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卵白色、革质、椭圆形。据对!"枚卵的测

量，长径平均为#$%&（#$!%!#$’%）()，短径平

均为*$+,（*$&!#$*,）()，卵 重 平 均 为*$,
（*$-!*$+’）.。为弄清每窝的产卵数，曾对#%

窝卵进行了统计，产’枚卵的%窝，产-枚卵的

+窝，产%枚卵的!窝，平均每窝的产卵数为

-$*&,（%!’）枚，不同于文献记述的每窝’!,
枚［-］。

山地麻蜥在#天中的产卵时间似乎亦有一

定规律，曾对饲养的%只怀卵雌蜥每天进行-
次定时（&点、#!点、#"点和!#点）观察，发现

卵均在傍晚（#"点左右）产出，是巧合还是一种

日节律行为，因观察数量较少，尚不能定论。

!"# 孵 化 据实验室观察，山地麻蜥的自然

孵化时间为’*天。刚孵化出来的小麻蜥其尾

端为蓝绿色，有金属光泽，#个月后会逐步消

失。至于为什么小麻蜥尾端为蓝绿色？它有何

生态学意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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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肥鲵消化道的解剖学观察!

吕九全" 路纪琪" 牛红星" 王玉荣#

（"河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河南师范大学生物制品公司 新乡 -’%**!）

摘要：该文首次报道了商城肥鲵消化道各部分的形态结构、长度及其组织学结构。结果表明：除口腔外，

消化道管壁由粘膜层、粘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构成，消化道各部分的差别主要在粘膜层和肌层；食道粘

膜为复层柱状上皮，食道无纵肌层；胃、肠粘膜上皮为单层柱状上皮，胃、肠肌层由内环外纵两层平滑肌

组成。粘膜上皮的皱褶程度、腺体分布情况、肌层的相对厚度等在消化道各部分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商城肥鲵；消化道；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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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肥鲵（!"#$%$%&’()*++$"&,#$-&,-&+)+）

是我 国 特 产 的 有 尾 两 栖 类，属 有 尾 目（3452
6789）、小 鲵 科（:;<5=>>697）、肥 鲵 属（!"#$%.
$%&’()*+）。自#"+’年被定为新属新种以来，其

形态学和解剖学方面的研究尚少，仅见有其皮

肤（吴淑辉等，#""-）、骨骼（瞿文元等，#"+,）方

面的研究。本文主要报道商城肥鲵消化道的解

剖学和组织学观察结果。

$ 材料和方法

商城肥鲵目前仅发现于河南的商城、安徽

的金寨和湖北的英山。实验用标本采自其模式

产地———河南商城，均为成体，’?!&?福尔马

林固定。共解剖测量#,尾（&雄"雌）；组织切

片取其中雌、雄各#尾，石蜡包埋，切片厚,!
+$)，:/@染色，在A8;)BCDE:!型显微镜下

观察、拍照。

! 结 果

!"$ 消化道长度测量（见表#）

!"! 消化道的形态、结构

!"!"$ 口咽腔 商城肥鲵的口较宽阔，成体口

裂呈弧形，其长度与头长相等。口内具有颌齿

·"#·!***%#（!） 动物学杂志 EF><7D7G5C4<985HI5585.;



表! 商城肥鲵消化道长度的测量（单位：!!）

标本 全长 头体长 食道 胃长 十二指肠 回肠 直肠 肠全长
肠全长／

头体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和犁骨齿。颌齿着生于上、下颌骨上，颌齿下段

呈椭圆柱形，顶端为切齿形，齿冠具光泽。上、

下颌两侧各具,排齿，位于颌齿内面的齿根基

部，位置较低，其功能尚不清楚；犁骨齿着生于

犁骨上，两短列，呈“!／”形。梨骨齿呈短圆锥

状，有防止捕获物逃脱，并帮助舌将食物送至咽

部的作用，但无咬嚼功能。口腔底部具舌，舌由

舌器、舌肌和舌粘膜构成，极短小、长椭圆形、呈

垫状贴于口腔底部，两侧缘游离部分较少。口

腔顶部平坦，内鼻孔两个，呈椭圆形，紧靠在梨

骨齿列的外侧。

"#"#" 食 道 食道位于口咽腔之后，紧贴于

心脏背面，较粗短，与口咽腔相接处呈喇叭状，

二者无明显界限。食道末段呈管状，后接胃。

食道内壁有纵向皱褶约$)!$,条，较宽而高，

呈山嵴形，使食道内壁呈不规则的裂隙状。

食道粘膜上皮细胞+!.层，表层细胞呈矮

柱状，其底层细胞方形或锥形（图版"：$见封

+，下同），上皮细胞间含有较多的杯状细胞，在

光镜下杯状细胞呈杯形，顶部成空泡状，细胞核

被挤在较窄的基底部（见图版"："）。固有膜由

致密结缔组织组成，其中分布有较多的单泡腺

（粘液腺），无粘膜肌层。粘膜下层为疏松结缔

组织，它与固有膜之间无明显界限。食道肌层

较薄，肌纤维环向排列，无纵肌。

"#"#$ 胃 接于食道后，是消化道前部扩大形

成的长形肌肉囊，由左向右稍弯曲，似“0”字形，

位于腹腔前部左侧，肝左叶的背中。其左侧紧

贴肺，长度约占腹腔的$／,，个别标本达,／+，壁

厚而富肌肉。贲门位于食道与胃相接处，较粗，

与食道分界不甚明显。贲门部内壁有纵皱褶，

较扁平而密集，与食道相连。胃体部呈长形囊

状，长度约占整个胃长的.／*，是胃的主体部

分。胃与十二指肠相接处为幽门，位于胃末端

右侧，明显缢缩、细长，幽门内壁皱褶直高而密

集。

胃粘膜上皮为单层柱状上皮，细胞核呈长

椭圆形，位于细胞基部，无杯状细胞。胃粘膜上

皮中有许多胃上凹，为胃腺的开口。胃腺位于

固有膜中，为管状腺，腺体可分为颈部和体部，

颈部粗大（见图版"：.，%）。胃贲门部固有膜中

分布有少量单泡膜，主要由粘液细胞组成，粘液

细胞核圆形，位于细胞基部（见图版"：*）。幽

门部的胃小凹比其它部位深，约占粘膜层厚度

的$／,以上。胃粘膜肌层明显成层，胃中部粘

膜下层较厚，约占胃壁厚的$／.，主要由疏松结

缔组织构成，其间有血管分布。在皱褶部位粘

膜下层伸入褶中（见图版$：,）。胃肌层发达，

约占胃壁厚度的$／,，为平滑肌，内环外纵，其

环肌层厚度为纵肌的,倍。在胃幽门部，环肌

极发达、约占整个胃壁厚度的$／,，纵肌极薄、

为环肌的$／$)。胃壁外层为浆膜。

"#"#% 十二指肠 位于肝的下方，起于幽门之

后，止于胆管开口处，略向右上方倾斜的一段细

直管道，长度为肠全长的(1!$*1。十二指

肠与胃幽门相接处未见瓣膜结构。十二指肠粘

膜层发达，其内壁形成纵向皱褶，呈高低起伏的

波浪状，纵褶之间以小的横褶相连。粘膜上皮

为单层柱状上皮，有少量杯状细胞分布；粘膜肌

层不明显。粘膜下层为疏松结缔组织，其间含

有大量血管和淋巴管。肌层由内环外纵两层平

滑肌组成，环肌层厚度与纵肌相等。外被一薄

层浆膜（见图版"：(）。

"#"#& 回 肠 接于十二指肠，向后弯曲，在

腹腔中部盘曲数次后折向后方，后接直肠。长

度占肠全长的()1!&)1，较十二指肠略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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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稍薄，有纵褶约!"条。回肠具有节段性的缢

缩节，缢缩节部位纵皱褶高而密集。回肠上皮

为单层柱状上皮（见图版!：#），粘膜肌层不明

显。回肠粘膜层发达，皱褶多而尖深；粘膜下层

由疏松结缔组织构成，在皱褶部位粘膜下层伸

入褶中。肌层两层，内环外纵，环肌层厚度与纵

肌相等。最外层被一层浆膜（见图版!：$）。

!"!"# 直 肠 位于腹腔后部，紧接回肠，为

短粗而直的管道，其直径约为回肠的%倍，长度

为肠全长的!#&"!’&。直肠与回肠分界明

显，后接泄殖腔。

直肠内壁皱褶低平而稀疏，粘膜上皮为单

层柱状上皮，其中分布有少量杯状细胞。粘膜

肌层不明显。直肠后段近泄殖腔处的粘膜上皮

为复层柱状上皮，杯状细胞较少。粘膜下层为

致密结缔组织、较厚。肌层两层，内环外纵。在

直肠前中部环肌层厚度与纵肌相等，愈向后环

肌层愈薄，纵肌层愈厚，这与排粪功能有关（见

图版!：!"）。

!"!"$ 泄殖腔 为一短的开放式管道，上连直

肠，下通体外。直肠与泄殖腔交界处未见瓣膜

结构。

% 讨 论

消化道的主要功能是取食、消化食物和吸

收营养物质，消化道的形态结构在动物各类群

中是有差别的，与其功能和进化地位有关。商

城肥鲵的齿无咀嚼功能，其主要整体吞食活的

水生昆虫、蠕虫等，粗、短而具皱褶的食道利于

食物由口入胃。同时，食道粘膜上皮中分布有

较多的杯状细胞，它能分泌粘蛋白，与水混合形

成粘液［!］，与粘膜下层中的腺体分泌之粘液共

同附着在食道粘膜上皮的表面，构成保护层，并

有利于食物的通过。商城肥鲵的胃、肠已明显

分化形成；肠可明显区别为十二指肠、回肠和直

肠。但它们各自均无瓣膜，结构尚不完善。

观察结果表明：商城肥鲵消化道形态结构

基本与大鲵的［%"#］相似。说明二者处于相近

的进化水平，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这一结果与

()**、佐藤井歧雄等认为小鲵科是蝾螈目中最

原始的类群；小鲵科和隐鳃鲵科同属一个自然

类群、可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的看法是一

致的。费梁等在研究了小鲵科各属头骨特征及

外部形态后提出，肥鲵属和小鲵属是小鲵科中

较原始的属［,］。关于消化系统的形态结构同

动物的进化水平、食性等关系方面，-./01/2认

为：食道的长度与颈长相关，而与食物类型无

关；肠的形态、长度与食性相关，并部分地由该

器官的遗传性决定。周开亚等认为：胃、肠的构

造应多从类缘的亲疏来分析［3］。因此，商城肥

鲵消化系统形态结构的研究将有助于对两栖动

物系统位置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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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图9 食道横切 :;<=；图; 胃横切 :>>；图? 回肠粘膜上皮 :@AA；图= 胃横切 :9BC；图> 胃腺（贲

门部） :<@A；图C 胃上皮横切（示胃小凹及胃腺） :<@A；图< 十二指肠横切 :99A；图@ 回肠横切 :
<@A；图B 食道上皮（示杯状细胞） :<@A；图9A 直肠横切 :9B@

=：上皮；@@：粘膜肌；C@：粘膜下层；D@：环肌；A@：纵肌；BI：固有膜；/I：胃小凹；*/：腺体颈部；/D：杯状细胞；)E：浆膜；3：胃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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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鳄蛋壳白带的变化及其实践意义

汪仁平 马新纪
（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 宣州 :6:986）

摘要：OPPQ#OPPS年通过对扬子鳄蛋进行孵化实验，以及对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鳄蛋人工孵化的几年

观察，得出孵化中蛋壳结构因出现白带而疏松；蛋壳白带变化呈一定规律性，在（8OTO）U下，白点在产

后:6小时出现，约S天环绕蛋一周，约:O天（除端部）长满蛋一半，约8:天长满蛋一端，约6:天充满全

蛋壳；受精蛋的发育受到白点出现时间限制，产后S:小时之前出白点的蛋都可孵出小鳄，之后出白点的

蛋几乎孵不出鳄；孵化中，蛋壳可因蛋内吸水过多而开裂，蛋可因失水过多而空头，这二种现象都不利于

蛋孵化。

关键词：扬子鳄；白带；蛋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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