育仔群内出生、长大、性成熟，但未能参与繁殖的

雄性 被 逐 出 育 仔 群，形 成 单 身 汉 群（$8DG&H.’
%DG..H）。显然，这头搁浅死亡的抹香鲸已成年，

但在其死亡海域内并未发现其他个体。因而可

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即该抹香鲸可能仍为

‘单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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