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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样在大熊猫研究上的应用

黄!河!张志和!侯!蓉!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B$

摘要$ 大熊猫"C#,)*(D(I+ 3%,+$(,%)6+#数量少!传统取样法难以实施!样品的缺乏给大熊猫研究带来很

大困难& 而采集大熊猫粪样对大熊猫自身无损伤!粪样易获得和保存& 本文总结了应用粪样进行的大

熊猫食性与消化吸收’种群与个体识别’类固醇激素’寄生虫与病原微生物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对大熊猫

粪样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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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对濒危动物的保护研究中!非损
伤性取样法已被广泛提倡和接受!即在不伤害
或触及动物前提下收集脱落的毛发’粪便’口腔
脱落细胞’陈旧皮张等样品进行分析 *$ l"+ & 大
熊猫"C#,)*(D(I+ 3%,+$(,%)6+#数量稀少!直接取
样非常困难!而大熊猫每日粪便排泄量大!易于
获取%粪便由未消化的竹子组成!含有丰富的消
化道脱落细胞’类固醇激素’肠道微生物等& 因
此!粪便是进行大熊猫研究的理想材料& 本文
总结了应用粪样进行的大熊猫食性与消化吸
收’种群与个体识别’类固醇激素’寄生虫与病
原微生物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对粪样的应用前
景进行了展望&

?@大熊猫食性与消化吸收研究

大熊猫以竹子为主食!野生大熊猫的食物
中 ..J是竹类!它们吃得多’拉得多’拉得快!
每天排粪量 "# _:左右!粪便中几乎全是未消



’ 期 黄!河等$粪样在大熊猫研究上的应用 )$C&!!)

化的竹秆’竹叶的碎渣 */ lC+ & 分析粪便残留物
的组成和排泄量!可以判断大熊猫对采食竹子
种类’部位等的选择与喜好%分析粪便营养成
分!则可以了解大熊猫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情况&

大熊猫食性的研究通常采用将粪样烘干称
重的方法!求出粪样中叶’杆’笋各自百分比!同
时结合大熊猫采食现场残留的食物痕迹对大熊
猫食性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发现!四川冶勒自
然保护区大熊猫在 $$ 月份至次年的 / 月份对
竹叶’竹茎的选择具有随机性!% (C 月份以食
竹茎为主!’ (& 月份以竹笋为主食!B ($# 月份
主要选食竹叶 *’+ & 分布于四川马边大风顶自
然保护区不同山系的大熊猫!尽管所处环境的
主食竹种不同!但各山系大熊猫均以叶为主食!
并兼食部分杆!如果有竹子处于笋期!则更多地
以竹笋为食 *&+ !而四川白河自然保护区大熊猫
则对华西箭竹 "5+*/%&#+ $#2#I+ # 有明显的偏
好 *B+ & 汤纯香等 *.+对 "$ 只圈养于四川卧龙和
/ 只圈养于四川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排
泄粪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大熊猫对竹子取食
量秋季最少!冬季最多!C 月为次高峰期&

在大熊猫对食物消化吸收方面!N4EDE6WE5?
等 *$#+记录下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 只大熊猫的
摄入竹子总量和粪便排泄总量!并对竹子和粪
样处理后进行营养成分分析& 结果显示!大熊
猫对竹子干物质的消化率不到 "#J!对半纤维
素和纤维素的消化率分别为 "&J和 BJ& X42=
等 *$$+对孟菲斯动物园 " 只大熊猫"$ 只雄性!C
岁%$ 只雌性!/ 岁#进行竹子饲喂实验& 通过
分析竹子和粪样干物质含量!发现雄性大熊猫
和雌性大熊猫对竹子的表观消化率无差异& 在
野外!何礼等 *$"+通过追踪大熊猫!统计大熊猫
排出新鲜粪便数量和估计采食竹子量!研究四
川相岭山系大熊猫对营养和能量利用情况& 结
果显示!该山系大熊猫不仅消化竹子中的粗蛋
白和粗脂肪!也能消化部分半纤维素& 当以秆
叶为食时!大熊猫对粗蛋白’粗脂肪和半纤维素
消化率分别为 ’$ICJ’C#I/J 和 "/I/J%而当
以竹笋为食时!消化率分别为 &$I.J’’$ICJ
和 ".I’J!大熊猫对竹笋中营养物质的利用率

高于秆叶%由于不同季节食物组成’干物质摄入
量和消化率不同!大熊猫春季获取能量最低!夏
秋季最高!冬季介于其间& 何东阳 *$/+采用全收
粪法和酸不溶灰分法测定 % 只圈养成年大熊猫
与 " 只野外救护成年大熊猫对竹子粗蛋白’粗
脂肪和粗纤维的消化率!两种方法均得出一致
结论!圈养大熊猫的消化率高于野生大熊猫!推
测野生大熊猫采取快速排泄和低消化率可能是
一种适应对策!是野生大熊猫应对营养价值较
为稳定!生物量相对丰富的竹类食物的营养和
能量对策&

A@大熊猫种群与个体识别研究

大熊猫在采食过程中!常常将竹茎一节一
节地咬断!但并不完全咀嚼和磨碎!成段的竹茎
经过大熊猫消化道被排出后!几乎仍保持着原
来的形状和长短& 粪便中的竹茎称为咬节!咬
节的长度和形态被普遍认为具有 个体 特
征 */!$%+ & 另外!随着年龄的增大!大熊猫肛门括
约肌逐渐松弛!粪团直径的大小产生差异& 野
外调查中!粪便中残竹咬节和粪团直径成为大
熊猫数量及年龄判断的重要依据 *$C l$’+ & 此外!
粪便作为大熊猫的活动痕迹!其数量和分布情
况也反应出大熊猫种群的分布格局&

杨光等 *$&+通过测定大熊猫粪样的典型咬
节和粪便直径!确定四川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
区有大熊猫"/’ s’#只& 陈泳宏等 *$B+ ’陈炳耀
等 *$.+将大熊猫粪样咬节长度进行聚类分析的
方法应用到大熊猫数量调查中!分别确定四川
冶勒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有 % 只大熊猫以及在
四川贡嘎山保护区不足 "# _2"的研究面积上
生活着 / 只大熊猫& 郭建等 *"# l"$+对大熊猫粪
便分布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引入到
大熊猫数量调查中!研究认为四川冶勒自然保
护区生活有 B 只左右大熊猫& 刘新玉等 *""+以
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监测数据为基础!
并以历年各监测样线上发现的痕迹总数作为种
群动态趋势的指标!研究涉及足迹’粪便’食迹
等痕迹!其中粪便占了全部痕迹总数的 .CJ以
上& 研究认为!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的痕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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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示大熊猫种群呈缓慢增长的态势& 曹庆
等 *"/+对陕西佛坪和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大熊
猫的活动痕迹 "包括实体’粪便’食迹等#进行
样线调查并用于研究该区内大熊猫种群& 研究
表明!大熊猫在观音山自然保护区活动的痕迹
密度’范围均小于佛坪自然保护区%研究区内
" 个大熊猫高密度等级的活动中心均分布在佛
坪自然保护区内&

另一方面!动物粪便中含有脱落的消化道
细胞!从中可以分离出动物的基因组 N)M!从
而进行个体遗传信息的分析 *"%+ & 应用粪便
N)M进行个体遗传信息分析的方法主要有
N)M指纹技术和 ]\f扩增 N)M微卫星技术&
方盛国等 *"C l"’+发现大熊猫脱落的皮毛和粪便
能作为 N)M指纹分析材料!同一大熊猫个体的
皮毛’血液’精液’固定组织’粪样及尿样的
N)M指纹图谱完全一致& 基于 N)M指纹具有
个体特异性!冯文和等 *"&+ ’万秋红等 *"B+先后从
野生大熊猫粪样中提取 N)M用于指纹图谱分
析!对大熊猫野生种群的数量和个体关系进行
确认& ]\f扩增 N)M微卫星技术具有很好的
稳定性!常用于系谱分析’亲源关系鉴定’群体
间遗传距离分析’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等&
P836 等 *".+首次将微卫星技术运用到四川王朗
大熊猫保护区种群调查中!粪样分析结果精确
地显示了该保护区大熊猫的数量和分布情况&
何蔚 */#+对采集于四川王朗和宝兴的 ’/ 份大熊
猫粪样进行微卫星基因型分析!评估大熊猫遗
传多样性& 总共分离到 $/# 个等位基因!其中
有 /C 个为王朗所特有!C/ 个为宝兴所特有!
%" 个为两种群共享& 结果显示!王朗和宝兴
" 个大熊猫种群间缺乏基因交流& T36:等 */$+

采用微卫星技术分析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大
熊猫粪样!研究发现该保护区大熊猫种群具有
高遗传多样性和低遗传分化特点& P836 等*/"+ ’
R> 等*//+分别利用野外大熊猫粪样!先后进行了
大熊猫微卫星基因型和空间遗传结构研究!均认
为野外大熊猫具有偏于雌性的扩散模式& 此外!
,> 等*/%+进行了利用粪样 N)M鉴定大熊猫性别
技术的改进!该技术用大熊猫粪样 N)M为模板!

通过对染色体特定片段222锌指内含子 & 区域
进行 ]\f扩增!即可鉴定大熊猫性别& P8>
等*/C+用线粒体控制区的部分序列和 . 个微卫星
标记对来自野外的 $." 个粪便样品和 $ 个血液
样品进行研究!分析大’小相岭地区大熊猫的种
群历史与空间遗传结构& 研究发现大渡河阻隔
了大熊猫种群间的基因流!导致大相岭和小相岭
为不同的遗传基因簇%而公路"$#B 国道#限制了
道路两侧大熊猫种群间的基因流&

C@大熊猫类固醇激素研究

动物体内各项类固醇激素水平对衡量其繁
殖状态和应激反应水平具有有效指示作用& 传
统的类固醇激素检测途径是采集动物的血液样
本来分析类固醇激素水平!但是捕捉’麻醉以及
采血对动物机体而言是刺激!会影响动物机体
的内分泌水平& 研究表明!动物粪便与血液的
类固醇激素水平存在直接对应关系 */’+ & 大熊
猫主食竹类!食物残渣在消化道内积累过程中
混合了大量消化液和类固醇激素等代谢产物!
应用大熊猫粪样替代血液样本分析类固醇激素
水平!极大地降低了采样的难度并避免了对大
熊猫的刺激& 目前!大熊猫粪样类固醇激素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与繁殖状态相关的雌激素’孕
激素’雄性激素等!以及与应激反应相关的肾上
腺糖皮质激素’皮质醇等&

->Y*_3A3等 */&+对 " 只成年"$ 雌!$ 雄#’"
只未成年"$ 雌!$ 雄#大熊猫粪样中类固醇激
素进行连续检测发现!同一个时期内!成年雄性
大熊猫睾酮含量比雌性高%在大熊猫发情季节!
雌性大熊猫雌二醇含量出现峰值%未成年大熊
猫无论雌雄!睾酮和雌激素含量都相对低!并且
不存在季节性变化& 该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比
较睾酮含量区分成年大熊猫性别%在大熊猫繁
殖季节可以通过检测雌二醇含量来粗略判断雌
性大熊猫的排卵情况& -ED=E<等 */B+连续 / 年
对 $# 只雌性大熊猫粪样进行雌激素和孕激素
测定& 结果显示!在大熊猫发情期!粪便中雌激
素和孕激素含量呈规律性波动!变化模式符合
生理特征!粪便中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能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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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反映雌性大熊猫繁殖状态& -ED=E<等 */.+另
一项研究还发现!雌性大熊猫繁殖周期各阶段
对应的粪便中孕激素变化规律不能用来区分大
熊猫是否怀孕或者假孕& M4G_E6 等 *%#+通过测
定雄性大熊猫粪样中雄性激素!分析其变化规
律!并结合雄性大熊猫睾丸形态’精液质量及大
熊猫活动行为!研究结果揭示雄性大熊猫激素
变化规律与大熊猫繁殖的季节性相一致!即每
年 " (C 月是雄性大熊猫的繁殖期!这恰好与雌
性大熊猫繁殖期同步& 此外!\83D5G*6 等 *%$+发
现雄性大熊猫粪便中雄性激素含量与发情时叫
声持续时间呈正相关&

在大熊猫应激反应的研究上!刘娟等 *%"+采
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大熊猫粪样中肾上腺糖皮质
激素含量!研究圈养大熊猫刻板行为与激素水
平的关系& 结果表明!大熊猫刻板行为的发生
是由于环境胁迫所导致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水
平上升和不合理的管理方式引起的& 李骏 *%/+

对圈养大熊猫粪样进行皮质醇分析发现!大熊
猫粪样中皮质醇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昼夜节律性
变化%麻醉可导致大熊猫粪样中皮质醇水平急
剧上升%环境温度处于 C (".e之间时!粪样中
皮质醇在较正常的水平波动!当气温高于 /#e
时!粪样中皮质醇含量增高至正常水平的 " (/
倍!表明大熊猫出现了热应激& 王亚超 *%%+对 C
只圈养大熊猫粪样进行皮质醇含量分析发现!
大熊猫在 $’ ("#e温度区域!粪便中皮质醇含
量分别比 C ($Ce’"# (/#e的含量低且相对
稳定& 崔媛媛等 *%C+研究人为干扰与圈养大熊
猫粪样中的皮质醇水平关系发现!随着游客量
的明显上升!参展大熊猫个体粪样中的皮质醇
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升高%其中雄性和雌性大熊
猫粪样中的皮质醇含量分别与前一日的游客量
呈显著和极显著相关!认为人为干扰会使大熊
猫产生很强应激& 为了解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水
平对大熊猫适应的意义!-ED=E<等 *%’+对 $& 只
成年雌性大熊猫在发情期和乏情期排泄粪样进
行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研究& 结果发现!大熊猫
所处的繁殖状态和季节对调节肾上腺功能起着
重要作用& 此外!于小杰等 *%&+对 C 只圈养大熊

猫排泄粪样表层和内部的雌二醇’孕酮’皮质醇
含量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大熊猫粪样表
层雌二醇’孕酮’皮质醇的含量均显著高于内
部!研究认为大熊猫粪样表层消化液残留多于
内部!并由此导致类固醇激素含量在粪样表层
和内部出现差异&

D@大熊猫寄生虫与病原微生物研究

在大熊猫的各类疾病中!以消化系统’呼吸
系统疾病最为常见!但这类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较容易& 相反!各种传染性疾病给大熊猫带来
了十分严重的危害!其中以寄生虫病尤为突
出 *%B+ & 当大熊猫内体出现寄生虫时!虫体的卵
或是成虫通过粪便排出& 此外!各种病原微生
物也混合在粪便中& 因此!分析大熊猫粪便所
含寄生虫或虫卵及病原微生物!可摸清大熊猫
感染寄生虫或病原微生物情况及传播规律!是
制定疾病防治措施的有效路径&

赖从龙等 *%.+自 $.BC 年 $$ 月 ($.BB 年 $"
月采集了四川省 "& 个县’市和 B 个自然保护区
及甘肃省的文县和白水河自然保护区的不同海
拔’不同地域的野外大熊猫粪样共计 " ’B# 份!
采用沉淀法和漂浮法进行了寄生虫检查& 结果
显示!在 $ C#C 份粪样内发现有西氏蛔虫
"C&6+*#&&6"*(%I%*## 卵!感染率为 C’I$CJ%在
$"$ 份 粪 样 内 发 现 熊 弓 蛔 虫 " L(>+&6+*#&
&%,%+62#&#卵!阳性率 %IC$J% 在 $/ 份粪样中发
现槽 盘 吸 虫 " X/3(6(20,%=FA# 卵! 感 染 率
#I%BJ%在 / 份粪样中发现圆形目" XGD*6:<53G3#
线虫卵!感染率 #I$$J%在 $ 份粪样内发现肺
线虫幼虫!阳性率 #I#%J& 调查表明!西氏蛔
虫是大熊猫体内寄生虫的优势种!而且不同地
区’不同海拔和不同年龄的大熊猫感染情况无
明显差别& 杨光友等 *C#+ $..C ("##/ 年解剖四
川宝兴县境内 / 只野生大熊猫尸体!在其体内
采到一种钩口线虫"C$60,(&2(3+ +#,)*(D(I+%=F+
6*Z+#%检查该地区野生大熊猫粪样 $C 份!发现
此钩口线虫卵阳性率达 ./I/J!初步表明这种
寄生虫在调查地区野生大熊猫体内普遍存在&
鉴于传统大熊猫寄生虫感染调查法需解剖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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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尸体!但局限于大熊猫样本而不能进行大规
模调查统计%单一粪样寄生虫分析法由于缺乏
粪样与大熊猫个体的对应关系!导致各调查结
果无可比性!P836:等 *C$+采用微卫星技术!在
鉴定粪样对应大熊猫个体的基础上进行粪样寄
生虫分析!该方法克服了传统和单一粪样寄生
虫分析方法的弊端& 经其调查分析发现!西氏
贝蛔虫"=+0,#&+&6+*#&&6"*(%I%*##是调查区域"包
含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及凉山山
系#野生大熊猫体内的优势寄生虫& 此后!
P836:等 *C"+运用微卫星技术对四川唐家河自
然保护区野生大熊猫粪样进行个体鉴定后!采
用 ]\f和毛细管单链构像多态性分析的方法
"]\fm\01XX\]#诊断野生大熊猫蛔虫感染强
度和感染率& 该研究方法解决了当大熊猫粪样
中的蛔虫卵数量较少时!传统的漂浮m显微镜法
难以准确诊断蛔虫感染率和感染强度的不足&

在病原微生物研究方面!杨水云等 *C/+运用
]\f特异 N)M片段诊断技术!建立了大熊猫肠
道耶尔森氏菌"W%*&#$#+ %$2%*(6(,#2#6+#的检测方
法!该方法可以在大熊猫未发病时!通过检测大
熊猫粪样!对大熊猫肠道可能存在的耶尔森氏
菌进行诊断排查& 王成东等 *C%+取发病大熊猫
幼兽粪样’血液以及呕吐物进行细菌学和寄生
虫学检查!未检出病原%用轮状病毒"@(2+:#*)&#
粪便抗原 0SUXM快速诊断!受检的 B 只大熊猫
幼兽腹泻便多次检出阳性结果& 对发病大熊猫
的病料进行病毒病原分离!从腹泻大熊猫幼兽
的粪样中分离出病毒颗粒!并确认分离病毒为
轮状病毒!该研究对预防和治疗大熊猫幼兽的
这种群发性’顽固性和传染性腹泻病起到了极
其重要作用& 此外!鲁海峰等 *CC+从大熊猫粪样
抽提微生物群落总 N)M!并以此为模板获得反
映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的杂交指纹图谱!
进而用于分析大熊猫肠道微生物结构与大熊猫
健康状况的关系& P836:等 *C’+对大熊猫粪样
所含细菌的耐药性进行分析!发现大熊猫粪便
细菌具有广泛的多重耐药性!该研究还针对耐
药性细菌的表型与基因型进行了鉴定& 鲍楠
等 *C&+ ’马清义 *CB+ ’Q> 等 *C.+通过粪样先后进行

了大熊猫消化道菌群的种类及相关分离鉴定和
药敏性研究& 以上应用粪样进行的大熊猫肠道
微生物的分析研究!对预防和治疗大熊猫疾病!
保护大熊猫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O@结@语

纵观粪样在大熊猫研究上的应用过程!其
实也是新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不断引入和运
用的过程& 特别是在大熊猫种群与个体识别’
寄生虫与病原微生物研究中!分子生物学技术
的引入大大提升了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个体
识别的准确性!寄生虫与病原微生物诊断的灵
敏及时性& 可以说!新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
的引入与运用极大地发掘出粪样在大熊猫研究
中的应用价值& 最近!Q4E?*AED等 *’#+首次将一
种革新的动物种群调查方法222粪便近红外反
射 光 谱 " WE;35 6E3D 46WD3DE? DEW5E;G36;E
=FE;GD*=;*F<! )̂UfX#技术运用到大熊猫研究
上& 该技术可通过分析大熊猫粪样进行大熊猫
性别’年龄’繁殖状态等鉴定& 尽管研究中发现
大熊猫采食竹子不同部位造成的粪样成分差异
会影响鉴定的准确性!但该研究走出了将
)̂UfX 技术运用到大熊猫种群调查的第一步!
随着 )̂UfX 技术的改进完善!必将在今后野外
大熊猫种群调查中发挥积极作用& 另外!在大
熊猫粪样应用上多学科多领域展开科研合作是
趋势& 如 P8> 等 *’$+对 $C 只健康大熊猫 "& 只
野生大熊猫!B 只圈养大熊猫#新鲜粪样的肠道
菌群进行 $’X Df)M基因序列分析!发现大熊
猫肠道菌群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高比例的能消化
纤维素的梭菌属 "!,(&2*#I#)3#菌群!之后采用
宏基因组测序技术!测定了其中 / 只野生大熊
猫粪样的肠道菌群!进一步证实了大熊猫能消
化纤维素与半纤维素!肠道梭菌属菌群扮演了
重要角色& 该研究从分析大熊猫肠道微生物入
手!揭示大熊猫消化吸收竹子的机制!实验综合
了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营养代谢等多个研究
领域& 最后!相信随着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的
发展与创新!更多更好的科研技术’仪器设备及
创新性思维将引入和运用到大熊猫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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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熊猫粪样必将有更为广泛而重要的用途!
我们对大熊猫的认知也将会更加全面!对大熊
猫的保护将会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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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化指标的影响+四川$ 四川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 "##&$ "% l/’+

*%C+!崔媛媛! 胡德夫! 张金国! 等+黄金周游客干扰对圈养

大熊猫应激影响初探+四川动物! "##.! "B"C# $ ’%& l

’C$+

*%’+!-ED=E<N\! Q45?GN0! ‘D*A6 nS! EG35+f4=46:WE;35

:5>;*;*DG4;*4? ;*6;E6GD3G4*6=GD3;_ DEFD*?>;G4ZE3;G4Z4G<46

G8E WE235E :436G F36?3 " C#,)*(D(I+ 3%,+$(,%)6+ #+

OE6ED3536? \*2F3D3G4ZE06?*;D46*5*:<! "#$$! $&/""# $

/’% l/&#+

*%&+!于小杰! 胡德夫! 唐勇清! 等+大熊猫粪团表层和内部

类固醇激素含量比较+经济动物学报! "#$#! $% "%# $

$B& l$B.+

*%B+!张华! 王小慧! 范文安! 等+大熊猫寄生虫病综述+甘

肃畜牧兽医! "#$#! %#"/# $ %# l%/+

*%.+!赖从龙! 邱贤猛! 罗秀芬! 等+野外大熊猫粪便中内寄

生虫病的研究+大自然探索! $..$! $#"$# $ ’B l&$+

*C#+!杨光友! 张同富! 张志和! 等+大熊猫钩口线虫的研究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畜寄生虫学分会+中国畜牧兽

医学会家畜寄生虫学分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暨第八次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

*C$+!P836:S! T36:,! Q> R! EG35+V8EF3D3=4GE=*W:436G

F36?3=$ 46?4Z4?>351Y3=E? 2E3=>DE2E6G46 A45? 364235=+

n*>D635*WQ45?54WEN4=E3=E! "#$$! %&"$# $ $’% l$&$+

*C"+!P836:Q ]! T4EX [! T>E‘X! EG35+NEGED2463G4*6 *W

=+0,#&+&6+*#&&6"*(%I%*#46WE;G4*6 46 A45? :436GF36?3=Y<36

3;;>D3GE36? =E6=4G4ZE]\fm\01XX\]2EG8*?+]S*X g6E!

"#$"! &"&# $ E%$..C+

*C/+!杨水云! 裴渭静! 孙飞龙! 等+依赖粪便材料的大熊猫肠

道耶尔森氏菌的检测+兽类学报! "##%! "%""#$ $B" l$B%+

*C%+!王成东! 颜其贵! 张志和! 等+大熊猫幼兽腹泻粪便分

离出的轮状病毒鉴定+兽类学报! "##B! "B " $ # $ B&

l.$+

*CC+!鲁海峰! 魏桂芳! 李仲逵! 等+0fU\1]\f分子杂交技

术分析大熊猫肠道菌群结构+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C! $&""# $ B$ lB%+

*C’+!P836:MT! Q36:R)! V436 O‘! EG35+]8E6*G<F4;36?

:E6*G<F4;;83D3;GED4=3G4*6 *W36G424;D*Y435DE=4=G36;E46

W3E;35Y3;GED43WD*2/# :436GF36?3=+U6GED63G4*635n*>D635

*WM6G424;D*Y435M:E6G=! "##.! //"C# $ %C’ l%’#+

*C&+!鲍楠! 刘成君! 谭志! 等+野外放归大熊猫肠道菌群变

化的研究+畜牧与兽医! "##C! /&"B# $ $# l$/+

*CB+!马清义+大熊猫消化道正常菌群的分离鉴定及药敏性

研究+陕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l%/+

*C.+!Q> ,\! \8E6 Q !̂ L436 \N! EG35+U=*53G4*6 36?

4?E6G4W4;3G4*6 *W6EA5<4=*53GE? 36G3:*64=G4; 12*%D2(306%&

=F+=GD346 M]$.1" FD*?>;46:;8D*2*2<;46=+V8En*>D635



’ 期 黄!河等$粪样在大熊猫研究上的应用 )$’/!!)

*W[4;D*Y4*5*:<! "##&! %C"’# $ %.. lC#%+

*’#+!Q4E?*AED00! -*>Y3Mn! b36;E\-! EG35+ Ê;356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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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会$时间为 $"# 分钟!由 C (’ 个 "# 分钟的专题报告构成& 每个专题报告会由两名主持人共同申

请!主持人应来自不同单位!申请时需要提交小于 $ ### 字的摘要!阐述该专题的学术意义’重要性等!并提出已邀

请的报告人和报告题目"申请时应至少明确 / 名报告人#&

专题讨论会申请的截止时间为 "#$/ 年 C 月 /$ 日!申请者发送 E2345至 =>6<894*@+3;+;6&

"#圆桌讨论会$时间为 ’# 分钟!一般包括主持人 $# 分钟的开题报告’%C 分钟的讨论和 C 分钟的总结& 圆桌讨

论会亦由两名主持人共同申请!并应来自不同单位& 申请时需要提交小于 $ ### 字的摘要!阐述讨论会的主题及意

义!并在摘要中说明所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否邀请专家进行开题报告等&

圆桌讨论会申请的截止时间亦为 "#$/ 年 C 月 /$ 日!申请者发送 E2345至 =>6<894*@+3;+;6&

/#口头报告会$时间单元为 $"# 分钟!从申请大会口头报告的摘要中遴选&

%#墙报$大会将在黄金时间设立墙报单元"每个单元 ’# 分钟#!届时墙报提交者要求在自己的墙报边!随时回

答代表的问题& 大会将设立最佳墙报奖&

口头报告和墙报申请的截止时间为 "#$/ 年 B 月 /$ 日&

大会出版物!

本届大会前将出版大会论文摘要集和,动物学杂志-为本届大会的专刊!分发各位代表用于会上交流& 具体要

求如下&

$I大会论文摘要集$

提交论文摘要的截止日期为 "#$/ 年 B 月 /$ 日& 摘要字数控制在 C## 字以内& 摘要格式同,动物学杂志-!具

体包括$题目"中英文#!作者!单位"含地址’邮编#!摘要正文!关键词!电子邮箱& 论文摘要通过中国动物学会学

术会议系统投稿&

提交论文摘要时!请务必说明论文报告形式$申请口头报告或墙报&

大会摘要集为非正式出版物!近两年的已发表成果亦可在本届大会报告!此种情况请论文摘要提交者注明所

发表论文的期刊信息&

"I,动物学杂志-专刊
,动物学杂志-"#$/ 年第 C 期将为本届大会出版专刊!大会科学委员会将对来稿进行评审!达到要求的论文在

专刊上发表&

发表论文费用$无需审稿费!接受论文的版面费为动物学杂志常规版面费的半价!每页 $## 元"彩版另议#&

论文格式要求请见,动物学杂志-"?A7@@+4*@+3;+;6#!必须为原创性工作或高水平的综述文章!本期专刊论文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 年 C 月 /$ 日& 论文全文请登录 ,动物学杂志-网站在线投稿!投稿时务必在备注栏注明
.第十二届全国鸟类学术研讨会论文/&

本次会议由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主办!浙江自然博物馆’浙江省动物学会和浙江大学等单位承办& 研讨

会期间!同时举办第九届全国鸟类学研究生翠鸟论坛& 欢迎全国各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博物馆’动物园’自然保护

区和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等单位的鸟类科技工作者报名参会& 相关信息请随时关注中国动物学会网站 "AAA+;@=+

4*@+3;+;6#和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的网站"AAA+;8463Y4D?+*D:#&

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
"#$" 年 $$ 月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