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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麻黄素对各发育期昆明小鼠"D)&4)&8),)&#仔鼠睾丸组织结构及 c4a蛋白和表皮生长因

子"@O5A@W346;W.79> [4B9.W!0I_#阳性表达的影响!选取雄性仔鼠采用递增剂量腹腔连续注射麻黄素!应

用生物显微技术观察睾丸组织结构的变化!用免疫组织化学和体视学半定量方法检测 c4a和 0I_蛋白

在睾丸组织中的表达& 结果表明!麻黄素组仔鼠各发育阶段生精小管直径及上皮厚度明显小于对照组

"1s#K#$ 或 1s#K#+#!初级精母细胞直径小于对照组"1s#K#$ 或 1s#K#+#!生精小管上皮各级生精

细胞的发生较晚!且排列疏松而凌乱!细胞间空隙多!发育成熟期管腔内成熟精子较少%麻黄素组各发育

期仔鼠睾丸中 c4a和 0I_蛋白的阳性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强"1s#K#$ 或 1s#K#+#& 上述结果表

明!麻黄素影响仔鼠睾丸组织的发育!麻黄素对各发育期仔鼠睾丸组织的损伤可能与 c4a和 0I_蛋白

表达的增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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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滥用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医学问
题和社会问题!青少年的机体正处于发育和完
善的时期!接触毒品极易引起器官组织结构与
生理活动的损害& 麻黄素是合成冰毒和摇头丸
的重要原料!它们同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
"43O>@9435:@9ZO@=953?64:9=!RS2#!对中枢神
经系统有兴奋作用!长期滥用都会造成严重的
药物依赖!并产生多种毒副作用& "# 世纪
(# 年代后麻黄素的滥用呈上升趋势!超过海洛
因’可卡因等兴奋剂"郑少攀等 "##&#& 研究表
明!麻黄素对脑’心血管及肌肉组织均有毒性影
响"常福厚等 $(()!景红娟等 "##’!李重阳等
"##(#& c4a蛋白"cB61" 4==.B549@A iOW.9@5:#是
一种促进细胞凋亡的蛋白!表皮生长因子
"@O5A@W346;W.79> [4B9.W!0I_# 可加速核酸和蛋
白的合成!促进细胞的增殖并影响细胞的分化!
c4a蛋白和 0I_表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
反映组织的受损情况& 麻黄素对生长发育期仔
鼠"D)&4)&8),)&#的睾丸组织结构和精子发生
是否有影响- 其机制如何均需进一步的研究和
探讨& 本研究通过腹腔连续注射麻黄素!观察
发育期仔鼠睾丸的组织结构及 c4a蛋白’0I_
表达的变化!以探讨麻黄素对生长发育期仔鼠
睾丸的毒性及可能机制!为临床麻黄素中毒的
防治提供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A?@主要试剂@盐酸麻黄素"纯度"(’L!甘
肃省公安厅提供#!根据半数致死剂量和成瘾量
用生理盐水配制成 %K#’&K#’+K#’,K#’)K# ;FE
+ 个梯度浓度的水溶液!& *,N下保存备用&

全部抗体’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和显色剂均购
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B@动物分组及处理@选出生 ) A 的雄性昆
明仔鼠 ,# 只"购于兰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体重 & *+ ;!实验前适应性饲养 + A!由母鼠带
养!之后随机分为麻黄素组和对照组!每组
%# 只& 麻黄素组用递增剂量腹腔连续注射麻
黄素 "+ A!在 $ *+ A’, *$# A’$$ *$+ A’$, *
"# A’"$ *"+ A 分 别 注 射 #K" 36浓 度 为
%K# ;FE’&K# ;FE’+K# ;FE’,K# ;FE’)K# ;FE的
麻黄素溶液!每天 " 次!分别于 ($ ## 时和
$,$## 时进行注射& 对照组每天腹腔注射等量
的生理盐水!其他饲养与实验组相同&
?AC@切片制作与体视学观察@分别取给药处
理后 + A’$# A’$+ A’"# A’"+ A 的仔鼠各 , 只的
睾丸组织!投入 $#L的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
"& >!石蜡包埋后连续切片", !3#!P/0染色!

在显微镜"V6Z3O?=!_i1%+GR!f4O4:#下观察并
拍照!用目镜方格测试系统测量相关数据&

用固定好的各仔鼠睾丸组织数块!包埋后
连续切片", !3#!每个蜡带贴一张!共 $# 张!
每张切片随机 选 择 $" 个视 野观察’ 摄片
" g&###& 采用方格测试系统"测试面积 $K+$"
g$#& 33"!测试线总长为 )K’#’ g$#% 33!测
试线包括纵线 %, 条和横线 "’ 条!每小格长为
& 33!相当于实际长度的 $# !3& 两种测线的
交点为测试点!总测试点数为 $ ##’ 个#交点计
数法分别测算睾丸组织中细胞阳性表达的面密
度值!公式为$EGH" N=F98" 98H018(+#!式中
N=为阳性表达的细胞与测试方格的交点数!18

为测试系统落在参照系的点数!+ 为方格的两
点间距离!EG为测算的睾丸组织中细胞阳性表
达的面密度值"陈玉琴等 "##’#&
?AD@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 2Rch法& 将
仔鼠睾丸组织石蜡切片脱蜡至水!微波处理进
行抗原修复!用 ec2 冲洗后!用 %L P"V"孵育
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正常牛血清室温
孵育 "# 35:!以封闭非特异性反应位点%一抗分
别用兔抗 c4a蛋白和兔抗表皮生长因子"0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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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浓度 $k"###!置 &N冰箱过夜%ec2 冲洗
后!滴加生物素标记的二抗 "羊抗兔 J;I抗血
清#!%)N孵育""# 35:#%滴加链霉素抗生物素
蛋白1过氧化物酶复合物工作液!%)N孵育 ""#
35:#%空白对照以 ec2 代替一抗%jRc显色!苏
木精轻度复染!常规脱水!透明’封片!在显微镜
下观察并摄片& 结果显示!阳性表达部位被染
成棕黄色&
?AE@数据处理@实验数据用 2e22$%K#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处理!结果以平均值 M标准差
"\@4: M2j#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双尾 3
检验!1s#K#+ 表示差异显著!1s#K#$ 差异极
显著&

B@结@果

BA?@仔鼠睾丸的组织结构变化@麻黄素影响
仔鼠睾丸的组织结构"图 $#& 注射麻黄素后仔
鼠各阶段睾丸组织结构与对照组相比!生精小
管直径及上皮厚度明显小于对照组& 初级精母
细胞直径小于对照组& 生精小管上皮各级生精
细胞的发生较对照组迟缓!且各种细胞数量明
显少于对照组!细胞排列疏松而凌乱!细胞间空
!!

隙多& 生精小管发育成熟期管腔内成熟精子
较少&
BA?A?!生精小管直径的变化!实验组和对照
组仔鼠睾丸内生精小管直径随着时间延长均呈
连续增大趋势!实验组给药后 + *$+ A 增长缓
慢!给药后 $+ *"# A 增长量较大& 但实验组各
期生精小管直径均小于对照组!其中!给药后
$# A’$+ A’"# A’"+ A 生精小管直径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1s#K#+!1s#K#$ #
"图 "#&
BA?AB! 生精小管上皮厚度的变化!实验组和
对照组仔鼠睾丸内生精小管上皮厚度随着时间
延长均呈连续增长趋势!实验组给药后 + *$+ A
增长缓慢!给药后 $+ *"# A 增长量较大& 但实
验组仔鼠各期生精小管上皮厚度均小于对照
组!其中给药后 $# A’$+ A’"# A 上皮厚度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1s#K#+!1s
#K#$#"图 %#&
BA?AC!生精小管上皮细胞层数的变化!实验
组和对照组仔鼠睾丸内生精小管上皮细胞层数
随着时间延长均呈增长趋势!实验组给药后+ *
$+ A’"# *"+ A 增长缓慢!给药后 $+ *"# A 增长
!!

图 ?@麻黄素对仔鼠睾丸组织结构的影响
M*;N?@099"()/%9"#-"&$*4"%4-*/)%8%;*(.8/)$’()’$"%9)-")"/)*/*4)-"1.8"3%’4; 1*("

@

R/对照组 $+ A 仔鼠睾丸光镜结构% c/麻黄素组 $+ A 仔鼠睾丸光镜结构% h/对照组 "+ A 仔鼠睾丸光镜结构% j/麻黄素 "+ A 仔鼠

睾丸光镜结构& 标尺 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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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4Z/c4WH"+ !3

2h/支持细胞% 2/精原细胞% e2/初级精母细胞% 2e/精子细胞% 22/次级精母细胞% 2U/精子% Jh/间质细胞% h2S/生精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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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仔鼠睾丸生精小管直径的变化
M*;NB@,-.4;"/*4&*.1")"$%9/"1*4*9"$%’/)’2"

*4)-"3%’4; 1*("
与对照组比较!!1s#K#+! !!1s#K#$&

h.3O4W@A 9.B.:9W.6;W.?O! !1s#K#+! !!1s#K#$/
!

图 C@仔鼠睾丸生精小管上皮厚度的变化
M*;NC@,-.4;"/*4)-*(K4"//%9/"1*4*9"$%’/)’2"

"#*)-"8*’1*4)-"3%’4; 1*("
与对照组比较!!1s#K#+! !!1s#K#$&

h.3O4W@A 9.B.:9W.6;W.?O!!1s#K#+! !!1s#K#$/
!

量较大& 但实验组各期生精小管上皮细胞层数
均小于对照组!其中给药后 $+ A’"# A’"+ A 上
皮细胞层数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1s#K#+!1s#K#$#"图 &#&
BA?AD!初级精母细胞直径的变化!各发育期
仔鼠初级精母细胞直径逐渐增大!"# A 时达到
最大!随后略降低& 但实验组仔鼠各期初级精
母细胞直径均小于对照组& 其中给药后 + A 初
级精母细胞直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1s
#K#+#!给药后 "+ A 初级精母细胞直径与对照
组差异极显著"1s#K#$#"图 +#&

图 D@仔鼠睾丸生精小管上皮细胞层数变化
M*;ND@,-.4;"/*48.3"$/%9"#*)-"8*’1("88/*4

/"1*4*9"$%’/)’2"%9)-"3%’4; 1*("
与对照组比较!!1s#K#+! !!1s#K#$&

h.3O4W@A 9.B.:9W.6;W.?O!!1s#K#+! !!1s#K#$/
!

图 E@仔鼠初级精母细胞直径的变化
M*;NE@,-.4;"/*4&*.1")"$%9#$*1.$3 /#"$1.)%(3)"

*4)-"3%’4; 1*("
与对照组比较!!1s#K#+! !!1s#K#$/

h.3O4W@A 9.B.:9W.6;W.?O!!1s#K#+! !!1s#K#$/
!

BAB@睾丸组织 Q.H 蛋白的表达@麻黄素影响
c4a蛋白在仔鼠睾丸组织中的表达"图 ,#& 在
睾丸组织中!阳性反应物质主要集中在精原细
胞’精母细胞’间质细胞 % 种细胞的细胞膜和细
胞质!支持细胞和精子细胞亦有少量表达& 注
射麻黄素 + A’$# A’$+ A’"# A’"+ A 时!麻黄素
组仔鼠睾丸组织中 c4a蛋白阳性表达细胞的数
量大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或极显著"1s#K#+ 或
1s#K#$#"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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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H 蛋白在仔鼠睾丸中表达的面密度值
G.28"?@R’$9.(".$". &"4/*)3 %9Q.H #$%)"*4*4)-")"/)*/%93%’4; 1*("

组别 IW.?O
面密度值 2?W[4B@4W@4A@:=59Z

+ A $# A $+ A "# A "+ A

对照组
h.:9W.6;W.?O

#K##’ ’ M#K### ( #K#"# & M#K##$ ) #K##( + M#K### , #K##( # M#K##" $ #K#"% % M#K### ’

麻黄素组
0O>@AW5:@;W.?O

#K#"& ( M#K##$ ’!! #K#&( $ M#K##$ +! #K#&#% M#K###’!! #K#%# ( M#K##" %!! #K#)& ) M#K##$ $!!

!!与对照组比较!!1s#K#+!!!1s#K#$& h.3O4W@A 9.B.:9W.6;W.?O!!1s#K#+!!!1s#K#$/

图 F@麻黄素对仔鼠睾丸 Q.H 蛋白表达的影响
M*;NF@099"()/%9"#-"&$*4"%4"H#$"//*%4%9Q.H #$%)"*4*4)-")"/)*/%91.8"3%’4; 1*("

@

R/对照组 + A 仔鼠睾丸中 c4a蛋白的表达"*# % c/麻黄素组 + A 仔鼠睾丸中 c4a蛋白的表达"*# % h/对照组 "+ A 仔鼠睾丸中

c4a蛋白的表达"*# % j/麻黄素组 "+ A 仔鼠睾丸中 c4a蛋白的表达"*# & 标尺 H"+ !3

R/RWW.7=>.75:;@aOW@==5.: .[c4aOW.9@5: 5: 9>@9@=95=.[B.:9W.6Z.?:;35B@49A4Z+ "*# % c/RWW.7=>.75:;@aOW@==5.: .[c4aOW.9@5: 5:

9>@9@=95=.[@O>@AW5:@19W@493@:935B@49A4Z+"*# % h/RWW.7=>.75:;@aOW@==5.: .[c4aOW.9@5: 5: 9>@9@=95=.[B.:9W.635B@49A4Z"+"*# %

j/RWW.7=>.75:;@aOW@==5.: .[c4aOW.9@5: 5: 9>@9@=95=.[@O>@AW5:@19W@493@:935B@49A4Z"+ "*#/c4WH"+ !3

BAC@睾丸组织 0JM的表达@麻黄素影响 0I_
在仔鼠睾丸组织中的表达"图 )#& 在睾丸中!
阳性反应物质主要集中在精原细胞’精母细胞’
间质细胞 % 种细胞的细胞膜和细胞质& 注射麻

黄素 + A’$# A’$+ A’"# A’"+ A 时!实验组仔鼠
睾丸组织 0I_蛋白阳性表达细胞的数量大于
对照组!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1s#K#+ 或 1s
#K#$#"表 "#&

表 B@0JM在仔鼠睾丸组织中表达的面密度值
G.28"B@R’$9.(".$". &"4/*)3 %90JM*4)-")"/)*/%93%’4; 1*("

组别 IW.?O
面密度值 2?W[4B@4W@4A@:=59Z

+ A $# A $+ A "# A "+ A

对照组
h.:9W.6;W.?O

#K#$# # M#K##$ , #K#"# % M#K### ( #K##) ’ M#K##$ #K##& & M#K##" $ #K##+ ) M#K##$ "

麻黄素组
0O>@AW5:@;W.?O

#K#$+ + M#K##$ %!! #K#"" + M#K### )! #K#$+ # M#K##$ &!!#K##, & M#K##$ ’! #K#$% $ M#K### ’!!

!!与对照组比较!!1s#K#+!!!1s#K#$& h.3O4W@A 9.B.:9W.6;W.?O!!1s#K#+!!!1s#K#$/

C@讨@论

CA?@麻黄素对仔鼠睾丸组织结构的影响@苯
丙胺类兴奋剂大多作用于儿茶酚胺神经细胞的

突触前膜!通过促进突触前膜内神经递质!如去
甲肾 上 腺 素 " :.W@O5:@O>W5:@! -0#’ 多 巴 胺
" A.O435:@! jR# 和 +1羟 色 胺 " +1>ZAW.aZ
9WZO9435:@!+1PS#等的释放!阻止递质再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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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Y@麻黄素对仔鼠睾丸组织 0JM表达的影响
M*;NY@099"()/%9"#-"&$*4"%4"H#$"//*%4%90JM*4)-")"/)*/%93%’*4; 1*("

@

R/对照组 + A 仔鼠睾丸中 0I_的表达"*# % c/麻黄素组 + A 仔鼠睾丸中 0I_的表达"*# % h/对照组 "+ A 仔鼠睾丸中 0I_的表

达"*# % j/麻黄素组 "+ A 仔鼠睾丸中 0I_的表达"*# & 标尺 H"+ !3

R/RWW.7=>.75:;@aOW@==5.: .[0I_5: 9>@9@=95=.[B.:9W.6;W.?O 49A4Z+ "*# % c/RWW.7=>.75:;@aOW@==5.: .[0I_5: 9>@9@=95=.[

@O>@AW5:@19W@493@:9;W.?O 49A4Z+ "*# % h/RWW.7=>.75:;@aOW@==5.: .[0I_5: 9>@9@=95=.[B.:9W.6;W.?O 49A4Z"+ "*# % j/RWW.7

=>.75:;@aOW@==5.: .[0I_5: 9>@9@=95=.[@O>@AW5:@19W@493@:9;W.?O 49A4Z"+"*#/c4WH"+ !3

使这些递质含量长时间减少 " 2?6‘@W@946/
$((+#!影响机体的结构与机能& 冰毒可导致
细胞线粒体轻度肿胀和线粒体抗氧化酶谷胱甘
肽过 氧 化 物 酶 ";6?949>5.:@O@W.a5A4=@! I2P1
ea#’超氧化物歧化酶 "=?O@W.a5A@A5=3?94=@!
2Vj#的活性降低!表明冰毒能使线粒体产生大
量的活性氧自由基而造成其结构和功能的破坏
"戴捷等 "##%!易少华等 "##’#& 本实验中麻
黄素组仔鼠发育各阶段睾丸组织结构与对照组
相比!生精小管直径及厚度明显小于对照组!生
精小管的各级生精细胞的发生比对照组晚!且
各种细胞数量明显少于对照组!生精细胞在生
精小管内排列疏松而凌乱!细胞间空隙多!初级
精母细胞的直径明显减小!生精小管发育成熟
期管腔内成熟精子较少!表明麻黄素影响了仔
鼠性腺的发育!且造成睾丸结构的损伤& 给动
物注射海洛因’麻黄素可引起仔鼠下丘脑细胞
凋亡增加"李重阳等 "##(#!从而使下丘脑释放
的促性腺素释放因子减少!导致机体卵泡刺激
素"[.665B6@=953?6495:;>.W3.:@!_2P#和黄体生
成素 "6?9@5:5‘5:;>.W3.:@!EP#水平下降!影响
睾丸的发育和精子的发生& 麻黄素亦可能通过
影响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使睾丸组织供能不

足!间接影响精子的发生和成熟&
CAB@麻黄素对仔鼠睾丸组织中 Q.H 蛋白表达
的影响@c4a属于 cB61" 家族!这种可溶性蛋白
分子主要位于细胞膜与细胞浆中!发挥作用时
它从胞浆中移到线粒体并与线粒体膜相结合!

可促进细胞凋亡& c4a蛋白与细胞凋亡抑制因
子 cB61" 作用相反!它们之间主要通过相互二
聚化作用形成动态平衡来调节细胞的凋亡"刘
上峰等 "##"#& c4a和 cB61" 在正常生物体生
殖系统中都有表达!它们共同调节生精细胞的
凋亡!维持精子发生过程的动态平衡!维持支持
细胞与生精细胞的最佳比例!调节生精过程中
精子的数量和质量 "c5665:;@946/$((+!吴耀华
$((,#& 生精细胞的凋亡受基因和激素等的调
控"黄宇烽 "##+#!但生精细胞的凋亡也可被有
害刺激诱发!在病理状态下细胞凋亡则导致少
精子或无精子症的发生"李积胜等 $((’#& 低
氧作用下大鼠睾丸内表达 c4a蛋白的生精小管
数显著高于常氧对照组!表明低氧促进生殖细
胞凋亡"廖卫公等 "##)#& 本实验观察到仔鼠
睾丸内 c4a蛋白阳性反应物质主要集中在精原
细胞’精母细胞’间质细胞!支持细胞和精子细
胞亦有少量表达!且注射麻黄素后仔鼠睾丸中



(,&#!!( 动物学杂志 !"#$%&%’()*$+,(-.((,(/0 &’ 卷

c4a蛋白阳性表达明显增强!表明麻黄素引起
睾丸组织细胞凋亡加剧!其中!间质细胞凋亡可
使雄性激素的分泌减少!支持细胞凋亡又可影
响精子发育的微环境!进而可能使各种生精细
胞凋亡加剧而数量减少!以致生精小管发育成
熟期管腔内成熟精子较少!因此麻黄素造成睾
丸结构的损伤!影响了仔鼠性腺的发育&
CAC@麻黄素对仔鼠睾丸组织中 0JM表达的影
响@表皮生长因子 "0I_#是细胞分裂促进因
子!能刺激机体内多种类型组织细胞的分裂和
增生!能增强正常细胞的再生及损伤修复&
0I_主要由颌下腺产生!肾’垂体’睾丸’前列
腺’卵巢等处也有发现"孙亚平等 $(()!m4: @9
46/$((’!翁静 "##$#& 0I_通常与细胞膜上的
特异性受体 0I_1̂ 结合!通过激活细胞内多条
信号传导通路来调节细胞的生长’分化’迁移和
凋亡等生理活动"刘建军等 $(((#& 0I_与精
子的发生有关!切除颌下腺的小鼠睾丸生精小
管中精子数量下降!但精母细胞数明显增加
" @̂Z@= @946/$((+ #! 体 外 培 养 猪 " E)&
5(4%&3#8)&#睾丸间质细胞时!加入 0I_使甾体
激素生成量明显增多!说明 0I_参与甾体类激
素合成的调控"2.WA.566@9@946/$(($#!0I_还与
精子获能有关"_?W?Z4@946/$((%#& 本实验显
示!麻黄素组仔鼠睾丸内 0I_阳性表达保持较
高水平!尽管随着仔鼠的发育!阳性表达略有减
弱!但阳性细胞数仍高于对照组!这可能是麻黄
素诱导机体发生免疫应激反应!刺激睾丸内细
胞分泌大量 0I_参与睾丸的损伤修复%另一方
面可能是麻黄素改变了睾丸组织血睾屏障的通
透性!使外周组织及血液中的 0I_大量渗入睾
丸组织!使睾丸组织中 0I_增多!表明 0I_在
麻黄素引起的睾丸损伤修复中有重要作用&

任何一种因子都不能单独解释病理或生理
刺激对精子发生的复杂过程的影响!麻黄素组
各发育期仔鼠睾丸组织中 c4a蛋白和 0I_的
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表明麻黄素可使睾
丸组织各种细胞凋亡加剧而造成睾丸结构损
伤!还可能使睾丸组织细胞 0I_增多以参与睾
丸损伤的修复& 麻黄素对发育期仔鼠睾丸组织

的损伤可能与 c4a蛋白和 0I_等多种活性物
质的协调作用有关!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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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羽鹤在鄂尔多斯桃6阿海子的繁殖记录

!!蓑羽鹤"@$3"*(2(#5%&G#*/(#中有少量个体作为夏候鸟零星散布于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
"# 世纪 (# 年代初期!我们曾在桃力庙1阿拉善湾海子"简称桃1阿海子#记录到蓑羽鹤的繁殖!当
时!$ 对蓑羽鹤将巢置于桃1阿海子南面的沙丘顶部!并成功育出 " 只幼鹤&

桃1阿海子为双驼峰形荒漠咸水湖泊!满水时面积约 $# ]3"!其东半部称桃力庙海子!西半部为
阿拉善湾海子!因 "# 世纪 (# 年代承载了遗鸥"9+*)&*%,#83)&#全世界至少 ,+L以上的繁殖个体而于
"##" 年被认定为全球 -./$$&’ 国际重要湿地& "$ 世纪初的干旱加之随后严重的人为干扰使得桃1
阿海子自 "##, 年起大部时间或完全干涸!或仅于雨季过后在阿拉善湾海子的西部积有面积约
$ ]3"的浅水水面! 延至次年夏季再度全然干涸& "#$$ 和 "#$" 年夏!我们连续两年发现有 $ 对蓑
羽鹤在干涸的桃力庙海子中心部位营巢繁殖!每年育出 " 只幼鹤后成功带飞&

"#$% 年 + 月底!在桃力庙海子中心部位发现 $ 蓑羽鹤巢! 其 " 枚卵分别于 , 月 , 日和 ) 日孵
化成幼& , 月 $$ 日!在阿拉善湾海子的中心部位又发现 $ 蓑羽鹤巢!" 卵!其中 $ 幼鹤正在破壳!三
日后发现另一枚卵未能孵化而遭弃置& 此 " 巢的点位分别为 %(C&,D++/’r-’$#(C"$D$,r0’$ %+( 3
和 %(C&)D$’r-’$#(C$’D&’/,,r0’$ %+’ 3!两巢相距大约 " ,## 3&

"#$% 年 , 月 "& 日!对上述 % 只蓑羽鹤幼鸟进行环志!将红底白字的彩环套在幼鹤的小腿部
位!号码分别为 ,,+’,,,’,,)& 至 ) 月 + 日观察!% 只幼鹤长势良好& 另外!, 月 "" 日发现 $ 群 , 只
蓑羽鹤成鸟飞临桃1阿海子湖区并停留数日&

查+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中的相应记述"王岐山等 "##,#!蓑羽鹤作为夏候鸟和繁殖鸟
在中国"仅#见于北纬 &#C以北地区& 桃1阿海子干涸虽然使遗鸥丧失了一块极为宝贵的繁殖地! 却
使蓑羽鹤得以在最近 % 年连续营巢繁殖并吸引了少量非繁殖个体来此群聚& 桃1阿海子干涸后其
鸟类群落会如何演替和发展! 将是我们今后的关注目标&

任永奇%!苏雅拉%!何芬奇&

鄂尔多斯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康巴什!#$)###%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