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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和成体肠细胞做染色体制片，反复核查计 

数，均得出千山产东北小鲵染色体数 2n一 54。 

从小鲵科演化趋势看，染色体数 目由多变少。又 

据作者已报道的千山产东北小鲵的体形与骨骼 

观察Ⅱ ，发现东北小鲵头骨有囟门，比无囟门的 

种较进化。可见染色体数和头骨的进化趋势是 

一 致 的。 

本文所用的两种取材方法比较，取材小鲵 

胚体耕作染色体标本的方法较好。优点是不杀 

死成体，方法简便，易于掌握 ，分裂相多，对稀有 

两栖类染色体的研究不失为既保护成体，又解 

抉取材问题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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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动物的再引入与物种保护 

京 ．／f (北京 羁 B75) ．， 

目前，国际上许多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在积 

极地进行物种的再引入 (reintr0ducti0n)工作， 

通过人工的方法将某些濒危动物重新引入到它 

们早已灭绝的地方，挽救濒临灭绝的珍贵野生 

动物。阿拉伯大羚羊 (Oryx leucoryx)已经成 

功地重返野外，而再引入到夏威夷岛上的 3000 

多只夏威夷黑雁 (Branta sandvicensis) 迄今 

为止尚未能在该岛上建立起一个能够自我维持 

的稳定种群。再引入到底能否作为物种保护的 

有效手段来挽救濒危动物。 再引入的价 值 何 

在?其所面临的问题又是什么?在我国开展再 

弓1人工作的前景又是怎样。本文对这些问题进 

行一些初步探讨。 

一

、 利用再引入的方法挽救濒危动物 

自从本世纪初开始再引入工作以来，许多 

种哺乳动物已返回了故园。最早进行的一个项 

目是欧洲野牛 (Bison boreas．s)的再引入。野 

生的欧洲野牛灭绝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自1 923 

年起，在欧洲各大动物园和苏联、波兰政府的通 

力协作下，再引入工作进展十分顺利，目前已有 

大约 3000头欧洲野牛生活在野外 (Klos，1 968； 

Pucek，1 986)。阿拉伯大羚羊是 1 972年在野外 

消失的。在英、美物种保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下，使它们成功地从美国的饲养场重返大自然， 

在约旦和阿曼两国的土地上建立起稳定的种群 

Anon，1 987)o麋鹿 (Elaphurus davidianus) 

又称四不像，原产于中国，饲养种群于本世纪初 

在中国灭绝。近年将饲养在英国乌邦寺的麋鹿 

重新运回中国，在北京的南苑和江苏的大丰实 

现了半野生状态下饲养，并已繁殖出几十只后 

代。 在突尼斯，弯角大羚羊 (Oryx dam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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