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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左甄总动脉在无名动脉根 部 由 

主动脉弓发出。共 34饲，占动物总数的 18 78± 

2．90％。 

A‘亚型：左颈总动脉靠近左锁骨下 动 脉 

处发出，共 1l例 ，占动物总数的 6．08±1．78％。 

2．B型：左颈 总动脉由无名动脉与主动脉 

弓角处发出，两者 搌部有一极短的共干，长度不 

超过 O．5ram (有人称此为共同根 )。 其左侧 

耳发出一条左锁骨下动脉。此型极不易观察，须 

借助于实体显微镜才能确认。共 l例，占动物 

总数的 O．55±O．55西。 

3．C 型：主动脉弓发出2支，无名动脉与 

左颈总动脉共干，左颈总动脉由无名动脉长度 

的下 1／3处发出，无名动脉左侧为左锁骨下动 

脉。共 1例，占动物总数的 O．55±0．55 。 

4．I 型：此型与 C 型近似，无名动脉与左 

颈总动脉共干。但左锁骨下动脉由无名动脉根 

处发 自主动脉弓。共2例，占动物总数的 1．1± 

O．78％。 

5．F型 ：主动脉弓发出 3支，近似于 A|亚 

型，但左锁骨下动脉右移至左颈总动脉根处发 

自主动脉弓。 共 l例，占动物总 数 的 0．55± 

0．55％。 

善型的分布(见表 1)。 

根据本文调查，在小白鼠主动脉弓分支类 

型中，A型的出现率共占标本总 数 的 97．24± 

1．22％，其它类型仅 占2．76±1．22％，可见 ，̂ 型 

为小白鼠主动脉 弓分支的基本类型。 

(=)小鼠主动脉弓的舟竟类型在不 同 鼠 

群之间的比较 对两次购进的小鼠分为 2个鼠 

群分别进行统计并进行比较 ，结果 (见表 2)。 

结果表明 ，在 组鼠群阆 ，基本型的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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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差别 (P> O 05)，但基本型中各个亚型 

的分布差异显著。除 亚型以外，A。、 、 

亚型的P值均小于 O．05。这～现象可能说碍 ，逸 

两个鼠群分别来源于不同的亲代 ，而小鼠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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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文与国内资料的比较 

一本文小鼠资料； 匠张为龙国^资草斗； 

翰骑-安甫隶兔资料： 口罗其胜替撮瓷料。 

咏弓的分支型式在遗传上具有稳定性。 

移 

(三)小鼠与人类、猕猴和采兔主动脉弓分 

支类型的比较 将本文结果与人类 、猕猴 、 

家兔 的主动脉弓分支情况进行比较(图 2)，人 

类主动脉 弓分支的基本类型也属A型，而家兔 

和猕猴则以C型多见。所以，本文认为，哺乳动 

物主动脉弓的分支型式与其长期的生存和进化 

环境有关 ，并不体现它们之间的亲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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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面狸选配和配种方式的试验观察 

张保良 王玉慧、／高贵昌 
菊 再  一 ) 5 8 

妻 花面翟 10— 22个月龄性成熟，繁殖手 用期母兽 l一 10岁，公兽 3—7岁。选择品质优良的种 

兽同质选配时，胎平均产仔 3．39只，胎产 3仔以上的占B7．1％；异质选配时，胎平均产仔3．07只，胎产 

3仔以上的 占 64．3％。年龄选配以壮年配牡年最好，胎平均产仔 4只，胎产 3仔以上占 100％；亚成公 

兽配亚成 母兽，老年公兽配亚成母兽和老年母兽效果不佳。配种方式以一公一母 多公多母厦积重配种 

效果好，胎平均产仔分别为 4．3、3．2、3．0 6只，胎产3仔以上分别为 1o0％、77 6％、72．z％。一公多母 

配种效果差，胎平均产仔 2．86只，胎产 3仔以上仅为 "．1％。 

花面狸 (Paguma larva~a)过去只在动物 

园饲养供观赏 ，真正开展人 工 养殖 始于 1982 

年 ，仅刘玉铉 对饲养条件下花面狸的繁殖 习性 

作了报道，而未见繁殖技术的报道。作者 1 984 

年来对花面狸不同选配和配种方式进行了试验 

观察，减少了空怀 ，提高了产仔率。现将结果报 

告如 下o 

(一)花面猩经济、生理成熟和和用年限 

花面狸经济成熟指的性成熟 ，毛皮和肉达到利 

用的最有效时期 ，这里所要涉及的就是性成熟。 

性成熟同性别，出生时间、饲养条件及饲养水平 

有关。母兽性成熟一般早于公兽。在6月中旬 

以前 出生的母兽 ，只要饲养条件好 。营养物质得 

张万和、胡壹元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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