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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作者参考N．Brum--Zorrilla＆A．Postig— 

iioni，1980 的方法，经过实践，并加以补充改 

进，如使用抗凝剂防止血液凝固以及采用比较 

好的平衡液等，掌握了蜘蛛染色体的常规制片 

技术 ，现介绍如下 ： 

(一)材料和方法 

(一)材料：野外捕捉蜘蛛，带回实验室饲 

养备用。 

(--)实验程序： 

1．给 活体蜘蛛注射 0．O5—0．1毫 升(根据标 

本大小决定)0 0I一0．04拜 秋水仙素。注射秋水 

仙素后的蜘蛛养在无色透明瓶中，然后用二只 

8瓦的荧光灯照 射 8—2O小时。 

2．用离心管装 3—5毫升的生理盐水(或用 

磷酸缓冲液)，然后用小剪刀在蜘蛛腿节(任何 
一 条足)基部剪断，取血液于生理盐水中，并用 

吸管不断吹打，使之均匀分布，以 1000转／分速 

度离心 l0分钟。 弃去上清液后加入 5毫升生 

理盐水——无离子水(1：1)液(或 用0 075MKC1 

溶液)低渗处理 20—3O分钟。～ 

3．用滴管加入新配制的甲醇一冰醋酸 (3： 

1)液 l 0滴进行预固定，仍以 1000转／分速度离 

心 lO分钟。 弃去上清液后加入 5毫升甲醇一 

冰醋酸(3：1)液，并用吸营吹打，使之均匀分布， 

固定 l0分钟。 

4．以 l000转／分速度离心 10分钟，吸去上 

清液，复加入几滴新配制的甲醇一冰醋酸液 ，吹 

打。于一定高度滴在预光致冷的玻片上 ，经空气 

干燥或 在酒精灯上 烘干 。 

5．用 10瞄 Giemasa液染色 10分钟后，用 

无离子水冲去多余的染液。镜检。 

(二)结果与讨论 作者采用上述方 法 制 

或的大腹圆蛛 Araneus ventr~cosus和横纹金 

蛛 Argiope bruennichii的染色体，获得较好 

的效果。 

在给蜘蛛注射秋水仙素选择部位时，经过 

实践，在纺绩器中间插入针头为宜，而在腹部其 

他部位，容易造成伤口过大、出血过多而死亡。 

在取蜘蛛血液时，发现其血液容易凝固，为 

了防止血裱凝集 ，可先在生理盐水等平衡液中 

加入 1—2滴抗凝剂。 

用 pH值试纸测定大腹圆蛛的血藏 ，pH值 

为 6 9。通过对几种平衡液的试验，采用与蛛血 

pH值相近的 pH值为 6．8的无钙镁磷酸缓冲液 

效果比用生理盐水做平衡液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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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乳头法引流熊胆汁的研究 

周泽云李贵成 张先琼 贾争由李宗昌 
(四JI1都江堰市动植物药研究所) 

摘要 本项研究 胆囊造瘘兼寻『流熊胆汁的基础上，干 用熊的自身组织做成引流薅取胆什，创新 

为人工乳头法。既对饲养熊的健康有益，叉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使人工造瘘引流熊胆什的工作，提高 

到人工乳头法新脐段o 

·

我国传统的中医中药是非常宝贵的人类文 

化遗产，其中动物药更有待于不断发展提高，梅 

花鹿的饲养取茸为我们解决鹿茸药源问题作出 

了极好的先例，野熊家养人工引流熊胆汁也正 

在步人正确的道路。自 i 985年国内开始野熊家 

‘四川农业大学胡祖禹教授对丰文提出修改意见； 省药 

品检验所和戚都市第二药品检验所协助测定熊 胆糟胆 

酿台量 都江堰市^民医院作细菌培养 此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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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引流熊胆汁的研究。国内外资料显示0， 

鲁家都采用胆囊造瘘}I流法生产熊胆 。引流 

管 材料通常为高分子托合物或金属。这两大 类 

料对于熊体均为异物，容易导致感染，严重影 

响熊体健康。 

由于异体材料长期刺激，引起胆囊一系列 

病理变托，如形成肉芽胂。一般在一年左右堵 

塞；I流管，再次引流必须行胆囊部份切 除 术。 

一 头熊经过三次至四次手术后再也不能进行胆 

囊造瘘 引流了。 

有效g{流时间短，g【流系数低是异体材料 

的致命弱点 ，直接影 响药用动物有效 税用 率。 

近年来，各家为了克服上述弊端，对引流管 

材料的改进和防治感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 

得了一些成绩。如何从根本上克服异体材料引 

流法的缺陷，是养熊业当前急待解决的一个关 

键技术课题。为此，我们于 1988年 7月采用熊 

的自体组织进行了人工乳头法引流熊胆汁的研 

究，现报告如下：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实验方案(表 1) 

参 试 黑 熊 (Selenarctos thibetanus)l 8 9 

头，年龄 3—4岁，体重 9O— i00公斤，熊 侏健 

康，体况良好。在相同环境条件，相同营养水平， 

相同引流规程中投八实验o 

1．实验 I组 首次引流方式为人工乳头法 

(简称乳头法C组)。分三批，第一批 2头(霞病 

死 亡 1头)；第二批 2头 ；第三批 62头 ；共 65 

头。 

2实验 II组 由异体材料引流法 改 做 乳 

头法(简称乳头法 B组)计 24头。 因病死亡 5 

头，暂停引流 3头，现存 L6头。 

3．对照组 首次引流为异体材 料 引 流 法 

(简称异材法A组)计 99头。 分二批，第一批 

59头 、第二批 40头。其中因病死亡 5头，报废 

衰 1 实验方嘉爰●试动鞠动态 

参 试 动 材 死 亡 暂停引流 
分 组 报直 琨存 

总戤 第一批 第=批 第三批 总数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总数 第一批怫 二批 第三批 

实验 1组 66 2 2 62 l 6’ 

(c 组) 1 

实 验 II组 2̂ j 5 3 3 l6 
(B 组 ) 

对 照组 99 ，9 40 5 5 40 2B 12 鲫 
(̂ 组 ) 

l5头，暂停引流40头瓣 尊，粕 
(二)实验时间 

1．实验 I组第一批自 l908年 7月至 1990 

年 7月，第二批自 l989年 8月至 l990年 7月、 

第三批自 1990年 4月至 l990年 7月。 

2．实验 JI组 自 l988年 7月 至 l990年 7 

月o 

3．对照组第一批自 l，8 7年 8月至 l990年 

7月，第二批自 1989年 8月至 1 990年 7月。 

(三)手木方法 取熊自体组织，截成长约 

l0公分的引流道，一端做成约 2公分长的乳头 

与胆囊连接，另一端与皮肤连接做成外 口。 

(四)引濉系救的计算 按不同术式 分别 

计弊 青数量J掠赢教措每捷手术后的实际引流 

。天数。应引流天数指不同术式每次术后的应引 

流天数，不包括手术后恢复期(恢复期：一般异 

材法为 l0天，乳头法 30天)。引流系数是有效 

引流天数与应引流天数之比值。 

(五)引流现状评价 表 示 引流 熊 的现 

状，以每月有效§【流天数为准。每月有效引流 

25天以上者为优；2O一2 5天者为良；l 5—20天 

者为一般。 停止引流 30天以上者为待处理。 

(乔)再次手术率 分别计算乳头法组、异 

材法组的总例数与手术次数之比值 ，求出二、三 

I)金光凌等 19 8,8 话熊咀汁罘集试验研究 动物学 杂 

志 2K2)：2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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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的手术率。 

(七)感染程度的评定标准 根据细 菌 培 

养、目测引流胆汁浊度和外引流 口脓性分泌物 

的有无来判定。 

(八)引流熊胆粉质量检验 以药品 检 验 

所检验结果为准。 

(九)报废标准 经手术探查证实胆 囊 管 

闭塞或胆囊经切除后，不能继续引流者定为报 

废，够做繁殖。 

(十)死亡 手术引流死亡的熊都行 病 理 

解剖 ，确定死亡原 因。 

二、 结 果 

(一)不同术式与有效引流天数、引流系数 

和瞠计量 的美系(觅表 2) 实验 I、II组的有效 

gj流天数 、引流系数明显高于异材法的对照组， 

寰 2 不同术式与有效引流无赞、；l漶系数、引流胆汁量的关系 

平 均有 盏 引谎天数 引 流 系 数 目游
一  量 组 别 

(毫 j) 第
一 批 第二批 第 三批 第一批 第二 批 苇j 

实驻 I组 76o‘ 268
． 5 0．9B5+ o．90 8 9．5 (c 坦 ) 

实验 II组 511
．6 0．9l J 09．9 (B 组 ) 

对 研组 227
．3 238 89．6 (A 组1 

但胆汁量差别不明显。 

(=)相同个体不同术式有效引流天数，引 

流系数、引流瞠计量的比较 (见表 3) 实验 II 

组首次手术用异材法、后改做乳头法，其后者有 

效引亩l}天数 、引流系数 、日均引流量都明显高于 

寰 3 宴鞋 儿 组不耳木式有散5l漉天数、引流系数、 

；l流量 比 较 

术 式 l头数『有婺型惋 

乳 嵇(B式) 16 l 51l·6” 
i I— 

前者 (P< O 01)。 

(三)不同术式与引流现状的比较(见袭4) 

乳头法优级率明显高于异材法者 (P< O．01)。 

(四)再次手术率 (见表 5) 乳头法的 二 

扶、三次等手术率都明显低于异材法，差异投显 

著 (P< O．01)。 

(五)细菌检出率 实验时随机收集 引 流 

中段胆汁标本 28份，其中乳头法组 1 4份，细萄 

检出率为 7 l％(1／“)。多为大肠杆菌。 异呀 

法组标 本 1{份，细菌 检出率 42．86％(6『】{)。多 

为大扬杆菌 、变形杆 菌等 。 

(壳)胆汁混浊度 乳头法组引流胆 汁 内 

衰 4 不同术式与引流现状的情况 

抗 一 暂停引流(碑处理) 组 别 
现有数 (术式) 

头数 ％ 头歙 ％ 共数 ％ 头数 ％ 

实验 I组 92
． 3 1．5 6．2 (c 组) 

实验 I1组 l9 84
． ： 3 1 5．B (B 组 ) 

对照组 ll 13
．9 9 l1．4 19 24．1 40 j0．6 (A组) 

茁：现有数不包括死亡、报度例数。 

¨ P<O．01。 

量) 一 一 日 ～ 

敷 一。 一 系 一 一． 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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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5 不闫术式再农手术情况 

无絮状物，正常率 1 O0％(81头／81头)o异材 

珐组正常率仅 13．8％(5头／39头)。 

(七)外引流口脓性分镪物程度 乳 头 法 

组仅 1头因胆祸致皮肤糜烂，占 1 2％(1头／81 

头)。 异材法现存引流熊 39头中有 37头有不 

周程度脓性分泌物占 94．8％。 

(八)不同术式与熊瞠粉质量的 比 较 乳 

头法和异材法组熊胆粉之总胆酸含量均符合卫 

生 都要 求标 准。 

(九)报废牢 乳头法报废率为 o，异材法 

掘三年澍报废 I 头。 

(十)死亡鉴定结果 乳头法组死亡 6头， 

其中霉玉米中毒 3例；实验 II组死亡 3头尸控 

为化脓性腹膜炎。对照组死亡 5例。其中化脓 

性腹膜炎 3例，霉玉米中毒 1例，坏死性胰腺 

炎 1例。 

三、 结 论 

1．人工乳头引流法具有引流系数高，有效 

S【流时间长，再扶手术率低，无报废率。胆汁培 

养绲菌检出率颇低，感染率低、引流持续稳定 、 

饲养管理方便，熊胆粉质量符合卫生部颁发的 

标准等优点。经两年的观察证明已经从根本 E 

克服了异体材料引流法的弊病。随着时间的延 

长，优势会更突出。 

2．乳头法采用熊体自身组织，机体无排斥 

反应，是本术式设计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术式 

实验 l组 、ll组 90头无手术死亡。 观察两年 

表明术式设计科学 安全可靠 、管理方便，投资 

少 、效益明显，是 目前活熊人工引流取胆汁中较 

台理的术式o 

3．乳头法科学实用，与杀熊取胆比较是台 

理利用和积极保护熊资源的有效手段。并具有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鲵和山溪鲵甲状腺和肾上腺的观察 

李 丕 鹏 
(陕西师i岜大学生物系) 

铺舞 太鲵和山溪鲵都青一对甲扶腺，腺体结掬相 而分布位置不同。大鲵的甲状腺位于瓤舌骨肌 

酊前端背面、L【i溪鲵的甲状腺位于巍舌骨肌的后部外侧。二种动嘞的肾土睬由许多分布于肾脏腹面的 

肾上腺小体 组成，小体呈斑状，由类固醇分泌细胞群和嗜铬细胞群构成 。另外，在大鲵的生殖系膜等处 

可觅到臂上隙小体。 

已有研究表明 r ： 有尾两栖动物的甲 状 

腺和肾上腺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变化 和 进 化 趋 

势，但 目前尚缺乏隐溪鲵亚 目的研究资料。大 

鲵 (And"rias daviatian~s) 和出鲵鲵 (Ba sra～  

chuperus pinchonii)隶属隐鳃鲵亚目的瞧鳃科 

和小鲵科。本文对这二种动物的甲状腺和肾上 

腺的形态和组织结构做了观察，并结台有关资 

料进行比较。 

本文章导师朱洪文教授审阅，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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