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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相一致，亦与小鼠白细胞数9436个／毫米 

相近。白细胞分类结果，中性粒细胞 28．1％，嗜 

酸性粒细胞 0．8％，嗜碱性粒细胞 0．5％，单核细 

胞 1．6％，淋巴细胞 69．1％，各类白细胞性别间 

无显著差异。淋巴细胞与中性粒细胞之比值为 

2．5：1，较 Loew 报告的 3．5：1为低。 

长爪沙 鼠的血小板计数 ，平均值为 356．5× 

l0。／毫米 ，范围在 l86—417× 10‘／毫米 ，性别 

间亦无显著差异。 

长爪沙鼠是一种大有开发应用价值，具有 

多种生物学特性的实验动物，本文所测血象正 

常值可供医学科研选择正常动物时参考。有关 

血象方面的其他指标正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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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牛 、同羊及黄牛血清蛋白电泳的比较研究 

郭 亮 霞 ． 
(胰西省动物研究所) 

摘要 本文用象丙烯酰胺凝胶电毒Ic对羚牛、同羊、黄牛的血液进行了血清蛋白电泳分析研究。结果 

袅明，羚牛和同羊的谱带在 A、B两区基本相似，在 A、c两区尚有差异，其c区差异明显。羚牛和黄牛 

的1簪带在 A、B区差异较大，在 c区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用基因生化表现型的研究方法证明，羚牛 

和同羊之阃具有较近的亲缴关系。羚牛的亲绿关系介于同羊与黄牛之间，羚牛和黄牛的亲缴关系比同 

羊稍远 · 
．  

羚牛 (Budorcas~axicolor)是一大型珍贵 

偶蹄类动物。分布于印度、缅甸、不丹及我国四 

川、陕西、甘肃、云南、西藏五省。根据它的形态 

特征和栖息环境，对羚牛的分类问题，历来持有 

不同意见。 昊家炎0 从形态及染色体组型的角 

度认为羚牛系在牛、羊之间而近似羊的牛类，主 

张恢复基尔 (Gill， 1872)提出的 “麝牛亚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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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bovlnae) 的意见。 耳前对中国羚牛分类 

研究已从外形特征、生态类型向遗传基因型方 

面深入，尚未从血清蛋白组分分析方面去详细 

探讨。 

·此项研究得到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昊家炎、周春虹、党蕊 

叶；成都动物园李饶述、王强；西北农业大学牧医系武 

形 、易建 民诸 位同志的大力支持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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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腔电泳 分 析法 ， 

在相同的试验 条 件 下 ，对 羚 牛、同 羊 (Ovis 

aries)、黄牛 (Bos taurus)的血液进行了血清 

蛋白电泳分离比较研究，试图用血液生化指标 

阐述羚牛的分类地位及三者间的亲缴关系。 

材 料 与 方 法 

(一)血样来源 羚牛 6头 ，l一2龄 ，身体 

健康。于 1984年 11月，1985年 4、5月三次采 

自四川省成都动物园及动物 园实验场。 

同羊 18灵，l一4．5龄，于 1984年 11、12 

月 ，1985年 5月分别采自陕西 省 白 水 县 育 种 

场 ，西北 农业大 学 实验场 。 

黄牛 24头 ，l一4龄，采自陕西省扶风良种 

场 ，周至县种牛场，西北农业大学实验场 ，均为 

秦』】I黄牛。羚牛经 1号麻醉剂注射保定，同羊 、 

黄牛未经麻醉保定，从颈部静脉采血 ，室温放置 

数小时后 ，以 2000转／分离心 20分钟，取上清 

液 4℃ 保存(周虞灿) 。 

(二)电泳 聚丙烯酰胺凝胶圆盘 及 板 状 

电泳按莽克强等 1975年编译 (Davis) 的方 

法进行。分离胶浓度 7．5弼，浓缩胶浓度 2．5 ， 

取 血清 5微升，40％蔗糖液 3微升混匀点样，加 

少许溴酚兰 以示标记，电极液采用 ptq 8．6的硼 

酸一硼酸钠 缓冲液。电压 l60—260伏 ，电流强 

度每管 3毫安。为了映证，同时作了平板电泳。 

(三)染色 电泳凝胶用固定液固定 后 用 

Nitroso—R盐使运铁蛋白显色后(Mueller) ，用 

0．25％ 考马 氏亮兰 R (冰醋酸： 甲醇 一9：91) 

染色，后用 7 的醋酸液凛洗到背景无色为止。 

胶条照象保存，胶片制成千板保存。 

结 果 与 分 析 

每个样品在相同试验条件 下，均重复 6次 

以上，重复性较好 ，电泳 图谱一致。通过 电泳对 

羚牛 四川亚种、同羊及秦川黄牛血清蛋 白质分 

离，结果得 出同种动物的电泳图谱完全相同，证 

明了物种特征的稳定性 ；而种间图谱差异明显， 

反映 了种的特异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程度又 

有不同 ，反映了种间亲绿关系的远近不回，结果 

见图 1(见封 2)。 

由电泳图谱看出羚牛 、同羊、黄牛的谱带有 

不同程度的差异，为便于说明，把电泳谱带划分 

为 A．B．C．三区(何获平，1983；刘家驹等)“ ， 

由正极至运铁蛋白为A区，运铁蛋白为 B区，运 

铁蛋 白至负极为C区。现分别 比较如下： 

A区：从图得出羚牛和同羊的谱带比较一 

致，第 1—5条谱带的带形宽窄、色的深浅、泳动 

率均较接近。不同的是靠近运铁蛋 白处 ，羚牛 

比同羊多了一条谱带(第 6条)，同羊此处为空 

位。羚牛和黄牛相比，在靠近正极端，黄牛缺少 

一 条带 ，它的第 1条带和羚牛的第 2条带的带 

形宽窄、色的深浅较接近。 但泳动率羚牛比黄 

牛大。羚牛的第 3、4、5条带和黄牛的第 2、3、4 

条带相比，虽泳动 率差异较小，但带形的宽窄、 

色的深浅差别很大。羚牛的第 6和黄牛的第 5 

条带的泳动率一样 ，但羚牛的带形比黄牛较窄。 

B区：经特异染色 (Mueller) 确定出运 

铁蛋白带定为 B区。 由图中的带形 、色的深浅 

及泳动快慢得出羚牛和嚼羊韵差异甚小，两者 

均系两条细带 ，唯羚牛的带泳动率稍小于同羊 

羚牛和黄牛相比，差异较大，羚牛是两条带形 

似、颜色相同的带；而黄牛则是 4条形相似，颜 

色相近 ，间距接近的 4带组成。 羚牛带的泳动 

率大于黄牛的带。 

c区：由运铁蛋白后至负极端。本区羚牛 

7条带，同羊 8条带 ，黄牛 6条带。 羚牛和同 

羊的带在本区差异较大，羚牛的带分布较均匀， 

而同羊的 8条带分别集中在运铁蛋 白和负板两 

端，在第 4—5带之间形成空区。羚牛第 2、6、7 

条带和同羊 4、6、8条帝形相似，但泳动率略有 

差别。 羚牛和黄牛的带在本区有较多的相似， 

羚牛第 2⋯5 6 7条带和黄牛第 1、4、5、6条带在 

带形、色的深浅及泳动率比较接近，且分布均 

匀。唯黄牛在 B区的下带至c区的第 1条带间 

的间距 稍大。 

板状电泳和盘状电泳的分离结果相一致。 

讨 论 

蛋白质分子组成的差异受基因控制，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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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生化表现型。电泳图谱的表型，诸如带 

曲数 目、宽窄、带色的深浅及泳动率大小，客 

观地反映了该谱带所对应的等位基因的遗传本 

质。谱带形相似的物种亲缘关系较近。以上结 

果分析得出羚牛和同羊在 A、B两区基本相似， 

体现了两种间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但在 A． 

C区两者还有差异，尤其是 C区差异明显，反映 

了羚牛和同羊具有各自的特异性。羚牛和黄牛 

在 A、B区差异较大 ，在 c区又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证明了羚牛和黄牛的种间差异及有一定 

的亲缘关系。总之，依据分析谱带和羚牛在外 

形 、头骨、牙齿，性染色体着丝点均近于羊亚科。 

惟其泪骨与鼻骨、额骨与上颌骨间无明显间隙， 

第 4下臼齿前齿淘不闭合 ，特别是个体特大等 

又不同于羊亚科而近似牛亚科的一些种类 (昊 

家炎) 等资料证明，羚牛的亲缘关系介于固羊 

与黄牛之间，和同羊的亲缘关系较近，和黄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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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级关系比同羊稍远。这给形态学、生态及地 

理学分类理论添加了“基因”生化表现型的论证 

资料，反映了三个种等位基因的遗传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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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虫的采集培养和切割再生方法 

刘 德 增 
r黑龙江省应用激生物所 哈尔演) 

’■要 迄今，我国的淡水涡虫已发现七种，其中最常见的是东亚三角共漏虫 (D“ fI ~#onlea 一分 

布于香港 、台湾、昆明直到吉林省境内，和细形山地涡 虫 (Phagoca~a,qvl,／a)，分布于大 、小*安卿和 长 

白山一带 。七种淡水掘虫都喜生于冷 泉溪流 的石下。采集漏虫时，途中要舫止永盈的骤升 。 制作切片 

的涡虫采集，需将涡虫用稀酸杀生，鲍氏蔽固定，然后放酒精中带回。用带盖的塘瓷盘加水培养涡虫，既 

接近生境，便于实验操作和换永，又能使涡虫较好的生殖和产卵。切割再生实验，既能定向地培育出双 

头、双尾、多： 和多尾的畸型涡虫，又能增加超常数服涡虫出现的频率。 

淡水三肠 目涡虫是最常见 的 一 类 扁 形 动 

物，它 泛分布于全世界南北两半球的大小淡 

水涌泉、溪流、湖沼、池塘、甚至水井和洞穴水 

中，迄今全世界已经发现这类动物共 4个科400 

余种 ，是科研和教学中重要的实验材料。 
一

、 形态和分布 淡水三肠 目涡虫的虫体 

细长而扁平 ；一般体长 5—3O毫米，宽 l一5毫 

米 ；体色多为褐色或乳 白色；有些种类头部有执 

握嚣或粘着器 ；头的背部有两个、多个到许多的 

眼，也有无眼的种类；它们是肉食性动物，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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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稍后有口，咽能伸出口外成一长的吻，用晦 

吸食原生动物、小线虫、小环虫 、小甲壳动物和 

昆虫幼虫为食；肠千有三条，一条向前，两条向 

后，故名三肠 目；它们的再生能力很强；不少种 

类可进行无性横裂生殖；它是雌雄同体和异体 

受精动物，口和尾端之间有生殖孔，性成熟个体 

可成对交配，阴茎乳突从生殖孔伸出，进入另一 

虫子的阴道射精 ；多个受精卵在生殖腔中被 包 

’丰文承丑京大学生物系曹焯教授和咯尔淀师范大学 生 

物系史新柏教授审阅，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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