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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量和血清白蛋白量，血清总蛋白含量=(总 

氮量一非蛋白氮量)×6．25(g／L)，血清球蛋白 

含量=总蛋白含量一白蛋白含量(g／L) 

2 结果与分析 

2．1 东北虎血液成分测定与计算结果(见表1) 
—  

n 一 ／ 苎二xJ √ 
n一 1 。 

2．2 分析与讨论 

2．2．1 目前全世界共存东北虎约 2，200只，其 

中人工饲养的约 2，000只，本次虽只测定了8 

只，但已约占整个种群总数的 1／275，且雄性、 

雌性、成年及幼龄虎都有，在我国实属首次。 

2．2．2 被测 8只东北虎血样是作者历时 7年 

积累所得，它们有繁殖失败者、有外伤手术者 

等，除 1例(7号)曾发现便出狮弓蛔虫(另有虫 

体鉴定报道)外，其余均未见其它可视临床病 

症；所用测定方法标准可靠。 

2．2．3 由表 1可知，东北虎的血象值和同科动 

物云豹及猫的比较，在许多方面都相符合，但亦 

有不相符 的方面，如东北虎红细胞对低渗 

NaC1溶液的耐受力比猫的略强，血清的A／G 

比值较高，8只东北虎平均白细胞总数较一般 

动物的 (马、牛约为 8 X 10 ／L、绵羊 8 5× 

1O ／L、山羊 10．0×10 ／L、猪 13×109／L和 

猫 1O．O一15 0×109／L)高许多。血液白细胞 

对机体起很重要的免疫保护作用。动物种类不 

同，其白细胞总数亦不相同，但每种动物都有一 

个固定的范围。由此分析认为，自然(而非人工 

饲喂含大量病原微生物饲料)条件下东北虎爆 

发和流行某种传染病、引起多只东北虎发病、死 

亡的情况很罕见，可能与其白细胞数量较多、免 

疫保护力较强有关。 

2．2．4 为使白细胞分类计数结果更准确，采用 

三区计数法 ，每份血涂片共计数白细胞 250个 

左右，再算出每种白细胞的百分比，本结果显示 

各种 白细胞 的百分 比为：嗜中性 白细胞 >淋巴 

细胞 >单核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 >嗜硷性粒 

细胞 但 7号和 5’号虎的白细胞总数较多，且 

淋巴细胞的百分比较嗜中性白细胞高，7号虎 

嗜酸性白细胞的百分比亦较高，分析认为与该 

虎狮弓蛔虫感染较严重，刺激机体产生免疫保 

护应答反应有关，困曾几次在该虎的粪便和呕 

吐物中发现过狮弓蛔虫；导致 5号虎白细胞总 

数增多、淋巴细胞百分比增高的原因尚待进一 

步确定。 

2．2．5 {碹I定结果显示 ，8只东北虎的血清 

A／G(白蛋 白与球蛋 白之 比)的比值 平均为 

1．7，但较特殊的是 7号虎的为 O．94、5号虎的 

为 O．98、1号虎为 4．04。7号虎的球蛋 白含量 

最高，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免疫球蛋白含量增高 

所致，亦与该虎感染狮弓蛔虫、淋巴细胞百分含 

量增高相符，另一方面感染的狮弓蛔虫破坏肠 

粘膜，易导致其它病原微生物的继发感染，虽未 

表现明显的临床症状，但机体内部的免疫机制 

已被激活，只是机体尚处于隐性感染或感染的 

潜伏期阶段而已，至于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尚待 

进一步确定。5号虎的上述三项指标虽略低于 

7号虎，但均比平均值高许多，是否同7号虎一 

样也由狮弓蛔虫感染所致，尚需做进一步的有 

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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