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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明显的被分为两个类群。除尾长，尾椎数， 

臀鳍条数，尾柄高等 外，此两类群在其它一 

些主要测量性状上分别与刀鲚和凤鲚相 一 致。 

现将各主要测量性状列表比较如下： 

从上表所列性状可以看出，两个尾部异常 

类群在上颌 长、鳃盖条、胸鳍、腹棱鳞、鳃耙等 

鉴别性状上分别与刀鲚和凤鲚相同。但在尾鳍 

长、尾柄长、尾柄高、尾鳍条数、臀鳍条数、体侧 

列鳞数等方面，叉分别与刀鲚和凤鲚有较大差 

异，性状的变异幅度大大超过对比类群 ；此外， 

经x光照片检查，尾部异常标本最后一枚尾椎 

往往缺少尾杆骨、尾上骨、尾下骨和脉棘等，尾 

鳍条无规则的直接附于最后一枚尾榷上 (附图 

见封 3)。上述特征变化反映出尾部异常 很 可 

能是一种再生现象。 

造成鲚属鱼类尾鳍再生现象的原因尚不清 

楚。但据报道 ，生活时期刀鲚和凤鲚常会 遭 

到海豚、海豹、河豚、鲨鱼、大银鱼、鲐鱼 、鳜、乌 

鳢等肉食性鱼类的捕食 ；彼此间也存在自食现 

关键调 黄晦鼠 白化 

象 ，解剖中常可在 胃内见到同类尾部残体。一 

般认为鱼类鳍条的再生能力是比较强的，这样 

部分被唼掉尾部的个体，伤口愈合后会再生新 

尾。这可能是造成鲚属鱼类尾鳍再生的主要原 

因。 

根据调查，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河流鲚 

属鱼类的尾鳍异常现象大量存在，有些种类(如 

刀鲚)异常尾鳍个体甚至可达调查群体的 6O西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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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岑巩发现白化黄胸鼠--66 

1991年 7月 25日，笔者在岑巩县天马 镇 

进行农田鼠种类调查工作中，在新建村干湔组 

住宅外海拔 735m处捕获一雌一雄不同程度 白 

化的黄胸鼠 (Ranus flavipec~us)个体。 

其中910702号标本 为雌 性 成体。体 长 

l$6mm，颅全长 {l 5ram．颅基 长 4O 7ram．颧 

宽 20．6ram，眶间宽 6．9ram,齿隙 7．9ram，上齿列 

长 1 2 1mm，体重 1 87．3g。除颈部有约 2em 为 

黄褐色外，背面余部均为乳白色，并杂有少量灰 

黑色长毛。腹灰黄色，尾褐灰色。前足足背中 

央 为黑褐色，边缘灰白色。910724号标本为雄 

性成体。体长 1 82mm，尾长 1 89mm，后 足 长 

32ram．耳长 23ram。颅全长 3 9．7ram，颅 基 长 

3 8．9ram，颧宽 1 9．1mm，眶间 宽 6．2ram，齿 隙 

7．3ram，上齿列长 11．2ram．体重 1 75．5g。除耳 

部和眼眶周围有棕褐色毛外 ，其余捡部、颈部和 

背部均为乳白色，亦杂有少量灰黑 色长毛。腹 

毛褐灰色，仅胸部有约 1．5cm 浅黄色毛，前足 

足背与前者一致。 

据附近村民说，前些年他们在距村寨 45m 

处的一天然溶洞内造制硝盐时，曾几次见过白 

化老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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