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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l 雌性成年扬子鳄不周季节的血糖值 (单位：毫米／loo毫升) 
' 

＼ 标本号 I 2 3 4 5 譬±SD 
日期 ＼  

1988．9．22 9O．O0士3．45 108．67+1．57 l22．67±9．42 107．11±15．35 

l988．11．4 108．90±1．70 148．87±6．89 l52．96±2．09 136．91±21．39 

l989．1．11 72．45土0．43 l09．{6+2．82 95．34+0．O0 238．00--+4．41‘ 92．42+16．24 

l989．3．31 71．33± 1．86 63．25+1 38 79．38+0．92 388．92±l3．90 71．32± 7．09 

19B9 26 212·3 士l·33 189．42+3．89 260．29±0．50 死亡 176．85±5．01 209．72 ±33．00 
。 l，8，●5

． o— ·___。_～ 106．75土1．12 169．34±0．88 死亡 158．93±5．08 145．01±29．16 

l989．6．23 113．95士2．79 n4．78+0．24 89．45±5．19 死亡 126．72 ±5．67 111．23±14．57 

l989．8．1 94．63± 1．49 104．11±0．83 l30．38+3．68 死亡 95．55±2．03 1 06．1 7士15．23 

l989．9．26 88．79十1．37 97．55±0．66 99．43+2．6O 死亡 114．50±4．49 100．07士9．82 

总平均(不包括 4月26日的 ) 108．78±23．50 

‘临近死亡，生理状态异常，未加入计算平均数 譬。 

’ 图 1雌性成年扬子鳄血糖水平年变化与温度的关系 
— — 血糖浓度； ⋯ 一一血糖基准水平； ⋯⋯月平均环境温度 

(P< O．05)或极显著(P< 0．01)者占87．18％‘， 

而差异不显著 (P> 0．05)者占 l2．82％。 

4号鳄 1月 11日和 3月 31日所测血糖值 

异常升高(见表 1)，由采血记录发现，除 1月11 

日采血时有溶血现象致使血糖值偏高外，该鳄 

自 11月中旬后在饲养池内钻入一较正常 冬 眠 

洞穴浅的洞中越冬，直至 1月 11日将其与其他 

鳄一同转入地下室，此时其肛温较其他正常个 

体低 2℃ 左右。出眠后于 4月 7日死亡，因无 

其他明显病症，未作详细病理检查，推测其死因 

系越冬处过低的温度造成，所测两次血糖异常 

jf}‘高可能与低温引起的生理活动紊乱有关。 

(三)讨论 

1．血糖水平季节性变化与环境温度的关系 

扬子鳄血糖值通常保持在 J O8．78±23．5O~g／ 

lOOml的基准水平附近，但也有明显的季节性 

变化，这种变化与温度的季节变化有一定联系 

(见图 1)o 6—9月随气温增高，血糖值相应下 

降o Coulson注射葡萄糖于密河鳄 ( ．missi． 

ssppiensis)血管内，然后再测血糖变化，发现随 

温度升高，血糖转化加速。Simth在研究林蛙 

Rana temporaria)时发现在摄食强度较高的 

4—5月及 8—9月间，血糖值较低，他认为前者 

是由于组织的修复和生长所致，后者是生殖腺 

的再生造成。 扬子鳄 6—9月间可能所获得的 

营养物质主要也是供给各器官的修复和生长发 

育所需，血糖转化较快，不会在血液中过高积 

累o 9—11月，气温逐渐下降，血糖值却逐步上 

升，出现一低矮的峰值，这与 Simth在林蛙， 

王培潮在蝮蛇和中华大蟾蜍中观察到的现象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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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o Simth认为 1 1月血糖水平的升高与此时 

旰糖元的贮存有关。 扬子鳄 1 1月出现的峰值 

也可能与肝糖元的贮存有关，同时测定雌鳄的 

雌二醇由 9月 22日的 176±23pg／m1迅速降 

至 11月 4日的 56±14pg／ml， 间接说明了此 

时血糖升高与动物入眠前体内进行一系列的生 

理调整以适应寒冷冬季到来有关，较高的血糖 

能提供器官组织较多的能量，利于其在较低的 

温度下活动。人眠后血糖一直缓慢下降，前期 

(1 1月4日一1月 1 1日)下降速度为平均每日 

O．6543mg／100ml，后期(1月 11日一3月 31日) 

为平均每日 O．2671mg／100ml，前者是后者的 

2．45倍，这与前期平均温度较高，鳄的人眠程度 

较浅，代谢率相对较高，血糖消耗较快，而后期 

入眠较深，代谢率较低，血糖消耗较慢有关。4 

月26日前鳄已从冬眠地移出，这时平均水温约 

l2℃，平均气温约 16℃，测得的血糖值为3月 

31日的 2．94倍，此时虽未进入繁殖季节，但雌 

鳄血液中雌二醇量已升达到一年中的最 高 峰， 

卵黄也迅速增长围，可见此时的高血糖一方面 

与卵黄增长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初出眠时 

气温仍较低有关。Coulson实验证明密河鳄禁 

食后再给食，血糖很快升高，他认为食物是激发 

血糖升高的板机 (trigger)。4月扬子鳄已开始 

取食，这里可能也起一板机的作用。而此时扬 

子鳄血糖水平出现全年最高峰应是上述诸因素 

综合促成。5月下旬，水温约 12~G左右，其血糖 

值回落至145．Ol士29．16mg／100ml。高于平均水 

平，这时卵已发育很好，卵黄大小接近成熟卵。 

总之，活动期内，寒冷气候促成 鳄 血 糖 升 

高，温暖气候使其保持在基准水平附近，而冬眠 

期内，血糖水平一直处于一低水平并随时间推 

移而下降。 

2．血糖水平的个体间差异 实验鳄血糖值 

个体问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反映了变温动物生 

理调节能力较恒温动物差，受环境温度等外因 

影响较大，生理活动变化范围也较大。另一方 

面也可能与喂食时，个体间摄食量差异有关。但 

从全年总体来看，经方差分析 n。一 4，Ⅱ2— 41， 

F— 1．0061，个体间差异小于个体内的季节性 

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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