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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实验旨在探究普安银鲫"!+*+&&#)&+)*+3)&/#4%,#(#卵黄囊仔鱼发育过程中乙酰辅酶 Q羧化酶
"Q::#*脂肪酸合成酶"9Q\#及肉毒碱棕榈酰转移酶’":bT’#活性变化及葡萄糖和维生素 :溶液分

别浸泡对它们的影响& 采用酶学方法测定分析了普安银鲫内源营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 Q::*

9Q\ 及 :bT’的活性变化特点& 在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对照组与维生素 :组中 Q::和 9Q\ 活性呈上升

趋势! :bT’活性呈’下降8上升(变化趋势! 而葡萄糖组 Q::*9Q\ 及 :bT’活性均呈上升趋势! 且 ) 种

酶的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El#h#0#& 维生素 :组 Q::活性在内源营养期显著高于对照组! 9Q\ 活

性在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显著高于对照组! :bT’活性在内源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显著高于对照

组"El#h#0#& 研究表明适宜水平的葡萄糖*维生素 :能促进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Q::*9Q\ 和
:bT’的合成与分泌而形成新的代谢水平! 以维持仔鱼体中脂质代谢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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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鱼类胚胎发育阶段和仔鱼发育早期! 其
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来自卵黄物质! 而脂质是鱼
类受精卵中重要的营养贮备物质! 可作为早期
仔鱼发育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和细胞膜的组成
性物质"7II<E?dIKILLdIL>@.$&&/#& 卵黄囊仔
鱼的发育是鱼类早期发育中由内源营养转向外
源营养化的关键期! 脂质被逐渐消耗! 成为卵
黄囊仔鱼发育阶段代谢的主要 能量来源
"VGH>;IBI_>IL>@.$&&&! :I2>;>IL>@."##%#&
葡萄糖"F@G36;I! V#是一种受广泛关注的能源
物 质! 对 高 首 鲟 " 82#H%$&%*3*+$&:($3+$)&#
"SGHFIL>@.$&/&#*虹鳟"L$2(*"0$2")&:0R#&&#
"SGHFIL>@.$&&% # 和军曹鱼 "C+2"02%$3*($
2+$+9):#幼鱼":G?IL>@."#$##的研究结果表
明! 葡萄糖能促进鱼体内脂质的合成代谢& 维
生素 :"c?L><?H :! M3#是鱼*虾*蟹不可或缺的
一种营养素和免疫刺激剂! 对维持机体正常代
谢*生长具有重要作用"W?FKLHI_IL>@.$&(&#&
研究表明! 维生素 :可通过参与肉碱的合成而
间接促进脂质代谢! 进而改善能量代谢 "[6KH
IL>@.$&(&! 颉志刚等 "##)#& 同时鱼卵中积
累较多的维生素 :可保护卵免受氧化损伤! 调
控胚胎发育中的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 进而有
效促进胚胎发育"TI_6c>IL>@.$&&/#&

普安银鲫"!+*+&&#)&+)*+3)&/#4%,#(#是在贵
州省普安县青山镇一带独特高原环境条件下形

成的一种天然雌核发育鲫鱼! 作为贵州省特有
的鱼类种质资源! 相关学者已对其人工繁育*
脂质营养*消化生理及仔鱼生长特性等方面开
展了大量研究 "梁正其等 "#$"! 牟洪民等
"#$"! 梁正其等 "#$)! 姚俊杰等 "#$)#! 但在
自然条件下! 普安银鲫胚胎孵化率和仔鱼存活
率低仍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本文通过探究普
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过程中与脂质合成代谢
密切相关的乙酰辅酶 Q羧化酶 ">3ILd@8:6Q
3>_E6ad@>;I! Q::#和脂肪酸合成酶 "C>LLd>3?J
;dHLK>;I! 9Q\#! 以及与脂质 )8氧化分解代谢
密切相关的肉毒碱棕榈酰转移酶’ "3>_H?L?HI
‘>@<?L6d@L_>H;CI_>;I;’! :bT’#活性变化特点!
并探究适宜水平葡萄糖溶液和维生素 :溶液
分别浸泡对 ) 种酶活性的影响! 旨在提高该鱼
人工繁育的孵化率和仔鱼存活率! 进而为普安
银鲫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实验在贵州省普安县普安银
鲫原种场进行! 普安银鲫为母本! 兴国红鲤
"!0H*#$)&2+*H#(#为父本! 经人工催产和干法异
源受精后! 进行人工孵化! 从受精卵至外源营
养期的整个发育过程均处于相同的实验环境!
待仔鱼发育至内源营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
营养期时分别对对照组*$0 F1W葡萄糖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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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W维生素 :组取样&
>@A?实验方法?预实验设置葡萄糖浓度为
0 F1W* $# F1W*$0 F1W和 "# F1W! 维生素:浓度
为 "# <F1W*"0 <F1W*)# <F1W和 )0 <F1W! 将
受精卵分别放在盛有不同浓度葡萄糖溶液和维
生素 :溶液的水箱内孵化! 水箱规格为 &# 3<
q0# 3<q00 3<! 水体中卵"仔鱼#的平均密度
为$ ### 粒1W"尾1W#! 水温控制在 "%i! 每 / K
全部换一次同温度*同浓度葡萄糖和维生素 :
水& 记录孵化时间*孵化率及仔鱼成活率& 通
过这 ) 个指标综合比较选择最适葡萄糖浓度和
维生素 :浓度进行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根据预实验结果! 设置葡萄糖浓
度为 # F1W"对照组#和 $0 F1W"实验组#! 维生
素 :浓度为 # <F1W"对照组#和 )# <F1W"实验
组#! 正式实验和预实验条件一致! 每个浓度
设 ) 个平行组&

取样方法$本实验取样标准为 0#k的胚胎
发育至某个时期为取样点! 用显微镜和解剖镜
连续观察! 记录发育时间和发育时期& 仔鱼的
内源营养期为 $ 日龄! 混合营养期为 " *) 日
龄! 外源营养期为 % *0 日龄& 在内源营养期
"$ J#*混合营养期") J#及外源营养期"0 J#)
个时期分别取样! 用于酶活力测定的样本均取
样 0## 尾! 将样品用滤纸吸干水分后放入
$h0 <@的 I‘‘IHJ6CC管中& 样品置于冰箱 g/#i
保存&
>@E?指标测定?酶液蛋白浓度采用考马斯亮

蓝法测定& 脂肪酸合成酶"9Q\#*乙酰辅酶 Q

羧化酶"Q::#和肉毒碱棕榈酰转移酶’":bT

’#活性均采用比色法& 用酶联免疫分析试剂
盒测定! 酶标仪测定吸光度 Q值! 具体测定方
法和计算参考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J?数理分析?实验数据用平均值 p标准差
"eI>H p\+# " $ n’#表示! 采用 \b\\ $)h# 统
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用 W\+多重比较
分析对照组与葡萄糖组! 对照组和维生素 :组
同一发育时期 9Q\*Q::和 :bT’活性的差异
显著性! 当 El#h#0 时为差异显著&

A?结?果

A@>?葡萄糖和维生素 R溶液分别浸泡下仔鱼
出膜时间$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
A@>@>!不同葡萄糖和维生素 :溶液分别浸泡
下仔鱼出膜时间*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葡萄
糖*维生素 :对普安银鲫出膜时间*孵化率和
仔鱼成活率的影响见表 $& 随着葡萄糖和维生
素 :浓度的增加! 仔鱼出膜时间均呈’降低8升
高(的变化趋势! 孵化率和成活率均呈’升高8

降低(的变化趋势& 在 $0 F1W的葡萄糖溶液
中! 仔鱼能提前 ’h’ K 出膜! 孵化率和成活率
分别高出对照组 $"h%k和 $)h(k& 在 )# <F1W

的生素 :溶液中! 仔鱼能提前 %h0 K 出膜! 孵
化率 和 成 活 率 分 别 高 出 对 照 组 $0h’k

和 $(h(k&

表 >?葡萄糖$维生素 R对出膜时间$孵化率和成活率的影响"$ n)#

+.,8’>?N**’$-#%*682$%#’% &"-.I"/R%/-4’4.-$4"/6 -"I’% 4.-$4"/6 (.-"% ./=#2(&"&.8(.-’"$ n)#

!!同一行数据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El#h#0# & +?CCI_IHL@ILLI_;?H LKI_6A<I>H ;?FH?C?3>HLJ?CCI_IH3I"El#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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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适宜葡萄糖和维生素 :溶液分别浸泡
下仔鱼出膜时间*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葡萄
糖*维生素 :对普安银鲫出膜时间*孵化率和
仔鱼成活率的影响见表 "& 在 $0 F1W的葡萄糖
溶液中! 仔鱼能提前 ’h) K 出膜! 孵化率和成
活率分别高出对照组 $"h0k和 $%h)k& 在
)# <F1W的生素 :溶液中! 仔鱼能提前 %h% K 出
膜! 孵化率和成活率分别高出对照组 $’h"k和
$(h/k&
A@A?葡萄糖$维生素 R浸泡下卵黄囊仔鱼发
育中 :RR活性变化?葡萄糖*维生素 :浸泡
下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Q::活性变化

见图 $& 对照组*葡萄糖组和维生素 :组 Q::
的活性在整个发育过程中均显著上升 "El
#h#0#! 且葡萄糖组和维生素 :组 Q::的活性
均高于对照组& 从内源营养期至混合营养期再
发育至外源营养期! 葡萄糖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El#h#0#& 而维生素 :组仅在内源营养期显
著高于对照组"El#h#0#! 在混合营养期和外
源营养期活性均略高于对照组&
A@E?葡萄糖$维生素 R浸泡下卵黄囊仔鱼发
育中 B:3活性变化?葡萄糖*维生素 :浸泡下
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9Q\ 活性变化见
图 "& 葡萄糖组和维生素 :组 9Q\ 的活性均高

表 A?适宜葡萄糖$维生素 R对出膜时间$孵化率和成活率的影响"$ n)#

+.,8’A?N**’$-#%*682$%#’% &"-.I"/R%/-4’4.-$4"/6 -"I’% 4.-$4"/6 (.-"% ./=#2(&"&.8(.-’"$ n)#

!!同一行数据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El#h#0# & +?CCI_IHL@ILLI_;?H LKI_6A<I>H ;?FH?C?3>HLJ?CCI_IH3I"El#h#0#.

图 >?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过程中乙酰辅酶 :羧化酶活性变化
B"6@>?U.(".-"%/"/#D’$"*"$.$-"&"-) %*.$’-)8KR%:$.(,%5)8.#’=2("/6 )%8HK#.$8.(&.

=’&’8%DI’/-%*4"0"--&,-",0"$,-.&’(6&3
同一时期图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El#h#0# &
+?CCI_IHL;<>@@@ILLI_;G‘I_;3_?‘L;<I>H ;?FH?C?3>HL?H ;><I‘I_?6J 6CJ?CCI_IH3IF_6G‘;"El#h#0#.



)&#/!!) 动物学杂志 !"#$%&%’()*$+,(-.((,(/0 %& 卷

图 A?普安银鲫卵黄囊发育过程中脂肪酸脂肪酸合成酶活性变化
B"6@A?U.(".-"%/"/#D’$"*"$.$-"&"-) %**.--) .$"=#)/-4.#’=2("/6 )%8HK#.$8.(&.

=’&’8%DI’/-%*4"0"--&,-",0"$,-.&’(6&3
同一时期图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El#h#0# &

+?CCI_IHL;<>@@@ILLI_;G‘I_;3_?‘L;<I>H ;?FH?C?3>HL?H ;><I‘I_?6J 6CJ?CCI_IH3IF_6G‘;"El#h#0#.

于对照组! 且对照组*葡萄糖组和维生素 :组
9Q\ 的活性在整个发育中均显著上升 "El
#h#0#& 从内源营养期至混合营养期再发育至
外源营养期! 葡萄糖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El
#h#0#! 而维生素 :组在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
养期显著高于对照组"El#h#0#&
A@J?葡萄糖$维生素 R浸泡下卵黄囊仔鱼发
育中 RP+"活性变化?葡萄糖*维生素 :浸泡
下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bT’活性变化
见图 )& 葡萄糖组 :bT’的活性均高于对照
组! 且葡萄糖组 :bT’的活性在整个发育中均
显著上升! 而对照组和维生素 :组呈’下降8上
升(变化趋势! 差异显著 "El#h#0#& 在内源
营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 葡萄糖组
:bT’均明显高于对照组"El#h#0#! 而维生
素 :组在内源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显著高于
对照组"El#h#0#&

E?讨?论

E@>?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RR$B:3
和 RP+"活性的变化特点?脂质是鱼类必需
的营养物质! 也是主要的能量来源! 鱼卵中的
脂质和脂肪酸含量对胚胎发育和仔鱼存活有重
要作用! 尤其对仔稚鱼而言! 其消耗与转化直
接影响仔鱼的成活率 "7II<E?dIKILLdIL>@.
$&&/! \>_FIHLIL>@."##" #& 而 Q::*9Q\ 和
:bT’与脂质的代谢密切相关! 其活性高低影
响着脂质的消耗与转化& 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
发育中 Q::和 9Q\ 活性呈升高趋势! 尤其
Q::在内源营养期就保持了较高的活性! 这可
能与仔鱼体内各器官形成加快! 能耗大有关&
仔鱼进入混合营养期开口摄食! 但由于此时仔
鱼的摄食器官和消化器官均发育不太完善! 摄
食能力和消化能力都较弱! 仔鱼处于饥饿状
态! Q::和 9Q\ 活性继续上升有利于合成脂
质& 仔鱼发育至第 0 日龄后! 仔鱼完全转入外
源营 养 阶 段! 其 摄 食 和 消 化 能 力 有 所 加
强! Q::和9Q\活性达到最高!这可能与外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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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过程中肉毒碱棕榈酸转移酶"活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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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图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El#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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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摄入有关& 本实验结果表明! :bT’活性
在整个发育过程中呈 ’下降8上升(的变化趋
势! 从内源营养期发育至混合营养期 :bT’活
性呈下降趋势! 可能是由于出膜后的仔鱼处于
饥饿状态! 脂质的合成代谢处于较低水平!
:bT’活性的降低可减少分解脂质! 使仔鱼短
期内应对营养物质的缺乏! 以维持仔鱼基础代
谢的需要& 进入混合营养期的仔鱼虽已开口摄
食! 但由于摄取量很少! 仔鱼只有利用自身储
能物质提供能量以维持生命! 体内脂质进一步
迅速减少! 因此至混合营养期 :bT’活性降到
最低& 随仔鱼的发育! 仔鱼摄食量逐渐增加!
至外源营养期 :bT’活性达到最高! 这可能与
仔鱼体内积累了大量营养物质! 为 :bT’提供
适宜和充分的底物有关&
E@A?葡萄糖对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RR$B:3和 RP+"活性的影响?在脂质合成
代谢中! 乙酰辅酶 Q是脂肪酸合成的直接原
料! 在非反刍动物中! 乙酰辅酶 Q主要来自葡

萄糖的氧化脱羧"邹思湘 "##0#& Q::是催化
脂肪酸合成代谢第一步反应的限速酶! 能将乙
酰辅酶 Q催化生成丙二酰单酰辅酶 Q! 对脂质
合成代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T6HF"##0 #&
而动物体沉积所需要的脂肪酸大多来自脂肪酸
的从头合成! 即由 9Q\ 催化乙酰辅酶 Q*丙二
酸单酰辅酶 Q和 5Q+bS合成脂肪 "甘油三
酯#! 从而在动物体脂沉积中发挥重要作用
" \<?LK IL>@."##) #& 在罗非鱼 "L*%(2"*(:#&
$#,(3#2)&#饲料中糖添加量的增加会使磷酸戊糖
途径的代谢速度加快! 从而增强了脂质的合成
作用 " \K?<IH6IL>@.$&&) #& 在军曹鱼幼鱼
":G?IL>@."#$##饲料中添加适宜水平的葡萄
糖对葡萄糖8’8磷酸脱氢酶活性有促进作用! 对
高首鲟 "SGHFIL>@.$&/&#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适宜水平的葡萄糖处理组中葡萄糖8’8磷酸脱
氢酶和苹果酸酶的活性比对照组高! 同样的研
究结果在虹鳟 "SGHFIL>@.$&&%#的研究中也
得到证实& 糖对动物体内 9Q\ 和 Q::活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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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激活作用"V?_>_J IL>@.$&&%#& 本实验结果
表明! 在普安银鲫整个卵黄囊仔鱼发育过程
中! 葡萄糖处理组仔鱼 9Q\ 和 Q::活性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 其可能原因为外源葡萄糖进入
仔鱼体内为脂肪酸的合成代谢提供了大量的乙
酰辅酶 Q! 刺激 9Q\ 和 Q::的分泌! 使 9Q\
和 Q::活性升高! 从而加速合成甘油三酯! 为
仔鱼体脂的沉积提供了保障&

:bT’能催化脂酰 :6Q生成脂酰肉毒碱!
从而得以通过线粒体内膜进行 )8氧化! 因此被
认为是线粒体脂肪酸 )8氧化过程中的关键酶
之一"e6_>;K IL>@."##/#& 当脂肪酸动员作用
加强时! 机体需要脂肪酸供能! 此时 :bT’活
性增加"邹思湘 "##0#& 本实验中葡萄糖处理
组卵黄囊仔鱼发育至混合营养期与外源营养期
时! :bT’活性均很高! 说明对于出膜后的仔
鱼! 脂质成为卵黄囊仔鱼发育阶段代谢的主要
能量来源! 这也见于其他淡水鱼类的仔鱼发育
过程中 "VGH>;IBI_>IL>@.$&&&! :I2>;>IL>@.
"##%#% 同时! 出膜后的仔鱼处于饥饿状态! 也
导致仔鱼大量消耗脂质以维持其基础代谢的需
要& 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外源葡萄糖的介入加速
脂质合成代谢! 因此需大量的 :bT’氧化分解
这些多余的脂肪酸! 因而促进仔鱼 :bT’的分
泌! 导致葡萄糖溶液浸泡下 :bT’活性升高!
表明适宜水平的葡萄糖可通过调节脂质代谢酶
的活性来维持机体内脂质代谢的动态平衡&
E@E?维生素 R对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RR$B:3和 RP+"活性的影响?维生素 :
作为一种抗氧化剂! 是许多酶的辅酶或辅基的
组成成分! 是动物生长*代谢及维持正常生理
机能所必需的营养素! 起着调节免疫力和控制
代谢的作用& 将其加入水体中可净化和消除水
相中的氧自由基及各种氧化产物! 同时进入鱼
体内的维生素 :会在体内累积! 形成一个抗坏
血酸池"W?IL>@.$&/0#! 在动物生长和代谢中
发挥作用& 已有的研究表明! 维生素 :能在脂
质代谢中发挥抗氧化功能! 一方面维生素 :在
抗氧化过程中维持维生素 =和 )8胡萝卜素的
水平! 阻断脂肪的氧化链! 避免细胞膜遭受氧

化损伤" \>L6IL>@.$&&#! ,JIK IL>@.$&&0#&
另一方面! 机体中积累的大量维生素 :可提供
自由电子! 使氧化型谷胱甘肽转变为还原型谷
胱甘肽! 保护酶系统的活性巯基! 提高超氧化
物歧化酶 ";G‘I_6a?JIJ?;<GL>;I! \,+#的活性
"WG6IL>@."##)#! 可阻止氧化剂破坏 +5Q!
保护脂质膜免受过氧化损害% 同时! 维生素 :
还可激活体内溶脂系统的活性! 从而使三酰甘
油下降! 防止鲤鱼"!0H*#$)&2+*H#(#脂质过氧化
"SAH>FIL>@."##"#&

饲料中添加适量的维生素 :可促进蛋白
质和脂质的良性循环! 促进能量代谢! 同时维
生素 :可通过参与肉碱的合成而间接促进脂
质代谢",_LGH6$&&&! 颉志刚等 "##)#& 肉碱
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添加剂! 主要参与
机体的能量代谢! 是脂肪酸进入线粒体进行 )8
氧化的载体! 是转化脂肪生成能量的关键& 当
维生素 :缺乏时! 肉碱合成减少! 以致脂肪的
)8氧化减少"9I@@I_IL>@.$&//! e?d>;B>?IL>@.
$&&0#& 对草鱼"!3%$(H"+*0$/(9($ #9%,,)&#的研
究表明! 饲料中添加适量肉碱可调节脂质代谢
酶的活性! 维持机体脂质代谢的动态平衡"田
娟等 "##&#% 适宜水平的肉碱能同时增强中华
鳖"E%,(9#&2)&&#$%$&#&#脂质的合成和分解代谢
"占秀安等 "##"#& 本实验结果显示! 维生素
:组 Q::*9Q\ 和 :bT’活性均高于对照组!
其可能原因为维生素 :在脂质代谢中发挥了
抗氧化功能! 同时通过参与肉碱的合成而间接
促进了脂质代谢! 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鱼类可通过调节酶的合成与分泌来形成新
的代谢水平! 以适应营养条件的改变"王文辉
等 "##(#& 维生素 :进入仔鱼体内可能调节
Q::*9Q\ 和 :bT’的分泌! 导致维生素 :溶
液浸泡下的仔鱼体内 ) 种脂质代谢酶活性升
高! 表明适宜水平的维生素 :对普安银鲫卵黄
囊仔鱼发育过程中体内脂质代谢具有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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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蝮产子一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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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蝮"O,(09#)&:($3#2(,+#属蝰科"M?‘I_?J>I#蝮亚科":_6L>@?H>I#亚洲蝮属! 中国特有种& 目前已知仅分布于

云南西北部的德钦*中甸*丽江"杨大同等 "##/#! 分布范围狭窄! 野外数量稀少& "#$% 年 ’ 月! ’中国爬行纲物种

红色名录评审会"安徽黄山#(将雪山蝮列为近危物种& 雪山蝮的生物学资料很少! 繁殖方式不详& 本文作者观察

到雪山蝮的繁殖方式! 补充了雪山蝮的基础生物学资料&

!!作者于 "#$" 年 ( 月 "# 日 $’$)# 时左右! 在云南省

迪庆 藏 族 自 治 州 香 格 里 拉 县 小 中 甸 和 平 村

""(N)’O$"t5! &&N0$O$"t=! 海拔 ) /"’ <#灌草丛边捕获

$ 条雪山蝮雌蛇& 全长 %)" <<*尾长 %% <<*体重

)/h") F& ( 月 "0 日带回黄山学院实验室! 在蛇笼内饲

养& 蛇笼底部铺设苔藓! 定期向苔藓上洒水! 相对湿

度保持在 /0k左右! 实验室内温度控制在 "/i左右&

饲喂 活 体 泽 陆 蛙 " X%K%*A+*0+ :),3#&3*#+3# 和 铜 蜓 蜥

"6H"%$(:(*H")&#$9#2)&#& 定期换水! 观察繁殖情况&

雌蛇产子之前未取食& "#$" 年 / 月 "/ 日 $)$)# 时左右

观察! 此蛇还未产子! 次日 /$)# 时发现已产子! 共 ’

条! 其中 0 条已蜕皮! 蛇蜕完整! $ 条正在蜕皮"图 $#&

雌蛇产子后无护幼行为! 产后第 ( 天开始取食活体铜

蜓蜥和泽陆蛙& 初生幼蛇平均体重"$h’( p#h$$#F! 头

体长"$"’h") p%h/"#<<! 全长"$%)h#) p0h)’#<<&
图 >?雪山蝮雌蛇及 > 日龄子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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