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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暗腹雪鸡（Ｔｅｔｒａｏｇａｌｌｕ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正常血液生理生化特性，本文对暗腹雪鸡 ２１ 项血液生

理生化指标进行了测定，并与海兰褐鸡（Ｇａｌｌｕｓ ｇａｌｌ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Ｈｙｌｉｎｅ）进行了比较。 测定结果，暗
腹雪鸡的红细胞纵径及横纵径乘积、平均红细胞容积及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极显著大于海兰褐鸡

（Ｐ ＜ ０ ０１）；暗腹雪鸡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胆固醇含量均极显著高于海兰褐鸡（Ｐ ＜ ０ ０１）。 其他各项

血液生理生化指标两禽种间之间差异不显著。 实验结果表明，暗腹雪鸡血液生理生化指标与家养蛋鸡

之间有一定差异，暗腹雪鸡对高原低氧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可能与其红细胞体积较大、平均红细胞容积

及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较高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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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腹雪鸡（Ｔｅｔｒａｏｇａｌｌｕ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隶属

鸟纲雉科，又名高山雪鸡或喜马拉雅雪鸡，主要

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新疆等地 （马鸣等

１９９１），常栖息于天山中部及东部、帕米尔高

原、昆仑山西部和祁连山海拔 ２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ｍ
的高原地区，是我国珍贵的野生禽类物种，具有

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 目前对暗腹雪鸡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生态分布与习性（魏建辉等 ２００４）、
食性及繁殖特性等方面（刘迺发等 １９９０，闫永

峰 ２００６，闫永峰等 ２００７）。
近年来，关于野生禽类的血液生理、生化指标

的 研 究 报 道 日 渐 增 多， 主 要 包 括 褐 马 鸡

（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ｍａｎｔｃｈｕｒｉｃｕｍ）（唐朝忠等 １９９７）、蓝
马鸡（Ｃ． ａｕｒｉｔｕｍ）和藏马鸡（Ｃ． ｈａｒｍａｎｉ） （王勇

２００１）、黄腹角雉（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ｃａｂｏｔｉ）（李立等 ２００３）、
红腹锦鸡（Ｃｈｒｙｓｏｌｏｐｈｕｓ ｐｉｃｔｕｓ）（陈玉琴等 ２００７）
等，另外，对于一些极端环境下的地方家禽品种如

藏鸡（Ｇａｌｌｕｓ ｇａｌｌ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Ｔｉｂｅｔａｎ）（佘永新

等 １９９５）和野生驯养禽类如分布于昆仑山的暗腹

雪鸡（王轮等 １９９５）和雉鸡（Ｐｈａｓｉａｎｕｓ ｃｏｌｃｈｉｃｕｓ）
（Ｖｏｓｌａｒｏ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也有报道。 其中，王轮等

（１９９５）首次对昆仑山人工驯养一年以上的暗腹雪

鸡的血液生理参数等进行了测定，表明人工饲养

雪鸡红细胞载氧能力较强。 但对暗腹雪鸡生化指

标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暗腹雪鸡长期生活在高海拔低氧自然环境

条件下，这种极端环境势必会对其功能有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高原珍禽的生物学特性，
本研究对暗腹雪鸡共 ２１ 项血液生理生化指标

进行了测定，并与常见蛋鸡品种海兰褐鸡进行

比较。 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暗腹雪鸡适应其特

殊生境的生理学特点、不同禽类比较生理学研

究大有裨益，可为暗腹雪鸡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生态保护及人工驯养繁殖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１ １ １　 实验动物　 ４ 只雌性成年健康暗腹雪

鸡采自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境内（平均

海拔 ４ ０００ ｍ），４ 只成年海兰褐鸡于乌鲁木齐

当地（平均海拔 ８００ ｍ）购买。 所有实验动物购

买后在实验室饲养一周，饲喂同样的饲料，即扫

帚草、玉米糁和麸皮。
１ １ ２　 血样采集 　 将实验动物禁食 １２ ｈ 后，
采用翼下静脉采血法采取血样各 ２ 份备用，其
中抗凝血（ＥＤＴＡ２Ｋ 抗凝剂）约 １ ｍｌ 用于制作

血液涂片、测定血液生理指标；全血约 ３ ｍｌ 用
于制备血清，测定血液生化指标。
１ １ ３　 实验仪器 　 ＰＥ６８００Ｖｅｔ 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深圳市普康电子有限公司）；ＡＢ⁃１０２０
半自动生化仪（长春赛诺迈德医学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Ｍｏｔｉｃ ＢＡ４００ 数码显微镜（厦门麦克

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红细胞形态测量　 使用 ＥＤＴＡ２Ｋ 抗凝

剂采取的新鲜血液，滴 １ 滴于载玻片上涂片，经
甲醇固定和瑞氏染液染色后数码显微镜镜检照

像，采用 Ｍｏ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３ ２ 图像处理

系统进行拍照测量。 记录红细胞横、纵径长度，
并计算纵横经乘积。
１ ２ ２　 血液生理指标测定 　 采用 ＰＥ６８００Ｖｅｔ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测定血液生理指标，测定项

目包括红细胞总数、红细胞比容、血红蛋白、平
均红细胞容积、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和浓

度、白细胞总数及三分类（中性粒细胞、单核细

胞、淋巴细胞）共 １０ 项指标。
１ ２ ３　 血液生化指标 　 采用 ＳＵＮＯ ＡＢ⁃１０２０
半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液生化指标，测定项目包

括总蛋白、白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γ 谷氨酰胺转移酶、葡萄糖、总
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尿素氮、肌酐、胆固醇共

１１ 项指标。
１ ３　 数据处理　 所测数据均用平均值 ± 标准

误（Ｍｅａｎ ± ＳＥ）表示，采用统计分析软件（Ｇｒａｐｈ
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５）进行独立性 ｔ⁃检验分析，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１ 表示差异极显著。

２　 结　 果

２ １　 暗腹雪鸡与海兰褐鸡红细胞形态比较　
采用 Ｍｏ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３ ２ 图像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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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暗腹雪鸡和海兰褐鸡血液涂片红细胞的纵径

和横径进行测量（表 １），由 Ｇｒａｐｈ 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５
分析发现，前者的纵径极显著大于后者（Ｐ ＜
０ ０１），而且暗腹雪鸡红细胞的纵横径乘积极

显著大于海兰褐鸡（Ｐ ＜ ０ ０１）。 暗腹雪鸡红细

胞较海兰褐鸡红细胞体积大，且前者的形态并

非典型的椭圆形，而呈现出不规则椭圆形、楔
形、长棒状等多种形态，与后者有明显差别

（图 １）。
２ ２　 血液生理指标　 采用 ＰＥ６８００ Ｖｅｔ 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血液生理指标。 红细胞数、
白细胞数及白细胞三分类数量等指标在两种禽

类之间无显著差异（表 ２），但此计算出的平均

红细胞容积和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前者均

极显著大于后者（Ｐ ＜ ０ ０１）。
２ ３　 血液生化指标　 通过独立 ｔ⁃检验看出，暗
腹雪鸡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胆固醇含量极

显著高于海兰褐鸡（Ｐ ＜ ０ ０１），两种禽类其他

　 　

血液生化指标间未见显著差异（表 ３）。

３　 讨　 论

动物的血液生理生化指标不仅反映了动物

的健康状况，更是其生物学功能的重要指征，生
理生化指标变化与遗传和环境改变密切相关

（Ｐａｉｎ １９８９，Ｋｉｌｇ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Ｇｌａｄｂａ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红细胞是脊椎动物体内运送氧气的最

主要载体，其大小、数量因动物种类和生存环境

含氧量不同而存在种间或种内差异（Ｈａｔｔ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６４，王英红等 ２００２）。 本文测定的 １０ 项血

液生理指标中，暗腹雪鸡平均红细胞压积和平

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大于海兰褐鸡，其他指

标无显著差异，这与本文研究的两种禽类遗传

背景和所处生境不同有很大关系。 而且两者体

重也无差异，说明体重对暗腹雪鸡的高原适应

性影响不大。 本实验测定的雌性暗腹雪鸡红细

胞数量（２ ６０ ± ０ ０８） × １０１２，与王轮等（１９９５）
　 　表 １　 红细胞形态测量结果（单位：μ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Ｕｎｉｔ： μｍ）
纵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ＬＤ） 横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ＴＤ）
平均值 ± 标准误

Ｍｅａｎ ± Ｓ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 标准误
Ｍｅａｎ ± Ｓ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纵径 × 横径
ＬＤ × ＴＤ

暗腹雪鸡
Ｔｅｔｒａｏｇａｌｌｕ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１２ ６９ ± ０ ２６∗∗ １２ １８ ～ １３ １５ ７ ０５ ± ０ １５ ６ ７１ ～ ７ ４３ ８９ ４５ ± ６ ９９∗∗

海兰褐鸡
Ｇａｌｌｕｓ ｇａｌｌ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Ｈｙｌｉｎｅ １０ ３７ ± ０ ２７ ９ ６０ ～ １０ ６２ ６ ６９ ± ０ ２１ ６ １８ ～ ７ ２ ６９ ２３ ± １ ７０

　 　 同列数据之间进行 ｔ⁃检验（双尾检验）， ｎ ＝ ４， ∗∗表示 Ｐ ＜ ０ ０１，差异极显著。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ｔ⁃ｔｅｓｔ （ ｔｗｏ⁃ｔａｉｌｅｄ ｔｅｓｔ）， ｎ ＝ ４， ∗∗ｍｅａｎｓ Ｐ ＜ ０ ０１，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图 １　 暗腹雪鸡（Ａ）与海兰褐鸡（Ｂ）红细胞形态（ × １００）
Ｆｉｇ． １　 Ｂｌｏｏｄ ｓｍｅａｒ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ｏｇａｌｌｕ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ｙｌｉｎ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Ｂｒｏｗ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９５０　　 · 动物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 ４８ 卷

表 ２　 血液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暗腹雪鸡
Ｔｅｔｒａｏｇａｌｌｕ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海兰褐鸡
Ｈｙｌｉｎ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Ｂｒｏｗ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平均值 ± 标准误
Ｍｅａｎ ± Ｓ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 标准误
Ｍｅａｎ ± Ｓ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体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ｋｇ） １ ７０ ± ０ ０８ １ ５３ ～ １ ８８ １ ５０ ± ０ ０６ １ ４０ ～ １ ６８

红细胞数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ＲＢＣ）（ × １０１２） ２ ６０ ± ０ ０８ ２ ４５ ～ ２ ８４ ２ ８６ ± ０ ２７ ２ ６３ ～ ３ １６

白细胞数 Ｗｈｉ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ＷＢＣ）（ × １０９） １７ １７ ± ６ ３７ １６ ４１ ～ １９ ０８ １８ ０３ ± ７ ０３ １７ ０２ ～ １９ ８５

中性粒细胞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 （ＮＥＵＴ）（％ ） ８ ８３ ± ０ ３９ ８ ００ ～ ９ ５０ ７ ３３ ± ０ ７５ ６ ００ ～ ９ ３３

单核细胞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 （ＭＯＮＯ）（％ ） ６ ３３ ± ０ ２３ ５ ６７ ～ ６ ６７ ６ ００ ± ０ ２３ ５ ３３ ～ ６ ３３

淋巴细胞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ＬＹＭ）（％ ） ８４ ８０ ± ０ ５６ ８４ ００ ～ ８６ ３３ ８６ ６７ ± ０ ９１ ８４ ３３ ～ ８８ ６７

红细胞比容 Ｈｅｍａｔｏｃｒｉｔｖａｌｕｅ （ＨＣＴ） ０ ３５ ± ０ ０１ ０ ３３ ～ ０ ３９ ０ ３１ ± ０ ０１４ ０ ２８ ～ ０ ３４

血红蛋白 Ｈａ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ＨＧＢ）（ｇ ／ Ｌ） １６５ ８３ ± ４ ２７ １６０ ３３ ～ １７８ ５ １４８ ３３ ± ６ ５５ １３７ ００ ～ １６２ ３３

平均红细胞容积（ × １０ － １５Ｌ）
Ｍｅａｎ ｃｏｒｐｕｓｃｕｌａ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ＭＣＶ）

１３６ ４４ ± １ ２１∗∗ １３３ ４ ～ １３９ １０ １０７ ６４ ± ０ ９９ １０５ ３７ ～ １０９ ７３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 １０ － １２ ｇ）
Ｍｅａｎ ｃｏｒｐｕｓｃｕｌａｒ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ＭＣＨ）

６３ ９４ ± ０ ５６∗∗ ６２ ８０ ～ ６５ ４０ ５２ ０７ ± ０ ３４ ５１ ４０ ～ ５３ ００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ｇ ／ Ｌ）Ｍｅａｎ
ｃｏｒｐｕｓｃｕｌａｒ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ＣＨＣ） ４７０ ９２ ± ７ ２５ ４６３ ００ ～ ４９２ ６７ ４８６ １７ ± ６ ７１ ４７２ ６０ ～ ５０４ ６７

　 　 同行数据之间进行 ｔ⁃检验（双尾检验），ｎ ＝ ４，∗∗表示 Ｐ ＜ ０ ０１，差异极显著。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ｔ⁃ｔｅｓｔ（ ｔｗｏ⁃ｔａｉｌｅｄ ｔｅｓｔ），ｎ ＝ ４， ∗∗ｍｅａｎｓ Ｐ ＜ ０ ０１，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表 ３　 血液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暗腹雪鸡
Ｔｅｔｒａｏｇａｌｌｕ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海兰褐鸡
Ｈｙｌｉｎ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Ｂｒｏｗ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平均值 ± 标准误
Ｍｅａｎ ± Ｓ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 标准误
Ｍｅａｎ ± Ｓ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总蛋白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Ｐ）（ｇ ／ Ｌ） ３７ ６７ ± １ ５３ ３５ ９５ ～ ４２ ２５ ４０ ０７ ± ３ ４３ ３０ ７５ ～ ４４ ７０

白蛋白 Ａｌｂｕｍｉｎ （ＡＬＢ）（ｇ ／ Ｌ） １２ ８９ ± ０ ９２ １０ ３０ ～ １４ ６７ １３ ５８ ± １ ７７ ８ ６５ ～ １６ ６７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Ｕ ／ Ｌ）
Ａｌａｎｉｎｅ 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ＡＬＴ） ５３ ０３ ± １８ ０８ ２７ ７５ ～ ９７ ７０ ４２ ７８ ± ４ ４９ ３３ ６０ ～ ５５ ００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Ｕ ／ Ｌ）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ＡＳＴ） ７４８ ± ７４ ８０∗∗ ５４５ ６２ ～ ９０７ ８４ １４７ ６０ ± １３ ９ １２４ ３０ ～ １８７ ７３

γ 谷氨酰胺转移酶 γ ｔｒａｎｓ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ａｓｅ （γ⁃ＧＴ）（Ｕ ／ Ｌ） ２０ ４８ ± ３ ２５ １３ ００ ～ ２８ ５０ ２８ ４１ ± ６ ０６ １０ ４５ ～ ３７ １３

葡萄糖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Ｇｌｕ）（ｍｍｏｌ ／ Ｌ） ４ ２２ ± ０ ２２ ３ ７９ ～ ４ ７６ ３ ８８ ± ０ ５５ ２ ２３ ～ ４ ６２

总胆红素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 （ＴＢＩＬ）（μｍｏｌ ／ Ｌ） ３ ３４ ± ０ ３９ ２ ６８ ～ ４ ４８ ２ ５４ ± ０ ４６ １ ６９ ～ ３ ８５

直接胆红素 Ｄｉｒｅｃｔ 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 （ＤＢＩＬ）（μｍｏｌ ／ Ｌ） ０ ５８ ± ０ １６ ０ ３６ ～ １ ０７ ０ ５６ ± ０ １１ ０ ３０ ～ ０ ８１

尿素氮 Ｕｒｅ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ｕｎ）（ｍｍｏｌ ／ Ｌ） ３ ５７ ± ０ ６５ ２ ４９ ～ ５ １３ ４ １８ ± ０ ２１ ３ ９１ ～ ４ ６１

肌酐 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 （Ｃｒｅ）（μｍｏｌ ／ Ｌ） ４０ ７２ ± ４ ６０ ２７ ３０ ～ ４７ ７３ ３６ ４３ ± ５ ７７ ２５ ５６ ～ ４８ ０５

胆固醇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ＣＨＯ）（ｍｍｏｌ ／ Ｌ） ５ ７２ ± ０ ４８∗∗ ４ ５１ ～ ６ ６１ ２ ４８ ± ０ ３１ ２ １９ ～ ３ ４１

　 　 同行数据之间进行 ｔ⁃检验（双尾检验），ｎ ＝ ４，∗∗表示 Ｐ ＜ ０ ０１，差异极显著。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ｔ⁃ｔｅｓｔ（ ｔｗｏ⁃ｔａｉｌｅｄ ｔｅｓｔ），ｎ ＝ ４， ∗∗ｍｅａｎｓ Ｐ ＜ ０ ０１，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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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数据（２ ４３ × １０１２）一致，与海兰褐鸡也

无显著差异，但本文测定的暗腹雪鸡平均红细

胞容积大于海兰褐鸡。 由于暗腹雪鸡血红蛋白

含量大于海兰褐鸡，接近差异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６７），而前者红细胞趋于减少，因此可能导

致本文测定的暗腹雪鸡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

量显著大于海兰褐鸡。 一般而言，海拔越高，动
物红细胞体积越小、数量越多，从而增加其表面

积，提高机体呼吸功效（Ｊｅ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 佘

永新等（１９９５）对西藏地区藏鸡适应其低氧环

境机制的研究中认为藏鸡主要是通过增加红细

胞数目、减少红细胞体积，进而缓解因红细胞数

增加而造成的血液动力学的改变，使血液黏滞

度降低，从而促进血流速度加快，改善运氧能力

以适应高原低氧环境。 本文未对在低海拔环境

长期生长的暗腹雪鸡生理指标进行研究，所以

高原暗腹雪鸡对低氧环境的适应机制有待进一

步研究。
从所测定血液生化指标来看，除暗腹雪鸡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又称谷草转氨酶，
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ｏｘａｌｏａｃ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ＧＯＴ） 和胆固

醇含量极显著高于海兰褐鸡之外，其他所测定

的生化指标在两种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胆固

醇在体内的主要生理作用是形成胆酸、构成细

胞膜、合成激素，如肾上腺皮质和性腺所释放的

皮质醇、醛固酮、睾丸酮、雌二醇以及维生素 Ｄ
的前体物质（邹思湘 ２００７）。

本文中的暗腹雪鸡样本采自海拔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ｍ 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县境

内高山区，该县属于寒温带干旱气候区，年平均

温度 ３ ３℃，极端最低温 － ４３℃，无霜期 ７９ ｄ，
非常寒冷（阿不力米提等 ２０１０），暗腹雪鸡血液

胆固醇含量高于海兰褐鸡可能与暗腹雪鸡红细

胞形态结构异于海兰褐鸡及暗腹雪鸡机体御寒

应激启动系统有关 （王轮等 １９９５，权志博等

２００４）。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广泛分布于人体和动

物各组织，它是氨基转移酶的一种，可催化天冬

氨酸和 α⁃酮戊二酸的氨基转移作用，形成谷氨

酸和草酰乙酸。 但正常情况下，人血清中含量

很低，但当肝细胞或心肌细胞受损时，由于细胞

膜通透性增加，胞浆内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与丙 氨 酸 氨 基 转 移 酶 （ 又 称 谷 丙 转 氨 酶

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ｐｙｒｕｖ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 ＧＰＴ） 释放入血

浆，致使血清中转氨酶活性升高 （ 张丽杰

２０１２），而关于禽类此酶作用几乎无报道，天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在暗腹雪鸡和海兰褐鸡之间的

差异性是由于物种间差异，还是因生境不同，抑
或是由于样本量较少导致的实验误差尚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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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猫

　 　 豹猫（Ｐｒｉｏｎａｉｌｕｒ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属于食肉目（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猫型亚目（Ｆｅｌｉｆｏｒｍｉａ）猫科（Ｆｅｌｉｄａｅ）猫亚

科（Ｆｅｌｉｎａｅ）豹猫属。 模式产地印度。 豹猫广泛分布于亚洲的阿富汗斯坦、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缅
甸、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前苏联

地区及我国。 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除新疆没有记录外，全国（包括台湾省）均有分布。
豹猫属有 ５ 个种，均分布于亚洲。 中国仅一种：豹猫。 一般认为，豹猫在全世界有 ６ 亚种，中国

有 ５ 个亚种。 但在亚种划分上有分歧，Ｅｌｌｅｒｍａｎ 等记述的中国有分布的 ５ 个亚种只有 ３ 个亚种与

王应祥的记录一致。 Ｓｍｉｔｈ 等也认为中国有 ５ 个亚种，但与王应祥的有一个亚种不一致。 高耀亭等

认为中国只有 ４ 个亚种。 封面照片拍摄于甘肃迭部，按照王应祥和 Ｓｍｉｔｈ 等的分类系统，应属四川

亚种（Ｐ．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ｓｃｒｉｐｔａ）。
豹猫体形与家猫相仿，有两条白色的条纹从鼻部延伸倒两眼间，并常常到头顶，周身有深色斑

点，毛色基调在南方个体和北方个体有差别，南方个体为浅褐色，北方个体基调更灰。 尾长约为体

长的 ５０％ ，有环纹。
豹猫主要捕食小型脊椎动物，两栖、爬行、鸟类和小型哺乳类均可捕食，并常常采食禾本科植物

的叶，尤其喜爱捕食鼠类，是鼠类的天敌。 在我国种群数量很大，ＣＩＴＥＳ 将其列入附录Ⅱ。
封面照片　 安德列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摄于甘肃迭山山脉近顶部海拔 ３ １６０ ｍ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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