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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不同部位蛋壳孔密度 (孔数／o．25cm ) 

气室端 中部 小头 平均 ＼ ＼ 陷 于 
D 

I~-Y- ＼  叉+S 叉+S 又+S 叉+S ＼ 
一  

— —  — —  — —  — —  

1．受精蛋 8 45．25+6．68 41．25+5．42 41．00+5 l6 42．5U十5．84 

2．无精蛋 8 43．63+4．30 48．13+5．1j 44．50+4．82 45．42+4．79 

3．正常发育蛋 8 49．00+5．72 45．50+4．39 45．00+4．47 46．50+4．92 

4．中死蛋 8 43．13+4．36 40．25+5．36 39．38+4．05 40．92+4．38 

5．孵化前 8 51．62+5．33 48．37+6．0l 47．25+4．49 49．08+5．47 

6．出雏后 8 49．50+4．76 44．88+5．02 41．0O+5．14 45．13+4．92 

平 均 47．02+5．48 44．73+5．26 43．02+4．94 

表 2 二因子方差分析 

变因 SS MS df F值 

A因子 1008．03 201．61 5 3．26(P<0．01) 

B因子 ， 386．72 l93．36 3、12(P<O．O5) 

Ax B互作 305．28 30．53 l O 0．49 

误差 7804．12 61．96 1 2E 

间互作无显著差异，即在每一组中，蛋的气室 

端、甲部和小头部位的壳孔数 目不存在显著差 

异；六组中，蛋同一部位相比较也无显著差异。 

各组间的多重比较(见表 3)。 

结果表明，孵化前取的蛋，其壳孔数目显著 

高于受精蛋和中死蛋 (P< 0．01)，这与试验的 

取样有关。正常发育蛋与中死蛋间存在显著差 

异 (P< 0．01)，表现为正常发育蛋 的壳孔 数 

表 3 A 因素多重比较 

X x(5)一 i x(3)一霉 x(2)一 x(6)一 i x(1)一 要 
● 

z(5) 49．08 2．58 1．08 0．29 2．63 1．58 

x(3) 46．50 3．67 1．38 2．92 4．2l 

x(2) 45．42 3．96 4．00 4．50 

x(6) 45．13 6．58● 5．58● 

x(1) 42．50 8．17● 

x(4) 40．92 

注： L P<0．01， ——P<0．05(亦适用于表 4) 

明显高于中死蛋。 

对蛋的气室端、中部和小头端壳孔数目进 

行多重比较(见表4)，表明气室端的壳孔数显著 

高于小头(P<O．O5)。各组蛋壳厚度(见表 5)。 

表 4 B因素多重比较 

X x(1)一i x(2)一 i 

z(1) 47．02 2．29 1．71 

x(2) 44．73 4．00" 

z(3) 43．02 

从表 5看出，在所测定的壳厚度中，无论是 

否含壳膜，各组间并无显著差异。 

(三)讨论 大多数家禽品种的蛋壳 表面 

气孔的分布并不均匀Ⅱ 。在本研究中，表现出 

表 5 各组蛋壳厚度 (单位 mm) 

组 壳厚度(含壳膜) 壳厚度(不含壳膜) 

1 0．38a 0．33a 

2 0．39a 0．33a 

3 0 38a 0．33a 

4 0．40a 0．34a 

5 0．39a 0．34a 

‘ 0．38a 0．33a 

注：同样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P>0．o5)。 

气室端气孔数目显著高于小头。这与大多数报 

道 ’结果一致。 已经证明 ，在胚胎发育过程 

中，气室的孔性对胚胎呼吸具有重要作用。vi— 

sschediik“。 指出，胚胎发育，气室中 CO 浓度 

增加，O 的浓度减少，并认为 CO：浓度增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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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壳和出雏所必须的。Romijn嘲 证明，由于气 

室部位的气孔较多，它是理论所得胚胎发育气 

体交 量 80％。 

管气室端壳孔数目明 显 多于 小头，但 

Tazawa等“u证明，蛋的两端壳孑L具有同等的 

重要功能，因为仅对小头或气室一端的气孔进 

行覆盖均可改变胚胎血中 CO：的浓度。 

也有人认为，气室端孔性增加，使得在尿囊 

与肺的呼吸期间，空气的供给量大增 。很明 

显，这并不是胚胎死亡的原因。因为本试验也 

已证明，中死蛋在气室端、中部和小端的气孔数 

目并无明显差异 (表 1)。 

啄壳与出雏依赖于三个部分的适当的壳孔 

数 目o Christensen 指出，在啄壳期间，氧气 

的消耗达到高峰。氧气的消耗有助于肺的初步 

呼吸并啄壳跚。 本试验的结果表明胚胎发育后 

期，中死蛋气孔数目过少而不能成活至出雏，是 

壳孔气体传导不足的原因。 

蛋壳是一个主要的胚胎呼吸器官圆。然而， 

蛋壳孔相对较少是由于过度钙化和蛋壳膜结构 

异常综合作用的结果。蛋壳膜是形成结晶的部 

位。纤维布满了蛋壳膜，并参与组成蛋壳的有 

机质。 有机质缺乏稳定性而导致壳孔堵塞n 。 

从本试验所测定蛋壳厚度上看，各组间无差异， 

表明蛋壳钙化及有机质沉积对壳 厚度 影响 不 

大 。 

本试验各组中，中死蛋的壳孔数目明显低 

于其它各组，表明其确实对孵化率有一定影响。 

l992 27 Ca) 

但对选择提高蛋重对壳孔数目的影响，以及不 

同产蛋阶段 ，蛋壳孔数目对孵化率的影响，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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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发现白化小泡巨鼠 

1987年 7月，作者在安县茶坪乡老望村，海 

拔 1430米处，树高约 10米 ，郁密度在 0．8以 

上，一人造纯柳杉 (Cryptomeria Sortunei)林 

中，采到一雌性白化小泡巨鼠(Rattus Edward— 

si)。该鼠全身白色，背毛尖染少许麦杆黄色： 

背腹间毛色无界限之分。腹中有胎儿 4只 (左 

1，右3)。其外形及头骨的度量为：体重 480克， 

体长 272毫米，尾长 290毫米、后足长 53毫米， 

耳高 34毫米，颅全长 59．5毫米，腭长 25毫米， 

颧宽 26毫米，后头宽 19毫米，臼齿宽 1 1．6毫 

米，上列齿 9．5毫米，下列齿 9．7毫米。 标本存 

放在四川省林科院标本室。 

肖兴德(四川安县林业局，安县 62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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